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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2 月是繡球花的季節，藍色繡球花通常在雨後盛開，帶有不畏困難，勤勉願吃苦的意味，像極了現在身陷寒冬但仍然為未來而堅持和奮鬥的幼稚園業界。



幼稚園面對經營困難、收生衝擊及教師行政工作繁多等種種問
題，我與教聯會 18 區幼稚園校長代表會面，探討解決方案。

各區校長具體反映了區內幼稚園的現況及訴求，各校長尤其關注
出生率下跌問題、新學年單位資助額加幅、各項專款出台但欠缺
人力資源配套，以及年資深、薪酬高的幼師在幼稚園經營困難時
容易被率先裁員等。

我身兼非牟利幼稚園校監之職，幼稚園的經營情況，自當感同身
受。會上各校長真情流露，一時百感交雜：或為幼稚園未來感到
惆悵，或為局方官僚回應感到失望，或為肺腑之意見未有採納而
感到悲憤。但最終我們都堅定信念，互相支持，以一幀攝有同心
合力、團結並行手勢之大合照作結，寓意我們共同胼手胝足，決
心與幼稚園同闖寒冬。
 
身為教育界議員，我一定繼續與業界並肩前行，向局方反映業界
困難，監督政府，為幼稚園業界營造出更好的發展環境。

與幼稚園業界並肩同行

去信當局提良策助紓困
針對幼稚園經營困難深陷寒冬期，只是落實資助

額盈餘六四互通，實在未能針對因收生下降而
引起的營運危機。因此我去信教育局希望政府能為
幼稚園提供針對性的即時援助。各項建議重點如下：
1） 建議增加每名幼稚園學童的單位資助額 20%
2） 為保留幼教專業人才，建議政府改善師生比例
由現時 1：11 調升至 1 比 8 或 9
3） 建議單位資助額 60 ％與 40 ％之間，可以於營
運上互通使用
4） 盈餘回撥建議以學年計算延長至 24 個月
5） 放寬申請增加學費的門檻，建議幼稚園 ($10840
以上學費申請者）能運用簡易程序申請全日班加費
將加費之幅度調升至 2%
6） 租金發還機制是按 9 月學生人數計算，可調節
全數發還租金容額為 40%，發還一半租金容額為
25%。為紓緩參加計劃下幼稚園的租金壓力，建議
設「雙重」上限租金發還機制兩者以金額較高者為
準
7） 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主任，提供津貼以增聘行
政人員或文職員工
8） 提供一筆過津貼紓緩業界困境，以每名合資格
學生每年資助 $3000 或 $2000 為期四年，津貼可用
於一般幼稚園營運支出

成功爭取增加幼稚園代課津貼

眾所周知，香港幼稚園不設代課津
貼，而我卻一直關注這個問題，

不斷地從多方表達增加有關津貼的迫切
性。我欣悉當局最終從善如流，落實增
加幼稚園代課津貼及將之恆常化，本
人、業界表示歡迎。
期望教育局盡快公布詳情，提供足夠的
津貼，能有效地補貼計劃下幼稚園教師

代課開支。我亦期望因措施的實施，
幼師得到更完備的保障，幼稚園從
而成為更健康、積極的教育環境。 

我會繼續留意措施執行下幼稚園的營
運情況，努力不懈地為業界服務、
用心聆聽業界心聲，持續優化幼兒教
育，與業界及家庭並肩前行。



自政府宣布通關安排後，不少學校已經
陸 續 安 排 內 地 交 流 團， 並 將 於 今 年

四月復活節期間出發。教育局於學期初已
要求學校於公民科課程內，安排學生到內
地交流，惟不少學生的回鄉證已經過期。
我收到不少學校反映，學生想盡早續領證
件，但近期中旅社的換證預約已經爆滿，使
學生無法透過中旅社預約辦理換證手續。 

 

鑑於上述情況，不少學校遲遲未敢就交流
團作落實和安排。若然錯過四月復活節，
這些交流團就可能要推遲到暑假期間進行，
對於中五需要準備應考 DSE 的學生而言，
此舉可能會對他們的學習計劃構成影響。 

我就此去信教育局反映，希望當局盡快與有
關部門進行協調，優先為學生更換已經過期
的證件，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為學校提供統一
辦理的協調安排，讓學校能夠如期在復活節
假期舉辦內地交流團。

為學生爭取簡便辦理回鄉證的安排

自政府宣布通關及進一步放寬防疫
要求後，學界隨即密鑼緊鼓，籌

備各式各樣的交流團，為過去數年因
為疫情而無法離港交流的學生，盡快
安排境外學習的機會。

因應通關的安排，不少市民都想盡
快辦理回鄉證的過期換領，令代辦
回鄉證的中旅社預約期時常爆滿，不
少學校也向我反映，學生換領回鄉證
無期，導致遊學安排難以落實。我在
二月初去信教育局，促請當局為學生
提 供 便 利 之 門， 欣 悉 政 府 宣 布， 為
將到內地考察的師生，提供辦理回
鄉證的特別安排，感謝政府從善如
流， 行 動 迅 速 及 體 諒 學 界 的 困 難。 

中旅社將由 2 月 26 日起，一連四個
星期日至 3 月 19 日開放指定辦證中
心，為有需要的師生辦理換領或申請
回鄉證手續。師生須先在網上預約，
由學校提供名單給教育局，再安排指
定時段及地點辦理。

為過關邁進一步

教育 局 宣 布， 在 2 月 8 日 起
有序恢復跨境學生面授，分

兩階段，2 月 8 日中學先恢復，
2 月 22 日擴至小學、幼稚園及特
殊學校。
據 了 解， 警 方 暫 時 只 為 小 一 至
小 三 的 跨 境 生 安 排 辦 理 羅 湖 囗
岸禁區紙，相信是承傳三年前的
處 理 方 法。 不 過， 當 年 安 排 是
因 應 當 時 跨 境 學 童 人 數 眾 多，
囗 岸 不 勝 負 荷， 但 時 至 今 日，

跨境生人數已減半，當局卻沒
有因時制宜，讓各級小學生辦
理禁區紙，我認為做法非常不
合理。現時低小的學生人數比
例 極 少， 如 只 為 他 們 辦 理 禁
區 證， 很 多 校 車 供 應 商 或 會
因學生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 

我促請政府體察跨境學童的實
際需要，放寛禁區證限額，讓
跨境學童可以安心上學。



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在教育方面的撥款有 1147
億， 佔 政 府 總 開 支 的 15.1%， 雖 然 看 似

投 入 很 多， 但 只 佔 本 地 生 產 總 值（GDP） 約
3.77%，與國家及世界先進國家 4% 的指標，顯
然仍有距離。
職專教育方面，預算案提出增設應用教育文憑、
新增更多應用學位課程，並讓高中生在 DSE 課程
選讀資歷架構認可的職專課程，對學生的生涯規
劃有一定幫助，職業專才的培訓發展的好開始。 

大 學 方 面， 政 府 每 年 投 入 8 億 多 元，
供 大 學 進 行 研 究 生 的 研 究 課 程， 但 未 再
推 出 配 對 補 助 金， 對 大 學 在 經 濟 復 常
後， 開 拓 經 費 來 源， 似 乎 着 力 不 足。 

中 學 方 面， 每 間 資 助 中 學 在 未 來 三 年 最 多 有
100 萬元舉辦資訊科技有關的活動，其實小學
同樣需要資助，但預算案卻鮮有提出措施，令
人失望。在改善中小學校舍，同樣亦欠回應。 

幼 稚 園 方 面， 預 算 案 提 出 增 加 體 驗 式 學 習 活
動 的 資 助， 讓 幼 稚 園 學 生 可 以 走 出 課 室 進 行
學 習， 值 得 讚 賞。 今 年 起 恆 常 地 增 加 幼 稚 園
教 師 的 代 課 津 貼， 總 算 回 應 教 聯 會 的 要 求。 

司長提到的體能智力評估第一層訓練增至 900
間，將第一層支援恆常化，我期望可以在全港
一千多間學前機構全部實行，以免學生失去接受
及早支援的時機。

副學士課程質素參差，我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提到，以往不同院校副學
士課程隨潮流而開辦，結果出現「頂爛市」的供過於求局面。

雖然教育局日後要求院校追蹤學
生 畢 業 後 的 就 業 情 況， 如 與 預 期
有 差 異， 就 在 評 審 和 覆 審 階 段 要
求院校解釋。然而，這些課程對院
校只是一盤生意，收生人數與升學
比例亦無法控制，大不了轉型或停
辦 課 程， 要 院 校 解 釋 意 義 有 限。 
其實教育局最清楚課程供求，在審

批 課 程 時， 應 該 適 當 的 調 控 和 跟
進，避免院校開辦過多同類課程。 

可惜的是，當局仍抱持「大市場」
思維，堅稱要求院校考慮學生的就
業率和升學率，自行修訂課程內容
和設計，就是反饋過程。

即睇議會片段

https://bit.ly/40VNdT4



勞工及福利局擬開設多個首長級編外職位，為
期三至五年不等，每年開支超過二千萬公

帤。該議案由福利事務委員會及人力事務委員會
聯席會議中辯論，會上我問到當局有否檢視人手
情況，以及內部調配人手的處理狀況。

儘 管 我 非 常 支 持 當 局 精 準 扶 貧 的 工 作， 將
資 源 投 放 到 最 有 需 要 的 人 身 上， 但 這 並 非
增 加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理 據。 我 在 發 言 中 提 到，
不 少 高 級 公 務 員 已 具 備 能 力， 何 況 工 作 可 以
調 配， 當 局 有 否 檢 視 工 作 的 分 配 情 況？ 倘
若 在 無 檢 視 就 要 求 加 位， 幼 稚 園、 面 對 生

活 壓 力 的 市 民， 豈 不 更 應 優 先 需 要 幫 助。 

再 者， 公 帑 運 用 應 將 成 本 降 低， 效 能 提
高， 量 入 為 出。 近 來 公 務 員 離 職 正 是 重 新
編 配 工 作 的 時 機， 如 果 當 局 工 作 只 有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才 可 以 處 理， 恕 讓 人 難 以 接 受。 

局長孫玉菡回應則指，當局已經用盡所有方法，
在做不到和做不好的情況下，才要求增設職位。
他更指出，在他上任半年內，到立法會回應問題、
處理動議辯論相等於兩個局的數量。我對局長的
回應感到不解，當局有龐大的公務員團隊，為何
不靈活調配中高層的工作範圍？增設首長級職位
帶來什麼具體的正面影響呢？

即睇議會片段

https://bit.ly/3xraO0q

當局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概述中小學推動
STEAM 教育現況，我亦藉此提及中小學實施

STEAM 教學所面對的難處，希望當局加強支援。

STEAM 教育內容不單止涵蓋數理能力和運算思
維，也包括資訊科技能力和資訊素養，前線教師

除了面對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還需應付數碼鴻溝。
我在會上質詢當局除了提出積效指標外，又有何具
體措施幫助學校處理上述困難？

同 時， 獲 悉 不 少 校 長 和 老 師 反 映， 部 份 小 學 的
STEAM 課程內容艱澀，儘管學校發展 STEAM 課程配
套，惟皆以校本形式自行擬訂、編排，以「內容深
奧」、「獲取獎項」為旨，結果是否符合 STEAM 的
初衷，成效存疑。我敦促當局檢討課程文件，清楚
解釋「學習成果」，避免事倍功半，徒添師生壓力。 
 
此外，我亦關注 STEAM 統籌層面的問題。由基層教
師領導統籌工作，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當權
責不稱其職，加上指引模糊不清，難免會力不從心，
有心無力。

學校間硬件設備和師資培訓的差異殊甚亦令人憂慮。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但不少學校設備相對落後，有些
學校連無線網絡的基礎建設仍未做好，因此我亦問到
當局會否提供額外支援為學校盡早更新相關設備。

我樂見當局正面而有承擔的回應提到，STEAM 及資
訊科技方面都已經為學校提供津貼，在優質教育基
金當中亦包括電子學習配套計劃撥備，稍後會有更
多支援電子學習的配套。然而，我對積效指標能否
協助及有效地培訓教師進行跨學科的 STEAM 教育及
統籌仍抱有疑問，希望當局能以行動展示決心及對
學界的支持。



青協《全人為本 – 校園正向教育新趨
勢》研討會暨「校易網」啟動禮
我有幸獲邀擔任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全人為本 – 校園正向教育新趨勢》
研討會暨「校易網」啟動禮的主禮嘉
賓，同場亦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
院院長趙志裕教授演講，講題為「如
何運用科技於校園推廣正向教育」。 

正 向 教 育 是 我 一 直 積 極 推 廣 的，
於 家 長、 教 師、 學 生 都 有 極 大
禆 益。 今 日 活 動 上 更 有 四 間 中 小
學 分 享 實 踐 正 向 教 育 的 成 功 經
驗， 我 相 信 參 加 者 均 獲 益 良 多。 

誠如趙教授所言，正向教育並非教師
的重擔，只要科學地利用正向教育，
少許改動經已可以達到「四両撥千
斤」的效果。推動正向教育並不是做
得多，用蠻力就會做得好，適當的方
法，加上校長的支持是最為重要。

帶領港大代表參觀沙頭角中心小學

每間學校都有特色和長處，而位處於禁區內
的沙頭角中心小學，同樣充滿特色和優勢，
更重要是團隊對教學的熱誠並無因為身處禁
區而受到影響。 
 
我帶領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楊銳教授及教
育學院陳嘉琪教授到訪沙頭角中心小學，了
解學校各式各樣的教學工作，以及學校為了
讓學生擁有多元化學習環境，特地建設的智
慧貓舍、魚菜共生系統、 創意工作室等。

牌樓 上 所 寫： 凡 麈 福 地， 此
四 字 所 言 非 虛， 上 水 河 上

鄉 的 確 山 明 水 秀， 地 靈 人 傑。 

上星期，鄉紳及麥美娟局長與我們
一眾嘉賓一起為新牌樓和重建的鄉
公 所 揭 幕。 相 信 這 些 設 施 將 令 鄉
內 環 境 進 一 步 提 升， 惠 及 村 民。 
 
大家都有說有笑，短聚間留下美好一
刻。有賴各方𢹂手合力，建設城鄉共
融的北區。上水在多年同心經營下，
不斷變遷，發展之餘保留村落特色，
實在令人鼓舞。我對未來北部都會區
發展充滿信心，社區發展及居民生活
質素必定越來越好！

上水河上鄉鄉公所及牌樓揭幕儀式



「Forensic Hunter」 
香港學界鑑證比賽（中學組） 
2023 頒獎典禮
在學校套取指膜，找出兇手？聽起
來像電視劇的劇情，但在馬振玉紀
念中學的教職員和學生的努力下，
將學校化身成為兇案現場，舉辦了
全 港 學 界 鑑 證 比 賽（ 中 學 組 ）。 
 
我擔任比賽的主禮嘉賓，親身體驗
了部份鑑證的環節，在同學仔的指
引下，我需要從證物中套取指膜、
仔細聆聽及破解摩斯密碼。今次活
動 的 參 賽 學 生， 需 要 過 五 關 斬 六
將， 由 套 取 指 膜、 密 碼， 以 至 衣
物 纖 維 檢 測、 從 現 場 血 淺 位 置 計
算 行 兇 位 置 和 高 度， 極 需 同 學 運
用 團 隊 合 作 的 能 力 和 鑑 證 知 識。 
 
此項活動由東華三院撥款贊助，讓
學界能夠免費參與這項高水平的鑑
證比賽，實在難得，也是學界推動
STEAM 教育的一個良好示範。

朱國強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香港中環添美道 1 號中信大廈 15 樓 15 室
5978 8359 honkkchu.Legco@gmail.com

鄧飛 | 朱國強立法會議員聯合辦事處（青衣）
香港新界青衣長發邨亮發樓 101 室
2660 8222

鄧飛 | 朱國強立法會議員黃大仙聯絡處
香港九龍黃大仙上邨達善樓地下 2 號
2216 4662

朱國強 hon_kkchu

其他主要活動：
■參加培元創意繪本成果發布會 
■擔任打鼓嶺之歌創作比賽頒獎禮
主禮嘉賓 
■擔任兒童教育資助計劃啟動禮主
禮嘉賓 
■參加 2023 學界數碼港參觀日 
■參觀本地回收場了解回收工作

■參加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春茗 
■擔任荃葵青幼稚園校長會會員大會
暨新春聯歡晚宴主禮嘉賓 
■擔任香港高齡教工會春茗主禮嘉賓 
■參加香港校董學會聯歡晚宴 
■擔任新社聯北區地委會新春團拜主
禮嘉賓 
■參加北區醫院管治委員會「提升以
病人為本服務工作小組」諮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