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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是教育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李國章說政府現正籌劃一個試行計劃﹔

但李局長強調，外國的經驗顯示，有各種因素影响着成效，因而由小班教學引致

的成效是具爭議的﹔並強調政府會尋求是否有其他方法更有效益。由此可見，「成

本」始終是政府首要考慮教育的因素。但筆者卻想從教學的角度談談關於學習成

效，談談大班教學須要改變的理由。 

 

大班教學的弊病 

道理是顯淺的，臺灣學者王夕堯的研究指出大班教學的弊病：１、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方面極度不足，只有跟得上「傳統教學法」的少數學生受益。２、大班教學

以板書口述為主，忽略了學習過程中極之重要的互動以及實作經驗，學生不能透

過感知建構起知識，學習流於抽像的、表面的認知，學習動機亦無從引發。３、

大班講授時教師不會讓學生有許多質疑的機會，長期下來，就抑制了學生的好奇

心與學習動機。４、大班教學，課室空間小，活動學習的方法很難實行。 

 

小班教學成效高 

學生人數與學習效能關係的研究實在不少，大多數都指出小班教學成效高。美國

聯邦教育部在１９９８年分析過去二十多年的數據，得出結論：１、減少每班學

生人數，可提升學童的學習成就，尤其是低年級的學童。人數降致十五至二十人，

成效更顯著。２、減少每班人數，對改進那些社經地位低學童的學習，成就顯著。

３、學生、家長及教師都認為，小班教學都能提升學生的主動性、紀律及教學質

素。 

 

香港的學校教育一直都採用大班教學的方式。早在七零年代初，香港教育界已意

識到填鴨灌輸式的「傳統教學法」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帶來極大的害處。這種方

法阻礙了學生高層次思維的發展，讓學生的感知能力變得遲鈍，因而個人在適應

社會、生活自處等方面都面對不少困難，更無法體驗豐富多采的人生。這種倚賴

標準教材及教師板書口述（chalk and talk）為主的「傳統教學」，應付了教育

量產和結合了選拔精英，卻同時握刹不少青少年潛能與智慧的方法，其實一早已

經落後於年代了。 

 

教育是開發每一個公民的潛能 



在現代社會，教育是開發每一個公民的潛能、拓展經濟的事業，目標也放在發展

每個公民的質素上。從人力資源的角度考慮，政府期望倚杖教育，把香港建設成

一個知識型社會，推動經濟﹔而站在教育的原則來看，教育的目的在於開展及成

就個人，完善個人的生命。呼應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政府推出的教育改革，提

出了「學生中心」、「重視學習過程」、「激礪學生主動探究精神」、「發展創意及擴

散思維」等主張。政府相信，如此培育出來的公民才可以面對因急劇全球化發展

而變動不居的經濟環境﹔而我們也認為，如果真能落實改革，學生也因此得到不

斷自我完善的人生。然而教改強調的教育成效，卻很難在每班三十七人的課室教

學環境下取得，教改目標根本不可能達致。 

 

實况教學的困境 

由於每個課節都要面對大班學生，教師能分配給學生的時間極之不足，同時要依

課程完成學習內容，教學流於「完成指標的任務」。在大班環境下，為要完成任

務，教師只好放棄花時間、能讓學生親身經驗的學習活動，「自動地」採納了低

互動、依書直說的「傳統教學法」﹔也因為不能提供太多的活動空間，教師也只

能以封閉的活動方式來代替可使學生得益的開放式的教學設計。大班教學環境

下，又要「完成任務」，教師也就會盡量控制學生的反應，大力「管理」課室的

秩序，壓制學生多向的思想。因此，在實況中，整個教學環境不僅不能提供足夠

的活動空間讓每個學生參予學習，亦無法激礪和內化學生的學習動機，更會無意

間忽視學生的個別差異，握刹學生的創意思考。這些情況都與教改的主張背道而

馳，但也是大班教學的必然後果。  

 

大班教學阻礙了教師的專業發展 

此外，更遺憾的是，大班教學阻礙了教師的專業發展。實況教學旣然只能是完成

任務的「傳統教學」，久而久之，教師會因此覺得進步的教育主張是空中樓閣、

是不切實際的虛罔之言。前線教師不僅對教育改革提不起勁，更會反過來相信所

謂「行之有效」兼且霸道的「傳統教學」，只因「傳統教學」在現實中才是無往

而不利的法寶，教師最後更且會倒轉頭來反對所有進步的教育主張，阻礙改革。

這種不良的現象正在嚴重地阻礙著本港教學專業的發展，並構成了香港教育的一

種不良的文化。 

 

學校在推動活動教學法上陽奉陰為，前線老師一度猛力評擊「目標為本課程」的

情況，正是上述分析的寫照。我們相信，教師都希望與學生共享有意義的學習，

在愉快而融洽的關係下探討知識、分享生活，冀望真正能夠在教學專業上發展成

長。教育需要的是務實的改革，教育當局應該誠懇地面對教育實況中阻礙改革的

種種問題，學校的大班教學的弊病正是需要急切處理的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