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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項政策的目標和參與者的利益不一致，政策便很難成功。由此

推論，教改的目標無論對學生學習多麽有益，教改都難以「成功」，

這是因為家長和學校的利益跟教改目標不一致。 

 

很久以前跟環保署的朋友飯局時談到推動環保政策成效的問題。我們

談到如何減少垃圾，有朋友說人們公德心不足，難以減少生產垃圾，

環保署的朋友却強調說，靠公德心及教育推動並不可取，時間長而成

效低。他認為要有適當的政策，而政策本身有足夠的誘因，國民自會

調整，樂於減少生產垃圾。 

 

朋友舉一些西方國家推行「收垃圾費」為例，說明合適的政策會帶來

成效。一方面，處理市民的垃圾要按重量收費﹔另一方面，市民如果

把可循環再造的廢物分類交出來，就按一定的價格把錢退給住户。把

可循環的廢物從垃圾分出來，市民首先可把垃圾的重量減少，因而減

少「垃圾費」的支出；然後因為廢物可退錢，間接增加收益。這樣一

減一加之下，市民何樂不為？他說似乎這種由「政策」推動的成效不



錯。 

 

教育方面，能否因推動合適的「政策」而達至教改的目標？那似乎並

不容易。只有教改目標能令參與者得到利益，教改才是合適的政策，

會成功。事實上，在教改方面不存在所謂合適的政策，這是因為，教

改的目標跟家長及學校的利益不一致。 

 

上面提及的收垃圾費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政府的環保政策與市民的利

益共同，政策目標和市民利益一致。但教改政策與家表及學校當前的

利益並不一致。從教育的角度看，教改確實會提高國民質素，增强人

們應對全球化衝擊的能力，使人們更能迎接或迎戰急促轉變的世界。

教改意圖淡化考試，但是家長、學校管理層、甚致不少教師，他們最

重要的利益卻在「考試」，而並非教好學生面向將來的社會。



考試把人們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工作崗位：小學考試把人分配到高低不

同的班別，然後分配到高低不同的中學，再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大學，

最後分配到高低不同的工作崗位。學生本身有否能力應付全球化的生

活，並非考慮的因素，因為家長或學校會想，只要子女或學生擠身「高

級」的中學而至大學，他們自然會掌握面對全球化的技巧和能力，所

以當前的考慮就是如何協助學生擠進「高級」的中學、大學裏去，成



為精英。在此過程中受淘汰並且所學不多的學生，家長及學校只會認

命。



教改的設計本是造化能力一般的「大眾」學生，令他們有更適合的能

力在全球化的社會生活。政府推動教改，家長及學校卻由於對「精英」

的迷思，對教改的好意並不領情﹔相反，反而認為教改阻礙了他們的

子女／學生進入精英階層。這確是十分吊詭的事。因為遭考試淘汰的

學生的家長，就算知道自己的子女無法在考試主導的教育中得益，可

是他們都對考試心存希望，寄望子女透過此而擠身精英，認定考試是

人生必由，無可替代的路，他們樂意送子女去重視考試的學校，並抱

一絲希望。而學生的考試成績更決定了學校的地位，以至能否生存。

可見考試是很多家長及學校的利益所在！家長及學校怎會不盡全

力，用盡時間把學生學習聚焦到考試上去？



教改意圖淡化考試，目標是加强實質的學習。但是考試卻是家長及學

校的利益所在。看來教改的目標無法達成，依靠政策推動教改難以成

功，只能寄望考試文化和意識型態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