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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怎能怕考試教師怎能怕考試教師怎能怕考試教師怎能怕考試   

新世紀論壇教育政策發言人 馮可強   ( 09-06-2000 ) 

 

教育當局推行語文教師基準測試，以保証語文教學的質素，在原則上是正確的，

在道理上也不存在著侮辱教師的尊嚴的問題；因為持有教師執照並不表示一個語

文教師符合語文教學的專業要求。 

 

語文教師和教協如果認真把教育作為一個專業看待，並承認小部份語文教師的語

文運用能力未符合水準的話，就應該較為理性地去提出積極的反建議，去爭取改

善教統局的計劃。當然，由於計劃不周和手法欠佳以致語文教師反感，教統局亦

難辭其咎。 

 

教育工作者應建立不怕考試、不怕評核、不怕進修的專業形象，努力去提高自己

的水平和教學效能，才能更贏取得學生、家長和其他社會人士的尊重。現時世界

各地的各種專業都強調「持續專業發展」，以保証專業人士能追得上時代的發展，

不斷提高專業質素。 

 

以香港律師會和會計師公會為例，都採取計分或時數的方法，規定律師和會計師

每年要參加一定的專業培訓課程，或發表文章，或參加專業研討會，或閱讀多少

專業論文等等，否則每年的續牌就可能有問題。又以上海為例。每年校長都要通

過觀課等方法，去評核每位教師的表現；教師要升職，必須在教學和教研方面有

傑出表現。當然，香港教師首先要「鬆綁」，否則專業化只會增加更大的壓力。 

 

不斷提高專業素質 

 

又以上海為例。每校長都要通過觀課等方法，評核每位教師的表現；教師要升職，

必須在教學和教研方面有傑出表現。當然，香港教師首先要「鬆綁」，否則專業

化只會增加更大的壓力。 

 

制訂和監察教師的專業標準，最好是由一個「教學專業議會」的組識去進行，而

不是由官僚包辦，否則一定會引起爭執和矛盾，一定會引起「政府干涉專業」、「政

府侮辱專業」之類的指責。而無論是律師、會計師、醫生、工程師等專業，都是

通過自己的專業公會去「自律」的。 

 

如果這次的語文基準計劃是由「教學專業議會」之類組織，而不是由教統局去制

訂和推行，相信會較容易得到大多數教師的認同和支持。但，「教學專業議會」

的成立，拖了很多年，據說還要兩、三年時間才可成立。教育當局和教師團體應

齊心合力，排除萬難地盡快成立「教學專業議會」，以推動教師專業化；否則以



 
 

 

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 ���� 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 

後的爭吵和「對抗」還會經常出現。 

 

(本文已刊載於 2000年 6月 9日之《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