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期會訊：本會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施俊輝小檔案】

畢業於九龍華仁書院，為2003年香港中學會考十優
狀元之一。其後獲得獎學金到美國史丹福大學讀書，
先後取得數學學士學位以及統計學碩士學位，並於
香港大學完成教育文憑課程，畢業後從事教育及政
策研究工作。自2012年10月31日，連續獲兩屆特區
政府委任為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至2022年7月22日
獲新一屆政府升任為教育局副局長。

從學到教 心得在於做好準備

面對俗語講的「學霸」或者「才俊」，筆者趁機當然要向副局長請教
一下他的讀書心得啦！施副局長表示小時候已喜愛學習，平日上課最緊要專
心；每日放學後，他都會盡量回家溫習，不會留待測驗考試才用功。他更分
享畢業後在中學任教時，不時教導同學要做好筆記，單靠上課聽老師講解，
往往很快就把知識忘記，即時把重點記下來寫在筆記裡，平日整理好筆記，
到測驗考試時拿來溫習，那就更有成效。

施副局長提到他個人本身很喜歡從事教育工作，中學時期已做補習老師
，大學時更在宿舍當過導師，也在暑假期間兼任一些中學課程的助教等，所
以大學畢業後就選擇做老師了。他回味做老師時也有很大的滿足感，不只在
看見學生在成績上的進步，能與學生分享做人的道理、價值觀等，讓他更投
入教育的工作。當年他在任教的中學負責教授人文科，人文科旨在幫助學生
瞭解自己、社會和世界，促進個人健康發展，以成為具有自信心、知識與責
任感的人才，為家庭、社區、國家及世界謀求幸福。讓學生發展及應用共通
能力，例如：創造力、溝通能力、明辨思考能力和協作能力，以建構新的知
識和加深對事物的了解，並幫助學生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他憶
及在曾任教的中學與同事一起設計了一個人文科的校本課程，不單在任教的
學校實踐，更有機會與區內、區外的學校分享，說起當年的往事，實在令他
倍感難忘！

從教到政，機會予有準備的人

翻查紀錄，原來施副局長於2011年也曾參加過香港區議會選舉，他只是
十二票之差落敗於對手，無緣做區議員，卻因緣際遇，與教育局結上不解之
緣。2012年政府公開招聘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一職，施副局長就作大膽嘗試
去應徵。筆者相信這可能因為他曾參選過區議會選舉，政府有留意他的表現，
讓他最終獲得局方委任為政治助理。但施副局長卻謙虛地告訴我們他個人只
是幸運地在難得的機會下加入了教育局工作。

他提到在兩屆政府擔任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或
副局長準備一些會議的文件，以及聯絡各界人士，主要做好支援的角色。當
上副局長後，要肩負的責任就大得多。以往是隨隊出席不同的會議，現在是
由他帶領同事一起出席大大小小的會議，特別是立法會會議，當中有立法會
小組委員會、財委會、立法會大會的議員議案辯論等。他表示教育局是非常
重視立法會會議的，因為立法會議員是民意的代表，而教育局向議員解釋政
府的政策，多聆聽民意代表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

施副局長感恩在三屆政府中，遇上三位非常好的局長。其中，楊潤雄局
長和蔡若蓮局長都曾經擔任過副局長一職，而兩位局長任職副局長時都做得
非常出色，能順利協助局長做好局內的工作。施副局長更不時提到兩位局長
對局內的工作非常熟悉和有經驗，在他擔任局長政治助理時，已常常得到他
們的協助和教導，使他獲益良多。他更表示楊局長無論在政府內或政府外，
都能夠與不同的持分者有著友好的關係，能聆聽各方的意見。而蔡局長就更
加不在話下，她在教育前線工作那麼多年，她很有經驗，對業界非常關心，
包括我們的幼兒教育，她都能一一掌握。她更會從學生的角度，為學生謀福
祉；從教師的角度，守護教育的專業。施副局長謙虛地表示自己工作年資尚
淺，能夠有機會向兩位出色的前輩學習，對他現在的工作也很有幫助。

幼兒教育 可持續發展為關鍵

說到幼兒教育，曾從事政策分析的施副局長，對現行幼兒教育的政策有
何看法？施副局長回應，現時的幼兒教育政策比起上世紀或學前教育學劵計
劃年代好得多，他指出現時政府都非常重視幼稚園教育，認為幼稚園教育為
兒童的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幼稚園教育本身是多元而充滿
活力，在這優勢下，政府已於2017/18學年起實施新的幼稚園教育政策。政策
目標是提供易於負擔的優質幼稚園教育，以及提高學童按其所需接受不同模
式幼稚園教育的機會。

現時政府已直接向參加幼稚園教育
計劃的非牟利幼稚園提供撥款，包括按
學生人數計算的基本單位資助，原則上
足夠讓幼稚園提供優質的半日制服務。
至於全日制幼稚園學位，政府希望學費
能維持低水平，更按學校的情況提供額
外的資助，例如：租金資助、校舍維修
資助、炊事員資助、支援非華語學童資
助等，並繼續向非牟利幼稚園發還差餉
及地租。而師資方面，師生比例由1:15
改善至1:11，讓教師有更多的空間備課、
發展校本課程、參與專業協作及發展活
動、加強與家長溝通、照顧學童的多元
需要，以及促進幼稚園校長和教師持續
專業發展，例如推行持續專業發展政策
及加強現有的教師培訓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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