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教育面臨班級人數增加的壓力 

     雖然英國首相布萊爾在1997年的競選中允諾要減少班級人數，而且也在2001

年通過了法令限定幼兒教育的班級人數: 對於五到七歲的幼童，每班班級人數不得

超過30人的上限。但是根據教育與技能部(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今年一月份做的研究顯示，在一百四十萬個五到七歲幼童中,有百分之二點

一是在超過三十人的教室中接受教育。這個數字和去年同一時間的研究統計的百分

之一點六和2000年的百分之零點六都還要高。尤其是今年入學的同齡學童比起去年

少了將近十萬個，但是這樣的情形下, 在超過上限的大班級上課的學童卻比去年多

出五千個。令人更加意外的是，這個數字更是2001年法案頒布時的三倍。 

    中學教育裡，班級人數超載的情形比幼兒教育還要糟糕，這是長久以來的一個

問題。大約每十位學生中就有一位是在大班級裡上課。平均而言，每位老師要指導

21.5個學生。雖然說這比2004年平均的每位老師指導21.7個學生還要少一點，但

是整體的表現還是沒有突破性的進步。 

學校大臣潔奇˙史密斯 (Jacqui Smith) 指出，「英國的幼兒教育裡，超過30

人以上的班級是不合法的。既然政府已經頒布法令，就應該運用那些可行的公權力

來確保學校執行這項法律要求的義務。她表示班級人數的增加是因為很多學校向政

府申請暫時性豁免權 (exceptions)，而在這段豁免時期班級人數可不受這條法令約

束。她也指出，如果某些學童是在學期註冊之後才遷徙到新的地區去的話，也可能

造成班級人數的增加。」 

這項研究也呼應了教師需求量的上昇，其中又以基本科目如數學、科學和英文

的老師最為缺乏。今年受雇的老師總共有四十三萬五千四百名，比去年多了三千五

百位；助理職員也比去年多了兩萬三千三百個，到達二十八萬七千一百人的總數。

但是這些增額並不是由一個統籌的單位進行，也沒有針對最迫切需要的科系，所以

整體而言還是呈現了師資不足且分配不均的情形。 

自由民主黨教育發言人莎拉˙泰勒 (Sarah Teather) 批評道:「這些數據讓人

感到十分憂心。學生家長很希望確認老師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注意到每個學生不同的

需求。人數愈多的班級愈難提供學生不同的個人需求。小班制的實施創造出比較好

的學習環境，而且可以幫助培養出較好的德行。」 「我們的政府又再一次枉顧幼童

的基本需求。」 

基本上大多數人對於政府感到失望的是，既然這項政策已經有法源根據，政府

就應該大刀闊斧地要求各學校實行，而不是一味地頒發特別許可給那些沒有特殊理

由的學校，這樣才能解決班級人數超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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