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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份 2013 年發出的小學普通話教育配套資料夾，當中的

一篇文章又再被人舊事重提，不少人在未查考清楚，就批評港府準備

修改現時的兩文三語政策。不過這樣狀況，已逐漸成為社會常態，大

家也見怪不怪。現時大部分香港人在日常交流和小學、中學的學科學

習，都採用廣東話，要一下子將教育制度改用普通話也絕非易事，怎

可能會在沒先兆之下發生此改變？ 

一、英語水平差影響港競爭力 

大家開始關心語言教育，實在是一件好事，不過相比中文，作為

另一項法定語言的英文，更需要大家關心。根據去年發表的《EF 全

球英語能力指標 2017》，香港英語水平雖然仍然居於亞洲第五位，在

全球排名由第三十位升至第廿九位，但這不代表香港人的英語水平有

所提升。相比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和上海，香港人的英語水平

已不及這兩地方的居民。香港一直以國際都會自居，可是英語水平停

滯不前，只會令香港在亞洲和世界的競爭力減低。 

在 2016 年的港大民調當中，受訪者的英文信心自評分數僅得 5

分（滿分 10分），而在調查回答串字、寫作和說話三項簡單答問當中，

更有近兩成年輕人和具大專學歷的人士答錯，可見不論在自信心，抑

或是實際應用問題上，香港人在英語運用都面對很大的困難。筆者見

到大家關心中文教學語言問題，自然都希望大家可以將相同的關注度，

放在英文教學效能不彰的問題上。 

雖然政府和語常會一直關注英文教育問題，提出不少政策和措施

跟進相關議題，可是成效仍然未見。當然，在今屆財政預算案，政府

透過語文基金資助職業教育學生和準備加入職場的高中學生，提升他

們的職業英語水平，再加上現存語常會和持續進修基金支持的語文項

目，縱然提供不少資源予香港人，但現時仍然未有足夠的風氣，提升

香港人的英語水平。 

二、大學應強制學生報考 IELTS 

在過往的教資會，曾經提供資助予大學，協助畢業生投考 IELTS，

但是今天這個政策卻消失了。大專院校仍會將英文放為大學的核心課

程，可是放入核心課程，並不代表大學會加緊對同學的英語水平要求。



 

因此，大學應該需要強制同學報考 IELTS，或進行校內的測試，要求

同學需達到特定的英語水平，取得大學所要求的分數，才讓學生畢業。

而這樣的做法，最少可以協助大專院校的同學減輕將來就業或升學的

壓力，避免他們因為英語水平出問題而影響就業或升學前途。 

其實，大家若果可以花同等的時間、心力，關注同樣對香港未來

發展舉足輕重的語言教學問題，對香港長遠利多於弊。香港是一個多

元社會，不同地方來到香港的朋友，只要認同香港和於香港生活，就

是香港的一份子。香港人的母語，除了是廣東話，更有普通話、英文、

泰文、巴基斯坦文等不同語言。學好廣東話、普通話固然重要，但同

時都要學好英語，令香港可以繼續保持與國際接觸和溝通的橋樑。而

政府亦應花多點功夫，與社會各界一起探討如何透過政策和措施，提

升香港人的語言水平，以及增加社會上學好兩文三語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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