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教育的新一頁 

－－「生涯規劃教育」政策的落實與執行 

 

 

施政報告提出，由 2014/15 學年起，所有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會

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近

年投放於中學的額外資源，多為有時限的短期措施；相比之下，這次撥款以經常

津貼形式發放，即學校得以持續發展生涯教育，實屬難得。換言之， 2014/15 學

年每所中學將獲得約 50 萬元的生涯規劃教育津貼；以全港四百多間中學推算，

此恆常撥款將涉及每年最少二億多元公帑，不容忽視，而且津貼額每年按薪金的

調整幅度予以修訂。政策推行在即，學界如何善用這筆專款，以回應中學生在新

學制下出路競爭愈見激烈的挑戰，實在刻不容緩。  

 

早於二零零七年新學制正式推行之前，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已看到中學生的生涯規

劃及事業發展需要，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本地大學及其他部門合作多項計劃，

支援新學制下的全港學生和老師，包括發展初中及高中生涯規劃課程及教材，大

量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使輔導老師能掌握運用教材的技巧，又與大學學者合作發

展本土化的事業興趣評估工具。經過幾年來的努力及醞釀，本地中學升學輔導老

師的專業水平漸漸提升，校長、家長及學生也意識到「生涯規劃」是幫助年青人

確認自我能力和興趣，以逐步尋找學習和職業目標的基礎。我們喜見政府也認同

這個大方向，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學生生涯規劃教育，真正落實多元出路，各展所

長。  

 

生涯規劃不單只是職業輔導、職業教育或一連串的行業講座或事業興趣評估；香

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教授曾明確指出，生涯規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過程，讓人能整全地規劃一生，包括生命中重要的範疇，如工作、學習、人際關

係和閒暇。這過程也要求人在其社會環境中，按步驟積極地實施所定的計劃。」

對中學生來說，這個過程就是從學校過渡到工作世界，當中要面對很多與人生和

事業有關的抉擇，包括升學、學科、培訓、技能進修及職業等選擇。這些都不可

能只在中學生涯裡的一些重要年度（如中三、中六），簡單地舉辦一兩次輔導活動



或模擬放榜便可成事；換言之，純粹認為運用這筆專項津貼多辦一兩次講座探訪、

多做一兩份性向評估、多買一兩套服務套餐則未免過於粗淺草率，亦違背了這筆

公帑的原意！  

 

然而，如何有效地運用這筆生涯規劃教育津貼？我們反對把生涯規劃教育及輔導

全盤假手不熟悉學生的外界人士，在缺乏師生關係、了解及互信的基礎下，把生

涯規劃視為一盤生意，嚴重扭曲政策原意和影響教育成效。有會員曾向本會反映，

有學校一擲數萬甚至二十萬元，購買一些外間機構的生涯輔導服務套餐，同行亦

有親眼目睹這些豪華的計劃書。這些服務既缺乏持續性及跟進評估，而服務提供

者的專業訓練和水平亦動輒成疑，著實令人擔心。我們的立場，是學校必須將資

源用於持續性、發展性的生涯規劃教育，特別是給予每位高中學生個別輔導機會；

同時，學校必須給予一群升學輔導老師足夠空間，致力參與持續專業培訓，提升

服務水平，如能全校參與則更為理想。  

 

在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澳洲等地，生涯規劃教育早已不是新鮮事物。在美國，

每所學校均設有負責推行個人生涯規劃及輔導課程的專職人員，他們毋須承擔學

科教節，但入職前均必須完成碩士或以上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培訓，可見當地對此

之重視。而亞洲鄰近地區如台灣、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等近十年已引入這教育概念，

並把它納入正規課程內，由老師親自教授。相比之下，香港在此範疇起步確實較

遲。環顧四周，檢視現況，我們發現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生涯規劃教育必須

由學校老師負責，而負責老師是必須經過專業培訓的。  

 

教師是一種很特別的專業：他們從小就在學校裡，小學、中學、大學甚至研究院，

畢業後返回學校執教，他們最直接接觸過的行業和工作環境大概就主要是教育及

學校；但老師的工作之一，是幫助學生「從學校過渡到工作世界」，但學生的工作

世界又是林林總總，各式各樣，而不只限於教育和學校的。協助學生過渡的同時，

期望老師既能專注學科教學之餘，又能對各行各業都有同樣深入的認識是完全不

設實際的。要針對這項特性，辦法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老師必須與時並進，

更新不同升學及行業的知識，要有勇於學習的態度，作學生終身學習的好榜樣，

這解釋了為何有關生涯規劃的知識、態度及技巧的專業教師培訓需求極大；另一

方面，學校亦需審慎地引入外間信譽良好的專業機構進行夥伴協作，帶領學生體

驗和接觸不同的工作世界。「夥伴協作」是種持續的關係，須由學校與協作者共同

策劃，因應學生群體的特質和需要設計活動，還得有延續跟進，才能實質達至生

涯發展。  

 

良好的策略夥伴可以是校友、社區人士、對行業發展掌握全面的機構如職訓局、

大學、專業學會等。策略夥伴可帶領學生「走出課室」，合辦一些最貼近行業的講



座、工作坊、公司或院校探訪、師友計劃、工作體驗或影子計劃等，作為學校生

涯規劃教育整全課程的一部分，打破學校教育的限制，在制度及社會的層面上進

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及生涯規劃。舉一例子說明：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每年暑假都會

為會員學校的中五、中六學生舉辦「暑期事業體驗計劃」，透過聯繫專業機構和商

界夥伴，百多位同學能根據他們的職業興趣有四至六星期的事業體驗。有的到醫

院擔任後勤工作，從旁觀察「生老病死」，反思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從事醫護行業；

有的到幼兒院擔任助理，經驗告訴他們與小朋友相處殊不簡單… 走出學校，在職

場體驗過，在導師幫助下反思所學，與人分享，是非常寶貴的學習。隨著資源增

加，學校可與夥伴引入更多元的體驗學習。  

 

政府的這個政策，將揭開香港中學教育的新一頁，讓學校的生涯規劃及升學輔導

工作作出範式轉變，由主要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資料，轉變為以更協調及有系統

的發展性方式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協助學生了解本身的能力、事業及學術

抱負、培養出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全人發展，終身學習，敢夢想飛。  

 

懇切期望在立法會內就財政預算案的「拉布」儘快結束，讓我們的學生受惠於新

措施。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徐恩祖、副主席何玉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