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第十一題：培養年青人的多元智能   
＊＊＊＊＊＊＊＊＊＊＊＊＊＊＊＊＊＊   

 

  以下為今日（三月九日）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及在民政事務局

局長缺席期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就有關培養年青人的多元智能的書面答

覆：   
 
問題：   
 
  據報，青年事務委員會倡議發展青少年多元智能及制訂量度多元智能的標

準，以改變社會人士現時過於著重傳統學科成績的情況，讓青少年可按個別能力

和興趣，透過相關的培訓及資歷認可等配套措施，發揮多元智能。此外，在去年

十一月舉辦的「青年高峰會議２００４」席上，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會在下個財

政年度撥款成立青年議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有何具體計劃落實發展多元智能及有關計劃的成效；   
 
（二）教育制度有否因應學生發展多元智能的需要而作出修改，以及當局在提出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諮詢文件內的建議時，有否考慮有關的學生需要；及   
 
（三）成立青年議會的具體計劃，包括議會代表的遴選方法及會否將其定為法定

機構或諮詢組織，以及青年議會在制訂青年政策所擔當的角色？   
 
答覆：   
 
主席女士：   
 
（一）在學校的課程發展方面，課程發展議會在二○○一年發表的《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報告書內，建議學校因應學生的潛能，配以不同廣度及深度的課

程內容，以及靈活的教學和評估策略，協助學生多元發展。多項數據顯示，學生

的學習模式已起了改變，例如：學生更願意主動學習、學習模式更重視學生終身

學習能力與經歷、學生的課外活動更見多元化、學生更主動表達自己的意念以及

學校更靈活使用教科書及其他教學資源，以切合學生的不同需要。   
 
  為培養年青人的多元智能，民政事務局一直向十一個制服團體及青年團體提

供經常性資助，以推動這些團體為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少年提供適切的非正規教育

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及活動。透過制服團體的小隊和步操訓練，培養青少年的自信

心、責任感、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制服團體的訓練能同時提升青少年的學

習效能和人際技巧，並增加對社會的歸屬感及參與。由二○○二年至二○○四

年，香港制服團體的會員人數已由約十萬零四千人增加至約十二萬九千人。   
 



  另外，民政事務局一向與青年事務委員會緊密合作，每年透過舉辦和資助非

政府機構舉辦各項青年發展計劃，培養年青人的多元智能。由二○○二至二○○

四年，我們曾舉辦的有關計劃如下：   
 
                             受惠人數／   
年份      計劃／活動      目的        團體數目   
                            （２００２－０４年）  
 
２００２－０４ 國際青年   擴闊青年人國際視野，    １８４人   
        交流計劃   豐富他們的人生經驗   
 
２００２－０３ 青年領袖培  資助團體舉辦青年領袖   約８７０００   
        訓資助計劃  培訓活動，以培訓本地   總人次／５１１   
               青年領袖人才       個團體   
 
２００２－０３ 青年社區   資助團體策劃青年社區   約１６６００

０   
        服務資助    服務活動，以鼓勵青年   總人次／３０６   
        計劃     人透過參與義務工作了   個團體   
               解自己，發揮潛質，增   
               加對社會的認識和積極   
               參與社會事務   
 
２００２－０４ 青年內地   資助團體舉辦青年內地   約２００００

／   
        考察團資   考察團，讓青年人透過   ５２５個團體   
        助計劃    親身體驗及實地考察，   
               增加對中國的認識，從   
               而加強他們的國民身份   
               認同感   
   
２００２－０４ 青年高峰會  每年擬定特定的課題，    約２０００人   
               讓年青人透過深入的互   
               動討論，向政府及社會   
               各界人士發表他們的   
               看法和意見   
 
２００４   籌備青年論壇  為青年人提供一個參與公   
               共事務的平台，讓他們透   
               過探討和議論社會課題，   
               培養獨立思考和議事能力   
 



  培養年青人的多元智能，是持續性的工作。我們會透過參與者的回應及進行

特定的研究，不時檢視以上各活動計劃的成效。   
 
（二）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標，是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

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因此，教育改革及課程發展均以「學生為本」、「全

人發展」和「全方位學習」為原則，重點是讓學生有充分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能

力和素質。   
 
  為配合學生多元發展的需要，政府一方面建立多元化學校體系，包括直資學

校和私立獨立學校，廣納不同的辦學理念、發展方向和課程重點，讓學生有多元

的選擇。另一方面在學習、教學和評估三個範疇採取多樣化策略，發展學生的潛

能，並透過培訓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及其他支援措施，塑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制

度。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建議承接基礎教育發展，提供一個均衡而多元化的

課程，讓所有學生都能充分發揮潛能，配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能力和需要，繼

續進修、接受職業培訓或就業。建議中的課程架構包括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的

核心科目、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選修科目及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五的其他學習經

歷。除了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這四個核心科目外，學生會從多

個科目及職業導向課程等應用學習科目中自由選擇兩至三個選修科目。這些科目

涵蓋了概念學習以至應用學習，學生可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科目；至於其他學習

經歷，則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活動等，這有助促

進學生全人發展，達成學業以外的課程目標。我們提供基礎廣闊的課程和更多元

化的選擇，並鼓勵採用不同的學習方法，從而配合學生的不同性向和興趣。   
 
（三）民政事務局現正聯同青年事務委員會籌組一個由青年人組成的青年論壇，

目的是為青年人提供一個參與公共事務的平台，讓他們透過研究、探討和議論社

會課題，學習議政文化及技巧、培養獨立思考和議事能力、以及提升青年人的公

民意識和責任感。   
 
  青年論壇將屬青年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一個恆常青年發展計劃。青年論壇亦可

讓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更有系統地聽取和吸納青年人的意見，從而加強公共政策

的認受性。青年論壇並可擬定青年關注的議題，向政府及市民大眾反映年青人的

意見，從而倡導推動與青年人有關的政策建議。   
 
  青年事務委員會現正與非政府青年服務機構合作，以試點形式在下列六區推

動成立地區青年論壇。若試辦成功，將推廣至全港十八區：   
 
  ＊ 沙田     ＊ 大埔   
  ＊ 深水     ＊ 觀塘   
  ＊ 中西區    ＊ 元朗／天水圍   
 



  這個試驗計劃目前仍在籌組階段。根據我們的初步構思，青年論壇成員是介

乎十五至二十四歲在有關地區就讀、就業或居住的青年人。論壇成員須透過地區

選舉產生，即由地區各中學及青年團體提名青年代表參選，或由符合資格的青年

人自薦參選。   
 
  至於現時的地區青年議會，是隸屬於當區的區議會，並獲得區議會在財政、

秘書處及其他後勤支援，以維持運作及推行活動。地區青年議會成員一般是由二

十至三十名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九歲的青年人組成，參照區議會的運作模式，定

期討論當區或全港性的問題，尤其是關乎青年人的議題。成員一般經由地區團體

推薦或是由青年人自行報名參加，再經甄選產生。   

完   
 
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