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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會倡合約教師採排隊制
評估能力簽長約 解教席「朝不保夕」問題

香港教育經歷過去數年的政治化

亂象，如何重建社會對教育的信

心、理順及穩定教師群體發展是教

育界焦點。今學年9月新成立的香

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指，社會對維護

教師權益的需求非常迫切，該會當前會聚焦四個

重點方向，包括前線教師情緒、工作壓力，以及

合約教師要每年續約的問題等。他透露，該會將

設立編輯事務及專業發展兩個委員會，宣揚教育

界好人好事及促進專業交流，讓社會各界加深對

教育專業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自稱「最大教師工會」、惟一直政治先行的「教協」早前
解散，被視為香港教育撥亂反正的關鍵節點。不少教師

均期望，有更多真正專業團體能幫助推動教育發展，新成立的
教育工作者工會尤其受到關注。黃建豪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透露，該會早於兩年前開始籌備，直到早前「教協」宣布
解散，教育界對維護教師權益的關注突然大增，因此加快工會
的建設進程，義不容辭為前線教師服務。
他表示，香港教師維護權益的需求迫切，情緒問題是其中一
個焦點，曾聽聞有學校60名教師中，四分之一人因管理層的
壓迫出現情緒問題需要求醫，也有校長或管理層刻意安排意見
不合的教師任教不擅長科目，或以各種手段「折磨」促使其辭
職，情況普遍。該會除會跟進相關個案投訴，也已把支援教師
情緒定為四個重點工作方向之一。

辦活動助前線教師減壓
該工會副主席吳智滙補充，該會同樣關注教師的日常教學及行
政工作壓力，正計劃與教聯會合辦全港教師調查了解情況，也會
籌辦一連串紓緩身心活動，例如讓視藝老師教導同工透過圖畫治
療情緒，及提供體育運動或舞蹈班等助前線教師釋放壓力。
同時，合約教師、助理教師與教師助理等非常額教師群體的
權益亦是工會重點工作，有部分非常額教師更需要每年續約。
吳智滙表示，工會希望能提供適切支援，讓他們能集中精力在
教育專業上，稍後會先收集有關教師群體的意見及訴求，及向
教育局提出政策倡議，包括建議設立「合約排隊」機制，讓合
約教師工作一定時間後，可按其能力評核確保能簽署長期合
約，解決教席「朝不保夕」問題，也為他們提供專業發展的目
標和信心。
如同大多數港人一樣，教師亦要面對住屋問題，吳智滙表

示，工會將於今年年底就前線教師住屋需求進行調研，並與不
同團體合作提出相應建議。

設兩委會宣正能量促進交流
除了四個重點方向，黃建豪透露，工會亦將分別成立編輯事務

委員會及專業發展委員會。前者將負責每三個月採編電子會刊，
重點關注教育界的好人好事、奇人奇事、口碑好的學校領導層的
故事，及關於教師權益的文章，目前已有多位教師自薦；後者專
業性較強，將會負責舉辦法律講座、教師專業講座等。
在法律與個案支援方面，黃建豪表示，該會將與中小型律師
協會合作舉辦法律講座、義務法律支援及免費法律諮詢等，並
有專業律師、調解人員及退休校長擔任顧問，提供各式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香
港教育工作者工會甫成立，就積極投
入處理接獲的求助個案。在該會跟進
的個案中，半數與合約教師有關。該
會表示，短期合約問題對前線教師帶
來困擾，有投身教育界 10年的教
師，只能每年續約不斷求職，諷刺地
成為「CV（履歷）專家」。
黃建豪透露，該工會的求助個案，

既有關於官立學校合約問題，亦有關
於學校雖有常額教席卻仍以有時限合
約請人的情況。他指出，教育局其實
已經清楚表明，學校如以合約期方式
聘任正規常額教師，必須具備切實的
理由，更不應以此聘任形式作人事管
理手段，「但仍然有學校高層利用漏
洞，忽視教師的長遠發展，令有時限
合約不停地輾轉，可想而知，此類教
師不停為生計而奔波，沒有安穩的教
學環境，如何提高教學成效呢？」
吳智滙補充，有個別學校的管理層

會以「靈活運用教育局撥款」為由，
特意以有時限的短期合約聘請教學人
員，主要教授低年級學生，部分職位
薪酬亦較正規常額教師低。如果只得
一年合約，這些教師更只有開學9月
到12月能「休息」，翌年2月就要開
始準備求職信，3月至5月面試「找
下家」，希望能於7月受聘，9月再
順利開學，「每年都在循環整個歷
程，有教師甚至已經在教育界10年
了，仍無法脫離合約教師隊伍，變成
了『CV專家』而非資深老師……那
實在令教育界深受其擾。」
在其他求助個案方面，黃建豪提

到，有教師面對學校管理百般刁難，
事無大小均要寫報告，佔用了他們大
量的時間與空間，無法集中精力在教
育專業上，情緒亦受到很大壓力及影
響。還有個案是關於同事之間糾紛，
科主任與前線教師用「不專業詞彙」
互相指責等。該會會把個案都交由律
師或專業人員調解，必要時會提出訴
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年
輕教師是教育界的生力軍，對教育
事業尤其熱情，黃建豪表示，工會
理事普遍相當年輕，多人屬於「九
十後」，希望能反映更多新一代前
線教師的聲音，讓他們集中精神聚

焦在課堂，能夠回歸教育專業，免
受勞資糾紛、不公對待等，紓緩他
們的情緒困擾及壓力。
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今年

36歲，副主席吳智滙更只有26歲。
他們表示，工會理事都是年輕又有

朝氣的前線教師，分別來自中小學
及幼稚園界別，大家透過義工服務
認識後，萌生要為於職場上遭受冷
遇或不平等待遇的教師爭取權益的
念頭。
吳智滙直言，在籌組工會過程

中，也有聽到一些疑問，質疑其於
教育界資歷不深能否擔任工會重要
職務，「可能我們年輕，但我們有
無限熱情，期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
同工，也對他們的經歷更感同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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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多屬「九十後」盼反映前線聲音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的核心團隊，主要由一批對教育熱情高漲的年輕教師組成，他們將熱情化為為教師
維權的力量。圖左起：吳智滙、黃建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教育
工作者工會
建 議 設 立
「排隊制」，
讓合約教師
工作一定時
間後，按其
能力評核確
保能簽署長
期合約，解
決教席「朝
不保夕」問
題。圖為小
西灣漢華中
學 上 課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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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
制度之後，香港社會撥亂反正，教
育專業亦開啟去政治化的進程。近
期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
匯集教育界「生力軍」，致力做好
業界服務，以實際行動幫助教育從
業員排難紓壓。教育專業團體是教
界由亂及治的重要力量，新的教育
工會應該努力幫助教師正確認識祖
國，引導學生建立愛國愛港的價值
觀，團結業界建設新香港。

教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工作性質就是教育莘莘學子守法
治、明是非、行正路。在香港撥亂
反正，教育界、教師組織重回正軌
的大背景下，教育專業工會成立，
以秉持教育專業、團結教師為己
任，正當其時。教育工作者工會計
劃籌辦紓緩身心的活動，緩解教師
的情緒焦慮，開展體育、舞蹈等積
極正面的活動，助教師釋放壓力；
並積極協調解決合約教師的續約問
題，以實際行動回應教師訴求，照
顧教師的切身利益， 切實履行教
師工會服務業界的職責，最廣泛團
結教師隊伍，增強教育界培養學
生、服務香港的信心。這些目標，
符合教育專業需要，有利香港保持
良好的教育質素，令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
人。

必須看到，香港教育過往積累了
不少問題，教師、教材、考試、學
校乃至管理制度各方面均存在不盡
人意的情況，曾出現過有教材歪曲
鴉片戰爭史實、美化日本侵華戰爭
等荒唐亂象。因此，香港教育仍需
要持續撥亂反正。最近，教育局公
布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落實中小學每星期舉行升旗
儀式；新學年學校正式推行國民教
育，落實公民科改革，要求官立學
校新聘教師均須通過基本法測試。
在教育界由亂向治的關鍵時刻，教
育專業工會更需要做好對教師的服
務和支援工作，特別是組織舉辦相
關的培訓課程，做好業界與政府、
家長之間的溝通聯繫工作。

教育是百年大計，政府和社會
各界都責無旁貸支持教師、學校專
注培育人才。教育專業工會應該竭
盡全力，讓教師回歸專業講台，讓
教育回歸育人本位，讓學生回歸安
寧校園，集中力量做好業界服務，
配合政府各項教育改革，扮演好建
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制
度促進者角色，獻力為香港下一代
開創更美好未來。

教育工會專注服務業界令人期待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項教育活動啟動儀式致辭

時指，本屆特區政府銳意推動創科發展，投放的資源
空前，同時推動STEM教育，希望香港能在中央支持
下，建立更完整創科生態圈；同日，2021 中國城市
競爭力報告正式發布，其中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香
港排名第三，在可持續競爭力排名中，香港再度蟬聯
冠軍。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創新
能力是核心要素，而人才則是創新的關鍵因素。特區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STEM教育，順應創新驅動的世界
潮流，符合國家把香港打造成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的
要求，未來更要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北部都會
區」構思落實，盡快形成促進研發、匯聚人才、創科
產業化的良性循環，為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構建充滿
創新活力的大灣區提供源源動能。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定義，綜合經濟競爭力包含當
地要素、生活環境、營商軟環境、營商硬環境等分
項，其中當地要素為影響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的關鍵
因素，涵蓋城市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當屬資本、創
新和人才；城市可持續競爭力則指一個城市提升自身
在經濟、社會、生態、創新、全球聯繫等方面的優
勢，可持續競爭力指數有若干分項，分別是經濟活
力、環境韌性、社會和諧競爭力和科技創新力等。從
中可見，創新因素在評判一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和可
持續競爭力方面，都有重要分量。香港是「一國兩
制」下的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十四五」規劃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均定位香港為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
香港能夠在競爭力排名位居前列，顯示香港的創科優
勢和潛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講話時強

調，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是衡量一
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
振興靠人才。香港銳意推動創科、提升競爭力，歸根
到底是要培養更多優秀的創新精英。STEM教育已成
為全球教學重點方向之一，特區政府亦認識到開展
STEM教育對培養創科人才的重要性，近年多次在施
政報告推出不同政策大力推動，教育局過去數年逐一
落實支援學校開展STEM教育的措施，包括增加學生
學習活動、加強教師培訓、持續投放教學資源，如今
STEM 教育得到本港學校普遍支持，也日益受到家
長、學生及社會的重視，反映香港在培養創科人才、
構建鼓勵創科的社會氣氛方面，朝着正確方向邁進。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香港產業過於側重金融、地
產等少數行業，產業空間狹窄；加上「重商輕理」
的教育文化並未根本改變，導致願意投身創新事業
的學生偏少，既浪費了 STEM 教育的資源，更不利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和提升整體競爭力。今年的中國
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科技創新基礎雄厚，在
學術論文指數和文化設施指數均列全國第三位，專
利申請指數和大學指數同列全國第四位，但科技企
業指數僅勉強進入前十。「北部都會區」的開發建
設，將促進香港與深圳協同發展，共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因此，香港一方面要發揮所長，另一方面
積極抓住「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創造
的機遇，加速「北部都會區」構思落實，推動港深
創新合作，實現香港高質量的再工業化、產業多元
化，為香港的創科人才及初創企業拓寬發展空間，
形成創科教育、研發、製造的成熟生態鏈，為香港
和國家的創新發展開啟新篇章。

創科要育才與產業化並重 提升香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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