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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開始，隨着香港的適齡學生

人口出現結構性下降，小一縮班情況

持續。根據最新發布的《小學概覽

2023》，2023/24學年共有79所小學

縮減90班小一，減去部分小學擴班數

字，全港小一的淨縮班數為61班，以

沙田及葵青最多，屬縮班重災區。按

教育局早前推算，明年升小學生進一

步會減少4,000人至53,300人，來年

官津小一學額則減少逾1,500個，收

生不足危機持續。有教育界人士認

為，特區政府應推出更強力、有效措

施和作長遠規劃，以防止本港學校持

續「縮班殺校」和保持足夠學生人口

及勞動力。

新學年79間小學縮減90班小一
沙田葵青重災區 教育局推算明年小一生續減4,0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各區小一縮班情況及學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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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小學概覽2023》、
2024年度《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2023年小一縮班數
（同區其他小學擴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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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官津
小一學額總數

4,360

3,338

4,844

2,482

3,044

754

3,666

3,764

1,280

1,732

2,558

3,390

2,100

1,240

2,694

2,338

1,956

1,002

46,54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踏入新學年，同學需時適應面
對各種不同的轉變及挑戰。教育局已推出「新學年．好精
神 」 專 頁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
tion-at-the-universal-level/promotional-resources-for-schools/
109.html），提供多元和實用的資源，包括「每天好精神」標
語鼓勵卡、協助學生正面迎接新學年的「資源包」等，協助
同學適應校園生活，例如學生可透過練習「接納自己」、
「試用『我可以』代替『我應該』」、「少想『會怎樣』，
多想『可怎樣』」等六個小技巧，幫助收拾心情面對挑戰。
局方並製作了家長錦囊，協助家長陪伴子女以成長型思維迎
接新學年。
因應學生可能會因為新學年而感到擔憂、期待、緊張或厭
倦，專頁提供了六個小技巧建議學生練習，以收拾心情，為
開學作好準備，包括要接納自己的情緒，即使有擔憂、抗拒
等負面情緒也是常見，同時要放開心懷迎接未來，了解改變
帶來未知，未知帶來焦慮，明白其實「新遇見的」未必是壞
事。當學生重複回想以前的困擾與失敗，則可能是壓力下負

面思想不自覺的「反芻」，應小心「反芻思考」，即時提醒
自己停止不要再想。
其他學生有用的小技巧則包括檢視自己的內心話語，「我

應該」「我必須」等想法可能是焦慮的來源，不妨改用「我
可以」來鼓勵自己行動；當面對新挑戰，與其總是猜想「會
怎樣」，不如多考慮自己「可怎樣」，做好自己能做的感覺
更踏實，亦更有力量面對挑戰。此外，因長假容易製造拖
延，同學不妨提醒自己每天完成一點點工作，每一點進度都
是治療拖延與焦慮的良藥。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介紹，局方與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團隊

推出的「headwind 迎風」線上精神健康平台（www.youth-
mentalhealth.hku.hk），發放與開學適應相關的精神健康小貼
士；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Open 噏」亦設立
24小時的支援平台「Open噏—開學心事台」，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供支援。她鼓勵大家善用相關資源，主動關顧同學的
身心需要，讓他們正面迎接新學年，享受豐富多彩的校園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社會福利署昨日宣布，「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由本學年開
始恒常化，會擴展至接近900間學前教育機構，並與支援輕
度殘疾學前兒童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融合，以跨專業服務
團隊和校本綜合模式，為學前兒童、老師及家長提供支援。
社署在2020/21學年推行為期37個月的「第一層試驗計
劃」，為正輪候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或經該
些中心評估為有邊緣成長發展問題等兒童提供早期介入服

務。
鑑於成效理想，社署已增撥資源，將該計劃恒常化，並已
與不同持份者舉行多場交流會，包括教育局、衞生署、學前
教育機構、家長、社工等，以聽取意見和加深各持份者對服
務的認識及落實服務安排。
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名單已上載於社署網頁 www.swd.gov.hk/oprs/index_tc.
htm#s7），家長可向有關機構查詢。

社署「幼園支援服務」轉恒常化

教育局專頁助學生「好精神」迎新學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新學年新開始，新上任的嶺南大
學校長秦泗釗昨日發出其首封
「給嶺南人的信」，提到該校今
年獲批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學
者計劃的資助較去年大增30%，
再創新高，又成功聘請了兩位世
界級專家，他們位列全球前2%
科學家名單之內，相信可提升嶺
大研究能力和影響力。
秦泗釗以書信形式向全校教職員、校友報

告該校的最新發展。其中，嶺大本學年招收
了逾千名本科新生，大學聯招取錄的學生成
績保持穩定。
此外，該校今年秋季招收了超過2,400名研

究生，在質與量均屬歷史新高。在過去十年
中，其研究生人數增長了九倍，他認為這證明

了嶺大的聲譽和影響力正與日俱
增。
在師資方面，嶺大成功聘請了

人工智能專家鄺得互和專注於可
持續發展研究的陳曦，該校計劃
招聘更多世界知名學者，讓研究
和創新方面能更上層樓。

畢業生平均年薪年增9.8%
為豐富學生體驗，秦泗釗表示，

嶺大推出了「嶺南創業行動」，為學生提供
培訓、指導、資助和交流機會。他又引述最
新調查顯示，該校畢業生平均年薪較去年增
長9.8%，相信是僱主對他們的認可。
秦泗釗強調會繼續追求卓越，目標是讓嶺

大成為享譽國際、首屈一指的博雅型研究大
學。

嶺大新校長報喜：
獲兩世界級專家加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原任香港教育大學學術
及首席副校長的李子建，昨
日正式履新該校校長，並分
享其發展大計。他透露，教
大正籌劃教師教育課程革
新，未來會更重視培養師德
及國民身份認同，同時會積
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
來的機遇，拓展區內研究協作、培訓課程，並
擴闊畢業生的就業前景。
李子建昨晨向師生及校友發出電郵及短

片，介紹教大未來的發展路向。他提到，教
大首份《策略發展計劃》將於2025年完結，
校方初步計劃在下一個六年計劃中拓展教育
科技、開辦多元課程，以及推廣師德及價值
觀教育等。
李子建強調，大學須與時並進，最近成立

的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和應用政策研究及教
育未來學院，旨在促進學院屬下中心發揮跨
學科的協同效應。兩所學院將涵蓋特殊教
育、職業教育、生命教育、教師教育、應用
政策研究、法治及國家安全教育、人工智能

（AI）與元宇宙教育，以及中國
語文教育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
領域。
教大並將投入更多資源，以

加強科學和科技學科實力，特
別注重AI生成工具在教育層面
的應用。李子建表示，早前已
制定了「6-P教學取向」鼓勵師生
在秉持學術誠信下，開拓自主

學習模式，期望在新學年能看到更多相關的應
用、反思，及與AI及AI教育相關的研究。

培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同時，為籌劃教師教育課程革新，教大成

立了工作小組負責有關檢討工作，未來會致
力培育本科及研究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創新
創業思維。
作為政府資助的大學，李子建表示，教大

會積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
遇，正在探索不同的合作機會，會適時公布
具體計劃，而最近與曲阜師範大學共設「師
德教育基地」所簽署的合作備忘就是其中一
例。

教大校長李子建履新
擬加強師德培養

▶教育局與港大精神醫學系團隊推出
「headwind 迎風」線上精神健康平台。

▲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設立了「開學心事台」。

◆教育局推出「新學年．好精神」專頁，
協助家長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

2024年9月入學的小一收生流程昨日開始，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小學概覽2023》
網上版發現，在全港超過500所小學中，有79所小
學要在今學年合共減少90班小一，尤以沙田區減班
最為嚴重，共縮減11班小一。區內的循理會美林小
學、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及香港道教聯
合會純陽小學更分別縮減了2班小一，葵青區、元朗
區及黃大仙區亦分別減少了10班。

明年官津小一減1562學額
在學生人口減少下，學額供應亦出現相應變化。
據教育局昨日發布的2024年度《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顯示，明年全港官津小一
合共提供23,271個自行學額予家長在今年9月底申
請，以自行學額佔總數一半推算，明年官津小一的
總學額將會減至46,542個，較今年少約1,562個。
據教育局推算，2024年有約53,300名適齡升小一6

歲學童，較今年少約4,000人。

身為小學校長的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持續縮班為教界帶來多方
面衝擊，包括小學收生壓力持續增加，部分條件較
遜色如校舍老舊、地點偏遠的學校，吸引力顯得更
弱，更令教職員士氣變差，會擔心「殺校」而選擇
轉到較穩定的學校工作，影響教學質素及學校日常
運作。
他說，學校亦要花額外時間和資源作宣傳招生，

推出額外免費校車和豐富獎學金等吸引報讀，形成
不良和「奇怪」的風氣。

議員倡按區內學童數調節「開班線」
他認為，儘管教育局已推出包括合併、減「叩門

位」等措施應對，但成效並不顯著，若不採取更強
力有效措施，「縮班殺校潮」將持續。對此，他建
議應彈性調節「開班線」，每年按該區學童人數浮
動訂立相應開班人數，「相信可以『拯救』不少學
校」，同時為收生較為充足的「大校」提供誘因，

容許這些學校不用「開足」班數，讓部分學生流向
收生較少的學校以維持運作，為未來學童人口可能
反彈「留一手準備」。
朱國強又建議，特區政府應在人口政策方面下工

夫，透過優先上公屋及現金獎等措施，提升市民的
生育意願和生育率，甚至考慮有限度吸引「雙非」
父母來港生育，長遠為香港保持充足的適齡學生人
口和勞動人口。
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特區政府應該透過優才
計劃等措施，吸引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以至東盟國
家等非港籍學生到港就學甚至入籍，長遠維持穩定
充足的學生人口及勞動力。
他又認為，教育局應為每所小學設定24班的開班

上限，避免有「超級大校」出現，減低其他學校因
收生不足的縮班殺校危機；爭取有意到內地港人子
弟校的學生留港讀書，填補本港的生源不足、勞動
力及人才庫。

◆《小學概
覽2023》網
上版於昨日
發布。

◆根據教育局最新發布的《小學概覽2023》，2023/24學年共有79所小學，合共縮減90班小一。圖為小學生回校
上課。 資料圖片

◆李子建昨日履新，並透過短片
向教大師生及校友問好。

◆嶺大校長秦泗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