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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跨境學童在疫情下的學習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疫情下跨境學生的學習安排，以及教

育局和學校為跨境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背景 

2. 跨境學生是指居於內地，在疫情前每天跨境前來香港幼稚

園、中小學就讀的香港學生。在 2020/21 學年，根據教育局在 2020

年 10 月經學校蒐集的資料，其時全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居於內地

的香港學生共約 27 000 人，其中超過九成（約 25 000 人）居於深圳

市。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情況，教育局曾先後宣布所有學校暫

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在此期間，學校須繼續運用不同的教學模

式，讓所有學生（包括跨境學生）在家中學習。其後，隨著疫情的穩

定發展，教育局宣布由 2021 年 5 月 24 日起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堂，

本地學生亦已恢復回校上課。由於香港與內地兩地防疫抗疫政策的限

制，小部分跨境學生暫居於香港以便回校參與面授課堂；大部分均未

能來港。

疫情下為跨境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3. 跨境學生恢復往來兩地上學的安排，須視乎香港及內地疫情

發展，以及在香港與內地雙方協調的大前提下進行 1。在暫時未能安

排跨境學生來港上課的情況下，教育局要求學校按其校情及學生在各

學習階段的不同需要，靈活運用不同的學與教模式，支援跨境學生在

家繼續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1 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期間，經與內地相關部門協調，教育局安排了約 2 500 個名

額給中三至中五級居於深圳的跨境學生到港復課。在此安排下，配合特區政府及深圳市政府

的聯防聯控政策，該些學生獲豁免 14 天強制檢疫及經兩個指定的口岸（即深圳灣口岸及福

田口岸）過境，並在港乘搭點對點校巴直接往返學校及港方管制站。而有關學校亦作出相應

配合，採取一系列嚴謹的健康防疫監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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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學生在家學習 

 

4. 在疫情期間，教育局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以協助學校

運用多元化的模式（包括電子學習）支援學生在家學習。我們透過專

頁、電話熱線、流動通訊程式、網上自學課程及網上研討會等，持續

為有需要的教師提供意見及分享學校良好做法。此外，我們與由政府

全資擁有的公司香港教育城（教城）合作，整合各電子教學資源及建

議學習日程，為學校、師生和家長提供更便捷及全面的參考。總結了

各方經驗，包括問卷調查及重點視學的結果，我們更新在疫情期間運

用電子學習模式支援學生在家學習的參考原則，為學校提供相關指

引。 

 

5. 就中小學而言，學校協助學生善用在家的時間學習，鼓勵預

習、廣泛閱讀、以小組形式安排網上溫習等。學校亦製作了不少教學

短片、進行實時網上授課、使用網上平台／學習管理系統支援學生學

習、透過電郵／內聯網等電子模式派發學與教材料給學生、要求學生

以電子方式提交習作等。除電子學習外，學校亦會因應個別學生的情

況，包括欠缺電腦裝備或遇到網上學習的技術困難，運用其他方法

（例如郵寄學與教材料、功課及學校通知等材料給學生），協助他們

保持學習進度。此外，個別學校與出版社達成協議，獲授權可按教學

進度上載電子版課本的相關章節至網上學習平台供有需要的學生使

用。如有需要，學校亦可採購課本送遞服務，協助跨境學生家長寄遞

課本到其內地住所。 

 

6. 就幼稚園而言，由於幼童不宜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因此電

子學習並不適用於幼稚園學生。教育局鼓勵幼稚園設計適宜兒童在家

進行的學習活動，例如鼓勵兒童在家閱讀、配合學習主題及兒童的興

趣和能力，製作和派發學習材料、鼓勵家長協助兒童進行一些家居小

任務等，幫助兒童保持學習動機及好奇心，並與家長協力關顧兒童情

緒和品德發展的需要。為進一步支援學校協助兒童在家學習，教育局

在 2020 年 12 月推出新措施，向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

筆過資助，協助學校推行「贈書計劃」及「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

以培養幼童的閱讀興趣及推廣閱讀文化。 

 

7. 就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言，教育局在疫情期間特別

推出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樂在家、網學易」網上資源

供家長參考和使用，讓他們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在疫情下繼續

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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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學生的情緒需要 

 

8. 為讓教師和家長了解和幫助學生處理因疫情而可能產生的負

面情緒，使他們保持心理健康，教育局特意為教師和家長推出一系列

名為『疫流停課‧不停「愛」』的心理教育短片。教育局亦製作「就

新學年為學生提供的情緒支援」便覽和精神健康資訊，以便教師協助

學生在疫情下維持規律的生活習慣。此外，教育局透過工作坊，提升

教師和學校人員支援學生的能力，協助學生紓緩負面情緒和壓力。教

育局亦特別提醒學校須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個別學習情況及

情緒表現，並定期與家長聯絡，不時檢視及調整支援策略及內容。 

 

協助學校靈活處理學習進展評估 

 

9. 在學習進展評估方面，教育局積極協助學校採取靈活應變措

施，並呼籲學校考慮推行各種形式的持續性評估作為應變措施，包括

小測、總測、課業或其他專業方法評核學生。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中一派位）的呈分試安排，教育局已通知有跨境學生的學校在可行

的情況下，盡量以合適的安排為學生進行考試或補考，包括考慮在內

地尋求姊妹學校或合適的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安排考核等，讓校內成績

評核能按一貫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我們了解學校經與內地持分者

協調後，都能順利進行相關考試。部分學校亦利用相關經驗，把有關

安排推展至校內其他考試。 

 

小一及中一派位的安排 

 

10. 就 2021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的安排，因應

跨境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或未能親身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教育

局已另行印製「註冊文件」派遞給家長，讓家長／監護人可在 6 月的

註冊期內，透過傳真、電郵、郵寄或授權親友代辦的方式向學校辦理

手續。至於 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中一派位）的安排，教育

局已提醒所有小學須在派位結果公布前聯絡跨境學生的家長／監護

人，如他們未能親身領取派位結果及辦理手續，小學會於結果公布當

天透過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把派位結果通知他們，以便他們與獲派中

學聯絡。而小學亦須將有關學生的《入學註冊證》送交教育局，讓相

關的中學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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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於深圳的中小學跨境學生而設的支援課程及服務 

 

11. 為加強對跨境學生的學習和情緒支援，教育局已委託承辦機

構於 2021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在深圳羅湖、福田及南山區開辦「心理

社交支援課程」及「學習支援課程」，供居於深圳的中小學跨境學生

參加，透過小組面授形式，為他們提供在家學習以外的支援。同時，

教育局亦委託承辦機構在深圳上述區域設立綜合服務點，為跨境學生

及其家長提供實用資訊、有關學習及情緒支援的材料、免費借閲書籍

及借用康樂用品及設施等服務，並為他們舉辦交流活動及分享會，以

提供適切支援並促進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繫。 

 

其他支援 

 

12. 部分跨境學生受疫情的發展及兩地防疫抗疫政策所限，較早

前未能前往香港換領已過期的回鄉證。經協調後，內地當局實施便利

措施，讓港澳居民可在內地向相關部門申請及辦理換領回鄉證。 

 

未來路向 

 

13. 教育局就跨境學生復課的安排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溝通。就

下學年的安排，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香港與內地接種疫苗

的進展，以及學校的準備情況。我們會聽取衞生專家的意見，適時與

內地當局商討跨境學生回港上課的可行性，並與學校配合為跨境學生

作出合適的學習安排。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並提出意見。 

 

 

 

 

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