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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展現閱讀韌力，連續四屆全球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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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報告（香港地區）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由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主辦，每五年一屆，旨在評估、

比較並追蹤全球小四學生的閱讀表現，以及影響閱讀表現的各方面因素。本屆 PIRLS 2021 研究共有

57 個國家及地區參與，全球約 320,000 名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教師與校長參加。香港大學教育

學院（港大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資助或委託，連續五屆進行

香港地區的研究。 

 

由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PIRLS 2021 香港地區首席研究員林葦葉博士、香港地區合作研究員謝錫金

教授，以及港大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香港地區合作研究員鍾竹梅博士領導進行的「全球學生閱讀能

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的研究結果於今天（5月 17日）上午發佈。本項目最新的研究結果茲闡

述如下﹕ 

 

撮要 

1. 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在 2021 年疫情大流行期間參加了第五屆全球閱讀能力進展研究，得分 573

分（國際平均分 500分），全球排名第二，連續四屆高居國際首三名之列。 

2. 香港地區女生閱讀表現較男生為佳，資訊類閱讀較文藝類閱讀為優，閱讀尖子比率較歷屆提升，

而能力稍遜學生比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於 PIRLS 2021更屬全球最少能力稍遜學生的地區。 

3. 不論全球抑或香港地區，閱讀表現與學生對自己閱讀效能的自信關係最直接，學生閱讀效能的

自信，建立在閱讀興趣、動機和習慣上。 

4. 閱讀家庭和閱讀學校，是培育學生閱讀興趣、動機和習慣，繼而建立閱讀效能自信的條件。 

5. 香港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沒有其他國家或地區大，顯示了香港地區的閱

讀公平性。 

6. 香港學校是全球最安全的學校。 

7. 香港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表現出了強大的閱讀韌性，是全球少數沒有受新冠大流行影響而

退步的地區之一。 

 

 

研究結果 

1.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連續四屆排名全球前三名 

 

1.1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持續優良，在 PIRLS 2021 中得分為 573 分，在全球（即第一、三階段

參與國家及地區，下同；見本文件最後「研究簡介」頁第 0.5 節）43 個參與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二

（見表 1、2和圖 1）。 

 

排名在香港之前的是第一的新加坡，得分為 587 分；在香港之後的是第三的俄羅斯，得分為 567 分。

同樣以中文參加測試的還有中華台北地區與澳門地區。中華台北地區的學生的平均分為 544，排名

第七；澳門地區得分為 536，排名第十五（見表 1）。至於合併第一、二、三階段後 57 個參與國家

及地區的表現，包括四年級及五年級學生閱讀成績，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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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類閱讀能力方面，2021 年，香港小四學生於資訊類文章閱讀能力得分為 582 分，文藝類文

章閱讀能力得分為 564分，2021年香港學生在兩種文類的表現，均較 2016年為高。一如以往各屆，

香港小學四年級生資訊類閱讀能力較文藝類高（見表 4）。 

 

1.3 不同層級閱讀能力方面，2021 年，香港小四學生高階閱讀能力（評價與綜合能力）得分 572

分，基本閱讀能力（尋找資料與簡單推論能力）得分 577 分。2021 年香港學生在兩個層級的表現，

均較 2016 年為高。香港小學四年級生於兩層級的能力一向相近，是好現象（見表 5）。 

 

1.4 性別差異方面，2021年，女生的閱讀成績較男生佳。女生得分為577分，男生得分為569分，

2021年的女生和男生的閱讀成績，均較 2016年為高。 

 

女生全球閱讀表現均高於男生。香港 PIRLS 2021 男女生閱讀表現相差八分，差距較國際男女生平均

差別的 16 分為窄（見表 6），也較香港歷屆稍為收窄（見表 7和圖 2）。男女生資訊類閱讀表現的

差距，較文藝類的差距小。 

 

1.5 個別差異方面，2021 年香港的閱讀尖子比率增加。達到 625 分優秀國際基準（即最高基準等

級）的學生有 21%，達到 550分高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有 68 %，達到 475分中等國際基準的學生

比率有 92%。與 2016 年相比，達到優秀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上升 3%，達到高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

率同樣上升 3%（見表 8、9和圖 3）。 

 

1.6 香港小學四年級生閱讀表現在 400分以下的比例，全球最低，與俄羅斯同樣為 2 %。自 PIRLS 

2001年開始，香港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率屬全球最低地區之一，閱讀平等的指標持續高水平。 

 

  

2. 學生的閱讀自信愈高，閱讀表現愈好 

 

2.1 與香港學生閱讀成績有最大關係的因素有以下三項： 

• 閱讀自信：即閱讀自我效能感 (reading self-efficacy)，指學生對自己有能力完成閱讀任務的

信念； 

• 閱讀態度：包括學生的閱讀興趣 (Students Like Reading)，以及在校外閱讀動機 (motivated 

to read outside of school) 等指標； 

• 閱讀習慣：學生在校內校外自行閱讀的次數。 

 

2.2 愈對自己閱讀能力有信心，閱讀成績愈好，是學生閱讀表現最直接的因素。約三成香港學生

表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605 分（32%）；近四成學生表示對自己的閱讀

能力有一點信心，他們的平均成績為573分（39%）；近三成學生表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沒有信心，

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39 分（29%）。亞洲區域學生對自己的閱讀能力相對國際而言較缺乏自信，香

港地區亦然，澳門地區和中華台北地區也有類似情況（見表 10）。 

 

2.3 閱讀興趣方面，有濃厚閱讀興趣的香港小四學生有 30%，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90 分；閱讀興

趣一般的學生約佔四成半，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73 分（47%）；餘下的 23%的學生閱讀興趣薄弱，

他們的平均成績最低，為 550分（見表 11）。 

 

具有較高「閱讀自信」（2021年：32%；2016年：36%）和較濃厚「閱讀興趣」（2021年：30%；

2016年：36%）的學生比率，均不及 2016年（見表 12和表 13）。 

 

2.4 PIRLS學生問卷調查了學生在校和校外的閱讀習慣。即使調查在 2021年疫情期間進行，仍有

超過六成學生（66.0%）「每星期一至兩次」或「每天或幾乎每天」、「在校自行安靜閱讀」，他們

的閱讀成績較其他學生成績高（見表 14）。有近六成學生（59.6%）每天用「30 分鐘或以上」在學

校以外閱讀，這班學生的閱讀表現平均達到 585 分以上，每天在校外閱讀少於半小時的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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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54分，二者差距顯著。 

 

閱讀習慣和興趣皆是閱讀自信的條件，愈常閱讀，興趣愈高，則愈自信。閱讀習慣包括校內與校外，

學生對學校愈有歸屬感，愈常閱讀和喜歡閱讀；校外則與家庭有關（俱見下文）。學生愈享受閱讀，

愈不覺閱讀沉悶，閱讀愈自信，閱讀表現愈好。享受閱讀涉及閱讀動機，包括開卷有趣（為樂趣而

讀），以及為開卷有益（為知識而讀），兩種動機都與享受閱讀有關，但開卷有趣比開卷有益更直

接。此外，競爭有損享受閱讀，以致閱讀興趣、自信和表現都較低。 

 

部份性別差異可以閱讀習慣和興趣解釋，男生較多在非學業方面使用電子設備，而愈如此，閱讀興

趣低；女生也較男生多用圖書館，對學校亦較多歸屬感，而閱讀習慣和興趣較男生為正面。男女生

閱讀表現的差異，非直接與生物性別有關，而是男女生的閱讀實踐導致的。 

 

 

3. 建立閱讀家庭，從小培養子女成為優秀讀者 

 

3.1 香港家庭因素與學生閱讀成績關係最密切的因素如下： 

• 「學生的學前語文水平與活動」； 

• 「家庭閱讀資源」、「家長期望子女的學歷」和「學生的社經地位」（包括家長的學歷和

職業）； 

• 「家長的閱讀興趣和態度」。 

 

3.2 根據家長的報告，子女入讀小一時讀寫能力，自 PIRLS 2001 開始，皆是最有效預測學生小四

閱讀表現的因素。PIRLS 2021 亦如是，約四成半的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小一時讀寫能力表現「很好」，

這些學生的閱讀平均分為 596分（45.8%），高於「表現一般」（42.8%）和「表現不好」（11.4%）

的組別（見表 15）。小一時的讀寫能力中，認字能力與寫字能力固然高度相關，但認字能力，才與

閱讀表現直接有關，非寫字能力。 

 

PIRLS 家長問卷調查了父母在子女入讀小學前，跟他們進行多項閱讀活動的頻率，包括看書、說故

事、唱歌、玩部件玩具、文字遊戲和跟子女討論做的事或閱讀的東西。其中超過一成半的家長跟子

女在小一前「經常」進行閱讀活動，這些學生的閱讀平均分達 591分（16.5%）。值得留意的是，有

極少數的家長「從不或幾乎從不」跟子女在入讀小學前進行閱讀活動，子女在小四的閱讀表現低於

香港學生的平均水平（3.0%）。 

 

3.3 PIRLS分別向學生和家長調查家中書本的數量，兩者結果一致。自 PIRLS 2001 開始，家中有

「26–100 本書」的學生，閱讀表現達當屆香港閱讀平均分。2021 年亦如是，36.0% 的香港學生家中

有「26–100本書」，閱讀成績為 578分，高於香港平均水平（見表 16）。整體而言，學生家中的書

本數量較 2016年提升，這方面可能與疫情有關（見下文）。 

 

同樣，根據家長問卷，不論「家中書本數量」和「家中兒童書量」，均是書本愈多，學生的閱讀平

均分愈高，家中書本和兒童書量達到「26-100 本」或以上，這些學生的平均分數約相等或高於香港

學生的閱讀平均分（573分）（見表 17和 18）。 

 

家庭的閱讀資源，是學生閱讀興趣的條件。家中書本數量愈多，閱讀習慣和興趣愈正面，則閱讀自

信愈高，閱讀表現也愈好。 

 

3.4 約三分之二的香港家長期望子女完成「大學學位」（66.0%），約四分之一家長期望子女完成

研究生（碩士或博士）學位（26.3%）。家長對子女最高教育水平的期望愈高，子女閱讀表現愈好。 

 

3.5 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學歷職業等，與學業各方面表現——包括閱讀—

—相關，全球一貫。閱讀研究因此更着重社經地位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程度愈低，表示社經地

位對閱讀表現的影響較少，因而閱讀公平性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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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家庭問卷，2021 年約有三成半學生屬於「高社經地位」的組別，他們的閱讀平均分 592 分

（35.8%）；約四成半的學生屬於「中社經地位」的組別，他們的閱讀平均分 572 分（46.4%）；餘

下約一成半屬於「低社經地位」，學生的閱讀平均分 545分（17.8%）。 

 

根據學校問卷，有接近三成香港學校報告，錄取的學生來自「經濟環境較富裕的家庭」，學生閱讀

平均分 588分（28.0%），約四成半學校報告，錄取的學生來自「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學生閱讀

平均分 564分（45%），兩組學校學生的平均差距 24分。 

 

國際上，取錄「經濟環境較富裕的家庭」與「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學生的學校，平均差別是 42分，

新加坡是 48分，中華台北地區是 37分。香港的差距是新加坡的一半。（見表 19）。 

 

深入分析後，香港家庭的社經地位，其實並不直接影響學生的閱讀表現，而是通過家中書本的數量，

以及對子女的期望等因素為中介，才與閱讀表現有關。換言之，家庭的社經地位高，家中的閱讀資

源無疑比較豐富，則子女的閱讀興趣和習慣愈高，同時對子女的期望也愈高，而閱讀表現愈好。不

是家庭社經地位直接導致學生閱讀表現佳，而是家中閱讀資源的分配以及家中閱讀活動，與對子女

的期望，才與學生閱讀表現有關。因此，對於社經地位較不足的家庭，家長與其他社經地位家庭一

樣，對子女有期望，以及學校和社會提供同樣充足的閱讀資源（見上文第 3.3 節），能抵消社經地

位對學生的影響。 

 

根據香港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率全球最低（見上文第 1.5 節），社經地位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也

較全球低，可以說，香港小學教育的閱讀公平性較全球高。 

 

3.6 另一項與子女閱讀表現有間接關係的因素，是家長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家長愈喜歡閱

讀，家中書本愈多，家中閱讀活動也愈多，學生的閱讀表現也愈好。然而，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偏

低，僅有若一成半（14.0%）的父母「十分喜愛」閱讀，於全球 53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 53，低於新

加坡（21%）、澳門地區（17%）和中華台北地區（15%）和國際平均水平（31%）（見表 20）。 

 

2021 年有七成家長「每周一次或兩次」以上在家「為了樂趣而閱讀」（70.7%），與 2016 年的數字

略有增加（67.9%），但「閱讀興趣貧乏」的家長比率，卻逐屆上升，2021年近四分一（24%）。 

 

 

4. 促進學校和課堂成功的因素 

 

4.1 綜合分析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問卷，與學校和課堂有關的主要因素包括： 

•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包括「學生喜愛學校」「學生對閱讀課堂的投入程度」； 

• 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包括「父母對子女就讀學校的看法」； 

• 教師的工作滿足感和投入教學」； 

• 「學校安全和學生秩序」 

 

4.2 學生喜愛學校的程度，與學生對閱讀課堂的投入程度，兩者高度相關；而愈投入課堂的學生，

閱讀興趣愈高，閱讀表現也愈好。近四成的香港小四學生表示自己積極投入閱讀課堂，他們的平均

成績為 581 分（39.0%）；約一半學生表示自己尚算投入閱讀課堂，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72 分

（50.1%）；餘下約一成學生表示自己在閱讀課堂並不投入，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50 分（10.9%）。

2021年香港學生對課堂的投入程度，較 2016年為高。亞洲區域學生「十分投入」閱讀課堂的程度，

與全球 57個國家及地區比較偏低，中華台北地區排名 44（49%），新加坡排名 45（48%），澳門地

區排名 50（45%），香港地區排名 56（39%）。 

 

4.3 PIRLS 調查了父母對子女學校在家校合作、學校風氣和教育質素的看法。超過三分之二的香

港家長，「十分滿意」子女所讀的學校（67.1%），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78 分；約三成的家長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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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一般滿意」，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69 分。整體而言，香港的家長對子女的學校有相當正面

的評價，少於 3% 家長對學校「不太滿意」，其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51 分。 

 

家長對學校評價，與子女閱讀表現的相關性，究竟是怎樣的因果關係？是子女表現影響家長評價，

還是相反？深入分析，家長對學校評價，與子女閱讀表現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有理由相信，子女

表現影響家長評價，並非主因。分析繼續發現，家長對學校評價愈正面，則他們子女的小一讀寫能

力愈高，家長的閱讀興趣也愈高，這些都是閱讀家庭的特徵（見上文第 3.2 節）。換言之，閱讀家

庭對學校的評分較高，有較強歸屬感；而閱讀家庭的子女，閱讀表現較好。 

 

4.4 教師對學校的校風的看法、對工作的滿足感也間接與學生閱讀表現有關。提升教師對學校目

標的認同，以及對教學工作的滿意程度，能提升教師的教學動機和組織教學的能力，教師亦更願意

投入課堂，間接提升閱讀教學的效能，與學生的閱讀表現有正面關係。大約三分之一的香港教師對

工作感到「十分滿足」（37.3%），較 2016年的同一比例為高（34.2%）。 

 

4.5 閱讀不是單一學科，所有學科均涉及閱讀、需要閱讀，因此，除閱讀課堂外，還須建立閱讀

學校，實現「所有教師都是閱讀教師」的校本精神。 

 

閱讀課堂上，幾乎全部中文教師「每天或幾乎每天」用「教學書」作教學材料（95.2%），大約五成

五「每天或幾乎每天」用「作業和工作紙」作教學材料（56.4%）。以文類劃分，則有超過一半教師

「每星期一至兩次」或更頻密使用「短篇故事」作為文學閱讀的教材（54.9%）；約四成教師「每星

期一至兩次」或更頻密使用「非小說類的學科書籍或教科書」作為資訊閱讀的教材（41.1%）。 

 

推動跨學科閱讀方面，約八成學校每月一至兩次或更經常進行這類活動（78.9%），有九成以上學校

設有晨讀或午讀時間（96.5%）。另外，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學校把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STEM) 列為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73.9%）。 

 

4.6 根據校長報告，香港學校的秩序全球最好，學生和教師有安全的教學環境。大部分香港學校

的校長認為校內的秩序和安全「不構成問題」（93.2%），於 57 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第一（見表

21）。 

 

教師亦有表達對學校環境和學生秩序的看法。整體而言，絕大多數的香港教師（99.5%）認為任教的

學校是「安全和有秩序」。教師對學校環境安全的認同程度較高：「在學校感到安全」（99.6%）、

「學校的保安政策和措施很足夠」（98.3%）和「學校位於一個安全的社區」（98.1%）等。 

 

根據全球數據，學校秩序愈好，學生閱讀表現愈佳，因為香港學校秩序良好，幾乎沒有學校因為秩

序出現問題而導致學生閱讀表現不佳，因此，香港學校秩序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較全球低得多。 

 

 

5. 香港學生的閱讀韌力戰勝疫情 

 

5.1 參加 PIRLS 2021 的 57個國家及地區，有 35 個並非首次參加，其中五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成

績分數顯著上升，九個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沒有退步。另外，超過六成國家及地區的學生

成績顯著下跌（21個，60.0%）（見表 22）。 

 

5.2 疫情期間，香港學生經歷多次暫停面授課堂，學校彈性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教學，讓學生持

續在家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根據統計，2019/20 學年小學四年級學生約有四成上課日需在家學習

（41.5%），2020/21學年則有約三成課時需在家學習（31.8%）。 

 

5.3 三分一家長（33.1%）認為疫情期間子女的學習進度受到「很大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為

567 分；一半家長（50.8%）認為子女的學習進度受到「有些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為 581 分；有 

5.2% 家長認為子女「不受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最高，達 59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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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5.2% 家庭，除直接與閱讀表現有關外，還有三項特徵：社經地位較高、子女小一讀寫能力較好、

家長對學校評價較高，這些特徵，其實也是閱讀家庭的特徵。  

 

5.4 子女在家學習時，一半以上的家長會子女為提供額外的教育資源，包括「書本」（61.9%）、

電子裝置（61.9%）、網上教學或補習（63.1%）。其中，提供書本為額外資源的家庭，子女閱讀成

績較高，為 592分，沒有額外提供書本的家庭，子女閱讀成績為 565 分。 

 

5.5 學校在疫情期間，盡力通過多種方法來支援學生和教師繼續進行學與教。幾乎所有參與調查

的學校，均有為學生「提供遙距教學或遙距學習資源」（98.5%）。支援學生方面，絕大部分的學校

「為學生提供網上資源」（98.5%），其次是「為學生提供電子裝置」（87.7%）。支援老師方面，

超過九成的學校會「建議教師如何提供網上教學」（98.5%）、「為教師提供技術支援」（98.5%）

和「為教師提供電子裝置」（95.8%）。 

 

5.6 全球而言，有兩項相對較明顯的閱讀疫情： 

 

一、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地區，在疫情期間留家的學生，閱讀表現較不留在家的

高；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二者關係較輕微。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系統和教育制度十分不

同，疫情期間的抗疫措施分別極大，因此，這項相關性的訊息，必須謹慎地依照社會脈絡詮釋，既

不能簡單粗疏地普遍化約為全球現象，更不能誤讀為留家與閱讀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然而我們了解香港地區情況。疫情期間，據家長報告，有九成學生受疫情影響留家，閱讀成績為

577 分，因他們幾乎是香港全部參加測試的小四學生，所以閱讀成績與香港整體平均接近；有一成

學生沒有因疫情留家（10.8%），閱讀成績為 554分，他們應屬於雙職父母的家庭，再進一步分析，

這一成學生中，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生只有 7.0%，中等社經地位家庭學生有 12.6%，來自較低社

經地位家庭學生有 14.4%，可見疫情期間依然不留在家的學生，不少來自資源較不足的家庭（見表

23）。 

 

二、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學校提供電子設備和網上資源更有效，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

區，包括香港，家庭提供書本更有效。 

 

這應與基數效應有關。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家庭的學習設備和資源本就匱乏，因此，當學

校提供電子設備或其他學習資源，是雪中送炭，效果便較顯著。至於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家庭的學習設備和資源一向較充裕，因此，學校進一步提供，也是錦上添花，效果不如閱讀表現較

低的國家和地區顯著，而在家庭中繼續培養子女維持閱讀的習慣和興趣，作用更大。 

 

香港小四學生順利閱讀抗疫，有賴於閱讀家庭和閱讀學校的屏障保護。回歸閱讀根本，自小有良好

認字能力，在安全的學校環境中投入課堂，對學校有歸屬感，培養閱讀習慣、動機、興趣，建立閱

讀效能的自信，是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和師長，面對閱讀疫情而猶能保持閱讀韌

性的關鍵。 

 

 

6. 總結和建議 

 

6.1 香港小四學生維持以往三屆 PIRLS研究的優秀表現，在 PIRLS 2021表現出色。這是香港學生、

家長，以及全體教育工作人員，乃至社會持份者共同努力的成果。特別是疫情下，香港小四學生仍

具足夠的閱讀韌力 (reading resilience)，並沒有受疫情影響而退步。閱讀韌力建立於香港的閱讀學校

與閱讀家庭的堅實和深厚的基礎上，鞏固並發展閱讀學校與閱讀家庭的質素，是閱讀教育的大方向。 

 

6.2 歷屆 PIRLS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閱讀成績均較男生佳。2021年，雖然女生閱讀成績依然比

男生好，但是男、女生的閱讀成績差別已略見收窄。性別本身並不與閱讀能力有關，而是由於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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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閱讀實踐有差異，男生較女生少用圖書館，以及更多使用電子設備而對閱讀的興趣較低，才與

閱讀成績的差異有關。 

 

培養男生平衡紙本閱讀與電子設備使用的習慣，以及他們的文藝閱讀能力，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

是進一步收窄男女生閱讀成績差距，從而整體提升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的關鍵。 

 

6.3 香港尖子學生比率平穩增長，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例維持在低水平。香港學生達到優秀和高

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較 PIRLS 2016同樣提升。香港僅有 2% 學生閱讀能力低落，是全球最低比

率的兩個國家及地區之一，另一是俄羅斯。 

 

與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比較，新加坡優秀與高等國際基準學生比率的升幅，歷屆持續提升；相反，中

等、低等及低下閱讀水平學生比率，則歷屆持續下降，這是他們學生在 PIRLS 2021排名第一的主要

原因。 

 

繼續增加香港閱讀尖子的比例，進一步壓縮、或至少維持閱讀能力稍遜學生的極低比例，是香港閱

讀教育目標。 

 

6.4 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感，不論全球，抑或香港地區，均是與閱讀成績關係最密切的因素。閱

讀自我效能感，與閱讀興趣和習慣有關，閱讀興趣和習慣愈正面，閱讀自我效能感也愈高。 

 

香港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以及閱讀態度和習慣，仍有提升空間。這是未來閱讀教育重中之重的方

向。 

 

6.5 香港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的閱讀成績影響較低，反映香港閱讀教育的公平性能夠繼

續維持。在閱讀方面，沒有――也不應有――贏在起跑線這回事。 

 

然而，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還是會通過家庭閱讀資源的分配，間接地與學生的閱讀成績有關。換言

之，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如果家庭的充足資源沒有轉化為子女的閱讀資源，社經地位對閱讀成

績沒有作用。相反，家庭社經較低的學生，若家長能通過不同方法和途徑，安排子女有足夠的閱讀

資源，子女的閱讀成績同樣優秀。因此，為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補足閱讀資源，可提升他們的

閱讀能力。 

 

6.6 子女入讀小學前，家長跟他們進行閱讀活動，對子女日後的閱讀能力有幫助。香港家長較少

跟子女在幼兒期進行閱讀活動。家長宜在子女幼年時開始積極培養閱讀，提升閱讀的習慣和興趣，

繼而提升子女的閱讀自我效能感。 

 

社會持份者也承擔責任，提供友善的學前認字環境，是進一步提升香港閱讀水平的基建。 

 

6.7 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全球最低，與埃及同樣排名 50。家長的閱讀興趣，與家庭中的閱讀活動，

以及家庭閱讀資源分配有關，因而間接地影響子女的閱讀態度和成績。家長必須以身作則，言教身

教，不能只要求子女閱讀，而自己束書不觀。親子閱讀的培訓，亦是未來社會閱讀教育的重點。 

 

6.8 與國際比較，香港學校整體環境安全，學生秩序良好。超過九成校長認為學校是安全而有秩

序，於 57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第一。教師對學校的安全和秩序抱相同看法。國際上，學校環境安全

與學生閱讀成績密切相關，對香港而言，香港學校環境整體安全，因此與學生成績沒有關係；但是，

學生課堂參與程度高，與學生喜歡學校的水平密切相關，這兩者愈正面，學生愈喜歡閱讀。因此，

除了繼續香港學校良好的秩序與環境，讓學生在喜歡的環境中提升閱讀興趣，也是學校日後須發展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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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香港學生、家長、教師、學校，以及所有教育持份者，表現了傑出的學與教韌力，讓香港克服疫

情對學習的折騰，順利渡過停課不停學的三年。香港連續四屆閱讀表現高處全球前三名，這成就十

分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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