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小學教師職業為何變得厭惡性

1. 導論

什麼是厭惡性職業呢？根據規劃署《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４８條的規定，當局如認為任

何行業、業務、加工業或製造業，引致產生具厭惡性或有害的臭氣或塵埃，或因其他原因而

具有厭惡性或損害性，或涉及屠宰動物或禽鳥，例如毛皮加工、加工處理魚糧、製煉皮革、

加工處理魚翅等，均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宣布其為厭惡性行業。

由此看來，中小學教師職業在香港本來並不應歸於此類。可是，近年都市人的精神健康狀態

每況越下，相關的社會問題亦日趨嚴重而被受關注。因此，厭惡性職業的定義應被更新為

「任何對從業員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交生活、精神心理健康，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或引致

災難性想法的工作」。本文將會由自殺數字、精神心理健康評估及流失率等客觀指標入手，

探討現今香港中小學教師職業的厭惡性傾向和其主要成因，以及金融海潚的影響。

2. 教師自殺個案

今年教育界的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不足兩個月內有三宗教師跳樓自盡個案。記得在０６年

初時兩名中小學老師先後自殺後，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曾被記者問及是否

與教改有關，她回答說：「根本上教改咁多學校都做，如果係（教改），點解淨係兩位老師

（自殺）呢？如果你認為係教改形成的話。」從統計學以及精神病學上，她的回答本來都是

無懈可擊的。平心而論，如果單從統計學去分析，兩名教師的自殺不足以與教改拉上關連；

而精神病學會告訴你，九成多自殺成功的人，背後都是因為抑鬱病，而基因因素可能比環境

因素有著更重要的影響。

然而，中大精神科教授李誠的最新調查則發現，教師壓力主要來自教改，感情及家庭影響反

而甚微，而他們的自殺指標比常人高３倍，與４年的調查比較，情况並無改善。李醫生呼籲

當局正視問題，「因為調查數據顯示，每當１名教師自殺身亡，即意味着有３０名教師嘗試

過自殺，另有數以百計教師泛起過自殺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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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教師自殺死亡事件簿

日期 事件

08/11/20 ４２歲女教師陳瑞娟疑因受情緒及家庭問題困擾，在海怡半島寓所跳樓身亡

08/11/15 ２６歲男教師梁慶旭疑因感情問題，到柴灣杏翠苑女友家箍煲不成，跳樓喪命

08/10/03 ２４歲小學女教師梁翠玲疑因工作壓力，在深水埗任教學校跳樓身亡

07/04/24 ４５歲中學男教師疑難抵工作壓力，在沙田第一城住所燒炭死亡

06/04/03 ３２歲中學女教師何淑英疑憂心語文基準試成績，從青衣海欣花園跳樓斃命

06/01/07 ４２歲小學男教師余其昌因工作壓力，在大埔太湖花園跳樓身亡

06/01/04 ５４歲中學男教師林幸康疑為工作壓力，從荃灣城市廣場住所跳下不治

當中不難發現教師自殺個案數字上升，而且有年輕化的趨勢。最近三宗個案，不能肯定的是

教師的個別輕生原因，有的說是工作壓力、有說「情關闖不過」、有說「疑涉婚姻問題」、

亦有說「教學指標變精神困擾」。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曾說：「一個人自殺總有很多理由，

工作亦受很多因素影響……無人可以百分百肯定兩個教師單純因為工作壓力而自殺，人死了
無得追問，大家糾纏這個問題無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位老師都活得不開心，都處於一

個備受困擾的精神狀態，在沒有被恰當保護的苦海中浮沉。


美國的「自殺學協會」研究自殺行為多年，找出了防止自殺的兩大保護網：環境及個人保護

因素，前者包括社會資源及機構支援的可得性；後者指個人的應變能力、對機構的歸屬感及

主宰生活的能力等。

本地教育界可有提供足夠的環境保護網？社會資源投放得足以令教師安心教學嗎？學校提供

給教師的支援足夠嗎？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特區政府辦教育，用了營商哲學，教改推行如

一盤生意。要基準、講增值指標、量化自評和外評、設定「家長受歡迎指數」，一間學校的

生存價值，被一大堆數字扭曲得偏離正軌；教師營營役役，就是為了達所有的標、為了應付

教育局不斷對數字的苛索。校董監察校長、校長鞭策教師，學校已成為殺戮戰場，加上殺校

危機，教育大氣候長期處於嚴冬或酷熱中，教師又哪有喘息空間？更遑論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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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精神心理健康評估

全人教育基金在０６年１月至今年８月間以問卷訪問了８５２名香港中小學教師，了解其精

神心理健康情況。有關問卷分別要求教師就整體生活的滿意度作自我評價，又通過多條問題

分別了解其抑鬱、焦慮及壓力指數，再作綜合參考，以衡量其精神心理狀態。結果顯示有達

２３%教師出現精神心理困擾，另外有５２%雖未有嚴重問題出現，但亦處於容易發展成問
題的「亞健康」狀態，餘下全港僅得四分之一老師屬於精神健康。 

無病不代表健康。造成「亞健康」的主因是工作過勞和生活方式劇變，正正是前線教師面對

的困境。「亞健康」較真正患病更危險，因為它是一個灰色地帶，徘徊於健康與患病之中，

人們傾向忽略自己這種狀況，當身體的免疫系統減弱時，病菌便乘虛而入，一發不可收拾。

「全人發展中心」臨床心理學家翁婉雯表示，若教師有精神心理困擾，往往會發展成抑鬱、

焦慮、擔心等狀態，會產生睡不着或早醒等症狀，更嚴重的甚至會有自殺的念頭，後果非常

嚴重，有關老師應及早求醫及求助，「若發展成抑鬱症便會太遲；全世界患抑鬱症的病人，

有１５%死於自殺。」 

若針對生活滿意度一項，調查亦顯示香港教師情況並不樂觀，有近３成人表明對生活不滿，

覺得滿意的不足4成。是次調查亦就教師的抑鬱、焦慮、壓力指數，與過往研究中一般白領
及整體市民有關指數作出比較，教師情況均較為嚴重，其中焦慮指數為８.５，明顯高於白
領的７.１及香港市民的６.５。

每年總有不少新人滿腔熱誠地加入教師行列，但未到學期末抱着絕望心情離開教育界的又有

多少？據教育局官方統計，十年來教師流失率逐年遞升，從十年前的百分之三，遞升至現時

百分之九。剛過去的零七至零八學年，便有二千人以上對教育界感到絕望而離開。「不能承

受熱度的，我抱歉地說，他們需要離開這個廚房。」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說。

或者總會有能承受的人，但是這樣的高溫真的有必要嗎？把教育界不斷升溫的又是什麼呢？

以下筆者將會由「高壓力下工作」、「工作時間過長」及「公眾形象低落」等三項主要因素

探討為何現今香港中小學教師職業變得厭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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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壓力下工作

現時不少學校迫着老師積極取進、自我完善，也許滿以為是為了大家好，把教師團隊鍛煉成

教學機器，猛往學生的小嘴巴灌考試的硬材料，務必令公開試成績撻陣。縮班殺校潮未止，

行政工作又沒完沒了，令教師壓力大增，變成「壓力煲」。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於七月就「香港中小學教師工作壓力與經常焦慮症調查」，訪問約

二千一百名全職中小學教師。調查發現，近九成受訪者表示對現時自己的教師工作感到頗大

壓力，其中七成八認為壓力來自學校的教學評核；因照顧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而承受壓力

有七成四，另有認為平日的教學工作和新高中課程的校本評核亦是壓力來源，各佔六成九。

不過最令人擔心的是，約一成三受訪教師患上經常焦慮症（ＧＡＤ），當中九成八表示在過

去六個月經常感到疲勞、八成九失眠及睡眠質素差，另有八成七和八成四感到肌肉繃緊及易

發脾氣。患者中約三成要利用藥物減壓，包括服用鎮靜劑和安眠藥，嚴重影響工作表現。

「比例高，很震驚。」中大精神科教授李誠指出教育界病發率高，而且潛藏患病人數眾多，

如按全港有５３３５７名中小學教師推算，現時有７０００名在職教師患「經常焦慮症」，

即這批老師可能同樣有失眠、難以集中精神等徵狀，長遠影響教學質素。而近年殺校浪潮、

教改政策令教師無所適從，導致他們壓力大增。「今次調查數據與４年前相比有輕微上升，

教育局應明確教師是以教學工作為重，不可單以校本評核釐定他們的表現，因而承受額外的

行政工作。」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理事區伯權指出，不少學校在９月、１０月公布教師周年評

估報告，曾有老師反映接獲有關報告後壓力增加且心情低落。他警告，教育界對待精神病的

態度非常保守，七成患病教師都諱疾忌醫。教師恐公開病情會嚇壞學生，甚至被校方辭退，

於是默默獨自面對，令病情更易惡化。

「無可否認，教改係帶來特別多工作，亦帶來特別多壓力。如果教師唔可以接受呢啲挑戰，

我地有提早退休計劃。」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說。教育局為協助教師解決工作壓力而設立的

教師陽光專線，自０６年１月成立至今年１０月底，共接獲１９８４個求助，主要涉及人事

管理、學校行政、私人問題等。 

教協副會長黃克廉指，教改給教師帶來大量額外行政工作及評核試，已過度虛耗教師精力，

雖然教育局有設立輔導熱線，「但教育局的政策正是教學壓力的來源，教師怎會打去求助？

怎會得到真正的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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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會長張文光認為，教改是教師壓力的主要來源，如外評、自評及校本評核校為教師帶來

沉重負擔，另外照顧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同樣增加工作量。他預計隨着教學語言政策改革，

更多中學會改以英語授課，令非英文科教師為達要求而報考英文試，壓力急升。（一般而言

語文教師的課業較繁重，手握基準後轉職亦較有議價能力，故面對校方高層的無理要求還可

斷然說「不」。至於一些市場競爭力較低，如任教數學、常識等科的教師只能任由校方高層

肆意魚肉，直把他們往死裏推。）加上縮班殺校問題已蔓延至中學，令學界出現惡性競爭，

教師被迫虛耗精神為學校宣傳，因而要求局方盡快解決縮班殺校問題、落實中學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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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時間過長

近年教師的工時愈來愈長，但精力都用於處理行政工作，反而照顧學生的時間愈見不足。 
一位任教於大埔知名小學的前線教師，她日常的「行政工作」如下：早上，她必須七時正回

校化身為衞生督導員，巡視一樓至六樓所有洗手間；午飯時，長期胃痛的她需要充當保母，

服侍三十多位剛從課堂抑壓中鬆弛下來、吵作一團的「貴賓」們用膳；下課後，已是頭昏腦

脹的她就化身為客戶服務主任，即使面對投訴文化盛行下的刁蠻家長，仍須保持適當微笑；

好不容易迎來暑假，學校也會「貼心」安排，強迫她充當導遊帶領各種各樣的交流團，不但

沒有超時工資，更要自掏腰包購買來回機票……

繁重頻密的課節是最為常見的情形。由於老師短缺，在學校（尤其是小學）老師每周至少都

必須擔任二十四節以上的授課時節，每節課約是三十五分鐘至四十五分鐘。雖然內容上基本

相同，但每班至少都有二十五名學生。並非個個學生都那麼靜乖。「學級崩壞」是代表日本

教育問題的詞彙之一。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定義為學生在不服從老師的狀況下，老師做不

到職業責任，在一定的期間內不能維持教學的狀態。老師除了要教好課外，還要絞盡腦汁，

想出應付那些調皮搗蛋、不喜聽課的學生的策略。學校還委以「當某班班主任」的重任， 
當班主任所耗費的心血和精神，是無法用時間去計算的。

如今教學改革，大講創意，有許多學校在教學上只有大致上要共同遵守的教學大綱，放手讓

老師在教學形式、技巧上作個人的創意發揮。負責任的老師為了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在做

某一個單元的教學計劃時，往往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從購買有關的參考書、做出教案、

內容設計、電腦打字、效果估計等，這些準備功夫並不簡單，有點像奧運開幕式一樣，觀眾

只看到場面的精采，卻看不到幕後無名英雄的辛苦付出。 

有些權力在校長、副校長之下的個別行政人員，罔顧老師已承受不住的課時壓力，沒有商量

餘地分派大量行政工作給老師，行政工作不勝負荷。「你們別貪得無厭！政府不是花了幾十

億讓學校聘請教學助理，減輕教師壓力嗎？」表面上教學人員增加了，但受惠的，實際上只

是那些月入四萬、連中文輸入法也不懂的主任們，協助他們處理「繁重」的文書工作而已。

在現時教學制度下，學校竟要兼顧社區中心及家長的服務中心之功能，下課後不停地來電，

老師們要聽各種投訴，投訴的內容大半是孩子之間的小小問題，根本不應該由大人介入的，

不過老師也要以顧客第一的態度來接待家長，所以他們只好忍耐地聽，甚至弄得沒有時間去

準備教課。除了照顧自己的班之外，還要照顧年輕老師，因為他們大多是畢業後便當老師，

社會上的經驗也不足，受不了壓力，學級崩潰之前，他們的精神便已經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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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更為可悲的問題是，日校老師的教學表現並不能主宰其晉升機會。晉升機會反而是先

看老師年資，再看其對課外活動及學校行政的參與度。結果傑出教師要被逼從事行政工作，

才能提升薪酬待遇，改善生活質素。

推行小班教學無疑可令教師更全面地兼顧每位學生，然而要減低教師壓力，提升教學質素，

香港必須和台灣、馬來西亞等地看齊，把教師的課節上限定於二十四節以下，並明確界定教

學範疇，讓教師們專注於教與學，而不是洗手間是否清潔等不知所謂的工作。這些不是教育

局投資幾多億所能取代的。

6. 公眾形象低落

最新一期的《教協報》指出，教協近日接到多名教師就「女教師」色情照的投訴。不少老師

發現，在Google及Yahoo等常用搜尋網站，以「女教師」為名的大量淫褻及不雅相片，長期
佔據了圖片搜尋排行榜首１０位，而由於相片都為虛假的女教師，又多以課室為背景進行裸

露及性愛，部分更涉及被塑造為師生的做愛場面。張文光指，網站將該等色情照片歸類為

「女教師」刻意將其色情化和淫褻化，嚴重傷害數以萬計女教師的心靈和形象，不能容忍。 

女教師協會顧問兼淫褻物品審裁處委員張民炳表示，「女教師」色情照泛濫出現日子不短，

過往協會已多次收到老師投訴，指對此非常反感。色情照高據搜尋結果的前列位置，市民及

青少年容易接觸，更加劇其打擊教師形象的破壞力，「差唔多一click就見到，但那些色情照
多是來自日本成人電影，與香港女教師完全無關，簡直是對香港教育專業的侮辱。」

今年發生多宗涉及教師與師生戀的性醜聞，「為人師表」的教師形象和聲譽大大蒙污，使不

少為人父母者減低對老師的信任，令社會對師德的關注升溫。這類案件和一般強暴案不同，

男女雙方幾乎都有師生關係，性行為在女方也幾乎是在同意和接受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涉案

男方並非什麼「屋邨色魔」或歹徒，而是頭上戴着無形「為人師表」光環的教師。不少教育

界人士多次提倡，成立近似律師、醫生公會的組織，為教師操守把關，但一直只聞樓梯響。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上次召開大會，討論是否在教師專業守則中加入有關師生戀的規定。

主席余惠冰表示，修改教師守則須經過全港教師的諮詢及決議，難以一朝一夕完成。其實目

前守則已有相關條文，如「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一項，因此他們計畫在短期內

通過傳媒，詮釋與師生關係有關的原則，提醒教師對個人操守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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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議會於０６年中至０８年４月接獲９９宗有關教師失德行為的投訴，當中僅１宗成立，

成功率約１%。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則批評，操守議會多年來角色模糊及過分被動，
過去發生多宗教師風化案、專業失德，操守議會亦無動於中，就連發表聲明及回應也欠奉。

操守議會促請政府盡早成立教學專業議會（ＧＴＣ），建立教師專業形象，長遠對確立教師

專業有重要的正面作用。不過，近年教師參與操守議會事務的投入不高，因此專業議會須得

到教師團隊及公眾的認同為基礎，到時自然水到渠成。 

７．金融海潚的影響

美國金融海嘯自９月爆發以來，危機逐漸擴散影響全球。近期裁員之聲此起彼落，各行各業

人人自危。雖然最新公布的失業率只溫和攀升０.１個百分點，為３.５%，但統計數字並未
反映金融海嘯的全貌，一方面是因為數字滯後於形勢，另一方面，目前仍然是金融海嘯爆發

期，隨着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影響將陸續浮現。 

「中產失業人士可以考慮去教書。」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羅范椒芬的失言，或多或少

都反映了香港大眾市民仍然以為香港教師屬於中產階層。現時多數社會人士對教師的印象，

仍停留於上世紀「薪高、糧準、假期多」的標準。這句話也許適用二十年前的香港，然而卻

與新一代的教師無緣。教師往往將每月固定薪金的八成花在樓宇租金，再加上其他七葷八素

的固定開支如子女教育費等。

全人發展中心顧問黃重光醫生表示，金融海嘯發生後，教師將面對更多壓力，包括家庭經濟

出現危機、減薪、拖欠債務及面臨被裁的壓力。教師在工作、生活及情緒方面，受職業規範

飽受壓力，但因為文化包袱及自尊心作祟，而傾向把情緒問題留給自己解決，因而延誤尋找

專業輔導的機會而把問題惡化。現今年輕教師又缺乏心理培訓，難免不夠「硬淨」，他預料

教師患有精神病及自殺的個案將會大大增加。

相對於其他行業，教育界在一片裁員潮之中，影響可能較少。經驗得知，每逢遇上經濟不景

氣時，便會有更多人願意投身教育行業，因此，現在反而是有利時機吸納各式各樣的人才。 
不過在這般環境下聘請教師，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更多擁有其他工作經驗、經歷過社會

的急速變化、較能掌握社會脈搏的人才加入教育界。教師的見識，是無形的資產，有助開闊

學生的視野，豐富學校的文化；缺點是他們當中有部分可能未必打算長期留在教育界發展，

「教書」只是權宜之計，待經濟轉佳，他們或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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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語

長時間在高壓力下工作，加上公眾形象持繼向下，使香港中小學教師的身心狀態及團隊士氣

經常處於負增長，與厭惡性工作無異。金融海嘯不但令很多不明白教學現實的外行人在準備

不足的情況下入行，也使熱誠盡失的教師因經濟環境被迫繼續留下受苦。

「別入職！」是不少經驗豐富的前輩給予的衷心忠告。可是，對於那些雙腳早已踏進泥沼的

準教師來說，當然不希望多年來的青春和努力付諸流水，唯有及時裝備自己、提升競爭力及

堅強信心。每當感到壓力時，總要想到教學工作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整體教師、校長之間的

合作和同工互相鼓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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