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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背景  

1.1  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自 2015/16 学年起推行1。当学校自我评

估（自评）辅以校外评核（外评）和重点视学，仍然是学校优化其

发展工作以持续自我完善的基础，教育局采取了优化措施，以更灵

活的方式核实学校的自评及其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供促进

学校持续改善和发展的建议。            

 

1 .2  在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教育局采用更有弹性的方式进行

外评，例如随机拣选学校进行外评；外评不受固定周期限制；以及

让办学团体提名辖下学校接受外评。此外，教育局进行更多重点视

学，涵盖各学习领域 /学科，以及课程发展趋势及政策措施相关的

特定主题。外评报告形式亦有所修订，因应学校的校情和重点工

作，扼要和聚焦地汇报学校的主要优点和有待改善之处。新任校长

的特定专业发展课程亦加入外间评核人员的培训部分。     

 

1 .3  一如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前两个实施周期，教育局认为有需要评

估其在现阶段的推行成效，尤其是优化措施方面。因此，教育局委

托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进行效能研究（研究），以

搜集参与学校持续发展的持份者意见。  

    

 

研究目的  

 

1.4  是次研究的目的是就下列各项进行独立和外部研究︰  

a)  自 2015/16 学年起，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在现阶段的推行机

制及其效能；  

b)  现时的运作模式对推行以「校情为本」的外评和重点视学，

以及建立教育局和学校之间的专业伙伴关系以促进学校持续

完善的适切性；         

c)  外评和重点视学对学校的影响；以及            

d)  将自评融入学校恒常工作的影响，包括 ( i )  促进学校持续发

展； ( i i )  加强学校内部问责意识； ( i i i )  建立学校应对变化和

课程改革挑战的能力及  ( iv)  在学校建立反思习惯及文化。  

   

 

            

                                                      
1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第一周期及第二周期分别于 2003/04 至 2007/08 学年及 2008/09 至

2014/15 学年推行。本研究报告中提及的「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自 2015/16 学年推

行；于本效能研究开展时，被称为「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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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1  进行文献回顾，探讨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类似措施，包括韩国、英格

兰、爱沙尼亚、苏格兰、瑞典、捷克、意大利、澳洲和新西兰。   

 

2 .2  搜集并审视一定数量持份者在「网上校外评核问卷」、「网上重点

视学问卷」和「外间评核人员校外评核意见调查表」的回应。从这

些意见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可视为代表了各持份者的主要观点。   

 

2 .3  进行 12 个案例研究，涵盖自 2015/16 学年曾进行外评或重点视学

的学校，包括 8 个外评案例和 4 个重点视学案例。案例学校以分层

随机抽样的方式，辅以「网上校外评核问卷」和「网上重点视学问

卷」的结果进行抽选。  

 

2 .4  进行 55 场焦点小组讨论，搜集了共 155 名持份者的意见。持份者

包括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学校改善小组成员或中层管理

人员（统称为学校改善小组）、办学团体的代表、校董会 /法团校

董会代表，以及校外评核队伍（外评队伍）或重点视学队伍（视学

队伍）的成员。  

 

 

 

3.  研究结果  

 

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  

 

3.1  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帮助学校探索并找出未来发展方向。学校通过

成立委员会和小组，探究可行方法和措施，搜集学校持份者的回

馈，以及采用实证为本的方法，确保能有策略地规划、推行和评估

其工作，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3 .2  「策划－推行－评估」的自评循环，辅以外评与重点视学，对在学

校内部和教师之间发展反思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学校通过在日常工

作中落实「策划－推行－评估」循环，加深了解自评在推行现阶段

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重要性。大多数学校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自

评，例如采用行动研究或「保持－改进－开始－停止」模式，参加

由大专院校专业人员支援的学校改进计划，以及运用符合学校需要

的校本评估工具。鉴于学校和教师在运用评估数据回馈策划，以及

进行反思的深度仍见差异，学校自评尚有改进空间。  

 

3 .3  学校把不同的教育措施如自主学习、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

(STEM)教育、资讯科技教育和资优教育等纳入发展规划并加以推

广，以提升学与教效能。进行外评和重点视学有助教育局监察政策

的推行情况，以及检视学校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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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与第二周期的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相比，教师运用实证和数据进行

自评的意识和信心已有所提升；整合、阐释和使用数据的能力则见

参差。  

 

3 .5  随着不同持份者更积极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以及学校在同侪观课

方面有更好的实践，学校内部的透明度与问责性日益提高。然而，

有持份者关注如果公众可以查阅视学报告，公众有可能误解视学结

果，对学校造成标签效应。  

  

3 .6  在现阶段，有学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推动更多教师参与自评，办

学团体在促进学校持续发展和改进方面的参与程度亦较以往高；惟

教师在自评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成员对自

评、外评和重点视学的了解程度不一。尽管如此，学校已更明白让

家长（包括法团校董会中的家长代表）向学校提供建议的重要性。

学校采用了更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例如持份者问卷和校本问卷

调查，以搜集学生对学与教的意见。然而，学生参与制订学校发展

方向的程度仍低。   

 

3 .7  在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外评和重点视学持续以促进学校

自我完善为原则，在加强学校与教育局之间的专业伙伴关系方面，

取得长足进步。学校人员欣赏外评和视学队伍的专业、态度和同理

心。  

 

 

校外评核  

           

3 .8  在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外评所采取的灵活措施能减轻学

校人员准备外评的压力，以及更配合学校的运作和发展需要；教师

因此更乐意及有信心与教育局人员在外评中进行专业交流，并因应

外评的回馈作出改善。    

  

3 .9  外评以「校情为本，对焦评估」的原则进行，有助学校了解其工作

的优劣，并通过自评促进学校自我完善，但有少数意见认为外评未

有充分考虑个别学校的具体情况。   

 

3 .10  外评无疑能够辅助学校自评，为学校提供清晰的方向，促进学校的

持续发展。外评亦使教师愈意识到，在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

下，他们需要持续检视学与教的质素，调整教学方法，并采用多元

的教学策略。至于邀请新任校长担任外评队伍的外间评核人员，有

助促进他们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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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视学  

 

3 .11  在案例研究和焦点小组中，受访的持份者对重点视学发挥的作用抱

持非常正面的看法。通过教师与视学队伍之间以学生为本的专业讨

论及交流，学校能够善用视学的结果作出改善。重点视学除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外，亦有助学校有策略地优化课程规划。  

 

3 .12  「网上重点视学问卷」和焦点小组讨论的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重点

视学的压力和工作量的回应较外评更为正面；重点视学亦有助改善

教学策略，例如在课室运用资讯科技，以及让教师更乐意接受同侪

观课和进行协作教学。  

 

 

4.  未来的发展方向  

 

加强对学校的支援，以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  

 

4 .1  为促进持续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学校有效调适和运用自评工具

的能力，以更能配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和需要。  

 

4 .2  鼓励学校提供更多同侪学习及交流的机会，让学校带领教师更有效

将自评融入日常工作。  

 

4 .3  进一步探索和开拓专业学习社群，如举办「学习网络」和「师友计

划」等，鼓励学校及教师分享他们根据外评和视学队伍提供的建

议，制订改善策略的经验，以促进跨校交流和协作，提升学校人员

的专业能量和激发协同效应。   

 

进一步完善外评和重点视学的安排  

 

4 .4  根据学校的表现和过往外评的结果等因素，调整外评的频次，更有

效照顾不同学校的需要。  

 

4 .5  采用更具弹性的方式进行重点视学，例如进一步考虑学校的意见及

需要以拣选学校、学习领域 /学科及重点视学的主题；并参考现时

外评的做法，在拣选学校进行重点视学时考虑办学团体的意见。  

 

4 .6  学校人员肯定外评队伍的专业精神。建基于现阶段学校发展与问责

架构的成功经验，并配合学校日渐提高的期望，建议考虑如何进一

步丰富外评队伍的专业组合。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邀请更多资深

校长，包括刚退休的校长，担任外评队伍成员，以进一步加强学校

与外评队伍之间的专业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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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校的问责性和透明度   
 

4 .7  除了提名学校参与外评，办学团体主要通过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中

的团体代表来履行在外评和重点视学的角色。建议考虑把办学团体

的代表列入外评相关会议的出席名单中，例如邀请办学团体的代表

出席外评的口头回馈。另外，尽管学校已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渠

道让家长和学生参与学校发展，但让家长和学生参与自评、外评和

重点视学仍是一个挑战。建议考虑邀请家长和学生参加外评前的会

议。通过以上安排，加强办学团体、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发展的了

解，以及提升他们在自评及外评的参与度。  

 

4 .8  学校应本着透明和问责精神向公众公开视学报告；惟有关举措在学

校之间仍不普遍。可考虑发布学校视学报告的主要结果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