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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的推行对促进香港学校发展的效能研究  

背景 

 

1.  《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的推行对促进香港学校发展的效能研究》(效能研

究)  是一项由英国剑桥大学 John MacBeath 教授领导的独立研究，旨在评估： 

 

  自 2008/09 至 2013/14 学年，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的推行情况；及  

  校外评核(外评)和学校自我评估(自评)对推动学校持续发展的效能。 

 

2.  自 2008/09 学年，效能研究一直跟踪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的推行情况，连

续蒐集了五个学年的资料。来自不同持分者的数据全面而详尽。 

 

3.  效能研究透过不同渠道蒐集各持分者的意见，包括在 10 间学校进行个案研究、与

不同持分者进行共 19 次焦点小组会谈及在 502 所学校  (包括小学、中学及特殊学

校)  进行各类型的问卷调查，当中逾 20 300 名教师、专责人员和校长，以及 253

个学校改善小组曾就问卷调查作出回应，问卷总回收率达 85%。 

 
 

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的推行情况 
 

4.  效能研究在 2008/09 至 2012/13 学年所蒐集的数据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学校主要持

分者对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优点、所带来的贡献和个中的挑战，有相同的观感。

数据显示，大部分学校对配合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进行的外评表示满意，认同外评

有清晰的目标、程序和范围，安排公开及具透明度。个案研究及焦点小组的数据亦

显示，在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第二周期进行的外评，较上一周期的外评有明显的进

步。 

 

5.  在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下所进行的各类视学和评鉴中，学校普遍认为外评值得继续

推行；亦有学校人员认为可多进行重点视学，而外评的模式可以较多元化，以切合

学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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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和外评对推动学校持续发展的效能 
 

建立专业伙伴关系  

 

6 .  教育局与学校人员的共同目标，是让学校成为一个更有利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双方积极透过自评及外评，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学校的效能。效能研究显示，学

校欣赏外评队伍的专业表现，认为外评队员能给予学校鼓励和有用的意见，帮助教

师反思及自我完善。 

 

7.  外间评核人员有助提升外评队伍的认受性和效能，队员对他们的表现亦予以充分肯

定。对外间评核人员而言，外评是一次良好而有意义的经验，能加强他们的信心，

促进个人及专业成长，并让他们认识其他学校处理学校事务的方法，拓展视野。 

 

将自评融入学校的日常工作  

 

8 .  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最终目标，是让自评植根于学校的恒常工作，并建立自我反

思的工作文化。虽然如何内化自评和更好地发挥外评的效能仍待进一步探索，但效

能研究显示学校已更多运用自评及评估工具，并透过多元化的策略把自评逐渐融入

学校的日常工作中。 

 

加强校本专业发展  

 

9 .  用心策划和推行的校本专业发展计划，为学校发展规划奠定基础和带来动力。效能

研究显示，部分学校透过教师发展日，与全校教师讨论及检视他们的学校发展计

划。 

 

10.  互动课堂模式为外评报告经常论及的议题，尤其相关的是以提问促进课堂互动的教

学技巧。不少学校于外评后的跟进工作，都聚焦于从课堂观课中学习如何改进提问

技巧的应用；提问成为学校透过同侪观课和共同备课检视课堂教学效能时的主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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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校内问责  

 

11.  香港教育制度的强项之一，就是十分重视观课、共同备课和其他能加强内部问责和

促进专业发展的措施。实证显示，外评有助推动学校透过同侪观课，提升内部问

责。 

 
 

提升学校专业素养以面对挑战和课程改革  

 

12.  外评能有效促进学校和课堂层面的改变。从个案研究及焦点小组会谈显示，随着外

评的推行，学校引入了更多改善教学方法的具体措施，以强化课堂参与及学与教的

策略。 

 

建立反思文化  

 

13.  实证显示，部分学校已建立反思文化，能把自评紧扣学校发展的规划周期。 

 
 

建议 
 

进一步完善外评和其他视学模式  

 

14.  学校人员倡议使用不同形式的视学，正好提供机会，让政策制订者重塑下一阶段的

外评工作，透过用更具弹性的模式及不同切入点，在现行的良好基础上推动学校持

续发展。 

 

持续提升学校的问责和透明度  

 

15.  香港在推动学校内化自评以提升学校教育质素方面的成就，该是位处世界的前列，

应建基于目前的成果，继续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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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部分学校尚须更深入了解自评与学校发展规划是一个环环相扣、并需要持续地进行

的过程。因此，学校应把「策划推行评估」视为促进自我完善的循环过程，而

不是独立的工作项目。 

 

17.  学校的考绩制度是推动质素保证和提升学校效能不可或缺的部分。学校可参考他校

的例子，以掌握如何揉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考绩方法。 

 

加强对学校持续发展的支援  

 

18.  部分学校期望更多前线教师能够参与外评工作。假如行政安排能让这构思得以落

实，将有助扩阔教师的视野和加强外评队伍成员的代表性。 

 

19.  发展具成效的学校，有很多值得其他学校借镜的地方。学校可以透过学校网络及联

校专业发展等途径，互相观摩，促进学习。 

 

20. 不少学校人员认为，改革带来的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植根于学校的日常工作

中。这是值得政策制订者在支援学校发展时多加关注的。  

 
 

 

（注：如要阅览报告全文，请按此处。）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reports/expert-advice-report/impactstudy_report_2ndcycle_sda_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