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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  
 
1 .   本檢討建基於學校在 2000/01、2001/02 及  2002/03 學年運用「學校
發展津貼」的實踐和經驗。本報摘錄以下各項的檢討結果：  
 

a ) 「學校發展津貼」的好處，包括對教師、學校及學生的影
響；  

b ) 「學校發展津貼」的運用，以及教師如何利用所創造的空間
投入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包括課程發展、提高學生的語文

能力及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  
c ) 學校採用什麼方法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的影響；  
d ) 學校對運用「學校發展津貼」的諮詢；  
e ) 學校分配「學校發展津貼」予各種活動的情況和所創造的新
職位；以及  

f)  學校對行政安排的意見、遇到的困難和改善的建議。   
 
 
檢討方法  
 
2 .   檢討採用的方法如下：  
 

a ) 問卷調查。使用有系統的問卷蒐集校長、教師及學校管理委員會
對「學校發展津貼」的意見；  

 
b ) 檢討學校擬備的計劃書和評估報告。學校因應本身及其學生的特
點，以不同方式運用「學校發展津貼」，這些計劃書和評估報告

是根據學校運用津貼的安排而擬備的；  
 
c ) 與校長及教師主要持份者進行深入面談和聚焦小組討論。我們分別
與校長和教師進行深入面談和聚焦小組討論。這些聚會提供了寶

貴機會，讓我們探究學校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以及聽取他們所

提出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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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津貼」的好處  
 
對教師的影響  
 
3.   根據由 2000/01 至 2002/03三個學年從學校問卷蒐集得來的數據，平
均約有 76%的學校表示全體教師受益於「學校發展津貼」，約 19%的學校表
示大部分教師受益，只有極少數學校﹝2%﹞表示少於一半的教師受益，餘下
的 3%則表示大約一半的教師受益。當我們比較這三個學年教師受益於「學
校發展津貼」的變動時，便會發現校長認為全體教師受益於「學校發展津

貼」的百分比由 2000/01學年的 76% 及 2001/02學年的 73%增加至 2002/03
學年的 80%。  
 
4 .   從教師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意見也很相若。大部分教師都同意「學校

發展津貼」對他們的教學工作很有幫助，提供額外資源讓學校發展課程，減

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和提高他們的教學質素，以及幫助教師照顧不同能力和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  2000/01學年，約有 28%的小學教師和 22%的中
學教師表示「學校發展津貼」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在 2001/02 學年，這些
百分比大致相同；而 2002/03學年的百分比則較低，分別是 17%和 16%。另
一方面  ，在 2002/03學年，63%以上的小學教師和 61%的中學教師表示「學
校發展津貼」減輕了他們的工作量。   
 
對學校的影響  
 
5.   超過  90% 的學校認為「學校發展津貼」對學校管理有影響。這些學
校均認為「學校發展津貼」有助提高學校分配資源的能力及學校的管理文

化。  
 
對學生的影響  
 
6.   大約  99% 的學校認為「學校發展津貼」對學生有正面影響。具體來
說，學校認為「學校發展津貼」有助提高學生對學習及對語文科的興趣、鼓

勵更多教師和學生在教與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改善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表

現，以及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包括語文科的成績。  
 
 
在課程發展方面使用「學校發展津貼」  
 
7 .   大部分學校均有在課程發展方面使用「學校發展津貼」。他們大多數

致力於教與學資訊科技的運用，以及學科課程的發展。約有 37%的小學和
29%的中學把重點放在跨學科教與學上，35%的小學和 27%的中學則把重點
放在非學科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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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幾乎全部學校都有制定衡量標準，以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課程發

展的影響。大多數學校使用「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學生對學校活動的滿

意程度」、「學生的學業成績」及「教師在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等衡量標

準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課程發展的影響。  
 
 
使用「學校發展津貼」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9.   大部分學校認為「學校發展津貼」能為教師創造空間，以提高學生的

語文能力  。小學和中學使用「學校發展津貼」的方法有顯著的分別。小學通
常會使用津貼聘請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NETs]，以及購買服務為學生安
排特別課程。中學則通常聘請教學助理協助中、英文科教師，以及購買服務

為學生安排特別課程。  
 
10.   大部分學校都有制定衡量標準，以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學生語文

能力的影響。大多數學校使用「學生對語文科的興趣」、「學生的閱讀習

慣」及「學生在語文科的表現」等衡量標準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學生

語文能力的影響。   
 
 
使用「學校發展津貼」照顧不同能力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11.   大部分學校認為「學校發展津貼」能為教師創造空間，以照顧學生不

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  。在小學方面，大多數學校主要為比較資優的學生安排
特別學習活動、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輔導措施，以及安排更多課外活動。

在中學方面，除了為比較資優的學生安排特別學習活動、為能力稍遜的學生

提供輔導措施及舉辦更多課外活動之外，較常見的安排是為能力稍遜的中一

新生提供輔導措施。  
 
12.   幾乎全部學校都有制定衡量標準，以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幫助教

師和學校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學習需要的影響。大多數學校使用「能力稍遜

的學生在表現方面的改變」及「能力稍遜的學生在學習興趣方面的改變」等  
衡量標準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幫助教師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學習需要

的影響。   
 
 
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影響的方法  
 
13.   大部分學校使用不同的方法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對教師、學校和

學生的影響。大多數學校藉著教師觀察學生的表現來評估「學校發展津貼」

的影響。除了教師觀察之外，較常用的方法包括利用問卷蒐集教師和學生的

意見、學校在校際比賽獲得的獎項，以及學生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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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校發展津貼」方面的諮詢  
 
14.   幾乎全部學校均表示曾就如何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徵詢教師的意

見。較常用的諮詢方法，是在全體教師會議上口頭諮詢教師，以及要求教師

提出如何運用「學校發展津貼」的建議。  
 
15.   超過 80%受訪教師表示學校曾就如何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徵詢他們
的意見。較常用的諮詢方法，是學校管理層與他們開會時口頭徵詢他們的意

見，以及要求教師提出有關建議。   
 
 
「學校發展津貼」撥款的分配和所創造的新職位  
 
16.   根據超過 900 所學校的回應，「學校發展津貼」的開支約有五分之一
用於課程發展及舉辦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的活動。約有六分之一用於減輕教師

的非教學工作，另有六分之一則用於幫助教師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學習需要

的活動。  
 
17.   就聘用職員人數而言，學校以全職條款聘用的職員，以教學助理、資

訊科技助理及文書人員居多。至於教師及其他職員，則多以兼職條款聘用。

在 2002/03 學年，學校使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的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共有
5 422名  ，其中 3 220 名為全職僱員，2 202名為兼職僱員。2001/02學年的
相應數字分別是 5 305,  2  743 和  2  562 。   
 
 
對行政安排的意見  
 
18.   大部分學校都滿意「學校發展津貼」的行政安排，包括申領和發放的

程序，以及會計的安排。  
 
 
困難及建議  
 
19.   在 2002/03學年，接受問卷調查的 1 196所學校當中，約有 19%表示
在使用「學校發展津貼」時遇到困難。這百分比較 2001/02 學年的 27%和
2000/01 學年的 32%為低。較常遇到的困難是：  
 

a ) 行政工作增加；  
b ) 難於聘請合適的人員；以及  
c ) 「學校發展津貼」的金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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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校長、教師和學校管理委員會在選擇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改善「學校發

展津貼」撥款安排建議時，大部分都選擇以下建議：  
 

a )  應給予學校在運用「學校發展津貼」方面更大的彈性；以及  
b ) 「學校發展津貼」應成為常規津貼，毋需每年遞交計劃書後才獲
發津貼。  

 
 
建議  
 
21.   有關建議撮述如下：   

a ) 只要證明有需要，應該繼續向學校發放「學校發展津貼」；   
b ) 教育統籌局應對學校作出較長期的承擔，以便學校能預先計劃如
何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但學校每年可得的金額，仍須因應每

年班級數目的轉變、價格變動等因素而調整；  
c ) 應保持現行的撥款安排，讓學校可有最大彈性去運用津貼；  
d ) 學校應諮詢全體教師，讓他們參與計劃和決定如何運用「學校發
展津貼」。學校亦應制定一套輸入與結果指標作為監察及基準之

用；以及  
e ) 學校應讓公眾有機會閱覽「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和評估報告
﹝例如將有關文件上載學校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