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
指標組

2023年3月29日

學校自評工具的運用和
自評數據的詮釋研討會
（小學及特殊學校）



研討會內容

1. 介紹學校自評工具和數據

2. 如何詮釋及運用自評數據

3.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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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The enhanced School Development and Accountability (SDA) 
framework

3



123(ii) 強化校本管理—推行「優化學校
發展與問責架構」，提高公帑資助學校人
員對教育質素的問責精神，落實以全校參
與模式完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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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理念不變

 支援學校實施校本管理，
提升問責性和透明度

 促進學校自評：「策劃—
推行—評估」自評循環

 實證為本：綜合運用優化
表現指標及自評數據

 緊扣七個學習宗旨：對焦學生
學習成果

#校本管理
#問責性和透明度
#學校自評
#實證為本
#七個學習宗旨



學校自評工作

•自2022/23學年起，學校進行自評時須以
七個學習宗旨為自評的反思點，從整體角
度評估學校在培育學生相關素質方面的工
作做得有多好，使更有效回饋策劃，讓
「策劃—推行—評估」自評循環更能促進
學校持續完善

•由2023/24學年起，每年蒐集學校表現評
量數據，並向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報告，
以及提交予教育局

主要優化措施

教育局通告第15/2022號

6

外評報告

• 由2023/24學年下學期起，
上載外評報告的總結章節，
提升校本管理的透明度和問
責精神

• ，提升校本管理的透明度和
問責精神



學校自評工具及數據
Tools and data for school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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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最新教育發展趨勢

• 加強有關七個學習宗旨的元素

• 配合學校發展進程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學校表現評量

數據來源

持
份
者
問
卷

學
校
增
值
資
料
系
統

（
中
學
適
用
）

情
意
及
社
交
表
現

評
估
套
件

其
他
學
校
自
評
數
據

︵
A
P
A
S
O
︶

質化

量化

* 需運用教育局和校本不同的
自評工具和數據，並作綜合分析

教育局提供的自評工具及數據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Performance Indicators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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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指標架構不變
• 修訂「要點問題」及「表現例
證」，協助學校從整體角度檢視
工作做得有多好
• 更重視全人發展和七個學習宗旨
• 配合最新教育發展趨勢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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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指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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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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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的要點問題
是否學校自評的檢算清單？

False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要點問題的修訂

13
13

範疇 範圍 修訂的要點問題例子

管理與組織 學校管理

• 學校能否配合香港的教育目標、七個學習宗旨和最新的
教育發展趨勢，並按辦學宗旨、學生需要及參考學校自
評結果，制訂適切的發展優次，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
終身學習？

學與教 課程和評估
• 學校如何配合香港的教育目標、七個學習宗旨和最新的

教育發展趨勢，並按校本發展目標及學生的學習需要規
劃學校課程，以創造空間和機會，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校風及
學生支援

學生支援
• 學校能否有效策劃校本學生支援服務，以促進學生全人

發展？

學生表現 態度和行為
• 學生的品德如何？他們在社會和諧、公民義務、國民身

份認同等方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如何？能否符合道德地運
用資訊和資訊科技？

更重視全人發展和七個學習宗旨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要點問題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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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範圍 修訂的要點問題例子

管理與組織 學校管理
• 學校是否已建立自評機制？的自評機制能否

有效運作？

學與教 課程和評估
• 學校有何機制如何對焦學生全人發展的

目標，評鑑課程實施的成效？

配合學校發展進程



學校表現評量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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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一套自評數據系統

• 提供量化及客觀的數據，以補足質化為主的學校表

現指標

• 幫助學校進行有系統及建基於實證的自評

• 大部分不變，新增數個項目和子項目

• 加強七個學習宗旨相關元素（例如國民身份認同、

健康的生活方式）

管理
與
組織

1.

2.

3.

4.

5.

學與教

6.

7.

8.

9.

10.

11.

12.

校風
及
學生
支援

13.

14.

15.

16.

學生
表現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學校表現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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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
及
學生
支援

13.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14.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15. 畢業生的出路*

16.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學生
表現

17. 學生對國家及學校的態度(小學)
情意發展 (中學)

18.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19. 公開考試成績*

20. 學業增值表現*#

21.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增設分類)

22.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
百分比

23. 學生出席率

24.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25.體適能表現

管理
與
組織

1.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2. 資源運用

3. 持份者對專業領導的觀感

4.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5. 教師專業培訓
(特殊教育資歷) (國民教育) 
(STEAM教育)

學與教

6. 實際上課日數

7.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8. 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

9. 高中科目選擇*
(修讀應用學習科目或其他語言科
目的學生百分比)

10.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11.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12.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修訂的學校表現評量

* 小學不適用 # 特殊學校不適用

由 2022/23 學年起採用

新增項目

因應APASO修訂

vinscchan
文字方塊
#



KPM 7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課程的規劃是否需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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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數據
School Data

學年
School Year

百分比
Percentage

7.1

小一至小六
Primary 1 to Primary 6

中國語文教育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0XA/XB 26.0 

20XB/XC 26.0 

20XC/XD 26.0 

7.2 英國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20XA/XB 20.0 

20XB/XC 20.0 

20XC/XD 20.0 

7.3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XA/XB 14.0 

20XB/XC 14.0 

20XC/XD 14.0 

7.4
小學常識科
General Studies

20XA/XB 13.0 

20XB/XC 13.0 

20XC/XD 13.0 

7.5
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20XA/XB 8.0 

20XB/XC 8.0 

20XC/XD 8.0 

7.7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20XA/XB 4.5 

20XB/XC 4.5 

20XC/XD 4.5 

學習階段
Learning Stage

學習領域
Key Learning 

Area

建議的三年內總課時百分比 [1]
Suggested allocation of lesson time (% of 

total lesson time over 3 years) [1]

小一至小三
Primary 1 to Primary 3

中國語文教育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不少於23%

英國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不少於16%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不少於11%

小學常識科
General Studies 

不少於11%

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不少於9%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不少於5%

[1] 來源：二零二二年《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1] Source: Primary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 (Pilot Version) (2022)

除課時外，學校如何組織寬廣
均衡的課程架構? 學校課程能
否涵蓋基要的學習經歷?



KPM 24 —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健康校園政策是否需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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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數據 School Data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的數據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ithin the 
acceptable weight range

學年 School Year

百分比 Percentage 百分比 Percentage

男生 Boys
(KPM24.1-24.6)

女生 Girls
(KPM24.7-24.12)

男生 Boys
(KPM24.1-24.6)

女生 Girls
(KPM24.7-24.12)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
的學生百分比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ithin the 
acceptable weight 
range

小一 20XA/XB 74.5 79.9 73.8 79.4 

20XB/XC 76.4 80.1 73.6 79.4 

Primary 1 20XC/XD 76.1 80.5 

小二 20XA/XB 76.6 79.2 74.3 79.1 

20XB/XC 76.5 79.1 73.8 78.8 

Primary 2 20XC/XD 77.5 80.0 

小三 20XA/XB 77.3 80.1 74.4 79.1 

20XB/XC 77.2 80.2 72.2 78.7 

Primary 3 20XC/XD 78.0 80.0 

小四 20XA/XB 74.2 75.0 72.3 79.0 

20XB/XC 74.0 74.2 72.8 79.1 

Primary 4 20XC/XD 76.4 75.1 

小五 20XA/XB 73.6 79.2 71.9 77.7 

20XB/XC 73.5 79.1 71.2 78.8 

Primary 5 20XC/XD 72.5 80.0 

小六 20XA/XB 72.5 79.9 70.1 79.0 

20XB/XC 70.4 78.1 69.6 77.4 

Primary 6 20XC/XD 73.1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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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學校每年蒐集學校表現評量數據的目的
只是提交予教育局，以製作參考數據？

False



校風
及
學生
支援

13.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14.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15. 畢業生的出路*

16.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學生
表現

17. 學生對國家及學校的態度(小學)
情意發展 (中學)

18.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19. 公開考試成績*

20. 學業增值表現*#

21.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增設分類)

22.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
百分比

23. 學生出席率

24.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25.體適能表現
* 小學不適用 # 特殊學校不適用

管理
與
組織

1.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2. 資源運用

3. 持份者對專業領導的觀感

4.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5. 教師專業培訓
(特殊教育資歷) (國民教育) 
(STEAM教育)

學與教

6. 實際上課日數

7.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8. 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

9. 高中科目選擇*
(修讀應用學習科目或其他語言科
目的學生百分比)

10.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11.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12.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修訂的學校表現評量

• 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進行周年自評時，須每年蒐集學

校表現評量數據

• 向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報告，以及提交

予教育局製作參考數據供學校自評使用，同時亦讓本局掌

握學校教育的現況。

• 至於本學年（即2022/23學年），學校應繼續按現行做法，

在發展周期結束時，向教育局呈交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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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
及
學生
支援

13.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14.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15. 畢業生的出路*

16.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學生
表現

17. 學生對國家及學校的態度(小學)
情意發展 (中學)

18.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19. 公開考試成績*

20. 學業增值表現*#

21.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增設分類)

22.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
百分比

23. 學生出席率

24.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25.體適能表現
* 小學不適用 # 特殊學校不適用

管理
與
組織

1.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2. 資源運用

3. 持份者對專業領導的觀感

4.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5. 教師專業培訓
(特殊教育資歷) (國民教育) 
(STEAM教育)

學與教

6. 實際上課日數

7.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8. 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

9. 高中科目選擇*
(修讀應用學習科目或其他語言科
目的學生百分比)

10.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11.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12.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修訂的學校表現評量

• 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進行周年自評時，須每年蒐集學

校表現評量數據

• 向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報告，以及提交

予教育局製作參考數據供學校自評使用，同時亦讓本局掌

握學校教育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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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數據標準化

按學生需要和學校發展的能量，制訂發展優次，
自我完善，持續發展



持份者問卷
Stakeholder Survey (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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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問卷
• 架構不變，修訂調查項目下的問卷題目

• 更重視全人發展和七個學習宗旨
• 配合最新教育發展趨勢

* 特殊學校適用 # 特殊學校需視乎就讀學生的能力適當採用

範圍 調查項目
對象

教師 專責人員* 學生# 家長

學校管理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 ˙

專業領導

持份者對校長、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在「領
導與監察」及「協作與支援」方面的觀感

˙ ˙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 ˙

課程和評估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

學生學習和
教學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 ˙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 ˙ ˙ ˙

學生支援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 ˙ ˙ ˙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 ˙ ˙ ˙

學校夥伴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
24



• 強調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持份者問卷的修訂

持份者 修訂的例子

教師
IV.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40. 學校能幫助學生實踐健康的生活，例如作息有序、適量運

動和懂得紓緩壓力等。

學生
II.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包括課堂內外的學生學習）
16. 我能實踐健康的生活，例如作息有序、適量運動和懂得紓

緩壓力等。

家長
I.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6. 我的子女能實踐健康的生活，例如作息有序、適量運動和

懂得紓緩壓力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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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學校應如何分析持份者問卷各調查項目的數據？

A. 分析不同持份者對同一調查項目的意見

B. 分析同一持份者對不同調查項目的意見

C.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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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意排序

1 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的方法，例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及網上資源等。 14.7% 60.5% 5.2% 19.6% 0.0% 0.0% 3.7 0.9 4

2 老師經常因應我的學習表現給予意見，讓我知道如何改善。 10.5% 63.6% 8.3% 17.5% 0.0% 0.0% 3.7 0.8 5

3 課堂內外，老師的問題能啟發我思考。 9.5% 58.5% 9.4% 22.6% 0.0% 0.0% 3.5 0.9 6

4 課堂內外，老師經常讓我們探討不同的課題。 17.7% 61.5% 6.3% 14.6% 0.0% 0.0% 3.8 0.9 3

5 課堂內外，老師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討論、參觀、分享閱讀心得和口頭報告等。 22.9% 54.2% 7.3% 15.6% 0.0% 0.0% 3.8 1.0 2

6 課堂內外，老師經常鼓勵我們學習及盡力嘗試克服學習困難。 19.8% 62.5% 4.2% 13.5% 0.0% 0.0% 3.9 0.9 1

7 課堂內外，我能主動學習。 0.0% 53.0% 9.4% 34.6% 3.0% 0.0% 3.1 1.0 10

8 課堂內外，我對學習有自信。 0.0% 60.0% 9.2% 30.8% 0.0% 0.0% 3.3 0.9 8

9 課堂內外，我享受學習。 9.8% 68.0% 7.2% 15.0% 0.0% 0.0% 3.7 0.9 6

10 我經常認真地完成學習任務，包括功課。 22.0% 65.0% 8.3% 4.7% 0.0% 0.0% 4.0 0.9 2

11 我盡力嘗試克服學習困難。 15.0% 68.0% 7.0% 10.0% 2.0% 0.0% 3.9 1.0 3

12 我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報刊等。 9.0% 61.8% 7.2% 22.0% 0.0% 0.0% 3.6 1.0 7

13 我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 13.0% 65.0% 8.3% 13.7% 0.0% 0.0% 3.8 0.9 5

14 我懂得運用學習方法，例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及網上資源等。 24.0% 65.0% 8.3% 2.7% 0.0% 0.0% 4.1 0.8 1

15 我經常藉著課堂表現、測考成績和老師的意見，例如習作評語，反思和改善學習。 20.0% 62.0% 5.0% 11.0% 2.0% 0.0% 3.9 0.9 4

16 我能實踐健康的生活，例如作息有序、適量運動和懂得紓緩壓力等。 0.0% 55.0% 8.2% 34.8% 2.0% 0.0% 3.2 1.0 9

題目

不知道/

不適用

百分比

有意見

學生對學校的意見

我對學習的觀

感

（包括課堂內

外的學生學

習）

我對教師教學

的觀感

（包括課堂內

外的教師教

學）

每個調查項目由一組問題組成

認同程度：
非常同意 (5)
同意(4)
中立(3)
不同意(2)
非常不同意(1)
不知道／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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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觀

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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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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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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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我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觀

感

我

對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的

觀

感

我

對

學

校

氣

氛

的

觀

感

我

對

家

校

合

作

的

觀

感

意

見

不同持份者對學校的意見
教師

學生

家長

調查項目 教師 同意排序 學生 同意排序 家長 同意排序

我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4.0 3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4.0 4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副校長專業領導的觀感 3.9 5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中層管理人員專業領導的觀感 3.9 6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3.9 7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學校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3.8 9 不適用 不適用

我對教學的觀感 4.2 2 3.7 3 不適用

我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3.5 10 3.7 4 3.3 4

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3.9 8 3.8 2 3.8 2

我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4.2 1 3.8 1 4.1 1

我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不適用 不適用 3.4 3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二版）
Assessment Program for Affective and Social Outcomes 
(2nd Version) (APASO-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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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學校蒐集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的量化和客觀
數據，並對照表現指標進行自評

 數據主要反映學生在不同情意及社交範疇的經歷
和自我表述的觀感

 需結合學校其他數據及資料，綜合分析，了解學
生全人發展的情況，以及相關措施在校內推行的
成效，回饋學校策劃工作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二版)(APASO-II)

30



考考你

學校運用 APASO 時，是否必須選取量表內的所有副量表？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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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至小六級）



學習態度和習慣

量表 副量表 題項 (舉隅)

獨立學習
能力

學術情感
我為了獲得知識而到學校上課
我希望在學校裏做到最好

學習的價值 我覺得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對我將來是很有用的

學術探究
對不明白的事情，我會主動尋求答案
我喜歡主動搜集資料/參與討論

好奇 我喜歡應用在學校學到的知識，以解決新的難題

目標設定
我會用學習目標，來引導我的學習活動
我會設定明確的期限，去達到每一個學習目標

自我完善
我會因應習作的不同要求，改變我完成作業的方法
我會改善學習方法，以達到某科的要求

閱讀策略
讀書時，我會先粗略了解大意，再深入研究課文的細節
我會把書本的內容加以整理，成為自己的觀點

學術檢視
每讀完一篇課文，我就會找一些題目來測試自己
我會思考自己所用的學習策略是否有效
我會檢討自己是否已改正在學習上所犯的錯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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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至小六級）



社群健康 –朋輩關係

量表 副量表 題項 (舉隅)

人際關係

關愛
我樂於助人
我會為他人著想
我和朋友保持聯絡

尊重他人
我說話和氣
我經常指出別人的優點
對話時，我會細心傾聽

不恰當
自表行為

我會威嚇或欺壓別人
我會以鄙視的眼光望別人
我會挑剔別人的錯處
我故意刁難別人，令他們憤怒
我故意令別人傷心
開玩笑時，我會傷害到別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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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至小六級）



價值觀和態度的認知和實踐

量表 副量表 題項 (舉隅)

價值觀

對國家
的態度

中國國旗/ 國歌對我來說是重要
我為中國的歷史感到驕傲
中國應該對已達到的成就感到驕傲

責任感

學業是我的首要任務
我能自律地實踐計劃
我不會過於沉迷我喜愛的事
我盡力維護學校的名譽/ 保護環境

堅毅
學習時，即使遇到困難，我也會繼續努力
當我要解決問題時，除非我找到答案或其他解決方法，
我是不會放棄的

承擔
我會訂立目標，並努力達成
在我偶爾參加的小組，我會做好本分
我會優先處理學校的習作多於個人興趣

操行
我覺得遵守校規是重要的
我覺得愛護公物是重要的

37



 須有清晰評估目標，配合學校發展方向、學生需要等，選

擇合適的副量表

 綜合分析 APASO-II 及其他來源的數據(包括教師觀察、其

他校本數據和資料)

 評估相關措施在校內推行的成效，以回饋學校策劃工作

38

APASO-II 的應用



• 了解個別學年學生在不同副量表
數據的平均值

• 可以從個別題項的數據，進一步
了解學生回應的分布

39

運用數據的注意事項

一、全面觀察，從整體至個別



二、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

40

運用數據的注意事項

• 觀察個別學年的情況
• 與不同級別/群組的比較
• 比較跨學年的數據變化，以
了解特定學生群組的發展情
況

• 配合其他校本數據，例如教師
觀察、面談、審閱學校文件或
與學生會面等渠道蒐集不同資
料，整體分析、互相印證，從
多角度深入理解現象的成因



觀察個別學年的情況

41

對學校的態度

學校平均數

香港常模



深入了解個別項目的表現

「對學校的態度」 –「負面情感」

42

Q1 我在學校感到孤單
Q2 我在學校感到憂慮



比較跨學年的數據變化

過去3 年變化不大，
反映了情況持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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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某群組或全校學生，非針對個別學生

 留意整體項目的表現，不宜側重個別題目的意見

 建議使用量度工具的次數不要太過頻密，至少應相隔六

個月，最理想的頻率為一個學年一次

 每次使用評估套件時，應該限制使用量表的數量及作答

時間（80 -100題項，約30至40分鐘)，以免超出學生的

負荷

45

注意事項



如何詮釋及運用自評數據

46



 除了平均數及同意排序，需關注選項的分布 （如中立、不知道/不適用）

 比較不同持份者對學校工作的意見

47

小結
 校情為本

 適當運用不同報表，例如：不同學習階段、級別等不同群組的數據

 注意常模及參考數據的運用原則，不宜追逐常模及參考數據或以此為工作成效標準

 綜合運用學校數據及資料，例如：教師觀察、學生反思

 若學校有多於一年的數據，可比較跨年數據



國民身份認同
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

學習領域
的知識

語文能力 共通能力
閱讀及
資訊素養

健康的
生活方式

教育局自評工具和數據例子

KPM (修訂版)       

持份者問卷(修訂版)       

APASO II     

學校自評工具和數據例子

比賽記錄  

由外間機構提供的學科輔
導及體驗活動等的檢討

 

學生反思記錄  

圖書借閱紀錄 

學生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
及態度  

學生參與國民教育活動的
表現



……

自評工具和數據



參考資料：表現指標及自評工具

49

主頁 >學校行政及管理 >學校教育質素保證 >表現指標及自評工具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performance-indicator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