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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評核日期：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及三十日  
 

學校通過質素評核   
學校不通過質素評核  

學校的表現  

1.  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1.1  領導層秉持辦學理念和目標帶領學校，通過定期會議了解學校的日

常需要，調撥資源，在行政上給予充足的支援。管理層在校服務多

年，了解學校運作，與教師保持溝通。教職員工作有默契，互相支

持，工作氣氛和諧，同心協力推動學校發展。學校按發展需要舉辦

校本培訓活動，又安排教師到境外考察和交流，拓寬視野，提升教

學團隊的專業能量。  

1.2  學校設有自評機制，團隊在日常會議檢視學校各範疇的工作進度，

並於學期結束時總結經驗。管理層帶領教師按校情和發展需要，共

同制訂計劃。學校於上學年以增加兒童對中華文化的認識為關注事

項，通過引入外間資源和設計相關的活動作推展，計劃有助兒童認

識中華文化。學校本學年以改善音樂活動設計為關注事項，藉引入

外間支援培訓教師，提升他們設計和帶領音樂活動的能力，相關工

作策略已逐步於課堂中落實。  

1.3  學校已跟進上次質素評核有關家校合作的建議，按需要及家長的專

長招募家長義工，協助學校推行活動，並舉辦家長講座和親子活動，

提高家長對培育子女的知識及信心，有助提升他們的親職效能。學

校關顧兒童的多元需要，已設立合適的辨識及轉介機制，並運用外

間資源，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適切的支援。校內非華語兒童的人數

不少，學校的通告、手冊和兒童評估都備有英文版本，方便非華語

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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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與教  

2.1  學校採用教材套，以主題編排綜合課程，涵蓋不同的學習範疇，並

安排戶外參觀活動，豐富兒童的學習經歷。學校已跟進上次質素評

核的建議，加強大自然與生活學習範疇的規劃，教師設計活動鼓勵

兒童運用多種感官探索，以發現身邊有趣的事物，延續兒童的好奇

心。上學年，學校配合關注事項，着意提升兒童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除選用傳統節日故事，又於音樂、圖工和體能活動中，引入與節日

有關的歌曲、傳統手工藝和運動，並於節慶活動、中華文化周和畢

業禮展示兒童所學，展出包括花燈、水墨畫、手繪摺扇等作品和安

排兒童表演醒獅，工作稍見成效。學校每日為兒童安排足夠的時間

進行自選活動，惟觀察所見，進行音樂和體能活動的時間不足。學

校須作檢討，確保日程均衡。此外，高班的課業設計，部分不配合

兒童的發展需要，須予刪除。  

2.2  學校已建立兒童學習評估機制，教師以持續觀察方式評估兒童的學

習，並讓家長記錄兒童在家的表現，以助教師更了解兒童的發展。

學校為每位兒童設立學習歷程檔案，收錄美藝作品、主題評估表和

整體發展評估報告，讓家長掌握兒童的發展進程。惟兒童於期終整

體發展評估報告的表現取自主題評估的平均值，此舉未能準確反映

兒童於學期終的發展情況，必須修訂。  

2.3  學校備有課程統籌、監察及評鑑機制。管理層帶領教師規劃、落實

和檢討課程，藉日常巡課、協教、審閱教學計劃，了解課程的推行

情況。教師近年就主題學習或大型活動作反思，惟從記錄所見，教

師的反思仍有進步空間，例如有教師以頗長的篇幅描述活動過程，

卻未能根據兒童表現提出改善建議，或沒有評估學習目標達成與

否。管理層尚宜領導教師以兒童的表現檢討學習目標的達成，繼而

思考改善方法，促進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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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校配合關注事項，藉教師培訓、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等，加強教

師設計音樂活動的能力。教師帶領兒童唱歌，以律動表示音樂的高

低和快慢，兒童樂於參與，表現具節奏感，計劃的效能可見。惟學

校運用大型電子屏幕播放音樂錄像讓兒童模仿，教師尚宜關注兒童

眼睛與屏幕的距離，以保障兒童眼睛健康，並應盡用場地空間，以

減低兒童互相碰撞的機會。  

2.5  教師善用校園牆壁張貼兒童作品，用心布置課室和設計不同的區角

活動，包括動腦筋遊戲、合作遊戲、小實驗等，活動配合兒童的發

展需要，且有趣味。活動如運用果汁作顏料拓印圖畫，嘗試以風扇

令氣球不墜地。兒童喜歡操弄教具，有助鞏固學習。學校於大堂和

課室均設有圖書，書架上圖書排列整齊。惟觀察所見，兒童甚少取

書閱讀，學校尚可作檢討和改善，例如設立自成一角的閱讀空間、

定期更換圖書，由教師設計活動以鼓勵閱讀。教師於自選活動中除

關注兒童秩序外，還留意兒童活動的情況，包括輔助他們運用工具

和適時補充物料，且與非華語兒童互動，增加他們運用粵語溝通的

機會。活動後，教師帶領兒童進行回顧，提問有關活動的內容。教

師尚可因應情況邀請他們分享遊戲中的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或

引導兒童說出經驗或遊戲的設計意念，啟迪他們的學習。學校於下

午安排全校在低班課室進行自選活動，惟室內區角活動主要為低班

兒童而設計，教師宜作檢討，以確保區角活動能切合不同年級兒童

的需要。  

2.6  教師教學準備充足，學習活動有清晰的步驟，並通過示範引導兒童

按指示完成任務。他們經常留意兒童的反應，按需要在講述的過程

中，以舉手、轉身等動作，增加他們對課堂的參與，有效維持兒童

的注意力。他們善用排隊等候的時間引領兒童一起數數或唱誦兒

歌，以營造學習氣氛。惟教師帶領體能活動的效能參差，有教師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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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運用場地，活動設計具運動量，並於活動中加入配合主題的情境，

引發兒童的想像力。有教師於示範後即逐一要求兒童完成動作，卻

未有就他們的表現作具體回饋，而且輪候時間過長，活動期間，每

名兒童只有兩次活動的機會，效能有待提升。  

2.7  兒童守規有禮，樂意依循指示，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他們樂於與同

伴一起遊戲，相處融洽，兒童喜歡向他人展示作品，並具自理能力。

非華語兒童會自行複述教師所說的句子或詞語，且有理解和表達中

文的能力。  

 

3.  促進學校自我完善的建議  

3.1  學校按自評機制檢討關注事項的推行。為使自評工作發揮更大效

能，學校宜於規劃時加入兒童表現作成功準則，以準確掌握關注事

項對兒童學習的成效。  

3.2  學校尚須繼續跟進上次質素評核有關考績的建議，除通過觀課和考

績面談外，管理層尚宜扼要記錄對教職員工作表現的評估，包括肯

定他們的優點及有待改善之處，以助教師反思個人工作表現，促進

專業成長。學校亦宜將各類守則、指引及教學文件等資料妥善存檔，

方便員工閱覽和取用，以助推展校務。  

3.3  管理層宜提升教師的反思能力，以促進學與教，並須改善日程的規

劃和刪除過深的課業，令兒童有均衡、適切的發展。學校尚須修訂

學期末以主題評估所得的平均分反映兒童表現的方法，使整體發展

評估報告準確反映兒童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