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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評核日期：二零二五年一月六日、七日及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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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積極推動課程發展，包括改良環境設置，加強家校合作，致力

提升教育服務質素。領導層監察學校所推行的計劃，適時提供專業

意見，並促成學校與機構轄下幼稚園籌辦聯校活動和共同擬訂工作

指引。團隊依據清晰的政策，妥善管理資源及處理校務。管理層配

合關注事項，適切規劃培訓活動和設立專責小組，引領教師協力落

實工作，學校穩步向前邁進。  

1.2 憑藉穩健的自評機制，學校分析及了解自身的優勢與挑戰，以策劃

切合校情的發展方向。團隊在學期終檢討關注事項成效，並將有效

的策略納入恆常工作，或落實具體的改善措施，促進學校持續進步。

在推展計劃方面，學校擬定合適的工作目標和策略，按實際情況靈

活調整部署，使關注事項順暢推行，如本學年因應外間專業支援音

樂活動的計劃需待下學期才開展，學校在上學期先邀請團隊中音樂

造詣較高的教師修訂課程內容及舉行校內專業分享，為工作計劃奠

下良好的基礎。  

1.3 學校與專業團體聯繫緊密，及早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所需的服

務，並讓家長和教師了解兒童情況及掌握支援策略，家校同步關顧

兒童的成長。團隊為新入學兒童調適上課的時間，以助他們逐步適

應校園的生活。此外，學校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並籌辦不同活動

提升他們的親職效能。為了增加家長對學校課程和兒童發展的認

識，學校在家長觀課中安排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體能和區角活動，

體驗從遊戲中學習。家長踴躍服務學校，如協助整理圖書、製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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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參與籌劃節慶表演和攤位遊戲以豐富兒童的學習經歷。此外，

學校藉家校合作鼓勵兒童實踐良好行為，例如組織親子社區探訪，

讓兒童與家長身體力行，表達對長者的關懷。學校於本學年成立家

長義工隊，進一步凝聚家長力量，有序地組織及推展義工服務，家

校攜手推廣校園的關愛文化和服務精神。家長非常支持和信任學

校，合力培育兒童健康成長。  

 

2. 學與教  

2.1 學校以配合兒童興趣和生活經驗的主題編擬綜合課程，內容貫穿各

學習範疇。教學團隊選取合適的繪本作學習材料，按故事內容設計

富趣味的活動，包括角色扮演及故事演繹等，引導他們掌握技能與

知識，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學校還配合主題帶領兒童出

外參觀，增進他們對學習內容的認識。兒童亦有機會通過專題研習

探索身邊感興趣的事物。現時日程的編排包括音樂、體能、美藝及

自選等活動，惟高班於小一適應活動期間進行分科學習，學校須修

正以確保日程均衡。另一方面，高班部分語文課業較深，學校須刪

除以配合兒童的發展需要。   

2.2 學校重視推廣中華文化，於各學習主題加入相關元素，如認識日晷、

皮影戲和國家航天科技的成就等，並安排兒童參與節慶活動，體驗

節日習俗。教師於早會介紹國寶熊貓及十二生肖的故事，在校園內

展示傳統的藝術品及設置相關遊戲，如兒童可於課室或走廊欣賞中

式掛飾、剪紙及青花瓷，也可運用積木拼砌古代建築物。此外，兒

童合作繪畫萬里長城，投入書寫揮春，穿上華服在模擬古代的市集

進行買賣和操弄民間小玩意。教師於活動期間播放中樂，營造富中

華文化氣息的氛圍。  

2.3 教師以持續觀察的方式評估兒童，並為他們建立學習歷程檔案，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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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主題評估、觀察記錄及作品等，佐證兒童的成長。為增強評估的

效能，本學年團隊訂定準則以確保評估的一致性，且按主題學習目

標檢視及修訂期終評估的內容，以反映兒童的整體學習情況。學校

邀請家長記錄兒童在家的生活習慣和態度，讓教師更掌握兒童的成

長需要。此外，家長也藉面談、家長日等途徑，知悉子女的學習及

發展。管理層帶領教師就兒童表現調整教學內容，以提升學與教的

成效。  

2.4 管理層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藉巡課、參與會議等方式了解教師的

教學情況及提供建議，近年着意帶領團隊修訂課程，包括檢視各級

的主題，按兒童發展規劃相關的學習內容，並加強活動與主題的扣

連。教師就日常教學作反思，在主題完結後進行檢討，管理層亦於

學期末與教師檢視學校課程的實施情況，就學習內容、活動安排、

環境設置等方面提出及落實改善意見，回饋課程規劃。  

2.5 配合近年為兒童創設豐富學習環境的關注事項，管理層帶領團隊增

設遊戲區，根據兒童的發展規劃多元化的活動，並安排不同級別的

兒童一同遊戲以促進生生互動，普通話及英語教師亦參與兒童的遊

戲，營造生活化的情境，增加兒童接觸語文的機會。觀察所見，兒

童與友伴合力設計骨牌遊戲，在燈箱上繪畫有趣的圖案，喜愛操弄

牆上的教具。此外，兒童會到飼養區觀察烏龜的活動情況，亦可到

種植區照顧植物，有助培養愛惜生命和大自然的態度。教學團隊配

合主題布置模擬區，讓兒童延伸所學。整體而言，教師能善用校園

空間為兒童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兒童投入參與遊戲之餘，同時輕

鬆地運用不同語言進行交流。學校積極推展關注事項，計劃已取得

成效。  

2.6 校園內光線充足，學校展示兒童的作品及學習活動相片，部分區角

名稱或遊戲規則由兒童書寫，增加兒童對學校的歸屬感。課室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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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物料豐富，為兒童提供操弄和探索的機會。觀察所見，兒童運用

布偶演繹故事情節，裝飾紙盒製成的洗衣機，且對光影裝置甚感興

趣，過程歡愉及展現樂於探索的精神。此外，圖書角布置舒適，並

備有圖書推介，兒童喜歡閱讀，也會與友伴分享故事的內容。課室

設有信箱，鼓勵兒童向友伴或教師表達心意。教師參與及指導兒童

的遊戲，並與兒童回顧活動，部分教師能就遊戲中值得分享的情境，

邀請兒童表達，促進他們互相學習。  

2.7 教師關愛兒童，耐心聆聽他們的說話，時常關注兒童待人接物應有

的態度。他們個別指導及照顧有不同需要的兒童，如以視覺提示卡

提醒兒童守規。此外，教師運用實物、手偶、圖卡等輔助教學，部

分教師以生動的方式演繹故事情節，吸引兒童專心聆聽。體能活動

期間，兒童進行滾動、拋擲、跨跳等動作，促進大肌肉的發展。他

們亦可自主選擇不同的遊戲，惟個別遊戲較為靜態，教師尚宜修訂

有關安排，以提升體能活動的效能。音樂活動方面，教師配合主題

設計音樂遊戲，兒童於活動中有機會操弄樂器和唱歌，以及感受音

樂的旋律和節拍。  

2.8 兒童活潑好動，喜歡上學，主動與人打招呼，待人有禮，且樂於與

友伴一起遊戲。他們有秩序地轉換場地，能自行穿脫鞋子，已建立

收拾及整理用品的習慣。兒童踴躍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對周遭事

物富好奇心，於遊戲過程中發揮創意，體現互相合作的精神。高班

兒童更輪流擔任「校園小天使」，幫助幼兒班兒童熟習入園常規，展

現友愛及樂於助人的一面。  

 

3. 促進學校自我完善的建議  

學校自評機制穩健，貫徹落實「策劃—推行—評估」的自評理念。團隊

持續改善課程，尚可檢討體能活動的設計和安排。此外，學校須刪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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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較深的語文課業，以及修訂高班小一適應活動期間分科學習的安排，

以配合兒童的發展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