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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配合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的推行，教育局为学校提供下列评估工具及数据，以

支援学校的自评工作：  

I 学校表现评量  — 一套按香港学校表现指标（表现指标）架构制订的数据系

统，作为学校自评及汇报学校表现的共通平台；  

II 持份者问卷  —  一套供学校搜集教师、专责人员、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工作意

见的自评问卷；  

III 学校增值数据系统  — 一套网上数据系统，为中学提供学科的学业增值数

据，让学校从增值角度掌握学生的学业表现；  

IV 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  — 一套量度学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现的评估工具； 

V 「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  —  一个「一站式」的自评数据管理系统，

有助提升学校自评工作的效能及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上述的评估工具及数据是配合表现指标的架构制订，供学校搜集有用的数据和数

据，作为学校自评的依据，学校应配合本身的自评机制及校本因素灵活采用。学

校亦应向主要持份者汇报自评结果及数据，以提高学校运作和管理的透明度及体

现问责精神。  

本小册子于二零二三年修订，目的是帮助学校认识最新的评估工具及数据的内

容。教育局将会继续配合教育发展和学校在自评方面的需要，适时更新评估工具

及数据的内容。学校可浏览载于本小册子的网页，获取详尽和最新的资讯。



2 

I. 学校表现评量  

学校表现评量是…  

 一套建基于表现指标架构的基要学校自评资料。  

 一套量化及客观的数据，用以补足质化为主的表现指标。  

 一个描述学校表现的共通平台。  

学校表现评量的用途是…  

 帮助学校检视工作成效，以促进学校改善和持续发展。  

 方便学校向主要持份者汇报学校表现，藉以提高学校运作和管理的透明度及体

现问责精神。  

 协助教育局掌握香港学校教育的现况，从而为学校提供适切的支持，以提升学

校教育的质素。  

评量项目的架构是…  

 按照表现指标的四个范畴制订，共包括 25项目（表一）。  

应注意的地方是…  

 学校表现评量数据大都是学校的恒常数据，容易搜集，学校不需在搜集数据方

面投放大量资源及人手。  

 学校应每年运用评量数据检视学校工作的成效，从而帮助学校制订跟进措施，

以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  

 由 2023/24学年起，学校进行周年自评时，须每年搜集学校表现评量数据，包

括持份者问卷和相关的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问卷数据等，并向法团校董会

╱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报告，以及提交予教育局制作参考数据供学校自评

使用，同时亦让本局掌握学校教育的现况。参考数据可于以下网页的下载区下

载：https://edb.gov.hk/esda 。  

 为让外评人员掌握学校自评的表现，学校在外评前须向外评队伍提供最近一次

搜集的学校表现评量数据。  

 学校应定期向主要持份者汇报评量数据。  

 学校不应把评量数据作宣传用途。  

 学校应善用「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搜集和管理评量数据，并制作评

量数据报告，以促进学校自评工作的效能及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有关学校表现评量的详情及最新消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s://edb.gov.hk/kpm 。  

https://edb.gov.hk/esda
https://edb.gov.hk/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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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学校表现评量架构  

组
织 

管
理
与 

1.  持份者对学校管理的观感 

2.  资源运用 

3.  持份者对专业领导的观感 

4.  持份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观感 

5.  教师专业培训 ## 

学
与
教 

6.  实际上课日数 

7.  学习领域的课时百分比 

8.  国民教育相关的学习经历 

9.  高中科目选择 * 

10. 持份者对课程和评估的观感 

11. 持份者对教学的观感 

12. 持份者对学生学习的观感 

学
生
支
援 

校
风
及 

13. 持份者对学生成长支援的观感 

14. 持份者对学校气氛的观感 

15. 毕业生的出路 * 

16. 持份者对家校合作的观感 

学
生
表
现 

17. 情意发展 ^ 

18. 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成绩 *# 

19. 公开考试成绩 * 

20. 学业增值表现 *# 

21. 参与全港性校际比赛的学生百分比 

22. 参与制服团体或社会服务活动的学生百分比 

23. 学生出席率 

24. 处于可接受体重范围的学生百分比 

25. 体适能表现 

 

* 小学不适用 
## 特殊学校部分不适用 # 特殊学校不适用 

^ 相关数据取自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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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持份者问卷  

持份者问卷是…  

 一套学校自评问卷，供学校搜集教师、专责人员、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工作的意

见。  

 配合运用表现指标的评估工作，以促进学校改善和持续发展。  

 组成学校表现评量的一组重要的数据。  

持份者问卷的设计是…  

 一套四份的问卷，包括「教师问卷」、「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和只供特

殊学校使用的「专责人员问卷」（表二）。  

应注意的地方是…  

 学校应以不记名的模式进行问卷调查（不论以纸本或电子方式进行），并给予

充足时间让持份者以认真和严谨的态度自行作答。  

 由于持份者问卷已经过验证，学校不应修改或删去问卷的题目，以确保问卷调

查的可靠性。  

 持份者问卷的学生部分，适合本地小三至小六及所有级别的中学生作答，并适

用于全港中小学。特殊学校需按学生的能力，决定是否采用学生问卷。  

 学校应每年进行问卷调查，以促进学校进行以实证为本的自评。  

 为方便各持份者的参与，学校可于一月至四月期间进行问卷调查。  

 学校应善用「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进行问卷调查及制作调查报告，

以减轻学校搜集及处理问卷数据的工作量，以及减少使用纸张。  

 有关持份者问卷的详情及最新消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s://edb.gov.hk/shs 。  

https://edb.gov.hk/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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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持份者问卷的调查项目及对象  

范围 调查项目 

对象 

教师 
专责 

人员* 
学生# 家长 

学校管理 持份者对学校管理的观感 ˙ ˙   

专业领导 

持份者对校长、副校长及中层管

理人员在「领导与监察」及「协

作与支持」方面的观感 

˙ ˙   

持份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观感 ˙ ˙   

课程和 

评估 
持份者对课程和评估的观感 ˙    

学生学习

和教学 

持份者对教学的观感 ˙  ˙  

持份者对学生学习的观感 ˙ ˙ ˙ ˙ 

学生支援 
持份者对学生成长支援的观感 ˙ ˙ ˙ ˙ 

持份者对学校气氛的观感 ˙ ˙ ˙ ˙ 

学校伙伴 持份者对家校合作的观感    ˙ 

 
* 特殊学校适用  
# 特殊学校需视乎就读学生的能力适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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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学校增值资料系统  

学校增值资料系统是…  

 一个保密的网上资料系统，用以发放中学的学业增值资料。  

学业增值资料的计算是…  

 运用统计方法，推算学生在公开考试的预期成绩，并把预期成绩与学生实际取

得的成绩比较（图一）；结果用以显示学校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的相对效能，

包括高于预期、达到预期或低于预期表现。  

图一：学业增值资料的计算  

 

 

 客观和全面的，为能更有效地反映学生的学业表现，增值计算已考虑了与学业

相关的因素，包括学生在中一入学时的学习能力、同校学生在中一入学时的平

均学习能力、性别和就读男校或女校等。  

学业增值资料的用途是…  

 作为学校自评的一项重要资料，帮助学校掌握学生的学业表现。  

 供各学习领域按学科的增值表现，检视学与教措施的成效，以持续改善学生的

学习。  

 向学校主要持份者汇报增值表现，以加强学校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应注意的地方是…  

 学校在诠释学业增值资料时需考虑本身的背景因素和学与教的情况，例如每个

科目可供计算增值表现的学生数目，并以改善及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升学生

的学习表现。  

 由于学业增值资料是来自统计分析，为能更准确掌握学科的增值表现，学校需

观察学业增值资料在不同年度变化的趋势。  

中一入学时的学习能力 

 

 

公开考试的预期成绩 

 

 统计学推算 

 

 

公开考试的实际成绩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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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增值资料只反映学生的学业表现，学校应结合学生在学业以外的表现，如

学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现等，以全面掌握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  

 学业增值资料主要以学科为单位，现时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增值得分，用以综合

一所学校的增值表现。  

 学校不应把学业增值资料用作宣传用途。  

 有关学业增值资料的详情及最新消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s://edb.gov.hk/svais 。  

https://edb.gov.hk/s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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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  

评估套件是…  

 一套量度中、小学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现的评估工具。 

 协助学校搜集量化和客观的数据，以助检视学生在全人发展方面的需要和校内推行相关措施

的成效。 

评估套件的量表是…  

 配合学校教育的目标及学校的需要而制订，并经过验证，适用于小三至小六及中学各年级的

学生。 

 照顾学生在情意及社交范畴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为小学和中学提供十七个适用的量表（图

二）。 

 配合学校自评的需要，部分副量表会被纳入为学校表现评量的其中一项数据，即学校表现评

量的「情意发展」。 

应注意的地方是…  

 学校须订定清晰的评估目标，并按需要选用适当的量表或副量表搜集数据。  

 学校宜委派合适的教师或功能组别负责统筹评估套件的使用，并应运用「学校

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进行有关的评估工作，以提升工作的效能和减轻教

师的工作量。  

 评估套件主要用以量度全校或某群组学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现，特殊学校可因应

学生的情况安排使用评估套件。  

 学校在使用同一个量表的次数不应太过频密。前后两次使用同一个量表，最少

应相隔六个月，较理想为一个学年。  

 每次题目的数量都要视乎学生的年龄、能力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最终用途而定。

建议在每次评估中，题目数量的上限应介乎 80至 100题之间，以免超出学生的

负荷。  

 学校须安排学生的评估在保密和不记名的情况下进行，并确保学生有足够时间

完成评估。  

 有关评估套件的详情及最新消息，请浏览相关网页（https://edb.gov.hk/apaso3） 

 

 

https://edb.gov.hk/apa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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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第三版）量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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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  

数据电子平台是…  

 一个「一站式」的自评数据管理系统（图三）。  

 用以提升学校自评工作的效能，以及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数据电子平台的用途是…  

 提供搜集和管理自评数据的功能，包括以不记名方式进行网上持份者问卷调查

和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问卷调查、分析自评数据和制作相关的报表等。  

 方便学校每年向教育局提交学校表现评量数据，包括持份者问卷和相关的情意

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问卷数据等，以协助教育局制作「学校表现评量参考数

据」。  

 方便学校运用「学校表现评量参考数据」和「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的常

模数据，以提升学校使用自评数据的效能。  

 协助学校进行校本问卷调查。  

应注意的地方是…  

 学校应善用数据电子平台，支持学校的自评工作，以及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数据电子平台系统及自评工具会作适时更新，学校人员应浏览相关网页，以获

取系统和工具的更新版本、参考数据及最新消息。  

 由于数据电子平台需运用「网上校管系统」（WebSAMS）的数据，学校应指

派一位熟悉「网上校管系统」的学校人员，负责管理数据电子平台。  

 有关数据电子平台的详情和最新消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s://edb.gov.hk/esda 。  

https://edb.gov.hk/e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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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的功能  

 

 

以不记名方

式于网上进

行情意及社

交表现评估  

以不记名方式于网

上进行教师、学生、

家长及专责人员的

持份者问卷调查  

于网上制作

及进行校本

问卷调查  

下载学校表现

评量参考数据

及情意及社交

表现评估套件

常模数据  

管理多年的

数据供自评

分析用途  

制作调查╱

评估报告  
向教育局提交数

据，以制作学校

表现评量参考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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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网址  

运用自评数据是学校自评的一个重要元素，教育局将会继续配合教育发展和学校

在自评方面的需要，适时更新评估工具及数据的内容。学校可浏览以下网址，获

取有关各评估工具及数据的详情及最新资讯：  

 学校表现评量  https://edb.gov.hk/kpm 

 持份者问卷  https://edb.gov.hk/shs 

 学校增值数据系统  https://edb.gov.hk/svais 

 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 (第三版 ) https://edb.gov.hk/apaso3 

 「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子平台  https://edb.gov.hk/esda 

 

联络  

教育局欢迎学校提供在运用自评数据方面的意见和分享成功经验。如有任何意

见、建议或经验分享，欢迎与教育局质素保证分部指标组联络：  

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号胡忠大厦12楼1214室  

电话： (852)2892 6507 

传真： (852)2119 9074 

电邮： indicators@edb.gov.hk 

https://edb.gov.hk/kpm
https://edb.gov.hk/shs
https://edb.gov.hk/svais
https://edb.gov.hk/apaso3
https://edb.gov.hk/es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