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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環境氣氛

全方位學習

跨學科主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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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學習3



2018-2019 2019-2021 2021-現在

從辦學團體精神和校訓開始

 到任期適應
 啟發潛能教育

 疫情
 課程文件
 正向成長教育

 校本價值觀教育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11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一星銀獎) 2013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二星銀獎) 2015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三星銀獎) 2017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四星銀獎) 2019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金獎) 2021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IAIE)



正向成長路

2

正向情緒

全情投入

正向人際關係

正向意義

成就感



品德及倫理教育
公⺠教育
國⺠教育（包括《憲法》、《基本法》及
國家安全教育）
禁毒教育
生命教育
性教育
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可持續發展教育

價值觀教育

引用自：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P.10)



7. 仁愛
8. 守法
9. 同理心

10. 勤勞
11. 孝親
12. 團結

教育局通函第183/2023號：
豐富《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容── 優
化「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1. 堅毅
2. 尊重他人
3. 責任感
4. 國民身份認同
5. 承擔精神
6. 誠信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以結合認知、情感及實踐
爲原則，臚列四個學習階段于不同生活範疇對學生
的學習期望。架構具備以下特色：

1) 以學生不同成長階段的成長及發展特質作為基礎
2) 以「生活事件」或議題作為學習情境
3) 學習期望強調展現學生的態度及行為
4) 以中華文化為主幹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5) 學習貫穿各個學科及跨學科學習範疇，包括品德及倫理教育、

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包括《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
全教育）、禁毒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媒體及資訊素養
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法律框架下的人權教育等

6) 以培育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作爲目標，貫穿中小學的學習

引用自：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



「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立根於中
華文化……學校應透過中華文化的學習讓
學生理解和認同首要培育價值觀和態度的
意義，並加以實踐，鞏固學生的理念。」

引用自：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P.15)



家長教育

校長專欄——筆感動理
2019.9開始，每月一篇
中華文化
種籽的故事
生命教育小品



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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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保良
精神

愛

敬

勤誠

善



愛
感恩

敬
人際

勤
修身

誠
考驗

善
喜樂



價值觀 中華品德 吉祥物 學習主題

愛 愛人如己
大愛無疆 感恩 愛陪我成長

敬 恭敬之心，禮也 人際 相親相敬

勤 勤學自勵 修身 太陽花的勤勞天使

誠 內誠於心，外信於人 考驗 精誠的結晶

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 喜樂 至善至美的心田



環境氣氛



季節限定

花燈節
聖誕節
農曆新年



中華
文化日



全方位學習



• 踐行國民責任，厚植家國情懷。
• 加强學生認識法治和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
重要性，幷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除國家安全外，
相關內容亦應有助學生學習國情，加强瞭解國家
的歷史文化和最新發展，深化對憲法和基本法的
認識。

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2023)：《2022/23視學周年報告》

全方位學習



班級經營

承擔精神
責任感
勤勞



班級經營
我們的約定（守法）
一人一職（承擔精神）
慶生活動（仁愛）
班旗（團結）
班T-Shirt（團結）
正向小角落（同理心)



文藝素養

•醒獅隊
•中國舞
•中鼓
•旗操



境外交流

•絳州
•長春
•北京
•東莞
•廣州



境外交流

•絳州（山西）

 鼓樂之鄉
 暑期交流營
 精進鼓藝訓練
 考察中華風光



境外交流

•長春（吉林）

 運動精英文化交流
 姊妹學校運動交流
 近代歷史
 現代工業
 太空科技



境外交流

•北京

 長城
 故宮
 天安門廣場



境外交流

•東莞 (小四)
•廣州 (小六)

 全級式遊學
 探索現代灣區發展



境外交流

•姊妹學校

 長春
 海南島
 杭州
 深圳
 ……



境外交流

•姊妹學校

 海南島：帆船體驗
 長春：運動、文化交流
 深圳：兩地文藝交流



境外交流

•姊妹學校

 策略夥伴，體驗當地現代化，
提高國民身份認同。

 理解山川、歷史、風俗，涵養
中華文化，厚植家國情懷。

 共識發展方向，促進雙向交流。



中華文化日

龍的文化精神
全校剪紙
工藝
書法比賽
表演藝術觀賞
攤位遊戲
中藝表演
華服日



學科學習



重視多元學習經歷

學校推行價值觀教育不應局限于特定課堂，
而應透過不同學科、班主任課／成⻑課／德
育課的課堂內外的學習，以及全方位學習
（例如參觀探訪、制服團隊及實踐服務學習
等）活動，推展價值觀。

引用自：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



融入學科：中華文化

• 中文科：文學、文化
• 英文科：中國文化
• 常識科：歷史
• 音樂科：音樂
• 視覺藝術科：藝術

提升文化自信，培育家國情懷。



視覺藝術

年級 主題
一年級 水墨畫：「竹」跡
二年級 工藝：年畫、揮春
三年級 水墨畫：小動物
四年級 水墨畫：西瓜和櫻桃
五年級 工藝：香包
六年級 設計：青花瓷



五年級：

香包（認識刺繡工藝製作）



六年級：

青花瓷（欣賞裝飾工藝設計）



小小藝術家拔尖課程
低小組設計:青花寶盒

高小組水墨碟設計：
中國風——牡丹花



融入學科：價值觀教育

 課堂教學——
涵蓋「認知」、「情感」和「實踐」層面

知

行情
知：明白、認識
情：欣賞、驕傲感、責任感
行：莊重、主動分享、積極參與

創設情境

連繫生活

明辨性思考

內省價值觀

以小見大

實踐或反思



中文科：價值觀教育
如果你是藺相如，你會以死要脅秦王嗎？
為什麼？寫出你的立場和理由。

我會以死要脅秦王。因為秦王十分重視顔面，
如果趙國的使者恐在自己的國家，多多少少也
有有些對秦王不好的言論，心思縝密的秦王，
不可能想不到這點，因此成功的機會十分大。
其此(次)，我答應過趙王要把和氏壁完整地帶
回去，我不能言而無相(信)，當務之急也只有
這個辨(辦)法，而且，如果我不以死相要璧
(迫)，秦王可能會直接搶走和氏璧，將它據為
己有，這樣得不償失。可(何)况我的命和國家
安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創設情境
連繫生活

明辨性思考
內省價值觀

以小見大
實踐或反思



跨學科主題學習



愛
感恩

敬
人際

勤
修身

誠
考驗

善
喜樂











價值觀 中華品德 吉祥物 學習主題

愛 愛人如己
大愛無疆 感恩 愛陪我成長

敬 恭敬之心，禮也 人際 相親相敬

勤 勤學自勵 修身 太陽花的勤勞天使

誠 內誠於心，外信於人 考驗 精誠的結晶

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 喜樂 至善至美的心田





學科 學習內容 價值觀
語文科 古典詩文：《明日歌》 勤勞與珍惜時光
常識科 植物的生長 生命教育
數學科 數據運用 時間管理
圖書科 電子書閱讀：向日葵的故事 生命教育
音樂科 音樂創作 勵志

視覺藝術 藝術欣賞：梵高的向日葵
藝術創作：設計明信片（感謝卡） 感恩

英語科 給父母寫作感謝卡 感恩

三年級 太陽花的勤勞天使

跨學科主題學習



跨課閱讀活動

一年級：《愛心樹》
二年級：《洋蔥大作戰》 / 《我有友情想出租》
三年級：《向日葵的故事》
四年級：《綠野仙踪》
五年級： 名人故事 延伸閱讀，

以篇帶篇閱讀，
以書帶書閱讀。



1.「中央課程，校本調適」作為
價值觀教育課程發展方向

2. 應從學校整體規劃出發，爲學生提供全
面而均衡的課程
以「價值觀和態度」作為主軸建構課程架構
以「跨學科課程」作為主軸建構課程架構

3. 貫徹辦學理念，發展校本特色的
跨學科主題學習課程

跨學科主題學習

引用自：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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