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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規劃、實施及檢討

2023年2月24日

小學中國語文科新任科主任導引
課程領導的角色、職能和權責(修訂)工作坊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主辦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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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中國語文科的學習目標、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語文知識、語文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 怎樣組織不同的學習範疇？

- 怎樣選取和運用合適學與教資源？

學習策略：教學方法、學習活動、學習情境

學習評估：進展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課程規劃的內容

課程評鑑：檢視課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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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是指學校、教師在中央課程架構的指引下，發展
和制訂配合學生需要、能力和學校現況而具有
校本特色的課程
•學校可發揮專業自主
•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起步點
•透過適切課程設計，將學習、教學與評估有效地組織和實施
•有助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頁35-36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頁2-3

校本課程是甚麼？

 學校為本位

 教師為核心

 教師、校長共同作課程決定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學習活動

 學習材料

 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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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規劃及實施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

學生的需要、興趣、語文能力

學校的現況、辦學宗旨

團隊的準備和共識

對中國語文課程的認識

課程規劃小組和協作

工作聯繫

檢視課程成效

持續發展和完善校本課程



分析情境，確立願景

建立共識，訂定目標

規劃方案，落實設計

詮釋理念，實施課程

多方回饋，全面評鑑

因應評鑑

調整課程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頁16

中國語文校本課程規劃及實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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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科主任 / 科主席

科任教師

一年級

校長

校本課程規劃小組

課程統籌主任

三年級 五年級四年級 六年級

各級統籌老師

副校長 / 教務主任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頁 9



7

課程評鑑

擬訂評鑑計劃 如：評鑑目的、對象、範圍、
方法、建議

設定評鑑問題 如：課程目標、課程設計、
學習材料、教學活動、
實施過程、學生表現

蒐集資料的工具
和方法

- 觀察、面談、語文活動、課堂
討論、測考、問卷調查（學生
及家長）、全港性系統評估等

- 搜集及分析資料

詮釋結果 - 結果與目標的比較

調適及完善
校本課程規劃

–下學年的關注事項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頁 11，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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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資源的選取，要能配合學習重點，達成學
習目標；切合不同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激
發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成效。例如：

• 報刊、電子書、流動應用程式、實物、自然環境、人
力和社區資源……

• 各類型自學分享平台，如圖書館、學習社群……

 學與教資源的種類：
• 教科書、學生參考資料、互聯網及電子學習

平台、學校圖書館、社會資源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59-66

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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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的選取原則

•能配合課程宗旨，體現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

•內容意識健康、思想積極，培養道德情操

•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文字通順流暢、具典範性、可讀性高；

•題材、體裁、風格多樣化，如文學經典、實用文字、翻譯作
品

•多媒體資訊貼緊時代、互動性強、主動學習

•資料來源有據，力求準確可信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頁59-60

教科書不是唯一的學習材料

沒有一套教科書適合所有學校

教科書只是學習工具，並不等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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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個別單元設計 (引入多元化的學習材料)

照顧學生多元學習的需要

線：整年級課程的發展 (小步子切入)

關注橫向連繫•縱向銜接

面：學習階段課程規劃 (按年拾級而上)

達成整體課程規劃的學習目標

小結：校本課程規劃實施與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