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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仁愛與服務

學校願景
本校辦學宗秉承基督教化精神,尤重博
愛及服務,提供全人教育,啟發學子潛能,

助其汲取知識與技能,學習獨立思考,活
出人生真諦;同時明白個人責任,勇於承
擔,造福社群。



學校簡介

• 創於一九六九年,為天主教聖母無

原罪傳教女修會宗座外方傳教女

修會主辦之英文女子津貼中學。

• 座落葵青石籬區，學生主要為第

一組別

• 全校老師 58 名，學生約 700 名

• 大部份科目均以英語授課

• 著重學生德育發展，設有德育科

及全校服務計劃活動



學校氛圍



課程結構（2022-2023 學年）



S1 本校重視德育，善於照顧學生身心靈發
展（資優學生的情意發展）

S2 本校女同學能言善辯，創造力強、語言
智能資優學生較多，表達能力不俗

S3 學生關懷社會，對社會問題敏感度高，
亦善於創新辦法解決社會問題

W1 學生較多來自基層，家庭支援弱主動性
弱，對子女期望不高，可能令學生潛能未
展

W2  學生多樣性大幅提高，老師須有效照顧
學習差異

W3 資優學生參與校外課程時未必能持續投
入

O1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作為跨學科資優課程

O2 學生在新常態學習環境下發展本校特色
學習生態

O3 老師願意積極參與學校發展（包括資優
教育、支援學生多元智能的持續發展）

T1 因外圍因素如人口下降等影響，學校發
展處於轉型狀態

T2 學生缺乏面對逆境及情緒管理的能力

T3 老師未能適應學生新常態學習（如透過
自學平台或滲入學時概念規劃全方位資優
學生的活動）

強 弱
機 危



強 Strengths

• 辯論隊過去十多年於
學界成績優異，同學
能言善辯，校內辯論
氣氛濃厚

• 學生自我形象不俗，
尤其對溝通能力方面
明顯比較有自信
(APASO 20/21)

• 學校針對性加強學生
說話能力展示機會



弱 Weaknesses

• 為針對基層家庭學生參與主動性低，學
校靈活善用大量資源加強學生參與不同
活動機會。現階段所有初中學生每必須
參與一個學會及一個團隊，

• 每年資優學生對校外課程如 HKAGE 參與
程度不高。學校上年度開始加強相關支
援，成立學生精英計劃，透過自薦及面
試選拔精英同學。

學校教師針對弱項作審視、焦點跟進；並策劃新計劃以支援學生的多元智能，
並讓她們在不同層面浮尖展才，找到自己的興趣，並發展她們的資優範疇。



機 Opportunities
在新常態下發展新學校特色

• 課程引入 STEAM 體驗式學習，讓學生設計及展示自己成品

• 測考加入難度等級，讓自主學習得以提升

• 建立校本人才庫，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獨立領導團隊

• 提供畢業生情意及職業輔導，發展學生全面成長

• 設立校本獎勵計劃，引進不同平台及機會

• 多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賽及演講，讓學生展示演說能力

• 鼓勵及容許學生在校內多使用電子學習工具，加強學生廿一世紀數碼素養

發掘所有同學的
資優能力

(Gifted Education 
for all)



危 Threats

轉危為機:

危 → 機

T1 因外圍因素如人口下
降等影響，學校發展處於
轉型狀態

→

開辦並推行不同類型活動，包括
新辦學會、學校大使及藝術學生
大使

T2 學生缺乏面對逆境及
情緒管理的能力

→

調整學生情意教育，推行二十四
美教育，讓學生了解自己性格特
質

透過推行學生自主的藝術教育，
讓學生加強自信及領導力，並發
揮所長。

T3 老師未能適應學生新
常態學習（如透過自學平
台或滲入學時概念規劃全
方位資優學生的活動）

→

全面推行 BYOD ，2021/22 已經
推行至中一至中六級。加強電子
教學培訓，集中管理學生電子筆
記能力訓練



校本推展進程

17/18
• 轉介各科提名資優學生參加校外培訓
• 學校重點發展 -引入中二級中文科校本課程

19/20
• 建立校本人才庫，透過學生自薦、老師提名及學科成績提拔同學
• 學校重點發展 -推動 STEAM 跨學科教育及創客專題式學習

21/22
• 成立精英學生計劃
• 學校重點發展 – 「讓學生成為學習經歷設計者」計劃

針對校本資優教育的強弱機危分析，就本校的
強項轉化成機遇，成就學生的全人發展，期望
將學校課程資優化，照顧資優學生的認知需要



本校
資優課程:

1A :  初中精英班 (課程增潤) + 中英科初中分組教學

1B :  校本課程 (如高中ASD 課程、中文說話課程、 STEAM 課程) + 分層題目設計

2C :  各科增潤班 (如課後寫作、說話及解難增潤班)

2D :  學術團隊 + 公開表演機會

3E :  校外資優計劃支援、保祿祿舟計劃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課程增潤

English

(1) Allocating duties for the English Festival and Radio VI (e.g. writing drama scripts, writing 
Radio VI scripts)
(2) Writing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Young Post and the SCMP (expressing opinions on the 
current issues)
(3) Newspaper Clippings (news articles chosen by students from the Young Post, the SCMP or 
magazines)

中文
在觀看短片完成寫作活動，老師設計額外的寫作練習，讓每班能力稍強的學生完成。透過
創作互評、自評，讓學生反思自己的創作的優劣，並改寫以臻完善。

Mathematics
Assign them to do pre-reading of the sections/chapters to be covered and have them to report 
their ideas, gist of learning content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Science Challenging Questions / Unfamiliar Questions are posted to Google Classroom discussion forum

Technology Challenge task are included in assignment for nurturing higher problem solving skills

中史
安排較多分組討論及小型的課堂辯論，內容除圍繞課堂內容外，甚至會延伸至對國家的看
法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分層題目設計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 初中各科必須把測考題目分類並於試題上顯示為三個等級，讓
學生了解及加強自己學習能力

• 另外各科亦須引入挑戰題目，讓學科表現出色學生能挑戰自己

適異性教學策略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校本課程 (例子)

中四藝術發展

→ 舞台話劇表演

中二中文會話說話

→ 班際辯論比賽

針對ＳＷＯＴ分析中的「強項」，同時將「危機」轉化成「機遇」。讓資優學生提升自信心，加強同儕間的情感支援！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 學術團隊

AE 藝術學生大使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AE 合唱團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AE 管弦樂隊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CLE 辯論隊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 遴選面試

ELE 英語演說隊 老師推薦

ME 數學校隊 (奧數隊) 老師推薦

SE 科學探究隊 老師推薦

PE 跳繩隊、競技疊杯隊、跆拳道隊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機
遇
：
學
生
人
才
庫
，
提
拔
資
優
學
生
並
提
供
展
才
的
機
會
。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公開表演

學校於 2019 年加建小舞台讓學生自由公開
表演，學生可表演任何方面才能。

由於疫情關係，部份學生建立 YouTube 
Playlist ，讓其它同學上載並於小息時於小舞
台播放。



第三層校外支援: 祿舟計劃

情緒支援

+

升學就業輔導

+

態度調整

強項：學校歷史悠久，傑出校友眾多，願意服務學妹；將強項轉化成機遇開設師友計劃，加強資優學生的社交技能

對資優學生有效的情意支援



從強弱機危分析中，
發現資優學生的強項並加以發揮。

教師設計不同的全班式教學及
抽離式計劃讓資優學生
潛能盡展。

融辯入教
校本

STEAM 
課程

藝術學生
大使



策略一：融辯入教

中二級其中一節中文課撥為說話課

每循環週一節，全年共21節

由老師規劃校本說話課程



系統地將辯論技巧融入教學課程中



延伸教學活動：班際辯論比賽

課程內教授基本技巧

辯論隊高中同學
擔任評判，分享
演說經驗

跟公開比賽設置場
地，提升同學投入
程度



建立隊規，清晰權責

例如
● 對外聯絡
● 處理隊內人事問題
● 新隊員招募
● 籌劃學校活動
● 代表學校出賽的隊員
● 決定來屆幹事會組成

強：
讓資優學生擔當領袖，培養情意素養，加強同理
心、關愛、責任感

例子三 辯論隊



自我檢討，日趨完善

讓學生明白P.I.E.的重要

• 整個學年幹事需要召開三次會議
（年首、年中、年末）

• 商討活動計劃及工作分配

• 活動後即時記下檢討重點
• 新隊員面試
• 學校開放日
• 班際／社際辯論比賽

保管文檔，有助傳承



策略二：以體驗為本的STEAM 課程

參賽
展覽

強調設計及以人為本
的特色的專題研習

改動課程，加入AI科技及藝術
元素，考量學生非學術能力



STEAM 跨科目課程
機：
教學新常態下、課程更新後有更多彈性設計校本
的跨學科課程，加強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創造
力及解難能力。



藝術教育
ART EDUCATION

編程教育
CODING EDUCATION
∙Python 編程
∙ Micro:bit 編程

創客產品專題式學習
MAKER PROJECT BASED 
LEARNING
∙計劃書、產品原型藍圖、報告、

∙匯報、產品程式編寫、外觀設計

AI 人工智能教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課程特色

STEAM
課程



創意思維訓練
● 問題定義

● 意念發想

● 模型設計



Reference video: 
https://youtu.be/nLayyMdSf7o

這是甚麼產品 現有的問題 設計介紹產品的好處

女生特色的專題設計

https://youtu.be/nLayyMdSf7o


重視使用者體驗

機：
加強資優學生的情意特質：
- 有使命感、高度的社會責任
- 完美主義，希望凡事力臻完美



信報 STEM尖子專欄
25-4-2019 在Google 總部與 IT 

業界分享中學學習

獲邀參加婦女基金會晚會
並分享 STEAM 學習心得

參賽、分享、展覽



不同類型的比賽體驗

將弱變機：
讓基層學生接觸更多外界的新事物，創造機
會讓她們高飛，加強自我成就的肯定

STEAM 相關職場體驗



例子一藝術學生大使

學生可透過 Google Form 自薦或由老師推薦

對藝術有熱誠的同學

領導力 +   對藝術的熱情

為學校創造藝術氣氛

策略三：讓學生成為學習經歷設計者 (Student -LED Activities)

由危轉機：
加強資優學生的情意特質：情感表達及學生間的同儕支援（個人及社交能力）



團隊架構

採用(大帶細)制度，招募不同年級同
學。

共分為四隊同學，每隊由一位領袖帶
領六至七位成員。



成立理念

為推行 20/21 年度校本獎勵計劃
「視覺與表演藝術之旅」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Journey) 
而組成



過往活動

•藝術展覽

•參與聯校領袖生聯盟: 師優計劃

•組織及舉辦全校班際壁報比賽

• 3D 藝術創作

•重繪本校鋼琴

•金繼Kintsugi工作坊

•地毯製作工作坊

•作曲和填詞工作坊

•製作校本Whatsapp 貼紙



在活動中的角色：（學生主導）

● 制定藝術活動推廣策略

● 連繫初中同學

● 提供藝術及設計評語及建議

● 教授藝術工作坊



例子二 學校大使

主席

→ Mentor（經驗豐富的大使）

→ Mentee（新加入者）

→ Sub-committee members 小組
委員會成員

主席

導師（經驗豐富的大使）

指導者（新加入者）

小組委員會成員
(  有潛質成為大使的同學 )

團隊架構

強：本校重視德育，善於照顧學生身心靈發展，其中包括資優學生間珍貴校園生活經驗、服務精神的傳承。



「讓學生成為學習經歷設計者」

相關示例：

● 小學體驗日

● 學校開放日+入學講座

● 中一銜接課程 (由學生教導)

● 訪問中六 DSE 考生

● 學校 YouTube 頻道

● 訪問校友及師生

● 暑期短片製作比賽



賦權: 

• 賦權他們代表學生可以向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發送電子郵件的權限

• 讓他們準備校長的演講 Powerpoint

• 讓他們協調班會組織

• 賦予他們面試和選擇來年主席的權力

• 授予他們使用學校資料庫的權利

機：
讓資優學生展示及運用綜合能力，
培養資優學生的全人發展
- 學校大使間的合作性
- 對人物及事情認真，觀察敏銳
- 滿吹好奇心及對新任務的嘗試



Tips:

Trust
Reflection
Expectation
Empowerment
Succession



總結

“We are not trying our best to differentiate 

the students with gifts in our School. It is 

about changing our School culture to b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all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al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