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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評核日期：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及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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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層藉定期會議了解和監察學校的運作，又在行政管理和資源運

用等方面提供指引及意見，促進學校持續進步。管理層經常與教師

溝通，樂意聆聽他們的意見，並適時在教學和關顧兒童的工作上予

以支援。管理層依據教師的經驗、專長和意願編配教學崗位和功能

小組的職務，讓他們各司其職，發揮所長。學校按發展重點組織校

本培訓和同儕觀課，增強團隊的專業能量。團隊成員相處融洽，工

作氣氛和諧，互相合作及支持，共同為培育兒童而努力。  

1.2  學校已建立自評機制，管理層引領全體教師檢視工作成效，一起商

討及擬訂來年的發展重點。學校近年以培養兒童正面情緒為關注事

項。上學年，學校將有關情緒管理的學習元素滲入課程，並引入專

業支援，提升教師使用繪本進行教學及編排戲劇活動的技巧，藉此

幫助兒童學習表達和處理情感。本學年，學校進而加強家長教育，

協助家長認識兒童的情緒變化和採用正面的育兒方法。學校亦以提

高兒童學習語文的興趣為另一關注事項，安排教師參與培訓，以增

進設計和帶領相關活動的能力，團隊逐步於課堂實踐所學，有序地

推展工作，成效待見。學校能因應學校發展機遇，訂定適切的關注

事項，切合兒童的學習需要。  

1.3  學校接納兒童的多樣性，設有清晰的辨識和轉介機制，並善用外間

資源，令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儘早獲得合適的照顧。教師定期與支援

人員交流和商討教學策略，幫助非華語兒童建立學習中文的興趣和

信心。學校利用面談、電話聯絡、網上平台等渠道，與家長保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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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溝通，又通過觀課及義工活動，給予家長走進校園的機會，進一

步了解子女的學習模式和在校生活。學校舉辦切合家長需要的講

座，讓他們掌握教養子女的有效方法，提升親職效能。此外，學校

為家長提供親子伴讀工作坊及邀請他們擔任故事爸媽，善用家長資

源推動閱讀。家長支持學校，積極參與各類活動，家校已建立互信

的夥伴關係，攜手輔助兒童成長。  

 

2.  學與教  

2.1  學校參考教材套和繪本故事編擬課程，根據兒童的興趣和能力設計

教學大綱，內容涵蓋各個學習範疇。在推動國民教育方面，學校為

兒童安排體驗活動，如在開放日觀看皮影戲表演、製作中式香包和

玩投壺遊戲等，又帶領高班兒童參觀文化博物館，認識粵劇藝術的

起源和特色，讓他們從不同方面學習欣賞中華文化。學校推行漂書

計劃和親子閱讀，使兒童有機會向同伴分享自己喜歡的圖書，以及

經常與家長共讀，藉此養成在家閱讀的習慣。學校的日程編排妥善，

讓兒童每天有足夠的時間參與音樂、體能、美藝和自選活動，促進

其均衡發展。在高班幼小銜接活動期間，部分幼兒數學的學習內容

和課業略深，學校須予以刪除，從而配合兒童的發展需要。  

2.2  學校根據學習目標擬定兒童學習經驗評估的內容。教師以持續觀察

的方式，在不同活動中評估和記錄兒童的學習進程，又建立學習歷

程檔案，儲存兒童的評估資料和作品，以反映他們在各個範疇的發

展狀況。教師邀請家長為兒童的學習表現進行評估，惟部分項目不

切合家長的角色和能力，而總結性評估以學期終各主題評估的平均

值作為結果，未能準確反映兒童的階段性進展，學校宜一併作出修

正。  

2.3  管理層統籌學校課程，藉觀課和參與會議，掌握課程推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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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教學團隊指導及建議，且經常入班支援教師和兒童。管理層帶

領各級教師進行主題反思，從兒童表現和學習目標檢視教學成效，

亦提出改進方案。管理層尚須引領團隊善用兒童學習經驗評估的資

料作檢討，並落實跟進建議，修訂課程規劃和活動設計，以提高學

與教的效能。  

2.4  學校近年以培養兒童正面情緒為關注事項。教師於每學期分別為各

級挑選一本有趣的圖書，利用故事情境創設角色扮演活動及遊戲

等，讓兒童通過代入繪本人物的處境，認識和接納不同情緒，以及

學習面對因環境轉變而產生的不安，並思考解決疑難的辦法，又嘗

試恰當地表達個人感受。此外，課室設置情緒角，教師鼓勵兒童把

自己的照片貼在愉快、傷心、生氣等圖卡旁以表示當天的心情，有

助兒童多了解自己。觀察所見，兒童出現情緒起伏時，教師能適時

給予安撫和引導。兒童性格開朗，表現友善，在不慎與同伴有碰撞

時主動道歉，彼此相處融洽；當遇到困難會試着自行解決問題，也

按需要向教師尋求協助。整體而言，學校在促進兒童情意和群性發

展方面的工作已見成效。  

2.5  教師配合主題在課室的各個學習區，放置充足的物品及教具供兒童

使用，讓他們從操弄中建構知識和概念。兒童於自選活動前填寫入

角記錄冊，按個人興趣規劃區角活動，有利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

觀察所見，兒童與同伴一起在模擬理髮店及餐廳參與幻想遊戲，他

們互相溝通和合作，氣氛樂也融融。他們喜愛到圖工角進行創作，

專注地運用多元物料及環保材料拼砌聖誕樹和蛋糕等，美藝作品展

現出兒童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教師於探索角提供放大鏡、萬花筒、

貝殼等予兒童觀察，尚可加強此區角的探究元素，引導兒童從有趣

的小任務中，藉測試、比較及發現，鞏固和延伸所學。教師觀察兒

童的活動表現，經常與他們遊戲，並以相片或圖畫引導兒童回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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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幫助他們整理和總結經驗。  

2.6  教師關愛兒童，和藹可親。他們有良好的觀察力，並靈活運用口語

提示、朋輩協助、個別指導等策略，使有不同需要的兒童在和諧共

融的氛圍下學習。教師的傳意技巧不俗，説話清晰和有條理，在主

題活動中運用提問引導兒童思考，鼓勵他們抒發己見，促進課堂互

動。兒童樂於回答教師的提問，說話具信心。教師善用場地規劃富

運動量和切合兒童能力的體能活動，以循環遊戲形式讓兒童掌握如

攀爬、跳躍、拋接等基本動作。學校又編排各級兒童於下午同一時

段進行遊戲，有助他們的群性發展。兒童積極參與，自由選擇用具

和構思創新的遊戲玩法，展現良好的身體協調能力和創造力。教師

依據主題鋪排情境，與兒童一起唱歌和敲打樂器，並隨音樂舞動肢

體；尚可通過互相觀摩學習，豐富活動設計，為兒童提供足夠機會

分辨和感受樂曲的節拍及旋律，進一步培養其欣賞音樂的能力。  

 

3.  促進學校自我完善的建議  

3.1  學校根據自評機制，以全校參與的模式進行自我評估，惟團隊尚須

適時檢視關注事項的推行情況，按需要調整策略，以提高工作計劃

的成效。  

3.2  學校須繼續跟進上次質素評核有關兒童學習經驗評估的建議，檢視

家長評估的內容和改善總結性評估的策略。此外，管理層尚須帶領

教師刪除高班幼小銜接活動期間略深的學習內容和課業，並運用兒

童評估資料和檢討所得，改進學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