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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配合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教育局為學校提供下列評估工具及數據，以

支援學校的自評工作：  

I 學校表現評量  — 一套按香港學校表現指標（表現指標）架構制訂的數據系

統，作為學校自評及匯報學校表現的共通平台；  

II 持份者問卷  — 一套供學校蒐集教師、專責人員、家長和學生對學校工作意

見的自評問卷；  

III  學校增值資料系統  — 一套網上資料系統，為中學提供學科的學業增值資

料，讓學校從增值角度掌握學生的學業表現；  

IV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 一套量度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的評估工具； 

V 「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  — 一個「一站式」的自評數據管理系統，

有助提升學校自評工作的效能及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上述的評估工具及數據是配合表現指標的架構制訂，供學校蒐集有用的資料和數

據，作為學校自評的依據，學校應配合本身的自評機制及校本因素靈活採用。學

校亦應向主要持份者匯報自評結果及數據，以提高學校運作和管理的透明度及體

現問責精神。  

本小册子於二零二三年修訂，目的是幫助學校認識最新的評估工具及數據的內容。

教育局將會繼續配合教育發展和學校在自評方面的需要，適時更新評估工具及數

據的內容。學校可瀏覽載於本小冊子的網頁，獲取詳盡和最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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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校表現評量  

學校表現評量是… 

 一套建基於表現指標架構的基要學校自評資料。  

 一套量化及客觀的數據，用以補足質化為主的表現指標。  

 一個描述學校表現的共通平台。  

學校表現評量的用途是… 

 幫助學校檢視工作成效，以促進學校改善和持續發展。  

 方便學校向主要持份者匯報學校表現，藉以提高學校運作和管理的透明度及體

現問責精神。  

 協助教育局掌握香港學校教育的現況，從而為學校提供適切的支援，以提升學

校教育的質素。  

評量項目的架構是… 

 按照表現指標的四個範疇制訂，共包括 25項目（表一）。  

應注意的地方是…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大都是學校的恆常數據，容易蒐集，學校不需在蒐集數據方

面投放大量資源及人手。  

 學校應每年運用評量數據檢視學校工作的成效，從而幫助學校制訂跟進措施，

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由2023/24學年起，學校進行周年自評時，須每年蒐集學校表現評量數據，包括

持份者問卷和相關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問卷數據等，並向法團校董會╱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報告，以及提交予教育局製作參考數據供學校自評使

用，同時亦讓本局掌握學校教育的現況。參考數據可於以下網頁的下載區下載：

https://edb.gov.hk/esda 。  

 為讓外評人員掌握學校自評的表現，學校在外評前須向外評隊伍提供最近一次

蒐集的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學校應定期向主要持份者匯報評量數據。  

 學校不應把評量數據作宣傳用途。  

 學校應善用「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蒐集和管理評量數據，並製作評

量數據報告，以促進學校自評工作的效能及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有關學校表現評量的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s://edb.gov.hk/kpm 。  

https://edb.gov.hk/esda
https://edb.gov.hk/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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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校表現評量架構  

組
織 

管
理
與 

1.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2.  資源運用 

3.  持份者對專業領導的觀感 

4.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5.  教師專業培訓 ## 

學
與
教 

6.  實際上課日數 

7.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8.  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 

9.  高中科目選擇 * 

10.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11.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12.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學
生
支
援 

校
風
及 

13.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14.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15. 畢業生的出路 * 

16.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學
生
表
現 

17. 情意發展 ^ 

18.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成績 *# 

19. 公開考試成績 * 

20. 學業增值表現 *# 

21.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22. 參與制服團體或社會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23. 學生出席率 

24.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25. 體適能表現 

 
* 小學不適用 
## 特殊學校部分不適用 # 特殊學校不適用 

^ 相關數據取自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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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持份者問卷  

持份者問卷是… 

 一套學校自評問卷，供學校蒐集教師、專責人員、家長和學生對學校工作的意

見。  

 配合運用表現指標的評估工作，以促進學校改善和持續發展。  

 組成學校表現評量的一組重要的數據。  

持份者問卷的設計是… 

 一套四份的問卷，包括「教師問卷」、「學生問卷」、「家長問卷」和只供特

殊學校使用的「專責人員問卷」（表二）。  

應注意的地方是… 

 學校應以不記名的模式進行問卷調查，並鼓勵持份者以認真和嚴謹的態度作答。 

 由於持份者問卷已經過驗證，學校不應修改或刪去問卷的題目，以確保問卷調

查的可靠性。  

 特殊學校需按學生的能力，決定是否採用學生問卷。  

 學校應每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促進學校進行以實證為本的自評。  

 為方便各持份者的參與，學校可於一月至四月期間進行問卷調查。  

 學校應善用「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進行問卷調查及製作調查報告，

以減輕學校蒐集及處理問卷數據的工作量，以及減少使用紙張。  

 有關持份者問卷的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s://edb.gov.hk/shs 。  

https://edb.gov.hk/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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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持份者問卷的調查項目及對象  

範圍 調查項目 

對象 

教師 
專責 

人員* 
學生# 家長 

學校管理 持份者對學校管理的觀感 ˙ ˙   

專業領導 

持份者對校長、副校長及中層管

理人員在「領導與監察」及「協

作與支援」方面的觀感 

˙ ˙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 ˙   

課程和 

評估 
持份者對課程和評估的觀感 ˙    

學生學習

和教學 

持份者對教學的觀感 ˙  ˙  

持份者對學生學習的觀感 ˙ ˙ ˙ ˙ 

學生支援 
持份者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 ˙ ˙ ˙ ˙ 

持份者對學校氣氛的觀感 ˙ ˙ ˙ ˙ 

學校夥伴 持份者對家校合作的觀感    ˙ 

 
* 特殊學校適用  
# 特殊學校需視乎就讀學生的能力適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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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校增值資料系統  

學校增值資料系統是… 

 一個保密的網上資料系統，用以發放中學的學業增值資料。  

學業增值資料的計算是… 

 運用統計方法，推算學生在公開考試的預期成績，並把預期成績與學生實際取

得的成績比較（圖一）；結果用以顯示學校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的相對效能，

包括高於預期、達到預期或低於預期表現。  

圖一：學業增值資料的計算  

 

 客觀和全面的，為能更有效地反映學生的學業表現，增值計算已考慮了與學業

相關的因素，包括學生在中一入學時的學習能力、同校學生在中一入學時的平

均學習能力、性別和就讀男校或女校等。  

學業增值資料的用途是… 

 作為學校自評的一項重要資料，幫助學校掌握學生的學業表現。  

 供各學習領域按學科的增值表現，檢視學與教措施的成效，以持續改善學生的

學習。  

 向學校主要持份者匯報增值表現，以加強學校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應注意的地方是… 

 學校在詮釋學業增值資料時需考慮本身的背景因素和學與教的情況，例如每個

科目可供計算增值表現的學生數目，並以改善及持續發展為目的，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表現。  

 由於學業增值資料是來自統計分析，為能更準確掌握學科的增值表現，學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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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學業增值資料在不同年度變化的趨勢。  

 學業增值資料只反映學生的學業表現，學校應結合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如

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等，以全面掌握他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 

 學業增值資料主要以學科為單位，現時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增值得分，用以綜合

一所學校的增值表現。  

 學校不應把學業增值資料用作宣傳用途。  

 有關學業增值資料的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s://edb.gov.hk/svais 。  

https://edb.gov.hk/s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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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評估套件是… 

 一套量度中、小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的評估工具。 

 協助學校蒐集量化和客觀的數據，以助檢視學生在全人發展方面的需要和校內推行相關措施

的成效。 

評估套件的量表是… 

 配合學校教育的目標及學校的需要而制訂，並經過驗證，適用於小三至小六及中學各年級的

學生。 

 照顧學生在情意及社交範疇不同的發展階段，分別為小學和中學提供十七個適用的量表（圖

二）。 

 配合學校自評的需要，部分副量表會被納入為學校表現評量的其中一項數據，即學校表現評

量的「情意發展」。 

應注意的地方是… 

 學校須訂定清晰的評估目標，並按需要選用適當的量表或副量表蒐集數據。  

 學校宜委派合適的教師或功能組別負責統籌評估套件的使用，並應運用「學校

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進行有關的評估工作，以提升工作的效能和減輕教

師的工作量。  

 評估套件主要用以量度全校或某群組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而不是個別學生

的表現，特殊學校可因應學生的情況安排使用評估套件。  

 學校在使用同一個量表的次數不應太過頻密。前後兩次使用同一個量表，最少

應相隔六個月，較理想為一個學年。  

 每次題目的數量都要視乎學生的年齡、能力和使用這些工具的最終用途而定。

建議在每次評估中，題目數量的上限應介乎 80至 100題之間，以免超出學生的

負荷。  

 學校須安排學生的評估在保密和不記名的情況下進行，並確保學生有足夠時間

完成評估。  

 有關評估套件的詳情及最新消息，請瀏覽相關網頁（https://edb.gov.hk/apaso3）  

 

https://edb.gov.hk/apa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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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量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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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  

數據電子平台是… 

 一個「一站式」的自評數據管理系統（圖三）。  

 用以提升學校自評工作的效能，以及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數據電子平台的用途是… 

 提供蒐集和管理自評數據的功能，包括以不記名方式進行網上持份者問卷調查

和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問卷調查、分析自評數據和製作相關的報表等。  

 方便學校每年向教育局提交學校表現評量數據，包括持份者問卷和相關的情意

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問卷數據等，以協助教育局製作「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 

 方便學校運用「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和「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的常

模數據，以提升學校使用自評數據的效能。  

 協助學校進行校本問卷調查。  

應注意的地方是… 

 學校應善用數據電子平台，支援學校的自評工作，以及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數據電子平台系統及自評工具會作適時更新，學校人員應瀏覽相關網頁，以獲

取系統和工具的更新版本、參考數據及最新消息。  

 由於數據電子平台需運用「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的資料，學校應指派

一位熟悉「網上校管系統」的學校人員，負責管理數據電子平台。  

 有關數據電子平台的詳情和最新消息，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s://edb.gov.hk/esda 。   

https://edb.gov.hk/e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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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的功能  

 

 

以不記名方

式於網上進

行情意及社

交表現評估  

以不記名方式於網

上進行教師、學生、

家長及專責人員的

持份者問卷調查  

於網上製作

及進行校本

問卷調查  

下載學校表現

評量參考數據

及情意及社交

表現評估套件

常模數據  

管理多年的

數據供自評

分析用途  

製作調查╱

評估報告  

向教育局提交數

據，以製作學校

表現評量參考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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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網址  

運用自評數據是學校自評的一個重要元素，教育局將會繼續配合教育發展和學校

在自評方面的需要，適時更新評估工具及數據的內容。學校可瀏覽以下網址，獲

取有關各評估工具及數據的詳情及最新資訊：  

 學校表現評量  https://edb.gov.hk/kpm 

 持份者問卷  https://edb.gov.hk/shs 

 學校增值資料系統  https://edb.gov.hk/svais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第三版 ) https://edb.gov.hk/apaso3 

 「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  https://edb.gov.hk/esda 

 

聯絡  

教育局歡迎學校提供在運用自評數據方面的意見和分享成功經驗。如有任何意見、

建議或經驗分享，歡迎與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指標組聯絡：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12樓1214室  

電話： (852)2892 6507 

傳真： (852)2119 9074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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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