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於學校自評
學習圈經驗分享會(小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2022-2025關注事項
1. 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特別關注按著學生的身心及智性發展，裝

備學生適當的自主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習效能及態度。

2.以實踐基督精神為基礎，培養學生成為愛主愛人、有責任感及追求真理的孩子。

1. 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2. 培養學生關愛和尊重的價值觀，以實踐愛德。

2023-2024關注重點



1.蒐集自評數據

2.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3.如何詮釋自評數據

分享內容



成立核心小組

1.蒐集自評數據

向科組長解說APASO III的副量表及分析用途

各科組長選取能配合評估發展目標的副量表

核心小組統籌APASO III問卷內容



建構教師

前備知識

讓教師

認識

APASO III及

選取副量表

蒐集數據

核心小組

分析

整體數據

分析各科

組數據，

反思學生

表現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自評循環

Evaluation

自評循環

Plan

利用回饋

與跟進，

策劃下一

周年的

重點工作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自選副量表(與重點工作相關)
量

表
學生：共通能力 學校：氣氛 學校：閱讀

副

量

表

學習(主動)

學習(自我監控)

學習(自我規劃)

學習(目標清晰)

慎思明辨

學校氣氛(不孤單)

學校氣氛(歸屬感)

學校氣氛(無負面人際關係)

閱讀(喜愛)

閱讀(良好策略)



建構教師

前備知識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 全體教師預習-觀看APASO III自學短片

• 與全體科主任及組長簡介APASO III的副量表內容，

協助同事理解及選取配合關注事項及目標所需的副

量表

• 科組檢討及策劃時，除質性的表現描述

    外，亦需有量性數據支持，作為互相引證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 對象：小三至小六

• 由班主任協助進行APASO III問卷，並為小

三學生安排讀題目

• 每位學生完成兩份紙本問卷：KPM17及自

選副量表(對應學校關注重點及科組目標)

• 問卷數據由資訊科技助理員負責輸入，並

輸出各項報表

讓教師

認識

APASO III及

選取副量表

蒐集

數據



• 核心小組初步分析數據，並在行政小組內作檢視

• 推動人人有責的學校自評：透過校內自評工作坊，與

全體教師分享學習如何檢視數據及利用數據，讓教師

掌握如何配合質性評量(觀察表現)，反思學生表現，作

為引證

核心小組
分析

整體數據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 核心小組策劃及主持校內自評工作坊

• 內容：教授同事如何檢視及利用數據，結合質

性評量，進行工作計劃的反思、回饋與跟進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 反思學生在七個學習宗旨的表現，回饋

本學年的工作，同時列出下學年需跟進

的項目

• 策劃來年的重點工作

• 核心小組作為統籌，為教師提供清晰的

指引及支援，讓全體教師掌握理念及如

何有效使用作為評量工具

• 核心小組準備文字報告，讓教師易於閱

讀數據，以減輕教師在自評工作過程中

的困難及工作量

分析各科

組數據，

反思學生

表現

利用回饋

與跟進，

策劃下一

周年的

重點工作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比較分析報告：5個副量表

3. 如何詮釋數據：比較不同自評工具-APASO
• 關注重點1：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檢視APASO問卷：學生：共通能力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比較分析報告：5個副量表
小六於學習時表

現慎思明辨能力

的意識較強，有

更大傾向表現此

能力

小三於學習時表

現慎思明辨能力

的意識較強，有

更大傾向表現此

能力

小五對主動學習的意識

較高，能規劃學習及監

控調適能力亦較高

3. 如何詮釋數據：比較不同自評工具-APASO

小六對主動學習的意識

相對平穩，能規劃學習

及監控調適能力較小五

稍弱

宜關注小三及小四，學生主動學

習的意識相對平穩，能規劃學習

及監控調適能力較小五稍弱

• 關注重點1：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比較分析報告：5個副量表 從分析比較報告所得：

• 小三及小六學生於學習

時表現慎思明辨能力的

意識較強，表現較突出

• 小五學生對主動學習的

意識較高，亦在規劃學

習方面有較佳表現

• 小三、小四及小六在學

習的主動性、自我規劃

及訂目標表現較平穩

3. 如何詮釋數據：比較不同自評工具-APASO

學習

(主動)

學習

(自我監控)

學習

(自我規劃)

學習

(目標清晰)

慎思明辨

• 關注重點1：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持

份

者

問

卷

• 檢視教師、學生及家長對

於學生主動學習的觀感如

何

• 檢視學生懂得訂立學習目

標的觀感如何

• 同時亦作跨年比對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學

生

學

習

的

觀

感

• 關注重點1：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3. 如何詮釋數據：比較不同自評工具-SHS



問卷 題目 今年平均數 升(+)/跌(-)

教師 學生能主動學習 3. +0.1

學生 課堂內外，我能主動學習 4. +0.1

家長 我的子女能主動學習 3. +0.1

學生 我懂得運用學習方法，例如作課前預
習、運用概念圖及網上資源等。

4. +0.1

從數據所得：

• 利用跨年比對，發現

教師、學生及家長對

於學生主動學習的觀

感均見正面，學生學

習更積極

• 學生在運用自主學習

的方法亦更純熟

3. 如何詮釋數據：跨年比對SHS
檢視持份者問卷：學生學習的觀感──主動學習、運用學習方法

• 關注重點1：加強培養學生成為積極的自主學習者，

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能。



3. 如何詮釋數據：質性評量-學生課業表現
常識筆記：規劃自己的學習，運用思考方法及
筆記大法記下重點



3.如何詮釋數據：質性評量-學生課業表現
數學：訂下學習目標，規劃進度，適時調整計劃



3. 如何詮釋數據：質性評量-學生訪談
自主學習課程

• 班主任教授學生如何因應自己的能力，訂定長期及短期目標

• 學年中期及完結時，班主任與學生檢討成效

• 班主任與學生進行訪談



成功因素：

規劃校本自主學習課程

3.如何詮釋數據：成功因素
推行方法：

• 自主學習日模式

• 活修課時段

• 科組課業及活動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 責任、義務：

作為國家的一份子，願意為國家服務，幫助國家進步，提高學生維護

國家安全的意識

• 自豪、愛護：

具愛國精神，為國家感到驕傲，欣賞中華文化

• 國旗、國歌：

認識國歌、國旗、歷史及升國旗時的禮儀

• 成就：

  對中國的成功感到驕傲及認同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利用比較分析報告

比較各級Q值：

• 小三對國民身份認同中的責

任及義務、成就、自豪及愛

護範疇的得分比其他三級為

高

• 小三在國民身份認同各個副

量表中，責任及義務範疇的

得分最低

• 小四在國民身份認同所有範

疇的得分為各級最低

檢視APASO問卷:四個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藍色責任、義務

綠色自豪、愛護

橙色國旗、國歌

紅色成就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利用比較分析報告

比較各級Q值：

• 責任及義務範疇，由於

各級得分均相同，所以

之後再沒有顯示藍色線

條

• 自豪及愛護範疇，由於

小四至小五得分均相同，

所以之後再沒有顯示綠

色線條

檢視APASO問卷:四個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藍色責任、義務

綠色自豪、愛護

橙色國旗、國歌

紅色成就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利用比較分析報告

比較各級Q值：

• 小三對國民身份認同中的責

任及義務、成就、自豪及愛

護範疇的得分比其他三級為

高

• 小三在國民身份認同各個副

量表中，責任及義務範疇的

得分最低

• 小四在國民身份認同所有範

疇的得分為各級最低

檢視APASO問卷:四個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藍色小三

綠色小四

橙色小五

紅色小六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利用比較分析報告

比較各級Q值：

• 小四、小五在責任及義務、

自豪及愛護、國旗及國歌範

疇的得分與小六的得分相同，

所以前段沒有顯示綠色及橙

色線條

• 在成就的範疇，四級得分可

從四種不同的點比較各級高

低

檢視APASO問卷:四個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藍色小三

綠色小四

橙色小五

紅色小六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從兩個圖表中得知：

• 小三在各個範疇中普遍得分最高

• 小四至小六得分普遍相近，表現有改進空間

• 整體在國民身份認同的範疇均需關注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跟進事項：

學校整體規劃

• 檢視國民教育活動成效(加入質性評量)

• 檢視國民教育於課程推行的情況及成效

升旗隊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跟進事項：

• 檢視國民教育活動成效(加入質性評量)

民族服飾大滙演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分析背後原因：

1. 舉辦的中華文化活動目標較分散，未能全面及聚焦國民身份認同的各

項元素

2. 各級教育活動及課程銜接不夠清晰

3. 對國家歷史及時事接觸及認識較少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跟進事項：學校整體規劃

• 訂立24-25重點工作──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1. 透過課堂教學及相關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明白團結的意義：

每個人都可為群體貢獻，思考如何貢獻自己的力量。

2. 透過課堂教學、早會及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活動，全方位推展國民教

育。



3. 如何詮釋數據：從分析數據中找出關注點

配合推廣中華文化體驗活動一筆過津貼的運用:

1. 舉辦有關中華文化的科本及跨科組學生學習或體驗活動或講座

2. 發展有關中華文化的課程

3. 資助學生及隨團教師前往內地，參加學習中華文化的交流活動

4. 透過加入校外支援及資源，提升升旗隊學生的表現

• KPM 17包含副量表: 國民身份認同



質性評量 量性評量

• 檢視學生的表現，

例如學生課業

• 教師觀察學生在課

堂內外的表現如何

• 檢視各科組在推行

相關活動的成效

• 學生訪談及檢視校

本問卷

• APASO

• 持份者問卷

• 校本問卷

1) 學生在達至七個學習宗旨的

表現如何？

2) 為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

學習，學校在豐富學生學習經

歷的表現如何？

3)為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

學習，學校在帶領團隊持續完

善和發展的表現如何？

學校自評

3. 如何詮釋數據



整體反思
（一）選取副量表

調整行政安排，將兩份問卷的內容減省，騰出更多空間選

   取本年未涵蓋的副量表，作更長遠的校本規劃

• 問卷一：(50%學生進行）KPM17+自選副量表(約40題)

• 問卷二：(50%學生進行）其他自選副量表(約100題)

優點：

1. 減少學生進行問卷時間，同時能減輕教師工作量

2. 可包含更多未評量的範疇，有助檢視學校整體情況



整體反思

（二）運用不同的分析數據工具：「跨年度報告」

• 追蹤不同持份者的情況選取同樣的副量表（例如KPM17)

• 檢視跟進活動的成效

（三）善用電子平台，減輕教師工作量

• 及早規劃及為學生準備登入戶口，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問卷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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