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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 2023/24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主要關注事項（一）
學習多元 發展潛能

主要關注事項（二）
價值教育 愛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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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APASO III 選擇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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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副量表

由於2022年疫情放緩後仍然未通關，跨境學生只能透過網課，直到去年2月才有
三分之一的跨境學生能回學校接受面授課堂。

接受網課與面授課堂其中一個不同之處，是部分網課學生因為不用往返學校所
需的交通時間而推遲睡眠時間。

老師反映對學生的睡眠時間表示關注。

學校對於學生在後疫情期間的睡眠質量表示關切，利用APASO自設問
卷了解學生在上學日的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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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副量表

利用自設問卷，希望更深入了解學生與父母的關係，以及他們

的情緒穩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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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副量表

學校推行自主學習，注意到學生的自律性可能影響到學習

效能和學業成就。

利用自設問卷，希望了解學生在學習上自我規劃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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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副量表

學校希望培養學生具有堅毅的性格。堅毅的人能更有效的解決問題，
即使遇到逆境或未能成功，仍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努力面對困難，

做事不會容易放棄。

利用自設問卷，希望了解學生在學習中的堅毅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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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副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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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 17 預設問卷舉例
誠實（誠實表現）

你認為下列各項關於你的陳
述有多真確？

Q1：我是誠實的

Q2：我會永遠講真說話

因學校地點位置接近關口，該區曾出現「帶水貨」
問題，透過蒐集問卷數據，可了解學生的誠信守法
意識，以本校德育組為例，就能透過所得數據以制
訂相關課堂活動，強化學生的守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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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數年，副量表「誠實（誠實表現）」
Q值(全校)維持較高位置。



KPM 17 預設問卷舉例
閱讀（非指定讀物）

你有多同意下列各項陳述？

Q1：我只有在必要時才閱讀

Q2：對我而言，閱讀是浪費時間

Q3：我閱讀只為了獲取需要的資訊

了解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透過蒐集數
據，了解學生課餘閱讀習慣，讓圖書館
負責老師設計推廣閱讀風氣的適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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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量表「閱讀（非指定讀物」Q值(全校) 較低。



KPM 17 預設問卷舉例
資訊科技（無成癮）

想一想你使用數碼媒體及電子產品
（如：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
手機）的經驗：你有多同意或不同
意下列的說法？
Q1：我使用數碼產品時，常常忘記
了時間

Q2：如果我不能上網，會心情不佳

過往學年因疫情而停止面授課堂，使用資訊
科技工具較長時間，透過蒐集問卷數據，讓
本校主要關注事項（二）和健康教育等組別
了解學生於網課時間以外，會否出現使用資
訊科技設備時間過長等成癮問題，並制訂相
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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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指出副量表「資訊科技（無成癮）」
Q值(全校) 較高。



KPM 17 預設問卷舉例
國民身分認同（成就）

你有多同意下列各項陳述？

Q1：人民應該對中國已達到的成就感到驕
傲，例如在高新科技、基礎建設和脫貧等
領域的成就
Q2：我的國家的成就應受到其他國家的尊
重

本校跨境生人數較多，學生對國情認
識會較深入，透過蒐集數據，有助德
育組和交流活動統籌組別設計適切的
內地交流活動，加強認識國家發展和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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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指出副量表「國民身分認同（成就）」
Q值(全校) 較高。



自設問卷舉例
睡眠時數

在上課的日子(周一至五)，你大約在
甚麼時候起床？

Q1：在上課的日子(周一至五)，你
大約在甚麼時候起床？

因疫情原因，學生長時間留家，作息時間
值得關注。學校希望透過蒐集數據，讓校
內不同組別，包括健康教育組別，設計教
學活動，引導學生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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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指出副量表「睡眠時數」P、Q值(全校)
較低。



自設問卷舉例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你認為下列各項關於你的陳述有多真確？

Q1 :  我和父母相處融洽

Q2：我與父母有許多意見不合的地方

Q3：我的父母了解我

Q4：我並不十分喜歡我的父母

因疫情原因，學生和家人在家相處時
間增加。學校希望透過蒐集數據，了
解學生和家人關係，讓德育等組別安
排弘揚「孝」道精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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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指出副量表「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P、Q值(全校) 較低，須即時跟進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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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高中

全校

副量表 -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P-值 Q-值

自設問卷舉例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進階分析

分析中指出副量表「自
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P、Q值(初中及高中) 較
低，須同時跟進改善。



自評工具
A. 量化數據

1.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APASO III)
a) 副量表報告

b) 項目報告

2. 持份者問卷 (Stakeholder Survey)
a) 教師問卷報告

b) 學生問卷報告

c) 家長問卷報告

d) 所有持份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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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量化數據

3.   自評問卷 (主要關注事項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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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D 希望學校可以多給學生一些運動的時間，分擔學習中的壓力

1E 如果能帶我們去外國旅遊，學習英語，見世面，與外國友人交流就更好了

2B 我覺得可以多舉辦學生感興趣運動活動，這樣可以鍛煉身體健康還有增強學生信心

3C 希望學校可以增加其他新興運動，例如飛鏢

4A
活動策劃可以多元化，能到內地文化底蘊的地方進行活動學習，例如上海、廣州，更

瞭解國家近年發展，增強國民認同感。

4A
首先，我認為校方可以加多一些以訓練學生團隊精神，國家歸屬感等為目的課

外活動，如黃埔軍校夏令營等。第二，校方還可以加多一些內地及海外的交流活動，
以促進學生的OLE。

學生回應



自評工具

B.  質化數據

1. 自評問卷 (關注事項一及二)
2. 老師觀察

3.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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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興運動

回饋策劃：即時回應

健球旋風球

圓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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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意卡

回饋策劃：即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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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心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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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對學生心意卡的回應
謝謝你能關注媽媽的付出，願日後你能成為國家，對家庭有責任、擔當的
人！

看到你不斷成長，懂得感恩，亦盼望你如昔日一般真誠對人，做個不卑不
亢的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努力學習，成績優
秀就是對父母最好的回報。加油！

女兒，你的進步是我們最大的幸福，請相信自己，不斷進步，你的未來將
會一片光明！！

希望我的寶貝在未來的日子裏，努力争取到最好的成績，考上理想的學校，
有一個更好的未來，身心健康迎接每一天。

女兒：能陪伴你快樂成長，是我最開心、幸福的事，希望你學習進步，更
上一層樓。 25



回饋策劃：發展計劃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1.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資訊素養

3. 孝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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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善用數據：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有很多不同的量表，量表內的項目對應
學生不同的需要。考慮到本校學生的注意力跨度 (Attention span)，現時作答
問卷時間約為30分鐘。

未來打算發展兩套問卷，由每班單、雙數班號的同學分別填寫，學校便能
獲得更多資訊，有利學校未來發展。

善用人才：

現時主要靠數理科同事分析數據，並把結果透過教師會議、學校管理委員
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通報不同的持份者再出謀獻策；亦邀請各科組主
管研究原始數據，進一步考慮值得跟進的事宜。

未來會多邀請同事參與研究工作：不需要是數理專科，只要求對收集後的

資料能提出「為什麼」、「可能和…有關」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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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跟進的項目(2023/24)
初中 Q-值 P-值

資訊科技（少用於消遣時間） -- --
資訊科技（不受功能所吸引） -- --
閱讀（休閒閱讀時間） -- --
閱讀（非指定讀物） -- --
學校氣氛（不孤單） -- --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
家課及溫習（學校指定） -- --

高中 Q-值 P-值
資訊科技（少用於消遣時間） -- --
資訊科技（不受功能所吸引） -- --
學校氣氛（不孤單） -- --
閱讀（非指定讀物） -- --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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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跟進的項目(2022/23)
初中 Q-值 P-值

1. 體能鍛鍊 -- --
2.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
3. 家課及溫習（學校指定） -- --
4. 資訊科技（少用於消遣時間） -- --
5. 資訊科技（不受功能所吸引） -- --
6. 閱讀（喜愛） -- --
7. 閱讀（非指定讀物） -- --
8. 學校氣氛（不孤單） -- --
9. 學校氣氛（歸屬感） -- --

高中 Q-值 P-值
1. 體能鍛鍊 -- --
2. 自我概念（與父母關係） -- --
3. 家課及溫習（學校指定） -- --
4. 資訊科技（少用於消遣時間） -- --
5. 資訊科技（不受功能所吸引） -- --
6. 學習態度（堅毅） -- -- 29



鳴謝

感恩我們透過本學習圈可認識另外三所中學(中華基
督教會協和書院、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及華英中學)
的同工，彼此分享交流學習，完善校本相關安排。

這次寶貴的經歷將成為我們在教育管理生涯中難以忘
懷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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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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