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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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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
教育局通告第11/2015號

• 校外評核不會受固定的周期限制
• 繼續按「校情為本，對焦評估」的
原則，核實學校自評的成效

• 進行更多重點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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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自評工作
現況
• 制訂清晰自評機制，融入恆常運作
• 發展方向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
• 參考數據和實證檢視現況和工作進展，掌握學校發展和學生
學習的需要

• 推動科組定期檢視工作進展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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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自評工作(續)
須關注的地方
• 部分學校仍須加強掌握自評的理念和技巧
• 欠策略性的規劃
• 科組對關注事項共識不足，各自按其理解推行不同策略
• 側重檢討工作的進展，忽略檢視關注事項的整體成效，因而
影響回饋策劃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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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導及教師專業發展
現況
• 學校領導層關注和積極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
• 按校本情況監察工作進度及資源的運用
• 建構專業發展平台
• 促進教師之間的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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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導及教師專業發展(續)
須關注的地方
• 加強知識轉移及管理
• 加強中層管理人員的職能
• 加強課程領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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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規劃
現況
• 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
• 高中課程有充足的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科目）

須關注的地方
• 部分學校的初中課程欠均衡，影響學生建立堅實的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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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STEM教育
現況
•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 將STEM教育元素融入科學科、普通電腦科
• 課堂外舉辦相關活動，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

須關注的地方
• STEM教育的發展欠缺整體規劃
• 部分學校只讓少數學生參與相關課餘活動及比賽
• 需更深入檢視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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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自主學習
現況
• 較以往有策略地加強培養學生自我調整學習的能力
• 較多結合電子學習

須關注的地方
• 讓學生靈活運用自學策略
• 提升學生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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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從閱讀中學習
現況
• 推行多樣化的措施
• 語文科運用多樣化閱讀材料；非語文科推介與科本相關的書籍和網站，
或上載各類閱讀素材

• 圖書館與科目之間的協作不錯

須關注的地方
• 學生的閱讀習慣仍要持續培養
• 讓學生適當運用閱讀策略，提高閱讀和思考層次
• 由「從閱讀中學習」朝向「跨課程閱讀」的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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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現況
•運用外界資源，開設各類課後拔尖保底課程
•按學生能力編班或進行分組教學
須關注的地方
•因應學生能力調適課程和課業
•課堂學與教策略配合編班或分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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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非華語學生) 
現況
• 參考「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架構」調適校本課程、評估及課堂
學習策略

• 設立專責小組規劃校本課程或委派教師統籌
• 支援模式：(1)融入主流課堂；(2)抽離學習；(3)綜合運用(1)及(2)；
(4)跨級分組

• 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以及加深認識中華及香港文化
• 具文化共融意識，有效營造共融的校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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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非華語學生)(續) 
須關注的地方
• 評估分析欠深入具體，回饋課程規劃或學與教策略的效果
欠理想

• 對學⽣期望偏低，預設⼀個較淺易的課程，局限他們學習
中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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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
現況
�教學流程順暢，利用分組活動提升學生課堂參與
�教師講解清晰，運用不同教學資源，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加強
他們對學習內容的理解

� 課堂秩序井然，學生留心聽課，師生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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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與教(續)
須關注的地方
• 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進⼀步提升分組活動質素
• 增加提問層次
• 給予具體回饋，引導學生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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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估
現況
• 家課及評估政策清晰
• 加入多方參與的評估
須關注的地方
• 教師評估素養有待提升
� 加強進展性評估的效能
� 提供適時及優質的回饋
� 善用評估數據優化課程和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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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援–價值觀教育
現況
• 透過課堂內、外的學習經歷推展
• 涵蓋更多價值觀
• 著重家⻑教育，⿎勵家校合作
• 重視班主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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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援–價值觀教育（續）
須關注的地方
• 加強整體規劃及統籌，全校參與⽀援學⽣成⻑
• 學校初中課程未有完全涵蓋《基本法》教育元素
• 提升班主任⽀援學⽣成⻑的知識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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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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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推行-評估
� 以實證為本，加強發展性工作，訂定合理的發展進程和階段性
目標，規劃針對性策略

� 加強中層領導的統籌、監察與支援效能
� 善用質性與量性數據，對焦目標，加強檢視推行策略對促進學生
學習和成⻑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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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改善建議(續)
課程規劃、學與教及評估
� 檢視整體規劃
� 加強運用評估數據

學⽣成⻑⽀援
� 更有效識別整體學⽣的成⻑⽀援需要
� 加強有關工作的整體規劃、統籌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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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改善建議(續)
教師的專業發展
� 強化課程領導，內化從外間專業支援服務所得的經驗
� 加強對主要更新重點的掌握
� 提升評估素養
� 教授成⻑課或相關課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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