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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評估結果促進策劃

關注事項一：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與教效能

2017/18周年計劃 2017/18學校報告 2018/19周年計劃

初中各級於中、英、
數三科設計分層課業

成就:
中、英文科的分層課業
有效幫助不同能力的學
生鞏固學習，但數學科
的分層課業分層設計欠
漸進，作用不大。

建議:
數學科課業的題目由淺
入深，並加入適當的提
示，以及挑戰題。

推行策略:
中、英文科設計分層課
業。
數學科在課業內加入適
當的提示及挑戰題以優
化分層課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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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至19/20

發展計劃
達標情況 下一個三年發展計劃

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學與教效能。

各科運用「多元感官學習」和「合作學習」
等學習策略，強化學生的學習能力。根據問
卷調查、觀察和檢討，大部分工作已達預期
成果。

建議：深化學生運用學習策略，並善用小班
的優勢，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善用小班教學模式，
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建立關愛校園 透過生活教育課和校本輔導活動，培養學生
自律守規、關愛別人的良好行為和態度。科
組亦加強配合推行獎勵計劃，成功營造校園
關愛氛圍。根據問卷調查、觀察和檢討，大
部分工作已達預期成果。

建議：加強靈育薰陶，培養學生身心靈健康。

培養學生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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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評估結果促進策劃

發展周期完結，學校檢視關注事項的成效，參考八
個範圍的校情檢視及學校現況分析，訂定下一個發
展周期的關注事項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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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回饋策劃的因素

看看以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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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學校周年計劃 2018/19學校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就 反思

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

中、英、數三
科教師針對教
學難點設計課
堂教學和校本
課業。

三科均能完成
共同備課會議，
並設立備課檔
案。

教師能針對學
習難點編擬有
助改善教學的
課堂教學設計
及課業。

各科各級全年
共備課20次，
教師商討教學
重點和針對學
生學習難點進
行課堂教學和
課業設計。

部分校本課業
的製作趕不上
預定進度，拖
慢教學進度，
建議由學校統
一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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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作事務性檢討，提出
的建議，只為改善行政
安排

檢視工作有否依時完成，
未有評估工作成效和對學
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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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中文科檢討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優化課
堂教學，
提升教
學效能。

各級上、下學期各
以一個課題為課
研，以學生學習難
點為備課和觀課焦
點，評課焦點為分
享如何處理學習難
點。

在科務會議內安排
教師分享教學心
得。

教師認同課研有助
解決學生的學習難
點。

大部分學生能對課
研所處理的課題有
較佳的掌握。

根 據 課 研 記
錄，各級已順
利完成課研，
教師認為有關
設計有效，但
在課堂上運用
時需要加以調
適。

教師比對上年
度相同課題的
學與教情況，
均同意大部分
學生對課題的
掌握和課業的
表現均有所提
升。

課研獲得教師正面
評價，認為進行共
同備課、同儕觀課
及評課分享均有助
提升教學效能，下
學年繼續進行有關
活動。

教師認為分享教學
心得的安排，有效
帶動教師進行專業
交流。下學年繼續
進行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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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具體指出有效之處，以及反
思繼續推行的策略可以如何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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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數學科檢討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就 反思

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

參加教育局校
本支援計劃，
中一科任教師
在共同備課時
段進行校本課
程調適。

100%參與教師
認同能透過校
外專業支援進
行教師培訓，
提升教與學效
能。

在專業人員的支援
下，已完成相關單
元校本課程設計，
中一科任教師均認
為有關設計有效提
升學生對基本概念
的掌握，適宜於下
學年繼續推行。

下學年在
中二級繼
續推展。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就 反思

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

參加教育局校
本支援計劃，
中二科任教師
在共同備課時
段進行校本課
程調適。

100%參與教師
認同能透過校
外專業支援進
行教師培訓，
提升教與學效
能。

在專業人員的支援
下，已完成相關單
元校本課程設計，
中二科任教師均認
為有關設計有效提
升學生運用基本概
念作運算的能力，
適宜於下學年繼續
推行。

下學年在
中三級繼
續推展。

2018/19 數學科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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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促進持續發展，如何可以
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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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作項目的完成情況，忽略按預期目標整體檢視成效

著重檢視活動的受歡迎程度，而未有評估對學生的影響

著重事務性檢討，只提出改善行政安排的建議，對工作目標
回應不足

多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未有分析成功因素，以及反思推行
策略可優化的地方

只點出問題，未有提供改善方法及相應的跟進措施

每年的檢討結果類近，未有指出問題，亦未有針對問題癥結
作出改善建議

只報告工作成就，反思改善的意識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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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報告較常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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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來年的工作計劃的考慮

 有否運用上學年的檢討結果？

 有否跟進上學年的改善建議？

 有否因應學年的檢討結果調整來年的推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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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數學科檢討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反思/跟進建議

優化課堂
教學，提
升教學效
能。

推行合作
學習，運
用「思、
寫、討、
享」，以
強帶弱策
略照顧學
生學習能
力上的差
異。

教師在課堂
上適當地運
用合作學習
策略，發揮
以強帶弱的
果效。

約60％課堂，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展示和匯報。他
們認真參與學習活動，與
同學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合作學習常規已建立，但
組長領導的角色不明顯，
領導能力亦見參差，學生
討論的氣氛不強，只流於
同儕互相檢視答案，運用
以強帶弱策略照顧學生學
習能力差異的果效不明顯。

部分教師未掌握合作
學習策略「思、寫、
討、享」。

建議：
•科主任在下學年
示範教學或錄影教學
片段作專業分享，探
討成功因素。

•設計探究學習活動，
增加活動的討論空間
和協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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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檢討結果調整來年的推行策略：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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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數學科工作計劃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優化課堂
教學，提
升教學效
能。

• 推行合作學習，運用「思、寫
、討、享」，以強帶弱策略
照顧學生學習能力上的差異。

• 科主任在公開課示範教學，
各級統籌教師錄影教學片段作
專業分享，探討成功因素。

• 在共同備課會設計探究學習活
動，注意增加活動的討論空間
和協作元素，加強組長領導的
角色。

• 教師在課堂上適當地運用「思、寫
、討、享」合作學習策略，激發
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促進課堂
生生互動，提升教學效能。

• 組長領導的角色明顯，能發揮以強
帶弱的果效。

• 探究學習活動能促進課堂討論和
協作，提升教學效能。

因應自評結果，並跟進上學年的改善建議，調整下學年推行策略：
1.加強教師專業發展，設公開課和錄影教學片段，探討及分享成功因素。
2.設計探究學習活動，增加活動的討論和協作元素，加強組長領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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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檢討結果調整來年的推行策略：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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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聯課活動組檢討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成效 反思

豐富學生學
習經歷，提
升學生自尊
感 和 成 就
感。

周五午息時段，
每兩星期設「午
間舞台」，小四
至小六各班輪流
以 班 際 形 式 表
演，小一至小三
各班以個人或小
組形式表演。

80% 參與「午
間舞台」的學
生表示舞台表
演能助他們發
揮天賦和提升
自信心。

教師反映學生喜
愛表演，但次數
過於頻繁，預備
時間不足，影響
表演質素，有時
甚至勉強學生上
台表演。
學生問卷顯示，
60%學生表示活
動能提升自信
心。

建議來年檢視
「午間舞台」的
舉行次數和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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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檢討結果調整來年的推行策略：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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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聯課活動組工作計劃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豐富學生學習經
歷，提升學生自
尊感和成就感。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在午息時段
舉行一次「午間舞台」。各級輪流
以班際形式表演，一至三年級由班
主任統籌，四至六年級由學生自行
統籌。

70%參與「午間舞台」的
學生認同表演能助他們發
揮天賦和提升自信心。

班主任的觀察，大部分學
生增加對自己的欣賞，亦
有信心展現自己的才能。• 跟進改善建議，調整「午間舞台」的舉行次

數，由每兩星期一次，改為每月一次。
• 跟進改善建議，調整舉行模式，全校統一以

班際形式舉行，每次安排一級學生表演，學
生有較多時間準備，低年級由班主任統籌安
排，高年級學生自行統籌，以提升學生的成
就感，也減輕部分教師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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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檢討結果調整來年的推行策略：示例二

因應自評結果為60%，調低成
功準則，由80%降低至70%

從多一個角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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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討論學科周年報告的

成效評估及跟進建議

動動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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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益的自評

按目標評估關注事項的成效

以學生的表現為焦點，檢視工作的進展及成效

報告工作成就，亦要反思不足的地方

對於未完成或未能達標的工作，要找出問題的
癥結

針對問題反思可改進的地方，提出跟進建議以作
改善

對於進展理想的計劃，也可思考怎樣進一步發展
(廣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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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辦學宗旨和目標

學校自我完善的工作循環

策劃：關注事項
及目標

推 行

修訂發展目標
及

制訂下年度目標

學生學習
成果

學校發展計劃
• 關注事項
• 目標
• 時間表
• 策略大綱

學校報告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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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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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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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計劃

2017/18

ABC 學校
學校周年計劃

2018/19

ABC 學校
學校周年計劃

2019/20

ABC 學校
學校周年殼告

2018/19

ABC 學校
學校周年殼告

2017/18

ABC 學校
學校周年殼告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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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

2020/21-2022/23

透過自評循環 P-I-E P

完善學校的工作

須綜合
三年對
應關注
事項評
估整體
成效

須綜合各科
各組評估結
果，對應關
注事項評估
整體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