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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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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學年

➢ 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以協助學校實施校本管理

2022/23學年

➢ 公布「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
構」，提高公帑資助學校人員對
教育質素的問責精神，包括落實
以全校參與模式完善國民教育



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主要優化措施

3小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 學校自評時更聚焦於七個學習宗旨，綜合運用香港學校表現指標和
自評資料及數據，從整體角度評估學校在培育學生相關素質的效能

• 學校進行周年自評時，須每年蒐集學校表現評量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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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24學年下學期開始，教育局會將該學年外評報告的總結 章節
上載至本局網頁，讓公眾知悉，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及體現學校問責
精神

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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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 關於自評
P

I

E

尚需注意的地方

• 未能訂定適切的目標

• 尚須加強監察，適時給
予科組回饋

• 未能綜合運用自評數據
及聚焦評估學生表現

• 着力自我完善

• 制訂適切的發展方向

• 調撥或開拓不同資源

• 合適的專業發展活動

• 蒐集不同的自評資料和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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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得更好 ? ― 關於自評

策劃

未能對焦學生表現

例子1：「加強推動自主學習」

例子2：「加強國民教育」

過於寬闊

例子3：「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例子4：「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推行

須加強監察
工作的落實情況

科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制訂工

作計劃後，領導層的工作是：

․蒐集？

․蒐集→存檔？
․蒐集→檢查→予以回饋？

․蒐集→檢查→予以回饋→適

時檢視，如瞭解相關工作在
課堂落實的情況？

評估

未能對焦學生表現
評估工作成效

例子1：側重報道工作的完成程

度、運作細節等

例子2：側重教師/學生的觀感、

又或側重單一數據，未能綜合

運用自評數據評估學生表現

關於
目標訂定

尚需注意的地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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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完善初中課程規劃，充分涵蓋核
心元素：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範疇三「文化與傳承」、
範疇五「資源與經濟活動」、
範疇六「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策略和管理」知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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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 關於課程的寬廣與均衡

• 課堂內外互相配合

• 妥善落實小學教育課程

• 以學生為本，運用「優化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契機

•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民科）已穩步落實

尚需注意的地方



如何做得更好 ? ― 
關於初中課程規劃

初中未能充分涵蓋核心元素 - 學習領域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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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舉隅 - 歷史科

《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2019) 頁7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17) 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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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 關於自主學習

• 十分重視，不少學校以此作為關注事項

• 藉科目學習、專題研習、閱讀和電子學習等，
從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裝備學生

• 建基網上教學經驗，在電子學習平台布置任務

• 通過生涯規劃教育，按部就班裝備學生；
小學則尚在摸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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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關於健康的生活方式

• 關注復常後學生在體能、情緒、社交等方面的需要

• 小部分學校加強培養學生恆常做運動的習慣

• 着力協助疫情下長大的幼稚園學生過渡至新的教育階段

尚需注意的地方

• 大部分學校於小一上學期
仍以紙筆評估為主

• 恆常安排補課

• 領導層須帶領團隊確切協助學生
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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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得更好 ? ― 關於健康的生活方式

學校做法舉隅：

• 上課前設早操 / 體育活動時段

• 善用午息進行體藝活動

• 有小學增加體育科課節

→積極提供機會讓學生鍛鍊體魄，
培養恆常參與體能活動的習慣

• 課餘時間開放校內遊戲空間、
運動設施

• 家政科和體育科合辦「健康生
活」講座，學生進行專題習作

• 有中學以「促進學生身心健
康」作為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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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得更好 ? ― 關於健康的生活方式

須注意的地方：
• 學生的功課量
• 測考及評估安排
• 小息和午膳時間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試行版) 202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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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視學結果 - 關於課堂學與教

• 迅速恢復常規，教學活動多元化

• 小部分教師已加強運用「學時」

• 大部分學生上課態度認真

• 不少教師運用預習成果啟動課堂

• 多提問：增加學生參與課堂的機
會，適時掌握學習情況及照顧不
同能力的學生

尚需注意的地方

• 須善用「學時」，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

• 小部分課堂的小組學習
活動設計有待改善

• 側重查考所學，層次不高；
未能靈活運用追問、轉問、
具體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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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得更好 ? ― 關於課堂學與教

學校做法舉隅：

例子(1)

• 上課前
教師安排的預習任務切合學生的能力，並
扣連課堂的學習內容

• 上課時 教師檢視學生預習所得，適切調整教學步伐

→對焦學生需要，靈活運用課堂時間，提升學與教效能

• 設校本課堂學與教策略「提問—追問—思考—齊齊說」

• 互學、共學、自主學習元素貫穿課堂內外的學習

→有效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習慣和態度

→學生參與度高，學習效能明顯

例子(2) 



15

總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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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須強化領導，
持續完善自評工作，
向更優質教育邁進

2. 學校須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持續優化STEAM教育，
並協助學生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陶鑄德才兼備的新一代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reports/insp-annual-reports/index.html

視學周年報告(即將上載)
主頁>學校行政及管理>學校教育質素保證>
各類報告>視學周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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