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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學 宗 旨 

 

本校秉承鳳溪公立學校一貫辦學宗旨，以「謙、信、勤、

敏」為訓，實施德、智、體、群、美全人教育，為學生提供優

良之學習環境及全面而均衡之課程，讓他們愉快地學習，發展

潛能，協助他們建立正確及積極的人生觀，為日後回饋社會作

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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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1. 深化自主學習 

 
 

2. 塑造正面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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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行政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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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中國語文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瞭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已經於九月中 

完成各級課程

檢討和修訂進

度表。若有微

調和修訂，會

在科務會議或

級會議中再作

商討。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况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

生完成不

同程度的

習題，以

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各級進度

表已明確

標示不同

程度的功

課，包括前

測 或 預

習、後測

等，讓不同

學習情況

的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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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

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况，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在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可以通過

適切的預

習、課業及

挑戰，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鞏

固所學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根據觀課

所見，教師

能設計引

導學生參

與個體和

群體的學

習活動，例

如報告、

eclass 、 

Kahoot、分

組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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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參與

課堂具挑

戰性提問

及回應挑

戰題。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活動、令學

生主動及

樂於學習。 

 

 就觀課所

見，學生能

建 立 常

規，於課堂

前寫上學

習目標，並

於課後檢

視所學。 

 

 就觀課所

見，老師能

靈活而積

極地利用

組長制和

學進制，鼓

勵組長帶

領組員、學

生個人參

與課堂具

挑戰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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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問及回應

挑戰題。就

學習評估

問 卷 所

見，也能反

映學生很

投入和樂

於自主學

習本科， 

題 2 平均

得分超過

7。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

強學習策

略的訓

練。 

 於課堂中

利用不同

的概念圖

鞏固課堂

所學，以

協助學生

逐步掌握

摘錄筆記

的技巧。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鞏固課堂

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全年 根據級會議記

錄，教師都有

安排同級的筆

記要求和特定

模式，强化學

生利用不同的

概念圖鞏固課

堂所學，協助

學生逐步掌握

摘錄筆記的技

巧。筆記範本

均存放於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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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按教學需

要爲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

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

趣。 

 

 與圖書館

合作，安

排學生到

圖書館借

閱科本推

薦圖書及

進行學習

活動，以

培養學生

閱讀習慣

及興趣。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以

提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教材庫。 

本學年分設初

中和高中教研

組，探討中一

中二級及中四

中五級的筆記

重點。筆記重

點已經登載於

學 校 指 定 位

置，科任老師

可以適時參考

改進。根據各

級會議及全體

科 務 會 議 記

錄，老師均認

同本學年筆記

重點能有效協

助學生解決相

關 難 點 。 同

時，根據考測

分析，大部分

學生的表現均

有明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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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就觀課所見，

老師能要求學

生利用統一筆

記或學習日誌 

摘錄筆記，以 

建立並强化他

們 的 自 學 習

慣。 

 

本科已經在各

級加入最少一

個與國安教育

元素相關的閲

讀材料，希望

提升學生的文

化涵養和閲讀

興趣。教材存

放於科内文件

夾。 

 

本科與圖書館

合作，安排學

生借閱科本推

薦圖書、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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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好書等等，以

培養學生的閱

讀習慣及提升

閱讀興趣。 

 

2. 塑造正面

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

造欣賞氛圍及

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本科教師均能

選取學生優秀

作 品 加 以 表

揚，從而提升

學生的學習自

信和成就感，

也加强同儕之

間的欣賞氛圍

及文化。同時， 

卓越地帶的數

量 較 以 往 提

升。 

 

 

2.  塑造正面

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成

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運用正向

回饋進生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全年  根據觀課

所見，教

師能在課

堂積極促

進師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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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學生回饋 流，給予

正 向 回

饋，先肯

定 後 點

撥，以提

升學生的

正向心態

和 成 就

感。 

 

 就習作檢

查可見，

教師在課

業 批 改

上，都能

善用「正

向 印

章」，以正

面評語點

評學生的

强項，也

能以正面

角度，提

供改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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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議，從而

建立學生

成長型心

態。 

 

 根據學習

評 估 問

卷，評分

均 是 6.5

以上，可

見學生在

學習本科

時，態度

正 面 積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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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教學計劃             

(2)察閱習作             

(3)觀課             

(4)香港學校朗誦節             

(5)中三級 TSA 訓練             

(6)學術周             

(7)世界閱讀日             

(8)初中試前温習班             

(9)圖書展覽(與圖書館合作)             

(10)網上閱讀(凌文)             

(11)各級補考             

(12)中華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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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3)伴我啓航             

(14)屬校小六功課輔導班             

(15)屬校小五學生中學體驗班             

(16)家長觀課             

(17)開辦拔尖保底班             

(18)初中廣泛圖書閱讀計劃             

(19)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20)師生閱讀分享             

(21)教育局合作計劃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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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因應學校本年度的關注重點，本科不論是課程和課堂設計，以致科本活動都全力配合。 

就課程設計而言，每個年級的課程均滲透不同的正向教育主題，例如：愛國情懷、勤勞、

孝親、禮義及感恩等等；同時均設置與正向價值有關的長文寫作，激發學生思考並培養正確價

值觀。 

課堂執行而言，科任老師在學期初已經帶領學生建立良好習慣，善用學習日誌摘錄課堂筆 

記，從而養成自律和自學精神。老師在課堂上也常鼓勵學生，善用學進計劃，使學生積極投入

課堂，讓學生提升自信。另外，老師定期在卓越地帶張貼學生佳作，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强項，

懂得欣賞自己和互相欣賞，從而學習別人的優勝之處。再者，科任老師常常利用印章、貼紙及

畫笑臉的方式鼓勵學生，提升學生的自信和學習動機。 

從觀課，習作檢查，共備討論及佳作收集等不同方面，均能見到學生的反應和表現，符合

老師預期。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本科在各級均設有相關活動以協助學生發展自學能力，例如： 

1. 課前準備：本科在各個單元，設有前測、預習短片、預習課業，讓學生先行在進入課

堂前，通過不同形式的活動，預習相關課題。此舉讓學生習慣在家中或課前，研讀篇

章和資料，自行找出課堂難點或焦點，帶著問題進入課堂，和老師共同探討更高階的

語文知識，並從中建立自學能力。 

2. 課後延伸：本科在各個單元，按學生能力設有後測或延伸閱讀。希望學生能夠在已有

知識上，再利用課餘時間，自行探索相關或相連的知識，以開拓自己的眼界和知識面。

此舉也有助學生深化自學的層次。 

3. 摘錄筆記：各級都有同級的筆記要求和特定模式，以强化學生利用不同的概念圖鞏固

課堂所學，以協助學生逐步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 

4. 本學年分設初中和高中教研組，探討中一中二級及中四中五級的筆記重點。筆記重點

和示例已經登載於學校指定位置，科任老師可以適時參考改進。根據各級會議及全體

科務會議記錄，老師均認同本學年筆記重點能有效協助學生解決相關難點。同時，根

據考測分析，大部分學生的表現均有明顯進步。來年將繼續優化筆記設計，希望通過

針對性的設計，提升學生自學和解決相關學習難點的能力，並有效改善考測表現。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課程涵蓋：親情、友情、國家歷史及認識香港等等，與當代國情、中華民族與文化有

關。故在教授中文的同時，無形中亦向同學進行國家意識、品德及公民教育。 

就科本活動而言，均希望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和傳統保育的認識和認同，例如舉辦中華文

化日、參與語常會舉辦的剪紙藝術活動、參觀香港中華醫藥文化保育區等等，培養學生從多角

度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及文學要素，欣賞傳統美學，進而擴闊學生視野，有助加强保育文化的責

任感和國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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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本科在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頗爲全面，成效不俗。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中一至中三全級均採用電子教學，完全配合學校在推動電子教學的方向； 

2. 本科老師教學過程中亦充份利用網上資源，如：電子書、網上學習平臺、網上視頻及 

教學片段等等。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學年繼續推行組長制，每組均安排水平較高的同學擔任組長。組長可以協助老師推動

或檢查同學的學習情況，讓老師可以調節教學進度。另外，加入以組為單位的競賽，大

大提升了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 本科每個課題設計最少一個活動（討論，短講，kahoot 競賽等等）讓同學參與以提高他 

們的興趣。 

3. 課堂均加入電子元素的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中國語文科

圖書/視聽

教材 

5,000  5,000 學校閱讀 

 

0 

2 教師參考書 1,000 1,000   1,976 

3 
新高中參考

書 
1,000 1,000   

1,225 

4 教具及教材 1,000 1,000   0 

5 
學科活動／

比賽 
3,000  3,000 

全方位學習

基金津貼 

0 

6 
香港學校朗

誦節報名費 
1,500  1,500 

全方位學習

基金津貼 

750 

7 
拔尖保底班

費用 
25,000  25,000 CEG 

0 

       

 合計 37,500 3,000 34,500  3,951 

項目 7 由學校另行撥款支出。 

評估：本學年用款狀況大致良好。唯因高中校本評核形式更新而額外為教師購買指定書目，以

致項目 2 和 3 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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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科工作繁重。本科今年繼續重點檢視各級課程。在八月初，已經審視了各級課程，課程

著重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地讓學生確切掌握和運用各項語文能力。與此同時，高中以十二篇指

定文言文範文爲出發點，希望建構並鞏固學生文言文閲讀能力。其中，本學年高中筆記教研更

以提升學生文言文解難能力爲主軸。另外，不論是寫作或閲讀理解題，均重點標示課業中基礎，

進階及挑戰層級的要求，期望在分層上做到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同時，本科每級均製作最國家安全教育材料，藉此加强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對國家的歸

屬感。本學年也安排學生參加了認識不同傳統文化的活動，既擴濶視野，也提升文化素養。據

學生反映，各項教材有趣；他們願意參與各項文化活動。 

另外，本學年中文科參加了教育局語文教育支援組的發展計畫，希望通過引入專家意見和

汲取不同學校的經驗，持續優化課程規劃，審視現行課程規劃、教學流程及考測設計。本學年

的發展重點聚焦在如何制訂有效的教學策略和考測，提升學生應對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卷二

新考核模式的能力。本學年合共進行了十次共同備課，參與老師均表示能更深入了解新的考評

要求，並優化自己的教學和考測卷設計。 

本科同工一直致力回應學校政策，聚焦研討提升教學效能，推動中華文化和正向教育的教

學策略，積極推動同儕交流。 來年，本科老師也很會密切因應學校政策和學生學習情况，積極

爲學生提供各樣有效的學習材料和方式，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中文科合格率為 92.1%，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

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成績略遜於去年，仍然到達百分之八十，有接近 40 位同學考獲 3 級或以上成績。 

因應爆發第五波疫情，本屆學生留家溫習備戰，部分學生更因未能回校加強備試操練，提升狀

態，最終成績和情緒都難免有所折扣。 

    統計所有考生的表現，卷一表現最不理想，合格率是 52.3%；其次是卷二，合格率是 77.3%；

卷三表現最佳，合格率是 84.9%。故此，提升來屆考生成績的針對策略會以卷一爲主，卷二爲

副，卷三則是保本。 

    就卷一而言，學生的失分位集中在甲部指定文言範文和乙部文言文閱讀理解。甲部指定篇

章，同學的字詞解釋部分表現較以往佳，值得欣賞。唯部分同學對內容及主旨瞭解較為籠統，

掌握細節不透徹，闡述答案的能力亦不足，以致答題不完備或東拉西扯，不能切中題旨；同時，

少部分學生背誦篇章原文有缺失甚或有張冠李戴的情況。乙部文言文閱讀理解，部分學生時間

分佈失衡，以致未能仔細咀嚼文章的內涵，又或者審題不清，出現寥寥幾筆，甚或存在恐懼或

放棄心態。此外，學生未能轉化篇章概念至日常生活應用題，是甲部表現最差的分題。 

    就卷二而言，絕大部分學生能策略性地選答第一題，普遍發揮正常，與全港考生表現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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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部分學生在篇章佈局上有失誤，例如抒情部分過於籠統，未能拓展至社會或人生層面，

只停留在事件本身或個人生活。另外，也有極少部分學生解題能力不足，以致出現離題情況，

影響本卷得分。可幸的是，學生的行文表達稍有進步，獲得錯別字加分的情況也有上升。 

    卷三，是學生表現最好的卷別。學生在本卷甲部表現突出，各題得分均高於全港平均。本

卷乙部表現接近全港，當中語境意識部分的表現更是高於全港平均。不過，學生仍然需要加強

整合拓展和見解論證兩部份的訓練，從而進一步提升全卷得分。 

    縱觀上述情況，本科已經加強來屆學生在這些方面的操練。卷一加強了文言文閲讀的訓

練，尤其是文言篇章概念轉化至日常生活的應用題。同時，老師依照班本情況額外提供精裝筆

記、佈置不同層次的練習，降低學生的恐懼感和陌生感，希望提升他們的應試能力。卷二，全

級均特別強調擬寫大綱部分，務求提升學生的解題能力和反思部分的拓展質量；也會利用午間

分組補課是時間，強化學生欣賞美文和仿作的能力，藉此深化立意部分的訓練。卷三，各班均

集中訓練學生的整合拓展部分，希望強化他們在這部分的意識，避免只整合而欠拓展的弊病；

同時，也進一步訓練學生的見解論證部分，多練習闡述論據，提升論述能力。希望經過這些針

對性的強化措施，來屆學生可以有更好表現。 

 

 

(十一）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李可 陳惠枝 王翠芝 陳可欣 黎良健 

周宇恒 黃雅娟 鍾德誠 周佩珊 

符偉殿 陳惠君 鄭幼琳 謝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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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Evaluation of Annual Plan 2022/23 

 

1. Evaluation on Developmental Action Plan 

 

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1. Enhanc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1.1 Formulat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of ownership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Review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line with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and student 

needs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relevant 

curriculum 

updat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 

development, 

review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ble to adjust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ccordingly in line 

with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and 

student needs. 

 Scheme of 
work and 
teaching 
syllabus 

 Panel 
meetings 

 

whole yea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as 

adjusted by 

having discreet 

testing item in 

daily 

assessment. 

Uniform quizzes 

were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scheme of work.     

1. Enhanc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1.1 Formulat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class and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Through 
coursework 
design, students 
can master basic 
knowledge and 
try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with 
exercises, so as 

 Carry out 
classwork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and 
student’s state 
of learning, so 
that students 

 Departmental 
documents 

 Lesson 
demonstratio
n and 
samples 

 Panel 
meetings 

whole year Two rounds of  

exercise book 

inspection were 

carried out in 

early October 

and Janua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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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of ownership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self-efficacy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Through 
classroom 
design, students 
are guided to 
participate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their 
own and in small 
groups, so that 
students are 
active and 
willing to learn. 
 

 Students write 
down their 
learning goals 
before class and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fter 
class. 
Through the 
learning system 
in which 
students are 

can complete 
different levels 
of exercise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Carry out 
classroom 
design based 
on subject 
matter and 
students’ state 
of learning, 
and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can 
set appropriate 
class goals in 
the Learning 
Journal and 
review what 
they have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feedback 

certain classes. 

The focus was on 

the design of 

pre-tasks, 

post-tasks and 

rubrics in 

writing, and 

news 

assignment. 

 

Teachers 

observed that 

the revised 

design catered 

for learner 

diversity. 

 

In S1-S2 SRL 

lessons,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hey could learn 

to set their 

individual goals 

and act on them 

through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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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awarded marks 
for putting up 
hand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in 
clas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challenging 
questions and 
respond to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the 
classroom. 

learned after 
class. 
 

 Students can 

learn actively 

through the 

group leader 

system called 

SSGS, and are 

willing to 

explore new 

knowledge. 

 

year. 

 

1. Enhanc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1.1 Formulat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of ownership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learning and 

reading habits,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learning 

strategies. 

 Use note-taking 
skills like 
concept maps 
to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Collaborate 
with CUHK 
under QSIP 
project to 
develop 
note-taking 
skills 

 Students can 
make good use 
of appropriate 
thinking tools 
to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Collaborate 
with the library 
to arrange 
students to 
borrow 
recommended 

 Sharing of 
Learning 
journal which 
shows 
records of 
note-taking 

 Teachers’ 
observation 

 ERS records 

 Records of 
meeting 

 Students’ 
work 
 

whole year From teachers’ 

observation, 

Learning Journal 

reflected 

students’ 

progress in 

making use of 

note-taking 

skills. 

 

From students’ 

work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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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books and 
conduct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library to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and interest. 

 Students can 
complete two 
ERS reports 
using the 
e-readers. 

 students were 

observed to be 

able to read 

e-books 

available on 

school’s intrane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ibrary 

has not been 

conducted.  

 

Two ERS report 

were submitted.  

1. Enhanc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1.1 Formulat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of ownership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Make good use 

of the blended 

learning 

opportuni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habits of 

pre-lesson 

learning and 

self-study after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use 
e-learning 
platforms and 
different 
applications. 
Students use 
hybrid learning 
and watch 
teaching videos 
to consolidate 

 Teachers can 
use the 
e-learning 
platforms to 
upload videos. 

 Students can 
use learning 
video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earning 
content. 

 Survey on 
Teachers’ 
Development 
Day 

 Teachers’ 
feedback 

 Student 
questionnaire 

 Quantity of 
clips on 
e-learning 
platforms 

 Views of 

whole year Teachers 

uploaded videos 

to platforms like 

OneDrive as 

pre-lesson tasks 

and post-lesson 

consolidation 

tasks.  

 

From the 



23 

 

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self-efficacy. class. their knowledge.  

 The platform 
systematically 
records the 
learning progress 
of students and 
formulates 
personalized 
learning courses 
accordingly, 
allowing 
face-to-face 
classrooms to 
focus on 
higher-level 
curriculum 
content. 

videos 
watched on 
VLE platform 

questionnaire 

conduct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most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shoot their own 

exam analysis 

videos, 

selectively 

explaining how 

they could have 

answered some 

questions they 

failed to score 

marks.  

 

S1-2 are 

currently using 

VLE platform for 

lesson and 

submission of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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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Other forms are 

yet to take the 

plunge and try 

out the platform. 

 

Quizlet is being 

used in all forms, 

to help students 

retain and revise 

vocabulary 

items. 

 

2. Develop 

positive 

character traits  

Enrich school's 

positive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Integrate 

positive 

elements into 

students’ 

campus life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and culture of 

appreciation. 

 Display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on campus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S2 students 
write gratitude 
letter to thei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s a 
token of thanks 

 Increase the 
quantity and 
frequency of 
showing 
students’ good 
works in the 
classroom 

 S2 students 
complete the 
letter and mail 
it to their 
teacher. 

 Statistics of 
students’ 
good works  

 Records of 
letters 

whole year Students’ good 

wor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classroom 

regularly, and 

once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during Parent’s 

Day. 

 

S2 students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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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letter of 

gratitude to thei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term 

1. 

 

2. Develop 

positive 

character traits  

Improve 

students’ 

resilience and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adversity, 

emotional 

stress and 

mental 

distress. 

Promote 

positive 

feedback in 

teaching and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a 

growth 

mindset  

 Use positive 

feedback in 

teacher-student 

exchanges in 

classroom and 

marking of 

assignment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a 

growth mindset 

 Use positive 
feedback in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have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Records of 
lesson 
observation 

 Records of 
exercise book 
inspection 

 Panel 
meetings 

 Teachers’ 
observation 

 Students’ 
feedback 

whole year Teachers 

reflected 

positively that 

they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use of positive 

feedback and 

encouraging 

remarks in 

writing and news 

assignments. 

 

Stamps of 

positive phrases 

were used in 

dictation books 

and other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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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ncerns 

School 

Objectives 

Subject 

Objectives 

Action Success Criteria Method of 

Assessment 

Date Evaluation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hey were happy 

with thi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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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valuation on the Plan for regular work 

 

Items 
2022 2023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Academic events 

1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 Ceremony             

2 Language Enrichment and Enhancement 

courses (S1-S5) 
            

3 Online learning programmes               

4 News Sharing (S5-S6)             

5 Intensive programme for high-achievers             

6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4)             

7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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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2022 2023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8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6)             

9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S1-S3)             

10 TSA tutorial classes (S3)             

11 Pre-exam tutorial classes (S1-S3)             

12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S1-S5)             

13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S1)             

14 Self-regulated learning (Quizlet, Wisemen, 

English Central, TV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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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15 English Society             

16 English Speaking Days (S1-S5)             

17 English Week             

18 Inter-school Speech Festival             

19 English Debating Society             

20 English Drama Activities             

21 Sports Day English Announcement              

22 English classes (primar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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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inging Contest             

24 Breakfast Desig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S1) 
            

25 Christmas Cookies Decoration Competi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S2) 

            

26 The Life of a Fruit in collaboration with Visual 

Arts Department (S2) 
            

27 Bookmark Desig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cience Department (S2) 
            

28 World Reading Day (S1-S5)             

29 Academic Week (S1-S5)             

30 Summer English classes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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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duties 

31 Scheme of Work             

32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33 Lesson Observation             

34 Inspection of Test and Examination papers             

35 Exercise Book Inspection              

 

Evaluation on the Plan for Regular Work: 

Regular work from September to August was completed on time. 

The following regular work from September to August was not completed on time. Reasons and follow-up actions are as listed below: 

No.7 SBA in S5 was pushed back to post-exam period to cater for cross-border students who just started in-person learning in school campus.  

No.20 English drama activity was not held since a majority of our students living cross the border were unable to attend school physically.  

No.23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the singing contest was run in a video submission format. The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was 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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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plementation of positive education in class 

To practise gratitude, S2 students were asked to write a thank you letter to one of thei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The letters were mailed to the primary teachers.  

 

4. Developing students’ Collaboration skill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kills  

This is the second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collaborated with QSIP of the CUHK. This 

year, S.2 teachers taught note-taking skills explicitly and applied note-taking methods, such as 

Cornell note-taking method and Venn Diagram, to various lessons throughout the year, three 

of which were observed by the peers.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rounds of lesson observation, a 

series of pre-lesson planning and post-lesson sharing were he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team of QSIP. Students’ works were collected and circulated among teachers to 

dost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en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s shown in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during lesson observation and their 

works during circulation. All this led to a great success, which was reported and celebrated on 

a Staff Development Day in June. 

  

5.  Integration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In both junior and senior forms,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and civic values was explicitly 

indicated in the scheme of work. A wide range of topics were well covered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example, junior forms covered the textbook-bounded reading passages on topics 

such as healthy life, teenage problems, crim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reas in 

senior forms, social integration, on-line gaming addiction, drug abuse, food safety and career 

plann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scheme of work. 

Also, students were frequently asked to look for vocabulary items from newspaper articles to 

complete their newspaper assignments. Articles have been chosen to align with the modules 

students were currently studying, which allowed them to get more exposure to social issues 

and current affairs. What is more, all senior form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atch TVnews 

from Edcity regularly, and complete online exercise, including hot issues, on the Wisemen 

platform, which greatly and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ir exposure to the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m.  

 

6.  Adoption of I.T. in teaching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chool year, a hybrid mod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was still in 

place to cater for cross-border students. Apps such as Quizlet, Class Dojo, Desmos, Kahoot!, 

Wordwall and the like were used extensively in various classes to enhance interactiveness in 

the classroom. To facilitate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vision, the department has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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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ces of Quizlet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so that teachers can prepare study sets to be 

shared among form members and for their own class. 

 

7 .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y approach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 series of competitions and activities that help 

widen their horizons, increase their exposure, and sharpen their language skills.  

English Speaking Days 

A total of 15 sessions of English Speaking Days were held throughout the year, from 

September to June. The last Speaking Day will be held on 7th July to celebrate the summar 

vacation. Most of the days were theme-based,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chance to speak in 

English with teacher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English Week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English Week in the previous years was postponed and eventually 

cancelled. This year, the long-awaited English Week was held in from 19 to 21 December, 

with the theme of Christmas. A wide array of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at the school hall and 

throughout the campus, including song dedication, Christmas tongue twister, games such as 

“Snap” and “Pin the nose on Rudolph”.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the whole department, it 

was a resounding success.  

LAC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Two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in S1 and S2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In S1, we collaborated on Healthy Breakfast. In S2, we collaborated on 

Christmas cookie decoration. Another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S2 with the Science 

Department on photosynthesis and making of bookmark.  

Speech Festival 

In the 7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there were 47 entries in various categories. In addition to Solo Verse 

Speaking and Solo Prose Reading, this year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News 

Feature Presentation and Bible Speaking. A total of two championships and three third prizes 

were scooped, on top of 37 entreis with merits and three entries with proficiency. The results 

were exceedingly rewarding.   

Writing to the Press 

Students were constantly writing to the Young Post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on social issues 

and school-related matters. From September 2022 to June 2023, seven pieces were 

published.  

English Debating Team 

Our English Debating Team entered one team, namely CMI Form 4 in the deb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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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UNESCO Hong Kong Association and won the first place in both 

divisions. This time, one of our debaters, 4A Liu You Hua, was awared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final round.  

Project WeCan (Writing) 

A total of 20 students in S.2 have enrolled in the writing scheme organised by the Project 

WeCan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Hopefully their application can be successful.  

 
 

8.  Financial report   

 

Item 

No. 
Item 

Estimated 

expenditure 

$ 

Account/Amount BALANCE 

General 

Grant$ 

Special 

Grant$ 
Remarks $ 

1.  
Reference book 

(Library) 
$5,500.00    $5,500.00  學校閱讀 

 0.00  

2.  Bridging Program $800.00  $800.00      
 0.00  

3.  English Week/Days $3,500.00  $3,500.00      
 0.00  

4.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4,000.00  $4,000.00      

 4,000.00  

5.  
Awards for 

Publication 
$4,000.00  $4,000.00      

 0.00  

6.  SRL Award $3,000.00  $3,000.00      
 0.00  

7.  
Teaching/learning 

aids 
$3,000.00  $3,000.00      

 920.00  

8.  English Corner $5,000.00  $5,000.00      
 0.00  

9.  
Joint-school Activity 

(oral practice) 
$2,500.00    $2,500.00  全方位 

 0.00  

10.  Resource materials $1,500.00  $1,500.00      
 0.00  

11.  Online resources $6,000.00  $6,000.00      
 5,756.00  

12.  73rd Speech Festival  $4,000.00    $4,000.00  全方位  7,050.00  

13.  

Resources for 

self-regulated 

learning 

$2,000.00  $2,000.00      

 1,700.00  

14.  Outing/excursion $4,000.00    $4,000.00  全方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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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o. 
Item 

Estimated 

expenditure 

$ 

Account/Amount BALANCE 

General 

Grant$ 

Special 

Grant$ 
Remarks $ 

15.  Overseas Study Tour $4,000.00    $4,000.00  全方位  0.00  

16.  
English Fun Classes 

(S1-S3) 
$120,000.00    $120,000.00  全方位 

 0.00  

17.  
Scholarship from Mr. 

Liu 
$10,000  10,000 Scholarship 

 0.00  

18. . Others $1,500.00  $1,500.00       346.50  

19. . 
Supplementary 

Class(拔尖補底班) 
$59,000.00  $59,000.00 CEG 

 161,900.00  

 Total 243300 34300 209000    181,672.50  

 
Remarks: 

The following items were not listed in the budget: 

- S6 Oral Training ($9625) 

- S1-S3 After-school Listening and Reading Enhancement Class ($35800) 

 

9. General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strived to implement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establish a phased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curriculum planning. Course-related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were organised to cater 

for students of vari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The department has also gone to great lengths to establish a phased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curriculum planning.  

 

Lesson preparation worksheet 

To capitalize on the notion of lesson preparation, worksheets have been designed to not only 

prepare students for challenging and relevant lexical items but also equip them with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a text, be it intended for any of the four skills.  

 

Homework design 

Homework was designed in line with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 having a focused and specific 

learning goal, meaningful and relevant to students. In keeping with these notions, the following 

assignments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To strengthen reading skills, each form received one piece of extra reading practice worksheet 

(News Assignment A) on a monthly basis. The materials prepared by form teachers were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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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urrent news, ranging from news articles, feature articles to opinion pieces. The goal was 

three-fold. Selection of materials bore the aim to cultivate breadth of reading on a regular basis in 

a controlled manner. Designing of reading questions aimed to provide drilling exercises for targeted 

reading skills in each form as agreed upon among form members.  

 

To hone writing skills, students were asked to write their reflections on a topic based on a 

piece of newspaper related to the themes currently learning. This was Newspaper Assignment B, 

done on a monthly basis. In order to target idea development, teachers focused on marking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ideas and provision of examples in elaboration. Grammar accuracy was not 

the main area of concern as long as comprehension of ideas was not impeded.  

 

To capitalize on vocabulary learning on a thematic basis, students read another piece of news 

of the same theme and focus on learning of generic vocabulary (namely high-order words or 

phrases) and important proper names and knowledg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nd give them a sense of ownership of their own 

learn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will still be in place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S1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hoose from a range of English activities for self-learning. Activities 

include board games, movie appreciation, reading of books of students’ choice, finishing grammar 

exercises, i-learners, etc. This practice will be carried out in S1 and S2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10. Evaluation on DSE results 
  

a. 2023 DSE: 

The overall passing rate is 67%.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details will be conducted once the HKEAA’s 

report is received. 

 

b. 2022 DSE:  

 

A. Overview 

There were a total of 106 students sitting for 2022 DSE English Language Examination. The 

overall passing rate (attaining Level 2 or above) dropped and was below prediction.    

 

B. Paper analysis 

Paper 1 Reading 

In Part A, there were some items in which our students performed less satisfactorily, including 

Q.5, 6, 18 and 22 (iii). Q.5 is a figurative language question in which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infer the meaning of ‘relic’ from the hint ‘only accessible at cultural exhibitions and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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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s’, then associate this metaphor with the bleak outlook of the industry. Q.6 is a 

vocabulary question but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has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s 

when either “a word” or “a phrase” was used as a hint for the candidates. Similarly, Q.18 and 

Q.22 give out no hint as to whether one word or a phrase should be used in the answ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ap into students’ grammatical knowledge in filling in the blanks.  

  

In Part B, about 62% of our students opted for Part B1 whereas about 37% chose Part B2. Q.45 

and Q.50 proved to be challenging since these are in sentence completion and table 

completion formats respectively, which mandate grammatical accuracy. Another challenging 

item is Q.64, which contains a series of questions on views and attitudes, tapping into 

students’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Paper 2 Writing 

 

In Part A, our students were reported to have performed less satisfactorily in content and 

language domains. Part A was stated to be a travel guide but arguably a promotional leaflet, 

which is not an entirely unfamiliar text type. Similar to the part A in some of the previous 

years, this travel guide requires students to make use of the given map while furnishing the 

writing with additional details that are intended to attract the target audience – the visitors to 

the farm.  

 

In Part B, Q.2, 4, and 5 were most popular questions among our students, whereas Q.3 and 

Q.9 were less popular, and Q.6 and Q.7 were least popular. In these questions, the rol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ssume are clearly stated in the question, which orients students to 

the needs of audience awareness. However, the structure of writing in most topics are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which allows for greater flexibility on the one hand but proves to be 

difficult for weaker students on the other as they might need to rely on clear prompts as to 

how they should structure their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In Part A, there were some items in which our students performed less satisfactorily, including 

Q.5, 16, 17, 22 and 51.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listen for the address in Q.5, fill in a table in 

Q.16, 17 and 22, and write down a reason for the why-question in Q.51.  

 

In Part B, about 31% of our students opted for Part B1 whereas about 69% chose Part B2. This 

year, the workplace situation may not be familiar to our students and this was reflected in the 

les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C. Evaluation of top students’ results 

Among the super elite and elite students identified in the summer of S5 to S6, 96% attained 

a passing grade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attained Level 3 or above in English.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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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will be kept. More individual care will be given to the future elite students. 

 

D.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mong the students who failed to meet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requirement because of not 

getting a Level 3 in English, their general weakness was found to be Paper 3 (Listening), 

which saw a drop in the passing rate. While a handful of them were predicted to reach Level 

1-2, Level 2 was their best possible result in English already.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missed 

a lot of points in this crucial paper. Intensive training in this paper will be employed.  

 

E. Recommendations 

In Paper 1 (Reading), the passing rate has slightly increased. It shows that our current 

strategies of having extra newspaper assignments and monthly online reading exercise are 

effective.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reading paper, reading skills will 

be taught and trained more explicitly to consolidate familiarity with the exam formats. In an 

attempt to help those higher-achiever, special attention will be put on the generally more 

popular question types like sentence completion and table completion questions where 

grammatical accuracy is required. 

 

In Paper 2 (Writing),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ttaining Level 3 or above has slightly 

increased but that in Level 2 or above has dropped.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2020 and 

2021 were very similar. One reason for such a drop could be that students failed to recognize 

certain keywords in the questions and therefore missed a lot of marks if not addressing ALL 

the keywords in the question. This is especially so when this batch of S6 students finished 

most of their writing assignments at home or over Zoom, which did not reflect their real 

ability to write on their own and without the aid of online dictionaries. Regarding teaching, 

more emphasis will be put in identifying keywords in the writing lesson. More in-class 

writing will be conducted to ensure students write on their own.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write about their school activites and their daily life more often to foster 

their writing skills in informal or personal writing in Part A.  

 

In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students performed generally not satisfactorily. 

More attention will be put in drilling of Part A (short listening tasks). More support will be 

given to strengthen Part B (integrated tasks).  

 

11. Panel members  

Panel Head Deputy Heads Members 

LMF CSL SJ LTS MTL 

 LHW LST SKl FNW 

 LYY WFL WWY CKH (AT) 

   SJH (NET) LDF (NET) 

    CT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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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數學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於第一次會議

中，檢示了各級

課程大綱，從中

增加了 DSE 相

關課題的教學

時數及優化了

部分課題，以騰

出時間，增加教

導 同 學 解 讀

DSE 選擇題的

時數。於第三次

的 科 務 會 議

中，建議於 7-8

月期間優化中

一至中三的學

習手冊，例如加

入 DSE/TSA 的

歷屆試題，以配

合優化現有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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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學生於課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於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各級於功課、小

測統測、考試及

考測前溫習紙

中加入不同程

度 的 DSE 題

型，讓學生及早

準 備 及 適 應

DSE 題型，老師

認為此策略能

增加同學對應

考 DSE 的信心。 

 

本年度，數學科

於中五級的延

伸單元二中，設

計了一個新課

業 (河內塔)，

讓同學們從不

同的階段建立

自信，課堂將於

4 月進行，並於

7 月 6 日向全

校同學展示學

習成果，有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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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師及學生回饋

會於活動後進

行。 

 

在上學期的課

堂中，中一至中

五各級學習日

誌平均分數如

下: 

中一級 2.99/5 

中二級 3.14/5 

中三級 3.31/5 

中四級 4.05/5 

中五級 3.50/5 

 

在下學期的課

堂中，中一至中

五各級學習日

誌平均分數如

下: 

中一級  

3.41/5 

中二級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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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中三級  

3.66/5 

中四級  

4.45/5 

中五級  

3.66/5 

 

根據老師觀察

及數據，學生能

於學習日誌內

訂立合適的課

堂目標，並於課

後能檢視所學。 

 

在上學期的課

堂中，中一至中

五各級學進平

均分數如下: 

中一級 3.71/5 

中二級 3.76/5 

中三級 3.08/5 

中四級 3.66/5 

中五級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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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在下學期的課

堂中，中一至中

五各級學進平

均分數如下： 

中一級  

3.37/5 

中二級  

4.13/5 

中三級  

3.57/5 

中四級  

3.97/5 

中五級  

3.24/5 

 

從數據中，全部

級別的平均分

都 能 高 於 3

分，加上老師觀

察，學生仍能透

過學進制積極

參與課堂。 

 

 



-44-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按教學需要

為學生提供

更多相關的

閱讀素材，

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總結課堂

所學。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在數學科的學

習日誌 / 筆記

中，強調學生能

夠利用直尺、圓

規、量角器等工

具，繪畫出圖

像、表格等形

式，幫助學生理

解、分析數學概

念及題目。 

另外，同時建議

同 學 摘 錄 筆

記，寫下當天所

學 的 數 學 公

式、具代表性的

例子、使用計算

機的步驟及文

字回饋，作總結

課堂所學。 

 

相關的閱讀素

材已儲存在內

聯網中，而閱讀

紀錄已交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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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動閱讀專責小

組存檔，科任老

師及同學都認

為能認真完成

報告。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善用混合

式教學模

式，培養

學生利用

網上學習

平台進行

預習及課

後自習習

慣，並回

饋實體學

習。 

 

 培養師生

使用電子

學習平台

及不同應

用程式的

能力，學

生透過混

合 式 教

學，反覆

觀看教學

影片，鞏

固知識。

平台有系

統地記錄

學生的學

習情況，

加 以 分

析，根據

 老師能利

用電子學

習平台上

載影片 

 學生能利

用學習影

片自主學

習及提升

學習內容

層次 

 

 教師問卷

調查 

 學生問卷

調查 

 教師意見 

 

全年 繼上年度 One 

Ed 電子數學學

習平台到校為

數學科同事進

行講解及培訓

後，數學科本年

度正式加入由

One Ed 電子數

學學習平台和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系合作的"

優質教育基金

電子學習配套

計劃"，成為協

作學校，以演算

法生成數學題

目，並配合人工

智能技術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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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結果制定

個人化的

學 習 課

程，讓面

授課堂專

注在更高

層次的課

程內容。 

 

數據應用，協助

老師跟進不同

學生的學習需

要，以達致因材

施教。期間平台

將免費給予老

師 及 學 生 使

用，藉此培養師

生使用電子學

習平台及不同

應用程式的能

力師生獲益良

多，為高中數學

科增加了不少

新元素。 

 

另外，數學科於

課後溫習班時

段邀請同學到

校本的學習平

台觀看自學影

片並完成相關

工作紙，希望同

學能利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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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影片自主學習

及提升學習內

容層次。 

 

科本學習問卷

及科務問卷調

查中，認為於課

後溫習班中，觀

看教學影片，能

加強同學對學

習數學的信心

一題中， 

學 生 分 數 為    

4.64 /6 

老師分數為     

5.00 /6 

兩者數據都超

過 7 成半，可見

活動有一定成

效，能提升學習

內容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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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優化現時的學

習模式，讓學

生逐漸建立持

續性的學習模

式，增強同學

對學習數學的

信心 

 為協助同

學於考測

前溫習，

於考測前

為同學提

供上年度

試卷作測

驗或溫習

之用。 

 

 為同學訂

購合適程

度的補充

練習，讓

同學能於

課後時間

持續性學

習數學。 

 

 學生認同

此模式能

增加他們

的應試信

心 

 教師認同

學生在答

題表現更

認真。 

 教師認同

補充練習

程 度 合

適。 

 教師觀察 

 教師問卷

調查 

 學生問卷

調查 

 

全年 老師對此政策

表示歡迎，認同

學生在答題表

現更認真。 

 

科本學習問卷

及科務問卷調

查中，老師於考

測前為同學提

供上年度試卷

作測驗或溫習

之用，有助加強

同學對學習數

學的信心一題

中， 

學 生 分 數 為

5.00 /6 

老 師 分 數 為 

5.36 /6 

分 數 超 過 8

成，可見策略有

一定成效，能加

強同學對學習

數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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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本學年為全級

中五同學訂購

了 一 本 有 關

DSE 課程的補

充練習(舉一反

五)及為全級中

六同學訂購了

一本 DSE 模擬

試題的補充練

習，讓同學能於

課後時間持續

性學習數學，科

任老師均認同

補充練習程度

合適。 

 

1. 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提升學生

的共通能

力，透過

跨科組協

作 的

STEM 探

究，培養

 每年進行一

次或以上的

會議，探討、

安排及檢視

跨科協作活

動以供學生

參與，培養學

生綜合運用

 安排至少

1 次跨科

協 作 活

動。 

 

 相關科組會

議紀錄 

 相 關 活 動

（或）科本問

卷 

 

 

 

全年 於 2023 年 7

月 6 日，與學

生組織委員會

及四社代表合

作，協作舉辦

社 際 數 學 比

賽，目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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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綜合

運 用 知

識 、 創

造、協作

和解決問

題 的 能

力。 

 

知識、創造、

協作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 

 

 學生綜合運用

知識、創造、

協作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從科本學習問

卷中，超過 7

近成學生認為

參加數學比賽

能提升他們對

學習數學的動

機。 

 

1. 深化自主

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適當地運用科

技，設計具挑

戰性的學習活

動，加強學生

的內在學習動

機和好奇心，

幫助學生有效

地將所學應用

於 現 實 情 境

中。 

 在初中各

級安排與

課程相關

的探究或

實踐理論

的活動。 

 

 數學科在初

中每級安排

最少一項與

課程相關的

探究或實踐

理論的活動。 

 

 數學科課程

進度表和會

議記錄 

 學生的學習

成品或相片 

 

全年 各級課程進度

表 已 加 入 與

STEM 教育有關

的活動，學生的

學習成品或相

片放於內聯網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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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

學 生 進

行 科 普

探 究 的

機會。開

拓 視

野，發展

潛能。 

 

 安 排 學 生

參 與 一 些

與 公 開 考

試 無 關 的

全 港 比 賽

或測試，開

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協助舉辦

校內 STEM

周，佈置

班/社際比

賽、攤位

等活動。 

 安排學生參

與一些與公

開考試無關

的全港比賽

或測試。 

 

 

 

 

 

 參 與 校 內

STEM 周的工

作 

 

 比賽參賽記

錄 

 

 

 

 

 

 

 

 

 老師觀察或

參與學生的

問卷 

 

 

 

全年 本校於 2022 年

10 月 9 日安排

了 199 位中一

至中五學生參

加由奧冠教育

中心舉辦的泰

國國際數學競

賽 初 賽

2022-2023（香

港區賽），並獲

得 1 個金獎、4

個銀獎及 41 個

銅獎，獲此殊

榮，實屬不易。 

 

本校於 2022 年

12月 11日安排

了 199 位中一

至中五學生參

加由奧冠教育

中心舉辦的粵

港澳大灣區數

學競賽預選賽

2023（香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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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賽），並獲得 7

個二等獎及 32

個三等獎，獲此

殊榮，實屬不

易。 

 

本校於 2023 年

3月 5日安排了

199 位中一至

中五學生參加

由奧冠教育中

心舉辦的香港

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  2022(香

港賽區)，並獲

得 12 個銅獎，

獲此殊榮，實屬

不易。 

 

本學年 STEM

周活動取消，原

定的數學科同

事在 STEM 周

負責的項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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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於創科同樂肇

行，學生老師們

都樂在其中，把

歡樂帶到整個

鳳溪校園。 

2. 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本年度數學科

卓越地帶的數

量為 216 次，

比 上 年 度 的

220 份，相約。 

2. 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 動 教

學 正 向

回饋，建

立 學 生

成 長 型

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生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科任老師全

年至少一次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學生作業 

 教師觀察 

 

全年 從觀課及習作

審閱中，都不難

看到老師運用

正向回饋。並在

批改習作時，不

使用交叉，以其

他符號代替，保

持正面回饋。 

從 科 務 問 卷

中，科任老師本

年度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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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老 師 著 學

生 批 改 自

己 的 課

業，讓他們

欣 賞 自 己

的 強 項 及

了 解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在數學

科 目 上 趨

向 成 長 心

態。 

與學生一同

進行修改自

己的作業 

與學生一同進

行修改自己的

作業。 

科任老師觀察

中，推動教學正

向回饋，能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從 科 本 問 卷

中，學生認為老

師運用正向回

饋於學生不同

類型的教學活

動，使他們對學

習持正面態度

一題中，分數為 

4.94 /6 ， 有 

82.3%，可見學

生認同此策略

能幫助他們建

立正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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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協作能力 

檢視各級課程共通能力的滲透情況 
            

2. 數學活動 

(i) 數學學會聯同數學科指定老師，安排定期 

   訓練給特定隊伍，參加公開數學比賽 

(ii) 舉辦校內較大型活動，如社際數學比賽，以

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3. 功課輔導班 

(i)  中一至中三舉辦試前功課輔導班 

 

(ii)  為有需要的中六同學舉辦數學加油站 

 

 

 

 

 

 

 

 

 

 

 

 

 

 

 

 

 

 

 

 

 

 

 

 

 

 

 

 

 

 

 

 

 
 

 

  

4. 培養教學領導，增加教學專業性             

5.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6. 更新鳳溪數學教育資源平台，讓科任老師更

方便分享及使用教材。 
            

7. 與英文科合作，印製數學課堂中的英文詞彙

予英文班學生，讓他們更早適應英文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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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協助同學於考測前溫習，於考測前同學提

供上年度試卷，作測驗或溫習之用。 
            

9. 為中六級學生舉辦至少 3 次模擬試，讓學生

盡快適應文憑試考試模式。 
            

10. 為中六級學生訂購及教授至少 1本模擬試練

習，讓學生加深了解文憑試考試題型。 
            

11. 暑期工作 (2023 年) 

(i) 協助伴我啟航工作 

(ii) 協助小五暑期功課輔導班工作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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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本學年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不錯，無論學生或老師都比去年投入，老師除了增加了

鼓勵和支持外，更會在學生的堂課、家課及考測中，取消/減少了使用交叉等負面符號，取

而代之的是圈出學生的錯處。再者，科任老師在批改課頁中，加入了正面評語及貼紙，加以

鼓勵學生，希望他們能夠從老師的正面回饋 (評語/符號) 中，得知自己的錯處後，在愉快的

互動中，改善過來。 

 

(四) 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本年度全校共同推動之共通能力為之一，自學能力的範疇中，數學科於各級均致力推行預習

片製作，努力建立學生的預習習慣，旨在提升同學的自學能力，一方面加強學習效能，另一

方面培養他們主動自覺地來學習數學。年終老師問卷中， 

<2. 我會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上載影片，讓學生能利用學習影片進行自主學習及提升學習內容

層次。>，持正面評價的老師有 87.8%，顯示同事認同此策略。 

另外，有關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情況中，數學科已訂立了每課的筆記的框架，當中包括學生

需填寫該課題的公式、圖像、代表性例題、使用計算機的正確方法、文字回饋等，讓同學能

簡單紀錄自己所學的，將來更容易更方便地找出相關內容。而預習方面，本年度已印製中一、

中二及中三級相關預習內容預學生預習之用。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各級課程內已備有灌輸德育理念的章節，例如中一級百分數一課中，提及種植咖啡的農民的

苦況，令同學感受社會不公平帶來的問題。 

另外，中五級則以【排列組合】這章節，引導學生探索各選舉制度的利弊，其中包括【兩輪

投票制排列方式】及【選舉人方式】。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所有班/組均有於課堂內均有使用資訊科技作教學媒介。 

2. 中一至三年級全面使用 iPad 上課，提高了電子教學的效能。 

3. 陸續有更多老師採用 Quizizz/Kahoot/IC 平台作鞏固階段的學習工具，學生反應熱烈。年終

老師問卷中，< 4. 課堂中使用 Kahoot / Quizizz / IC 平台進行分組比賽，學生於課堂內的

參與度及生生互動有所提升。>，持正面評價的老師有 86.3%，顯示同事認同此策略。 

 另外，年終學生問卷中，<1. 課堂中使用 Kahoot / Quizizz / IC 等平台，增加我於課堂內

的參與度及與同學們的互動。>，持正面評價的學生有 79.7%，顯示同學們積極參與此類

課堂。 

4. 於疫情期間，全部老師均採用 Zoom 來進行視像教學，效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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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疫情過後，雖然本學年部分的教學時間都在網課及實體同步的情況下進行，無阻數學科的活

動教學。老師積極舉辦及帶領數學活動，在數學科的課堂活動中，老師更帶學生走出班房，

學習數學，例如中三級，利用三角學量度樹高、到 STEM LAB 利用水驗算錐體體積及利用綠

豆驗算球體體積的活動等。 

另外，校內及校外的數學比賽都能如期舉行，讓學生擴闊視野，培養他們對數學的素養。 

 

(八) 財政報告 

 

檢討： 

本年度共支出了 $27234.32，佔預算支出金額的 78.9%。主要是用來購買教材及舉辦活動之用。 

沒有項目超支，全部項目還有餘款。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用書 500  500 學校閱讀 $200 

2. 公開試參考書 / 網上資源 1000 1000   $0 

3.  教師參考資源 1500 1500   $1000 

4. 教具 / 教材 1000 1000   $296.22 

5. 數學科比賽 / 活動 500 500   $0 

6. 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4000  4000 全方位 $3910 

7. 雜項 1000 1000   $228.1 

8. 拔尖補底班 25000  25000  $21600 

合計 34500 5000 29500  $272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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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科任老師 

 2023 年 6 月本科透過科內問卷調查，向數學科同事調查對本科工作效能的意見。 

 每題評分為(最不同意、不同意、稍不同意、稍同意、同意、最同意)。 

 

科任老師問卷調查結果  

 
平均分 

1. . 據我觀察，閱讀有關數學的篇章，能幫助學生逐漸建立閱讀習慣及

對學習數學的動機有所提升。 
4.00/6 

2. 我會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上載影片，讓學生能利用學習影片進行自主

學習及提升學習內容層次。 
5.27/6 

3.  

據我觀察，考測前，科任老師進行前考 (上年度試卷/溫習紙) 及檢討，

有助增強同學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5.36/6 

4.  

課堂中使用 Kahoot / Quizizz / IC 平台進行分組比賽，學生於課堂內的

參與度及生生互動有所提升。 

5.18/6 

5.  

據我觀察，參加有關數學的比賽，能令學生對學習數學的動機有所提

升。 

4.82/6 

6.  

我認為整理數學教育資源平台 (B03)，有助加強教學質素及減輕科任老

師負擔。 

5.18/6 

7.  

我有運用正向回饋於學生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建立學生成長型心態。 
5.09/6 

8.  

我與學生全年至少一次，一同進行修改自己的作業。 
5.36/6 

9. 課後溫習班時段，從中引入公開考試題型操練及以教學影片輔助 ，

能使學生逐漸建立持續性的學習模式，增強同學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5.00/6 

 

  分析 

  1. 全部同事們都認短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益。 

2. 數學科同事對使用 Kahoot / Quizizz / IC 平台進行分組比賽的使用十分純熟及滿

意。 

3.   從問卷調查中，可見同事對考測前，科任老師進行前考 (上年度試卷/溫習紙) 及

檢討抱正面態度及有助增強同學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4. 閱讀方面可提升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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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2023 年 6 月本科透過問卷調查，向所有中一至五同學調查對本科學習成效的意見。 

每題評分為(最不同意、不同意、稍不同意、稍同意、同意、最同意)。 

 

 
平均分 

1. 課堂中使用 Kahoot / Quizizz / IC 等平台，增加我於課堂內的參與度及與同

學們的互動。 
4.78/6 

2. 我能利用學習影片進行自主學習及提升學習內容層次。 4.72/6 

3. 考測前，老師進行前考 (上年度試卷 / 溫習紙 ) 及檢討，有助增強我對

學習數學的信心。 
5.00/6 

4. 每年閱讀有關數學的篇章，使我的閱讀興趣得以提升。 4.37/6 

5. 老師運用正向回饋於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使我對學習持正面態度。 4.94/6 

6. 課後溫習班時段，從中引入公開考試題型操練及以教學影片輔助 ，能使

我逐漸建立持續性的學習模式，增強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4.64/6 

7. 分組展示活動增加我於課堂內的參與度及與同學們的互動。 4.75/6 

8. 參加數學比賽，能令我對學習數學的動機有所提升。 (數學比賽參加者) 4.37/6 

9.在 STEM 活動中，提升了我的學習興趣及對 STEM 知識有所提高。 (STEM 參

加者) 
4.48/6 

 

  分析 

  1. 各題全校總平均至少有 4，反映各項政策受大部分同學認同。 

  2. 閱讀方面可提升一點。 

3.   同學對考測前，科任老師進行前考 (上年度試卷/溫習紙) 及檢討抱正面態度及

有助增強同學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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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87.1%，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必修部份 

 1. 考生成績報告及檢討 

本屆有 105 名考生出席應考，第二級或以上比率為 69.5%，及格率略低於上屆 3.8%；

第四級或以上比率為 10.5%，增值率為 6，與上屆一樣。 

 

在疫情持續及多方面因素影響下，高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網上學習，令學習效能下降及

難以即時糾正學生的錯處；部分學生更在文憑試前確診，影響了在考試中的發揮。儘

管如此艱難，科任老師一直努力不懈、竭盡所能，在課餘時間為同學作出補課及操練，

為同學進行中六加油站、網上問功課、實體及網上補課等，多謝老師的努力及付出。 

 

可惜，在三年的疫情肆虐下，本年度的及格率及第四級或以上比率比上一屆下跌；而

增值率則能保持為 6。希望來年的新一屆同學能夠繼續參加模擬考試及操練模擬考試

練習。 

 

另外，近年來本科的試題日趨勢為卷一較淺，尤其甲(一)題目，而卷二則更為刁難，

但卷二的比重却不可忽視。故需著力於甲(一)中的一、兩條較難題目，期望力保甲(一)

得分妥當，再於甲(二)部份儘量取分以提高等級。 

 

對應第二及第三組別，需致力操練應付甲(二)題目。先鞏固變分、統計兩題，然後 

  加強應付求積法題目，再後處理續多項式的問題，期望甲(二)部份能多取 

  分數。 

 

總結而言，建議科任老師加強卷二（選擇題）的題型操練，讓同學們減少失分。 

 

2. 考生答題分析 

 

 2.1 卷一 甲部 

  2.1.1  強項 

   2.1.1.1 指數 (Q.1) 

     平均高於全港平均表現 2% 

   

  2.1.2  弱項(最差 3 項) 

   2.1.2.1 圓方程  (Q.12)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4% 

   2.1.2.2 立體體積 (Q.13)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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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 函數、多項式及因式定理  (Q.14)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6% 

 

  2.1.3  反思及建議： 

    圓的方程–須重溫有關圓的方程的題型 

立體體積–初中的課題，建議於中六時與同學們重溫相關內容 

函數、多項式及因式定理–重溫有關函數、多項式及因式定理的技巧和

題目 

     

2.2 乙部 

  2.2.1  強項 

   2.2.1.1 概率 (Q.15) 

     平均高於全港平均表現 3% 

 

  2.2.2  弱項(最差 3 項)     

   2.2.2.1 函數圖像（配方法） (Q.16)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19% 

   2.2.2.2 等差及等比  (Q.17)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3%  

   2.2.2.3 3D 立體  (Q.18) 

     平均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18% 

  2.2.3  反思及建議： 

    函數圖像（配方法）–須重溫配方法的技巧及特性 

等差及等比–建議來年與中六同學背誦有關等差及等比的公式及加強操

練相關題型 

3D 立體–中五下學期的課題，建議同學背誦正弦/餘弦的公式 

 

 

  2.3 卷二   選擇題 

 

  2.3.1  強項 

   2.3.1.1 因式分解 (Q.1) 

     平均高於全港水平 2.7% 

 

   2.3.2  弱項(最差 3 項) 

   2.3.2.1 恒等式 (Q.3)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7.5% 

   2.3.2.2 百分數 (Q.11)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20.3% 

   2.3.2.3 軌跡 (Q.26)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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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反思及建議： 

- 恒等式–初中的課題，建議於中六時與同學們重溫相關內容 

- 百分數–初中的課題，屬基本課題，建議與學生多操練相關內容 

- 軌跡–與同學重溫基本的 3-4 個有關軌跡的方程 

 

 
延伸部份(M1 M2) 

 
M1 

1. 考生成績報告及檢討 

本屆有 5 名考生出席應考，第二級或以上比率為 80%，表現一般。5 位同學，分別取

得 1 至 5 級的成績，分佈很廣。 

 

由於本科並非主科，對於學生能否進入大學影響輕微，學生分配在本科的時間較其他

科少，當其他科目給的功課練習繁重時，學生很難有時間花在本科上。最後，有兩名

學生在應考本科前兩天仍有其他科考試，令到溫習時間更見短絀。 

 

 

 

2. 考生答題分析 

    強項 

- 概率的應用題 (Q.9) 

         高於全港平均表現 8% 

- 微分的應用題 (Q.12) 

         高於全港平均表現 11% 

    弱項 

- 概率 (Q.3)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18% 

- 微分 (Q.6)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18% 

 

反思及建議 

- 概率–重溫有關概率的基本概念 

-  微分–加以操練有關微分運算題型 

 

M2 

1. 考生成績報告及檢討 

本屆有 4 名考生出席應考，第二級或以上比率為 100%，表現尚可。科任老師特別為

個別同學加開特別溫習班(80-100 小時)，亦為同學準備額外的教學材料以作補充。 

 

於乙部的有關積分題目，其實只要掌握既定的法則，便可以取得不少的分數，比對矩

陣及向量的題目較為容易掌握。然而學生較為懼怕。故需作適當訓練，克服心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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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盼望學生不單能取得合格成績，更可提高等級。 

 

另外，因應各大專院校對 M1 及 M2 科的認受性提高，可鼓勵同學視這一科為有效提

高入學機會的格科目，期望優良率有所提升。 

 

2. 考生答題分析 

 

    強項 

- 微分的應用 (Q.9) 

         高於全港平均表現 4% 

 

    弱項 

- 代換積分法及積分的應用 (Q.6)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51% 

- 線性方程組 (Q.8) 

        低於全港平均表現 37% 

 

反思及建議 

- 代換積分法及積分的應用–來年需與學生操練有關代換積分法

及積分的應用題目 

-  線性方程組–比較基本的題型，學生需多加練習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黃錦烽 

 

 

柯麗霞 

陳榮達 

黃美宜 

譚鎮球 

副校長 
王鴻浩 陳子鴻 

 

賴銳澤 

李少英 林楚強 賴文凱 

 

翁妙理 譚慧敏 張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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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通識科/公民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

要，檢視及優

化現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並

配合學生

發展的需

要，持續檢

視校本課

程，以配合

新課程指

引的要求

及學生需

要。 

 

 能配合學

科改革、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相關教材 

 科務會議

及級會 

 

全年  本科善用出版社、教

育局和中國文化研究

院的素材設計教材和

課堂活動，務求回應

課程文件和調適本校

學生的學習能力。 

 公民科方面，中四級

在級統籌帶領下持續

優化和檢視校本教

材，中五級利用「共

同備課節」設計和發

展教材及家課，成效

滿意。 

 中六通識科利用級會

和級群組持續檢視和

優化校本教材、教學

進度和考測重點，成

效理想。 

 科任同事持續參與教

育局和相關機構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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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訓課程，以加深了解

新課程的發展方向，

及與他校同工交流教

學策略。本校同事能

緊貼課程發展的新動

向，校本課程發展能

回應課程指引的要求

和學生需要。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提升學生上課

時學習的主動

性，增加自我

效能感。 

 

 設計分層

和多樣性

的課業，配

合不同能

力學生的

需要，為他

們提供更

多學習機

會，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業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加強

提升學生

課堂的學

 課業紀錄

及學生表

現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高中三年有一個整全

的學習規劃，各年級

的課業設計均緊扣各

單元的教學和考測重

點，並會在考測後因

應學生表現而調適課

業設計，科任老師都

認同本科的課業設計

能令學生有系統地學

習，及持續鞏固他們

所學。 

 分層課業設計：各級

課業設計是統一的，

而科任老師會因應學

生特質和進度調適對

各班課業的要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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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學

生更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在課堂設

計上加入

更多自習

元素，包括

預習、搜集

資料及滙

報、專題探

究等，促進

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

力。 

 

習動機及

學習表現。 

 

 學生能建

立自主學

習的習慣。 

 

任老師對能力較弱的

班別會提供較多輔

助，例如在課堂上一

起構思論點；能力較

佳的班別則會佈置增

潤題目。科任老師均

認為本科的課業設計

能有效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 

 課堂設計：本學年本

科課堂設計加入更多

個體和群體的學習活

動，包括利用  one 

drive 展示堂課和課

業、利用 padlet 展示

分工搜集的資料、論

點和佐證等。雖然疫

情下難以在課堂進行

小組討論或其他課堂

活動，但利用資訊科

技有助進行分組學習

活動，幫助學生建立

自主學習的習慣。 

 自習元素：本科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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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在課堂設計中加入自

習元素，包括分工搜

集資料、課後延伸練

習等，以培養學生的

自習能力。 

 在學習評估問卷中，

各級在「我能夠完成

老師所指派的家課」

的平均分是 8 分以

上，可見學生的自我

效能感高。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在課堂上

教導學生

製作筆記

的技巧 

(包括腦圖

和圖表

等)，以助

他們歸納

及鞏固課

堂所學，並

逐步掌握

摘錄筆記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整理課

堂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全年  在課堂上，科任老師

會利用學習日誌培養

學生摘寫筆記的技

巧。本科常用的筆記

技巧包括：善用標

題、表格、列點、腦

圖、關鍵詞、舉例。

大部份學生普遍培養

了摘寫筆記的習慣，

展望來年能加強培訓

學生製作「二次筆

記」，促進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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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技巧。 

 

 善用跨課

程閱讀文

章和各類

剪報刊

物，啟發學

生的閱讀

興趣。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上學期進行了一次

「教研日」，科任老師

交流和檢視各班摘寫

筆記的情況，發現各

班學生都習慣「抄寫」

筆記，頗依賴老師的

提示，但「自主製作」

筆記的能力較弱；下

學期加強培養學生自

主摘寫筆記的能力，

學生的筆記質素較上

學期有所提升。 

 本科老師亦會製作家

課和考測改正筆記，

從中培養學生歸納學

習重點的技巧。 

 全學年各班完成了兩

份閱讀紀錄工作紙及

六份剪報練習。科任

老師選取程度合適及

與課題相關的閱讀材

料，以提升學生的閱

讀興趣。科任老師表

示學生普遍認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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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有關課業，相信有助

提培養學生的閱讀習

慣。 

 中四、五級訂閱了「通

six 雙周刊」、中六級

訂閱了「信報通識刊

物」，科任老師會選取

部份篇章在課堂上與

學生一起閱讀和分

析，以啟發學生的閱

讀興趣。 

2. 塑造正面

品格 

2.1 豐富學校

正向環境的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

融入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

中，營造欣賞

氛圍及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

他們學習

信心。 

 

 利用學生

優秀課業

製作教學

筆記，促進

同 儕 學

習，並提升

 按學校編

排更新卓

越地帶。 

 

 

 

 學生的學

習信心得

以提升。  

 

 卓越地帶

統計 

 

 

 

 

 相關課業 

 

全年  本科善用卓越地帶表

揚學生，各班/組最少

會張貼 5 份佳作。 

 同時，本科會在考測

和課業的改正筆記上

展示學生佳作範例，

無論是強或弱班均盡

量展示不同學生的範

例，以提升學習信心

及促進同儕學習，科

任老師和同學均認同

改正筆記有助營造正

向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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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的信

心。 

 

2. 塑造正面

品格 

2.2 提升學生

抵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

向回饋，建立

學生成長型

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不同類

型的教學

活動中運

用正向回

饋。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相關課業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就觀課所見，科任老

師在課堂上多能給予

學生正向的回饋，有

助加強學生的學習信

心和積極性。當中，

中四級的學生在學習

上更為積極和投入。 

 就課業檢查所見，科

任老師在批改課業和

考測時多能給予正向

回饋，同時本科利用

改正工作紙展示同學

佳作，給予學生肯

定；以上皆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信心。 

 整體來說，本科教師

在課堂和課業評改時

都傾向多給學生正面

的回饋，同時會運用

校方和本科設計的正

向印章、貼紙等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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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 

 

  

規劃課堂以外

的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及培養

學生的開拓與

創新精神，及

加深學生對自

身、社會、國

家和人文世界

的理解。 

 

 舉辦各類

課堂外的

學習活動

（包括參

觀、體驗活

動、講座

等），培養

學生成為

有識見、負

責任的公

民及提高

學習興趣。 

 

 學生認同

活動能促

進本科學

習。 

 學生同意

所舉辦的

活動能提

升其學習

興趣。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上學期為中五級舉行

了「模型製作活動」，

讓學生透過活動加深

對中國傳統建築、傳

統藝術、軍備等的認

識和喜愛。 

 上學期為中五級舉行

了「中華文化體驗

課」，讓學生體驗傳統

篆刻、香料香薰包和

製香，同學大都積極

投入於體驗課中。 

 上學期邀請了「公共

政策研究院」到校舉

行「粵港澳大灣區」

講座，增加學生對該

議題的了解。 

 在創科同樂日與中文

科合辦以「當代航天

科技」為題的攤位，

以提高學生對祖國的

航天科技發展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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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識。 

 下學期，中四級將於

暑假期間參加「中華

文化體驗課」，讓學生

體驗傳統篆刻、茶藝、  

麵塑人偶，助他們體

驗創和反思，從而提

升同學的文化自信，

拓闊視野。 

 中五級將於 7 月參加

內地考察團，將會認

識廣洲杫史及文化遺

產，期望透過考察加

深學生對文化遺產的

保育與傳承作反思，

及瞭解維護國家文化

安全的重要性，促進

本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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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優化各級的課程、課業和考卷設計             

2. 提高學生對時事的關注度和認識             

3. 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履行社會責任             

4. 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             

5.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6. 加強培訓，提高學生在公開試的表現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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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本科重視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包括課堂上的口頭回饋及評改課業的回饋，期望學生對學

習抱有積極和正面的態度。 

2. 本科在課堂上持續鼓勵學生回答課堂提問，因此學生在「學進計劃」上得到理想的分數。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年透過摘錄課堂重點、課堂新聞分享、小組議題滙報等教學活動，訓練學生的自學能力，

培養他們關注社會時事、搜集和整理資料、摘錄筆記等自學能力。 

2. 本年亦透過預習影片，培養學生的預習習慣和自學能力。 

3. 為配合公開試要求，本科在每次考測和家課習作均會利用學生佳作或考評局示例製作改正

筆記，讓學生參考和模仿，期望學生透過自學提升應試信心。 

4. 本科為學生定期訂閱通識刊物和考試參考書，並引導學生利用刊物和參考書作自學之用，

加深學生對社會議題和應試技巧的掌握。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年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主要透過課堂探討的議題，使同學對自身、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有

所反思，探討議題包括土地發展、各項選舉制度、社會和政治參與、國民教育、青少年問

題如援交及濫藥、罕見疾病、藥物專利、氣候變化、綠色生活、城鄉貧與富、中國傳統文

化、公平貿易等。 

2. 本年亦透過早讀剪報練習，加深全校學生對社會議題的認識和關注。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年在教學上使用的資訊科技包括教育局和書商的電子教學平台、電子簡報、資料搜集、

Quizizz、OneNote 和 GoodNote 等，相當多元化。 

2. 本科善用 One Drive 發放教學材料和教學影片等，供學生自學和溫習之用。 

3. 本科會善用 Padlet 和 Onedrive，科任老師和學生皆認同這些程式和平台能增加生生互動

和師生互動，促進自主學習。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疫情關係，本年較難推行組長制和活動教學，因此教學活動改以預習、提問、分組閱讀和

搜集資料等形式為主。 

2. 隨著疫情退卻，本年度舉行了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中華文化體驗課、模型製作活動、

到校講座、內地考察團等，這些活動饒有趣味，並能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和當化社會的認

識，學生均積極投入於各項活動中。期望下年度能安排更豐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擴濶同

學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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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持續更新中)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書 3000  3000 學校閱讀 1000 

2. 公開試參考書 2000 2000   1000 

3. 教具及教材 3000  3000 公民科津貼 1000 

4. 雜項 2500 2500   500 

5. 參觀津貼 12000  12000 
全方位 / 

公民科津貼 

12000 

 合計 22500 4500 18000  15000 

 

檢討：(待學年完結再作檢討)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學年科任同事持續製作公民科校本教材和教學活動，新課程的開展大致順利，期望來年

配合已獲教育局審批的教科書、書商教材配套、坊間多元化的教學資源等，調適和優化教

與學。 

2. 本學年透過剪報練習、訂閱報章刊物、文化體驗工作坊、內地考察團等活動，提升學生對

自身社會和中華文化的興趣和瞭解。期望來年繼續舉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增加學生的學

習興趣，並拓視野。 

 

(十)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97%，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整體分析： 

 本屆公開試的合格率是 88.6%，優良率則是 23.8%，與歷屆相若。雖然整體成績略遜於預

期，但部份組別的表現不俗，包括 6AB2 組的優良率高達 63.2%，6AB3 組的三級率達 85%，及

能力稍弱的 6D 也有 2 位學生考獲 LV4，證明過去各項提升成績的策略都恆之有效。 

 增值方面，本科維持滿意的增值數值，增值達 8 級，顯示本科能有效照顧學生差異，教學

效能相當理想。 

 

卷一答題分析 (資料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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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表現不俗：卷一部各項略遜於全港考生表現 2-3%，表現平均。 

 需加強詮釋和歸納能力：根據考評報告，不少考生未能有效地詮釋及歸納資料，或流於引

錄資料內容而欠合理解說；這也是本校學生的弱項。本校學生在 1(b)題平均分與全港差距

較大；這分題要求學生從數據和資料中歸納參與義工服務對青少年個人成長的好處，題目

本身的難度不高，但學生表現較遜，反映部份學生歸納能力較弱，也可能未能扣連相關概

念，日後會加強這方面的訓練。  

 時間分配有進步：本年有學生未能完成作答部份題目，但情況比往年有改善，只有個別學

生未有作答題 2(c) 或 3(b) 的 8 分題。學生在各題的表現大致平均，顯示學生的時間分配

意識有所提升。日後會繼續加強訓練，務求所有學生都能分配時間，完成作答整份試卷。 

 

卷二答題分析 (延伸回應題)： 

 整體表現不俗：卷二是選答題，選答第 1 題的學生佔 46.7%，選答第 2 題的學生佔 21%，

選答第 3 題的學生佔 32.4%，選題方向與全港考生相當相近。同時，本校學生在三題的表

現均與全港考生相若，差距只是 + / - 1-2%，反映學生表現不俗。 

 需加強學生的時事訓練：卷二是延伸回應題，學生需就題目的議題作延伸思考，而非只倚

賴資料作分析。考評報告指出部分考生未能將相關事例通則化及以相關概念回應題目，以

致答題表現差強人意，相信本校學生亦有相似的情況。有見於此，本科日後會加深學生對

不同當代議題的認識，透過訂閱報章、剪報練習、時事分享等，增加學生對廣泛議題的認

識。 

 需加強學生的論述能力：卷二 (b) 部份的題目一般用於測試考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要

求考生仔細審題和跳出資料的框框去思考問題。然而考評報告指出，不少考生在未能展示

高階思維能力，相信這是全港考生的通病。故此，日後會加強本校學生的審題技巧和多角

度思考能力，令他們能準確扣連題目作答，改善答題表現。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成員 

潘嘉琪 譚嘉敏 戎曼怡 葉俊雯 

  鍾德誠 麥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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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物理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

要，檢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課程。 

 

 了解相關課

程更新的方

向，並配合

學生發展的

需要，檢視

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及

學生需要而

作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科主任已檢視

中三至中六級

物理科課程、優

化重點及了解

學生需要。 

 

各級教學進度

表已有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

架，如中五「放

射性同位素的

應用與輻射安

全」和中六「放

射性同位素的

應用與輻射安

全」。 

 

中三物理科課

程加入潛望鏡

製作、雙筒望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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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鏡製作的 STEM 

活動。 

 

中五物理科課

程加入電動機

製 作 的 STEM 

活動。 

 

以上 STEM 活

動，能讓學生更

了解物理原理

及相關應用，以

提高其學習其

物理的興趣。 

 

物理科實驗按

學生不同學習

能力設計不同

的學習任務及

撰 寫 實 驗 報

告，能提升教學

效能。 

 

科任同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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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參與教育局和

相關機構的培

訓課程，以加深

了解新課程的

發展方向，及與

他校同工交流

教學策略。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上課

時學習的主動

性，增加自我效

能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學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業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聚

焦在提升

學生課堂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在中四至中六

的課程，老師已

就每個課題，按

科本及學生學

習情況進行課

業設計、編寫筆

記和作業及重

新整理公開試

題目。學生亦需

訂 購 補 充 練

習，在課後鞏固

所學，讓學生更

主動、積極地學

習，提升自學精

神和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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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主動及

樂於學習。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習目

標，並於課

後檢視所

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的學習動

機及學習

表現。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於

課後能檢

視所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地

學習，樂於

探究新知。 

 

 

分 層 課 業 設

計：科任老師會

因應學生特質

和進度調適對

各班課業的要

求，科任老師對

能力較弱的學

生會提供較多

輔助（基礎練

習），對能力較

佳的學生提供

更多挑戰性習

（進階題目）。

科任老師均認

為本科的課業

設計能有效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 

 

受網課因素影

響，組長制度未

能有效施行，課

堂改以利用頻

密的提問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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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專注於課

堂和能夠掌握

重要的知識點。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習

策略的訓練。 

 於課堂總結

時利用概念

圖鞏固課堂

所學，以協

助學生逐步

掌握摘錄筆

記的技巧。 

 

 按教學需要

為學生提供

更多相關的

閱讀素材，

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學生能善用

合適的思考

工具總結課

堂所學。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以

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 讀 紀 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推行情況滿意。 

 

就老師觀察學

生課堂表現和

批 改 學 生 筆

記，大部份學生

都 能 善 用 筆

記，鞏固其課堂

所學。學生寫筆

記的技巧和記

錄學習重點的

能力大大提升。 

 

中三、中四、中

五已於本學年

各完成一份物

理科閱讀工作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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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引

發學生持續學

習興趣 

提升學生的共

通能力，透過跨

科 組 協 作 的 

STEM 探究，培

養學生綜合運

用知識、創造、

協作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每年進行

兩次或以

上 的 會

議，探討、

安排及檢

視跨科協

作活動以

供學生參

與，培養學

生綜合運

用知識、創

造、協作和

解決問題

的能力。 

 

 數理科安

排至少 2

次跨科協

作活動。 

 

 科組會議

紀錄 

 活動（或）

科本問卷 

 

全年 順利完成。 

物 理 科 和 ICT 

科及升學及就業

輔導委員會合作

下，中四同學於

2023 年 2 月 13

和 2023 年 2 月

22 日參觀了科

學園創科體驗館

及 CLP 

Innovation 

Hub，開闊了學

生視野，獲益良

多。 

 

另外，物理科和

科學科合作，安

排以下 STEM 活

動給學生，包

括：中三學生於

2023 年 3 月 16

日參加「澳洲國

際聯校學科評

估及比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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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 ）， 成 績 優

異，包括：3 人

獲得 Distinction 

榮 譽 獎 ( 最 好

10%)、2 人獲得

Credit 優 異 獎

(最好 25%)、2

人獲得 Merit 優

良獎(成績最好

35%)、7 人獲得

Participation 參

賽獎。 

 

中三學生 2023

年 4 月 28 日參

加了香港數理

學會舉辦 2023

科 學 評 核 測

驗，成績理想，

共有 14 名中三

同學獲獎，包括

2 人獲得鑽獎

（全港成績最

高 5%）、1 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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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得金獎、4 人獲

得銀獎和 7人獲

得銅獎，2 人獲

得參與獎。 

 

1．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引

發學生持續學

習興趣 

鼓勵學生參與

校內及校際

STEM 比賽，增

加學生進行科

普探究的機

會，開拓視野，

發展潛能。 

 

 協助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並培訓

學生為服

務生，開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協助舉辦

校內 STEM

周，佈置班

/ 社 際 比

賽、攤位等

活動。 

 

 參與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工作。 

 參與校內

STEM 周的

工作。 

 

 會議紀錄 

 活動紀錄 

 老師觀察

或參與學

生的問卷 

全年 順利完成。 

 

於 12 月 2 日協

助籌辦北區小

學 創 科 同 樂

日。本科負責

「旋轉木馬」工

作坊，區內小學

生踴躍參加，積

極參與，表現投

入。 

 

就老師觀察，本

校學生服務生

投入活動，學生

表現積極，樂在

其中，提升了對

STEM 學 習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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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氛

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造

欣賞氛圍及文

化。 

 

於校園展示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他們

學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往提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本科張貼於卓

越地帶的佳作

數目是每班各

五份。數量和往

年相若。同事都

認為透過課業

展示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 

 

2.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及

精神困擾的能

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生

成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老師在批改課

業時積極使用

正向貼紙及正

向印章，運用正

向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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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制訂公開考試成績指標             

2. 科任老師交流文憑試評分標準要點             

3. 學生習作簿檢查             

4. 科主任觀課             

5. 學生學習評估檢討             

6. 鼓勵學生參加科學比賽             

7. 訓練學生自學能力             

8. 中六級 SBA 呈分             

9. 盤點校本評核所需儀器及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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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是年因疫情關係，全港中六級物理科 SBA 呈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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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學生通過課堂練習，挑戰自我，保持正向的情緒，全心投入學習。師生之間建立了良好的人際

關係，老師就學生表現成就作正面回饋，不斷鼓勵和支持，實行貫徹始終的正向教育。同時，

老師在批改課業時積極使用正向貼紙及正向印章，運用正向回饋，以建立學生成長型心態。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已編制每個課題內容的課本筆記和預習。同學課前會做預習；課堂和課後，同學都善用筆

記，在完成課堂後，能自己整理筆記，鞏固所學。另外，學生須訂購物理科額外練習操練，定

時按照老師指示完成有關課題練習，自行核對及改正。完成後呈交老師檢查。這能有效培養學

生自學能力。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在預定課程中，已列出如高空擲物、使用安全帶、再生能源、核能使用等與德育及公民教

育相關的物理學問題，在有關的課題中作討論。學生都有良好的反應，提出他們的觀察。 

2. 在討論日常生活的議題時，學生在明白情景中物理學的原理後，能夠分析面對的問題，從

而作出合理的選擇。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出版商提供了很豐富的多媒體教材，如實驗模擬程式等，同事可在上課時加以使用，以輔

助教學。 

2.  今年繼續鼓勵同事在 youtube 找尋合適影片提升學生對物理學興趣，學生反應良好。 

3.  所有同事經常使用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 

4.  受疫情影響，同事拍攝多套教學影片(包括預習影片、歷屆試題題解等等)，以供學生更有

效學習。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疫情期間，同事利用模擬實驗，引導學生掌握實驗的原理和技巧，增加學生進行實驗的信心。 

下半年，全港學生復課後，實驗活動如常，學生可以透過實驗更理解物理的知識和內容。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撥款 102.60 

2 教具及教材 5000 5000   2747.80 

3 
學科活動 / 

比賽 
1000  1000 全方位 

3420.00 

4 同樂日活動 / 500 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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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推廣活動 

5 雜項 500 500   0 

 合計 8000 6000 2000  6270.40 

 

由於今年本科推薦學生參加「澳洲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科學）和 2023 科學評核測驗之

人數較多，須繳付報名費，故此項目 3 實際開支較預算高。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工作評估： 

1. 本科的同事 能積極合作，努力提升學生成績，在新高中文憑試，學生的及格率和優

良率令人滿意。 

2. 在各項工作中，大部份都能達標。 

3. 回顧去年的工作，同事都努力付出，並盡心合作，努力為學生拔尖保底，繼續提升學

生成績。 

4. 中六同學於 2022 年 9 月 2 日下午參加了由香港天文台「學校社區環境輻射測量先導計

劃-伽馬線報」工作坊，學生對放射學應用和測量都加深認識，獲益良多。 

5. 中六學生於十二月份參加了香港數理學會舉辦的模擬考試，有助學生更有信心準備公

開試。 

6. 本校物理科和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合作下，中四同學於 2023 年 2 月 13 和 2023 年 2

月 22 日參觀了科學園創科體驗館及 CLP Innovation Hub，開闊了學生視野，獲益良多。 

7. 中三學生於 2023 年 3 月 16 日參加「澳洲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科學），成績優

異，包括：3 人獲得 Distinction 榮譽獎(最好 10%)、2 人獲得 Credit 優異獎(最好 25%)、

2 人獲得 Merit 優良獎(成績最好 35%)、7 人獲得 Participation 參賽獎。 

8. 中三學生 2023 年 4 月 28 日參加了香港數理學會舉辦 2023 科學評核測驗，成績理想，

共有 14 名中三同學獲獎，包括 2 人獲得鑽獎（全港成績最高 5%）、1 人獲得金獎、4

人獲得銀獎和 7 人獲得銅獎，2 人獲得參與獎。 

 

建議： 

展望來年本科會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多進行實驗，繼續推動學生參加科學比

賽，提升同學的研習動機。老師方面，繼續努力，推動正向文化和深化學生的筆記設計

和使用，以提升教與教的效能和提升學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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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90.9%，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考生成績報告 

 

本校共有20位考生應考物理，任教老師是葉嘉然老師及吳依蘭老師。本校及格率為90.0%，和

全港合格率89.8%相若。 

 

科任老

師 
 

科目 
 

考生人

數 
 

及格人數 
 

本校及格

率 
 

全港及格

率 
 

葉嘉然老

師 

物理 

(中文組) 

15 13 86.7% 89.8% 

吳依蘭

老師 
 

物理 

(英文組) 
 

5 5 100% 89.8% 

  20 18 90% 89.8% 

 

由於 2020 年 2 月開始，全港因疫情多次停課，長時間需要以 ZOOM 網課代替實體課堂，就算

復課後只能進行半日制的實體課堂，以致影響本來原定的教學進度。即使老師在這段期間，不

停 ZOOM 網上補課，以爭取更多教學課時，協助學生溫故知新，應付公開試，但這個學習模

式令學生難以適應，尤其自制能力較低的學生更懶散，影響學業。有的學生因此而感到吃力和

困惑，因此，這個艱難情況令本屆中六學生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及挑戰。 

 

另外，本屆選修物理的中六學生當中，大多為跨境生，他們大多在中五下學期或中六上學期才

回港居住，他們在公開試成績比預期較差。原因是跨境生長期缺乏老師在旁的照顧和支援。他

們只能透過網上課堂和課後微信與老師溝通。這比起學生在學校得到及時的支援和照顧相對較

遜。 

 

再加上考試局將今屆的考期縮短，考完中、英、數、通主科及化學科翌日就考立即應考物理科，

令學生倍加壓力，他們未能應付自如。 

  

面對以上的困難和挑戰，本校整體合格率為 90%，略高於全港合格率(89.8%)，這有賴老師和學

生的共同努力。期望往後的日子，同事繼續努力培育更多學生，爭取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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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本校物理科都致力實拖以下措拖以提升公開試成績： 

 

(一) 長期假補課 

任教中四至中六同事都會於每個長假期為學生進行補課 (如停課期間，則改為 ZOOM 網上補

課) ，以爭取更多教學課時，協助學生溫故知新。 

 

(二) 課後及午間奮鬥小組 

任教公開試班的同事都會在午息時間(每循環周兩次) 及課後 (如停課期間，則改為 ZOOM 網

上補課) 跟學生操練題目，包括公開試題目及補充練習，以協助學生掌握及熟習不同情境的題

型。 

 

(三) 公開試操練 

物理科已將近三十年的公開試題目分類，釘裝成小書，令學生更易掌握及操練相似的題目，以

更了解公開試的答題技巧和評分標準。 

 

(四) 訂立溫習時間表及模擬考試和小測 

同事都會替學生訂立溫習時間表及善用三連堂進行定期的模擬考試和小測(如停課期間，則改

為 ZOOM 網上進行有關考試和小測) ，以鞏固學生所學和提高更多機會操練。 

 

(五) 操練公開試選擇題及幫學生訂購物理科精讀練習 

學生定期操練多於十年的公開試選擇題，及訂立溫習時間表讓學生定期操練物理科精讀練習，

以提升學生成績。 

 

(六) 科內分享和專業交流 

科主任不時樂於跟同事分享公開試的發展和關注事項:包括每一年的評分準則分析和答題特別

要學生留意的地方，以協助同事在教學上得到最大的效益。 

 

(七) 參加校外模擬考試 

科任老師會協助同學報名參加校外模擬考試 (如: 在 2021 年 12 月同學參香港數理學會模擬考

試) ，讓學生盡早準備溫書應對公開試，科任老師亦會取回試卷跟同學分析及講解題目的內

容，令學生更有信心去準備公開試。 

 

2. 考生答題分析  

 

題目一： 

 

本題測試考生對熱傳遞的認識和理解，整體表現尚可。考生在(a)部大多明白「公平測試」的含

義。在(b)中，雖然考生提到能量損失率隨時間下降，但能明確指出這是源於温差减少者不多。

(c)(i)部答得不錯。在(c)(ii)中，相當多考生不知道閃亮的面是良好的熱能反射器/不良的散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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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弱的考生錯誤地從傳導方面解釋，例如鋁是良好的導熱體。考生在(d)部表現不錯。 

 

題目二： 

 

考生的表現令人滿意。在(a)(i)(I)中，有些考生只計算了摩爾數 n，或者錯誤地將其作為分子數

N。個别考生得出比 n 大或小十倍的數值答案。在(a)(i)(II)中，一些考生誤將(a)(i)(I)中的 N 作為

NA 以求平均動能 EK。有些考生錯誤地計算了分子的總動能或將 EK除以摩爾数以獲得平均動

能。(a)(ii)(I)部揭示了有些考生並未理解如果温度 T 恆定則 EK 保持不變，亦有考生表示 N 與 m

成反比，EK 與 m 成正比，這可能是對方程 pV=1/3 Nmc2 的曲解。在(a)(i)(II)中，除了有些考生誤

將所提供的方均根速率 600 m s-1 當作方均速率外，整體表現良好。(b)部答得很差。考生大多

試圖用壓強、密度、濃度或質量的差異來解釋緩慢的擴散過程，而不是從氣體微觀方面着眼。

有些則因誤解了問題而解釋為何氣體 C 向上擴散。 

 

題目三： 

 

本題藉四軸飛行器測試考生對力和運動的認識和理解。整體表現尚可。在(a)中，一些考生未能

清楚說明懸浮的飛行器上所受的兩個平衡的力。個别考生誤以為作用在飛行器上的推力來自地

面對氣流的反作用力。較弱的考生在答案中表示推力大於飛行器的重量。(b)部答得很差。一

些考生在處理方程 質量 = 密度 × 體積 時遇到困難，而個別考生將四軸飛行器的質量和氣流

的質量混淆了。(c)部答得不錯。有些考生未能正確標註作用在飛行器上的向上推力，或者在自

由體圖中錯誤地包含了向心力（這實際上是來自推力的水平分量）。個别考生沒有意藏到(c)中

的氣流速度與(b)中的不同。 

 

題目四： 

 

考生整體表現令人滿意。大多數考生能夠在(a)中求得體操運動員的動能，儘管個别誤以「N」

作為能量的單位。在(b)(i)中，很少考生在描述運動員的機械能轉換為彈床的彈性勢能方面取得

滿分。(b)(ii)部答得很差。很少考生懂得以能量守恆原理和對彈床所作的功來估算體操運動員

施加的平均力。部分考生忽略了運動員在接觸彈床後重力勢能有進一步的損失，因此得不到正

確答案。 

 

題目五： 

 

本題測試考生對幾何光學的認識和理解。整體表現令人滿意。在(a)(i)中，考生大多能夠繪畫折

射線並獲得遙遠物體的像。較弱的考生誤以為光線 q 來自物體的底部。在(a)(ii)中，考生多知

道實像是可以被屏幕捕獲。考生一般都懂得如何使用相似三角形的邊比來處理(b)。然而，不

少考生在從光線圖中獲取像的大小和位置，以及依比例轉換運算時，並不小心。 

 

題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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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的表現尚可。在(a)中，考生大多知道「相干」的含義，然而部分未能作扼要說明。(b)(i)(ii)

部答得不錯。在(b)(i)，考生明白觀察到示波器跡線交替的最大和最小值是源於干涉。有些因沒

有明確指出最大/最小值與相長/相消干涉之間的對能關係而得不到滿分。有些考生誤認為(c)

中的程差是 0.5、或 2而不是 1.5。在(d)中，只有能力較佳者才知道間距 AB 和最大值的數

目是如何相關。超過一半考生答對(e)部。 

 

題目七： 

 

考生的表現未滿人意。在(a)(i)中，部分考生誤將磁鐵的極性表示為正/負。(a)(ii)部答得不錯。

在(a)(iii)中，少於半數考生知道為什麼磁鐵不應與鐵粉接觸。儘管磁場圖樣是典型的，但許多

考生並不熱悉(b)(i)中的實驗，故能獲得高分者不多。在一些答案中，繪畫在場力線上的指南針，

其指針與磁場方向和或相鄰的指南針未有對齊。個別考生忘記描述如何獲得數條場力線。然而

約三分之一考生能提出(b)(ii)中指南繪圖方法的優點。 

 

題目八： 

 

考生的表現尚可。考生多能理解(a)部用以找出燈泡 I-V 特性的電路。大部分考生在(b)(i)中正確

算出燈泡的額定電阻。在(b)(ii)中，考生大多知道燈泡的電阻會隨所施電壓而增加，但很少考

生指出電流/功率會增加。考生在(c)部答得很差。頗多考生沒有意識到燈泡在相關電路中並非

以額定值運作。因此，即使是那些在 I-V 特性圖上正確繪畫所需直線的考生，當中也只有少數

能利用電流和電壓讀數來求(c)(ii)中的功率。 

 

題目九： 

 

本題以金屬圈進入磁場的情境，測試考生對電磁感應的認識和理解。考生的表現未滿人意。考

生大多能在(a)中指出感生電流的方向。個別考生誤將電流標示在磁場內部或周圍。在(b)中，

頗多考生誤以為感生電動勢只施於切割磁場的導線上，而不是金屬圈上（即完整電路）·個別

考生誤將載流導線上的磁力與移動電荷上的磁力和/或電力等同起來。較弱的考生認為「感生

電動勢」是施加在載流導線上的「磁力」。在(c)(i)中，考生經常錯把導線 YZ 內的電壓降 IR 當

作其電勢差。有些考生誤以為感生電動勢或其四分之一是跨 YZ 的電勢差。(c)(ii)反映考生並不

完全明白感生電動勢、電勢差和電阻上的電壓降 IR 之間的關係。 

 

題目十： 

 

本題測試考生對核裂變和聚變的認識和理解。考生的表現未滿人意。在(a)中，考生大多能正確

計算質量虧損。頗多考生誤將兩個氘核素聚合的質量虧損當為一摩爾氫/氘核素產生的最大能

量。在計算中，有些考生沒有意識到每個反應需要兩個氘核素。較弱的考生把氘核素的質量或

氦和中子的總質量錯誤當作是產生的能量。在(b)中，約三分之一考生正確地寫出另一聚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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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很多考生在(c)中使用一般的術語來解釋聚變相對於裂變的優點，例如更穩定/安全、危害/

污染更小、效率更高、更清潔等。考生的回答揭示了一種誤解，即一次聚變反應較一次裂變反

應釋放更多的能量。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成員 

葉嘉然 吳依蘭 賴文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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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化學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本科組持續更

新筆記，本年

在中六級中文

班引入新設的

基 礎 程 度 筆

記，以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的

學生。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本 學 年 引 入

Microsoft Form 

在課堂內外進

行即時評估及

回饋，同時收

集同學在各個

課題的學習數

據，以根據同

學 的 學 習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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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度，調整教學

節奏及為個別

同學提供適切

的協助。 

 

另外，本科在

中三級全面推

行翻轉教室，

初中同學需在

Power Lesson 

平台觀看教學

影片和完成相

關的練習，以

提升同學的自

學能力。 

 

本科組在課堂

設計加入不同

的互動活動，

例 如 小 組 討

論 、 動 手 實

驗、組建模型

等的方式進行

探究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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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以提升同學在

課堂的參與及

學習動機。 

 

本科亦嘗試促

進同儕間的互

相學習，在課

堂中邀請同學

擔任助教，即

席在班前或透

過預習錄影片

解說題目。同

學表現認真，

學 習 氣 氛 良

好，部分同學

更靈活利用不

同的圖表協助

解說。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策略的訓

練。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全年 本學科將重點

培訓同學使用

圖表、點列等

的摘錄筆記技

巧製作測前、

試 前 溫 習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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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按教學需要

為學生提供

更多相關的

閱讀素材，

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學生的閱讀

興趣得以提

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記。 

 

同學根據自己

的需要，用不

同的摘錄筆記

技巧自製溫習

紙在課堂小測

時運用。相對

以往只按老師

要 求 抄 錄 筆

記，自製溫習

紙的過程可促

使同學整理及

組織所學，根

據 自 己 的 需

求，製作屬於

自己的筆記。 

 

下學期學習評

估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大部分

學生均能摘錄

課堂的重點，

整 理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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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8.7/10)，幫助

溫習及準備考

試（8.4/10）。尤

其是即將面對

公開考試的 S5

同學。他們表

示在小測時製

作溫習紙的過

程可幫助他們

找出及整合課

文重點，有助

提 升 溫 習 成

效。 

老師會提供與

課程相關的網

址及剪報予學

生閱讀，並請

他們撰寫內容

簡 介 和 讀 後

感。閲讀材料

與日常生活有

關，普遍學生

認同閱讀資料

能 加 強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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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面，能運用所

學知識。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

學 生 進

行 科 普

探 究 的

機會。開

拓 視

野，發展

潛能。 

 

 安 排 學 生

參 與 一 些

與 公 開 考

試 無 關 的

全 港 比 賽

或測試，開

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協助籌辦北

區小學創科

同樂日，並培

訓學生為服

務生，開拓學

生視野，發展

潛能。 

 

 協助舉辦

 安排學生參

與一些與公

開考試無關

的全港比賽

或測試。 

 

 

 

 

 

 參與籌辦北

區小學創科

同樂日工作 

 

 

 

 

 

 參 與 校 內

 比賽參賽記

錄 

 

 

 

 

 

 

 

 

 老師觀察或

參與學生的

問卷 

 

 

 

 

 

 老師觀察或

全年 本學科亦推薦

了 3 名中五同

學參與中文大

學的暑期化學

研習課程，讓

他們瞭解如何

將化學應用在

實現可持續發

展及對化學系

課程及中大的

認識。 

 

本年的北區小

學創科同樂日

新增設大象牙

膏實驗，就讀

化學科的高中

同學擔任服務

生，運用在化

學科所學的知

識向小學講解

實驗。同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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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校內 STEM

周，佈置

班/社際比

賽、攤位

等活動。 

 

STEM 周的工

作 

 

參與學生的

問卷 

 

現專業、理

想，能運用所

學的化學知識

及實驗技能協

助小學同學進

行體驗活動。 

 

本科在試後活

動舉辦肥皂工

作坊，讓同學

可將化學知識

學以致用，並

嘗試製作屬於

自己的肥皂，

報名人數理

想。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 正 向 元

素 融 入 在

學 生 的 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欣

賞 氛 圍 及

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化學科在每級

的每班中挑選

學生佳作，並

在 教 室 及

Onenote 展

示，以提升他

們學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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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卓越地帶的數

量較以往輕微

提升。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在課堂上，老

師積極鼓勵同

學回答問題，

並根據同學的

回答提供正向

的回饋。 

 

另外，在實驗

課也能觀察到

科任老師能即

時根據同學的

實驗技巧，提

供 正 面 的 指

導，鼓勵同學

分 析 實 驗 結

果，從中找出

實驗誤差的來

源，及提出可

行 的 改 善 方

法，從錯誤中

也能學習，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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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調錯誤也是學

習 的 過 程 之

一。 

學習評估問卷

顯示，學生在

Q1 及 Q3 平均

給予 8 分以

上，反映學生

對學習持正面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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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於長假期替高中學生補課             

2. 修訂中三雙語教材             

3. 修訂高中雙語筆記             

4. 指導高中學生進行預習和自習             

5. 派發科本問卷予高中學生             

6. 鼓勵學生參與全港性模擬考試             

7. 進行校本評核（中五至中六）             

8.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9. 盤點化學物品及儀器             

10. 製備學生實驗冊及其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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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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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正向教育是一種基於學生強項、積極心態和自我覺察的教育方法，是本校三大關注事

項之一。其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強自信心和學習成就感。以下是化學科推行

正向教育的政策與措施： 

1. 創建支持性的教室環境：創建一個安全、尊重和包容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

價值和能力。鼓勵學生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尊重每個人的想法和觀點。此外，科任老師

亦會使用正面語言和肯定語氣，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 

例子：在分組活動中，讓學生互相幫助，共同解決化學問題，並鼓勵他們分享彼此的成

功經驗及挑戰。學生可以通過實驗和解決問題等方式發揮創造力，創新性地解決問題，

進而提高學習興趣和動力。 

2. 強調過程而非結果：在評估學生的表現時，更注重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展示的努力和進

步，而非僅僅關注考試成績或排名。 

例子：在實驗報告中，對學生的實驗過程、思考和分析給予肯定和鼓勵，而不是只看實

驗結果是否完全正確。 

3. 設定具挑戰性但可達成的目標：為學生設定合適的學習目標，讓他們感受到挑戰，同時

也能看到自己的成長和進步。化學教學中可以給學生提供一些具體的成功體驗，例如讓

學生成功完成一個實驗或解決一個問題，以提高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學生可以透過成功

的實驗、解決複雜的問題等方式提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感，進而激勵學習動力。 

例子：為學生設定一個學期的目標，如掌握某一化學概念或提高實驗操作技能，並在過

程中給予指導和支持。此外，科任老師透過鼓勵學生互相支持和鼓勵，讓學生感受到集

體的力量和成功的喜悅。 

4. 教導學生應對挫折和困難的策略：幫助學生建立抗逆力，教導他們如何在遇到挫折時保

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例子：在學生遇到困難時，引導他們分析問題，尋求資源和幫助，並鼓勵他們相信自己

有能力克服困難。 

5. 強調化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讓學生了解化學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激發他們

對化學的興趣和熱情。科任老師透過鼓勵學生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探索化學知識的應

用和發展，讓學生更加熟練地應用所學知識，提高他們的學習成效。例子：通過生活中

的例子，如藥物、空氣污染、食品添加劑等，讓學生了解化學知識與生活的緊密聯繫，

並讓他們思考如何利用所學的化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學生可以通過參加實驗、討論和

解決問題等方式積極參與，進而深入理解化學知識。 

 

成效檢視 

透過科組內的同儕觀課觀察所得，科任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和互動良好，在問答時，老師普

遍能夠提供正面的回饋，鼓勵學生回答，對學生的思考過程給予肯定。在進行實驗時，科

任老師能透過引導學生分析及找出錯誤的成因，從失敗中學習。除此之外，化學課程亦已

加入了不少與日常生活應用有關的實驗，提高同學的學習動機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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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在摘錄筆記方面，同學根據自己的需要，用不同的摘錄筆記技巧自製溫習紙在課堂小測時

運用。相對以往只按老師要求抄錄筆記，自製溫習紙的過程可促使同學整理及組織所學，

根據自己的需求，製作屬於自己的筆記。在製作溫習紙的過程中，可見同學能運用綜合運

用筆記技巧將一些他認爲重要及需要提示的課文知識摘錄在溫習紙中，讓他能在小測時參

考。這有助訓練及培養同學的自主學習能力。 

 

本科各級均使用校本筆記，現在使用的是第五稿。以中三筆記為例，老師在教授某些課

題時會要求學生透過完成閱讀理解作預習，對要準備學習的課題有初步理解。另外，本

科在中三級的所有課題已推行翻轉教室，初中同學需在上課前到 Power Lesson 平臺觀看

教學影片和完成相關的練習及預習。 

 

另外，化學科老師已為 DSE 題目的拍攝解題片，內容涵蓋 2012-2020 的公開試題目，並

已經把它們上載到 Youtube，供高中學生自習之用。本年更要求中五英文組學生拍攝解題

片，期望學生能從中學會分析題目，找出重點和難點的能力，從而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和

答題表現。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課程內容涉及科技與人類的生活，無論是教授金屬的開採、燃燒化石燃料、丟棄塑

膠、處理電解廢料等課題，無不把當中的道德議題跟學生討論一番。本科在中五課程中

加入剪報練習，要求學生就有關剪報寫出相關化學知識及撰寫 100 字的感受（道德判

斷）。這可讓學生更加認識化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 

 

另外，本科已經應教育局建議，在課程中加入國安教育元素，諸如：稀土的戰略價值、

化石燃料的蘊藏量和需求量及酸雨對農作物生長的影響等。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本學年引入 Microsoft Form 在課堂內外進行即時評估及回饋，同時收集同學在各個課題的

學習數據，以根據同學的學習進度，調整教學節奏及為個別同學提供適切的協助。另外，

本科在中三級全面推行翻轉教室，初中同學需在 Power Lesson 平台觀看教學影片和完成

相關的練習，以提升同學的自學能力。 

  

中三的學習評估問卷顯示，本科在(EL1) 課堂內的電子教材令學習生動有趣及(EL2) 以電子

學習模式,加強我的自主學習分別取得 8.2 及 8.1 分（10 分為滿分）。學生贊同老師在課堂

中能善用資訊科技，表現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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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組在課堂設計加入不同的互動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動手實驗、組建模型等的方式進

行探究式學習，以提升同學在課堂的參與及學習動機。 

 

本科亦嘗試促進同儕間的互相學習，在課堂中邀請同學擔任助教，即席在班前或透過預錄

影片解說題目。同學表現認真，學習氣氛良好，部分同學更靈活利用不同的圖表協助解說。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及教育資料 1,000  1,000 學校閱讀 868.30 

2 化學藥品及儀器 8,500 8,500   7175.05 

3 雜項 500 500   500.00 

 合計 10,000 9,000 1,000  8543.35 

 

檢討：整體預算運用良好。由於煙廚出現故障，來年將會預留預算用於維修煙廚。另外，本科

將增加化學藥品及儀器的預算，以在科內加入 STEAM 的學習元素。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年為走出三年疫情，全面復常及通關的第一年，大部分跨境生因只透過網課中學習實驗技

巧，部分跨境生更從未進入實驗室上課，缺乏動手實踐經驗，以致實驗技巧生疏，不熟悉實驗

儀器放置的位置等。本科已進行各項的追補措施包括再次講解實驗儀器放置的位置，讓跨境生

熟悉實驗室的佈局、在分組做實驗時，多加留意跨境生的實驗技巧，並作出適當指導及讓跨境

生矯正、做示範實驗時，多邀請跨境生作爲實驗小助手，增加與跨境生的互動等，讓他們儘快

適應復常後的課堂。 

 

爲了及早讓高中同學為 DSE 作更好的準備，提升公開考試成績，本科已向學校申請增撥資源，

在星期六開辦外聘導師增潤班予中五級學生，集中教授他們應試技巧和作試題操練，成效理

想。以下是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普遍同學認爲增潤班有效講解 DSE 考評重點（4.80/5）、有助

鞏固以往學過的知識（4.80/5）。他們均認爲來年應該繼續舉辦增潤班（4.93/5）。因此本科建議

來年可在中五級選修科增撥資源，恆常開辦外聘導師增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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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80%。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年化學科 DSE 及格率為 88.7%，符合預期表現，亦與全港平均的 88%相若。本屆考生飽受疫

情影響，上課時間最少，學習質素也不如往屆理想。故此科任老師的溫習策略是透過分析近五

年的考卷以強化學生的解題和答題技巧，從而提升他們回答問題的信心及能力。學生及格率幸

最終能達至全港平均水平。 

 

本校學生在 Paper 1B 有較多題目得分較全港平均遜色。這可能因爲 Paper 1B 的內容較淺、直

接、較多題目為基礎程度，要求考生牢記或背誦知識，較少題目需要靈活運用，因此，大部分

考生均可得到不錯的分數。相對之下，本校同學可能在基礎程度的課題操練不足，以致在 Paper 

1B 的表現較全港平均遜色。相反，由於 Paper 2 內容較 Paper 1B 深，因此全港考生的得分較

Paper 1B 低，因此本校學生在 Paper 2 的表現與全港平均的差異相對較少。  

 

以下的題目表現較全港平均遜色（差距>40%）的分析及檢討。 

 

題目 考生表現 檢討 

Paper 1B 

1(c) About three quarters of the candidates gave correct electron 

diagram for potassium iodide (KI). 

Common mistakes: 

 Wrongly considered KI is a covalent compound 

 Gave incorrect numbers of the outermost shell electronsfor 

K+ and I- 

應加強同學在繪

畫電子圖的訓練 

4(b) About half of the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state that the boron 

atom in a BF3 molecule does not have an octet structure because 

it has only six electrons in its outermost shell.  

Common mistake:  

 Wrongly considered that the boron atom has five outermost 

shell electrons before forming the B-F bond. 

本校學生在微觀

世界這課題的處

理較弱，在教授共

價鍵時，應提供更

多非八隅體的例

子讓同學熟悉。 

4(c)(i)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give correct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a SF6 molecule.  

Common mistake:  

 Confused about the directions of the six covalent bonds in 

應加強同學在繪

畫三維結構分子

圖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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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E 

 

 

 

4(c)(ii) About half of the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state that SF6 is a 

non-polar molecule and give a correct explanation. (e.g. SF6 

molecule is symmetrical, and the polarities of the S-F bonds in SF6 

cancel out.) 

Common mistakes:  

 SF6 molecule has a trigonal bipyramidal structure  

 the electronegativities of the F atoms cancelled out each 

other  

 the polar S–F bonds cancelled out each other 

 

應提醒同學小心

運用不同的化學

專有名詞，強調

Polar bond、

polarity、

electronegativity 

的分別。 

6(b)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candidates chose "sunshine" or 

"ultraviolet rays". 

本校同學對取代

反應不熟悉，應在

這課題作更多的

操練，讓同學熟悉

不同的題型。 

6(c)(i) Just over half of the candidates used terms such as "unpaired 

electrons" to explain why chlorine free radicals are reactive. Some 

candidates simply stated "7 outer electrons" without providing 

further explanation. 

6(c)(ii) Just over half of the candidates were able to explain the chemical 

species involved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a substitution 

reaction.  

11(a) About half of the candidates gave the correct systematic name for 應加強同學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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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P. 

 

Common mistakes:  

• Incorrect locants (‘1-methylbutan-2-ol’ or ‘2-methylbutan-1-ol’)  

• The name written as two separated words 

機化合物命名的

操練。 

11(c)(i)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candidates gave the correct structural 

formula for W. 

 

應加強同學在有

機化合物的化學

反應及轉換的操

練，特別是醇的氧

化還原反應。 

Paper 2  

1(b)(ii)(1)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the candidates : able to state A as 

chlorine. 

這題反映同學對

電解的產物不熟

悉。建議可以在這

課題進行更多實

驗，讓同學可掌握

不同類型電解的

產物。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賴富偉 / 余偉民 陳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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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生物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

要，檢視及優

化現有校本課

程。 

 深入了解

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

向，並配

合學生發

展 的 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而作出

校本課程

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科內老師不時

檢視各級教學

進度，並配合

課程發展優化

校本教材。選

修應用生態

學、微生物與

人類、遺傳

學、環境污染

等課題均配合

國安教育加入

相關教材。影

片、簡報及相

關教材上載至

W:/ drive。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上課

時學習的主動

性，增加自我

效能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業設

計，讓學

生完成不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不時按各級學

生的程度，改

善課業設計，

讓不同程度的

學生都能有信

心完成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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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題，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自主學

習，令學

生主動及

樂 於 學

習。 

同程度的

習題，以

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

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

行課堂設

計，令學

生主動及

樂 於 學

習。 

各級課業均包

含基礎知識及

高階/挑戰題。 

 

 

 

 

各級都盡量在

有面授課時進

行實驗活動，

提 升 學 習 動

機。上學期中

三級 1 次、中

四級 3 次 及中

五級 3 次，成

效留待年終檢

討。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習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80%學生

能於學習

日誌內訂

立合適的

課堂目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學習日誌 

 

全年 90% 學生均能

使用學習日誌

定立課堂目標

撰錄筆記。 

每堂均提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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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所學。 

 

 

 

 

 

 

 

 

 

 

 

 透過優化

學進制，

鼓勵學生

參與課堂

具挑戰性

提問及回

應挑戰

題。 

標，並於

課後能檢

視所學。 

 

 

 

 

 

 

 

 

 

 學生能透

過學進制

參與課堂

具挑戰性

提 問 及

回。 

生寫學習日誌

作記錄及課堂

總結，並示範

及引導學生用

表格、分枝及

概念圖作總結

課堂所學。90%

學生均有適時

提交學習日誌

且內容豐富。  

 

 

70% 學生能透

過學進制參與

課堂具挑戰性

提問及回。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鼓勵老師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學生能於

課堂總結

時利用概

念圖鞏固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學習日誌 

 圖書館記

全年 選擇適合的文

章，給學生閱

讀並配合圖書

館 的 閱 讀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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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自我效能感。 練。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與圖書館

合作，安

排科任老

師帶領學

生到圖書

館借閱科

本推薦圖

書，以培

養學生閱

讀習慣及

興趣。 

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科任老師

帶領學生

到圖書館

借閱科本

推薦圖

書，以培

養學生閱

讀習慣及

興趣。 

 

錄 劃。生物實驗

室亦擺放了圖

書館送贈的舊

生物雜誌，讓

學 生 自 由 借

閲。 

 

 

科 任 老 師 於

2023 年 1 月 

帶領中四級及

中五級學生，

以及於 2023 年

4 月帶領中三

級學生到圖書

館借閱科本推

薦圖書，以培

養學生閱讀習

慣及興趣。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善用混合式教

學模式，培養

學生利用網上

學習平台進行

預習及課後自

 培養師生

使用電子

學習平台

及不同應

用程式的

 科任老師

能使用電

子學習平

台及不同

應用程式 

 課堂觀察 

 電子學習

平台記錄 

 教學影片

存檔 

全年 科任老師能使

用電子學習平

台及不同應用

程 式  (e.g. 

Onedr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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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習習慣，並回

饋實體學習。 

能力，學

生透過混

合 式 教

學，反覆

觀看教學

影片，鞏

固知識。 

(e.g. 

Onedrive / 

Eclass / 

Screencast

/ 

Kahoot!)

，讓學生

透過混合

式教學，

反覆觀看

教學影

片，鞏固

知識。 

 

Eclass / 

WeChat/ 

Kahoot!)，分享

教學材料，讓

學生透過混合

式教學，85%學

生均能純熟使

用各種平台，

溫故知新 

反覆觀看教學

影片，鞏固知

識。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提升學生的共

通能力，透過

跨科組協作的 

STEM 探究，培

養學生綜合運

用 知 識 、 創

造、協作和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科任老師

每年進行

兩次或以

上的會

議，探

討、安排

及檢視跨

科協作活

動以供學

生參與，

 科任老師

每年進行

兩次或以

上 的 會

議 ， 探

討、安排

及檢視跨

科協作活

動以供學

生參與。 

 會議紀錄 

與不同科目進

行跨科協作實

驗活動 

 中五級於 2022

年 12 月 19 及

20 日已舉行生

物科生態考察

營，到長洲明

愛陳震夏效野

學園進行了兩

天的生態考惟

因疫情關係，

同學未能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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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培養學生

綜合運用

知識、創

造、協作

和解決問

題的能

力。 

 

考察營，師生

需要即日來回

營地。其中一

天進行了 STEM

的實驗工作

坊。所有學生

積極投入活動

並提升了進行

探究的興趣。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加強學生的內

在學習動機和

好奇心，幫助

學生有效地將

所學應用於現

實情境中。 

 初中科學

科加入或

改用校本

設計實驗

和活動，

能配合本

校學生的

學 習 需

要，加強

學生對科

學的好奇

心，幫助

學生有效

地將所學

 中三級至

少加入或

改用兩個

校本設計

實驗和活

動，配合

本校學生

的學習需

要，加強

學生對科

學的好奇

心。 

 校本設計

實驗和活

動紀錄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中三級於課題

6-食物與人類

的食物試驗實

驗，和課題 7 -

人的營養探究

蛋白酶對蛋白

的作用實驗，

此兩項實驗加

入或改用了校

本設計實驗和

活動，配合本

校學生的學習

需要，加強學

生對科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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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應用於現

實 情 境

中。 

 

奇心以及科學

探究精神。 

 

  鼓勵學生參與

校 內 及 校 際

STEM 比賽，增

加學生進行科

普 探 究 的 機

會 。 開 拓 視

野，發展潛能。 

 安排學生

參與一些

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

全港比賽

或測試，

開拓學生

視野，發

展潛能。 

 

 

 

 

 

 

 

 

 

 

 

 安排學生

參與一些

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

全港比賽

或測試。 

 

 

 

 

 比賽參賽記

錄 

 

 

 

 

 

 

 

 

 

 

 

 

 

 

 

全年 

 

 

 

 

 

 

 

 

 

 

 

 

 

 

 

 

 

 

 

中四級 7 位生

物科學生參加

由香港大學舉

辦 STEM 

Competition 

and Citizen 

Scientist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gramme 

“Guardian of 

the Ficus 

Tree”，學生已

於 2023 年 2 月

25 日到香港大

學出席講座，

學習考察樹木

技巧、收集及

處 理 數 據 技

巧。活動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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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加學生進行科

普 探 究 的 機

會 。 開 拓 視

野，發展潛能。 

 

中四級 4 位生

物科學生參加

由香港青年協

會創新科學中

心的優才培訓

活動 2023 其中

的 「分子生物

學講座」，能加

強培育生物科

尖子。 

 

中四級 2 位生

物科學生參加

由香港青年協

會創新科學中

心舉辦優才培

訓活動的「基

因工程訓練計

劃 2023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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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協助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並培

訓學生為

服務生，

開拓學生

視野，發

展潛能。 

 

 協助舉辦

校內 STEM

周，佈置

班/社際比

賽、攤位

等活動。 

 

 

 

 

 

 

 

 創 科 同 樂

日 分 工 及

學 生 參 與

記錄 

 

 

 

 

 

 

 

 

 

12 月 

Stream 」  活

動。學生能認

識不同的 STEM

原理且積極投

入活動。 

 

 

 

創科同樂日已

於 2022 年 12

月 3 日舉行，

凱與昌負責攤

位為「提取士

多啤梨 DNA 工

作坊」。服務生

經培訓後能認

識不同的 STEM

原理且積極投

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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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

造欣賞氛圍及

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除班房卓

越 地 帶

外，科本

增 設

Onderive

卓 越 地

帶。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卓越地帶每班 

至少有三次或 

以上的卓越地 

帶紀錄。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師生運用

正向回饋

進行不同

類型的教

學活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在批改作業及

師生交流上，

80% 以上均用

正向回饋。例

如 : 利用學校

的蓋印、有趣

貼紙等等及語

句進行正面回

饋。 

 

測考或功課表

現佳者，或見

同學在本科學

業有進步，給

予 小 禮 物 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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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對於同學遞交

的優質課業，

老師會把功課

副本張貼於壁

佈板。此舉既

是肯定了同學

的理想功課，

亦能促進同儕

間互相交流功

課質素;同時也

把優質課業掃

瞄，製成軟本

上 載

OneDrive，方便

同學隨時可利

用流動學習裝

置閱讀同學的

功課內容。 

 

除非出現明顯

錯誤，不以批

改學生錯處，

間下或圈出學

生錯處，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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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IR(表示:不相關

答案 Irrelevant)

以取代批改

功課。 

 

豐富課堂正向

環境的佈置，

例如張貼正向

字句或畫板，

在生物室張貼

或懸掛，以營

造正向氛圍。 

 

課堂上盡可能

鼓勵學生積極

回答問題的勇

氣，以提升學

生抵抗力、紓

緩情緒壓力及

精神困擾，以

正向態度應對

學習挑戰。 

 

以上各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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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均能使學生對

學習持正面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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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提升學業成績 - 補課、製作及應用筆記及

教材 

            

2. STEM FAIR             

3. 老師培訓課程/講座或工作坊             

4. 同儕觀課             

5. 提升自學能力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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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行動： 在課堂內外以正面的說話鼓勵學生自強不息，努力不懈。 

    批改習作時加上正面的文字回饋、貼紙及蓋印， 

推行日期： 全年 

    成功準則：  學生能用正向思維自我鼓勵，老師亦能多給予學生正能量。 

評估方法： 課堂及習作觀察 

評估： 學生喜歡正面的文字回饋、貼紙及蓋印，會有較大的動力前進。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行動  : 於各級設課前預習，包括預習工作紙、課前資料搜集及 

預習影片。中三學生設預習工作紙，中四至中六設基礎練習。 

中三至中六設有科本筆記。 

推行日期： 全年 

成功準則 : 各級學生均能完成課前預習及科本筆記。 

評估方法： 課堂觀察、預習工作紙及科本筆記教材記錄。 

評估： 透過預習工作紙，部份學生在上課前已了解教學目標及內容方向，效果良

好。中三至中六均設有科本筆記，學生於課堂使用筆記撰錄重點，科本筆

記內同時亦設有課堂練習給學生分段自我評估。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行動:  在相關課題作滲透，例如資源的保育和污染等。培養學生認識及關注與個

人、社會、環境及科技有關而具爭論性的問題。閱讀有關飲食健康、保育、

疾病認識和公共衛生的文章。參加了有關飲食健康及保育的校外活動。 

成功準則:  大部分學生在課堂討論有正面的想法亦積極投入參加了有關飲食健康及保

育的校外活動。 

 

評估方法：  課堂及活動觀察及習作記錄。 

評估：  大部分學生在課堂討論有正面的想法，亦有學生表示對飲食健康、保育及公 

共衛生等有身體力行。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行動  :  教師大部分時間採用簡報、上課亦有使用 e-class/ Onedrive 上載教學影片。

教師亦自行搜尋相關網站、採用出版社提供的軟件及相關網站資料、自行

製作簡報。各科任老師也能利用電子軟件製作影片輔助教學。在相關活動

亦使用流動顯微鏡配合手機應用程式作物種辨認。 

推行日期：   全年 

評估方法：   課堂觀察及教材記錄。 

評估：   恰當採用資訊科技教學能提升學生的興趣、理解力和專注力， 

 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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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行動： 老師經常設計有趣味的教學活動以及分組教學。亦安排學生走出課堂參與不

同活動，如校內生態考察。 

   推行日期 ：  全年 

成功準則：  學生積極回答提問，主動參與及投入活動。 

評估方法：  觀察學生表現、提問及考試得分及活動工作紙。 

評估：  老師利用不同教材，設計出較有趣味的教學活動，無論能力高或低 

的同學皆更投入課堂，增加教學效能。學生能利用課堂所學，應用於活動當中。 

 

(八) 財政報告 

 

檢討： 

各用款項目截至 6 月，第 1、6 、7 及 8 項購買將於 8 月期間進行。解剖用白鼠及豬心價格不

斷上漲，來年預算須更大。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評估：全年大致能按本科 2223 計劃書完成各項工作，科內老師合作理想。 

高中學生程度差異很大，各科任老師能及早進行拔尖和保底，中五及中六級老師

於午膳、課後及長假期進行補課及個別指導，期間亦需不斷調節教授內容，以適

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所有級別設挑戰題(額外獎分) 及不同程度的課業設計，能以加強照顧學習差異。 

科任老師於中三級不斷按學生需要進行課程調適，改善教材及工作紙，亦加入較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學生參考書 800  800 學校閱讀 94.10 

2. 教師用參考書 800 800   288.00 

3. 科務上用文具 300 300   300.00 

4. 實驗材料及消耗品

開支 
3,000 3,000 

  2,287.30 

5. 解剖用白鼠及豬心 8,000 8,000   9,070.00 

6. 購買一般實驗儀器 2,000 2,000   386.10 

7. 購買 STEM 有關的

儀器 
5,000  

5,000 STEM 津貼 2,852 

8. 生物活動用品及開

支 
2,500 2,500 

   

 合計 22,400.00 16,600.00 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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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思維的練習及測考試題。所有習作、筆記及小測均完成中英文對照版。 

從各學習評估反映修讀本科同學對本科持正面評價，科任老師自當繼續自我完善及

互相觀摩，進一步提升同學的表現。 

疫情減退，希望來年能為學生舉辦更多的校外生物科活動，令學生對生物科更有興

趣，且能增進師生感情。 

梁曉莊老師本學年休假，由蔡喜昌老師替代教學工作。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95.2%，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2 生物 DSE 合格率 100% 較預期及格率 83.3%為高，亦高於全港及格率(90.2%)。 

2. 本校優良率 25% 比去年 31.8% 略低，也比全港優良率(45.8% ) 為低。 

3. 生物修讀人數為 12 人，黃任教。(2022 年 2 月中途離職) 

 

(a) 卷1B 結構題分析及論述題 

   結構題共10題, 共分40個小分題。論述題1題。學生作答表現如下: 

題

號 

課題 類形 與全港平均分 

比較 

1. 生態系能量流 短答 (a), (b) 較低 

2. 男性生殖系統結構與功能 圖片分析 (a) 較高  

(b)* (c) (i)(ii)較低 

3. 植物細胞結構及顯微鏡操作 顯微照片、計算 (a), (b)* 較低 

(c)#, (d)#, (e)# 較高 

4. 染色體核型圖、遺傳圖、突變

及 mRNA 

顯微照片 (a), (b)(i) (b)(iii), (c)較高 

(b)(ii)* 較低 

5. 酶的反應及變量 實驗及數據分析 (d) 較高 

(a), (b)*, (c) , (e) 較低 

6. 胰臟結構及功能、血糖調節 圖片分析 (a) 較低 

(b) 較高 

7. 大腸癌成因及風險因素 圖片分析 (a), (b)(iii)相同 

(b)(i)(ii) 較低 

8. 自然選擇、植物根部結構與功

能 

圖片分析、顯微照片 (a)(i)(ii), (b)(i)較高 

(b)(ii)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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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抗生素、轉錄及轉譯 短答 (a)*, (b)(i)*(ii) 較低 

(b)(iii) 較高 

10. 分類學、物種形成 實驗分析、公平測試、

對照實驗 

(a)* (b), (c)(i)較低 

(c)(ii)(iii) 較高 

11. 生酮飲食、血糖控制及體重控

制 

論述題 ABCD 較低   

- 平均分與全港相同 

# 正差距較全港平均分超出20% 

 * 負差距較全港平均分超出 20% 

 

1B卷40個小分題有23個小分題平均分比全港的低，其中只有7個小分題負差距較全港平 

均分超出20%。 

15個小分題平均分比全港的高，其中3個分題接近超出20%。2個小分題平均分與全港相 

同。總結10題中，6題總分比全港低，3題總分比全港高及1題總分與全港相同。顯示學 

生整體表現稍遜。 

論述題整體表現比全港表現低。 

 

(b) 卷 1A 多項選擇題分析 

 1A卷共設36條選擇題目，為必答題。 

 36題中16 題答對率比全港的為高  

(分別為5,6,8,10, 13, 15, 17, 18, 20, 21, 27, 32, 33, 34, 36) 

 另外答對率比全港為低的20題中，低於全港超過20%的題目有4題及其課題如下: 

題號 課題 / 相關概念 

1 物質穿越細胞與細胞膜特性 

11 呼吸作用、氣體交換實驗 

22 心臟結構與血液流動方向 

28 葉片構造與功能(蒸騰) 

 

 於課堂上向學生強調上述各課題 / 相關概念，並消除謬誤。 

 安排學生多操練歷屆 DSE 多項選擇題及購買額外的 MC 練習操練。 

 

(a) 卷 2- 選修 

本校學生選修  2: 應用生態學及 3: 微生物與人類。以下是各選修的成績分析: 

 

選修 2: 應用生態學 

題號 課題 分題內容 與全港平均分 

比較 

2(a) 伐林與牧養 (i) (1) 數據分析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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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林與土壤營養

關係 

(2) 數據分析 較低 

(3) 數據分析 較低 

(ii) (1) 數據分析 較低 

(2) (I)(II) 數據分析、短答 較低 

2(b) 植樹與物種數量

關係 

 

(i) 短答 較低 

(ii) (1) 短答 較低 

(2) 短答 較高 

(3) 短答 較高 

(4) 數據分析、短答 較高 

這選修學生整體理想。雖然 11 個小分題內只有 4 個小分題較全港平均分高，但 20 分內平均

得分為 8.42 分，較全港平均分 7.97 為高。反映學生對於個別生態題目(生物群落)較能掌握，

而其他範疇(數據分析)只是略為遜色。 

 

選修 3: 微生物與人類 

題

號 

課題 分題內容 與全港平均分 

比較 

3(a) 細菌培育及消

毒 

(i) 實驗結果分析(短答) 較低 

(ii) 實驗結果分析(短答) 較高 

(iii) 實驗結果分析(短答)   較高 

(iv) 無菌操作(短答)   較高 

3(b) 

 

發酵、細菌數量

(細胞計數器)及

基因改造 

(i) 文字方程式 較高 

(ii) (1) 圖表數據分析 較高 

(2)&(3) 計算 較高 

(iii) 短答 較高 

 

這選修學生整體表現甚為理想，9 個小分題內有 8 小分題較全港平均分高。20 分內平均得分為

8.5 分，較全港平均分 6.57 為高。而且比選修應用生態學還高。 

 

選修 1、2、3 及 4 的全港平均得分(分別為 9.53、7.97 、6.57 & 6.81 ) ，以選修 1 最高全港平

均得分，而且亦是最多考生選修的。雖然如此，本校學生選修 2 及 3，內容相對簡單及與核心

課題重覆，本校學生較易掌握，故平均得分均較全港平均得分高。整體表現理想。 

當然亦須因應每一屆中五學生特性作適當的選擇選修。 

 

2022學生整體表現尚算理想。這屆中六，整個高中均受疫情影響，而且科任老師在中六中途離

任，雖然之後由科主任接手補課，但對學生仕氣有一定的影響。 

 

建議來年中四亦需要參加不同的校外活動，例如長洲生態考察營，透過這些活動學生與同學都

建立緊密的聯繫，亦互相加深了解，建立了一份情誼，有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及文憑試成績。



-132- 

此屆學生中四已購買坊間練習、印刷DSE分類題目及加強操練歷屆DSE題目，並利用考試報告分

析考生常犯毛病及比較弱的課題，想信這亦有助學生應付考試。建議每屆中四也繼續進行。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梁曉莊 / 黃凱雯 蔡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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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科學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學年 

 

全部達標。 

 

為配合課程優

化重點及學生

需要，已按規

劃持續進行檢

討及調適課程

內容。 

 

已按教育局要

求在課程內加

入與國家安全

相關的教學內

容 和 學 習 活

動。 
 

就各班科任老

師觀察所得，

課程優化後，

施教時大致暢

順。學生投入

課堂活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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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提升了學生學

習的動機及探

索精神。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學年 

 

全部達標。 

 

課業設有基礎

題及挑戰題，

老師按同學的

能力安排所需

要 完 成 的 題

目，從而提升

了學生對完成

課 業 的 滿 足

感，同時提升

學生的學習信

心。 

 

老師按課本及

學 生 學 習 情

況，在課堂不

時發問具有學

習挑戰性的問

題，從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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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了學生思考，

提升了學生課

堂內外的學習

動機及學習表

現。 

 

學生普遍能夠

於學習日誌摘

錄筆記，課後

檢視所學，藉

以鞏固學習基

礎。這提升了

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全學年 

 

全部達標。 

 

學生於學習日

誌摘錄筆記，

利用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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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

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

趣。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藉以加強學生

摘錄筆記的技

巧，提升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

力。 

 

中一級及中二

級於本學期已

完成四篇或以

上科學閱讀文

章工作紙。 

 

就各班科任老

師觀察所得，

學 生 投 入 閱

讀，學生的閱

讀和學習興趣

得以提升。另

外，所有科學

閱讀文章均切

合當時所教授

之課題，能培

養學生的共通

能力，並藉多

讀文章收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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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見聞之效。 

 

1. 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提升學生

的共通能

力，透過

跨科組協

作 的 

STEM 探

究，培養

學生綜合

運 用 知

識 、 創

造、協作

和解決問

題 的 能

力。 

 

 每年進行

兩次或以

上 的 會

議 ， 探

討、安排

及檢視跨

科協作活

動以供學

生參與，

培養學生

綜合運用

知識、創

造、協作

和解決問

題 的 能

力。 

 

 安排至少

2 次跨科

協 作 活

動。 

 

 相關活動

記錄 

 

全學年 

 

全部達標。 

 

與英文科及生

物科跨科協作

活動，進行「光

合作用」實驗。 

英文科協作以

英文編寫實驗

步驟，生物科

協助準備實驗

材料，科學科

進行實驗並得

出製成品（書

簽）。 

 

與生物科跨科

協作活動，參

加由明愛陳震

夏郊野學院舉

行的「初中科

學科浮游生物

外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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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就老師觀察所

得，舉行活動

時大致暢順。

學 生 投 入 活

動，亦能加強

學生對科學的

好奇心，培養

學生綜合運用

知識、創造、

協作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1. 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適當地運用科

技，設計具挑

戰性的學習活

動，加強學生

的內在學習動

機和好奇心，

幫助學生有效

地將所學應用

於 現 實 情 境

中。 

 

 初中科學

科加入或

改用校本

設計實驗

和活動，

能配合本

校學生的

學 習 需

要，加強

學生對科

 設計或改

用最少一

個校本設

計的實驗

和課堂活

動，並在

課堂中實

踐。 

 

 課堂筆記 

 課程進度

表 

 學生回饋 

 

全學年 

 

全部達標。 

 

2A 班同學於上

學期進行了題

目為「IoT 自動

化植物栽種機

(水耕機)」的校

本設計活動。 

 
就老師觀察所

得，活動大致

暢順。學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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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的好奇

心，幫助

學生有效

地將所學

應用於現

實 情 境

中。高中

理科老師

可參與設

計。 

 

入活動，亦能

加強學生對科

學的好奇心，

幫助學生有效

地將所學應用

於 現 實 情 境

中。 

 

透過與學生訪

談所得，學生

樂於參加這類

型與 STEM 相

關的活動，對

STEM 相關學科

的知識亦有所

提升。 

 

1. 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

學 生 進

 協 助 訓 練

及 安 排

STEM 校隊

學 生 參 加

校 外 比

賽，增加學

生 進 行 科

 STEM 校隊

每年安排

學生參與

最少一項

全 港 比

賽。 

 

 安排學生

參與一些

 比賽參賽

記錄 

 

 

 

 

 

 比賽參賽

記錄 

全學年 

 

全部達標。 

 

已 於 上 學 期

（ 2022 年 12

月）參與籌辦

北區小學創科

同樂日工作。 

 

已安排 23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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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行 科 普

探 究 的

機會。開

拓 視

野，發展

潛能。 

 

普 探 究 的

機會。 

 

 安 排 學 生

參 與 一 些

與 公 開 考

試 無 關 的

全 港 比 賽

或測試，開

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協 助 籌 辦

北 區 小 學

創 科 同 樂

日，並培訓

學 生 為 服

務生，開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

全港比賽

或測試。 

 

 參與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工作 

 

 參與校內

STEM 周的

工作 

 

 

 

 

 

 

 教師觀察 

 

 

 

 

 教師觀察 

 

生 於 下 學 期

（  2023 年 3

月）參加 ICAS  

Assessments(國

際聯校學科評

估及比賽)。 

 
就老師觀察所

得，舉行活動

時大致暢順。

學 生 投 入 活

動，亦能增強

綜合不同學科

知識的技能。 

 

透過與學生訪

談所得，學生

樂於參加這類

型與 STEM 相

關的活動，對

STEM 相關學科

的知識亦有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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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協助舉辦

校內 STEM

周，佈置班

/ 社 際 比

賽、攤位等

活動。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學年 

 

全部達標。 

 

老師積極表揚

學生佳作，並

按指定時段張

貼 在 卓 越 地

帶。每班卓越

地帶的佳作數

量均達五份或

以上，表現理

想。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教師觀察 

全學年 

 

全部達標。 

 

科任老師在批

改課業時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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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能力。 

 

正 向 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學生回饋 

 

正向回饋，並

以印章及貼紙

鼓勵表現優秀

的同學。 

 

就老師觀察所

得，在課堂上

運 用 正 面 回

饋，學生更投

入課堂活動，

對學習科學科

的興趣亦有所

提升，從而建

立學生成長型

心態。 

 

「學習評估」

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各班第

二條(我對該學

科學習內容有

興趣)問題的分

數全部在平均

之上，而各級

平均分數更達

8.1 分之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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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此反映學生對

學習持正面態

度。 

 

  

 加強訓練

及評核學

生的實驗

技巧 

 

 推行實驗

技能考試 

 

 學生認真

參與 

 70% 或 以

上的學生

在實驗技

能考試中

取得合格 

 

 

 教師觀察 

 實驗技能

考試成績

紀錄 

 

下學期 受疫情影響，

下學年的課程

變得緊迫，未

有進行實驗技

能考試。 

 

來年會繼續推

行實驗技能考

試。 

 

  

 增加學生

學習英文

的機會 

 

 中一二級

AB 班推行

校本英文

增潤教學 

 推行 ELA

計劃，中

一級 C 班

其中一個

單元以英

語 教 授

( 1B 冊單

元 5 – 能

 學習評估

問卷調查

第一條(我

明白課堂

所教授的

內容。)及

第二條(我

有興趣學

習 該 科

目。)題目

達 6 分或

以上 

 學習評估

 教師觀察 

 學習評估

問卷 

 

全學年 

 

全部達標。 

 
「學習評估」

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各班第

一條(我明白課

堂所教授的內

容 ) 及第二條

(我對該學科學

習內容有興趣)

問題的分數全

部 在 平 均 之

上，而各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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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量 )，中二

級 C 班其

中一個單

元以英語

教授 ( 2B

冊 單 元

10 – 環境

的察覺 ) 

 

問卷調查

第 EM1 條

(以英文來

學習這科

能提升我

的英語水

平。)及第

EM2 條(我

能克服以

英語來學

習這科的

困難。)題

目達 5 分

或以上 

 

均分數更達 8.1

分之高，表現

理想。 

 

另外，「學習評

估」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中

一二級 AB班第

EM1 條(以英文

來學習這科能

提升我的英語

水平。 ) 及第

EM2 條(我能克

服以英語來學

習 這 科 的 困

難。) 問題的分

數全部在平均

之上，而各級

平均分數更達

8.0 分之高，表

現理想。 

 

就老師觀察所

得，學生對校

本英文教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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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感到困難，尤

其在中一 B 班

部分學生更顯

得抗拒。 

 

於課堂簡報內

的重要詞彙加

上中文註解，

以 及 在 One  

Drive 分享中文

版的電子書和

作業供學生參

考，有助學生

理解和學習。 

 

老師在科務會

議上認同評估

卷中英文對照

有助學生理解

試題。 

 



-146- 

(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配合課程增加課堂小組討論等教學活動，加強

學生的協作能力 

            

2. 科務會議             

3. 教學計劃             

4. 學生習作察閱             

5. 評核性觀課             

6. 試前温習班             

7. 創科同樂日             

8. 學術周/STEM 周/閱讀嘉年華             

9. 伴我啟航 – 科學科銜接課堂             

10. 提升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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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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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透過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例如科任老師在課堂教學和批改課業時運用正向回饋，並以印

章及貼紙鼓勵表現優秀的同學，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和學習氣氛，同時提升學生對完成課

業的滿足感。 

2. 正向教育有助於促使學生在課業上投入更多努力，同時提升他們在學習上的信心。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透過善用學生自製的筆記摘錄及學習日誌，鞏固課堂所學，使學生建立良好的自主學習常

規。 

2. 利用影片進行自習或鞏固學習，培養並促進學生的自學能力。 

3. 推行電子教學，以電子學習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一貫有把環境教育及性教育滲透入課程範圍中，學生對有關課題，尤其性教育，常有

熱烈的討論。 

2. 透過推行閱讀科學時事報章或文章，學生需要從互聯網搜尋資料，增加了從課本以外獲取

德育及公民教育知識的機會。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利用書商所提供的軟件，老師更能表達教學的內容，學生亦較易理解。 

2. 利用互聯網(例如 YouTube)下載與課題相關的短片，於課堂時播放來輔助教學，學生上課

顯得更投入。 

3. 利用 IPad 輔助教學，促進互動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4. 推行電子教學，以電子學習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在課堂上運用不同的課堂活動(例如分組實驗)，加強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2.  推行電子教學，以電子學習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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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經常性消耗品 11,000 11,000   10952.83 

2 維修及添置儀器 5,000 5,000   4980 

3 教材 4,500 4,500   0 

4 圖書館參考書籍 1,000  1,000 學校閱讀 1064.8 

5 學科活動 / 比賽 1,000  1,000 全方位 2645 

 合  計   22,500 20,500 2,000  19642.63 

 

財政檢討： 

1. 本年度的財政支出大致與預算相近。 

2. 由於項目 3 教材有部分的支出轉為學生支付的教材費用，所以支出較預期少。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在各項工作中，大部份工作都能達標。 

2. 本學年舉行了與其他 STEM 學科聯合舉行跨學科活動，希望下學年度繼續發掘更多適合中

一二級學生參加的 STEM 比賽，並鼓勵學生參與。 

3. 由於疫情原故，全學年未有進行實驗技能考試。來年會繼續進行，並會對考核準則有所調

適，加強訓練及評核學生的實驗技巧。 

4. 科內同儕觀課的文化已被本科老師所接受，希望下學年度可以繼續進行，並針對實體課及

網課的混合教學作檢視，加強科任老師之間電子教學的專業交流。 

5. 中一二級 AB 班的校本英文增潤計劃推行效果良好。科任老師對課程編排有所調適，從而

增加學生學習英文的機會。 

6. 本科推行電子教學，效果良好，下年度科任老師會對課程編排有所調適，從而提升學生興

趣，有助學生的自主學習。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實驗室技術員 

吳依蘭 黃凱雯 翁妙理 李少英 張琬梓 賴富偉 賴銳澤 
譚靜雯 

劉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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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普腦科/資通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 立

適切的教

學策略，

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

升自我效

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及

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

並配合學生發

展的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要

而作出校本課程

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本學年中一級普

腦科課程刪除舊

有編程 APP 

Inventor，並加入

較受歡迎的 AI編

程課程，更切合

學生及社會的發

展。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 立

適切的教

學策略，

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

升自我效

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自

我效能感。 

 

 透過課業設計

讓學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嘗試

挑戰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心。 

 

 透過課堂設計

引導學生參與

 按科本及學生學

習情況進行課業

設計，讓學生完

成不同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心。 

 

 按科本及學生學

習情況，並聚焦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初中各級老師按

學生的能力給予

不同程度的課業

或對課業的要求

有所不同，從而

讓學生按自己的

能力完成課業，

也可挑戰更高程

度的課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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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個體和群體的

學習活動，令

學生主動及樂

於學習。 

 

 學生於課堂前

寫 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課後

檢視所學。 

 

 透過學進制，

鼓勵學生參與

課堂具挑戰性

提問及回應挑

戰題。 

在提升學生課堂

的學習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於學習日

誌內訂立合適的

課堂目標，並於

課後能檢視所

學。 

 

 學生能透過組長

制自覺、主動、

積極地學習，樂

於探究新知。 

方面，因需要配

合 D ＳＥ的要

求，鼓勵能力較

佳的學生完成更

有挑戰的課業並

給予額外獎勵。 

 老師按課題的情

況適度加入活

動，提升學生的

個人及群體參

與，但由於疫

情，群體活動只

能盡量減少。 

 每堂上課開始

時，老師都會把

當天課堂的目標

顯示出來及講

解，並要求學生

記錄於學習日

誌，以便課後檢

視溫習。 

 老師都有透過學

進制鼓勵學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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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答問題及參與課

堂活動。 

 從老師觀察所

見，學生在課堂

上的參與度有所

提升，而從與學

生傾談所得，學

生在課堂上更願

意回答老師問題

及更有信心自行

完成課業。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 立

適切的教

學策略，

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

升自我效

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

學習策略

的訓練。 

 於課堂總結時

利用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學，

以協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錄筆

記的技巧。 

 

 按教學需要為

學生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讀素

材，提升他們

 學生能善用合適

的思考工具作總

結課堂所學。 

 

 

 

 學生的閱讀興趣

得以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摘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老師都有教授學

生利用不同的思

考工具（包括概

念圖等），協助學

生了解課堂的重

點及鞏固學生所

學到的知識。 

 老師亦鼓勵學生

透過不同的閱讀

材料，包括文

章、網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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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學習興趣。 

 

網上影片等，提

升對電腦新知的

了解(如 AI 的應

用等)，加強學生

的知識面及興

趣。 

 從老師觀察所

見，大部分學生

都樂於觀看額外

的閱讀素材，而

從學生傾談可

得，從這些素材

中可提升他們對

學習本科的興

趣。 

1.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 展 

STEM 教

育以豐富

學生學習

經歷，引

發學生持

續學習興

 提升學生的

共通能力，

透過跨科組

協 作 的 

STEM 探

究，培養學

生綜合運用

 每年進行兩次

或 以 上 的 會

議，探討、安排

及檢視跨科協

作活動以供學

生參與，培養學

生綜合運用知

 安排至少 2 次跨

科協作活動。 

 

 相關科組會

議紀錄 

 

 

 

全年  已於 12 月與其

他 STEM 學科聯

合 舉 辦 STEM 

FAIR 活動，透過

有關活動能讓參

與學生進一步提

升解難及協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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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趣 知 識 、 創

造、協作和

解決問題的

能力。 

 

識、創造、協作

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能力。此外本科

已於 3-5 月期間

與 STEM 委員會

合辦機甲大師

Robomaster 班及

並於 STEM 周期

間舉辦社際比

賽。 

1.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 展 

STEM 教

育以豐富

學生學習

經歷，引

發學生持

續學習興

趣 

 適當地運用

科技，設計

具挑戰性的

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的

內在學習動

機 和 好 奇

心，幫助學

生有效地將

所學應用於

現 實 情 境

中。 

 更新初中電腦

科課程內容，教

授一些能更貼

近時代需要的

課程；在課堂設

計中加入具挑

戰性的解難任

務。 

 

 逐步更新初中電

腦科課程內容，

並在課堂設計中

加入具挑戰性的

解難任務，幫助

學生有效地將所

學應用於現實情

境中。 

 

 與過往課程

進度表作對

比 

 

 

全年  本學年中一級普

腦科課程刪除舊

有 編 程 APP 

Inventor，並加入

較受歡迎的 AI編

程課程，更切合

學生及社會的發

展。此外，在課

業上亦安排學生

加入生活化例

子，如與 STEM

科協作，於中二

級 Project中把水

耕植物收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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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數據製作成試算

表圖表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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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

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

歷，引發學

生持續學

習興趣 

 鼓勵學生

參與校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

學生進行

科普探究

的機會。

開 拓 視

野，發展

潛能。 

 

 安排 STEM 校

隊學生參加校

外比賽，增加

學生進行科普

探究的機會。 

 安排學生參與

一些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全港

比賽或測試，

開 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能。 

 協助籌辦北區

小學創科同樂

日，並培訓學生

為服務生，開拓

學生視野，發展

潛能。 

 協助舉辦校

內 STEM 周，

佈置班/社際

比賽、攤位等

活動。 

 STEM 校隊每年

安排學生參與最

少一項全港比

賽。 

 安排學生參與一

些與公開考試無

關的全港比賽或

測試。 

 參與籌辦北區小

學創科同樂日工

作 

 參與校內 STEM

周的工作 

 

 比賽參賽記

錄 

 比賽參賽記

錄 

 老師觀察 

全年  已安排學生組隊

參 加

「 RoboMaster20

23 青少年對抗

賽(香港站)」比

賽，有關比賽將

於暑假期間進

行。 

 已於 12 月舉辦

北區小學創科同

樂日，從觀察所

得，參與的學生

都能有所得益。 

 STEM 周期間，本

科協助舉辦社際

機 甲 大 師

Robomaster 比

賽，根據老師觀

察，學生都投入

活動，氣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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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校

正向環境

的佈置，

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

融入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

中，營造欣

賞氛圍及文

化。 

 

 於校園展示

學生的學習

成果，以提升

他們學習信

心。 

 

 卓越地帶的數

量 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本科卓越地帶統

計總數仍在統計

中，上年為 108

次。 

2.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

生抵抗及處

理逆境、情

緒壓力及精

神困擾的能

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

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老師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不同

類型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習持

正面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老師在課堂及課

業上都有向學生

作正向回饋，根

據老師的觀察及

科務會議的回

饋，學生對學習

大都較往年持正

面態度。根據全

年學生的學習評

估問卷數據，對

本科學習大都較

往年更正面的評

價，平均分皆高

於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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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科務會議             

2. 教學計劃             

3. 增加課堂小組討論等教學活動，加強學生的

協作能力及自學能力 

         
   

4. 習作檢查             

5. 觀課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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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老師在課堂及課業上都有向學生作正向回饋，根據老師的觀察及科務會議的回饋，學生對

學習大都較往年持正面態度。根據學生的學習評估問卷數據，對本科學習大都較往年更正

面的評價。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本學年開始推行科本筆記，培養學生在課堂上抄筆記及在課堂前根據老師的資料預習，情

況較預期好。根據學生的學習評估問卷數據，對本科學習大都較往年更正面的評價。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都會在教育使用電腦對社會影響有關的課題時強調保障個人私隱、資訊保安、合法使

用電腦、電腦罪行等話題，以提高學生在使用電腦時的資訊素養，更注重個人的道德操守，

而有關課題分別安排於中三普腦科及高中資通科。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在教學上都利用不同的科技，如 IPAD、電子課本、MBOT 機械車等，輔以不同的多媒

體元素，以提升教學時的互動性及趣味，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此外，因疫情原因，本學年

在內地學生的課堂都是以 ZOOM 形式進行，亦利用網上平台 OneDrive 收發功課。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都有教授學生利用不同的思考工具（包括概念圖等），協助學生了解課堂的重點及鞏

固學生所學到的知識。老師亦鼓勵學生透過不同的閱讀材料，包括文章、網上報導、網上

影片等，提升對電腦新知的了解(如 AI 的應用等)，加強學生的知識面及興趣。 從老師觀

察所見，大部分學生都樂於觀看額外的閱讀素材，而從學生傾談可得，從這些素材中可提

升他們對學習本科的興趣。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學生參考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 1000.80 

2 消耗性物品 500 500   0 

3 教材及教師參考書 5,000 5,000   1687.00 

4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會費 500 500   500 

 合計 7,000 6,000 1,000  3187.8 

 

本學年購入一批學生課外書，以替換圖書館舊有及過時的圖書，而消耗性物品暫未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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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學年整體工作大致按進度完成。根據《「學習評估」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顯示，學生對

學習初中普腦科的興趣及對老師的教學持正面的態度，中一至中三的全年平均分皆較去年

為佳。而高中資通科方面，中四至中六的平均分亦較去年為高。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60%。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學年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合格率為 70.0%，較預期低，但考獲優良率的學生人數優於預期。

透過分析考試報告，得到以下的數據。 

本次考試題目中，學生在必修部分的「試算表」、「網頁設計及編寫」、「系統開發」等的課

題及選修部分編程部分的表現較一般，此外在文字闡釋見解的題目表現有進步的空間。 

 

卷一 核心單元 

甲部 選擇題： 

本校生的整體表現良好，平均答對題數為 22.8 題(57%)，較去年(68%)為低，亦較全港(60.75%)

略低。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題目的表現較好，而在「資訊處理」題目

的表現較差，情況與全港學生相若。 

 

乙部 問答題： 

整體學生的表現較甲部稍為遜色，平均為 22.7 分(37.83%)，較去年(55.23%)為低，亦較全

港平均 26.42 分(44.03%)為低。學生在「試算表」「網頁設計及編寫」、「系統開發」等的表

現較一般，此外在文字闡釋見解的題目表現有進步空間。從得分可見，學生對有關課題的

內容了解不足，因而未能回答正確答案。 

 

卷二 選修單元 

問答題： 

整體學生的表現較必修部分遜色，平均為 19.06 分(42.35%)，較去年(57.45%)為低，較全港

平均 34.33 分(57.21%)為低。學生在執行偽代碼的表現較理想，而在程序編寫部分的題目

的表現則有進步空間。從得分可見，學生對有關程序編寫的課題內容掌握不夠熟習，因而

未能回答正確答案。 

 

整體而言，本屆學生的表現較去年為佳，卷一表現較全港為佳，但卷二表現則較全港略為

遜色。學生在「試算表」「網頁設計及編寫」、「系統開發」等範疇表現有進步空間。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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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回答文字闡釋見解的題目時，表現亦一般。建議來年多加針對性的練習，同時多操

練過往公開試題目，以更有效改變學生的表現。 

 

(十一)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郭錦華 何安榮 陳安琪 陳榮達 李少英 王鴻浩 翁妙理 



-162- 

2022/23 年度 
普腦（創科研習）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本學科已透過

申請學校 IT 創

新實驗室計劃

撥 款 加 入

VR/AR、AI、3D

設計等的新興

科技課程於中

一及中二下學

期的課程中，

使課程與時並

進，令同學能

掌握最新的科

技發展，裝備

他們迎接未來

的挑戰。 

 

此外，本年度

在中二級亦加

入跨學科專題

研習，以 IoT 自

動化植物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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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爲主題，並成

功於 2A 至 2D

班推行。同學

反 應 積 極 理

想，成功收成

蔬菜、設計並

打印花盆，滿

載而歸。 

 

由 於 課 時 有

限，2E 及 2F 班

進度落後，未

能進行。來年

初中 STEM 課

程將擴展至中

三。課程重組

後，將有充足

課時在中二全

級推行跨學科

專題研習。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全年 本學年已更新

中二遊戲設計

的課業，並加

入挑戰題，以



-164-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

感。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透過學進

制，鼓勵

學生參與

課堂具挑

戰性提問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學生回饋 照顧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生。 

 

課程設計以自

學為主，提供

足夠的自學資

源，能力高的

學生可透過充

滿挑戰性的闖

關模式學習，

不需等待和依

賴老師指令，

這能大大增強

他們的學習動

機；而能力稍

遜的學生也可

以跟隨老師的

引導學習，不

至失去學習動

機。 

 

能力較高的學

生充當組長，

協助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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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回應挑

戰題。 

樂於探究

新知。 

 

其他學生完成

課業，從而提

升自我效能。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不同方法

鞏固課堂

所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學

習素材，提

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學生的學

習興趣得

以提升。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本科要求學生

運用 OneNote

培養學生摘錄

筆記。透過文

字、圖表、截

圖和錄製視頻

等多種方式，

記錄及鞏固課

堂所學。所有

班別均已懂得

運用 OneNote

摘錄筆記。 

 

課堂上老師會

不時分享與學

習內容相關的

生活示例，提

升他們學習興

趣。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提升學生

的共通能

 初中透過

校本的創

 創科研習

科完成編

 校本筆記 

 學生問卷 

全年 大部分學生均

認同在沒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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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力，透過

跨科組協

作 的 

STEM 探

究，培養

學生綜合

運 用 知

識 、 創

造、協作

和解決問

題 的 能

力。 

 

科研習科

進行 STEM

自主探究

活動。 

寫校本課

程筆記，並

在每個學

習單元中

加入自主

學習元素

及解難任

務。 

 學生認同

課程能提

供機會讓

他們發揮

自學、創

造、協作和

解決問題

等能力。 

 

測壓力的前提

下，課程能提

供 機 會 來 摸

索、學習、研

發、失敗和再

嘗試。這可提

升 學 生 的 自

學、創造、協

作和解決問題

等能力。 

在校本課程筆

記中可見大部

分同學均能完

成每個學習單

元中的自主學

習元素及解難

任務。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適當地運

用科技，設

計具挑戰

性的學習

活動，加強

學生的內

在學習動

 創科研習

科在課程

中採用促

進自主學

習的教學

策略，並使

用闖關模

 創科研習

科完成編

寫校本課

程筆記，在

每個學習

單元中加

入自主學

 創科研習

課程進度

表和學生

筆記 

 學生的學

習成品照

片或錄像 

全年 本年度在中二

級加入跨學科

專題研習，以

IoT 自動化水耕

種植爲主題，

同學需結合不

同學科知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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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機和好奇

心，幫助學

生有效地

將所學應

用於現實

情境中。 

式設置任

務，讓學生

可以透過

編程、電子

元件和機

械等方式

解決現實

情境的難

題。 

 

習元素及

解 難 任

務。並在課

程中讓學

生透過編

程、電子元

件和機械

等方式解

決現實情

境的難題。 

解決種植時遇

到的難題。 

 

過程中同學成

功利用新購置

的水耕系統進

行智慧種植，

數據記錄。同

學表現積極，

絕大部分同學

均 能 收 成 蔬

菜 ， 滿 載 而

歸，與家人共

用 種 植 的 成

果。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鼓勵學生

參與校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

學生進行

科普探究

的機會。

 安排學生

參與一些

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

全港比賽

或測試，開

拓學生視

野，發展潛

能。 

 安排學生

參與一些

與公開考

試無關的

全港比賽

或測試。 

 

 

 

 比賽參賽

記錄 

 

 

 

 

 

 

全年 3 名中二級學

生已加入 STEM

校隊，並在課

餘時間進行培

訓。他們將在 2

月參加香港少

年工程挑戰賽

2022，並取得

第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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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開 拓 視

野，發展

潛能。 

 

 

 協助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並培訓

學生為服

務生，開拓

學 生 視

野，發展潛

能。 

 

 協助舉辦

校內 STEM

周，佈置班

/ 社 際 比

賽、攤位等

活動。 

 

 

 參與籌辦

北區小學

創科同樂

日工作 

 

 

 

 

 

 

 參與校內

STEM 周的

工作 

 

 

 老師觀察

或參與學

生的問卷 

 

 

 

 

 

 

 老師觀察

或參與學

生的問卷 

 

另外，3 名中二

級學生在新世

紀機械達人挑

戰賽  2023 奪

得卓越表現獎 

 

本年的北區小

學創科同樂日

增設磁浮列車

創作大賽。本

科老師指導學

生 利 用

microbit 和 電

子零件搭建比

賽賽道及計時

系統，並挑選

及培訓學生作

爲當天的服務

生。同學表現

積極、投入及

專業，運用在

STEM 科學到的

知識、解難及

協作能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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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持計時系統穩

定 暢 順 地 運

作，讓比賽得

以成功進行，

同學充滿成功

感，樂在其中。 

STEM 周舉辦了

社際機甲大師

賽，同學需發

揮 創 意 、 編

程 、 團 體 合

作、溝通能力

運用自主研發

或改裝的機器

人進行分組對

賽。比賽成功

吸引 200 人次

的同學到禮堂

觀摩，25 名同

學分社組隊參

與賽事，成效

理想。 

1.深化自主學習 1.3 改善校園

及課室設施，

 設立並善

用 ITSC，

 安排學生

在 ITSC 內

 順利安排

學 生 在

 參考校內

時間表紀

全年 中一及中二的

實體課學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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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協助學生自主

學習。 

培養學生

成 為 創

客。 

進行創科

研習課。 

 

ITSC 內進

行創科研

習課。 

 

錄 

 老師觀察 

 

經在房間內進

行學習。跨境

網課學生亦安

排在通關後在

房間內進行學

習。 

同學在 ITSC 運

用新添置的設

備，例如智能

水耕機、3D 列

印機及機械手

臂進行學習。

大部分同學均

對這些新設備

產生好奇，積

極投入課堂，

樂在其中。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學生作品除了

如期張貼外，

部分班別的老

師更會在課堂

中展示優質課

業，以鼓勵表

現 良 好 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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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並營造欣

賞氛圍。卓越

地帶的數量較

以往提升。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

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生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本科老師在課

堂上積極鼓勵

同學從錯誤中

學習 (trial and 

error)，不斷對

作 品 進 行 改

良，以提升其

運作效能。 

 

在習作上也能

看見科任老師

給予學生正向

及鼓勵性的回

饋及建議，讓

學生能持續對

其作品進行改

良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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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進行問卷調查             

2. 物色學生參與 STEM 校隊培訓             

3.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4. 盤點教材及儀器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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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在 STEM 推行正向教育（Positive Education）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心理資本，幫助他們發展

自信、抗壓、團隊合作和幸福感等品質。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在此過程

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為這些學科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批判性

思考，這些技能對正向教育而言至關重要。以下是普腦（創科研習）科推行正向教育的方

針： 

1. 創建支持性的學習環境 

在教室裡創建一個安全、包容和支持性的氛圍，讓學生感受到他們的意見和想法受到尊重。

鼓勵學生提問和探索，並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點。此外，通過給予正

向的反饋和鼓勵，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並讓他們感到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例如，

老師可以在教授 STEM 課程時，以小組合作的形式讓學生解決問題，給予他們在過程中相

互支持、分享想法的機會。 

2. 鼓勵探索和試驗 

STEM 教育需要學生具備實驗精神和探索精神，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

實際操作和試驗，可以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 STEM 學科中，大部分得課程均要

求同學動手完成。在學習過程中，同學需要透過不斷的嘗試，並從錯誤中學習，對作品加

以改良。在評估學生表現時，老師會用正面的評語，繼續鼓勵學生，讓他們的創意和想像

力得到充分的發揮。在 STEM 學科中，同學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設計和創作，老師

可以為他們提供指導和支持。在鼓勵學生創造的同時，也可以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和獨立

思考的能力。 

3. 培養解難能力和創新思維 

STEM 教育亦需要學生具備解決問題和創新思維的能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鼓勵學

生提出問題，並幫助學生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老師將透過不同的提問及日常生活例子啟

發同學的好奇心，然後提供網上資源及教學短片，讓他們自己尋找答案。本科提供多樣化

的學習方式和資源，以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和興趣。例如，遊戲編程課程提供了不同程度

及難度的編程學習，同學可透過自學平台及老師所提供的教學短片，一步一步地嘗試，觀

察然後再改良。課程的最後階段通常是一些開放性的任務，讓同學可按照自己的學習步伐

及程度設計出屬於自已的遊戲。 

 

4. 實踐專案式學習 

專案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種讓學生在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過程中學習

的方法。通過分組合作，學生可以在實踐中學習 STEM 知識，同時培養團隊合作和溝通技

能。例如，中二的課程要求學生設計一個自動化水耕系統，他們需要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

例如科學：光合作用的原理；數學：統計圖表及立體體積；電腦：以 Excel 試算表記錄植物

的生長數據及繪畫相關統計圖表；創研：3D 打印及 micro:bit 編程。這種跨學科專題研習，

能讓學生將所學的 STEM 知識應用到現實生活中，並培養他們的創造力、批判性思考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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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本科著重學生透過動手做方式學習。課堂設計多以專案式學習編排，老師會安排不同的任

務給學生進行拆解，學生需跟隨校本教材提供的資料去完成任務。學生表示這種學習方法

像刷遊戲的闖關情況一下，比較享受這種有別於傳統聽課模式的學習方法。 

 

除此之外，本科要求學生使用 OneNote 記錄課堂所學，包括書寫、繪圖、截圖和錄製視

頻等多種方式，讓學生可以掌握筆錄以外的學習技巧。 

 

部分學生能透過本科提供的校本教材套件進行自主學習。老師會在課堂中按照學生能力給

予不同的挑戰和任務，學生會在網上找尋學習資源，然後進行編程活動，完成任務。 

 

因本科沒有考試，因此課堂筆記佔平時分的相當大比例，同學需要按照老師要求摘錄筆

記，爭取分數。這安排可大大提升同學摘錄筆記的主動性。 

 

大部分同學均能按照老師的指示及要求摘錄筆記。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在課堂筆記以完整句

子提出更具體的改善方案及反思。能力較弱的同學需要較多老師提示，使用較少的文字及

點列方式完成筆記。摘錄筆記可讓同學紀錄所學，可以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和記憶概念和

內容。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在課堂中，老師會透過短片展示我國在人工智能、機械和航天領域等成就，提升學生對國

家科技發展的認識和對祖國的歸屬感。另外在編程過程中也會提及惡意程序，讓學生知道

使用電腦或手機時需要留意資訊科技層面的保安情況。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會透過播放簡報、短片等方法進行課堂。在編程課時會利用 MakeCode 和 Microbit 

Classroom 等平臺進行教學。師生在收發功課大都是以 One Drive 和 OneNote 為平臺。除

了開學初期時常發生忘記賬號、密碼的情況，當同學熟悉操作後，其後的運作皆十分暢順。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在每節課中，老師大概用 30%時間把課堂內的知識點、技術點和難點說明後，就讓學生去

動手，老師在需要時點撥。學生表示比較享受這種有別於傳統聽課模式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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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及教

育資料 
2,000  2,000 學校閱讀 1,945.00 

2 
教具及器

材 
30,000 30,000  全方位 23,964.67 

3 
參觀及旅

遊巴費用 
10,000   10,000 全方位 7,380.60 

4 雜項 6,000 6,000     0 

 合計 48,000 36,000 12,000   33,290.27 

 

檢討：用款情況大致理想，本科經費因能透過全方位作全額支付。本年未有額外開支。為配合

教育政策的發展，STEM 科來年將進行課程重組，加入 Art 的元素，更新為 STEAM 科，並將課

程由原本的中一至中二級擴展至中一至中三級。STEAM 科將會購買新的教具及器材，來年的財

政預算將會增加。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在開學初期，因跨境生未能來港上課，本科預先把 STEM 模型的套件寄給內地學生，好讓兩

地學生能學習相同內容，並儘量保持課程同步。可是部分學習套件如 Microbit 及 Tinkerkit

價錢較爲昂貴，在開學初期，供應緊張，難以大量訂購，同學在購買後亦不時發生管理不

善而遺失及損壞的情況。因此隨著疫情的減緩，與內地全面通關，回復面授課堂，本科建

議部分可重用的套件可以由學校在課堂借出套件代替學生購買，以解決以上因購買套件所

引致的問題。 

 

本科課程安排及施行方面都能令人滿意，透過申請學校 IT 創新實驗室計畫撥款加入 VR/AR、

人工智慧、3D 設計等的新興科技課程，讓學生掌握最新的科技應用。學生可以研發一些小

發明以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最後，科任老師會選出優秀的學生參與 STEM 校隊，進

一步提升他們的探究和研發能力。惟獨外聘導師質素參差，課管較差，需要科任老師從旁

協助，課堂才順利進行。可取的是，課程的題材及教材新穎、有趣，可加入本科來年的課

程。 

 

由於來年時間表會由 7 天循環週改爲 10 天循環週，因此在時間表上騰出空間，可進一步加

強同學的 STEAM 知識和技能。為配合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創科發展及 STEAM 

教育，原來的 STEM 科將加入藝術（Art）的元素，改爲 STEAM 科，以為學生打好基礎，配

合香港未來發展創科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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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科內容涵蓋人工智慧、物聯網、3D 設計、鐳射雕刻及切割、VR/AR 元宇宙、機械臂

編程等的新興科技學習元素，以普及化、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推動 STEAM 教育，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為未來作好準備。以下是中一至中三級的 STEAM 科重組後的課程大綱。中

一及中二的創科研習（普腦）科會擴展至中一至中三級。科目將重組為中一及中二級 STEAM 

(S)及 中三級 STEAM (A)。STEAM (S)的課程將以原來的創科研習（普腦）科課程為框架，並

加入人工智慧、3D 列印、機械臂編程等的學習元素，進行課程更新，與時並進。STEAM (A)

將在 STEM 學習的基礎上以藝術學習為主軸。STEAM (A)將涵蓋元宇宙、3D 動畫及遊戲設計、

鐳射列印、3D 建模設計等。本科期望透過以上的課程重組向同學提供全面深入的 STEAM 教

育，以培養他們具備 21 世紀的技能和知識。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賴富偉 陳子鴻 郭錦華 林楚強 

 賴文凱 陳浩賢 

 譚靜雯（支援） 劉宇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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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中國歷史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優化學習

模式，配

合資訊科

技，豐富

教學材

料。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製作各類

的練習

題，上載

至電子學

習平台，

讓學生進

行預習或

課後自

習，以提

高學習的

效益。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學生對相

關課題的

掌握程度

有所提

升。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習題

及課堂表

現 

 

全年  本科已將初中各

課題的電子教學

教材匯入

ONEDRIVE，建構

電子學習資源

庫。本科亦有利用

E-CLASS、

ONEDRIVE、學生

的微訊群組，按教

學規劃上載教

材，讓學生自習，

提高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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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教師利用

組長制設

計課堂活

動，透過

優化組長

角色，提

升學生的

參與度，

加強生生

互動。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各級課堂

設計均加

入組長制

的元素，

在課堂強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練

習題，以提

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各組員的

互動、協

作及課堂

投入程度

有所提

升。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在教學設計上，教

師能按學習內容

而安排學生自主

學習，在學習日誌

寫下筆記。 

 至於高中方面，則

會進行「解拆 DSE

題型」活動，教授

題目重點，作答要

點及步驟，效果理

想，能力稍遜者能

在同學們的互相

幫助下，漸次掌握

答題技巧，期望有

助應試。 

 學生對本科學習

的 評 價 傾 向 正

面，反映有關措施

正發揮效用。據下

學期《「學習評估」

問卷調查分析報

告》顯示，中一級

班別在「我明白課

堂所教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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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調組長及

組員的角

色，藉以

協助教師

進行不同

類型的課

堂活動，

以加強課

堂的生生

互動。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一題中一級之得

分的平均得分達

7.9 分或以上，中

二級的平均得分

達 8.1 分或以上，

中三級的平均得

分達 8.2 分或以

上。中四級一組是

7.8 分、三組是 8.8

分及中五級一組

是 9.1 分、三組是

8.2 分。 

 

 本科期望透過學

進計劃能提供學

習誘因，鼓勵組員

參與課堂活動，踴

躍回答教師提問

及完成學習任

務。在學生回答教

師提問方面，亦可

見有明顯效果。每

位學生都有嘗試

回應教師提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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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反映普遍學生都

積極參與課堂。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

學習策略

的訓練。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

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

趣。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學生逐漸

建立閱讀

文史類主

題篇章的

習慣。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學生意見 

 

全年  本科配合校方推

動跨課程閱讀的

措施，在初中預設

了配合課程的指

定閱讀材料，期望

既能增潤學生的

歷史知識，鞏固課

堂所學，提升對學

習中國歷史的動

機外，亦能建立閱

讀歷史書籍的習

慣。 

 於課堂總結時利

用概念圖鞏固課

堂所學，以協助學

生逐步掌握摘錄

筆記的技巧。 

 學生能善用合適

的思考工具作總

結課堂所學。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把正向元  於校園展  卓越地帶  卓越地帶 全年  在課堂中教授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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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欣

賞氛圍及

文化。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學生對學

習中國歷

史的動機

有 所 提

升。 

統計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史事件、歷史人

物，如抗日戰爭的

抗日英雄，讓學生

明白即使面對困

難 仍 要 堅 強 面

對。在課堂鼓勵學

生討論，大部份學

生 都 會 積 極 參

與，營造正 

向氛圍。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本科每一課題均

與德育及公民教

育有密切關係，在

教授課程時有滲

透德育及公民教

育的價值，特別是

在國家觀念、優良

品德等，以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如

在早會介紹宋朝

君主如何面對疫

情，讓同學明白逆

境自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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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規劃課堂

以外的學

習活動，

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

機及培養

學生的開

拓與創新

精神。 

 透過參與

課堂外活

動，提高

學生提對

中國歷史

及文化的

情感。 

 積極參與校

外有關開拓

與創新精神

的活動，透

過友校學生

互相交流，

擴闊視野。 

 

 舉辦各類的

課堂外的學

習活動（如

博物館及古

蹟參觀、鼓

勵學生參與

校外舉辦的

歷史及文化

為主題的課

程 或 講 座

等），提升學

生對中國歷

史的認識及

學習興趣。 

 

 學生認同活

動能促進本

科學習。 

 學生同意所

舉辦的活動

能提升其學

習興趣。 

 

 學生反思 

 教師觀察 

 科本問卷 

全年 課堂外活動： 

 本科已於 2022 年

9 月展出烈士紀

念日展板，讓同學

了解近代歷史人

物。 

 本科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與中文

科、歷史科合辦

「中華文化日‧清

明」，設有影片、

展板等活動，讓同

學了解中華文化。 

 本科於 2022 年 10

月與參與了「篇篇

流螢」的網上閱讀

活動，透過網上閱

讀課外篇章，從

閱讀中增進中國

歷史文化知識。 

 本科於 2022 年 11

月 4 日與中文

科、德公組合辦剪

紙技藝工作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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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象是全級中四級

學生，讓同學可以

參與中國傳統剪

紙藝術。 

 本科於 2022 年 11

月參與教育局所

舉辦的「想創中國

歷史自學平台」，

內 容 有 卡 通 影

片、網上遊戲、閱

讀文章等，能提升

學生對中國歷史

的認識及學習興

趣。2A 班鄭嘉萱

及黃楚喬同學獲

得「奪寶奇兵」全

港初中學生自學

獎勵計劃積極參

與獎。 

 本科將於 2023 年

2 月 16 日與視藝

科合作，外出參觀

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對象是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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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級三組中史科及

中五級一組視藝

科的同學，讓同學

可以親身了解歷

史文物。 

 本校視藝科及中

史科早前合作，鼓

勵學生參加由香

港政協青年聯會

及香港故宮博物

館舉辦之「2023

慶回歸.故宮現場

繪畫比賽」。本校

有 3 位同學於高

中組均獲獎項。獲

獎同學名單如下： 

S4B 余恩怡 (高中

組金獎) 

S5A 梁婉君 (高中

組銀獎) 

S5D 趙苑琪(高中

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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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修訂及剪裁各級之課程             

2. 加強培訓，提高學生在公開試的成績             

3. 提高學生自學能力 

透過預習影片及電子平台，讓學生能按需要

進行具針對性的練習。 

              

4. 進行價值教育，提高學生公民意識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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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通過對不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的研習，讓學生認識到國家民族的歷史源遠流

長，先輩奮發圖強的事蹟，從而珍視及承傳中華文化的寶貴資產。例子：教授不同歷史人

物，培養學生攜手互助，彼此尊重的正向價值觀。 

2. 在課堂中教授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如抗日戰爭的抗日英雄，讓學生明白即使面對困難仍

要堅強面對。在課堂鼓勵學生討論，大部份學生都會積極參與，故此在課堂推行正向教育

成效顯著。 

3. 老師在課堂上也常鼓勵學生，善用學進計劃，使學生積極投入課堂，讓學生提升自信。另

外，老師定期在卓越地帶張貼學生佳作，同學可以互相學習。 

4. 科任老師常常利用印章、貼紙等鼓勵學生，提升學生的自信和學習動機。  

 

 措施 成效 

1 課堂回饋 

 

每堂總結學生值得欣賞的地方，以正向語言(如多謝同學的意見，多角

度思考，有創意)鼓勵表現優秀的學生，同時鼓勵表現有進步的學生。 

2 課業批改 在批改學生課業時以正面的回饋鼓勵同學，老師亦會利用有鼓勵表現

字句鼓勵學生。因應學生的不同長處，如：字體端正、用心完成課業、

成績優異，善用印有正向語言的印章、貼紙，鼓勵學生。 

3 多展示 

多讚賞 

老師會每次選取不同班別同學的優秀課業及測驗作「範文」，配合學校

的卓越地帶，張貼同學優秀的課業提升同學的學習自信。 

4 正向活動 

 

透過早會向學生灌輸正向思想，如以宋朝君主如何面對逆境的故事教

導學生承擔、勇氣，即使面對逆境也要正面解決問題。 

 

在課堂上播放由香港教育大學所舉辦的「看動畫．學歷史」動畫，內

容有關正向價值，歷史人物的奮鬥經歷，培育學生十種首要的價值觀

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

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和「勤勞」，作為推動

價值觀教育的方向，讓學生建立正向思維。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本科各科任老師會善用學習日誌，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記下重點，鞏固所學。 

課業亦要求學生先做預習，搜尋資料，較高的班別教授答題技巧及框架後，著學生自行完成，

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本科一方面網上授課，另一方面附以網上通訊軟件轉發學習材料，二者均要求學生自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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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情況令人滿意。例子：中一至中四的同學參與由中國文化及研究院所舉辦的「篇篇流螢」

網上廣泛閱讀計劃，讓學生從閱讀優質文章中，學習歷史文化，提升人文素養。 

3. 配合「想創中國歷史」學生自學平台，學生可以透過閱讀篇章、動畫、 

網上遊戲、多媒體片段，認識中國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事蹟及言行，豐富與拓展他們的見識

與眼界，提升其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每一課題均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密切關係，各科任老師在教授課程時有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價值（特別是在國家觀念、優良品德等）。  

2. 國民教育方面，課程內貫串着認識中國以提高國民身份認同的元素，教師願意以開放的態

度與學生討論，而學生亦對這些議題感到興趣。例子：中三級教授改革開放課題時可研習《基

本法》的制訂背景及條文內容與香港有效實施「一國兩制」的關係。 

3. 中二及中五級的課程有關列強入侵，這讓學生清楚理解國家從被列強侵略，以致英國佔領

香港，及後國家克服困難，並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奮進歷程，從而強化學生對國家民族的

使命感和責任心，故此在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成效顯著。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中一至中三全級均採用電子教學，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在本科已為相當普遍的現

象。本科已將初中各課題的電子教學教材匯入 ONEDRIVE，建構電子學習資源庫。本科亦有

利用 E-CLASS、ONEDRIVE、學生的微訊群組，按教學規劃上載教材，讓學生自習，提高學習

效益。據課堂觀察及與學生交談所知，學生對資訊科技教學及觀看影片反應正面，學生對相

關課題的掌握程度有所提升。 

2. 班房設有電子白板，學生也有 IPAD ，亦有助本科教授歷史、繪畫時間線、概念圖等。  

3. 在疫情發展及停課期間，本科一方面進行網上授課，另一方面附以網上通訊軟件轉發學習

材料，學生也樂於觀看歷史短片，成效顯著。據課堂觀察及與學生交談所知，學生對資訊科

技教學及觀看影片反應正面，學生對相關課題的掌握程度有所提升。本科認為可以繼續製作

預習影片，特別在公開試題解片方面應再加強，對提升學生應試能力應有不俗的效果。至於

高中方面，則會進行「解拆 DSE 題型」活動，教授題目重點，作答要點及步驟，效果理想，

能力稍遜者能在同學們的互相幫助下，漸次掌握答題技巧，期望有助應試。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老師多能設計一定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子：播放翻轉課堂影片，做預習

工作紙，課後有 KAHOOT 提問學生，以鞏固所學。  

2. 境外學習仍相當受學生歡迎，加上學習效果大，實值得舉辦。加上在持分者問卷中學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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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期望校方能多提供校外的學習經驗，相信本科在這範疇上能進一步發揮推動角色。 

3. 本科舉辦了以下校內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預期成效 

1 12/2021 早會分享：「銘記歷史•珍愛

和平」 

講述抗日時期的史事，讓學生明白

和平的重要性。 

2 9/2022 烈士紀念日展板 讓同學了解近代歷史人物，彰顯關

愛欣賞、踐行服務有禮的良好品德。 

3 9/2022 早會分享：宋朝君主如何面

對逆境 

以宋朝君主如何面對逆境的故事教

導學生承擔、勇氣，即使面對逆境

也要正面解決問題。 

4 10/2021 

10/2022 

與中文科、歷史科合辦 

「中華文化日‧重陽及廖氏

秋祭」(2022) 

設有對聯、遊戲、播放影片等活動，

讓同學了解中華文化，弘揚優秀的

中國傳統文化，提高學生道德文化

修養。 

5 11/2022 與中文科、德公組合辦剪紙

技藝工作坊 

讓同學可以參與中國傳統剪紙藝

術，了解中國文化。 

6 2/2023 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與視藝科合作，對象是中四級三組

中史科及中五級一組視藝科的同

學，讓同學可以親身了解歷史文物。 

 

校外方面，本人帶領學生參加不同機構的比賽，為學生提供不同平台展示學習成果的同時，亦

能使其得到應有的鼓勵及肯定。 

 日期 活動內容 預期成效 

1 10/2022 「篇篇流螢」網上廣泛閱讀

計劃 

「篇篇流螢」是一個全港獨有的

中國歷史文化跨課程閱讀計

劃，把優質而廣泛的閱讀資源和

電子學習互相結合，製作成網上

閱讀平台，讓學生免費參加，按

照計劃日程，從閱讀中增進中國

歷史文化知識，配合跨課程學習

的需要，培養學生恆常閱讀的習

慣。 

2 10/2022 

 

《想創中國歷史》網上閱讀

比賽、問答比賽 

參與教育局所舉辦的「想創中國歷

史自學平台」，內容有卡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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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遊戲、閱讀文章等，提升學生

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及學習興趣。 

3 11/2022 香港歷史教育協會中史科聯

校模擬考試 

學生及早準備溫習，未雨綢繆，提

升公開試考試成績。 

4 12/2022 北區中史科聯校模擬考試 加強同學應試技巧，建立共同溫習

組群。 

 

(八) 財政報告 

編

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

款 

($) 

特別撥

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書 2,000  2,000 學校閱讀 
$844.8 

 

2 參考書 3,000 3,000   
$457 

 

3 各類教材(影片、軟件等) 3,000 3,000   
$900 

 

4 雜項 2,500 2,500   
$1760 

 

5 遊學團 50,000  50,000 全方位 
0 

 

6 中華文化日活動費 2,000  2,000 全方位 
$123.9 

 

 合計 62,500 8,500 54,000  
$4085.7 

 

 

財務報告檢討： 

本年度未有超出預算。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工作評估： 

 本科課程已加基本法及國安法的內容，加強同學對國家的認識。 

 把正向元素融入在學生的校園生活中，營造欣賞氛圍及文化。 

 整合高中溫習筆記及教材，以提升學生公開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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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來年初中及高中都會筆記框架，鼓勵同學每堂課節都要記下課堂重點。 

 鼓勵老師多參與教育局中史科知識增潤課程，了解本科的最新教學重點。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校共有 21 位考生應考，全數合格，優良率則為 33.3 %，而本科之增 值數亦為「8」

級。 

 

題目 學生作

答人數 

卷一學生整體表現 

1 20 位 1(a)題表現滿意，平均得分為 3.8(總分為 4)，同學能清晰分辨秦 始皇和

漢武帝面對與貨幣相關的管治問題。1(d)題表現一般，平均得分為 3.2 (總

分為 8)。同學對秦始皇的措施，大多只知措施名稱，未掌握措施的具體內

容。部分同學對圖片的分析能力較弱，未能援引相關資料討論。又把同一

課題相關的史事混為 一談，如焚書與坑儒，推恩和酎金奪爵等。 

2 1 位 2b(iii) 題表現未如理想，平均得分為 0(總分為 2)。部分同學只純粹按圖

象解說慈禧不喜歡外來事物，而未能鎖定這資料所涉及的時間，援引戊戌

政變後慈禧痛恨外人的原因以作解釋。 

3 19 位 3b 題滿分 15 分，平均分有 6.89 分，有待改進。表現稍遜者， 僅抄錄

資料二的資料，餘皆穿鑿附會，憑空申述而史例欠奉；或混淆史事，概念

不清，如指「尊王攘夷」由五霸共同提出及遵守，孔子、管仲、齊桓公等

為戰國時人、更混淆齊桓、晉文的霸業等，未緊扣題旨。 

4 15 位 4c 題滿分 10 分，平均分有 3.13 分，有待改進。表現良好者能就隋文帝

「勤政愛民，尤有儉德」著墨，並援引相關史實。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

或未就題旨要求，詳述隋文帝「開皇之治」的各項成就，如開創三省政制、

設州縣二級制、府兵制、科舉制、建運河、平抑門第等回應，偏離題旨。 

5 6 位 3a 題滿分 3 分，平均分有 1.25 分。對明太祖分封政策未有認識，對如

何使國家久安長治則抄寫資料內容，未有回應題旨。 

6 2 位 整體表現尚可，6c(i)及 6c(iii)表現理想，能全面而深入掌握百日維新的史

實，有效運用論據支持一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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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學生作

答人數 

卷一學生整體表現 

10 21 位 表現良好，平均高於全港平均，滿分 25 分，平均分有 12.62 

分。學生了解均田制內容，如何有效控制戶籍。 

12 21 位 表現尚可，平均高於全港平均，a 題滿分 10 分，平均分有 

4.68 分。b 題滿分 15 分，平均分有 7.29 分。表現良好者能

回應挑選人才以達「擇優錄用」的效果。表現一般或稍遜者未

能說明「錮蔽」及「敗壞」，未能仔細回應題目。 

 

 

 檢討：學生考獲成績大致合符預期，部份學生未能提升至第五級，估計原因是 部分考生

未能熟讀史實，多泛泛而論，或背誦史實與題目不符，未能緊 扣題目作答，易合格難高

分。同學有待改善的地方：仍有審題粗疏，或未有針對題目的要求作答，或抄錄題目提供

的資料回應，或答案夾雜不少無關題旨的內容，未達題目的要求。時見混淆史事與人物、

時序謬誤錯配，朝代概念模糊等：例如：卷一第三題，誤認「孔子」、「管仲」、「齊桓公」

為戰國時人，混淆「齊桓公」與「晉文公」的霸業；卷一第四題，混淆隋代「官倉」與「義

倉」的作用，引用唐「貞觀之治」的措施為隋「開皇之治」的措施；卷一第五題，以「漢

武帝的推恩令」為「明成祖的削藩措施」；卷一第六題，把清代「洋務」與「維新」混為

一談。  

 

 針對策略：加強操練卷一各題型，如正反論述，訓練學生引用原始資料能力，預習更多細

碎化的歷史資料及圖片，期望爭取更高分數。  

 

 反思及建議：參考本年之考試報告，教學時必須強調考生要小心審題，針對題目所問，舉

出史實，不宜只抄寫資料內容，論據要豐贍而具說服力。另外，考題亦傾向以數據分析、

圖片對照及漫畫解讀作考問的趨勢，要加強學生分析史料的能力，而直述式的題目亦漸次

增加，提醒考生必須多運用史實。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陳雅麗 / 葉天賜 黃麗儀 謝廷蔚 

 葉俊雯 何諾熹  

 潘嘉琪 陳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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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歷史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初中的課業為科本設

計，並按最新的初中

歷史課程大綱重整中

三級的歷史課程。老

師將按校本教學，為

中三級同學重新規劃

及設計歷史課業及教

學安排。 

 高中的課程，配合國

民教育元素，在中五

級香港相關課題強化

國民教育及人文教育

元素，讓學生有更多

機會認識及接觸相關

的內容。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高中的課業與培養文

憑試答題的技巧相

關，老師都按同學不

同的學習情況，設計

相應能力的課業。尤

其今年中四、中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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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設兩班歷史班，兩班

同學學習差異極大，

因此科任老師都要按

班本的學習能力將相

關課題的練習，分拆

成不同的技能訓練課

堂工作紙及課堂測

驗，以鞏固學生的答

題能力。 

 

 今年將完善學生摘錄

筆記的情況，每課老

師會寫上該課的學習

目標，讓同學在課後

檢視所學。例如在下

課後要求同學將該堂

的學習重點、課堂重

點寫在學習日誌上，

並定期交予老師查

閱。此舉有助老師了

解同學的學習進度，

也讓同學可以更有系

統整理自己所學。 

 



-194-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上學期的學習評估問

卷中，Q2(有認真參與

歷史科學習活動)，各

級的平均分都達 7.7

分或以上；高中(S5-6)

的平均分更高於 8

分。下學期的學習評

估問卷，Q2(有認真參

與 歷 史 科 學 習 活

動) ，各級的平均分都

高於 7.7 分或以上，中

四級的平均分為 8

分；中五級的平均分

達 8.6 分。數據反映同

學在歷史科認真向

學，尤其高中選修課

的同學明顯覺得學習

歷史是更為專注的。 

 

 因應疫情影響，保持

社交距離，因此只有

限度進行安排分組的

討論活動，下學期情

況有所改善，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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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角色尚未能發揮。 

 

 因應上學期以混合形

式上課的情況，老師

以不同層次的提問及

引導同學進行討論及

思考。按老師的觀

察，同學在實體課堂

或網課的跨境同學都

有回應老師的問題，

尤其實體課的學生最

為積極，讓老師知道

同學的參與度。下學

期回到實體課後，同

學上課的積極性及參

與度更有明顯改善。 

 

 另外老師也會利用網

上的問答平台，了解

學生的參與及表現，

尤其跟進網課同學的

參與情況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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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

強學習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

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

趣。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學生的閱

讀興 

趣得以提

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在平日的教學及課堂

總結時引入早前製定

的「歷史科整理筆記

的科目概念框架」，如

要求各級科任教導學

生以時間線整理歷史

時序的技巧。老師在

教授歷史發展情況時

引入時間線概念，也

要求同學自行繪製合

適的時間線。各級再

按不同的課題，引入

不同的歷史概念框

架︰如中一級的古今

對比表，轉變及延

續；中二與中三級的

背景/原因/影響。 

 

 初中中一級今年參與

了「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針對中一學生就

如古今對比的比較技

巧進行教學策略調

整，重新設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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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不少同學均能透過課

堂成功製作有效的學

習技巧筆記。在教考

相配下，上、下學期

測考，以及堂上小測

亦有相關題目考核同

學的比較能力，從學

生表現可見，不少同

學均有溫習筆記，並

思考筆記如何有助學

習。 

 

 至於高中，一直在不

同課題有不同的歷史

筆記架構圖，高中則

以文憑試歷史提問用

語去製作學生的筆記

框架，並特別為中六

同學設計「溫習日

程」，就觀察高中同學

的學習日誌及溫習日

程所見，不少同學也

開始習慣及掌握本科

的思考及筆記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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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方式，並用於平日的

課業問答之中。 

 

 為補初中課時不足情

況，建議在初中級別

增加配合教學主題的

短編文章，如中一是

不同的「文明」，中二

級以「人物小傳」，中

三以「國際衝突與合

作」作為閱讀素材。

今年下學期初中同學

均參與「初中歷史

科電子閱讀獎勵計

劃」，除了增加學生的

閱讀量，也可補充歷

史課堂不足的時間。

為提升同學的積極

性，老師會選取其中 2

次閱讀分數作下學期

平時分的計算。並鼓

勵學生將知識用於測

考的開放思考題中，

利用閱讀文章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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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去回答題目，增加針

對性閱讀訓練。 

 

 配合圖書館的閱讀活

動，教師鼓勵學生從

閱讀中學習。初中每

級學生已完成課堂有

關的文章閱讀，並完

成閱讀報告。根據觀

察及與學生交談，可

見部份學生因而提升

了學習興趣。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配合學校的卓越地

帶，張貼同學優秀的

課業，以提升他們的

學習信心。 

 另外，高中的平日的

課業改正紙中，老師

會盡量每次選取不同

班別同學的優秀課業

作「範文」，此舉讓同

學的學習自信大為提

升。為讓更多同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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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榜」，老師盡可能在不

同分題中選用不同學

生的「作品」作示例。

就觀察所得，學生都

期待老師每次派功

課、測考的改正紙上

見到自己的課業「榜

上有名」。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 向 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 型 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科任老師在批改學生

課業皆以正面的言語

去鼓勵同學，老師亦

會利用有鼓勵表現字

句的科本印章，讓老

師在批閱功課時能以

正向言語的印章鼓勵

學生認真做功課。 

 

  

 規劃課堂

以外與課

程相關的

活動，拓

展學生課

堂以外的

學 習 經

 舉辦研習

活動，以

提升學生

對歷史發

展 的 認

識。 

 

 學生因參

觀等活動

對本科興

趣提升。 

 通 過 觀

察、交談

及口述評

價 

 參考學生

出席紀錄

及學生的

全年  因應疫情，上學期的

參觀及活動研習未能

完成，留待之後情況

改善再安排。 

 

 下學期將在 8 月 11 日

參與由「活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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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歷。  與歷史學

會及/或其

他科組合

辦參觀活

動，培養

學生對本

科 的 興

趣。 

 

意見 

 

舉辦的主題式導賞團

「華民生死探索之

旅」，對象學生為中五

級，活動將帶領同學

參觀港島的廣福義

祠、東華三院等地，

讓學生了解 19世紀時

期香港的政治及社會

發展如何影響該時期

居住在太平山區的華

人。期望能增廣高中

同學對香港相關課題

的見聞外，加強學生

對華人族群的身份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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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習作簿檢查             

2. 科務會議             

3. 發展性及評核性觀課             

4.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透過預習影片及課題

重溫影片，讓學生能按需要重溫相關內容) 
          

  

5. 訓練學生應試技巧             

6. 初中試前溫習班或考試溫習片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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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配合學校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科任老師都要用正面的言語去鼓勵同學，如歷史科已為科內老

師訂製正向的印章，希望老師在批閱功課時能以這些正向言語的印章蓋在學生功課上，鼓勵學

生認真做功課。另外，本科也提醒老師在課室運用更多正面言語的指示，多用說話鼓勵同學，

例如在歷史課堂中設有不同層次的提問，當學生願意嘗試作答時應讚揚他「努力嘗試，不怕答

錯。」這種特質。又或者設有一些挑戰題目，讚揚同學答到未有人想到的答案等等。老師發現

這種正向鼓勵的讚揚說話，再配合不同層次的題目，對維持學生主動性及積極性有正面作用，

如學生都期待老師派功課、測考的改正紙上見到自己的課業「榜上有名」。 

 

高中同學部分小測會設有「重測再挑戰」的機會，若同學在第二次重測機會較第一次作答得到

更高分數，將會得到小測題目的直接加分。此舉不但鼓勵在第一次小測表現欠理想同學溫習所

缺乏知識，又能鼓勵學生從錯誤中反省學習，改正錯誤而得到分數上鼓勵，將負面的回饋化為

正面的動力。 

 

初中同學會以電子平台(padlet)分享學生預習家課內容及課堂討論所得，並容許學生在所發帖

文上互相「俾 LIKE」讚好及作肯定字句留言表示讚賞，以正面回饋學生在課堂的積極參與。既

推動同儕學習，亦加強同學分享學習成果的信心。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為了鼓勵學生自學以增長知識，本科除了要求所有級別學生定期閱讀課外書或文章，並完成閱

讀報告外；今年加入電子閱讀的元素，利用教育局及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推出的「初

中歷史電子閱讀平台」，鼓勵學生閱讀更多與初中歷史課相關的文章。除了基本要求完成的篇

數外，教師也鼓勵同學閱讀其他的文章，更會用表現最好的分數計入平時閱讀分。有部份班別

的同學也額外完成閱讀其他文章。在中一至中四級也製訂了數篇自學電子文章或短片，以提升

他們對該課題的興趣，推動他們繼續自學。 

 

同時，本年度本科亦鼓勵學生於課堂前進行預習，藉此提高他們自學的意識，如在高中的選修

班別，老師有時在教授個別課題時上載相關的歷史影片，讓同學先行預習。如今年度，中四級

教授冷戰這課題時，加插了不少冷戰史事的相關歷史影片，老師設計了與影片有關的 e class

題目，要求同學先行完成。據 e class 繳交題目的數據反映，大部份同學都完成題目。並在課

堂的觀察所得，部份同學是有在課前進行預習，對一些老師未教授的題目都懂得回答。可見預

習有助提升同學的自學能力。至於中一學生，因應本年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為加強學

生研習歷史時的範疇分類能力，老師就合適課題設計預習家課，讓學生閱讀材料，作初步分析。 

 

今年本科繼續完善學生摘錄筆記的情況，上課時先清楚寫上該課的學習目標，在下課後要求同

學將該堂的學習重點、課堂重點寫在學習日誌上，並定期交予老師查閱。此舉有助老師了解同

學的學習進度，也讓同學可以更有系統整理自己所學。由於中一、中二的歷史科教學時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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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涉獵的內容廣泛，因此老師更有效利用筆記摘以填補教學時間不足的缺點，讓未能跟上教

學進度的同學透過摘錄筆記內老師設定的學習重點題目，以鞏固所學。老師因應課堂的進度及

安排，在上課前會預要製作該課的學習重點筆記，要求學生利用該課所學，利用課後時間整理

筆記的重點及內容，此舉有效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同時，老師在平日的教學及課堂總結時引入「歷史科整理筆記的科目概念框架」，如時間線整

理歷史時序的技巧、歷史因果概念圖、異同比較表等歷史科特定的筆記框架。要求各級科任老

師在教學時引入不同的筆記技巧︰如中一級的古今對比表，轉變及延續；中二與中三級的背景

/原因/影響。中一級今年上、下學期均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在特定課題中優化課堂設

計，加強同學在比較異同及範疇向度分類的能力，並引導學生製作具自我風格，又在測考具實

用性的筆記。老師及學生皆學有所長。 

 

至於高中，一直在不同課題有不同的歷史筆記架構圖，高中則以文憑試歷史提問用語去製作學

生的筆記框架。而且受「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啟發，老師亦嘗試將中一級所得經驗擴展至高

中課堂，引導學生在測考問題紙上做筆記，標記重要線索或略寫答題結構。就觀察高中同學的

學習日誌，不少同學也開始習慣及掌握本科的思考及筆記整理的方式，並用於平日的課業問答

之中。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在歷史科的許多課題(如香港文化承傳、非殖化運動、國際人口問題等)均有論及群體間欣賞及

尊重不同意見和文化的重要性。本科教學內容包括讓學生認識香港本土歷史及中國近現代史的

發展，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例如中一歷史學習有關香港早年歷史及

與中國的關係；中二級提及香港被割讓的過程及早期英治時期的發展，華人社團對香港發展的

角色等；中三提及二戰後香港發展狀況，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歷史情況。高中歷史科更設有

香港及中國兩個重要單元，其中不少內容是論及香港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關係。

同時也有文化史是講述香港本地社會及習俗方面的承傳。 

 

在歐洲歷史的課題中，教師亦會協助學生分析「協作」與」「衝突」所帶來的後果(如在兩次世

界大戰、冷戰及聯合國等課題)。討論國際協作的議題，必會讓學生反思環保、人口與資源的

重要性(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協助)。在人道議題上，也會討論戰爭所帶來的禍害(課

題：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極權主義興起、中日戰爭等)。高中方面，教師亦會將時事例

如以阿衝突、國際局勢、東亞形勢等融入教學中，與學生所學的歷史事件及國家發展掛鈎，同

時因應不同級別設有不同層次提問及深度的討論，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世界公民身份的認

識。 

 

學生修讀初中的歷史科，將有更多機會全面認識香港及中國歷史發展，能加強對香港及國家身

份的認知。至於高中修讀歷史學生，可得到更多深入討論機會，以二十世紀的香港與中國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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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發展及不同課題，與師生進行交流及分享。高中的歷史學習經歷令學生對中港關係有更深入

的學習與認知，有助加強學生對本地及國民身份的認識。 

 

本年度中五級亦會參與由活現香港舉辦的主題式導賞團「華民生死探索之旅」，透過了解在 19

世紀華人在上環一帶如何應對惡劣的衛生條件和擁擠的生活環境，以及 19 世紀末的重大疫症

「鼠疫」，將加強學生對華人族群刻苦堅忍的民族特性價值的認知，並加強學生對本地及國民

身份的認識。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老師在初中課節使用資訊科技，因疫情持續影響，社會對資訊科技的應用更為普及與常規

化。中一、二級仍活用 Powerlesson2 授課，當中包括簡報、影片、討論分享、練習測驗等，

也設有翻轉課堂的活動；中三及高中經常應用簡報及放映影片輔助教學，在試前也利用影片作

試前溫習等等。在今年的教學過程中也加強使用網上學習軟件提升教學的互動，在課堂常配合

padlet、mentimeter、Kahoot!的應用加強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就觀察所得，高中的同學都熟

習使用 padlet 發表意見及使用 mentimeter 作即時討論，並讓老師更掌握實體課及網課的學生

學習的進度及成效。 

 

本科老師亦輯錄不同的歷史內容預習片，配合同學更有效學習不同的課題，同時即使實體課已

回復，在課後老師亦常利用 zoom 即時為中六同學提供不同課題的溫習輔導，以作鞏固備試。

本科的科任老師製作電子教材，拍攝解題片已為常態。觀察所得，高中學生表示解題片及課業

講解的影片有助對課題及答題技巧更瞭解。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本科老師在授課時經常於適當的時候加入分組討論、角色扮演、時事探討與該段歷史發展的關

係、電影片段及歌曲的欣賞等活動，以增加學生興趣。這些活動在高中，尤其中四及中五兩級

較為有效。但在初中則有局限，一來因為課時緊拙，課程緊張，難以安排豐富的教學活動，在

課堂今年集中加強中一級、中三級的分組研習閱讀篇章活動，作為深化筆記前的主要活動。老

師亦依靠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在課後鞏固所學，包括發放相關影片及研習討論活動。今年度中

一、中二以 Canva 軟件完成歷史專研報告，讓同學自行設計個人歷史小冊子課題。 

 

高中今年課堂用 Padlet 進行小組討論，學生普遍能順利運作，ZOOM 的內地生也能成功使用

下學年全面復課後，在課堂上使用 Padlet 進行小組討論，或小組討論形式教授特定課題，論文

組織及觀點更為暢順，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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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購買圖書館書籍、公

開試參考書 

$2,000  $2,000 學校閱讀 $447 

2 教師參考書 $1,200 $1,200   $212 

3 教具及教學光碟 $500 $500   0 

4 
學術周及中華文化日

的物資及獎品 

$700  $700 全方位津

貼 

0 

5 雜項 $200 $200   0 

6 
參觀/其他學習經歷

活動 

$6,000  $6,000 全方位津

貼 

$4950 

 合計 $10,600 $1,900 $8,700  $5609 

 

檢討︰ 

今年學校舉行了 STEM 同樂日，歷史科的攤位支出由 STEM 委員會一併處理，因此本科不用購

買該活動的物資。中華文化日歷史科的攤位支出也由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一併處理，所以沒

有支出。今年教具書商為各老師開設網上帳戶，以網上形式免費發放，故暫時沒有購買實體版，

因此也沒有該支出。參觀活動款項預計會在 8 月考察活動後付款予相關主辦方。（有關旅遊巴

接載款項尚未計入財政開支）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i)  本年度計劃大部份均順利及依時完成。本科老師教學態度認真，不斷進行協作及設計教材

等工作，以提升同學對本科的興趣及對本科知識的掌握。其中任教中一老師參與「優質學

校改進計劃」，為學生在促進自主學習，引導學生撰寫筆記的課堂計劃上群策群力。各級老

師亦因應學生的進度及能力，不斷修訂及嘗試運用不同的方法，讓學生能理解所學，以提

升教學的效能。 

 

(ii)  初中歷史改革課程指引在今學年的中三級推行，除了 A,B 班使用英語增潤教材外，中三級

的課程內容豐富，教學時數不足，需要簡化教學的內容。再加上部份班別由實習老師任教，

令中三級的教學較預期落後，雖然整體教學進程流暢，但來年仍需加以調整教學內容，故

建議校方於 2022-2023 年度提供空間讓老師為中三歷史安排共同備課時間，以便在優化教

材及將初中筆記技巧延伸。至於英語授課方面，仍是較大挑戰，因為初中課程內容頗為艱

深，如工業革命、啟蒙運動、法國革命、美國發展等，對本校使用英語增潤的班別而言是

很大挑戰，不少學生難以用英語理解複雜的歷史事件，本科更要以課程配合學生需要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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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難度。 

 

(iii) 本年度中四、中五均開設了兩班的選修歷史，兩班的同學學習差異極大，對本科的技巧及

史識的掌握仍要多加努力，因應期間停課期間同學有所鬆懈，老師在復課追補課程，未有

太多時間集中教授論述題的答題技巧。因此之後的時間，老師會利用暑期補課時段加強答

題框架訓練，協助學生取得較佳的成績。今屆中五在上學年起以上網課為主，學習進度大

受影響，且個別同學學習能力明顯落後，老師也要靠實體課及補課時段幫助學生追回進

度，又要鞏固上年所學的內容，希望暑假補課能讓同學追上進度。本屆中六學生受疫情停

課影響，學習情緒受影響，幸好同學都主動參加老師所作針對式的補課，期望在師生的努

力下能在今年文憑試爭取佳績。 

 

(iv) 至於在增加學生接觸史識的機會方面，因應疫情，本年度上學期未能舉辦實體博物館參觀 

及交流團，8 月中五同學將參與由「活現香港」舉辦的主題式導賞團「華民生死探索之旅」，

期望能讓在上學年從未走出課室的高中選修同學增廣見聞，有所得著，加強學習意趣並在

來年好好備戰文憑試。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S6 班級/組

別 
修讀人數 科任老師 

預計合格

率 

實際合

格率 

4 級以上 增值指標 

6X2 18 人 彭及麟老師 78.9% 100% 55.6% 9 

 

2022 年本科學生在公開試的成績高於預期，合格率是 100% (全港為 93.4%)，高於全港合格水

平。 

優良率方面，本校學生的優良率是 55.6%(全港為 46.1%)，今屆修讀歷史的學生共有 18 人，其

中有 10 位同學取得 4 級或以上成績，另外有 88.9%的同學取得 3 級或以上成績，比 2021 年有

所進步。2022 年有 1 位同學取得 5*級成績，可見在疫情的影響下，學生克己用功，在本科有

此表現不錯。 

 

歷史資料題 

今年考評局將卷一資料題的四題必答改為選答三題，本校學生在資料題表現稍優於全港的平

均，1a、2a、2b、3b、3c 及第 4 題全題的題目表現高於全港平均，其中 4a 最高，比全港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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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校學生在歷史資料題方面比上屆有所進步，因為本校學生表現高於全港的題目多

屬資料解讀及理解立場，是為初、中階的題目。但在今次卷一 1b 以「特色」作提問字眼、3a

則以歸納「方法」設題，但本校學生在這類問題表現比全港稍遜(-3%)。因此教師須多與學生

討論辨別資料中反映「特徵」及歸納方法時的作答技巧。另外，從報告反映在引用資料作解釋，

提問相對較直接的題目，本校學生表現略高於全港學生，可見本校學生都掌握了解讀及如何引

用資料作解釋的能力。而學生在處理 2a 題、4a 題「轉變」的提問用語時，展現高於全港的能

力（+10%及+25%），處理 4b 題「目的」的提問用語，表現亦優於全港(+17%)，成績令人鼓舞。

証明學生如能多加操練及溫習老師所派發的提問用語筆記，成績將能有效提升。溫習提問用語

有助學生解讀卷一資料題的基本考核技巧，也有助學生可以在卷一取得基本合格的分數，以至

獲取優良等級的分數。初、中階題目（a、b 題）兩題共佔分 7 分，本校學生平均得分為 4.6

分；全港學生為 4.0975 分，本校比全港高 7%，教師將要求同學以每題 7 分中取得 5 分為目標。 

 

但學生在較高階的 c 題，要引用資料及個人所知去回應題目的表現則好壞參半，第 1、2 題 c

題本校學生表現略低於全港學生平均表現的百分比為-6%至-8%，而第 3、4 題 c 題本校學生表

現則較好，高於全港學生平均表現的百分比為 9%至 11%，代表本校學生在 c 題有所進步（尤

其歐洲史）與全港平均距離相約，可見老師平日不斷訓練學生進行分析資料，討論作者立場及

討論不同提問字眼作答要求的成果，令同學都習慣從資料推斷出相關結論，希望同學更有信心

將平日所學的資料題技巧運用在文憑試之中。c 題每題 8 分中，本校學生平均得分為 3.26 分；

全港學生為 3.15 分，本校比全港只略高 1%，教師將要求學生以取得 4 分為目標。 

 

 

論述題 

在本年的卷二論述題中，本校學生表現與上屆水平相若，本卷設有七題，當中第 2、3 題沒有

本校學生選答。其中在學生選答的題目中，有 3 題本校學生表現比全港考生為高，Q6 是+11%，

Q7 是+7%，Q5 是+6%，Q1 及 Q5 本校學生平均分數略低比全港考生表現(-1、-5%)，可見今屆

同學對論述題的掌握中規中矩，仍有改進空間。 

 

本校學生最多選答題 4(就維持和平努力的失敗或經濟大衰退而言，哪一個因素對導致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較為重要。) 及題 6(探討美國於 1946-91 年間在冷戰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題

目，這兩題學生表現都比全校考生表現為高。修讀歷史科的學生普遍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發

展較有認識，一般都會是全港最多考生選答的題目，參考考評報告，部分作答此題同學只分述

兩項因素而完全沒有作出任何比較。本校學生在試前重點操練二戰間因素比較的技巧，故表現

稍優於全港，作答此題的 16 位本校學生平均得分為 12.44 分；較全港 10.96 分稍高 6%。而所

幸以往難度較高的冷戰題目在本年提問直接，令同學能有效發揮所學，展現溫習成果。另外，

因本校學生在畢業試、畢業後模擬試均有意識地操練二戰及冷戰題目，因此令分數表現達到 E

級在 12-13 分之間，比全港 E-F 級的 10-11 分略高（+6%、+11%）。可見在公開試前讓同學針對

性地操練熱門課題，能增加同學考試自信及作答熟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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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不少同學（11 人次選答 Q1、Q7）選答中國史的題目，可能是老師在備戰時也給予相近

似的論文資料讓學生作重點溫習有關，本校學生該題表現與全港作比較，Q1 略低(-1%)，而 Q7

稍高(+7%)。不管是 Q1 問及中國在 20 世紀上半葉作出了不同的政治現代化探索，還是 Q7 問

及「鄧小平思想」是中國經濟歷史轉變的主要推動力，同學即使對課題熟悉，仍會因問題的複

雜性及刁鑽性而有機會答漏或答錯方向，例如 Q1 會忽略關鍵提問字「政治」而答了經濟、社

會的現代化努力；Q7 則會忽略思考推動中國經濟轉變的其他因素，可能影響了此兩題表現。

此兩題本校學生平均分在 F 級 8-9 分水平，與全港考生表現相若。教師須提醒來屆學生審題時

多加注意關鍵提問字眼。 

 

 

反思及建議： 

平日的教學及溫習時，老師要繼續強化同學解讀資料能力，尤其漫畫及圖片的解讀，同時也要

訓練同學歸納出資料反映的「特色」/「特徵」，強化同學理解資料作者的立場及分辨論據的能

力。在教學過程中，老師需加強學生對歷史發展及題目關鍵字的理解，確保學生卷一中有較佳

表現，並多與同學討論如何有效引用資料回應題目，確保同學可以在該題取得達標分數，讓他

們在卷一資料題有更好表現。 

 

從本年開始，老師製作了針對卷一的「提問用語筆記」，內容會將卷一常見的提問方式，現時

歷史科的應試技巧輯印成書，有系統地整理不同的答題技巧，並要求同學好好利用該應試筆記

作溫習，希望可以鞏固同學的答題的技巧外，也幫助成績較遜的同學明白卷一的要求，並可參

考老師製作的答卷範例，了解取分的要求及作答層次，從而提升同學應考資料題的信心，令成

績有所進步及提升。 

 

本校學生在回答卷二論述題方面是相對較弱的卷別，未來將著重訓練題目關鍵字及不同題型的

要求，同時老師需要強化他們在理解題目能力及語文表達能力方面的訓練。在審題方面，教師

除與學生討論不同題型外，也要著重展示不同分數層級對考生表現的要求（尤其針對以合格奪

3 為目標的同學須清楚了解獲取 E 級(11-13 分)的要求；目標奪星同學則專注了解 C 級(17-19 分)

要求），更要加強同學對論述題的提問「關鍵字眼」回應，讓學生更能掌握題目要求，提醒同

學在內容中要切實回應關鍵字要求的內容才會達到合格或更高層級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老師

也令同學知道甚麼是「離題」的表現，以避免犯錯，如學生作答「扣題」不離題，已是成功的

一半。 

 

由中四級開始，老師可要求同學背誦及參考不同的論述題範文，透過多次的溫習背誦，可以加

強學生對歷史的內容的記憶，也讓同學對如何作答論文有基本的認識，提供不同題型的論文有

助同學克服寫作論文的困難，再加上老師在備戰的後期也可集中要求同學多討論及完成不同的

論述題訓練，有助應試時提升信心並取得佳績。 

 

在畢業試後，將會另設措施，助學生最後衝剌： 

 溫習進程小冊子：同學須每周填寫，在補課時呈交老師，一同檢討溫習情況及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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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題目操練：善用補課時間，就每一課題派發操卷試題並討論答法，供學生鞏固技巧及

溫習知識所得。 

 應試錦囊：將答題注意事項製作成口訣，與學生在最後階段重溫。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彭及麟 / 黃定輝 陳凱瑩 

 戎曼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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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地理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

切的教學策

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

自 我 效 能

感。 

配合課程優

化重點及學

生需要，檢視

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

並配合學生發

展的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及

學生需要而

作出校本課

程調適。 

 

a) 課程大

綱 

b) 科務會

議 

 

全年 a) 根據課程課文件，已重新檢視及規

劃初中及高中技能、知識點及價值

培養。初中課程亦根據教育局國安

教育加入相關影片及教學活動。針

對文憑試難點，並重新編寫教學大

綱，於本學年亦成功建立及優化有

關教材及教案。除此以外，高中亦

因應考核重點設有挑戰題，學生普

遍能對課題有更多掌握，部份能解

構挑戰題的學生更能增加學習自

信及興趣。 

b) 於每個單元均列出學習重點、相關

技能及人文素養◦並因應國安教育

作出修訂，於中一至中六級均加入

相關影片，以增加學生對國教育的

理解及興趣。從影片觀看比率超過

70%可見，學生對國安教育有一定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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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

切的教學策

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

自 我 效 能

感。 

提升學生上

課時學習的

主動性，增加

自我效能感。 

 

a)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b)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學

生主動及

樂於學習。 

 

c)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課

a) 按科本

及學生

學習情

況進行

課業設

計，讓學

生完成

不同程

度的習

題，以提

升學生

的學習

信心。 

 

b) 按科本

及學生

學習情

況，並聚

焦在提

升學生

課堂的

學習動

機及學

習表現。 

a) 課程文

件 

b) 課業示

例 

c) 科務會

議 

d) 教師觀

察 

e) 觀課回

饋 

f) 學生回

饋 

全年 a) 中一至中六筆記已完成編修，除加

入挑戰題外，各課節已清楚標示技

能、知識點及人文素養。部份更加

入近年的考試重點如評估題及使

用圖片資料作證據等題目。學生於

考試中相關的題目表現較以往學

生優勝，反映學生均能透過課堂討

論的題目及練習對答題技巧有所

掌握◦ 

b) 由於防疫限制於 2022 年十二月開

始放寬，中五級於 2023 年一月舉

行了一次考察活動，除增加學生對

熱島效應認識外，亦可學生認識考

察技巧，以應付文憑試考察技巧必

答題。在考察裡，學生需分組合作

完成蒐集數據，除加強學生互動及

合作外，也可增加對地理科興趣。

其次，本年亦進行一次遠足活動，

參加人數多達 60 多人，反應熱烈，

學生對遠足中的地理現象甚感興

趣。中四學生於五月參觀大館及元

創坊巿區更新活化，學生透過考察

活動對活化策略有更深的認識，亦

對考察技巧進行初探，期望中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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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後檢視所

學。 

 

 

d) 透過學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

性提問及

回應挑戰

題。 

 

c) 學生能

於學習

日誌內

訂立合

適的課

堂 目

標，並於

課後能

檢視所

學。 

 

d) 學進分

數較去

年有所

提升。 

 

深化。 

c) 本年亦加入相關學習活動及專題

展板，如地震及防震建築及湯加火

山爆發引發海嘯等，以加強學生應

用概念及學習興趣。 

d) 本年繼續沿用 one drive 建立地理

科電子平台，再上載 2012-2022 地

理公開試選擇題解題、高中重點概

念重溫及初中溫習影片。初中及高

中學生表示欣賞及於溫習時有幫

助。 

e) 由於學生學習動機稍遜，仍需熟習

於學習日誌內摘錄課堂目標。老師

需每課於黑板寫下課堂重點及目

標，惟仍以老師為主導。 

f) 從成績分數可見，大部份學生於學

進分數均取滿分，可見大部份學生

均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

切的教學策

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

培養學生良

好的學習及

閱讀習慣，加

強學習策略

的訓練。 

a)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助

a) 學生能

善用合

適的思

考工具

作總結

a) 學 習 日

誌 

b) 教 師 觀

察 

c) 筆 記 紀

全年 a) 於初中及高中均加入概念圖作總

結，本年汲取去年的經驗後，加入

框架協助能力稍遜學生。學生普遍

能掌握有關技巧，並於課堂內展示

及讚賞，以作其他學生參考。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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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自 我 效 能

感。 

學生逐步

掌握摘錄

筆記的技

巧。 

b)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提

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c) 與圖書館

合作，安排

學生到圖

書館借閱

科本推薦

圖書及進

行學習活

動，以培養

學生閱讀

習慣及興

趣。 

 

課堂所

學。 

 

 

b) 學生的

閱讀興

趣得以

提升。 

 

 

 

 

c) 每級每

年最少

到一次

圖書館

借閱圖

書。 

 

錄 

 

 

 

a) 閱讀紀

錄工作

紙 

b) 教師觀

察 

c) 學生意

見 

 

a) 到訪圖

書館紀錄 

b) 學生借

閱紀錄 

 

能力稍遜班別給予概念圖框架

後，亦能繪畫完成，表現亦算滿

意。在初中考試內亦加入概念圖，

學生表現滿意，由此可見，學生能

初步掌握繪畫概念圖技。高中學生

亦能利用繪畫的概念圖及框架，於

考試的論述題中，普遍組織能力較

以往提升，相信製作筆記有效能提

升學生應試能力。從觀察可見，學

生於溫習亦會自行繪製筆記，如列

點、用不同顏色、符號等表示影

響、原因、特徵等，表現滿意。 

b) 根據各級的教授課題，已成功編修

中一至中五的閱讀文章，各級已於

農曆新年假及聖誕假中完成閱讀

及有關工作紙。學生反應指雖然內

容有趣，但部份英文內容略深，建

議可增加中文註釋及改用較淺白

內容。 

c) 高中每課亦加入與課題有關的文

章，除可作回應論述題參考之用，

亦可增加能力較佳學生應試能力。 

d) 學生於撰寫閱讀報告前大多有到

圖書館借閱地理圖書，期望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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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多借閱地理圖書增加閱讀興趣。 

 

2.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

校正向環境

的佈置，營

造 正 向 氛

圍。 

把正向元素

融入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

中，營造欣賞

氛圍及文化。 

 

於校園展示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他

們學習信心。 

 

卓越地帶的

數量較以往

提升。 

 

卓越地帶統

計 

 

全年 卓越地帶：平均每班都超過 3 篇佳作上

榜，較往年上升。反映學生能通過所

學，展示不錯的學習成果。 

2.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

生抵抗及處

理逆境、情

緒壓力及精

神困擾的能

力。 

推動教學正

向回饋，建立

學生成長型

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a) 運用正

向回饋

進行不

同類型

的教學

活動 

b) 學生對

學習持

正面態

度 

a) 觀課紀

錄 

b) 習作審

閱紀錄 

c) 科務會

議 

d) 教師觀

察 

e) 學生回

饋 

全年 從觀課及習作審閱可見，老師均能運用

正面的回饋及鼓勵性的貼紙於課堂

中。學生均反應正面，認為正面回應有

助學生持續改進及努力。部份課題如應

對災害等亦有加入相關筆記，以加強學

生抵抗及處理逆境情緒的能力。高中的

筆記封面加入利用與地理有關的正面

鼓勵語句，學生反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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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加強地圖閱讀練習訓練             

2. 購買坊間練習，存放於圖書館內，以供同學

借閱 

            

3. 多做具針對性的習作及測驗，以提升學生的

校內及公開試成績。 

            

4. 資助成績優異及成績躍進的同學參加考察

活動 

            

5.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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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價值觀: 透過分組活動學生可培養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神等價值觀 

2. 透過討論及教授人與自然環境的議題可加強學生熱愛大自然和關注它的可持續發展、從關

注他人的福祉而願意為大自然的共同福祉作出貢獻。從討論及滙報中，學生可相信自己是

獨特的和有價值的。疫情後，遠足活動及考察再次舉辦。透過遠足及考察活動，可培養學

生的毅力、關注大自然及社區等。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自學能力主要透過電子學習平台提供各科的自學材料、預習影片和網上補充練習等。學

生樂於使用有關的自學材料及完成課業。 

2. 本年初中各級於 eclass 上載每級四個預習影片，涵蓋多個課題，完成百份比均超過 80%，

教師均認為預習影片能協助學生預習及重溫前備知識，有利課堂進行更高層次的討論。 

3. 本年繼續沿用 one drive 建立地理科電子學習平台，上載 2012-2022 地理文憑試選擇題解

題、高中重點概念重溫、論述題答題技巧及初中溫習影片。初中及高中學生表示欣賞及

於溫習時有幫助。 

4. 於初中及高中均加入概念圖作總結，本年汲取去年的經驗後，加入框架協助能力稍遜學

生。學生普遍能掌握有關技巧，並於課堂內展示及讚賞，以作其他學生參考。即使能力

稍遜班別給予概念圖框架後，亦能繪畫完成，表現亦算滿意。在初中考試內亦加入概念

圖，學生表現滿意，由此可見，學生能初步掌握繪畫概念圖技巧。高中學生亦能利用繪

畫的概念圖及框架製作筆記，於考試的論述題中，普遍組織能力較以往提升，相信製作

筆記有效能提升學生應試能力。從觀察可見，學生於溫習亦會自行繪製筆記，如列點、

用不同顏色、符號等表示影響、原因、特徵等，表現滿意。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在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環境保育的灌輸較多，除透過課程內容如人地關係、空氣

污染、熱帶雨林外，亦透過考察及地理及遠足學會的活動中實踐生態遊及愛護大自然，

以加強學生的保育意識。  

2. 課程內容亦有助提升國情教育，如初中旅遊課題、中四級的中國汶川地震、中五級的鋼

鐵工業及中六級的珠三角地理研習等，學生能對中國的人文及自然地理有所了解。 

3. 本年亦針對國安教育製作 8 個預習影片，完成百份比均超過 80%，學生均認為影片有趣

及能提升對中國地理的認識及理解。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今年在教學上使用的資訊科技包括電子簡報播放、教育電視、播放動畫及全球定位系統

等。透過不同的資訊科技，學生均能更了解地理概念及空間形態，對提高興趣及學術均

有幫助。本年亦透過利用 padlet 展示課堂討論成果，學生普遍認為透過討論及同儕學習

有助提升成績。 

2. 本年於 eclass 上載每級四個預習影片，涵蓋中一至中三多個課題，完成百份比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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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教師均認為預習影片能協助學生預習及重溫前備知識，有利課堂進行更高層次的

討論。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因疫情緩和關係，大部份考察活動均回復。本年使用過的活動教學方法包括分組討論及

模擬實驗、stem 地理地震模型製作等。 

2. 今年參加考察的班級包括中四、中五及各學生均對考察感興趣及能有助認識進行考察的

基本技巧。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參考書撥款

(高中中文參考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 0.00  

2 公開試參考書 500 500   134.00  

3 老師參考書 1000 1000   1,528.00  

4 購買學生答卷 1000 1000   0.00  

5 活動及獎品 800  800 全方位 140.20  

6 教具及器材 3000 3000   350.00  

7 
地理科佈告板及地理

室壁報文具 

300 300 
  0.00  

8 考察活動津貼 8000  8000 全方位 0.00  

 合  計   15600 5800 9800  2,152.20  

檢討: 

   本年用款大致與預計相同。考察津貼未能使用因為限聚令未能進行考察。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年度學習評估問卷中，學生對地理科的興趣均評分超過 7(滿分為 10 分)，學生對地理科

的興趣多為正面。 

2. 本年度大量錄製高中歷屆文憑試解題，透過操練及觀看解題影片，期望增強學生應對文憑

試的信心。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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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整體表現:  

 本校學生考獲合格的學生比率是 80%，當中男學生表現較女學生好，然而較全港合格率

88%略低。學生表現差異較大，考生考獲評級差異較往年大◦ 

 除此之外，本年增值報告顯示本科的增值為正增值，表現亦較同類學校相若，期望加強補

底工作，使部份能力稍遜的學生亦有滿意表現。 

 

課題分析:  

 在 6 題的地圖閱讀中，大部份的學生表現均較預期好，尤其地圖辨識較日校學生表現較

佳。編修筆記時按照不同地圖技巧編輯相應的公開試題，並錄製會考及文憑試考試試題解

題影片，供學生自行溫習用及操練，加強學生掌握對該技巧的考核要求。然而涉及計算題

型和分析多地關係題型表現仍有待改善。有見及此，會製作解題工作紙，詳細羅列解題步

驟，協助學生於地圖中推算準確答案。 

 學生在消失的綠色樹冠中表現較好，但河流與海岸管理、可持續發展城市及全球暖化均較

遜於預期。有見及此，本科已錄製相關課題的溫習影片和精讀版筆記，期望有助學生重溫

及理解。 

 

題型分析:  

 學生在高階思考的題目表現較過往進步，表現與全港學生相若，相信與編修筆記時已加入

措施成效分析有關，讓學生能多角度理解不同措施對地理議題的成效，並容易應用於考試

內。 

 學生掌握較簡單的數據分析，但多種數據混合分析表現稍遜，而且利用圖片及圖表資料方

面亦有待改善。有見及此，派發功課答案時會加入如何利用圖片和資料分析，加強學生解

題能力。 

 學生在本年的論述題表現較資料回應題佳◦主要原因可能與考前派發熱門議題論述題的參

考答案有關，另外學生懂得選擇較擅長的題目亦能有助發揮◦ 建議明年仍繼續派發有關熱

門課題題目論述題的示例，供能力較弱學生參考及背誦◦ 

 

卷別分析:  

 雖卷一較卷二表現佳，但卷二的整體表現亦較以往有所提升。相信與今年有模擬考試，讓

學生掌握時間分配，及體驗考卷較長，需維持一定堅持有關◦ 另今年亦提早完成課程，增

加卷二的操練，使表現有所提升有關。 

 額外教授的選修單元天氣與氣候表現較全港好，來年可加入更多能力較佳的學生選修多一

個單元。 

 

技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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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處理地圖資料和相片表現較好。由於今年題目較多部份題目資料眾多及複雜，尤其

數據資料，學生信心較弱及處理亦需更多時間，以致表現未如理想。建議於功課及測驗多

加入數據資料題，以提升應考信心◦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陳永欣 / 湯愛玲 譚嘉敏 

 麥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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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經濟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

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 教 學 策

略，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有

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配 合 課 程

優 化 重 點

及 學 生 需

要，檢視及

優 化 現 有

校本課程。 

 

 了解相關課

程更新的方

向，並配合

學生發展的

需要，檢視

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在開學初已進行課程調適，配

合學生的學習特性，重新編製

了高中課堂筆記，並已更新了

課程大綱。 

 

中三的生活與社會(經濟)的課

程與去年相若。 

 

生活與社會課程將於 2024 年 9

月改名為初中「公民、經濟與

社會科」，當教育局公布課程調

適後，本科會隨即作出檢視。 

 

1. 深化自

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 教 學 策

略，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有

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提 升 學 生

上 課 時 學

習 的 主 動

性，增加自

我效能感。 

 

 透過課業設

計讓學生掌

握基礎知識

及嘗試挑戰

自 我 的 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信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

生完成不

同程度的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大部分課業均布置了挑戰題，

題目設有適當的提示，引導學

生思考，學生作答該部分可獲

得額外分數獎勵。就科任老師

觀察所見，大部分學生也樂意

嘗試回答挑戰題，表現滿意。 

 



-222-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心。 

 

 

 透過課堂設

計引導學生

參與個體和

群體的學習

活動，令學

生主動及樂

於學習。 

 

 

 

 

 

 

 

 學生於課堂

前寫上學習

目標，並於

課後檢視所

學。 

 

 

習題，以

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

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本年上學期仍然採用混合上課

模式 (實體和網上同時授課)，

而 2 月起正式通關，課堂能全

面復常，師生及生生的互動漸

漸提高，例如老師可安排分組

討論活動，學生能透過同儕觀

摩互相學習，促進學習效能。 

 

根據學習評估問卷的結果及教

師的課堂觀察，大部分學生也

喜愛學習本科。例如，根據學

習評估問卷結果顯示，中三級

在「Q.1 我明白課堂所教授的

內容。」及「Q.2 我有興趣學

習該科目。」的評分分別為 8.4

及 8.3 分(滿分 10 分)。可見學

生對已調適的課程感到满意和

合適。另外，高中學生在上述

題目的分數也超過 7.2 分。由此

反映科任老師能就著學生的學

習特性，設計符合其學習需要

的教學活動，協助學生掌握經

濟課程中較深奧、抽象的概

念，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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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 過 學 進

制，鼓勵學

生參與課堂

具挑戰性提

問及回應挑

戰題。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每節課前，科任老師均於黑板

寫上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讓

學生記錄在筆記內。此做法有

助學生提升上課的集中力。 

 

本科善用學進計劃，讓學生能

透過回答教師的問題獲額外分

數，此舉能保持學生在課堂的

參與度，讓學習變得更主動、

積極。同時，在課堂上，若學

生能提出一些具討論價值的問

題，學生同樣也會獲學進分數

獎賞，這無疑能提升學生對探

究知識的動力。 

 

1. 深化自

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 教 學 策

略，培養學生

的學習擁有

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習

策略的訓練。 

 於課堂總結

時利用概念

圖鞏固課堂

所學，以協

助學生逐步

掌握摘錄筆

記的技巧。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全年 針對提升學生的反思能力，在

教授完每單元後，科任老師也

要求學生撰寫學習重點，並且

存放在 One Drive Folder 內與同

學共享，此舉目的是希望他們

能互相觀摩學習，總結課堂所

學。但在科任老師檢視學生的

學習日誌(LJ)時，發現大部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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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按教學需要為

學生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讀素

材，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趣。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得

以提升。 

 

 閱讀紀錄工

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生只會抄寫筆記／課本內容在

學習日誌內，並未能以合適的

工具製作自己的筆記。科任老

師會繼續向學生介紹不同整理

學習的工具，亦會向同學展示

同儕筆記成果，以冀收擴散作

用。另外，科任老師會每節課

也請學生以 1-2 句總結課堂學

習重點，希望他們能於課後即

時反思學習。這些方法都有助

提升學生學習的互動性。 

 

本年重新製作中四至中六的閱

讀文章，學生普遍可應用一些

經濟學的概念解釋日常生活的

情況。 

 

2. 塑造正 

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

正向環境的

佈置，營造正

向氛圍。 

 把正向元素

融入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

中，營造欣

賞氛圍及文

化。 

 

 於校園展示

學生的學習

成果，以提

升他們學習

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 越 地 帶

統計 

 

全年 本年的佳作共有 73 篇，雖然數

量較去年少，但佳作來自不同

班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也有

展示所學機會。佳作除了張貼

在課室壁報板外，亦會利用

eClass、One drive folder 等方式

向學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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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 塑造正

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

抵抗及處理

逆境、情緒壓

力及精神困

擾的能力。 

 推動教學正

向回饋，建

立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

交流及課業

批改上均運

用正向回

饋，以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 作 審 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課堂上，老師以開放的態度鼓

勵學生進行討論和提問。根據

習作簿檢查及觀課後發現，科

任老師均能針對學生的謬誤提

出具體的修定建議，而建議多

是指示，期望引導學生思考。

就觀課所見，學生雖然較為被

動，但普遍對學習的態度正

面，學習氣氛良好。 

 

  

 規 劃 課 堂

以 外 的 學

習活動，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培 養 學

生 的 開 拓

與 創 新 精

神。 

 

 與企會科合辦

賣物會，讓學

生能結合學習

於生活的實踐

中。 

 

 積極參與校外

有關開拓與創

新 精 神 的 活

動，透過友校

學 生 互 相 交

流，擴闊視野。 

 

 學 生 認 同

活 動 能 促

進 本 科 學

習。 

 

 

 

 學 生 同 意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能 提

升 其 學 習

興趣。 

 

 學生反思 

 教師觀察 

 科本問卷 

全年 因着疫情的緣故，居住內地的

跨境學生在上學期仍未能如常

回校上課，與企會科主任討論

後，決定取消本年校本賣物會

活動。在下學期，本校學生會

參加學校起動計劃在 4 月舉辦

的賣物會，學生能親身體驗經

營一門零售生意的整個過程，

例學習如何做銷售推廣，預測

盈利與支出預算，獲益良多。 

 

本科積極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

公開比賽，擴闊視野。上學期，

12 位中四、中五學生參加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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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

心舉辦的《創見未來 – 青年營

商比賽》，而中五學生獲得優異

獎及書券$500。 

 

下學期，本校學生參加由家福

會舉辦的「理財數碼定向跑」

比賽(3 月 25 日，4 位中五學

生)、網上理智醒問答比賽(175

人參加)及「二次人生」活動(5

月 22 日，全級中三和修讀經濟

的中五同學)，學生從中學習不

少與理財有關的知識。問卷結

果顯示學生對活動感到满意，

例如，在「Q2 活動令我更了解

自己的個人理財行為和決定」

的評分為 4.115 分(滿分 5 分)。 

 

另外，本校亦參加了由教育局

舉辦的經濟資訊圖表大挑戰

(中 4-5)，當中，3 位同學獲發

「優異獎」電子證書，36 位同

學獲發「達標獎」電子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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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問及學生對參加上述活動的意

見，參加者均表示活動能提升

其學習興趣及促進他們把所學

知識應用在比賽中。 

  

(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進行價值教育，提高學生公民意識 

在教授經濟課題 (例如：企業利潤極大化、商業

擁有權等) 時，加入企業責任、防貪等概念。 

            

2. 培養協作能力，透過小組研習提升學生的溝

通技巧 

在課堂上加強小組學習的元素，透過拼圖閱讀、

小組討論等活動，培養學生之協作能力 

            

3.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透過預習影片及電子平台，讓學生能按需要進行

具針對性的練習。 

            

4. 加強訓練，提升應試能力及技巧 

 教授應試技巧             

 試前溫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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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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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課堂上，科任教師善用學進計劃鼓勵學生踴躍發問，教師亦會認真回應學生的提問，肯定

每個問題的意義，學生的學習受到重視。同時，教師在課堂上亦會使用正面讚賞及正面語

言鼓勵學生學習，協助學生建立成長心態。 

2. 在課業及評核上，科任教師着重學生的反思及改進。在批改課業或試卷時，科任教師除了

認真批閱外，亦着重學生錯誤的地方，重點指出學生不足/誤解的地方，讓學生反思，而

非只打上交叉，希望以此促進學生學習。同時，教師亦會在作業上適時作出一些打氣字句，

鼓勵學生。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自學能力為本校本年培養學生之主要共通能力。本學年鼓勵學生自己撰寫筆記。在每章節

後，均設有一空白頁方便學生抄錄該節課的課堂重點/測驗及功課的常犯問題。每章節學習

完結後，同學要把該頁筆記上載到 ONE DRIVE，讓所有同學也能同時觀看，各取長處。老

師在觀看各人的筆記後，會在課堂上與學生一起討論一些具啓發性或出現的概念謬誤，與

學生澄清所學。及後，學生需要作最後整理，他們按自己的筆記，結合老師的批語、課堂

的討論及參考其他同學的學習重點，把完成稿寫在學習日誌內。 

2. 另外，本科設有選擇題手機 APPS，學生在課餘時間可以利用手機作選擇題操練，讓他們能

自主地安排學習的步伐。 

3. 除了自學能力外，本科各科任老師已盡量針對上述各種共通能力設計課堂活動、作業及課

外活動。如中四、中五級特別重視學生對生活現象的分析，讓他們加強觀察力及解難能力。

惟在培養學生之共通能力的成效方面差異頗大。部分班別及學生能多思多問，經常提出具

討論價值的問題/現象供同儕思考，值得鼓勵。但本校學生普遍較內斂，且不善表達，故成

效仍有待提升，期望學生在熟習此交流模式後能多思多想，促進學習。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透過各類的教學活動(個案分析、新聞評論活動等)，除了讓學生了解社會發生的事情外，

教師藉討論不同的個案，培養學生同理心及提升其公民意識。 

2. 透過各類的課堂活動，能有效地訓練學生的溝通能力和協作能力。學生亦藉此學習與同學

相處之道、互相尊重及分享。 

3. 學生亦能透過課堂討論及事例分析，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如：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

神、同理心和勤勞等)。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在本科已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2. 本科教師擅長設計簡報表，亦經常在不同媒體搜集與本科教學相關的教材，資訊科技已融

入在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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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科任老師根據不同課題的特性，設計了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就科本

問卷調查及學習評估問卷數據可見，普遍學生也認同經濟科的課堂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且讓他們更易於學習本科知識內容。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 0 

2 

公開試參考

書 / 網上資

源 

1,400 1,400   136 

3 
教師參考資

源 

1,200 1,200   0 

4 
經濟科活動

經費 

1,500 1,500   100 

5 
參觀/其他學

習經歷活動 

4,000  4,000 全方位 4000 

6 雜項 1,000 1,000   965.2 

 合計 10,100 5,100 5,000  5201.2 

 

檢討： 

用款情況大致理想。經濟科活動經費因能透過全方位作全額支付，故本年未有額外開支。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年度本科整體表現尚算理想。在全體科任老師的努力下，普遍學生對經濟科的學習感到

興趣，可見教師的課堂活動設計及課程的調適切合學生的能力和需要。另外，本學年繼續

推行科本的探究式學習，在一般課業外，本科希望製造其他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同

時，本科亦希望能透過這類學習，鼓勵學生多觀察身邊的事物，並嘗試利用所學的經濟概

念分析。就觀察學生的課堂、課業表現所見，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經濟分析的技巧，且同學

們亦認同這些探究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2. 本科期望來年除了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創造更多成功經歷為發展目標外，還希望加強

師生在課堂上的互動，以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另外，科任老師亦希望在紙筆考試外，

尋找更多樣化的評核模式，測試學生的能力，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創造成功的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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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讓他們能繼續保持學習本科的興趣。最後，科任老師會繼續裝備文憑試的學生，加強

應試技巧的訓練，好讓他們的能力能得以好好發揮。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共有 28 位學生應考，合格率為 100%，優良率 53.6%，此佳績實屬師生的努力。是次文憑試成

績整體表現理想。以下是各卷別的考生答題分析： 

 

卷一 

由於考題眾多，未能逐一分析，現分析本校與全港日校差距較大(15%)的題目。 

 

Q.4 

此題問及奧運廣播屬於那一類物品，是一些常見的題目類型。學生忽略了在界定不同種類的物

品時，必須根據其定義。由於題目將不同的分類型式放在一起考核，部分同學將物品的分類和

定義錯配，選擇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 

 

Q.10 

此題應用了一些在香港發生的真實例子。部分學生可能不了解該定價安排（即使在考核上並沒

有深入分析該定價），以致表現欠佳。 

 

Q.21 

此題問及從量補貼。一般而言，學生會對提供從量補貼有較深的認識，但此題考核取消從量補

貼，難度較高。 

 

Q.31 

此類題目在會考(CE)時期十分常見，但可能由於在 DSE 較少考核，以致部分學生忘了不同種類

的銀行的存款限制。 

 

Q.34 

此題問及貨幣供應增加的可能原因。同學可能忽略了貨幣基礎沒有改變，以致錯誤選擇了法定

儲備比率的改變作為答案。 

 

Q.35 

此題問及名義利率和實質利率的關係。學生必須理解什麼是持有現金的成本／回報率(包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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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實質)。可是，部分同學可能誤會題目問及持有有息資產的成本／回報率，以致錯誤選擇

答案。 

 

反思及建議： 

本年整體表現不俗，大部分選擇題的表現也優於全港學生水平。惟從成績報告中看到部分學生

會放棄選答部分題目(2 題)，這樣令他們白白失去分數。科任老師會在課堂上強調作答所有題

目的重要性，期望日後能減少出現此問題。 

 

卷二 

此部分為問答題，經分析後，發現了以下題目學生的表現較遜色： 

 

學生在題 4(b)、7 (a)、10(e,f)及 11(aii,b,d) 的表現遜於日校學生。其餘題目則與日校平均相若

或優於日校學生平均得分。 

 

題 4(b)：這題目考核學生對貶值和關稅的認識(相同之處)。多數學生都能指出對需求量／入口

量的影響，唯很多考生只是指出進口價格上升，並未有指明該價格是以那一種貨幣計算，以致

失去部份分數。 

 

題 7 (a)：這題目考核國際貿易的概念。部分同學的列式錯誤，在出口和入口的列式也以貿易價

格減去本國的機會成本，令答案出現負數。由此反映學生理解度不足，因為在互利的情況下，

貿易得益不可能是負數。 

 

題 10(e,f)：e 題問及供需圖的短缺情況，是一題典型的問題。可惜部分學生誤以為題目是一個

均衡的情況，亦有些同學忘了在圖上標示相應的符號，以致失去部份分數。f 題問及一些情境

的轉變會如何影響機會成本，這些題目有別於已提供所有選項的題目，前者要求學生自己假設

機會成本是什麼，對學生理解的要求較高，因此學生表現一般較差。 

 

11(aii,b,d)：aii 題屬於開放式問題，這種題目由於沒有固定答案，對學生而言會有一定的困難。

b 題問及政府派發消費券是否需要計算在政府消費開支內，部分同學可能誤以為題目問及是否

需要計算在政府開支內，以致失去全部分數。d 題考核貨幣的功能，部分學生沒有根據資料作

答，只是隨機寫上兩種貨幣功能，以致失分。 

 

反思及建議： 

本年之考試報告強調考生不應只默寫出概念和理論，需要透徹地理解不同的概念和原理，並將

其應用在虛構或實際生活問題上。針對此問題，是屆學生除了加強歷屆試題的訓練，讓他們熟

悉公開試的題型變化外，亦提供更多模擬試題給學生，令他們更能掌握不同的題型。 

 

另外，針對考試報告中經常強調考生在繪圖及圖表標示上能力不足的問題，本屆學生加強了在

這方面的訓練，在繪圖時更仔細標示各個要點。建議可利用是屆的經驗，訓練學生的應用和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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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技巧，讓他們能更細心地回應題目的要求，細緻地回應題目的關鍵。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林荇妍 吳志聰 麥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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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香港社會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並

配合學生發展

的需要，持續檢

視校本課程，以

配合新課程指

引的要求及學

生需要，並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培養人文

素養  (如欣賞

和尊重不同的

文化和觀點)。 

 

 能配合學

科改革、

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

生需要而

作出校本

課程調

適。 

 

 課程大綱 

 相關教材 

 科務會議

及級會 

 

全年  本科需回應教

育局的「香港國

家安全教育課

程框架」；本學

年在科主任的

帶領下持續檢

視、檢討和優化

有關教材和課

業的設計和實

踐。 

 本學年的課程

加入了「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議

題，以提升學生

對中華文化的

欣賞及對文化

承傳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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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設計分層和多

樣性的課業，配

合不同能力學

生的需要，為他

們提供更多學

習機會，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信

心。 

 

 在課堂設計上

加入更多自習

元素，包括預

習、搜集資料及

滙報等，促進學

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

生完成不

同程度的

習題，以

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

心。 

 

 學生能建

立自主學

習 的 習

慣。 

 

 課業紀錄

及學生表

現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學生的課業表

現整體良好，當

中能力較強班

別的學生在分

析類題目的表

現較佳，來年會

持續加強提升

學生的分析和

歸納能力。 

 在學習評估問

卷中，兩級在

「我能夠完成

老師所指派的

家課」的平均分

為 8.65 分，可

見大部份學生

有信心完成本

科課業。 

 在學習評估問

卷中，「我明白

課堂所教授的

內容。」的平均

分是 8.05，可見

學生普遍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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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師的教學感到

滿意。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在課堂上教導

學生製作筆記

的技巧 (包括

腦圖和圖表

等)，以助他們

歸納及鞏固課

堂所學，並逐步

掌握摘錄筆記

的技巧。 

 

 善用跨課程閱

讀文章和各類

剪報刊物，啟發

學生的閱讀興

趣。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作整理課

堂所學。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全年  在課堂上，科任

老師會利用學

習日誌培養學

生摘寫筆記的

技巧。本科常用

的筆記技巧包

括：善用標題、

列點、關鍵詞、

舉例。大部份學

生普遍培養了

寫筆記的習慣。 

 

 全學年各班完

成了兩份閱讀

紀錄工作紙及

六份剪報練習。 

 科任老師選取

程度合適及與

課題相關的閱

讀材料，以提升

學生的閱讀興

趣。科任老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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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示學生普遍認

真完成有關課

業，相信有助提

培養學生的閱

讀習慣。 

 

2.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校

正向環境的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校園展示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他們

學習信心。 

 

 按學校編

排更新卓

越地帶。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本科善用卓越

地 帶 表 揚 學

生，各班最少張

貼了 3 篇佳作。 

 科任老師在課

堂上展示學生

佳作以表揚學

生，相信有助提

升學生的信心。 

 

2.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生

抵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在不同類

型的教學

活動中運

用正向回

饋。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相關課業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從觀課可見，科

任老師在課堂

中持續鼓勵學

生回答問題，並

採 用 正 向 回

饋，令普遍學生

對學習持正面

態度。 



-238-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批 閱 課 業 方

面，本科強調正

向回饋，如善用

學校及本科設

計 的 正 向 印

章，令學生對學

習抱持正向態

度。 

 科任老師表示

普遍學生積極

參與課堂，喜歡

回答老師的提

問，課堂上經常

維持正向的氣

氛。 

 學生表示喜歡

參與課堂活動

如 Quizizz 及回

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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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優化各級的課程、教材和課業設計             

2. 提高學生對時事的關注度和認識             

3. 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履行社會責任             

4. 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             

5.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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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本科在課堂上持續鼓勵學生回答課堂提問，因此學生在「學進計劃」上得到理想的分數。 

2. 本科重視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包括課堂上的口頭回饋及評改課業的回饋，期望學生對學

 習抱有積極和正面的態度。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本年透過訓練學生摘錄課堂筆記和搜集資料，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本科訓練學生進行課前預習活動，以搜集資料為主，例如搜集基本法內容、三司十五局局

長資 料等。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年透過各類的課堂活動，訓練學生的溝通和協作能力；學生亦藉此學習與同學相處之

道、互相尊重及分享。 

2. 本年亦透過剪報練習，加深學生對社會議題的認識和關注。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年在教學上使用的資訊科技包括製作預習及課堂影片、電子簡報、資料搜集等。 

2. 本科教師設計多元化的課堂及課後活動，包括電子簡報、Kahoot、Quizizz 等，亦經常在不

同媒體搜集與本科教學相關的教材，可見資訊科技已融入在教學中。 

3. 本科利用 One Drive 發放學習資料，有助提升學習效率。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科任老師根據不同課題的特性，配合共同備課節設計了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例如觀看短片、Kahoot 或 Quizizz 比賽、Zoom 問答及資料搜集等。就學習評估

問卷數據可見，學生對香港社會科的興趣屬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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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 0.00 

2 教具及教材 2000 2000   0.00 

3 雜項 1000 1000   395.80 

 合計 4000 3000 1000  395.80 

財務檢視：實際支出與預算相若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科任同事於本學年持續優化校本教材和課堂設計，加強學與教效能。在全體科任老師的努

力下，普遍學生對香港社會科的感到興趣，可見教師的課堂活動設計及課程的調適切合學

生的能力和需要。 

2. 科任同事持續檢視校本教材，以教育局《明法達義》教材套為藍本，配合不同的多媒體資

源，優化校本教材的設計。科組同事亦透過通訊群組，加強專業交流，分享教學資源和心

得。 

3. 來年，本科會持續優化中一、二級的教材和教學設計，期望能配合教育局的新課程指引，

有系統地推展基本法教育。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成員 

潘嘉琪 柯麗霞 林楚強 戎曼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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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普通話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瞭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已經於九月中

完 成 課 程 修

訂，並强化國

民教育部分，

以鞏固學生的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科務會議通過

修訂。 

 

1. 深化自 

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

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况進行

課 業 設

計，讓學

生完成不

同程度的

習題，以

提升學生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設有基礎工作

紙，全級學生

均須完成。科

任老師依照學

生實際情況加

入不同元素的

練習，例如電

子 書 遊 戲 、

Kahoot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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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的學習信

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况，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學生能在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 視 所

學。 

 

 

eclass 練習或

錄音練習，以

强化學生的語

音知識和課本

知識。 

 

按學習評估問

卷的得分（6 以

分以上），可見

學 生 積 極 學

習，對學習本

科有興趣。 

 

 

根 據 課 堂 觀

察，可見學生

有 相 關 的 習

慣，記錄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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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過學進

制，鼓勵

學生參與

課堂具挑

戰性提問

及回應挑

戰題。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復課後，組長

制重新開展。

老師在課堂設

計上非常重視

學生參與，會

設計不同程度

的問題，讓組

長帶領組員展

現課堂所學。

觀課所見，每

組學生非常踴

躍回答問題，

努力希望取得

學 進 分 。 故

此，也能觀察

到學生的學習

積極性高。 

1. 深化自 

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 

加強學習策略

的訓練。 

 於課堂中

利用不同

的概念圖

鞏固課堂

所學，以

協助學生

逐步掌握

 學生能善

用合適的

思考工具

鞏固課堂

所學。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全年 根 據 課 堂 觀

察，老師能指

導學生利用比

較圖表，在學

習日誌整理不

同聲韻母的發

音和字詞、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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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摘錄筆記

的技巧。 

 

 按教學需

要爲學生

提供相關

的閱讀素

材，提升

他們的學

習興趣。 

 

 

 

 

 學生的閱

讀興趣得

以提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普用語對照，

以鞏固相關的

難點。 

 

閲讀紀錄工作

紙也能以各類

語音知識和粵

普對譯等相關

書籍為素材，

讓學生從生活

層 面 鞏 固 所

學，並提升對

本科的興趣。 

2. 塑造正面

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

造欣賞氛圍及

文化。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卓越地帶統計 全年 老師能選取優

秀課業或測考

試卷，加以表

揚，從而提升

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卓

越地帶每級的

數量較以往提

升最少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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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  塑造正面

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 成 長 型 心

態。 

 在課堂師

生交流及

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

正向回

饋，以建

立學生成

長型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生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面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從觀課、課業

及試卷抽樣所

見，老師能運

用正向回饋，

以建立學生成

長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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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教學計劃             

(2)察閱習作             

(3)觀課             

(4)香港學校朗誦節             

(5)學術周             

(6)世界閱讀日             

(7)同儕觀課             

(8)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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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就課程設計而言，每個年級的課程均滲透不同的正向教育主題，例如：孝親，傳統文化及

感恩等等；同時均設置與正向價值有關的短講，激發學生思考並培養正確價值觀。 

課堂執行而言，科任老師在學期初已經帶領學生建立良好學慣，善用學習日誌摘錄課堂筆 

記，從而養成自律和自學精神。老師在課堂上也常鼓勵學生，善用學進計劃，使學生積極投入

課堂，讓學生提升自信。另外，老師定期在卓越地帶張貼學生佳作，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强項，

懂得欣賞自己和互相欣賞，從而學習別人的優勝之處。 

凡此種種，都能有效擴闊學生視野，有助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從觀課，習作檢查和學

生錄音等不同方面，均能見到學生的反應和表現，符合老師預期。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本科在各級均設有相關活動以協助學生發展自學能力，例如： 

1. 課前準備：本科要求學生預習課文，讓學生先行在進入課堂前，預習相關課題和語音

重點。此舉讓學生習慣在家中或課前，研習語音知識，自行找出課堂難點或焦點，帶

著問題進入課堂，和老師共同探討更高階的文化和語音知識，並從中建立自學能力。 

2. 課後延伸：本科在各個單元，按學生能力設有延伸討論。希望學生能夠在已有知識上，

再利用課餘時間，自行探索相關或相連的語音知識，以開拓自己的眼界和知識面。此

舉也有助學生深化自學的層次。 

3. 老師能指導學生自己寫筆記，利用比較圖表，整理不同聲韻母的發音和字詞、粵普用

語對照，以鞏固相關的難點。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課題包括：環境保護、鄰里關係及認識祖國(少數民族風俗)等等，與當代國情及 

公民意識有關。故在教授普通話的同時，無形中亦向同學進行國情及公民教育。 

    2. 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增強同學對本民族的感情，對激發同學對普通話的學

習能起相輔相成的作用。 

    3. 總括而言，本科在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成效頗佳。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大部份課題均採用簡報、電子書及網上學習平臺進行教學； 

    2. 本科老師教學過程中亦充份利用網上資源，如：網上學習平臺、網上視頻及網上新聞 

     片段等等。 

     3. 本科響應學校政策，利用預習短片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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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各班均安排普通話水平較高的同學擔任組長。組長可以更細緻的調教同學的讀

音，可以加快教學進度。另外，加入以組爲單位的競賽，大大提升了學生的主動性和

積極性。 

2. 課堂均加入電子元素的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  課堂活動包括角色扮演、網上普通話歌曲欣賞及急口令比試等。 

 

(八) 財政報告 

本學年未有任何消耗品開支；因應學生反應熱烈，項目 6 超出原先預算，已經由全方位學習津

貼代支出。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科任老師竭盡所能，積極利用網上學習平臺和材料，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幫助學生持續

學習和鞏固所學。 

 

(十)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科不設公開考試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成員 

李可 黃雅娟 周宇恒 鄭幼琳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教師參考書 500 500   600 

2 教學光碟/軟件/教具 1,400 1,400   0 

3 普通話佈告欄 300 300   0 

4 普通話校內活動獎品 600  600 全方位 0 

5 計時器 200 200   0 

6 朗誦節報名費 1,000  1,000 全方位 1,800 

合計 4,000 2,400 1,6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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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家政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及

學生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程。 

 

 了解相關課程更

新的方向，並配合

學 生 發 展 的 需

要，檢視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程。 

 與英文科在中一

和中二級進行跨

科協作。 

 

 能配合課程優

化重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出校

本課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因疫情影響，上

學期部份課堂

仍以實體和網

課形式同步進

行，老師配合本

科課程的需要

而作出調適，學

生進行縫紉實

習課時，老師根

據 課 題 的 性

質，運用吸引的

網上影片和講

解清晰的示範

影 片 進 行 教

學，令學生能理

解和實習教學

的內容。 

 

家事方面，以深

化工作紙取代

烹飪實習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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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評分，學生學習

食物及烹飪知

識後，再在網上

蒐集資料，深化

學習內容，培養

自學的習慣。 

 

家事與英文科

在中二級進行

跨科協作「糖霜

曲奇裝飾」，學

生 在 堂 上 實

習，表現投入，

有興趣學習，有

往年學生的佳

作作為參考，今

年創意更高。 

 

中一級與英文

科進行跨科協

作「早餐」，學

生在堂上觀看

烹調早餐的英

語示範影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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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後完成英文工

作紙。老師仔細

解題後，各班學

生都能順利完

成。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上

課時學習的

主動性，增加

自我效能感。 

 

 透過課業設計讓

學生掌握基礎知

識及嘗試挑戰自

我的習題，提升學

生的學習信心。 

 

 透過課堂設計引

導學生參與個體

和群體的學習活

動，令學生主動及

樂於學習。 

 

 透過學進制，鼓勵

學生參與課堂具

挑戰性提問及回

應挑戰題。 

 按科本及學生

學習情況進行

課業設計，讓學

生完成不同程

度的習題，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

信心。 

 

 按科本及學生

學習情況，並

聚焦在提升學

生課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習表

現。 

 

 學生能透過學

進制自覺、主

動、積極地學

習，樂於探究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全年 根據學生的能

力設計理論課

題的筆記和工

作紙，A 班和 

B班加入英文內

容和深化的題

目，讓學生掌握

基礎知識及嘗

試挑戰自我的

習題，提升學習

表現。 

 

中二級和中三

級的縫紉評估

習作中，A 班和

B班加入較多針

步技巧，同時，

鼓勵其他班別

能力高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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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新知。 

 

主動加入相關

技巧。老師把示

範影片上載one 

drive，所有同學

均可透過觀看

影片重溫學習

內容和自學縫

紉技巧，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

機 和 學 習 表

現。A、B、C 和

D 班均有不少

表現良好的學

生。 

 

家事評估工作

紙根據學生的

能力設計分層

課業，讓各班學

生均能完成不

同 程 度 的 習

題，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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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由於上半年跨

境生網課的限

制，較少進行烹

飪實習的協作

活動。老師根據

課題的性質，在

課堂中加入實

驗影片和個案

研究，鼓勵學生

作答及表達意

見，提升學習效

能。大部份學生

能 自 覺 地 作

答，爭取學進分

和認真完成堂

課。上學期在港

生普遍比內地

生表現更投入

和積極，下學期

跨境生回港復

課後，他們的表

現和習作的質

素稍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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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

好的學習及

閱讀習慣，加

強學習策略

的訓練。 

 按教學需要為學

生提供更多相關

的閱讀素材，提

升他們的學習興

趣。 

 

 學生的閱讀興趣

得以提升。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全年 老師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提供

有趣及生活化

的閱讀素材，培

養他們的學習

興趣。3A 和 3B

完成了兩份(英

文 版 ) 閱 讀 剪

報，以英語作

答，兩班學生均

表現良好，認真

完成。各級學生

已完成兩份閱

讀報告。除 3F

外，其餘班別大

致表現良好。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

融入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

中，營造欣

賞氛圍及文

化。 

 

 於校園展示學生

的學習成果，以提

升他們學習信心。 

 

 卓越地帶和展

覽作品的數量

和質數較以往

提升。 

 

 卓越地帶

和展覽作

品的統計 

 

全年 在本科壁報板

和卓越地帶展

示超過 180 份

學生作品及在

課堂上多展示

學生的佳作，並

加以讚賞，有效

營造正向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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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學習環境，提

升學生的自信

和學習動機。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在正規課程

內開展靜觀

體驗學習 

 將靜觀課統整進

家事課的課程內。 

 於家事課堂加

入靜觀進食。 

 課程文件 

 科務會議 

 觀察學生

的表現 

 

 各級於下學期

進 行 靜 觀 進

食，老師播放影

片和簡報，讓學

生了解靜觀的

理念、目的及對

健康的好處，透

過專家的影片

和聲音導航引

導學生在實體

課上進行，同學

認真和投入，細

心品嚐食物的

特性和質感，學

生表現比往年

投入，部份學生

表示靜觀令他

們當下摒除雜

念，平靜思緒，

有助提升專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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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 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 動 教 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學

生 成 長 型

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流

及課業批改上均

運用正向回饋，以

建立學生成長型

心態。 

 運用正向回饋進

行不同類型的教

學活動。 

 學生對學習持正

面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老師批改學生

課業，用圓圈 

、間線或剔點取

代交叉，以減低

學生的挫敗感 

。與學生交流

時，多運用正向

回饋，多讚賞表

現良好的學生

及鼓勵能力稍

遜的學生，以建

立學生成長型

心態，建立學習

的自信。 

  

 規 劃 課 堂

以 外 的 學

習活動，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培 養 學

生 的 開 拓

與 創 新 精

神。 

 

 舉辦與課程相關

的活動，加強學

生對相關課題的

認識。 

 

 

 學生認同活動能

促進本科學習。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科本問卷 

全年 於 9 月 28 日第

7、8 節和導修

節舉行中二級

「家居安全和

急救常識」講

座，以實體和網

上形式同步進

行，講座設有獎

問答及互動遊

戲，同學表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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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入，踴躍舉手作

答，認真回應問

題和發問。問卷

調查結果正面 

，98%以上的同

學表示講座能

提升他們對相

關課題的認識

和對日常生活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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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科主任觀課             

2. 檢閱學生習作             

3. 實習試/實習課業/專題習作             

4. 透過剪報或文章閱讀，加強學生對本科知識

的認識 

            

5. 透過烹飪實習課、設計膳食報告、分組活動

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 

            

 

6.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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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透過生活化的課題(瘦身男女、服裝審美)和自評互評，引導學生發掘和欣賞自己優點

  的同時，接納別人的差異和缺點，尊重別人，建立共融文化。 

 2. 透過實習課，學生學習如何與同學協調、包容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3. 實習堂下課前，老師展示同學的佳作及加以讚賞，並鼓勵效果欠佳的同學於課後重溫

  示範影片，努力學習。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在各級加入縫紉和家事專題報告，學生觀看示範影片學習縫紉技巧及上網搜尋資料完

  成習作，逐步建立自學文化。 

 2. 在縫紉及烹飪習作中加入自評和互評，學生透過自評，反思自己的表現，鞏固所學的

  知識和技巧，透過互評，同學間互相觀摩，檢討改善方法。 

 3. 運用預習工作紙，讓學生預先了解學習的內容，並鼓勵學生利用網上資源搜尋答案，

  增進知識；透過預設題目的課後影片，讓學習延伸至課後，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透過實習課，教導學生適當地使用和清潔學校的設施和用具，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和公

德心。 

2. 每節課堂學生須完成指定的堂課，他們能專心和自律地進行實習，亦能交齊功課，未

能完成的同學在課後重溫示範影片和教材，藉此培養他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責任感。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老師運用簡報和影片講解學習重點，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效能，同時，亦鼓勵學

生運用資訊科技搜集資料，豐富創作。 

2. 透過預習影片，啟導學生建立自學習慣，提升學習效能。 

3. 在縫紉堂，播放示範影片，教授各種縫紉方法和技巧，令學生更易學習，也使課堂節

奏更明快流暢。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在理論課堂中加入實驗、討論和個案研究等活動，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和課堂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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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材料、小項用具添購及

維修 
45,000 45,000   21,519.3 

2 圖書館圖書 1,000  1,000 學校閱讀 1,022 

3 教師參考書 800 800   791.2 

4 同樂日 800 800   532.5 

5 小五體驗班 500 500   0 

6 廚剪 1,300 1,300   1,290 

 合計 49,400 48,400 1,000  25,155 

 

檢討：8 月中才舉辦小五體驗班，故未有開支紀錄。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問卷調查「我明白課堂所教授的內容」：中一級至中三級平均分分別是 8.6、8.3 及 8.3； 

 問卷調查「我有認真參與老師所安排的學習活動」：中一級至中三級平均分分別是 7.8、

 7.7 及 7.6；問卷調查「我能夠完成老師所指派的家課」：中一級至中三級平均分分別是 8.5、

 是 8.3 及 8.5。綜合數據，反映老師按學生能力和需要設計的課程、活動和習作，能助學

 生明白課堂內容及提升學習的興趣。 

 

2  本學年把中一級跨科協作「早餐」的英文工作紙略為修改，簡化問題，在播放影片前

 讓學生預習及運用 ipad 查解英語，老師再仔細講解問題，因此，學生的表現比往年佳，

 更認真學習和觀看影片，順利完成工作紙。 

 

3 在中三級加入國家文化的元素，透過「時裝設計」的課題，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服裝的

 特色及透過「節日膳食」的課題，老師講解中國傳統節日的起源、意義和食物特色，加深

 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學會尊重長輩，重視家人團聚的觀念。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鍾慧娟 何諾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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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視覺藝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優化學習

模式，配

合資訊科

技，豐富

教 學 材

料。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製作各類

預習或教

學影片，

上載至電

子學習平

台，讓學

生進行前

置學習或

課 後 自

習，以提

 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

出校本課

程調適。 

 

 

 

 

 能配合課

程製作相

關 的 影

片，並上

載至電子

學 習 平

台，讓學

生課前或

後自習。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影片數量 

 教師觀察 

 學生作品

表現 

全年 1. 能 配 合 課

程 優 化 重

點 及 學 生

需 要 而 作

出 校 本 課

程調適，有

關 課 程 的

進 度 於 科

務 會 議 內

與 科 任 老

師 討 論 及

分享。 

2. 能 配 合 課

程 製 作 相

關 的 影 片

不 少 於 8

套，並上載

至 電 子 學

習平台。讓

學 生 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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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高學習效

益。 

 

 學生對相

關課題的

掌握程度

有 所 提

升。 

 

學習。 

3. 在 學 習 評

估 問 卷 調

查結果，上

學期：題一

「 我 明 白

課 堂 所 教

授 的 內

容」：初中

及 高 中 平

均達 8.8 及

8.9。下學則

分別為 8.7

及 9。數字

反 映 大 部

份 學 生 表

示 明 白 課

堂 內 容 及

有 能 力 完

成課業。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透過課業

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進行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全年 1. 於 學 習 評

估問卷，題

二「我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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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教師利用

組長制設

計課堂活

動，透過

優化組長

角色，提

升學生的

參與度，

加強生生

互動。 

 

 強化高中

「朋輩計

劃」學長

角色，鼓

勵學長主

礎知識及

嘗試挑戰

自我的創

作能力，提

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 

 

 

 透過課堂

設計引導

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

體的學習

活動，令

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

習。 

 

 

 各級課堂

設計均加

入組長制

的元素，

在課堂強

課 業 設

計，讓學生

完成不同

程度的創

作，以提升

學生的學

習信心。 

 

 按科本及

學生學習

情況，並

聚焦在提

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

動機及學

習表現。 

 

 

 

 各組員的

互動、協

作及課堂

投入程度

有 所 提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檢視同儕

交流紀錄 

參 與 老 師

所 安 排 的

活」，上學

期：初中及

高 中 平 均

達 8.6。下

學 分 別 為

8.2 及 9。有

關 數 字 反

映 同 學 透

過 科 本 的

課 業 設

計，可讓學

生 完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創作，同時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信

心。 

2. 鑑 於 疫 情

影響，各級

在 施 行 組

長 制 有 所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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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動聯絡學

弟，加強

同儕彼此

之間的交

流 及 互

動。 

 

 教師加強

課堂的互

動性及參

與度，促

進生生互

動，提升

學生學習

自信。 

調組長及

組員的角

色，藉以

協助教師

進行不同

類型的課

堂活動，

以加強課

堂的生生

互動。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高中透過

學進制，鼓

勵學生參

與課堂具

挑戰性提

問及回應

升。 

 

 學生能於

畫簿或視

覺日記內

訂立合適

的課堂目

標，並於

課後能檢

視所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學長有按

時與學弟

妹會面及

交流課業

及創作心

3. 學 生 能 於

畫 簿 或 視

覺 日 記 內

訂 立 合 適

的 課 堂 目

標，並於課

後 能 檢 視

所 學 。 同

時，更建立

做 筆 記 的

常規。下學

期 學 習 評

估題四「我

能 夠 摘 錄

課 堂 的 重

點，成為我

的筆記」及

「 我 有 整

理 我 的 筆

記，作為溫

習 及 應 試

的用途」，

高 中 分 數

分別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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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挑戰題。 

 

 老師在執

行「朋輩計

劃」會按學

生能力差

異進行配

對，鼓勵同

儕互相交

流。 

 

 於初中選

取某些單

元進行同

儕互評活

動。高中就

個人創作

進行匯報

及同儕互

評活動。 

 

 

得。 

 

 學生能透

過互評活

動，提升學

習自信心。 

及 9。反映

學 生 有 善

用 筆 記 幫

助學習。 

4. 學 長 與 學

弟 妹 於 下

學 期 舉 行

了 一 次 會

面 及 交 流

課 業 及 創

作心得，有

助 提 升 彼

此 創 作 技

巧。 

5. 高 中 同 學

不 定 時 進

行 互 評 活

動，有助提

升 學 習 信

心。 

6. 於 初 中 選

取 某 些 單

元 進 行 同

儕 互 評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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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動 ， 如 單

元：水果的

一生。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按教學需要

為學生提供

更多相關的

閱讀素材，

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鼓勵高中同

學就個人藝

術創作閱讀

相關素材，

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學生的閱讀

興趣得以提

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學生意見 

 

全年 1. 本 科 有 按

教 學 需 要

為 學 生 提

供 相 關 的

閱 讀 素

材，啟發學

生 閱 讀 興

趣。同時，

鼓 勵 高 中

同 學 就 個

人 創 作 閱

讀 相 關 素

材，並將反

思 記 錄 於

研 究 工 作

簿內。此舉

有 助 提 升

他 們 學 習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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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4 教師能建

立積極的學習

社群，就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

性做專業的交

流和討論，累

積更多優質的

經驗。 

 

建 立 學 習 社

群，透過校外

共同備課，為

教師提供協作

學習的機會。 

本科高中課程

有建立校外共

備群組，以優

化教師學習社

群及教學資料

庫，提升專業。 

 按時進行

共備及製

作教材，

並落實運

用以檢視

成效。 

 

 共備紀錄

及教材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1. 本科有按

時進行校

外共備及

製 作 教

材，並落

實運用以

檢 視 成

效。三校

共備時段

為每年暑

假期間。

有關教材

有上載三

校共備雲

端。 

2. 本科有利

用校方安

排的教研

課節來進

行共備，

反思教導

學生製作

筆記的的

技巧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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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效。有關

教研的研

究成果已

上載於科

內的資料

夾內，供

科內同事

參 考 之

用。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生活

中，營造欣

賞氛圍及

文化。 

 

 於本科課

程 加 入

「正向思

維 」 單

元，如：

禪繞畫、

和諧粉彩

等。也會

與不同委

員會及科

組合作，

推行有正

向元素的

學 習 單

 有與其它

委員會及

科組以正

向主題，

進行跨科/

跨組活動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 往 提

升。 

 於校園、

學校網頁

及本校社

交平台有

 卓越地帶

統計 

 檢視學校

網頁及社

交平台 

 學生作品 

 

全年 1. 本 年 度 有

於 初 中 課

程 及 中 四

級 OLE 創意

藝 術 引 入

「 禪 繞

畫」，通過

觀察，發現

學 生 能 透

過 禪 繞 畫

創 作 舒 解

壓 力 及 放

鬆情緒。同

時 懂 得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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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元，營造

正向校園

氣氛。 

 於校園、

學校網頁

及本校社

交平台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展示學生

創 作 成

果。 

 

賞 自 己 及

別人。並於

中四級 OLE

引入「和諧

粉彩」，以

滲 入 靜 觀

文化。效果

理想。 

2. 上 學 期 在

教 師 培 訓

活 動 中 有

舉行「和諧

粉 彩 工 作

坊」，讓同

事 們 有 機

會 接 觸 此

類 藝 術 以

達 靜 觀 心

靈之效益。 

3. 本 科 有 與

培 育 委 員

會 於 上 學

期 合 作 舉

行 班 際 壁



-271-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佈比賽，主

題 加 入 正

向元素，營

造 正 向 校

園氣氛。各

班 反 應 不

俗。同時有

與 圖 書 館

合 作 舉 行

「 正 向 禪

繞 心 意 卡

設 計 比

賽」。也有

與 學 校 推

廣 委 員 會

合作，將中

一 同 學 繪

畫 的 禪 繞

畫 寄 回 學

生 曾 就 讀

的小學。 

4. 下 學 期 中

三 級 有 教

授「正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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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人 包 圖 貼

設計」，並

於 早 會 向

全 校 展 示

學 生 優 秀

作品，有助

營 造 正 向

校園氣氛。 

5. 與 圖 書 館

合作，於中

三 級 教 授

藏書票，以

建 立 學 生

正 向 的 閱

讀文化。 

6. 在 卓 越 地

帶 張 貼 各

班 視 藝 科

的 優 秀 作

品、於視藝

室 內 及 門

外 的 壁

報、校園走

廊 及 校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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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 裱 畫 框

上 展 示 學

生作品。於

線 上 展 示

學 生 創 作

成果。透過

不 同 形 式

的 公 開 展

覽，有助提

升 學 生 的

自信心。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運用正向

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

動 

 學生對學

習持正向

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1. 本科老師

有運用正

向回饋進

行不同類

型的教學

活動。同

時，老師

於批改課

業時，有

運用正向

圖 案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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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章。觀察

老師的批

改評語全

屬鼓勵性

字句。 

  

 規劃課堂

以外的學

習活動，

發揮學生

的創意及

擴闊藝術

視野。同

時培養學

生的開拓

與創新精

神。 

 

 參與不同

類型的校

外視藝比

賽 及 活

動，讓學

生的創意

得 以 開

拓。 

 積極參與

校外有關

開拓與創

新精神的

活動，透

過友校學

生互相交

流，擴闊

藝 術 視

野。 

 公開展示

 學生認同活

動能促進本

科學習。 

 學生同意所

舉辦的活動

能提升其學

習興趣。 

 

 

 學生反思 

 教師觀察 

 

全年 1. 本 科 與 中

史 科 合

作，於上學

期 帶 領 部

份 高 中 同

學 參 觀 故

宮 文 化 博

物館。 

2. 於 下 學 期

帶 同 中 五

文 憑 視 藝

組 參 加 由

九 龍 倉 舉

辦之「活字

館」。也有

於 試 後 帶

同 部 份 中

三 及 高 中

選 修 文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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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 生 作

品，讓參

觀者欣賞

( 包 括 老

師 、 學

生、家長

及校外人

士)，以激

發學生創

意及提升

自信心。 

 舉辦高中

畢業創作

展，讓學

生經歷統

籌及策劃

的過程，

培養學生

開拓與創

新精神。 

 帶領學生

走 出 校

園，參與

校外藝術

視 藝 同 學

前 往 香 港

大 會 堂 參

觀 中 學 生

視 藝 創 作

展 22-23。

學 生 反 應

勇躍。 

3. 本 校 有 參

加 校 外 多

個 全 港 性

比賽。當中

亦 有 學 生

曾 獲 全 港

中 學 組 冠

軍 及 銀 獎

等獎項。 

4. 本 屆 中 六

視 藝 畢 業

展 於 下 學

期 在 校 內

展 示 高 中

同 學 三 年

的 創 作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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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工作坊，

擴闊學生

藝術視野 

果。 

5. 下 學 期 試

後活動，老

師 帶 領 高

中 文 憑 視

藝 學 生 走

出校園，參

與 校 外

STEAM藝術

工作坊，擴

闊 學 生 藝

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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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恆常工作計劃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分別與體育科、培育委員會合作推行比賽             

2. 提升公開考試成績，於學校假期為高中學生 

進行補課。 

            

3. 提升高中學生應付公開考試技巧，與校外選 

修視藝科的同學進行課業交流 

(須參照三校校曆時間，才可選定交流日期。) 

4. 定期跟進學生校本評核習作，並給予適切意 

見，以提升學生校本評核課業質素 

            

5.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透過預習影片及電子  

  平台，讓學生能按需要進行具針對性的練習。 

            

6. 配合推動閱讀計劃             

7. 展覽學生創作成果(*卓越地帶、家長日、體藝

周、學校社交平台) 

            

8. 發揮學生自學能力、協作能力 (*分別與英文

科及中史科合作，於部份級別推行跨科習作。)   

   

(須與有關科目及級別在時間上協調，才選定進行月份。) 

9. 舉辦校內中六文憑視藝畢業展覽(實體展覽或

線上展覽) 

            

 



-278-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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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本科於初中視藝課堂及 OLE 創意藝術引入「禪繞畫」，通過觀察，發現學生能透過禪繞畫

舒解壓力及放鬆情緒。同時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也有於校內 開設「禪繞畫」學會。此外，

有於高中視藝課堂及 OLE 創作藝術教授「和 諧粉彩」，此類創作有助同學舒壓及建立正向思

維。學生反應理想。本科與英文科及培育委員會合作，於中三視藝課堂上教授「正能量達人包

圖貼設計」。透過這個單元，讓學生建立正向價值觀。有關單元學生優秀作品更於早會分享及

公開展示。本科有參加校外有關正向教育的繪畫比賽，如：第十五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以上

比賽也有推行本校正向教育。本科與圖書館合作舉行「正向禪繞心意卡設計比賽」。也有與學

校推廣委員會合作，將中一同學繪畫的禪繞畫寄回學生曾就讀的小學。本科於中三級教授藏書

票，以建立學生正向的閱讀文化。本科老師有運用正向回饋進行不同類型的教學活動。同時，

老師於批改課業時，有運用正向圖案印章。觀察老師的批改評語全屬鼓勵性字句。上學期在教

師培訓活動中有舉行「和諧粉彩工作坊」，讓同事們有機會接觸此類藝術以達靜觀心靈之效益。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本學年本科重點發展自學能力，學生於視藝堂透過預習活動訓練學生自學能力。老師

會鼓勵初中同學多主動觀看本科預習影片，提升個人自學能力及學習興趣。於高中的

校本評核，老師鼓勵學生自訂個人主題，並就有關主題搜集資料、發展意念及創作，

藉此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2. 於高中鼓勵同學多就個人創作互相溝通和交流創作心得，培養他們的溝通能力。學生

學會自主，主動與朋輩交流創作心得，也能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 

 

3. 本科的最大特色是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及創造力。另外，在每一個單元也引入藝術評賞

及讓學生發表個人對作品的看法和感受，學生的審美眼光得以逐步培養。同時，老師

多鼓勵學生就有關藝術作品於網上搜集相關背景及資料，有助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

而新高中課程更要求同學從多角度以文字形式評賞藝術作品。學生需多從網上搜集資

料，加深對不同藝術品的認識及了解。 

 

4. 本科於初中鼓勵同學以圖像及文字記錄課堂所學，並引入藝術評賞單元，由老師提供

筆記框架，以建立學生做筆記的常規。高中視藝有推行科本筆記，老師在教授藝術史

時，有要求同學多以圖像及文字記錄有關資料及反思於視覺日記上，以配合校方推行

科本筆記文化。同時，科任老師透過校內教研活動，設計引導學生製作筆試的方法及

指引，並於課堂內實踐。高中同學掌握製作及整理筆記有不俗的表現。並能成功運用

筆記幫助應付測驗及考試。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透過教學內容，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意識，如與培育委員會、英文科、圖書館合作，

於中三視藝堂教授「正能量達人包圖貼設計」。透過創作以建立學生正向思維。同時，

本科更將學生優秀作品於校內早會展示，營造正向校園氣氛。此外，與圖書館合作舉



-280- 

行「正向禪繞心意卡設計比賽」， 

       同學反映勇躍。同時也與圖書館合作，視藝科於中三級教授「藏書票」 

       本科有參加校外有關正向教育及德育主題的繪畫比賽，如：第十五屆健 

       康人生繪畫比賽。學生對德育主題均感興趣。 

 

2.  透過教授環保物料創作及評賞以環保為主題的藝術家作品，以加強同學的環保意識。 

 

3.  透過集體評賞及線上分組匯報，以培養學生懂得尊重、欣賞及接納別人的批評。大部

份班別表現良好。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科任老師於課堂內有多運用簡報、影片、音樂播放等。簡報內容多以圖像及色彩為主，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本年亦有製作預習影片， 並上載於 e-class 內供同學

預先準備課堂。此外，亦鼓勵學生多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資料搜集及創作。今年，本科

有增加預習影片數量及為高中製作公開考試試題分析影片，以鞏固學生所學，效果理

想。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今年有分別與培育委員會、英文科、中史科合作舉行跨科活動。透過課程設計及

跨科合作，學生參與度大大提升。同時，學生反應理想。如與培育委員會合作舉辦

「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主題為：節制有度的勇者。各班壁報均用心製作，有助建立

班風。又與培育委員會、英文科、合作於中三級課程教授「正能量達人包圖貼設計」。

與英文科合作，於中二級教授「水果的一生漫畫創作」。英文科有協助完成學生漫畫

作品的英文對話內容。與中史科合作，於上學期帶同學生外出參考故宮博物館，有

助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2. 本科今年與學生組織委員會合作，舉行「四社社旗設計比賽」。本科於各級視藝課堂

均引入教授四社社旗設計單元。透過老師課堂教授，同學在設計四社社旗的概念及

技巧上較易掌握。觀乎是次比賽的學生作品，同學作品相當有水準。同時，各社更

將該社獲獎冠軍的作品印成社旗及橫額，亦用於校內頒獎及田徑運動會活動上。此

外，有與體育科合作舉辦「田徑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得獎同學的作品更印於

校內運動會的場刊上，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3. 有於高中藝術評賞部份教授中西人物畫比較。當中有引用唐代仕女圖學生一齊討論畫

中當時的社會狀況及藝術情境。學生透過了解當時的藝術情境，社會及民族的發展

狀況與演進關鍵，有助掌握歷史與文化承傳變化。同時在研習過程、國家歷史發展、

以及歷史人物的正面言行時，在思考的過程中，提高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及歸屬

感，建立優良的品德，進而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及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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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財政預算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消耗性材料（中一至中六） 40,000 40,000   31,129.47 

 

2. 購買電子展示屏幕 4,500 4,500   0.00  

3. 彩色雷射打印機(炭粉) 16,000 16,000   9,016 

4. 彩色雷射打印機 6,000 6,000   4,577  

5. 購買美術繪圖軟件

(*Photoshop & AI lincense) 

6,000 6,000   0.00  

6. A4 列印紙 500 500   0.00  

7. 裱畫畫框連裝裱費用 4,000 4,000   1,000 

8. 比賽獎品 3,000  3,000 全方位 1,451 

 

9. 體藝周活動 1,500 1,500   0.00  

 

10. 圖書館圖書 1,500  1,500 學校閱

讀 

1,133.60 

11. 教材 2,000 2,000   1,530.80 

12. 小學生到校視藝工作坊 1,000 1,000   960 

13. 中六校內畢業展覽  6,000  6,000 全方位 0.00 

14. 獎勵計劃 2,000 2,000   1,402.50 

15. 視藝科校外比賽報名費 2,000  2,000 全方位 0.00 

16. 高中校外藝術體驗活動 1,200  1,2000 全方位 0.00  

17. Scan Cut 機 (配件) 1,500 1,500   0.00  

18. 校外參觀開支(車費) 3,000  3,000 全方位 0.00  

 

19. 運輸費(參加公開性視藝展覽) 600 600   0.00  

 

20. 協助學校佈置費用 由學校安排

另行支付 

由學校安

排另行支

付 

  0.00  

 

21. 邀請藝術家到校分享 3,000  3,000 全方位  

 合計 116,100 85,600 30,500  52,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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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本年財政支出使用理想。部份項目因待會計扣數，因此未見顯示已支出。惟項目(21)因未能與

藝術家時間表配合，因此今年未能使用此預算。另外，本科預計支出及其他學習經歷(創意藝

術)預計支出的使用率均在 95%以上。使用支出情況理想。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在疫情下，初中視藝課程引入不少有關電腦繪圖的課程單元，以照顧本地及內地生也可同

步進行創作。有感學生對電腦繪圖興趣頗大，而且作品水準不俗。建議往後的初中課程也

可加入電腦繪圖單元，以迎合科技的發展。老師有鼓勵初中及高中同學多運用資訊科技搜

集資料及創作。 

2. 高中互評活動已成為常規課堂活動，透過互評有助促進同儕交流及提升學生作品質素。建

議繼續推動本科互評文化，於初中選取某些單元，讓學生進行互評，為低年班打好互評學

習基礎。而高中則將互評成為恆常課堂活動，提升生生互動及彼此交流機會。 

3. 本科今年分別與英文科進行跨科專題習作，整體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的跨科專題如常進

行，讓學生有發揮創意的機會。同時有關課題也多滲入德育元素，透過藝術創作以建立學

生正向思維。 

4. 本科今年與學生組織委員會合作，舉行「四社社旗設計比賽」。本科於各級視藝課堂均引

入教授四社社旗設計單元。透過老師課堂教授，同學在設計四社社旗的概念及技巧上較易

掌握。觀乎是次比賽的學生作品，同學作品相當有水準。同時，各社更將該社獲獎冠軍的

作品印成社旗及橫額，亦用於校內頒獎及田徑運動會活動上。建議來年可嘗試舉辦有關四

社的設計比賽，加強同學對社及學校的歸屬感。 

5. 觀乎新高中學生校內評核習作，學生經常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同時，高中課程亦鼓勵

學生分組製作簡報及匯報。建議來年老師仍多運用資訊科技，運用智能手機為學生建立視

藝群組，增加師生溝通渠道。增強中三同學對視覺藝術科的興趣及基礎知識，以確保中四

選修人數。建議於中三級的課程內引入更多藝術評賞，鞏固學生的藝評基礎。今年本科有

向校方申請津貼，於試後活動帶同高中選修文憑視藝科同學外出參加 STEAM 鐳射打印工

作坊，以配合校方致力推動 STEAM 文化，讓學生擴闊視野。 

6. 引入校外專業人士來校教授另類藝術創作，擴闊學生藝術視野。今年有邀請校外導師及本

地藝術家來校舉行工作坊，效果理想。建議來年繼續尋找更多校外資源或向校方申請聘請

校外導師，讓同學涉獵更多不同的藝術創作媒介。 

7. 於高中建立「朋輩學習計劃」，讓高中選修視藝的同學成為中四級的導師，指導及分享創

作心得。過去幾年，有感此計劃有助學生彼此交流，建議來年繼續推行。並邀請過去視藝

畢業生回校與選修文憑視藝的高中同學分享升學及考試心得。 

 

(十)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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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2022 文憑視藝考生為 12 人。相比上一屆，本屆表現維持穩定。整體合格率達 100%。高於全

港平均合格水平(84.4%)。獲得 4 級成績或以上的同學為 25%。高於全港平均獲取 4 級的水平

(23.5%)。獲得 5 級成績的同學為 8.3%，高於全港平均獲取 5 級以上的水平(6.9%)。獲得 5**成

績的同學為 8.3%，高於全港平均獲取 5**的水平(0.7%)。總結本屆成績，學生成績與預期成績

相若，學生整體表現令人滿意。 

檢討：學生考獲成績大致合符預期，部份學生有不俗表現。有同學更達致 5**水平，學生整體

表現令人滿意。此批應考生正值疫症停課期間，面對重重困難仍能考取此成績，與過去本科應

試措施及學生考試士氣不無關係。同時，在疫情下學生雖然未能回校上課，本科老師有運用

zoom 與學生補課，進行線上繪畫操練及運用預習影片等，以鞏固所學。 

 

反思及建議： 

在現今視藝課程，不論校本評核的研究工作簿內容及公開考試的「藝術評賞」考卷方面，都必

須要為學生打穩良好基礎，建立穩紮的保底工作相當重要。據過去經驗，「藝術評賞」訓練必

須要日積月累才見成效。在初中年級開始，就必須要加強學生在藝術評賞方面的訓練。就加強

初中學生藝術史的基礎知識，本科於近年，每堂加設「藝術小點心」環節，透過每堂與學生介

紹及討論幾幅藝術作品(大概 5-10 分鐘)，並教授有關藝術時期、作品特色、藝術詞彙及英文生

字，積少成多，以為學生打下穩固基礎。 

 

此外，老師須提供機會讓學生反思個人創作，同時加強個人自評及同儕互評的活動，讓學生往

後在銜接新高中視藝課程，對寫反思部份不感陌生。在高中課程方面，老師須多與學生討論及

評賞藝術品，而藝術品涉及的範圍宜廣泛。不只局限於過去的藝術作品，還須涉獵本地藝術、

當代藝術、後現代藝術、中國藝術等，讓學生認識更多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創作。為引起學

生對藝術評賞的興趣，老師多於課堂開始時以「藝評小遊戲」的形式提問考生如何看該作品，

接納學生評賞該作品的不同角度。並要求學生回家搜集有關資料並於下堂分享。課前預習有助

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亦可訓練學生自主學習。此外，為應付公開考試藝評評賞的「比較及分析

藝術品」題型，老師須多提供訓練機會，與學生討論藝術作品時，不只局限於評賞單一件作品，

而是同時比較及分析兩件作品，加強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觀乎過去的公開考試題目，老師宜

多提供「中西藝術品」及「立體創作」的比較訓練，讓學生對有關作品的情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有助詮釋有關藝術品。至於在創作方面，限時的繪畫操練是不可少的，限時訓練的目的為使考

生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創作部份，同時訓練考生如何透過文字表達個人創作意念及詮釋其作品

如何與藝評相關。因此，中四多鼓勵學生善用視覺日記，透過多畫多紀錄的訓練，加強學生的

觀察力及手繪的能力。升至中五則著重構圖及上色的技巧訓練，   多就設定題目，加強考生

在構圖及著色方面的訓練。及至中六，更是為考生設計多條貼近公開考試的題目，要求考生於

限定時間內完成藝評及創作。近年更為高中同學拍下應試的預習影片，有助學生應付公開考試

題目。對於成績未能達標的同學，則要求他們重做，直至達到合格標準為止。經過三年循序漸

進、密集式的訓練，相信亦是今後本科繼續發展的方向。除此之外，建立一個完善的教學網絡

及學習群組有助促進學與教。因此，本校的新高中視藝課程乃由三間中學的視藝老師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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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而成。分別是將軍澳官立中學及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由於三間學校的背景及學生能力有

別，在設計課程時，老師會更加集中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每年老師更會為中四舉行三校分享

交流會，讓師生可以彼此交流創作心得。這個完善的教學網絡絕對體現出「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的道理。各校的師生有很大的得著。 

而根據過去三校的公開考試成績，亦充份反映出三校共備的成效。此外，本校的共同備課亦有

助優化教材。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共同針對本校學生的需要、能力及興趣，設計相應的教材，

為學生度身訂做一套最合適的學習材料，亦有助學生應付公開考試。就優化校內考試卷，本科

老師有在共同備課會議上就學生校內考試成績，檢視校內考卷內容及作出調整，以優化考卷設

計內容。在學生方面，建立學習群組亦能促進學生學習。本科有為學生建立「學習群組」，透

過「朋輩學習計劃」，讓中五選修視藝的同學成為學長，負責指導其中一位中四選修視藝的同

學。同時，亦為他們於校內舉行跨級分享交流會。這些活動均有助學生透過朋輩的互動來促進

學習。本科認為成立「學習群組」絕對值得繼續推行，亦是本科往後的發展方向。 

2.考生答題分析 

卷一 視覺形式表達 

在 2022 卷一的五條試題中，本校考生只選答了題 2，題 3，題 4 及題 5。 

(i) 藝術評賞(甲)：本校學生的表現  

題 2.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分 全港日校平均分 差距 

(1)表象描述 5 3 3.33 2.94 +8% 

(2)形式分析 5 3 3.17 2.66 +10% 

(3)意義詮釋 5 3 1.50 2.35 -17% 

(4)價值判斷 5 3 2.83 2.31 +11% 

總分 20     

 

 

題 3.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分 全港日校平均分 差距 

(1)表象描述 5 5 2.90 2.92 +0% 

(2)形式分析 5 5 3.30 2.93 +7% 

(3)意義詮釋 5 5 2.40 2.46 -1% 

(4)價值判斷 5 5 2.50 2.38 +2% 

總分 20     

 

題 4.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分 全港日校平均分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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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象描述 5 2 2.90 2.92 +0% 

(2)形式分析 5 2 3.30 2.93 +7% 

(3)意義詮釋 5 2 2.40 2.46 -1% 

(4)價值判斷 5 2 2.50 2.38 +2% 

總分 20     

 

題 5.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分 全港日校平均分 差距 

(1)表象描述 5 2 3.75 3.07 +14% 

(2)形式分析 5 2 3.50 2.81 +14% 

(3)意義詮釋 5 2 1.50 2.56 -21% 

(4)價值判斷 5 2 1 2.26 -25% 

總分 20     

 

觀乎同學在卷(一)甲部藝術評賞的表現。本校考生在評分範圍的四方面均表現尚可。在某些題

目上，描述及形式分析的表現更高於全港平均分。 

 

反思及建議：綜觀是次藝術評賞考卷上的表現，本校考生在藝評的表現尚可。可見在過去的校

本藝評訓練上尚算足夠。在(1)表象描述上屬達標水平，四題的表現也高於全港平均分。可見

同學對掌握觀察及描述藝術作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能力。而在形式分析方面，本校學生表現比

較突出。其中選答題(2)及題(5)的考生，更是表現出色(+10%及+14%)。可見學生能就有關藝術

作品，細心觀察及運用恰當的藝術詞彙以客觀的角度分析作品。由於在校內有適切的訓練，因

此學生有足夠的藝術詞彙去分析作品。 

在意義詮釋方面，四題的表現不算太理想。可見本校考生未太理解藝術品背後的意義。這可能

與學生對某些藝術作品較少接觸有關。在價值判斷方面，本校考生在各題表現良好，與平時視

藝課堂上，老師多鼓勵學生分組討論作品，同時要求學生多從個人觀點分析及評價作品有關。

而且，老師提供大量價值判斷參考文章及文句寫法參考亦有助考生書寫此部份。從考生在此卷

的成績表現上，可見本校一向在訓練學生評賞藝術品的教學法及方向是正向的。惟須改善的地

方是加強同學認識及接觸不同藝術範疇的作品。同時，多帶同學外出參觀藝術館對加強學生理

解藝術品背後含意有一定幫助。 

觀察及鼓勵同學多描述藝術作品，稍後才以藝術詞彙去分析及比較作品。建議多鼓勵學生回家

預習及搜集資料，加深對不同藝術品的認識，特別是在情境上的了解。同時，鼓勵學生多在課

堂上匯報個人搜集得來的資料，集合不同同學搜集得來的資料，令整體學生對不同作品的認識

更廣闊及全面。 

 

(ii) 藝術創作(乙)：本校學生的表現 

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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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

分 

全港日校

平均分 

差距 

(1)題材及技法的選擇和

運用 

20 3 9.83 10.17 -2% 

(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 

20 3 9.67 10.16 -2% 

(3)創意和想像力 20 3 10 9.91 0% 

(4)主題傳意 20 3 10.33 10 +2% 

 80     

 

題 3. 

 

(iv)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

分 

全港日校

平均分 

差距 

(1)題材及技法的選擇和

運用 

20 5 9.80 10.18 -2% 

(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 

20 5 9.90 10.04 -1% 

(3)創意和想像力 20 5 9.60 9.87 -1% 

(4)主題傳意 20 5 9.20 9.78 -3% 

 80     

 

 

題 4. 

(v)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

分 

全港日校

平均分 

差距 

(1)題材及技法的選擇和

運用 

20 2 12.75 10.64 +11% 

(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 

20 2 13 10.56 +12% 

(3)創意和想像力 20 2 12.25 10.32 +10% 

(4)主題傳意 20 2 12.50 10.16 +12% 

 80     

 

題 5. 

(vi) 評分範圍 滿

分 

作答人

數 

本校平均

分 

全港日校

平均分 

差距 

(1)題材及技法的選擇和 20 2 11 1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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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

的選擇和運用 

20 2 12 10.11 +9% 

(3)創意和想像力 20 2 11.50 10.12 +7% 

(4)主題傳意 20 2 11.50 9.97 +8% 

 80     

 

 

觀乎同學在卷(一)乙部藝術創作的表現。各評分範圍的平均分數均高於全港。在(4)主題傳意表

現最強。 

 

反思及建議：本校考生在乙部的創作部份表現尚可。在項目(1)題材及技法的選擇和運用方面，

整體學生平均高於全港。此部份的表現與學生創作能力掛勾，學生表現平均與有多就個人專長

繪畫媒介作出訓練有關。建議多鼓勵學生就個人專長的創作材料多加練習，同時多進行物料探

究及臨摹佳作均有助提升學生在材料上的運用。在項目(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的選擇和運

用，學生在部份題目平均分均高於全港平均分。學生在此部份有如此表現，與課堂上所學習到

的藝術知識及技巧有關。而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運用乃由初中開始建基而成，及至高中則再

深化概念。同時，老師多就不同藝術時期的佳作與學生討論其運用之技巧，以上訓練亦有助加

強學生在創作時運用相關的視覺元素及組織原理的靈活性。在項目(3) 創意和想像力，學生在

部份題目平均分均高於全港平均分，反映本校學生在創作題目上能展現個人想像力而不是呆板

地展示。最後項目是(4)：主題傳意。整體學生平均分高於全港平均分。考生要能理解創作的

題目才可成功就有關題目加以發揮。因此，在審題及理解創作題目十分重要。總結以上考試卷

兩部份的分析，本校是屆考生分別在藝術評賞及創作部份均表現良好。學生在校內各方面的操

練、同儕之間的互相交流分享、友校同學的互相觀摩均能建立一個穩固基石，讓學生的能力、

創意發揮至他們的本身狀態。建議老師在教學上繼續多與不同學校的老師互相交流，吸取有效

的教學策略及資源，同時為學生建立互動的學習群組，凝聚喜歡視藝的力量，讓學生在學習此

科上更加投入，在公開考試繼續取得好成績。 

 

(四)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徐佩芬 陳凱瑩 鍾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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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音樂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有

感及提升自我效

能感。 

配合課程優化重

點及學生需要，

檢視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深入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的方

向，並配合學生

發展的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要

而作出校本課程

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於中一至中三級

把「國歌法」加

入課程之中，並

配合德育及公民

教育委員會每星

期的升旗禮，使

學生參與時提升

自我效能感，效

果良好。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有

感及提升自我效

能感。 

提升學生上課時

學習的主動性，

增加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堂設計引

導學生參與個體

和群 體自主 學

習，令學生主動

及樂於學習。 

 

 學生能於學習日

誌內訂立合適的

課堂目標，並於

課 後 能 檢 視 所

學。 

 

 學生能透過組長

制自覺、主動、

積極地學習，樂

於探究新知。 

 

 課程文件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於部分課堂 (如

音樂歷史課 )要

求學生摘錄筆

記，強化學習日

誌的功能，增加

學生自我效能

感。 

學生逐漸適應課

堂新學習模式，

大部分同學反映

能利用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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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內筆記作為第一

次考試前溫習之

用，效果良好。 

2.塑造正面品格 2.1 提升學生抵

抗及處理逆境、

情緒壓力及精神

困擾的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回

饋，建立學生成

長型心態。 

透過課堂師生交流

及課業批改上運用

正向回饋建立學生

成長型心態。 

 運用正向回饋進

行不同類型的教

學活動。 

 

 學生對學習持正

向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紀

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老師批改課業逐

漸不使用交叉符

號，推動教學正

向回饋，以增強

學生自信心，對

學習持正向態

度。 

 

老師利用正向印

章批改課業，以

建立學生成長型

心態，學生反映

很喜歡印章的設

計。 

 

下學期已完成

「正向歌詞」課

堂，增強學生對

學習持正向的態

度。學生能掌握

歌詞意義，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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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正向歌詞可鼓勵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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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訓練管樂團學生，參與運動會及秋祭演奏             

2. 音樂科閱讀報告             

3. 周年音樂比賽             

4. 校外音樂比賽             

5. 「體藝日」中介紹樂器予中一新同學認識             

6. 「伴我啟航」中教導中一新同學練習國歌及校歌             

7.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深化自主學習             

8. 同儕觀課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因疫情關係，管弦樂團學生需時練習，未能參與運動會表演; 秋祭則不用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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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老師利用正向印章批改課業，以建立學生成長型心態。 

 於課堂上演唱/介紹相關的歌曲時，老師會灌輸正面的訊息予同學。專設一節「正向

歌詞」課堂，學生於學習日誌摘錄筆記，學生能掌握歌詞意義，認同正向歌詞可鼓勵

他人，效果良好。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學生於課堂摘錄筆記，強化學習日誌的功能，增加學生自我效能感。 

 同學認同利用學習日誌內筆記作為考試前溫習之用，以提升筆試成績。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於學期初的課堂上已要求同學練唱國歌、校歌，並已教導同學演唱時必須保持認

真的態度。 

 於教授國歌法課程時，學生摘錄筆記後需完成相關工作紙，分數已計入其中一項評估

之中，學生學習認真。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老師於全學年中，於大部分的課堂時數，以資訊科技教學，課堂趨向多元化，能吸引

學生參與，並觀察到學生上課時表現投入、積極互動。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除日常以資訊科技教學外，老師亦於課堂上要求同學合唱。老師並因應個別班級，要

求同學作示範。特別是跨境同學反應熱烈、投入，唯音樂技巧仍有待改進。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圖

書 

1,100  
1,100 學校閱讀 

117.4 

2 樂譜 1,000 1,000   0 

3 
多媒體教

材 

1,000 1,000 
  

0 

4 

學科活動

及校內音

樂比賽 

3,000  

3,000 全方位 

1,780 

5 
校外音樂

比賽 

5,000  
5,000 全方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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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6 
樂器維修

/調音 

10,000 10,000 
  

0 

7 音樂器材 9,000 9,000   0 

8 電腦器材 7,000 7,000   12494.95 

9 雜項 5,000 5,000   875 

 合計： 42,100 33,000 9,100  $15,267.35 

檢討: 本年度財政實際支出金額為 $15,267.35，除了電腦器材因損壞需特別撥款作緊急購買

外，其餘各項支出並未有超出預算範圍。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根據「學習評估」問卷調查分析報告，學生對本科之學習興趣達七分以上，建議老師

繼續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並透過學習牧童笛、樂器介紹、音樂表演、電子音樂體

驗及創作等活動，培養學生學習音樂及樂器的興趣，從而增強學生在音樂方面的自信

心，發展他們的音樂潛能。 

 老師將繼續參與有關音樂學科知識及國安法課程的研討會，以加強本科之專業培訓及

發展。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四) 成員 

 

科主任 

曾凱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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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 

體育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 配 合 課

程 優 化

重 點 及

學 生 需

要，檢視

及 優 化

現 有 校

本課程。 

● 了解相關

課程更新

的方向，

並配合學

生發展的

需要，檢

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

課程。 

● 能配合課程優

化重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出校

本課程調適。 

● 課程大綱 

● 科務會議 

 

全年  有關會議紀錄及預訂課程

文件已按時完成。 

 
 上學期體育科考試成績理

想，合格率達 92%，其中成

績反映部份學生受疫情影

響，體能考試包括掌上壓

及仰卧起坐未如理想，將

會於下學期課堂中引入更

多體能訓練。 

 
 
 下學期體育科考試成績理

想，合格率達 92%，其中成

績反映部份學生因復常後

體能考試包括掌上壓及仰

卧起坐漸漸改善，將會於

課堂中引入更多的體能訓

練。 

 
 科任老師亦參與教育局所

舉辦的知識增益課程及考

評分享，配合新課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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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展，刪去過時的範圍及加

入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教學

和學習活動。 

 

1. 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 培 養 學

生 良 好

的 學 習

及 閱 讀

習慣，加

強 學 習

策 略 的

訓練。 

●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 按教學需

要為學生

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

讀素材，

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

趣。 

● 學生能善用合

適的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堂所

學。 

 
● 學生的閱讀興

趣得以提升。 

●  學習日誌 

●  教師觀察 

●  筆記紀錄 

 
 
● 教師觀察 

● 學生意見 

 

全年  在文憑體育科於課堂總結

時利用概念圖鞏固課堂所

學，讓學生能較易掌握課

堂內容。 

 

 同時在課堂中提供相關影

片提升他們在課堂中的興

趣。 

 

 於各年級均提供了 2 篇體

育有關的閱物，和同學完

成了讀後感。效果十分理

想能掌握內容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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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 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氛

圍。 

●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 建立校園

賞識文化 

● 運用壁報

板展示學

生的表現

及成就 

● 對於在體

育課堂及

比賽中有

好表現的

同學，得以

嘉許。 

 

● 定期完成壁報板

內容的更新 

● 將獲獎學生安排

在成就嘉許禮頒

發獎項，以作表

揚 

 

● 參閱壁報更

新紀錄 

● 參閱頒獎紀

錄 

全年 

 

 定期更新壁報資訊(包括學

界比賽、校外比賽等)。 

 

 本學年透過學校網頁公佈學

生獲獎名單，予以適時嘉許。 

2. 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氛

圍。 

●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 培養學生

「守望相

助」的精

神，建立正

面及積極

的 價 值

觀、責任心  

● 透過球隊

訓練及參

與比賽，培

● 成功參加有關校

隊訓練及校外比

賽 

● 成功籌辦及協助

校內體育活動及

比賽 

 

● 活動紀錄 

● 籌辦活動紀

錄 

 

全年 

 

 上學期初學生十分投入訓

練，並參與不同比賽並獲得

佳績(包括全港青少年田徑

場、大北學界等) 

 
 下學期學生十分投入訓練，

並參與不同比賽並獲得佳

績，包括全港精英田徑賽。 

 
 上學期在校內舉辦社際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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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養學生與

隊員守望

相助的精

神 

● 讓學生積

極協辦校

外及校內

體育活動

及比賽，提

供服務機

會。 

球、羽毛球比賽，學生亦十

分投入。 

 
 下學期在校內舉辦社際室內

賽、羽毛球比賽，學生亦十

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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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校內越野賽   ✔            

2. 田徑運動會         ✔      

3. 班際乒乓球比賽    ✔ ✔          

4. 班際球類比賽(高中)    ✔ ✔ ✔         

5. 班際籃足排球類比賽(初中)       ✔ ✔ ✔ ✔ ✔ ✔   

6. 體藝周         ✔ ✔     

7. 田徑集訓營            ✔ ✔  

8. 射箭集訓營            ✔ ✔  

9. 暑期活動             ✔ ✔ 

10. 校隊訓練   ✔ ✔ ✔ ✔ ✔ ✔ ✔ ✔ ✔ ✔ ✔ ✔ 

11. 發展學生協作能力   ✔ ✔ ✔ ✔ ✔ ✔ ✔ ✔ ✔ ✔   

12. 培養正向價值觀及共通能力   ✔ ✔ ✔ ✔   ✔ ✔ ✔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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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原定於 9 月份越野賽因疫情關係，學生未能進行劇烈運動，因此改為下學期進行，亦因下學期時間緊迫，故校內越野賽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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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透過課堂觀察，科任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表現良好，在學習技能時學生漸漸   

       掌握到重點以致達到預期技能標準，教師普遍能夠提供正面的回饋，鼓勵學 

  生回答及完成動作。學生透過正面回饋建立了自信心之餘亦提升課堂參與度。 

 

(四)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1. 透過協作學習，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提升課堂參與及學習效能  

2. 在文體班中透過播放與課題相關的影片，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學生在課餘時亦

會提問與課程相關的問題。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明確教授體育精神的信念，在分組活動或舉行比賽期間不斷滲透體育精神。 

2. 本科清楚教授「勝不驕，敗不餒」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在今年使用資訊科技來觀看體育片段，以增加學生的投入感。 

2. 本科在今年設入「統一考試評分準則」電子化來讓學生多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及體適能能

力，學生透過結果後提升了參與及自主學習能力。 

3. 本科在教授高中體育文憑課程時以投影片對學生進行教授，使他們更加投入課堂。而在上

實習課的時候更加使用攝錄機拍下學生進行球類實習的情況，使同學能達致自我檢視運動

技巧的成效。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的特色是以活動及運動來教授同學，使他們不斷的練習來加強他們的熟練程度，從而

學習到各樣運動技巧，例如技能訓練、分組比賽、小組活動。透過考核結果及課堂觀察，

學生技能掌握有明顯提升。 

2. 本科文憑試以針對個別課題練習來提升學生對各個課題的認識，例如要求考生用錄像拍攝

以作評估之用，期望提升學生對文憑試答題表現。 

 

(八) 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施行情況／成效 

1. 本科撰寫 2 份教案及透過 2 次同儕觀課，建立專業學習社群，並已儲存在內聯網指定地方。 

2. 本科教師全年參與約 3-5 次透過由教育局舉辦的講座及研討會培訓，促進專業發展，亦有

效地運用在本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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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財政報告 

Ite

m 

No 

項目 預算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一般撥款 特別撥款 備註 支出金額 

1 消耗性器

材 
$15,000.00 

  
15,000.00 

課後 

全方位 
0.00  

2 校內田徑

運動會奬

品及雜項 

$13,000.00 

  

13,000 

全方位 

20,625.00  

3 校內越野

賽奬品及

雜項 

$5,000.00 

  

5,000 

全方位 

0.00  

4 校內班際

及社際比

賽奬品及

雜項 

$5,000.00 

  

5,000 

全方位 

3,009.00  

5 田徑外聘

教練費 
$145,000.00 

  
145,000 

課後 

全方位 

111,200.0

0  

6 籃球外聘

教練費 
$31,000.00 

  
31,000 

課後 

全方位 
32,100.00 

7 足球外聘

教練費 
$11,000.00 

  
11,000 

全方位 
7,000.00  

8 各項球類

外聘教練

費  

$35,000.00 

  

35000 

課後 

全方位 18,840.00  

9 田徑比賽

用具、車費

及雜項 

$28,000.00 

  

28,000 

全方位 

0.00  

10 各項校隊

隊衣 
$30,000.00 

  
30,000 

課後 

全方位 
11,150.00  

11 中學校際

比賽用

具、車費及

雜項 

$5,000.00 

  

5,000 

全方位 

5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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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比賽報名

費 
$24,000.00 

  
24,000 

全方位 
18,205.00 

13 運動員註

冊費 
$4,000.00 

  
4,000 

全方位 
3,880.00 

14 運動場設

備及用具 
$10,000.00 

  
10,000 

課後 

全方位 
0.00 

15 學生圖書

及參考書 
$1,500.00 

  
1,500 

學校閱讀 
660.40 

16 宣傳橫

額、用具及

雜項 

$1,500.00 

  

1,500 

全方位 

0.00  

17 體藝周奬

品、用具及

雜項 

$600.00 

  

600 

全方位 

0.00  

18 學生及老

師帶隊車

費,器材運

輸費 

$2,000.00 

$2,000.00  

 

  

1,205.40 

19 多元學習

津貼資助

課程 

$85,000.00 

  

85,000 

多元學習 

10,000.00 

20 學生運動

員資助計

劃 

$15,000.00 

  

15,000 

學生運動員資助 

15,000.00 

21 雜項 
$20,000.00 

$5,000.00  
15,000 

課後 

全方位 
13,340.00 

22 全方位體育

用具及雜項 
$100,000.00  100,000 

全方位 
66,238.00 

  

合計 $586,600.00 

 

 

 

$7,000.00  

$579,600.00 

全方位 $ 

387,100.00 

多元學習津貼 $ 

85,000.00 

課後 $ 91,000.00 

學校閱讀 $ 

1,500.00 

學生運動員資助 $ 

15,000.00 

333,0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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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因疫情過後關係，本科的校內活動初步復常，但比賽未能完全進行，故此實際支出金額

較預算為少，希望來年會有所改善。 

        

(十)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為了配合高中體育選修科課程的開辦，本科已透過鳳溪屬校體育委員會宣傳本校課程，藉

此吸引部份小學生揀選本校。 

2. 科任老師今年亦參加考評局舉辦的簡介會，在課堂亦運用簡介會的知識，能提升學生的筆

試技巧。以下學期考試為例，中四中五學生在短答題表現滿意。 

3. 學校能運用其他津貼去聘請外聘教練，田徑、籃球、射箭、欖球隊比賽，當中亦有學生投

入香港隊之中，可見外聘教練成效顯著，建議來年繼續聘請，以減輕老師的負擔。 

4. 本科亦透過體育課堂教授射箭、高爾夫球等特色課程，為學生提供不同運動技巧及知識範

疇。 

 

(十一)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2023 中學文憑體育試成績合格率為 46.7%。詳細分析有待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2022 中學文憑體育試成績合格率為 70%(比全港的合格率高）比較 2021 年 72.7%，成績水平相

若，近年都比全港合格率為高。反映之前定下的教學策略針對個別學生對考試題目的理解能力

及答題技巧的方向正確及有效。 

 

(十二)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陳美廸 陳業樑 黃麗儀 梁美怡（助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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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教

學策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有感

及提升自我效能

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

並配合學生發

展的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有

校本課程。 

 

 能配合課程優

化重點及學生

需要而作出校

本課程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於開學前已完

成有關規劃，

調 適 相 關 課

程，並根據學

生能力作出剪

裁。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教

學策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有感

及提升自我效能

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設計

讓學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嘗試

挑戰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心。 

 

 

 透過課堂設計

引導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體的

學習活動，令

 按科本及學生

學習情況進行

課業設計，讓學

生完成不同程

度的習題，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

信心。 

 

 按科本及學生

學習情況，並聚

焦在提升學生

課堂的學習動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學習評估

問卷 

全年 1. 於開學前

已完成有

關規劃，調

適相關課

程，並製作

分層課業

工作紙。 

2. 學習評估

問卷中，在

第 1 題「我

明白課堂

所教授的

內容」及第

2 題「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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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主動及樂

於學習。 

 

 學生於課堂前

寫 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課後

檢視所學。 

 

 

 透過學進制，

鼓勵學生參與

課堂具挑戰性

提問及回應挑

戰題。 

機及學習表現。 

 

 

 學生能於學習

日誌內訂立合

適 的 課 堂 目

標，並於課後能

檢視所學。 

 

 學生能透過組

長制自覺、主

動、積極地學

習，樂於探究新

知。 

 

興趣學習

該科目」，

上學期的

評估結果

為，題 1

及 2：中四

級：8.1 和

8.2 分，中

五級：6.6

和 7.0 分，

中六級：

8.2 和 7.4

分。中五級

同學普遍

基 礎 較

弱，學習動

機不高，而

中五級的

學習內容

亦愈見艱

深，學習評

估分數明

顯較中四

及中六級

低。 

下學期的

評估結果

為，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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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 2：中四

級：7.8 和

7.5 分，中

五級：7.5

和 7.5 分，

各級結果

均為滿意。 

中四級課

程內容逐

漸艱深，以

致分數有

輕 微 下

調。而中五

級身處內

地的同學

已全部回

港上實體

課，加上開

始了午膳

時間額外

補課，學習

評估分數

有提升。 

3. 教師觀察

學生課堂

表現以中

四及中六

級最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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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入，積極完

成不同的

課 業 評

估。中五級

有進步空

間。 

4. 大部分學

生會將課

堂重點記

錄於學習

日誌。學生

能 更 自

覺、主動、

積極地學

習，樂於探

究新知。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教

學策略，培養學

生的學習擁有感

及提升自我效能

感。 

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及閱讀

習慣，加強學

習 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結時

利用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學，

以協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錄筆

記的技巧。 

 

 按教學需要為

學生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讀素

 學生能善用合

適的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堂所

學。 

 

 

 

 學生的閱讀興趣

得以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摘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全年 1. 教師觀察

學生課堂

表 現 投

入，能將課

堂重點摘

錄成筆記。 

2. 教師檢視

學生的學

習日誌，普

遍認真書

寫。 

3. 大部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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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材，提升他們

的學習興趣。 

 

 

 

 學生意見 

 

生完成課

堂的剪報

閱讀，學生

普遍對時

事的關注

度有所提

升，並且能

就有關議

題作簡短

討論和回

答簡單問

題。 

4. 超過 90% 

學生均完

成 1 篇閱

讀報告。 

5. 從學生的

閱讀報告

所見，大部

分學生能

通過閱讀

報章，加深

對商業社

會的認識。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向

環境的佈置，營

造正向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於校園展示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他

 卓越地帶的數

量較以往提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卓越地帶佳作

數 量 ： 中 四

級：10 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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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們學習信心。 

 

五級：10 份、

中 六 級 ： 7

份，因為中六

修 讀 人 數 較

少，所以總份

數也較少。整

體表現滿意。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抗

及處理逆境、情

緒壓力及精神困

擾的能力。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

學生成長型心

態。 

 運用正向回饋

進行不同類型

的教學活動 

 學生對學習持

正面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1. 教師批改

學生課業

時多運用

正 向 字

詞，並指出

改善答案

的方法。 

2. 多方面鼓

勵學生持

續學習，例

如正向印

章及糖果

獎勵。 

3. 通過教師

觀察，學生

對措施有

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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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規劃課堂

以外的學

習活動，

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

機及培養

學生的開

拓與創新

精神。 

 

 與經濟科合辦

賣物會，讓學生

能結合學習於

生活的實踐中。 

 

 積極參與校外

有關開拓與創

新 精 神 的 活

動，以擴闊學生

視野。 

 

 學生認同活動能

促進本科學習。 

 

 

 

 學生同意所舉辦

的活動能提升其

學習興趣。 

 

 活動問卷 

 教師觀察 

 學生訪談 

全年 1. 因疫情關

係，本學

年暫未能

舉辦校內

賣物會活

動。 

2. 部分同學

亦參與了

學校起動

計劃「趁

墟 做 老

闆 」 活

動，同學

認為能透

過活動應

用知識，

並提高其

學 習 興

趣，了解

真實社會

中的營商

環境。協

助同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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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立更完整

的商業概

念，及培

養他們開

拓與創新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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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配合課程增加課堂小組討論等學習活動，加

強學生的協作能力。 
            

2. 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 

 在教授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等課題

時，加強防貪、公司權責及公民責任等

認知，培養學生的明辨性思考。 

 討論不同機構就有關議題所作的行

動，如公司業績報告。 

            

3. 加強學生的雙語能力，於課堂上教授常用的

商業及會計英語詞彙。 
            

4. 善用資訊科技學習 

定期上載教學資源至平台，供學生參閱及自

習，並鼓勵學生利用互聯網搜集有關資料，

以提升自學能力。 

            

5. 提升公開考試成績 

 工作紙及小測題目形式與公開考試相

近，以加強應試技巧。 

 每單元教授完畢進行小測。 

 完成課後自學練習，提升學生自學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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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6. 鼓勵同學應考不同組織舉辦的公開考試，如

報考 HKICPA 企會財考試，為學生升學或就業

作準備。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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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1. 科任老師在課堂上多鼓勵學生學習，多讚揚有良好表現、及有進步的學生。 

2. 普遍學生學習態度正面，會欣賞自己。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請指出推行科本筆記及預習的情況) 

1. 在課堂上運用不同的課堂活動，提昇學生自我學習的興趣。 

2. 使用科本筆記，更聚焦學習內容，並加入公開試題目，讓學生更有效自我學習。 

3. 發展不同的教學資源，例如預習工作紙，鼓勵學生持續學習，加強他們的自學能力。 

4. 學生會運用學習日誌，摘錄課堂所學重點，逐步建構自己的筆記。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1. 在課堂上教授不同課題時滲透有關德育題材，如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 

2. 瀏覽不同公司或組織的網頁如樂施會、證監會「學‧投資」網站，了解其工作等。 

3. 學生表現認真，並且能夠反思有關議題。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1. 在部份課堂上配合使用簡報及 ipad，普遍效果理想。 

2. 已上載教學簡報、工作紙及剪報等教材至 OneDrive，供學生參閱及溫習。 

3. 製作公開試題解影片，讓學生反覆觀看，效果理想。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1. 除課堂講授外，進行各類型的課堂活動，如小組討論及匯報、網頁瀏覽等，學生普遍

反應熱烈。本學年中四及五級均參與了沙田專業教育學院舉辦的商科工作坊，學生回

應正面。 

2.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辦賣物會活動。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參考書 600  600 學校閱讀 514.4 

2 公開試參考書 1,000 1,000   68.0 

3 老師參考書 800 800   0 

4 教具及器材 2,200 2,20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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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5 學科活動 400  400 全方位 0 

6 
其他校外考試

報名費 
3,000  3,000 課後支援 

500 

7 境外遊學團 80,000  
60,000 

20,000 

全方位 

學生支援 

0 

8 參觀交通費用 5,000  5,000 全方位 3300 

 合計 93,000 4,000 89,000  5232.4 

 

檢討： 

本學年沒有舉辦賣物會，故沒有相關收益。 

 

本年度已列入預算的各項財政支出並沒有超出預算。但本學年中四及中五參與了迪士尼企業文

化體驗工作坊活動，相關活動支出未列入預算，金額為 $17,755。 

 

 

(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各級學習評估表現滿意，中四級題 1 及 2 的分數分別是上學期 8.1 和 8.2 分，下學期 7.8

和 7.5 分；中五級題 1 及 2 的分數分別是上學期 6.6 和 7.0 分，下學期 7.5 和 7.5 分，而中

六級同學分數分別為題 1 的 8.2 及題 2 的 7.4 分。 

 

中四至中六級分數全部達到 6 分以上，均為滿意。中五級同學普遍基礎較弱，加上學習內

容亦愈見艱深，學習評估分數明顯較中四及中六級低。而下學期中四級分數有輕微下調，

因為下學期中四課程內容逐漸艱深。而中五級下學期學習評估分數有提升，這可能與身處

內地的同學已全部回港上實體課，加上開始了午膳時間額外補課有關。 

 

而題 3 的分數為中四級：8.7 分(上學期)、8.2 分(下學期)、中五級：7.7 分(上學期)、7.9 分 

(下學期)、中六級：8.2 分，同學大都認為可以自行完成家課，達到持續評估的目的。 

 

本學年共有 5 名中六級同學於 2022 年 12 月應考 AAT 企會財考試。各同學均表示該考試讓

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強弱項，對其公開考試有更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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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1) 2023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屆文憑試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水平。詳細的分析待收到考評局的成績分析時再作檢討。 

 

(2) 2022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本科公開考試分為卷一及卷二兩部分，卷一考核課程的必修部分，卷二則包括選修部分的會計

單元。本校合格率為 100%，高於全港合格率 91.4%，亦較預期合格率 (76.5%) 為高。其中 3

人考獲 4 級或以上成績，優良率為 17.6%。而增值指數為 7。 

 

以下將就 2022 年中學文憑試作成績分析： 

 

卷一： 

甲部共有 30 道選擇題，本校考生在其中 16 道題目的答對比率均高於全港，而當中 6 道題

目更高於 10%，其中在營商環境及基礎個人理財部分表現較好，其中第 17 題的答對比率

較全港高出 20.4%。而管理導論部分亦不俗，第 2 題問及中小型企業，為全港答題表現最

弱的題目，答對率只有 35%，但本校考生表現不俗，答對比率較全港高出 10.4%。 

 

會計導論部分表現則中規中矩，其中第 8 題有關會計試算表的功能，全港答對率只有 43%，

表現不理想，但本校考生卻表現不俗，答對比率較全港高出 5%。但第 3、12 及 20 題有關

會計課題，均為本試卷中難度較高的題目，全港答題表現極不理想，答對率只有 43%至

45%，本校考生同樣表現較弱。而第 14 題問及銷貨有關陳述時，答對比率只有 23.5%，反

映同學在審題方面未及審慎，容易被題目誤導。 

 

乙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有 3 道短答題，各題均須作答，第二部分則有 2 道選答題。在

第一部分中，第 3 題的平均分較全港高。第 3 題考核良好目標的特徵，考生表現較好，平

均分較全港高出 13%。第 2 題(d)考核有關個人理財決定時，考生表現亦不錯，平均分較全

港高出 11%。第 1 題及第 2 題其他分題的平均分則與全港相若。 

 

在第二部分中，本校有 8 名考生 (47%) 選答第 4 題，而選答第 5 題的有 9 人 (53%)。本

校考生在兩題的表現相若，以第 4 題的表現略好，平均分均較全港高出 18%，其中題 4(b)

及 4(c) 更分別高出 37% 及 32%。 

第 4 題題目涉及有關營商環境的社會責任和編製財務狀況表，本校考生在這方面表現不

俗。而第 5 題涉及編製損益表及管理組織結構，本校考生表現一般，尤其在題 5(a)有關繪

畫組織結構，考生較少接觸這類題型，以致表現尚有進步空間。 

 

整體來說，本校考生在卷一的表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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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本校選修單元為會計單元，分為甲、乙和丙三部分。 

 

甲部有 3 道短答題，各題均須作答，各題表現平均。其中第 1 題 (B) 要求考生編製資產

累計折舊的帳戶，本校考生的表現略遜。而第 2 題問及以不完整的帳戶餘額編製財務狀況

表，考生未能直接找出相關數字編製，表現未如理想。而第 3 題考核有關成本會計的內容，

因有關成本會計的部分亦屬較艱深題目，考生表現一般。 

 

乙部有 3 道應用題，因疫情關係而微調考卷，3 題選答 2 題。第 4 題有關編製銀行往來調

節表，第 5 題考核合夥企業的財務報表，第 6 題考核成本會計中的邊際成本法及決策，考

生在這三道題目中均表現相若，而題 6 有關以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的表現最未如理想，

涉及有關成本會計的題目難度較高，本校考生表現一般。 

 

丙部則有兩道選答題，考生須作答其中一題，本校有 7 名考生 (41%) 選答第 7 題、10 名

考生 (59%) 選答第 8 題。第 7 題考核編製錯誤更正的日記分錄，第 8 題則涉及不完整會

計記錄的推算。本校考生在第 7 題的表現較第 8 題好，不完整會計這課題綜合多個課題，

一般程度較深，令第 8 題表現未如理想。 

 

整體而言，本校考生在卷一的表現較卷二為佳，加上卷一有選擇題，考生較易獲取分數。

另外，卷二的標準差亦高於卷一，可見學生有較大的學習差異。 

 

 

建議： 

在卷一方面，持續提升學生對選擇題的操練，本科已製作選擇題練習小冊子，供學生自行

完成，在課堂上亦可教授更多作答選擇題的技巧，近年學生在選擇題的表現已略有提升。

另外，可加強會計及管理部分理論概念的內容，進一步提升學生這部分的表現。而且乙部

第二部分經常出現兩題的題(b)及(c)直接相關，學生如答錯題(b)，便會連帶失去題(c)的分

數。因此可提醒學生應先細閱兩題選答題，然後才選擇自己較有把握的題目。 

 

在卷二方面，須加強重溫熱門課題，如銀行往來調節表、合夥、折舊及有限公司和各分類

帳帳戶等等。而由於成本會計過往是高級程度會考的課程，程度較財務會計為深，可就課

程內容再加以剪裁。如大部分學生只修讀成本會計詞彙、本量利分析等，常見於甲部或乙

部的題目，而較深的部分如分析決策等，則只要求能力較高的學生完成。丙部考生只須作

答一題，需加強提醒學生只須選答一道題目，並更有效運用時間作答及覆核題目。而來年

同樣因疫情關係，乙部將為三題選答兩題，但分數比例不變，變相乙部取分更為重要，要

加強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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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要提醒學生要小心審題，書寫清晰，勿寫簡寫。計算時應展示步驟，即使答案錯

誤時，仍可以獲取步驟分數。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陳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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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生命教育科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配合課程

優化重點

及學生需

要，檢視

及優化現

有校本課

程。 

 

 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並

配合學生發展

的需要，檢視及

優化現有校本

課程。 

 

 能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要

而作出校本課程

調適。 

 

 課程大綱 

 科務會議 

 

全年  繼去年加

插具系統

性的靜觀

課於中三

級 課 程

中，今年

再檢視及

優 化 運

作。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提升學生

上課時學

習的主動

性，增加

自我效能

感。 

 

 透過課業設計

讓學生掌握基

礎知識及嘗試

挑戰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 

 

 透過課堂設計

引導學生參與

個體和群體的

學習活動，令學

生主動及樂於

 按科本及學生學

習情況進行課業

設計，讓學生完

成不同程度的習

題，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信心。 

 

 按科本及學生學

習情況，並聚焦

在提升學生課堂

的學習動機及學

習表現。 

 課程文件 

 課業示例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課業同時

有不同情

境的設題

讓學生自

選作答，

把課堂所

學的概念

和價值取

向應用於

日常。學

生普遍能

於題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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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習。 

 

 學生於課堂前

寫 上 學 習 目

標，並於課後檢

視所學。 

 

 

 透過學進制，鼓

勵學生參與課

堂具挑戰性提

問及回應挑戰

題。 

 

 

 

 學生能於學習日

誌內訂立合適的

課堂目標，並於

課後能檢視所

學。 

 

 學生能透過組長

制自覺、主動、

積極地學習，樂

於探究新知。 

境的回應

中展現課

堂上討論

過的價值

取向。課

業形式不

局限於文

字回應，

也有要求

繪畫、製

作腦圖等

不 同 形

式。 

 學生能在

學習日誌

以概念圖

方式標示

出課堂目

標下的內

容的重點

筆記。 

 另外，根

據各班分

紙上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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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進 分 紀

錄，足見

學生能在

課堂上主

動回應老

師 的 提

問，樂於

參與課堂

活動。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

養學生的學習

擁有感及提升

自我效能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

強學習策

略 的 訓

練。 

 於課堂總結時

利用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學，以

協助學生逐步

掌握摘錄筆記

的技巧。 

 

 按教學需要為

學生提供更多

相關的閱讀素

材，提升他們的

學習興趣。 

 

 與 圖 書 館 合

 學生能善用合適

的思考工具作總

結課堂所學。 

 

 

 

 

 學生的閱讀興趣

得以提升。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閱讀紀錄

工作紙 

 教師觀察 

 學生意見 

 

全年  學生可按

自己喜好

利用不同

的概念圖

或圖象為

所學課題

製作個人

化的筆記

以鞏固學

習概念。 

 

 各班已於

上學期其

中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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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作，安排學生到

圖書館借閱科

本推薦圖書及

進 行 學 習 活

動，以培養學生

閱讀習慣及興

趣。 

 

課到圖書

館借閱與

生命成長

有關的書

籍完成科

本閱讀報

告以培養

學生閱讀

習慣及興

趣。 

1.深化自主學習 1.4 教師能建

立積極的學習

社群，就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

性做專業的交

流和討論，累

積更多優質的

經驗。 

 建立學習

社群，透

過共同備

課，為教

師提供協

作學習的

機會。 

 透過共同備課

及製作教案，以

教研方式進行

備課、觀課及評

課，以建立教師

學習社群及教

學資源庫。 

 按規劃進行共備

及製作教案，並

落實運用以檢視

成效。 

 

 課程文件 

 共備紀錄

及教案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按學校規

劃進行了

兩次教研

活動。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於校園展示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升他們

學習信心。 

 

 卓越地帶的數量

較以往提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每班均有在卓

越地帶貼出佳

作，數量跟往

年相若。 



-323-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文化。 

 

2. 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在正規課

程內開展

各類靜觀

體驗學習 

 將靜觀課統整

進生命教育科

的課程內。 

 受訓同工進行靜

觀課堂教學 

 於生命教學科進

行靜觀教學 

 生命教育

科課程大

綱 

全年  已於中三

級開展，

納於課程

大綱，由

已受訓同

事任教。 

  

 協助學生

認識自己

的性格強

項 及 能

力，從而

訂立合適

的目標。 

 

 安排學生完成

「24 個品性格

強項」問卷，讓

學生掌握自己

的性格強項加

以發揮。 

 學生完成問卷得

悉自己的強項 

 學生明白不同性

格強項的特徵 

 

 學生問卷

結果 

 生命教育

科家課表

現 

 

全年  去年遇到

網上填寫

問卷的技

術困難，

現已改以

校本電子

方式為全

校學生進

行，並為

學生準備

問卷結果

報告，讓

學生得悉

自己的強

項和明白

不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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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強項的特

徵。 

  

 推動教學

正 向 回

饋，建立

學生成長

型心態 

 在課堂師生交

流及課業批改

上均運用正向

回饋，以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運用正向回饋進

行不同類型的教

學活動 

 學生對學習持正

面態度 

 觀課紀錄 

 習作審閱

紀錄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觀課及習

作檢查已

經進行。

根據課堂

及課業批

改紀錄所

見，科任

老師都會

運用正向

回 饋 施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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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根據學生能力及課時限制修訂及剪裁課程

的教材，務求保留課程的完整性。 
         

   

2. 進行分組的學習活動、角色扮演、利用科技

教學(簡報、短片、錄音片段、互動電腦遊

戲等)，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訓

練學生的共通能力，尤以協作能力為主。 

         

   

3. 要求學生對所學主題作自我反思，強化學生

對主題的了解和感受，以及培養學生的批判

性思維，並且提升學生在個人生活層面的自

學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4. 要求學生從報章及課外書反思內容。鼓勵學

生在製作反思課業時多閱讀報章、課外書籍

及於網上搜尋資料以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及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5. 通過課業內容鼓勵學生學會感恩、珍惜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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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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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的情況/成效 

本科課程目標明確，就是本著正向教育為宗旨，透過啟發學生不同的潛能、確認學生的能力、

加強學生與他人的聯繫及建立學生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價值觀，以達至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課堂緊扣正向教育的方向，讓學生提升社交、情緒管理、認知、採取行動和分辨是非的能

力；促進學生自決、自我效能、抗逆及對未來建立積極信念的能力；加強學生與健康成年人和

益友的聯繫；替學生建立明確的身份及提升學生的心靈質素；讓學生學會關懷和同情他人；以

及鼓勵學生貢獻社會。根據觀察學生的課業及堂上表現，學生思維正面及樂於與人分享感受，

可見本科在課堂中推行正向教育甚具成效，值得欣喜。 

 

(四)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施行情況/成效  

1) 各級在每節課後進行自我反思活動，提供機會予學生按自己能力和需要學習，培養學生自

省及自我管理能力。 

2) 各級課堂要求學生多閱讀新聞及課外書，反思自己在個人成長層面及社會層面的角色，培

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和解難能力。 

3) 各級課堂鼓勵學生嘗試利用概念圖總結課堂內容製作個人化筆記。 

 

(五) 滲透德育及公民教育施行情況/成效 

透過課堂不同主題灌輸德育及公民教育的理念。根據學生家課的反思紀錄，學生都頗能表現出

理解自己對個人、家庭、社會和世界的責任。 

 

(六) 於教學上使用資訊科技施行情況/成效 

課程提供電腦教學資源，超過 99%課堂使用資訊科技教學。 

 

(七) 活動教學施行情況/成效 

課程以體驗學習模式進行，超過 99%課堂使用活動教學。 

 

(八)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及參考書 1500  1500 學校閱讀 444 

2 教學資源 1000 1000   0 

3 學科活動 500 500   0 

 合計 3000 1500 1500  444 

 

財政檢討：本年度支出主要用於購買圖書，以豐富有關生命教育的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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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科利用多間大學共同研製的教材，配以活動教學模式，為學生培養不同層面的共通能力，

而學生在學習評估問卷中對本科的評分亦不俗，全年平均得分如下：「我有興趣學習該科目」

-- 中一：8；中二：8.1 分；中三：7.8 分；「我能夠完成該科功課」-- 中一：8.6 分；中二：8.7

分；中三：8.7 分，顯示本科有效達至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2) 觀察學生全年表現，學生都習慣針對課題所學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並且大部分

學生的態度都正面積極。 

 

(十)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檢討 

 

不適用。 

 

 

(十一) 成員 

 

科主任 副科主任 成員 

陳可欣 譚慧敏 吳志聰 黃頴欣 

陳惠枝 蕭海韻 

葉俊雯 周佩珊 

陳凱瑩 鄭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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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聯課活動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發掘學生專長

及志趣，透過

活動和比賽，

培養學生追求

卓越的心態。 

推動一生一體

藝及一人一樂

器計劃。 

 編配中一

至中三級

學生參與

一項體育

及一項藝

術活動，

並安排全

年不少於

10 次集

會。 

 編配中一

至中三級

學生參與

一項樂器

活動，並

安排全年

不少於 20

次集會。 

 檢視一生

一體藝計

劃的項目

及參與人

數。 

 檢視一人

一樂器計

劃的項目

及參與人

數。 

全年  一生一體藝計劃方

面，因受疫情影

響，本組只能編配

實體回校的中一至

中三學生參加一生

一體藝計劃，達 95%

報名參加，全年集

會合共集會 10 次以

上，滿意成效。 

 一人一樂器計劃方

面，因受疫情影

響，本組只能編配

實體回校的中一至

中三學生參加一人

一樂器計劃，參加

人數為 305 人，約

98%報名參加，全年

集會及考試合共集

會 20 次，滿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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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3 優化公民及

德育教育，培

養學生的同理

心及歸屬感。 

關 注 社 區 發

展，推動服務

學習。 

於中四 X3 的

OLE 開設服務

學習課程及於

學會開設義工

服務隊，提供

服務予校外機

構。 

 於中四 X3

的 OLE 開

設服務學

習課程，

全年上課

20 堂，提

供不少於

兩次的服

務予校外

機構。 

 於學會開

設義工服

務隊，參

與全年不

少於兩次

的校外或

校內義工

服務。 

 檢視中四

X3 的 OLE

課程及計

劃。 

 檢視學會

總表及義

工記錄活

動。 

全年  服務學習課程方

面，因受疫情影

響，三位選修生均

為跨境生而未能參

加實體探訪活動，

本組已透過網上課

程教授義工技巧及

影片反思功課，提

高學生的參與度，

透過教師於課堂觀

察學生表現，滿意

成效。 

 義工服務隊方面，

本組已於上學期安

排七位學生分別參

加「香港青少年發

展聯會」及「北區

認知障礙症關愛慈

善基金」計劃，透

過教師於課堂觀察

學生表現，滿意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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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編配學會工作             

2. 推行一生一體一藝計劃             

3. 推行一人一樂器計劃             

4. 參與廖族秋祭活動             

5. 舉辦修業旅行活動             

6. 協辦音樂比賽             

7. 賣旗及籌款活動             

8. 協辦班際/社際體育比賽             

9. 開設中四級其他學習經歷課程             

10. 舉辦體藝周活動             

11. 舉辦中四遊學團             

12. 統籌試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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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3. 舉辦中一新生體藝日             

14. 舉辦北區小學比賽             

15. 舉辦暑期訓練班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參與廖族秋祭活動：主辦單位因疫情取消舉辦。 

舉辦北區小學比賽：因未有足夠時間籌備，所以建議下學年提早於 12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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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截至 31-5-2023）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

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學會經費 30000 0 全方位

5000 

課後

25000 

 29,806.07  

2 修業旅行用具及

雜項 

55000 0 全方位

55000 

 142,343.00  

3 音樂類外聘導師 25000 0 全方位

15000 

課後

10000 

 20,744.90  

4 舞蹈校外課程及

校內加班費 

39000 0 全方位

19000 

課後

20000 

 16,620.00  

5 舞蹈比賽及活動

雜項 

15000 0 全方位

10000 

課後 5000 

 4,252.80  

6 攀樹外聘導師及

器材雜項 

10000 0 全方位

5000 

課後 5000 

 0.00  

7 童軍活動津貼 10000 0 全方位

5000 

課後 5000 

 7,295.41  

8 活動及比賽攝錄

及照片沖曬 

1000 0 全方位

1000 

 0.00  

9 暑期活動用具及

雜項 

18000 0 全方位

6000 

課後

12000 

 13,148.50  

10 學藝比賽津貼 11000 0 全方位

6000 

課後 5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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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

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1 參觀活動津貼 11000 0 全方位

6000 

課後 5000 

 10,603.60  

12 學生活動中心器

材添置 

6000 0 全方位

6000 

 2,700.00  

13 射箭外聘導師 66000 0 全方位

20000 

課後

24000 

學生支援

22000 

 157,700.00  

14 射箭比賽及活動

雜項 

25000 0 全方位

15000 

課後

10000 

 28,794.20  

15 高爾夫球外聘導

師及活動雜項 

10000 0 課後

10000 

 6,000.00  

16 一生一體一藝活

動導師費、用具

及雜項 

70000 0 全方位

35000 

課後

35000 

 108,492.00  

17 其他學習經歷用

具及雜項（中四） 

髮型設計、飲食

與文化、攀樹、 

創意藝術、珠寶

設計、無人機、

機械人編程、機

械人組裝、義工 

19000 0 課後

19000 

 16,713.50  

18 境外遊學團 260000 0 全方位

140000 

學生支援

120000 

 644,000.00  

19 一人一樂器課程 300000 0 全方位  183,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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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

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費用及雜項 200000 

課後

100000 

20 正向思維及靜觀

課程 

100000 0 全方位

100000 

 95,792.39  

21 全方位津貼聯課

活動 

100000 0 全方位

100000 

 108,072.20  

22 學生及老師車

費、器材運輸費 

5000 5000   4,318.60  

23 雜項 4000 4000   1,172.50  

 合計 1190000 9000 全方位

749000 

課後

290000 

學生支援

142000 

 1,603,149.67  

檢討： 

有關財務方面的評估，使用率達 134%，建議部份項目須於下學年增加預算。由於部份活動項目仍

然未完成，所以本組將於年終報告時才一併作出整體檢討。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檢討本學年的各項工作計劃 

 已完成工作：本組大致完成所以預訂工作計劃，但因跨境生於上學期仍然未能回港復課，所

以部份學會及校隊只能為實體生舉辦，期望下學年復常後能全面恢復集會及訓練。 

 將舉辦工作：本組將於暑期活動舉辦中一新生體驗日及暑期訓練班。 

 已取消工作：因受疫情影響，本組已取消舉辦廖族秋祭及北區小學比賽。 

 

2. 討論本學年全方位津貼的運用 

 教育局全方位津貼方面，總額為 250 萬，直至 6 月已使用 200 萬，即餘下約 50 萬可留給下學

年使用，財政情況理想。除全方位津貼外，本組亦同時統籌校本課後津貼約 50 萬、活泉區本

課後津貼約 20 萬、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約 20 萬，本組已發電郵鼓勵各科組向本組申請津貼去

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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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告一人一樂器計劃的進展 

 樂器班的集會工作分為兩部份，本組安排初中三級的四位老師輪流負責巡視集會情況，每位

負責老師均負責五次(星期一、二及四：4:30pm-5:45pm)，而本人在活動中心負責借用樂器、

導師出席及學生考勤工作，全年負責二十次。 

 參加學生均為本港學生，各級約一百人，分配入十一個課室學習不同樂器，學生表現參差，

個別學生表現非常投入，獲導師讚賞，但亦有個別學生表現不投入，影響學習效能。 

 整體來說，本組滿意十二位負責老師的工作表現，而對學生的整體成效則屬滿意至一般的水

平。 

 為了加強中一二級的課堂連貫性及配合中三級 TSA 的訓練，本組建議下學年將集中為中一二

級舉辦樂器班，全年課堂增加至 25 堂，並取消中三級的課堂。同時，本組將加強管樂元素的

訓練，以配合秋祭及運動會的演奏。但亦會加開弦樂班給有意繼續參加樂器班的中三級同學。 

 

4. 討論科組整合問卷數據結果 

 於科組整合問卷數據得知（滿分 5 分），全部題目的評分接近 4 分，即代表大部份老師均同意

學生活動的價值，並為全人發展打好良好基礎。 

 本組在總評內對本委員會的工作滿意程度的得分分別為 6.35、6.36、6.18，在 20 個委員會中

排名第一，亦高於往年評分。這反映大部份老師均認識及認同本組的工作範疇，本組期望下

學年繼續舉辦更多聯課活動，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1) 副主席(2)   成員  

陳業樑 曾凱琹 陳美廸 

王鴻浩 陳安琪 王定輝 

黃麗儀 梁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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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學校推廣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成立「學校推

廣大使」小

組，協助本委

員會推廣學校

形象及提升學

生的自我形象

和對學校的歸

屬感。 

開學初期招募

約 50 名學生為

「學校推廣大

使」，在大型活

動時 (例如：模

擬面試、同樂

日 ) 負責接待

來賓，向來賓

展示本校學生

的良好面貌，

希望增強學生

的自信，提升

學校和學生的

正面形象。 

 

1.培訓推廣大

使在大型活動

接待來賓。 

 

2.推廣大使認

同工作能提升

其自我形象。 

1. 統計「學校

推廣大使」人

數。 

 

2. 通過訪談，

了解學生及來

賓對學校及學

生的觀感。 

1. 9 月 已於學期初招

募了五十位在

港居住的形象

大使，並在模

擬面試、創科

同樂日及升中

講座擔任服務

生，來賓評價

正面。 

 

在升中講座及

創科同樂日中

與 家 長 訪 談

中，他們對本

校學生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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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均 有 正 面 評

價，表示有意

欲入讀本校。 

 

  加強本校與區

內小學聯繫。 

1. 統 籌 本 校

學 生 郵 寄

感 恩 信 給

小 學 母 校

老師。 

 
2. 發 出 表 揚

信 給 小

學，以讚揚

在 公 開 試

獲 得 佳 績

同 學 的 成

就。 

 

 

1. 最少有 40

名學生成功

寄 出 感 恩

信。 

 
 
 

2.成功發出表

揚 信 給 小

學。 

文件紀錄 10 月至 11 月 

 

 

 

 

9 月 

中一及中二級

共 305 名學生

已於十一及十

二月把感恩信

寄 到 所 屬 小

學，包括內地

小學。中一以

中文形式，中

二則用英文形

式書寫感恩卡

或信。 

 

已於九月寄出

表揚信給於公

開試中得到傑

出成績的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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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生的所屬小

學。 

 

  加強與其他科

組協作，表揚

優秀學生，增

強 學 生 的 自

信，提升學校

和學生的正面

形象，以達宣

傳。 

與學務委員會

合作編修優秀

學生作品，並

將之出版。 

 

 

 

 

 

 

 

 

 

 

 

 

 

1. 全年可以出

版最少一期

作品集。 

 

2. 超過五成本

校家長、學

生及教師認

同刊登學生

作品可以提

升學生的自

信。 

 

 

1. 出版最少一

期作品集。 

 

 

2. 通過訪談，

了解家長、

老師及學生

的看法。 

 

3. 通過學生問

卷訪問學生

對刊登學生

作 品 的 看

法。 

2 月 已與學務委員

會於二月完成

作品集，已於

家長日及三月

會派發到各北

區小學。 

 

約見有作品被

刊登之學生，

他們均表示感

到開心，也會

主動拿回家給

家長看看，有

些甚至拿給親

戚 或 小 學 老

師，讓他們有

一個展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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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機會。 

  加 強 網 上 宣

傳。 

持續更新學校

面書與微信，

加強學校在網

上的宣傳。 

增加瀏覽量。 增加面書的點

讚率及瀏覽

量。 

全年 持續更新面書

上的帖子，當

中 有 獲 獎 訊

息、學校活動

及 畢 業 生 影

片，每月瀏覽

量都有上升。

根 據 面 書 統

計，面書專頁

接觸人數在這

半年內上升了

4.3%，而每個帖

子最少有 20 個

讚好，最多也

有 82 個讚好，

當中更有多個

帖子接觸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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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過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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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出版學校概覽             

2. 適時更新本校網頁的「最新消息」：(與資訊科

技委員會合作) 

            

3. 製作宣傳橫額             

4. 適時表揚本校在學業、體藝或服務方面有傑

出表現或獲獎的學生 

            

5. 招募「學校推廣大使」，協助本委員會推廣學

校形象 

            

6. 「北區中學聯校展覽」網頁             

7. 創科同樂日             

8. 出版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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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小五中學生活體驗             

10. 屬校小六課後研習班             

11. 名人堂             

12. 出版學生佳作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由於疫情關係屬校小六課後研習班需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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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支出金額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印製校訊及學校

概覽 
72,000 72,000   79,600.00  

2. 橫額印製 20,000 20,000   13,480.00  

3. 創科同樂日 15,000 15,000   20,020.01 

4. 

學校推廣費用 

(如北區中學聯校

展覽等) 

24,700 24,700   810.00  

5. 到訪小學活動 1000 1000   2,909.34 

6. 
雜項：文具、卡紙

等 
500 500   727.50  

7 推廣大使紀念品 500 500   460.50  

8. 小五暑假體驗班 3,500 3,500   745.17  

9 
屬校小六課後研

習班 
1,000 1,000   0.00  

10 敬師卡 500 500   526.40  

11 名人堂 600 600   0.00  

12 印製學生佳作 10,000 10,000   0.00  

13 製作環保袋 12,800 12,800   0.00  

14 購買器材 50,000 50,000   14,212.80 

 合  計   212,100 212,100   133,4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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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檢討: 

 

本年之支出比較大，因各項費用均加價，特別在創科同樂日中花費比較多，雜項也因通漲而超

出預算，因此明年需加大預算。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今年依然因為疫情而停辦的北區中學聯展及小六研習班將於明年續辦。建議明年繼續多在網絡

平台宣傳本校，讓更多人士得悉本校訊息，而非單單只是獲獎記錄。學校教職員對本委員會的

工作普遍感到也滿意，科組自評問卷得分為 5.91/8，比上年有所提升。 

 

委員會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李苑瑩 鍾德誠 李謙和 彭及麟 黃美宜 蕭家朗 馮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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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學生事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發掘學生在學業

上、品格上、活動

上和服務上之優

良表現，並加以表

揚，提升自信 

 

 鼓勵及推薦表現優

良的學生競逐校外

獎學金和參加優秀

學生選舉 

 學 生 得 到

相 關 的 獎

項 

 

 獲獎紀錄 

 會議紀錄 

全年 上學年提名了 6A

張家晴競逐「領展

大學生獎學金」 

，未能獲獎。 

 

提名了兩位中六同

學競逐「尤德爵士

紀念基金高中學生

獎」，每人獲得1000

元獎學金。 

 

提名了 10 位同學

競逐「港燈百周年

紀念信托基金獎學

金」，全部同學獲

獎， 

每人獲得 2000 元

獎學金。 

 

提名了 6A 倪敬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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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競逐「賽馬會駿步

人生獎學金」，未公

佈結果。 

 

提名了 5A 莫申宇

競逐「香港特別行

政 區 傑 出 學 生

獎」，未公佈結果。 

 

提名了四位 4A 班

同學競逐「北區優

秀學生選舉」，未能

獲獎。 

 

提名了 6A 葉倩雯

競逐本學年「領展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

金」，結果未公佈。 

 

提名了 6A 呂恩熙

和葉倩雯競逐「香

港廣東社團獎助學

金」，結果未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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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協助家境清貧的

學生舒緩生活上

的困難 

 

 鼓勵及推薦學生申

請助學金或獎學金 

 學 生 得 到

所 需 的 協

助 

 獲獎紀錄 

 會議紀錄 

 文件紀錄 

 

全年 提名了 5 位學業、

品行兩方面均有良

好表現的學生競逐

「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獎學金」，全

部同學獲獎，每人

獲得 5000 元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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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統籌及發放上水鄉廖萬石堂文昌勵學金             

2. 統籌及頒發校內和校外獎學金             

3. 統籌及頒發校內獎勵項目，包括：優點、小

功及大功 

            

4. 協助學生申請及跟進各項政府津貼計劃，包

括：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上網津貼、葛亮

洪生活津貼等 

            

5. 安排及跟進儲物櫃、單車泊車位、攜帶手提

電話和「港鐵學生優惠計劃」的申請 

            

6. 統籌學生證的製作和補領及學生相片的拍

攝，包括：證件相、班相和畢業相等 

            

7. 安排及跟進學生健康服務和疫苗注射             

8. 安排校服商為學生訂造校服             

9. 監察及跟進小食部和午膳供應商的運作及

食物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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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因多年疫情的影響，不少午膳飯商結業，本學年只得維他天地參加飯盒試食會，故取消了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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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最傑出學生獎獎品 / 紀

念品 
400 400 

  0 

 合計 400 400   0 

 

檢討：最傑出學生獎在開學禮頒發。來年預算與本年度相同。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根據學校發展委員會收集的「委員會及小組工作評估」問卷結果，老師「對本組工作目標和範圍

有深入認識」的平均分為 6.03 分 (滿分是 8 分)，「對本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的平均分

為 6.03 分(滿分是 8 分)，而「對本組整體工作成效感到滿意」的平均分為 5.98 (滿分是 8 分)，各

項評分與往年相若，本組組員的努力是獲得認同的。 

 

2. 本學年跟進的學生事務，如：拍攝相片、製作學生證、健康服務、學生津貼及資助、港鐵學生身

份八達通、儲物櫃和單車泊位等，以及提名學生競逐校外獎學金的工作均運作暢順，順利完成。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鍾慧娟 吳志聰 

陳永欣 

符偉殿 

陳惠君 

黃凱雯 

謝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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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學生組織顧問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透過安排

及推行各項

培訓/活動，

提升學生的

溝通技巧、

自治能力、

責任感、社

交能力、領

導能力和策

劃能力 

 安排學生會

及四社幹事

參與領袖培

訓活動 ( 學

生領袖訓練

營)，提升領

導技巧、溝

通技巧、自

治能力、責

任感、社交

能力、領導

能力和策劃

能力。 

 
 給予學生會

及四社幹事

表 現 之 機

會，安排他

們組織各類

型的活動，

如 擔 任 司

儀、表演、

比賽等。 

 

 學生領袖

訓練營中

的學生問

卷調查，最

少有七成

學生滿意

是次活動 

 
 學生問卷

調查，最少

有七成學

生贊成溝

通技巧、自

治能力、責

任感、社交

能力、領導

能力和策

劃能力有

所提升 

 學 生 問

卷調查 

 檢 討 會

議 

 教 師 意

見 及 觀

察 

 

全年 學生會及四社幹事共 33 人於

4/2/2023 到香港青年協會賽馬

會西貢戶外訓練營參加領袖訓

練營活動。有八成參加者表示滿

意是次訓練活動。 
 

根據本委員會老師觀察所得，學

生會幹事及四社幹事通過統

籌、策劃、組織及執行不同活

動，已適度提升領導技巧，能處

理學生會會務、社務及領袖職

務。他們普遍認為統籌活動可學

習團隊合作精神，亦從活動中學

習到溝通及領導能力。他們通過

為全校同學服務，提升自我形

象。 

 
學生會幹事擔任早會司儀，主要

宣傳學生會活動、四社活動和全

校性活動，宣傳活動如 k pop 

random dance、中六畢業盃、三

分神射手、校內福利及為跨境生

介紹活動等，溝通技巧、表達能

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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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根據科組整合問卷調查結果，學

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協助推動

全校性活動，表現大致理想。學

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的領導能

力及自信心因協助推行活動得

以提升，平均評為 3.86 分(滿分

為 5 分)。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

成受訪者贊成溝通技巧及領導

能力有所提升。再者，學生覺得

自己的自信心得到提升，平均評

為 8.68 分(滿分為 10 分)，表現

理想。 

 

  

2. 協助及監

察學生會推

行活動，加

強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 

 

 

 

 安排學生會

及四社幹事

統 籌 、 策

劃、組織、

執行不同類

型的活動，

例如球類活

動、聖誕聯

歡會等。 

 

 學生問卷

調查，最少

有七成學

生贊成學

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有所提升 

 

 學 生 問

卷調查 

 檢 討 會

議 

 教 師 意

見 及 觀

察 

 
 

全年 學生會幹事負責策劃、統籌和主

持各類全校性活動，包括中六畢

業盃及禮物包、聖誕聯歡會暨才

藝表演、歌唱比賽、午間點唱、

棋藝比賽、k pop random dance

均大受歡迎。同學均積極投入參

與學生會活動。通過上述活動給

予學生領袖籌劃、主持的機會，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大大提

升。在活動籌備過程中，他們學

習了不同的技能，樂在其中。 

 
再者，本年度學生會幹事在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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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活動方面雖然欠缺經驗，幹事成

員亦趨年幼化，相對的領導、策

劃和組織能力不高，但他們十分

努力，籌備活動的能力明顯加強

了不少，溝通、演講及領導等能

力亦都日漸鞏固。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

成受訪者贊成自己對學校的歸

屬感有所提升。再者，學生覺得

經過本年度擔任學生領袖，使他

們更加了解自己學校，平均評為

8.73 分(滿分為 10 分)，表現理

想。 

 

  
 

3. 透過校政

諮 詢 等 活

動，讓學生有

機會參與討

論校政及交

流意見，爭取

學生權益，促

進同學與校

方的溝通，以

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及歸

屬感。 

 

 安排學生

會幹事及

四社正副

社長定期

與校長及

副校長會

面，參與部

分校政諮

詢 等 活

動，交流對

校政的看

法及實施

情況，提升

他們的自

 一年舉行

兩次會議

(上、下學

期各一次) 

 學生能透

過不同途

徑，主動提

出意見或

轉述所收

集的學生

對學校政

策的意見 

 學生對參

與諮詢活

 會 議 紀

錄 

 教 師 意

見 及 觀

察 

 學 生 問

卷調查 

 

全年 本年度共進行了兩次學生領袖

會議，第一次及第二次學生領袖

會議分別於及 24/2/2023 及

8/6/2023 進行。由 3 位學生會代

表、4 位四社代表及 3 位領袖生

代表，一共 10 位學生領袖與黃

校長、譚副校長、葉副校長、林

副校長及學生組織顧問委員會

副主席陳美廸老師會面，大家對

學校設施、學校政策、校服問

題、飯盒質素、學習事宜等向學

校提出意見。同學皆積極發表意

見，表現理想。這次的會面有超

過八成參加者表示滿意是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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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信及學生

組織的角

色的重要

性 

 

動有正面

評價 

動，明白學校是重視學生的意

見。 

 
從上述活動中，學生會幹事及其

他學生領袖認同參與諮詢活動

的經驗是可貴的。因為他們透過

收集各級和四社同學不同的意

見, 加強了他們溝通及整合意

見的技巧，也使他們了解推行政

策是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這

些經驗有助他們對事物作多角

度思考和分析，並建立正確的處

事態度，提升自信心及歸屬感。 

 

教師觀察所見，學生代表享受及

珍惜與校方會面的機會及能提

出具建設性的建議，促進溝通。 

 

根據科組整合問卷調查結果，學

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參與討論

校政及交流意見，以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及歸屬感，平均評為 3.86 分

(滿分為 5 分) ，可見學生對參與

諮詢活動有正面評價。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覺

得經過本年度擔任學生領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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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加了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平均

評為 8.53 分(滿分為 10 分)，表

現理想。 

 

2. 塑造正

面品格 

2.2 提升學

生抵抗及處

理逆境、情緒

壓力及精神

困擾的能力。 

 在正向

教育方

面，透過

學 生 會

及 四 社

舉 辦 的

活動，加

強 同 學

及 各 社

員 的 團

結 精

神、促進

彼 此 友

誼，發揮

同 學 的

潛能，激

發 他 們

的 鬥 志

及 提 升

自 信 心

從而發

 學生會及

四社舉辦

各類型活

動，使同學

及各社員

的 自 信

心、團結精

神及凝聚

力得以提

升 

 上述活動

如期舉行 

 學生的自

信心、團結

精神及凝

聚力得以

提升。 
 學生培養正

向思維和品

格，挑戰不

同活動，從

而提升解難

能力，鼓勵

學生努力和

堅持。 

 

 校 內 比

賽 及 獲

獎紀錄 

 教 師 意

見 及 觀

察 

 學 生 意

見 

 

全年 四社協助策劃、統籌和主持各類

全校性活動包括社際乒乓球比

賽、社際羽毛球比賽、社際數學

比賽、社際音樂比賽和社際壁佈

比賽、啦啦隊比賽等。四社幹事

積極帶領全體社員參與上述比

賽，社員均踴躍參與，令社員的

團結精神及凝聚力得以提升。 

 

另外，教師亦觀察到，社幹事及

社員積極參與社際活動，在各社

際活動中，社員為自己的社吶喊

助威，表現投入，亦能發揮同學

的潛能，激發他們的鬥志及提升

自信。此外，學生會成員積極籌

辦活動，如統籌和主持各類全校

性活動，包括中六畢業盃及禮物

包、聖誕聯歡會暨才藝表演、歌

唱比賽、午間點唱、棋藝比賽、

k pop random dance 等，讓同學

們發揮團隊合作和策劃和組織

能力，從而使同學更有凝聚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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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掘、鍛

鍊及培

育他們

正向品

格，例

如健康

體魄，

全情投

入活動

和成就

感等正

面 情

緒。 

 

團隊精神。參賽同學皆積極投

入，故此能培養他們健康的體

魄、成就感等正面情緒。 

 

通過上述活動給予學生領袖機

會籌劃、主持及表演，學生自信

心大大提升。在學生會的籌備過

程中，他們學習了不同的領袖技

巧，從而培養學生團結精神。同

時亦培養他們正向思維， 明白

到雖然過程中遇到困難，也要有

正面的心態迎難上。 
 

根據科組整合問卷調查結果，學

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協助推動

全校性活動，表現大致理想。同

學的凝聚力因協助推行活動得

以提升，平均評為 3.85 分(滿分

為 5 分)。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覺

得經過本年度擔任學生領袖，他

們滿意自己的表現，培育他們正

向品格，平均評為 8.93 分(滿分

為 10 分)，自信心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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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協助及監察學生會             

2. 學生會幹事會選舉             

3. 四社幹事會選舉             

4. 統籌全年學生會及四社活動的編配及安排             

5. 與科組合作及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6. 學生會及四社代表與校方會面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2022 年 9 月 - 2023 年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2022 年 9 月 - 2023 年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因疫情及天氣關係，學生未能進行劇烈運動越野賽及射箭比賽。 



-359- 

(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支出 

金額($)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四社比賽物資及獎品 $4000  $4000 全方位 $0 

2 領袖訓練日營 $40000  $40000 全方位 $13210 

 合計 $44000  $44000  $13210 

本年度用款大致理想，當中領袖訓練日營動用學校撥款。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透過各項文件紀錄及老師問卷調查，評估本委員會的工作成效。根據科組整合問卷調查所

得，本委員會的平得分為 5.86 分(以 8 分為滿分)，與去年相若，反映本委員會的工作範圍

及表現令人滿意。 

 

 

 

 

 

 

 

 

 

以下是科組整合問卷調查結果，以 5 分為滿分，本委員會平均得分為 3.84，與去年相若，

學生會及四社活動的成效令人滿意。 

 

 

因 疫 情

關係，本

年 度 四

社 幹 事

選 舉 用

ZOOM

形 式 進

行，各社

學生組織顧問委員會  平均分 

問題1: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工作目標及範圍有深入

認識。 

5.97/8 5.86/8 

問題2: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

滿意。 

5.85/8 

問題3: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整體工成效感到滿意。 

 

5.77/8 

   平均分 

1 我認為學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參與校政諮詢交流能提

升能提升學生與校方之間的了解。 
3.86/5  

 

 

 

3.84/5 

2 我認為學生會幹事及四社領袖的領導能力及自信心因

協助推行活動得以提升。 

3.86/5 

3 我認為本年度學生會舉辦的活動能提升同學的凝聚力

及歸屬感。 

3.85/5 

4 我認為本年度學生會及四社選舉的安排流暢。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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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流程順暢， 感謝各社監的努力。四社都以電子投票方式進行選舉，原始數據亦非常

準確。各社的候選人用拍片的方式作自我介紹，並將候選人參選抱負及相片放在 e class，

效果清晰理想。 

本年度學生會及四社選舉的安排流暢。平均評為 3.79 分(滿分為 5 分)。 

 

因疫情關係，學生會選舉用 ZOOM 形式進行，選舉流程順暢。本年度有一個學生會候選

內閣參選，最後成功當選。當選內閣成員積極籌辦活動，如統籌和主持各類全校性活動，

讓同學們發揮團隊合作和策劃和組織能力， 從而使同學更有凝聚力及團隊精神。 

 

學生會及四社活動和比賽的分工明確、財政清晰，但因疫情關係，部份活動和比賽未能

按計劃完成。 

 

本年度學生會幹事和社幹事於策劃活動、籌備及主持工作，表現令人滿意。學生會及各

社幹事均能接納老師的意見，積極投入參與學生會及四社活動，本委員會及各社社監亦

積極協助他們。 

 
 

2. 來年建議 

未來一年學生組織顧問委員將會鼓勵學生積極統籌、策劃、組織及舉辦不同活動，提供機

會培育他們的領導能力及提升自信心。將亦繼續督促學生領袖，並給予機會學習及負責各

項活動。 

此外，本委員將繼續安排學生會及四社社長參與部分校政諮詢活動，定期與校長及副校長

會面，交流對校政之看法及實施情況，並代表學生提出意見。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黃麗儀 陳美廸 黃雅娟 蕭家朗 正副社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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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

造欣賞氛圍及

文化。 

校園及課室佈置、

張貼正向金句。 

 學 生 認 為

校 園 及 課

室 佈 置 活

動 能 培 養

正向、學生

歸屬感。 

 

科組問卷及老

師觀察 

全年 在學期初已觀

察課室及校園

位置，發現課

室內已貼上不

少正向標語(培

育組負責)。在

校園多處都已

被不同的委員

會貼上宣傳海

報，在下學年

會繼續尋找合

適位置貼上正

向金句，配合

校園的正向氛

圍。 

 

2.塑造正面品格 2.3 優化公民及

德育教育，培

養學生的同理

設定德育及國

民教育主題式

活動，透過不

透過國旗下講話、

早會、中華文化

日、國家憲法日、

 學 生 在

APASO相關

題 目 回 應

 文件紀

錄、APASO

問卷及組

全年 上學期仍維持

減少人流聚集

的措施，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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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心及歸屬感。 同類型的學習

活動及集會，

培養學生品德

情意。 

國家安全教育日

等，傳遞正面信

息，培養積極人生

觀及公民意識。 

 

百 分 位 分

數高於 50。 

內會議檢

討 

以實時轉播形

式進行升國旗

儀式及國旗下

講話。每星期

盡量安排兩班

同學出席實體

升國旗儀式。

而下學期則可

安排二至三級

同學出席實體

升國旗儀式。 

 

由九月開始每

月進行升旗禮

及國旗下的講

話，講話內容

圍繞與國家不

同 方 面 的 發

展，包括︰十

四五規劃、國

家憲法日等不

同主題，老師

透過講話，與

全校師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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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國家訊息，以

傳 遞 正 面 信

息，培養積極

人生觀及公民

意識。 

 

參考 APASO 報

告，本校學生

在「國民身份

認同」（包括：

「 責 任 、 義

務」、「自豪、

愛 護 」、「 國

旗、國歌」及

「成就」四方

面）的回應百

分 位 分 數 為

85.7，數據遠高

於平均，顯示

本校中一至中

六學生在「國

民身份認同」

的 情 意 相 當

高，這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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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學校在培養學

生對國民身份

認同方面有顯

著的成效。 

 

在早會分享了

敬師日和捐血

日宣傳等，希

望下年度再安

排不同的早會

作更多的德育

價 值 觀 的 分

享，以提升學

生正面的價值

觀。 

 

  強 化 班 級 經

營，提升對班

級及學校的歸

屬感。 

 每級設立級活

動透過班際比

賽，加強師生

互動，讓學生

互相了解。 

 設立班際獎項

(一 Jar 仁大比

拼），讓各班於

 學 生 認 同

活 動 令 班

內 更 團 結

及 增 加 學

生 之 間 的

認識。 

 學 生 認 為

「 一 JAR

 科組問卷、班

務問卷及老

師意見 

全年 從科組問卷數

據所得，我認

為「級活動日」

有助提升班的

凝聚力及促進

師生關係。老

師 的 評 分 為

3.82 (滿分為 5



-365-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年內角逐。獲

獎條件包括各

班在環保、考

勤、校服儀容

等有良好表

現，促進同學

對班的歸屬感

和凝聚力。 

仁」獎勵活

動 能 培 養

積 極 人 生

態度。 

分) 。而在班務

問卷中同學對

級活動能提升

班內的凝聚力

及讓同學彼此

有更多認識均

有 7.4 分以上

( 滿 分 為 10

分)。可見老師

及同學們對級

活動的反應良

好，十分認同

透過級活動能

提升班內的團

結精神及增加

歸屬感，值得

考慮來年繼續

舉行。 

 

本委員會分別

在去年十二

月、今年四月

及六月共頒發

了三次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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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獎。觀察所

得，班級之間

的比拼可以有

助班主任加強

班級經營的動

力，尤其班主

任及同學都關

心準時簽通告

及留意課室節

能及整潔項目

的計分。正面

的加分制能協

助班主任鼓勵

同學爭取成為

最高分十班而

獲得抽獎機

會，有助營造

及改善班風。

在上學期班務

問卷中同學對

班內的「一 jar

仁」氣氛均有 7

分以上(滿分為

10 分)，在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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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期班務問卷同

學們的評分更

高達 8 分以上

(滿分為 10

分)，可見這活

動能提升同學

們對班的歸屬

感和凝聚力。 

 

從科組問卷數

據所得，「我認

為「一 jar 仁」

活動有助提升

學生對班的歸

屬感。」老師

的分數是 3.88 

(滿分為 5 分)；

認為「一 jar 仁」

活動可讓學生

加倍注意自己

的紀律行為，

老師的分數是

3.85 (滿分為 5

分)，可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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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對活動能改善

班風，增加同

學積極的態度

都有正面的評

價及認同。 

 

   鼓勵老師 /

學 生 發 掘

校 園 內 外

的 好 人 好

事，不定期

在 早 會 予

以表揚，以

營 造 一 個

重 視 正 面

價 值 觀 的

校園氣氛。 

好人好事表揚計劃  教 師 們 認

同 活 動 有

助 營 造 一

個 重 視 正

面 價 值 觀

的 校 園 氣

氛。 

 文件紀錄 

 

全年 

（不定

期） 

經過在八月的

校務會議及九

月早會宣傳，

本年度收到七

位 同 事 的 舉

薦。並分別於

十一月及六月

的早會進行表

揚及頒獎，予

以嘉許獲獎同

學，以此激勵

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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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招募和培訓德公大使             

2. 舉辦敬師系列活動（鼓勵學生預備小禮物向

老師致謝、策劃表揚老師計劃） 

            

3. 好人好事表揚計劃             

4. 舉辦校服儀容好榜樣             

5. 舉辦尊師重道好少年             

6. 舉辦廉署劇場             

7. 舉辦全校捐血日             

8. 推行「環保教室」活動，包括教室巡查及回

收 
            

9. 協助推行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法教育 

(包括國旗下講話、升旗禮、國家憲法日活

動、國家安全日活動) 

          

 

 

 

10. 推薦學生參與 EDB 舉辦的國內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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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1. 禁毒工作坊及講座             

12. 班級經營活動             

13. 設立資訊板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推薦學生參與 EDB 舉辦的國內交流團 (原因︰上學年因受疫情影響，內地仍未通關。今年二月才開始恢復內地通關，本組

於暑假安排相關學生到大灣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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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

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及參考資源 $3,000  $3,000 德國科津貼 1,696 

2 各項活動津貼(學生交流

津貼、訓練學生津貼、校

外比賽等) 

$3,000  $3,000 德國科津貼 0 

3 學生奬品(尊師重道、校服

儀容、各項問答比賽及比

賽活動等) 

$7,000  $7,000 德國科津貼 2,000 

4 雜項 (購買橫幅、文具、

正向標語、展板材料、中

華文化活動日)等) 

$5,000  $5,000 德國科津貼 1,808.51 

(待定) 

5 班級經營津貼 $9,500  $9,500 全方位津貼 

 

7,260 

 

6 一 JAR 仁班級經營活動物

資及雜項 

$40,000  $40,000 全方位津貼 70,679 

 

7 禁毒活動 $7,000  $7,000 德國科津貼 0 

 合計 $74,500  $74,500  83,443.51 

(待定) 

 

檢討︰ 

因疫情影響，實體參觀、交流團或校外比賽等活動都未能參加或舉行，因此沒有該活動方面的

支出。另外，由於今年每級增設級活動日，這筆款項在學期初沒有納入班級經營的預算內，所

以該項目超支。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委員會按國民教育、品德教育、精神健康等方面策劃各種不同校內或全區性活動。成員們各

盡其職，完成各項大小活動或計劃，整體評估臚列如下： 

 

1. 本委員會致力透過校服儀容好榜樣等選舉活動提升學生個人對精神面貌的關注，透過全校

性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鼓勵學生留意禮貌的重要性，這些全校性的選舉及頒獎宣揚，提供了獎

勵同學在禮貌及注意儀容的表現。另外，廉署劇場提供機會讓同學可以認識有廉潔的核心價值

觀。捐血日雖然因部分師生確診，不適合捐血，合資格捐血人數減少，但可幸的是仍有為數不

少合資格的中四至中六同學踴躍報名參與，有助實踐助人為樂，不求回報的精神。 

2. 國民教育方面，本學年舉辦了多個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包括：烈士紀念日、國家憲法

日、國家安全教育日、五四青年節及七一建黨 102 周年活動，當中有國旗下的講話、展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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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上問答遊戲。希望藉此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法律

和發展，並尊重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從而提升學生的守法意識和愛國精神。 

 

3. 舉行每周升旗禮，並採用了新成立的升旗隊進行中式步操及升旗儀式，每星期亦安排了不

同年級學生到操場觀看，從而培養學生的國民身分和愛國精神。除此之外，每月也安排國旗下

的講話，主題圍繞國家不同方面的發展及其輝煌成就等內容，有助學生加深了解國情及提升國

民身份的認同。 

 

4. 為了讓學生體驗中國傳統文化，本組繼續與中文、中史及歷史三科合作舉辦中華文化日，

今年的主題是重陽節。適逢在疫情下，本校的廖氏秋祭活動也停辦了三年之久，所以希望透過

展板資料介紹、影片放映及問答遊戲，讓學生認識重陽節的由來、習俗和意義，以及廖氏的歷

史和秋祭的儀式等。 

 

5. 禁毒宣傳及教育方面，今年本組與社工團隊為學生安排了不同類型的禁毒活動、工作坊及

講座。今年中一至中四級都安排了不同類型的禁毒活動，中二至中三級由社工及其團隊進入不

同班別進行抗毒活動、中三及中四級進行了電子煙與大麻講座、中四級安排了曾吸毒的過來人

到校分享，以及全校的午間禁毒攤位。希望來年也可加入更多針對不同年級的抗毒活動，加強

同學抗毒的認知，抵受不同形式的誘惑。 

 

6. 培育價值觀和態度，近年教育局強調十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為了讓學生了解這些價值

觀和態度，本組今年特別為學生增設了一系列的德育文章，供學生早讀時閱讀和反思。這些文

章的內容取材自廉政公署出版的《拓思》德育期刊，其中包括了一些真實的故事、名人的言論

等，主要與勤勞和堅毅有關。希望透過這些文章，讓學生認識到勤勞和堅毅的意義和重要性，

並從中獲得啟發和鼓勵。 

 

7. 參考學校科組整合問卷的數據(滿分為 8 分)，同事對此委員會或小組工作目標及範圍有深入

認識得 6.05 分；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得 5.88 分；對此委員會或小組

整體工作成效感到滿意得 6.09 分，可見教師們對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範圍都有一定

認識，並對本委員會的工作成效尚為滿意。同時，在「我認為推行品德教育是老師的職責。」

一題中，得到 4.03 分(滿分為 5 分)，可見老師認同學生的品德教育是老師授業生涯中其中一個

重要的職責，因此本委員會只是作為學校德育的統籌角色，活動的成功及培育學生品德價值觀

的教育工作，實有賴所有老師的努力所致。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黃美宜 鍾心蓮 吳志聰 陳子鴻 

 湯愛玲 黃頴欣 

 蕭海韻 麥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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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考試事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增設中六級第

一次統測安排 

 與各科科

主任商討

中六級統

測形式 

 統籌中六

級統測 

 

 安排及統

籌中文及

英文科考

核其中兩

張卷別，

其他科考

核一張卷

別 

 會議記錄 

 考試時間

表 

 

2022 年 10 月 各科主任均配合

並簡化考核形

式，過程順利。 

  

重整初中口試

安排  

 

 與中、英

文科科主

任商討中

一、中二

及中三級

口試不採

用捆綁形

式進行 

 至少中文

或/及英文

科中一或

中二或中

三級以高

中形式進

行口試 

 會議記錄 

 考試時間

表 

 

2023 年 1 月及

6 月 

因疫情關係，英

文科中一二口試

改為於 eClass 上

載影片進行，沒

有在學校進行實

體考試。中文科

初中各級均取消

口試。 

第二次考試中文

及英文科回復考

核口試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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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英文科中一及中

二口試以捆綁形

式進行，中三級

則可以高中形式

進行口試。中文

科只安排中三級

考核口試，以高

中形式進行。 

  

重整各科聆聽

考試安排 

 

 與中、英

文科科主

任商討聆

聽考試於

課室進行 

 

安排更多聆聽

考試於課室進

行，以提高場

地運用的靈活

性 

 會議記錄 

 考試時間

表 

 

2023 年 1 月及

6 月 

第一次考試期

間，因中六級需

於 禮 堂 進 行

news sharing，令

部份考試包括聆

聽均需在班房進

行，過程順利。 

第二次考試期

間，因場地有

限，中文科初中

聆聽於課室進

行，過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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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校內測考安排             

2. 中學文憑試安排             

3. 全港性系統評估                

4. 新高中校本評核(SBA)安排             

5. 中一入學前測驗             

6. 補考名單             

7. 發出考試時間表             

8. 發出監考時間表             

9. 精簡考試安排，減少總監考時數             

10. 發出考試檢討表             

11. 發出 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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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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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印製成績表 4000 4000   0.00 

2 文儀用品 1500 1500   0.00 

3 公開試聆聽監考用之

收音機 

2000 2000   620 

4 公開試聆聽紅外線系

統電池 

1500 1500   0.00 

5 雜項 500 500   0.00 

 合計 9500 9500   620 

 

檢討： 

由於本年度有外借場地供 DSE 聆聽考試之用，因此需要購買 2 部 USB 播放收音機以供考試 SEN

及特別室使用。不過，本年度無需購買公開試聆聽紅外線系統電池及文儀用品，也不需要印製

新成績表，雜項支出也為零，因此實際支出為 0。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委員會整體運作順暢，各組員之間能夠互相合作，溝通良好，使得校內外的考試事務得

以順利進行。 

 

2. 由於疫情關係，第一次統測及第一次考試均需進行異地同考，需要處理所有試卷及場地安

排，並與內地異地同考機構保持緊密溝通及協調。同時，需要開設異地同考群組與家長及

學生保持溝通，因此校內測考工作量大增。本年度因有異地同考，人手已重新分配，工友

在測考期間帶學生到洗手間，不用本組成員負責；浩及榮也不用監考，以騰出人手來處理

考試突發事件、試卷問題、與內地機構聯繫，以及回應異地同考不同的群組。 

 

3. 疫情期間公開考試的安排也相對複雜，因此需要增加人手，例如防疫安排、考生身份核實、

場地佈置、走廊當值、有蓋操場清潔、工友當值及廁所清潔等工作。儘管如此，所有工作

最終仍能順利完成。 

 

4. 科組自評問卷調查的平均分為 3.88(滿分 5 分)，與去年的 3.92 相約。雖然這表示本組工作

保持了水準，但我們仍需繼續努力。本組的總評平均分為 6.17，是所有組別中排名第二高，

這顯示了我們在工作上的表現得到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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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陳榮達 王鴻浩 

梁曉莊(蔡喜昌 代) 

翁妙理 

李少英 

賴銳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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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電腦行政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籌劃以新時間表

軟件編製時間表 

以新軟件編製時間表，並開發

數據庫讀取其輸出以產生各款

校本分類時間表。 

完成時間表並

能初步完成基

本數據轉換 

文件紀錄 全學年 上下學期時

間表均以新

軟件編製，

並以 Excel及

Word製作各

款校本分類

時間表。 

下學年起會

全面轉用新

軟件編製時

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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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編制上課時間表             

2. 學生編班             

3. 管理網上校管系統             

4. 編制及更新各班之名單及有關表格             

5. 管理網上校管系統的聯遞系統             

6. 管理學生的個人資料庫             

7. 管理及製作學生學習概覽(SLP)             

8. 提供技術及資訊支援學校行政電腦化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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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WebSAMS 系統硬件

維護/更新 

5,000 5,000   0.00 

2 消耗品 1,000 1,000   0.00 

 合計 6,000 6,000   0.00 

 

檢討： 

本年無須系統硬件維護/更新動用預算；但遇有硬件故障必須即時處理，以確保系統能持續運

作，故每年仍須預留此項支出。消耗品方面則按實際需要添購。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根據下列問卷結果(滿分為 8 分)，同事滿意本委員會表現。 

 問題 1︰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工作目標及範圍有深入認識 (6.09 分) 

 問題 2︰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 (6.17 分) 

 問題 3︰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整體工作成效感到滿意 (6.06 分) 

2. 整體上，本委員會運作暢順、各組員能互相合作。 

3. WebSAMS 系統運作正常，只是在製作下學期成績表時，誤將全年考勤總計上載為下學期總

計，導致考勤數據錯誤。來年會改善數據上載和複核流程，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4. OLE 記錄系統運作大致順暢。 

5. eClass 各模組支援運作大致暢順。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何安榮 王鴻浩 陳榮達 陳子鴻 

賴鋭澤 校務處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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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資訊科技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逐步更新

電腦系統 

在不影響現有操作需

要下，提升電腦系統。 

完成更新。 文件紀錄，

觀察。 

全學年 完成更換下列項目： 

1. 教師一、二及四室打印機

共 3 台。 

2. 高中課室 AnyCast 投影器

轉為 AppleTV。(共 20 台) 

3. 配合 D 座更換電力裝置工

程，重置該座 7 個課室電腦

的供電和網絡連線。 

4. 轉用 HKT 海外頻寬較高的

寬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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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管理 IT 輔助人員 

監管員工按指示工作；協助和培訓員工完成指派

工作 

            

2 網絡管理 

監察伺服器和網絡的負荷；分配網絡資源；戶口

管理 

            

3 網絡保安 

監察防火牆、防毒軟件、Proxy 和使用者權限等

等運作正常；定時更新操作系統；定時檢討保安

系統 

            

4 維修保養 

保養電腦和其他網絡及周邊設備；管理維修合約 
            

5 技術支援 

支援全校共約 1000 名使用者 
            

6 管理打印機系統 

管理全校十多部打印機以及全年十萬張以上的

打印量；補充消耗品；管理收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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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7. 管理電腦資源 

管理各電腦室；調配電腦資源；監察學生使用電

腦的紀律 

            

8. 管理內聯網 

管理戶口、討論區、電子教室和檔案庫等等 
            

9. 管理網頁 

定期更新網頁內容、網上家課冊 
            

10. 培訓及講座 (學生)             

11. 家長支援 (按需要)             

12. 組織及培訓「資訊科技領袖生」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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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TSS 薪金及強積金 120,000  120,000 CITG 100,812.00 

2 寬頻月費、DNS 服務

及學校網頁寄存服

務 

65,000  65,000 CITG 50,984.00 

3 維修保養(電腦室設

施、週邊設備、網絡

設施和伺服器、投影

機及投影機燈泡) 

250,000  250,000 CITG 81,573.46 

4 WiFi900 250,000  250,000 CITG 58,988.00 

5 軟件(年費及單次採

購) 

150,000  150,000 CITG 93,402.94 

6 油墨、炭粉、紙 80,000 80,000   81,383.21 

7 五金工具及其他非

電腦使用之配件 

5,000 5,000   0.00 

8 技術參考資料 3,000 3,000   0.00 

9 舉辦 IT 培訓/活動 1,000 1,000   0.00 

視聽設備 

10 視聽器材 20,000 20,000   5,391.50 

11 禮堂音響燈光設備

維修保養 

50,000 50,000   4,878.00 

 合計 994,000 159,000 835,000  477,413.11 

 

檢討： 

第 3 及 4 項因未有合適的整合更新方案，支出較預期少，來年會跟進。 

下學期初恢復全面實體課，各科重新規劃實體教材，導致第 6 項有關打印支出增加，超出預期。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根據下列問卷結果(滿分為 8 分)，同事滿意本委員會表現。 

 問題 1︰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工作目標及範圍有深入認識 (6.08 分) 

 問題 2︰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 (6.11 分) 

 問題 3︰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整體工作成效感到滿意 (6.21 分) 

2. 整體上，本委員會運作暢順、各組員能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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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輔助人員 
輔助人員 
(視聽器材) 

何安榮 陳榮達 李少英 翁妙理 賴富偉 TSS 教學助理(TA) 實驗室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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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教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

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自我效能

感。 

配合課程優化

重點及學生需

要，檢視及優

化現有校本課

程。 

 持續推動各學習

領域及科目深入

了解相關課程更

新的方向，並配

合學生發展的需

要，檢視及優化

現有校本課程。 

 

 各科均能配合課

程優化重點及學

生需要而作出校

本課程調適。 

 課程文件 

 科務會議 

全年 本委員會持續推動

各學習領域及科目

深入了解相關課程

更新的方向，並配合

學生發展的需要，檢

視及優化現有校本

課程。 

 

本年度的重點工作 

是推動各科以做筆

記為重點而協助學

生進行自主學習。在

校務會議中，英文科

和歷史科分享了推

動科本做筆記的策

略和成功經驗。同

時，上、下學期各進

行了一次以做筆記

為主題的教研日，讓

科任老師交流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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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同訂立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的目標和規

劃。第三次教師發展

日，本校邀請了QSIP

同工到校進行年度

總結和經驗分享，並

再次對本校發展摘

錄筆記的成果表示

肯定，各科亦在發展

日中交流和分享發

展心得和經驗；同事

普遍認同發展日能

為科組帶來啟發和

得著。 

 

推動各科透過

課業設計讓學

生掌握基礎知

識及嘗試挑戰

自我的習題，

提升學生的學

習信心。 

 

 

 推動各科透過課

業設計讓學生掌

握基礎知識及嘗

試挑戰自我的習

題，提升學生的

學習信心。 

 

 推動各科透過課

堂設計引導學生

 各科均能按科本

及學生學習情況

進行課業設計，

讓學生完成不同

程度的習題，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

信心。 

 

 各科均能按科本

 課程文件 

 科務會議 

 課業示例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本委員會於不同場

合及媒介，如教員會

議分享、透過電郵放

發資訊等，致力推動

各科參考不同資源

以優化課業設計，讓

學生能按其學習能

力完成適切的學習

任務，使能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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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參與個體和群體

自主學習，令學

生主動及樂於學

習。 

及學生學習情況

進行課堂設計，

並聚焦在提升學

生課堂的學習動

機及學習表現。 

學生均能得到發揮

的機會。同時，委員

會亦推動各科在課

堂設計上加入個體

和群體自主學習的

元素，以提升學生課

堂的學習動機。 

 

為 配 合 政 策 的 推

行，本年度繼續推動

各 科 設 計 優 質 課

業，期望各科本著家

課所定的目標和要

求，加強照顧學習差

異，激勵學生盡力做

好，以及達致教考相

配，提高教學效能。

呈現形式方面，各科

採用不同類型的家

課，引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通過提供饒

富趣味和具挑戰性

的課業，例如實驗、

調查、自由創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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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頭報告、模型製作

等。 

 

同時，各科在運用課

業作持續性評估以

檢視學生學習表現

及回饋教學、回應照

顧學習多樣性等方

面，已有相當的經

驗，故可預期各科的

課業設計理應可回

應學校發展目標。 

 

至 於 課 堂 設 計 部

份，本年因行政安排

下，只能為新開設的

科目  (即公民科 ) 

設立共同備課節，其

餘科目未能安排共

同備課，或多或少會

影響教師在課堂設

計上的專業交流。但

同事在共建專業學

習社群上已有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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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經驗，如透過科內

會議、級會、評卷會

議、與友校交流等作

專業同儕交流，故此

亦無礙推動這項目。 

 

善用混合式教

學模式，培養

學生利用網上

學習平台進行

預習及課後自

習的習慣，並

回饋實體學

習。 

 培養師生使用電

子學習平台及不

同應用程式的能

力，學生透過混

合式教學，反復

觀看教學影片，

鞏固知識。 

 老師能利用電子

學習平台上載影

片及學生能利用

學習影片，進行

自主學習及提升

學習內容層次。 

 科務會議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有關工作已成為本

校推動電子學習的

重要策略，經過多年

的經驗和實踐，各科

在課堂實施方面大

致順暢，惟如何能讓

學生善用預習成果

以回饋實體學習，則

相信仍是值得各科

再三探討的議題。 

 

2. 塑造正面

品格 

2.2 提升學生

抵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

生成長型心態 

 推動各科在課堂

師生交流及課業

批改上均運用正

向回饋，以建立

成長型心態。 

 教師均有意識運

用正向回饋進行

不同類型的教學

活動。 

 

 學生對學習持正

面態度。 

 觀課紀錄 

 科務會議 

 習作審閱

紀錄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全年 本發展周期明確地

標示全校性推動正

向教育，期望把成長

型心態的信念融入

於課堂及課後延伸

學習之中。本委員會

會持續收集各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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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不同策略，並在適當

平台分享資訊，亦會

不時了解學生的學

習態度，而學習評估

問卷的數據反映學

生對正向教育持正

面看法，科組整合問

卷亦顯示同事有信

心推行正向教育，相

信有關措施能有效

推動學生建立正面

學習的態度。 

 

 



-393- 

(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統籌各科之評估策略，包括考測、多元評估

及持續性評估 
            

2. 統籌各科之家課政策，包括課業設計、數

量、批改及回饋方式等 
          

  

3. 統籌各科訂定公開試及校內試成績指標             

4. 進行學習評估問卷             

5. 統籌各科實行評核性觀課、檢視習作及審閱

試卷 
            

6. 進行教學規劃，包括檢視及統籌各科各級節

數分配、分流及小班教學之安排及人力需求 
            

7. 統籌及規劃教學人力資源，招聘科任老師及

代課老師 
            

8. 統籌及執行學生選科及退修事宜             

9. 編輯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小冊子             

10. 統籌中一自行收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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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1. 中一自行收生面試             

12. 統籌各學科舉辦學術周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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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聘請代課老師 35,000  35,000 TRG 0 

2 雜項 10,000 10,000   9000 

3 學生學習外語課程 

(DLG) 

* 如有 

12,000  12,000 DLG 

 

4 QSIP 到校支援服務 200,000  200,000 CEG/TRG(F) 197000 

 合計 257,000 10,000 247,000  206000 

 

檢視：有待更新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年度科組整合問卷評分與往年相近，屬正面水平，同事普遍認同本委員會工作，感謝同

事之認同和肯定。本委員會將繼續努力，多聆聽意見，進一步優化教務工作。 

2. 科組整合問卷結果反映同事對各項教學措施持正面看法。同事普遍對教導學生摘錄筆記、

照顧學習多樣性、引導學生作自主學習、正向教育、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國家安全教育等

措施有信心，顯示本校教學團隊能配合實行和優化各項教學措施，達致教學相長。此外，

教學語言政策影響本科教學，同事在適應上感到困難可以理解，尤幸學生對選修科英文組

反應正面；跨學科英語支援措施可進一步優化，以更切合各科需要，英文科及相關科目的

協作不容或缺；學習評估問卷有一定參考作用，惟各科必須給予足夠重視及作適切跟進，

效果始會彰顯。 

3. 本年度除優化各項規劃及行政程序外，更聚焦於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各科透過學校

建立已久的同儕觀課和專業交流文化，配合各科的教研日和個別學科的共同備課，進行專

業協作，提升教學水平。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潘嘉琪 葉天賜 李文輝 李可 

 黃錦烽 柯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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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電子教學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 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的

教學策略，培養

學生的學習擁

有感及提升自

我效能感。 

 善用混合

式教學模

式，培養

學生利用

網上學習

平台進行

預習及課

後自習習

慣，並回

饋實體學

習。 

 

 培養師生

使用電子

學習平台

及不同應

用程式的

能力，學生

透過混合

式教學，反

復觀看教

學影片，鞏

固知識。平

台有系統

地記錄學

生的學習

情況，加以

分析，根據

結果制定

個人化的

學 習 課

 老師能利

用電子學

習平台上

載影片 

 學生能利

用學習影

片自主學

習及提升

學習內容

層次 

 

 

 教師培訓

問卷調查 

 教師意見 

 學生問卷

調查 

 電子學習

平台影片

數量 

 學生觀看

影片的瀏

覽量 

 

全年  於 8 月底

為新入職

老師進行

了 有 關

eClass 

Powerlesso

n 及

Flipped 

Channels 

的基礎培

訓。從教師

培訓問卷

調查結果

中及課堂

觀察中 新

入職老師

大致掌握

所學。 

 9 月初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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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程，讓面授

課堂專注

在更高層

次的課程

內容。 

 

員會為師

生提供上

載功課於

Onedrive

的指引文

件及相關

影片，根據

觀察，學生

已掌握所

學。 

 在「下學期

學生學習

評估調查」

中，「課堂

內的電子

教材令學

習生動有

趣」及「 

以電子學

習模式，加

強我的自

主學習」平

均分數分

別為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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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 7.9 分，

可見學生

能理解課

堂上講解

的學科內

容及懂得

有效利用

電子教材

自主學習

及提升學

習興趣。 

 本校已製

作學習影

片大約 430

套，已上載

eClass 翻

轉頻道學

習平台，供

學生預習

及複習時

使用。學生

觀看影片

的瀏覽量

超過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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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次，可見學

生能有效

地觀看影

片進行自

主學習。 

 與學生訪

談中，學生

喜愛利用

Powerlesso

n 2.0 的翻

轉頻道進

行自習，並

完成老師

設置的題

目，因可按

自己的能

力及需要

多次觀看

教 學 影

片，有助自

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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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中、英、數、綜合科學、歷史、中史、地理及香

港社會共八科在 2022-2023 年度初中的預定課

程中加入電子數碼資源 

            

2.  提供指引予新入職老師，教授如何使用 iPad 

及 APPLE TV 

            

3. 與普通電腦科合作向中一學生簡介 iPad 基本  

   操作及介紹電子學習平台的基本操作技巧 

            

4. 舉行有關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德教育或工作 

   坊，引導初中級學生適當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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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討、製作及優化下學年度中、英、數、綜合科

學、歷史、中史、地理及香港社會科的電子書 

              

6. 檢討電子班學生所使用之電子載體及其相     

關應用程式(Apps)的效能及適用性 

            

7. 檢討硬件如 Apple TV 及 AnyCast 的使用，並適

時提供使用指引給老師 

            

8. 舉行初中家長電子教學簡介會及安排家長購買

iPad 

            

9. 安裝、協助及教導學生下載中、英、數、綜合

科學、歷史、中史、地理及香港社會各科電子

書及教學應用程式(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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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10. 安排電子教學助理完成各項工作，包括支援 18

班初中電子教學的科任教師 

            

11. 保養、維修及管理近 600 台 iPad / notebook / 

tablet 

            

12. 設定及管理電子學習平台的戶口             

13. 設定及管理影片分享系統 (翻轉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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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

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雜項 

(單據未收到,8 月

處理) 

2,000 2,000    

2. 購買 4G 數據卡 

 

1,200 1,200   0 

3. 

購買 Zoom 

Upgrade License 

( zm2a 千人戶口) 

(單據未到齊,8 月

處理) 

9,000  1.23092022 

2.23102022 

3.23112022 

4.23122022 

5. 

23012023 

6. 

23022023 

Total 6 期  

Claimed 

HK4025.54 

CITG  

4. 購買錄影影片軟件 

(Screencast-o-matic 

$143.73, 

Powtoon$1824.76)

及 iPad Apps 

 

4,000 

 

 

 

 

4,000 

 

 

CITG 

 

1,968.49 

5. 訂購移動裝置管理

系統(MDM)一年 

服務費(共 76 Spare 

iPads +23 部(PWC) 

iPads) 

7,000  7,000 CITG  

 

6,468 (98 

licenses) 

 

 

6. 

Zoom Education 

License (82 個

License) 

55,000  55,000 CITG 

 

 

0 

 合計 79,200 3,200 75,000  20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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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大致付合預期計劃 

關於編號 6: 因學生已全面恢愎面授課堂，本校不須再選購 HKT Zoom Education Licenses.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推行電子班 

2022 至 2023 年度初中各班學生進行電子教學。透過資訊科技促進學生學習，並作教學範

式轉移。初中班級中，除了主科 (中、英、數) 外，中一、二級的電子教學亦應用於綜合科

學、歷史、中史、地理及香港社會科。初中同學須利用移動學習裝置及電子書上課，老師

利用電子教材及電子學習平台進行互動教學，配合老師製作的教學短片及學材，讓學生自

習，藉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能力。 

在「下學期學生學習評估調查」中，「課堂內的電子教材令學習生動有趣」及「以電子學習

模式，加強我的自主學習」平均分數為 8.0 分及 7.9 分，可見學生能理解視像課堂上講解的

學科內容及懂得有效利用電子教材自主學習。 

 

2. 家長電子教學簡介會 

本委員會於 2022 年 8 月 7 日已完成為中一級同學所舉行的家長會。其中中一級全級超過九

成有關同學及其家長參加實體或 Zoom 家長會，所有家長認同電子教學並同意為學生購買

平板電腦作學習之用。 

 
3. 購買硬件及軟件、安裝電子書 

在硬件方面，配合政府「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中一級及初中新入學的受資助

學生購買平板電腦 IPAD 2021 年版(A2602 新版)時，獲半額、全額資助或綜緩資格的學生家

庭有全數 $4,414 的資助。觀察維修紀錄，IPAD 2021 版的性能較平板電腦佳，而且配合觸

屏，學生可更方便地手寫電子課業。本委員會已於九月份協助及指導學生安裝所有電子書

架於初中的移動學習裝置中及協助學生下載電子書，並已於 2022 年的 10 月初派發平板電

腦。 

 
4. Eclass 電子學習平台 

電子班科任老師使用 Powerlesson 各項功能設定不同類型電子課材。學生先在家完成電子

平台內課文預習題目及錄音，上課時學生登入 eClass 後，老師可即時回饋，並按學生的程

度施教。與學生訪談中，學生認為利用電子平台教學及電子學習工具如: Kahoot、Nearpod、

Quizizz 及 Quizlet 等可使課堂更有效率及更有趣味。 

 
5. 培訓方面 

於 8 月底為新入職老師進行了有關 eClass Powerlesson 及 Flipped Channels 的基礎培訓。觀

察平台記錄及上課情況，新入職老師大致掌握所學。9 月初本委員會為師生提供上載功課

於 Onedrive 的指引文件及相關影片，根據觀察，學生已掌握所學。老師亦參與「翻轉教學」

先導計劃並參加翻轉教學工作坊，分享如何利用 OneNote 推行翻轉教學。亦有多位老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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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Class「PowerLesson 2 及 Flipped Channels 工作坊」，以提升互動教學的技巧。根據課堂

觀察，老師大致掌握所學。 
 

6. 教材電子化方面 

各科老師認為各科電子書內容滿意，並繼續跟進優化電子書的功能。下學年需繼續跟進有

關電子書的使用情況及功能。 

 

7. 預習影片分享系統 

累積至今已有超過 430 套教學影片上載於 Eclass Flipped Channel，供學生預習及複習時使

用。學生觀看影片的瀏覽量超過 1100 次，可見學生能有效地觀看影片進行自主學習。展

望下學年加強教師製作預習影片及溫習學材，並按教學規劃上載至電子平台，讓學生自

習，藉此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 
 

 
8.1 科組整合問卷及工作小組評估問卷結果 

 

 分數(滿分為 5 分) 

題目 1︰我認為我能利用電子平台及翻轉頻度的功能設

定不同類型的學材及課業，令學生投入於課堂活動。 
3.79  

題目 2︰我認為我能利用電子平台及翻轉頻道的功能設

定不同類型的學材及課業，有助推廣學生的自習文化。 
3.74 

題目 3︰我認為電子學習平台(eClass)的運作情況令人滿

意。 
3.98  

題目 4︰我滿意 notebook / iPad 的功能及其安裝的軟

件。 
3.98 

題目 5︰ 除了已安裝的 iPad Apps，我希望可下載及使

用 _________________ Apps (請填上 Apps 名稱) 

 

學斯資源 APP, Gmath APP 

 

以上分數平均分達 3.9 分，反映老師們對電子學習平台及 iPad 的功能及其安裝的軟件感到

滿意。另外，老師大致認同學習平台的互動功能令學生投入於課堂活動，並能利用電子平

台及翻轉頻道的功能設定不同類型的學材及課業，有助推廣學生的自習文化及有效學習。

下學年將加強互動，安裝及推動老師使用 Padlet, Explain Edu, Quizizz 等 Apps。 

 

 
8.2 在年終教師問卷「委員會及小組工作評估」中，本委員會所獲評分為 

 

年份/評分 22-23 21-22 20-21 19-20 18-19  17-18 16-17  15-16  14-15 13-14 12-13 

1. 對工作目標

及範圍認識程

6.03 5.97 5.92 6.02 6.11 5.91 5.80 5.64 5.89 5.75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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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 對小組成員

工作表現評分 

6.11 6.00 5.97 6.03 6.00 5.79 5.71 5.55 5.70 5.58 5.53 

3. 對小組整體

工作成效評分 

5.98 5.91 5.97 5.98 6.11 5.84 5.73 5.62 5.66 5.52 5.41 

 
(滿分為 8 分) 

以上所有問題相關分數比上學年提升，本委員會繼續努力，進一步優化有關工作並發展電子學

習。 

 
9.  展望 

 

9.1  學生將使用 iPad 上課 

讓學生利用平板 iPad 更方便地隨時隨地學習，下學年度主要是利用 iPad 的網上功能，並發掘

更多應用程式，配合 Apple TV 及其他 Apps 進行互動教學，透過設計課堂活動及多元化的評核

模式，增加課堂的互動性及即時性，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其自學的能力。並為中一

級在校訂購 iPad 的學生選購 Apple Pencil 以方便學生在 iPad 書寫。 

 

9.2  優化影片分享系統 

選擇合適的學習平台「翻轉頻道」上載教學影片，配合教師培訓工作坊教師製作教案、互動問

答題、預習影片及溫習學材等，按教學規劃上載至電子平台。有效管理學習平台的教學影片，

讓學生自習。並配合設置題目讓學生課前預習及課後溫習及檢測所學，推廣學生的自習文化。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柯麗霞 李苑瑩 何安榮  

 賴文凱  

 符偉殿  

 陳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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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學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提升學生上課

時學習的主動

性，增加自我

效能感。 

 

 學生於課

堂前寫上

學習目

標，並於

課後檢視

所學。 

 

 

 透過優化

學進制，

鼓勵學生

參與課堂

具挑戰性

提問及回

應挑戰

題。 

 學生能於

學習日誌

內訂立合

適的課堂

目標，並

於課後能

檢視所

學。 

 

 學生能透

過組長制

自覺、主

動、積極

地學習，

樂於探究

新知。 

 約 70%老

師認為學

生能參與

 學習日誌 

 課堂觀察 

 科組整合

問卷 

 學進分數

統計 

全年  大部分科目也顯

示學生能利用學

習日誌記下課堂

重點及目標，並

於 課 後 檢 視 所

學。 

 本 年 因 疫 情 關

係，組長制較難

進行。但從觀察

可見，老師們均

利用資訊科技如

Breakout 

room 、 class 

dojo、padlet 等功

能，增加課堂的

互動性及展示課

堂討論成果。課

堂內能有效促進

師 生 及 生 生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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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課堂具挑

戰性提問

及回應挑

戰題。 

動。 

 從老師觀察可見

及 學 習 評 估 可

見，學生對各科

的學習興趣普遍

均達 6 分或以

上，反映學生學

習 動 機 在 中 上

的，直接原因當

然是各科均銳意

優化教學及加入

具挑戰性題目，

以維持學習興趣

及動機有關。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

強學習策

略的訓

練。 

 

 舉辦中一

學習技巧

工作坊，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習慣。 

 

 

 鼓勵老師

 在科組問

卷內，老

師在掌握

教導學生

摘錄筆記

的策略一

題上評分

超過 3。 

 

 出席率 

 問卷調查 

 學習日誌 

 教師觀察 

 筆記紀錄 

 會議紀錄 

 

 

全年 

 大部分科目也顯

示學生能利用學

習日誌記下課堂

重點，有的甚至

能善用科任老師

教授的撰錄筆記

技巧製作筆記。

本年亦透過教研

日及校務會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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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於課堂總

結時利用

概念圖鞏

固課堂所

學，以協

助學生逐

步掌握摘

錄筆記的

技巧。 

 

 學生能善

用不同的

思考工具

作總結課

堂所學。 

享，使各科組能

集合各摘錄筆記

的點子，協助學

生 掌 握 相 關 技

巧。在科組自評

問卷中，「我認為

學生能自行摘錄

筆記」獲得 3.45

分(滿分為 5 分)。

而「我認為學生

已善用「學習日

誌」作抄錄筆記

及學習反思」亦

獲得 3.71 分。反

影老師普遍認為

學生能摘錄及利

用筆記溫習。 

 於中一伴我啟航

當天舉辦學習技

巧工作坊，包括

善用時間、摘錄

重 點 及 記 憶 方

法，學生反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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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面。 

 根據各科的觀察

及課堂筆記，老

師能運用不同的

思考工具作總結

課堂所學。部份

科組更透過教師

發展日及校務會

議分享及交流教

授學習技巧的心

得。期望透過不

同科目協助及交

流，學生能深化

及 應 用 有 關 技

巧。 

 

2︰塑造正面品

格 

2.1 豐富學校

正向環境的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於校園展

示學生的

學 習 成

果，以提

升他們學

習信心。 

 卓越地帶

的數量較

以往提

升。 

 

 卓越地帶

統計 

 

全年  各班壁佈板都設

有「卓越地帶」

以 展 示 學 生 作

品 。 因 疫 情 關

係，部份跨境生

仍進行網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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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及文化。 

 

 年大部份時間卓

越地帶改以網課

中 展 示 學 生 作

品，上學期卓越

地 帶 的 作 品 為

1331 份，作品與

往年相比，大幅

上升，反映老師

均積極營造欣賞

氛圍，鼓勵透過

展示成果而增加

學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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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照顧初中以「ELA」模式上課的學生             

2. 中一至中三試前溫習班             

3. 各級拔尖保底班             

4. 暑期學園             

5. 補考工作(與考試事務委員會合作)             

6. 在校園張貼鼓勵讀書字句             

7. 完善及修訂功課懲處制度             

8. 安排中一至中三課後溫習班的行政工作             

9. 協助選拔優秀組長及組別             

10. 尖子小組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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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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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尖子計劃 9,000 4,000 5,000 PTA 6,565.00  

2 獎品 5,000 5,000   5,112.90  

3 初中尖子大學遊 

(獎勵初中優秀學生) 
15,000  15,000 

PTA/全方

位 
0.00  

4 雜項 4,000 4,000   237.00  

5 購買試題 (4 full sets)  5,500 5,500   0.00  

6 
應考生文具 7,000  7,000 

PTA/全方

位 
0.00  

7 拔尖補底班 25,000  25,000 CEG 0.00  

8 功輔班 100,000  100,000 課後支援 0.00  

 合計 170,500 18,500 152,000  11,914.90  

檢討:  

用款與去年相若，部份活動亦在進行中。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委員會主要工作是配合學校之發展而制訂及執行推動學生學習的策略。部份計劃，如學

進計劃、「10 分鐘收功課」、「卓越地帶」已推行多年，而且得到教師的肯定，按本年的觀

察及科組自評問卷統計而得知，教師對此已有認識及適應，這大大方便了政策的推動。於

科組問卷調查中，問題 2「我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及問題 3「我

對此委員會或小組整體工作成效感到滿意」評分較去年佳及正面，顯示同事亦贊同本委員

會工作及成效。 

2. 學生學習態度方面，從 APASO 問卷得知學生於學習及教學中，合作、通達、學習動機等

均高於平均，顯示多年推行的學習措施施行有效。 

3. 惟仍受疫情影響，有很多跨境學生無法回校，網課及學生繳交功課表現仍有待改善。 

4. 協助學生完成功課方面，因疫情緩和後，學生漸返回實體課，欠交功課情況大有改善，尤

其跨境學生。本年亦透過學長功課輔導協助欠交功課較嚴重的學生改善問題，初步成效顯

著。 

5. 本委員會將繼續舉辦不同類型與學習有關的比賽，如學進得分最多班別、卓越上榜次數最

多等獎勵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情意。 

6. 協助學生應試及拔尖方面，教師們普遍認同現行的措施，如：試前溫習班、中六尖子班，

建議繼續推行。 

7. 學務委員會要負責的例行工作及行政工作非常沉重，建議聘請全職教學助理專責協助學務

委員會，以協助處理大量數據統計及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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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陳永欣 吳依蘭 鄭幼琳 周佩珊 

 潘嘉琪 鍾慧娟 

 張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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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教師事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4 教師能建

立積極的學習

社群，就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

性做專業的交

流和討論，累

積更多優質的

經驗。 

 

 配合學校關注

事項及校情需

要，加強教學交

流及教學策略

的分享。期望能

為教師提供更

多教學點子，進

一步優化課堂

教學技巧，強化

教學效能。 

 

 

 

 

 

 適時轉告教師

有關的培訓課

程 

 

 

 教師得到多

樣性的進修

資料 

 

 

 文件紀錄 

 

 

 

全年 

 

 

 

 

 

 與學校發展委

員會合作，透

過電郵發放、

張貼相關海報

於教師一室報

告版、把相關

的單張放於教

師休息室或教

師一室，供同

事參閲，讓教

師們得到多元

化 的 進 修 資

料。 

 

 

 本年度同儕觀

課 已 完 成 。

100%老師已最

少完成 2 次觀

課及 2 次被觀

 透 過 同 儕 觀

課，推動教師進

行教研。 

 協助推動「同

儕觀課」，以促

進校內教師進

行專業交流 

 所有教師完

成「同儕觀

課」 

 學校電郵

紀錄 

 觀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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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即 2+2 的

基本要求。今

年同儕觀課數

目共 217 次。

老師的積極參

與反映同儕觀

課推動了專業

交流的同時，

亦分享了照顧

學習差異及電

子教學方面的

點子。 

   舉辦教職員聯

誼活動，增強

團隊精神。 

 

 舉辦聯誼活

動。 

 

 出席教師認

為聯誼活動

能 增 進 感

情、增加了

解及促進包

容度。 

 通 過 觀

察、交談 

 人數統計 

 口述評價 

 

全年  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舉行了

教師茶聚，同

事於放學後，

到學生活動中

心 參 與 ， 有

90%以上的教

職員出席，包

括校長和三位

副校長。同事

反應熱烈。與

會者均歡聚暢

談 ， 言 笑 晏

晏，氣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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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

原定於 1 月 19

日的教師聚餐

將延期至 7 月

10 日假座上水

彩園廣場龍宴

酒樓舉行，現

在正積極籌劃

當中。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環境的佈

置，營造正向

氛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教師的工

作環境中，營造

欣賞氛圍及文

化。 

 

 於教師室及教

師休息室佈置

有關正向的語

句。 

 

 教師認為佈

置能營造正

向氛圍。 

 通 過 觀

察、交談 

 口述評價 

 

全年  分別於四間教

師室和教師休

息室佈置有關

正向的語句，

通過觀察和交

談，同事普遍

認為佈置能營

造正向氛圍及

文化。 

 

2. 塑造正面品

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推動教學正向

回饋，建立學生

成長型心態。 

 購置有關塑造

正面品格的教

師參考書，放

於學校圖書館

供教師借閱。 

 教師認為有

關參考書有

助塑造正面

品格。 

 

 通 過 觀

察、交談 

 口述評價 

 

全年  與 圖 書 館 合

作，已選購合

適的書籍，將

放於圖書館供

老師們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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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師訂購正

向印章，協助

教師運用正面

回饋，以提高

學生的信心。 

 

 

 

 教師運用正

向印章作正

面回饋。 

  

 

 與 視 藝 科 合

作，於十二月

為教師訂購正

向印章，以協

助教師運用正

向印章作正面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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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管理及調配教學助理的工作，協助減輕教師在教學

以外的工作，為教師開創空間，好讓他們有較多時

間專注於教學工作及專業發展的層面。 

            

2. 照顧新入職教師，使他們更快及更有效地融入學校

工作環境，如安排及跟進迎新活動、油印班及電子

教學培訓等。 

            

3. 協助分配及調節教師座位及資源儲存空間。             

4. 關注及處理與教師福利有關的項目。(管理教師休息

室、購置茶點、管理及分配教師 1、2 室的共用文件

櫃、分配教師簿格、管理教師用的文具及影印機、

處理校內外通告及資訊、處理教職員紅白二事的禮

儀等)。 

            

5. 跟進及完成各項選舉如教師校董選舉、表揚老師計

劃及優秀教師選舉等等。 

            

6. 編製「教師手冊」，協助教師在行政和專業守則上有

更清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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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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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教師參考書(專業發展) $800 $800   $788.2 

2 
專業資格考試費及教師

培訓日交通費 
$3,500 $3,500 

   

0 

 

3 新入職教師迎新活動 $1,800 $1,800   $1060.5 

4 雜項 $4,000 $4,000   $1707.6 

5 教師正向印章 $6,000 $6,000   $4464.0 

 合計 $16,100 $16,100   $8020.3 

財政檢討：鑒於疫情關係，原定於 2023 年 3 月 17 日於校外舉行的教師培訓日        

           改由在校內以視訊會議進行，故沒有使用交通津貼。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a. 本年度本委員會已依計劃完成全部工作，有關管理教師助理、統籌及執行各類相關的選舉、

處理教師福利及執行一般庶務的工作等。同事對本委員會或小組成員整體工作表現以及對

本委員會的工作成效的評分分別為 5.91 和 5.8 (以 8 分為最高)，反映同事大致滿意本委員

會的工作。 

 

b. 有關教學助理能否協助學校工作方面，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有 35.3%及 57.4% 的老師認為教

學助理對學校的工作協助頗多及很多，反映同事都認同教學助理的重要性。老師對於教學

助理的工作表現亦感到滿意。可參考問卷結果。 

 

c.  同事對同儕觀課已比較接受及熟悉，本年 100%的同事完成 2 次觀課及 2 次被觀課準則，

老師們可以藉此交流有關電子教學、正向教育和自主學習等教學心得，促進專業發展。 

 

d.  在照顧新入職老師方面，本年度 10 位新入職老師，透過問卷的回應，他們大部份對本委員

會的照顧均表示滿意。有新同事表示於學期初設立的新老師 WhatsApp 群組發放有關學校

運作的信息非常有用，令他們盡快了解學校運作，認為本委員會令他們更快適應和融入老

師團隊和校園文化，更能投入工作。可參考問卷結果。 

 

e.  在舉行茶聚及聯誼活動的日期及時間方面得到校方的支持，已顯示於校曆表內。本年度茶

聚的安排合適，更有校長和副校長贊助茶飲、家長及校友事務委員會贊助的即製爆谷，現

場可見氣氛輕鬆愉快，同事融洽愉悅，實屬美事。另外，原定於 1 月 19 日的教師聚餐將延

期至 7 月 10 日假座上水彩園廣場龍宴酒樓舉行。出席的嘉賓及教職員共 120 人，當天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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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融洽，參與的嘉賓、家長、教職員和教務處同工都盡慶而歸，通過觀察，教師聚餐能

增進同事間的感情及了解。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何諾熹 葉嘉然 李淑德 戎曼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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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於早讀節派

發與生涯規

劃有關之分

享文章，讓學

生在班主任

的輔導下，對

生涯規劃有

更多的認識

及準備。 

 於早讀節派發

有關文章讓學

生閱讀，班主任

引導學生進行

討論及分享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全年派發不

少於 4 篇分

享文章 

 觀察學生表

現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全年  已分別於 1 月、2

月、5 月及７月共

進行 4 次早會影

片分享及派發相

關的分享文章。

根據問卷調查顯

示，超過 89%同

學認同活動有助

他們了解不同行

業的發展及狀

況，生涯規劃有

更多的認識及準

備。 

  於班主任節

推行生涯規

劃課，讓學生

在班主任的

引領下，了解

如何規劃人

 與中一及中二

級班主任合作

推行有關之課

程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班主任意見 

 觀察學生表

現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2023

年 

4 月

至 7

月 

 因應教育局訪校的意

見，有關課程將會更

新，本學年暫停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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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訂立短期

和長期之目

標。 

動的意見 

  於生命教育

科課堂加入

生涯規劃課

堂，讓中三學

生對升學出

路及途徑有

更多了解。 

 與中三生命教

育科合作推行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觀察學生表

現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全年  已於 11 - 12 月期間進

行，從觀察所見，學

生都投入及積極參

與。從問卷調查所

得，98%有助你掌握

更多升學資訊；99%

學生認為課堂有助啟

發他開始思考未來升

學的計劃、職業/志向

及對他有正面影響。 

  透過生涯規

劃小組，讓中

三及中六學

生了解自己

的選科目標

及未來的擇

業方向，好讓

他們懂得為

自己選擇合

適的科目及

 分別與中三及

中六學生進行

分組面談，為他

們在選科及擇

業上提供資訊

及輔導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

(中

六) 

 

2023

年 3

月至

 中六級生涯規劃小組

已於 11 月下旬完

成，根據面談可知，

學生認同活動有助他

們選擇合適的科目及

訂下目標。從問卷調

查所得，99%學生認

為小組有助掌握更多

升學資訊；學生認為

有助啟發他開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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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訂下目標。 5 月

(中

三) 

未 來 升 學 的 計 劃

(98%) 、職業 / 志向

(99%)及對他有正面

影響。(100%) 

  透過不同的

活動，加強學

生對生涯規

劃的認識及

準備，並藉此

提升他們對

多元出路的

了解及認識。 

 為中四及中五

學生提供一連

串的生涯規劃

活動，包括工作

坊、職場體驗等 

 學生投入活

動，態度正

面積極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觀察學生表

現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全 年

不 定

期 

 本學年已安排中

五同學參與有關

大灣區升學及就

業情況的講座，

學生表現積極。

已安排中四級 ICT

科及物理科學生

分 2 次參觀科學

園創科體驗館及

中 電 Innovation 

Hub 的參觀。根據

問卷調查顯示，

100%同學表示活

動參觀有助他們

了解不同行業的

就業狀況及將來

的發展，為將來

升學及就業作更

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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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透過文憑試

模擬放榜，讓

中六學生對

自己的成績

有更進一步

了解，讓他們

能及早規劃

畢業後的出

路，為公開試

及前途作更

好的準備。 

 利用科任老師

對學生預計之

成績作模擬放

榜，並按各同學

的 成 績 及 性

向，為他們分析

可行之出路 

 70%學生認

同活動令他

們有所獲益 

 觀察學生表

現 

 利用面談或

其他數據評

估學生對活

動的意見 

2022

年 11

月 

 文憑試模擬放榜活動

已於 1 1 月 29 日進

行，從中所見，學生

都表現積極及投入。

從問卷調查所得，

100%同學認同活動

活動有助提升他們對

多元出路的了解，並

有助他們探索升學及

就業的選擇。 

  提升學生對

生涯規劃的

準備，善用生

涯規劃輔導

室，培訓朋輩

輔導的團隊 

 培訓生涯規劃

大使團隊 

 善用生涯規劃

輔導室作培訓

及輔導 

 成 功 招 募

8-12 名學生 

 利用生涯規

劃輔導室向

有關學生提

供不少於 2

次的培訓 

 

 有關房間、文

件及培訓紀

錄 

全年  本學年已招募 12 名

生涯規劃大使，並已

進行簡單培訓，亦已

於 5 月與青少年服務

處合作，對大使作更

有系統的培訓。此

外，本學年亦已安排

大使與 4 位校友進行

訪問，並剪輯成影片

於早會播放。 

  提升升學組

老師對生涯

 每位組員接受

不少於6小時的

 完成有關要

求 

 參加紀錄 

 會議紀錄 

全年  本學年有 3 位本組老

師未達目標，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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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規 劃 的 認

識，積極鼓勵

組員參加有

關之講座 

 

培訓，並於組內

分享最新的資

訊。 

位因全年請假而未有

參加培訓。 

  提升學生對

國家歷史和

發 展 的 認

識，提升國民

身份認同。 

 於內地升學講

座中加入介紹

大灣區的升學

及就業的情況 

 完成有關要

求 

 講座安排 2022

年 10

月 

 除了在內地升學講座

中由老師介紹大灣區

的升學及就業狀況

外，本組亦與公社科

合作為中五學生安排

認識大灣區的講座，

有關講座已於 1 月 17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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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安排專題展板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資料             

2. 進行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狀況調查             

3. 早／周會時間為全校學生介紹升學及就業

資訊或推廣相關價值觀 
            

4. 為學生提供各類推薦文件及表格             

5. 中三結業生職業訓練課程講座及申請事宜             

6. 中三升中四選科輔導講座             

7. 中四學生報讀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事宜             

8. 中四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9. 中五一人一參觀             

10. 中五學生參加之 21-23 應用學習課程             

11. 中五 JUPAS 講座             

12. 台灣及內地升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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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3. 中五及中六參觀大專院校             

14. 中六《大學聯合招生法》(JUPAS)申請事宜             

15. 中六《大學聯合招生法》(JUPAS)輔導講座             

16. 中六《大學聯合招生法》(JUPAS)校長推薦計

劃 
            

17. 中六畢業講座，介紹各種出路及選擇             

18. 中六《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其他專上課程

申請事宜 
            

19. 中六學生參加之 20-22 應用學習課程             

20. 中六放榜前輔導             

21. 中六放榜             

22. 中六 JUPAS 放榜             

23. 為老師提供生涯規劃教育及最新升學及就

業的資訊 
            

24. 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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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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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輔導教師協會年費 400 400   400 

2 培訓生涯規劃大使 2,000 2,000   0 

3 升學及就業輔導刊

物 
6,500 6,500   2,727 

4 
參觀車費 25,000  25,000 

PWC(RP)/全

方位 
2,820 

5 生涯規劃教材 72,000 2,000 70,000 全方位 70,655 

6 應用學習課程費用

(中六) 
23,685  23,685 

多元學習

津貼 
22,325 

7 應用學習課程費用

(中五) 
35,235  35,235 

多元學習

津貼 
26,235  

8 Job Tasting 

Programme 
19,200  19,200 PWC(RP) 0 

9 雜項開支 10,000 10,000   490.2 

10 「職」出前路：我

做得到!生涯規劃

日 

26,000  26,000 PWC(RP) 0 

11 模擬放榜及職場體

驗活動 
23,000  23,000 

全方位津

貼 
13,000 

 合計 243,020 20,900 222,120  138,652.2 

檢討：本學年分開支較預期少，如參觀車費因疫情原因減少外出而減少，Job Tasting Programme

於暑假才舉行而未支出，職場體驗活動的費用亦在處理中。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學年大部分活動均能按時完成，學生大都滿意有關活動的安排及認同活動對他們有幫

助。此外，本學年拍攝校友訪問介紹不同行業資訊的影片亦能為同學提供更多升學及就業

的資訊,根據老師了解，學生都能有所獲益。至於中一及中二的生涯規劃課於下學年會安

排班主任老師於課後班時段進行，暫定上下學期各 2 次。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郭錦華 陳安琪 梁曉莊 譚嘉敏 鍾德誠 黃頴欣 馬紫蘭 何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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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培育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 環 境 的 佈

置，營造正向氛

圍。 

把正向元素融

入在學生的校

園生活中，營

造欣賞氛圍及

文化。 

 

 安排校園播

放正向歌曲

或悠揚音樂

以營造積極

正向的氛圍 

 於校園張貼

展示正向海

報、金句、貼

紙等以提醒

學生正向生

活態度 

 設計「感恩點

滴」以鼓勵學

生為生活大

小事感恩 

 培育早會短

講向學生介

紹正向主題 

 上課前及午

息播放正向

歌曲或悠揚

音樂 

 購買或製作

正向海報、金

句、貼紙等於

課室、走廊、

外牆等位置

展示 

 印刷「感恩點

滴」供同學填

寫 

 學生認真完

成「感恩點

滴」 

 每年培育早

會短講達三

次 

 學生投入聆聽

 播放紀錄 

 校園佈置 

 印刷紀錄 

 學生「感恩

點滴」內容

表現 

 早會紀錄 

 老師觀察

學生聆聽

短講內容

時的表現 

全年  已安排在

上課日早

上學生抵

校 時 段

7:30-8:15

通過廣播

系統在校

園播放悠

揚輕音樂

以營造愉

快舒暢的

上 課 氣

氛；又會在

上 課 前

8:15-8:20

播放各班

自行點選

的“我們的

主題曲”以

營造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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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短講內容 

 

 

正向的氛

圍。 

 已為全校

學生設計

及編印「感

恩點滴」小

冊子，內含

每月正向

小任務以

及感恩周

記，培養學

生感恩生

活態度。 

 全年舉行

了八次培

育早會短

講以不同

形式鞏固

學生對品

格強項的

認識，學生

投 入 聆

聽，效果令

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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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及

精神困擾的能

力。 

在正規課程內

開展各類靜觀

體驗學習 

 接受培訓的

教師參與教

授靜觀課堂。 

 與生命教育

科合作，商討

將靜觀課統

整進生命教

育科的安排。 

 

 受訓同工進行

靜觀課堂教學 

 於生命教育科

進行靜觀教學 

 

 課擔紀錄 

 生命教育

科課程大

綱 

全年  本校已有

教師成功

完成「樂天

心澄靜觀

計劃」培

訓，而生命

教育科已

為中三級

加插「樂天

心澄 .b 靜

觀課程」，

安排由已

受訓同工

任教。有關

課程文件

及教學大

綱已上載

學校內聯

網。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及

精神困擾的能

協助學生認識

自己的性格強

項及能力，從而

訂立合適的目

鼓勵學生根據自

己的能力訂立合

適的個人目標。 

 

 學生按自己情

況訂立目標 

 主動報名參與

SMART GOAL計

 「感恩點

滴」內容表

現 

 SMART 

全年  「感恩點

滴」其中一

次每月正

向小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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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力。 標。 

 

劃學生達 10 人

次 

 

 

GOAL 報名

紀錄 

邀請學生

根據自己

上學期的

表現訂立

合適的個

人目標，並

有 31 位學

生報名參

加 SMART 

GOAL 獎勵

計劃。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 及 處 理 逆

境、情緒壓力及

精神困擾的能

力。 

善用品格強項

指引學生認識

自己的強項和

興趣，做好生涯

規劃。 

 

 

於早讀 /早會時

段提供有關品格

強項的資訊介

紹。 

 學生接收到有

關資訊 

 派發紀錄 全年  有關品格

強項的資

訊介紹已

於各級班

主任節通

過活動內

容及活動

工作紙向

學生發放。 

2.塑造正面品格 2.4 加強各持

分者對正向教

育的認識。 

與教育局/坊間

機構合作，為學

校不同持分者

 安排教師參

與「賽馬會

樂天心澄靜

 把「樂天心澄.b

靜觀課堂」融

入課程。 

生命教育科課

程大綱 

全年  已為中三

級加插「樂

天 心 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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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舉辦工作坊，讓

他們認識正向

教育的理念。 

觀校園文化

行動」，並就

靜觀教學技

巧與樂天心

澄計劃的同

工彼此交流 

 為學生提供

「 樂 天 心

澄.b 靜觀課

堂」。 

 

 靜 觀 課

程」，安排

由已受訓

同 工 任

教。有關課

程文件及

教學大綱

已上載學

校內聯網。 

2.塑造正面品格 2.4 加強各持

分者對正向教

育的認識。 

適時舉辦家長

講座、靜觀工作

坊，向家長推廣

正向管教的方

法，提升管教效

能，促進親子之

間正面的關係。 

 與社工合作

為家長安排

有關正向教

育的講座。 

 

 全年舉辦有關

講座達兩次。 

 家長講座

紀錄 

全年  暫時舉辦

了 5 次，包

括有「中一

新生家長

講座、「青

少年子女

性教育講

座」、「不再

迷『網』家

長講座」、

「與子女

同行之如

何共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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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關顧子女

的精神健

康講座」，

每次出席

家長大約

三十人。

「跨境學

生恢復實

體課堂家

長講座」，

全部經實

體 和

ZOOM 同

步進行。其

中，中一家

長講座有

近百人參

與，跨境家

長講座有

近二百人

參與，其餘

主題式講

座平均有

大約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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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人參與。 

 此外，社工

所屬青少

年中心亦

提供了「家

長 “聊”癒

減 壓 系

列：香薰蠟

燭製作小

組」供家長

報名參與。 



-440- 

 

(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建立全校參與關愛文化 

1.1. 推行雙班主任制，在前線培育學生。              

1.2. 中一家長迎新會  - 讓家長了解學校概況、

目標及開學事項。  
             

1.3. 每學期最少一次各級訓輔會議，讓各級訓輔代

表與班主住互相交流學生表現及了解特殊情

況。 

             

1.4. 與視藝科合辦美化課室比賽以培養學生正面價

值觀。 
             

2. 預防性活動 

2.1. 推行「伴我啟航中一適應課程」，讓同學熟

習校園環境、認識校規及要求，訓練學習

技巧，亦讓各主科提供銜接課程。  

             

2.2. 校外巡查，本組老師利用腳踏車或私人交通工

具到區內作突擊巡查 。 
             

2.3. 每上課日校服儀容檢查及於考測期間進行各級

校服儀容檢查。 
             

2.4. 推行耔苗計劃  - 為新來港同學申請一次性

津貼及對其在適應上給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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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3. 發展性活動 

3.1. 舉辦各類講座/工作坊 -邀請警民關係組、反黑

組校隊、衛生署、駐校社工或其他志願機構到

校主持各類講座/工作坊。 

             

3.2 培育分享 

i. 定期設有培育早會/週會，通過老師短講向學生

滲透正面價值觀。 

             

3.3 招募及訓練領袖生協助本組老師維持校園

 秩序，安排領袖生訓練營以訓練他們獨立

 處事的能力、執勤技巧及建立團隊精神。  

             

3.4 設立「自己友」學友互助計劃，訓練學生擔任

 學長協助支援有需要的初中學生，同時提升學

 友自身的責任感和能力感。 

             

4. 矯治性工作 

4.1 推行「校園服務令」，犯過以服務校園代替留堂

 作懲罰，從而建立對己對人的正面態度。 
             

4.2 推行「彩虹計劃」，犯過學生如能在一段時間後

 不再犯事，進行服務達一定時數，再經老師推

 薦其行為有所改善，則可將犯過紀錄「清除」，   

以鼓勵學生建立「錯而能改」的精神。 

             

4.3 設立「學生檔案」，犯過學生會被安排接受培

 育老師訓示及輔導，並要求就所犯過錯作
             



-442-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自我反思，有關紀錄將連同該學生的其他

 紀錄 (如有 )一併存檔。  

4.4 為有個別有成長/情緒/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進行跟進輔導，或就個案需要轉介予駐校

 社工跟進。  

             

4.5 遲到跟進 –遲到學生每次必須經過本會處理程

 序及作書面反思。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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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

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各項比賽用品及獎品 4,000 4,000   200 

2 購買文儀用品或書籍 2,000 2,000   0 

3 
舉辦輔導計劃及活動 10,000  10,000 

全方位津

貼 

3,500 

4 
培育青年團活動 5,000  5,000 

課後支援

津貼 

0 

5 
耔苗計劃 8,000  8,000 

新來港學

童津貼 

0 

6 
社工協辦各類服務 8,000  8,000 

全方位津

貼 

7,000 

7 

雜項 7,000 7,000  

包括培育

室支援裝

備 

1,780 

8 培育委員會培訓 5,000 5,000   0 

9 領袖生日用品開支 6,000 6,000   807.6 

10 歷奇活動、自我管理能力訓

練營-日營 
36,000  36,000 

全方位津

貼 

0 

11 領袖生訓練日營 

 
5,000  5,000 

全方位津

貼 

0 

 合計 96,000 24,000 72,000  13,287.6 

 

在財政方面，本年用款較多的部份是舉辦講座，截至六月最少有五個講座曾經進行，需要申請

撥款。其餘支出如往年一樣變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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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學年是疫情後首個復常的學年，學生因為長時間沒有上實體課和校園生活，尤其為數近半的

跨境學生幾年來因為中港封關長期沒有踏足校園，對學校紀律要求感到陌生，本組相當關注有

關情況，經過重申要求和整頓，學生表現有明顯改善，重回正軌。本組按學生需要為不同級別

舉辦各類活動、講座等收集的問卷回饋滿意百份比都在 75%以上，而本年度「情意及社交範疇

表現」問卷中「學校滿足感」、「生命意義」、「道德意識(重要性)」、「歸屬感」都達到全港學校

排名的高水平(P-值 76.8-85.7)，可見本組整體工作效果理想。其他請參考(四) 中成功指標及評

估方法。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黎良健 陳可欣 葉俊雯 周宇恆 

陳惠枝 陳雅麗 

林楚強 徐佩芬 陳凱瑩 

譚慧敏 湯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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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學校發展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4 教師能建

立積極的學習

社群，就照顧

學生學習多樣

性做專業的交

流和討論，累

積更多優質的

經驗。 

 在教師培

訓日工作

坊或同儕

分享，加

強教師對

各種學習

策略的掌

握，藉此

落實於課

堂之中。 

 

 配合學校關注

事項及校情需

要，於教師培

訓日加強教學

交流及教學策

略分享。期望

能為教師提供

更多教學點

子，進一步優

化課堂教學技

巧，強化教學

效能。 

 適時轉告教師

相關的培訓課

程。 

 

 參與老師同

意培訓內容

能配合學校

發展需要。 

 參與教師同

意培訓內容

能配合其教

學工作，提升

教學成效。 

 出席教師滿

意培訓活

動，平均分達

3 分。 

 

 教師得到更

多樣性的進

修資料。 

 

 教師問卷

調查 

 科組文件

紀錄 

 

全年 本 學 年 是

2021-2024學校

發展周期的第

二年，針對此

周期的關注事

項，教務委委

員會舉辦教研

日，撥出時間

讓科組同工能

交流教學經驗

及教學策略分

享。以 1 月 31

日的教研日為

例，各科組就

着筆記的設計

分享經驗，此

舉能把校本經

驗擴散。 

 

6月 9日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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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發展日亦為本

學年的自主學

習作了一個經

驗總結。早上

活動分為兩部

分，首先邀請

了本學年參與

QSIP 計劃的三

科(英文、科學

及歷史)分享在

本學年的合作

情況及學生成

果。及後，部

分科組亦分享

了其在本學年

指導學生摘錄

筆記的工作及

成效。根據教

師問卷結果顯

示，「培訓能提

升本科指導學

生摘錄筆記的

成效。」的評

分為 4.23 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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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分 5 分)，這反

映教師認同本

校的自主學習

發展方向。 

 

最後，為協助

同事掌握最新

的教師相關的

培訓課程，委

員會成員會於

每月初整理相

關 的 課 程 資

訊，利用電郵

向全體教職員

發放供同事查

閱。 

 

2. 塑造正面品格 2.4 加強各持

分者對正向教

育的認識。 

 與 教 育

局 /坊間

機 構 合

作，為學

校 不 同

持 分 者

舉 辦 工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及校情需要，於教

師培訓日舉辦有關

陶造學生正面價值

觀的工作坊或交流

活動，期望能為教

師提供更多點子，

 參與老師同

意講座內容

針對校情的

需要 

 

 教師問卷

調查 

 科組文件

紀錄 

 

全年 10月25日的第

一次教師發展

日，黃增祥校

長為教職員舉

辦了「培養學

生成長型思維

及靜觀體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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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作坊，讓

他 們 認

識 正 向

教 育 的

理念。 

 

提升學生的正面能

量。 

作坊」，透過不

同 的 體 驗 活

動，讓教師們

了解靜觀方法

及培養學生成

長型思維的注

意事項。根據

當日的觀察可

見，教職員們

樂在其中，而

教師們亦認同

此工作坊加深

了他們對靜觀

及成長型心態

認識。 

 

及後，本校教

育輔導心理學

家  黎子欣姑

娘就着「照顧

學生的情緒需

要」為題作分

享，教師對講

座 內 容 感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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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意。 

下午時段的培

訓以輕鬆活動

及 體 驗 班 為

主。活動前按

教師意願分成

不同的組別，

有些是藝術類

體驗、有些是

球類競技，旨

在讓大家可以

放鬆心情，增

加彼此認識。

活動後有教師

指出，疫情三

年，甚少機會

和同事接觸及

溝通，且近年

學校有不少新

入職同工，因

疫情下苦無機

會認識，透過

此類輕鬆活動

可多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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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認識。 

另外，於 6 月 9

日的教師發展

日 的 下 午 時

段，邀請了北

山堂基金學校

發展主任到校

為同事進行了

「啓動孩子的

強項與動力」

工作坊，介紹

了性格強項和

恆毅力對學生

成長的影響，

並透過「拋絲

巾」活動讓同

事領略更多正

向 教 育 的 理

念。活動問卷

結 果 非 常 正

面，特別是教

師在「我相信

在學校推動正

向教育能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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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我們的學生。」

的評分達 4.42 

(滿分 5 分)，可

見同事漸漸認

同正向教育對

學生帶來的正

面影響，並相

信此發展周期

的工作能惠及

我們的學生，

讓學生能活得

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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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整理及修訂 2022-23 科組計劃、2021-22 科

組報告、2022-23 周年校務計劃、2022-23

學校報告 

            

2. 蒐集及分析學校表現評量數據、制定學校表

現評量報告 
            

3. 與學校推廣委員會合作，於北區中學聯展中

向區內家長發放有關學校最新發展及動向

資訊 

            

4. 統計全體老師之考勤紀錄及呈交文件/完成

工作紀錄，並定期公佈結果，以提高同事之

專業文化及意識 

            

5. 進行學校持分者問卷調查 (學生、家長及教

師) 
            

6. 進行中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學生對學

校的態度」 
            

7. 進行中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問卷             

8. 統籌及協調各科組評估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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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整理及修訂中期自評報告             

10. 收集同事對2021-2024學校發展計劃的意見             

11. 修訂及整理 2023-24 周年校務計劃             

12. 整理及修訂 2022-23 科組報告             

13. 修訂 2023-24 科組計劃             

14. 整理及撰寫 2022-23 學校報告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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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舉辦活動經費 12,000 12,000   5,871.90  

2 雜項 500 500   1,000.00  

 合計 12,500 12,500   6,871.90  

 

未列入預算之明細表   

RQ NO. 備註(津貼單位) 金額($) 
 

RQB063 會德豐獎學金 19-20 曾芷晴 
      

3,000.00   

    RQC028 PWC 21/22 活動   
 

  C2.生涯規劃日 @$17,180.32   
 

  C5. English WeCan @$13,860   
 

  C7.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14,829.27 45,869.59  
 

    RQE024 會德豐獎學金 19-20 齊蕓萱     6,980.00  
 

      
 

RQE061 #全方位 125     4,930.00  
 

  跨境生復課迎新物資(糖果)   
 

    
RQE062 #全方位 126 

       

250.00   

  跨境生復課迎新物資(名牌 250 個)   
 

    
RQF077 會德豐獎學金 19-20 齊蕓萱 

       

520.00   

    
    

財政報告評估： 

雜項開支高於預期，下學年會略增加此部分的預算，其餘開支合乎預期。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根據科組整合問卷所見，大部分老師認同及肯定本組推行的實務工作。如「Q.1 我認為

學校發展委員會在推行及跟進學校持分者問卷調查及學生情意問卷調查的整體情況是理

想的。」的評分為 3.8 分(滿分 5 分)，反映教師們無論在問卷的安排及在利用數據分析結

果、提交報告等流程也感到滿意。另外，教師在推廣學校的最新發展、有關提升教學效

能工作坊、協助學校確定發展方向及關注事項，以及推動自評文化等方面均持正面及肯

定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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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組負責人對本組檢視各科組的報告及計劃書並作出適切回饋頗為認同，亦認為本組能

推動各科組對其個別工作計劃及整體表現進行自我評估。以上描述可從問卷中反映，「Q.3

我認為學校發展委員會能有效地檢視各科組的報告及計劃書並作出適切回饋」及「Q.4

我認為學校發展委員會能推動各科組對其個別工作計劃及整體表現進行自我評估。」的

評分分別為 3.93 分及 3.89 分，評分較往年提升。 

 

3. 本委員會在全校老師委員會及小組工作評估問卷調查中獲得正面評價。認識程度得分為

5.92、成員表現得分為 6.00、整體工作成效得分為 5.98 分(滿分為 8 分)，整體評分較往

年高。從整合問卷的結果中顯示，教師對本組的工作了解加深，亦認同本委員會工作的

表現和成效，由此反映本委員會成員工作認真積極，亦樂於與同事溝通。本組會進行檢

視及反思，並加強與老師聯繫，積極為學校未來發展提供所需的支援。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林荇妍 符偉殿 鍾心蓮 黃雅娟 李謙和 譚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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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早會及典禮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習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 

塑造正面 

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向

環境的佈置，營造

正向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生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於 早 會 /

周會期間

宣傳正面

價值觀，

表揚同學

在學業及

體藝上的

成就。 

 

 學生認同

多展示學

業及體藝

上的成就

能推動學

校的正向

文化。 

 

 早 會 /

周會紀

錄 

 教師觀

察 

 

全學年  每個星期二及星期五上午 8:20-8:50

設早會，上學期以實體及 ZOOM 形式

同時進行，每次早會均會安排兩級同

學進入禮堂。下學期以實體形式進

行，全校同學進入禮堂。內容是各科

組分享及宣布，同學們均準時出席。 

 根據科組問卷調查，「我認為開學禮

整體運作大致暢順」中得到 4.02 。

(滿分是 5 分) 「我認為早會整體運作

及安排大致暢順」中得 3.98 分。整

體效果理想。 

 

 成效：定期與組員分享及檢討推動正 

面價值觀的議題，並邀請相關科組如

中史科、培育委員會、社工分享。另

外，積極與各科組聯絡，於早會表揚

同學在學業及體藝上的成就，如體育

科、視藝科、學務組，STEM 均有進

行頒獎，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及加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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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習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根據科組問卷調

查，「早會時唱校歌能提升學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中得到 3.85 分 。(滿分

是 5 分) 

 

2. 

塑造正面 

品格 

2.3 優化公民及德

育教育，培養學生

的同理心及歸屬

感。 

 設定德育

及國民教

育主題式

活動，透

過不同類

型的學習

活動及集

會，培養

學生品德

情意。 

 

 利用早會

/周會開

始前播放

國民教育

短片，提

升同學對

國家的歸

屬感及國

民身份認

同。 

 

 學生認同

播放國民

教育短片

可加深對

祖國的認

識。 

 

 早 會 /

周會紀

錄 

 教師觀

察 

 

 

全學年  早會開始前會播放國民教育影片，內

容有關中國地理、經濟及社會發展，

如《綠色新視野》、《文化新演繹》、《灣

區新天地》、《歷史有話說》及《創科

新領域》等，提升同學對國家的歸屬

感及國民身份認同。 

 

 舉辦德育及國民教育主題式活動，透

過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及集會，培養

學生品德情意。例如與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協作，於早會播放《少年中國說》

音樂錄像，透過音樂、朗誦、武術、

舞蹈及書法等藝術形式，以多元才藝

體現「少年強則國強」的精神，同心

祝賀國慶。 

 

   培訓學生

主持早

會、周會

 每次早

會、周會

或典禮均

 典禮司儀

的培訓，

自我形象

 早 會 /

周會紀

錄 

全學年  每次有兩位學生擔任司儀，星期二學

生以普通話主持早會，星期五以英文

主持早會。學生主動參與司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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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習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或典禮的

能力。 

由學生主

持。 

 

得以提

升。 

 教師觀

察 

 

 

情況理想。另外，本年度增設司儀訓

練班，讓同學學習擔任司儀的演說技

巧，並能提升同學的自信心。 

 

   培訓後台

學生處理

幕後工作

的能力。 

 每次早

會、周會

或大型的

禮堂活

動，均由

學生處理

幕後工

作。 

 學生司儀

認同早

會、周會

或典禮司

儀的培

訓，可提

升自我形

象及應變

能力。 

 早 會 /

周會紀

錄 

 教師觀

察 

 

全學年  後台工作小組有六位同學負責，工作

是調節音效、播放影片及簡報等。同

學均準時到後台準備，情況理想。建

議培訓初中同學擔任後台工作小組

成員。 

   培養領獎

生上台領

獎禮儀。 

 每次早

會、周會

或典禮，

領獎生上

台領獎，

均注重領

獎禮儀。 

  

 領獎同學

認同注重

領獎禮

儀，有助

提升他們

的自信。 

 工作問

卷 

 訪談 

 

全學年  部分領獎生仍未熟悉上台領獎禮

儀，建議早會頒獎及結業禮前安排綵

排，讓學生更了解領獎程序及禮儀。 

   營造不同

語言的氛

圍，提升

 每次早會

均由同學

以普通話

 學生司儀

認同早

會、周會

 早會紀

錄 

 訪談 

全學年  星期二學生以普通話主持早會，星期

五則以英文主持早會。司儀稿由老師

及學生準備，加強同學兩文三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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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習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同學兩文

三語的能

力。 

(星期二 )

或 英 語

(星期五 )

主持。 

或典禮司

儀的培

訓，可提

升溝通能

力。 

 力。根據科組問卷「學生能透過科組

及教師分享掌握更多學校資訊，並提

升兩文三語能力」中得到 3.91 分 。

(滿分是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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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開學禮             

2. 升旗禮             

3. 結業禮             

4. 中六畢業禮             

5. 聯校畢業典禮             

6. 名人堂頒授典禮             

7. 聯校或校內大型活動 

(運動會、音樂比賽、學生會改選、試後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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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2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器材 5,000 5,000   對講機及器

材：$2828 

 

2 中六畢業禮

(紀念品/刊物) 

5,000  5,000 全方位 待定 

3 其他雜項 1,000 1,000   待定 

 合計 11,000 6,000 5,000  支出：待定 

餘：待定 

 

未有入預算的項目：Dell Mobile Precision 3580 手提電腦 (因舊有的手提電腦已損

壤) 

金額：$12117  

 

財務報告檢討： 

本年度購買手提電腦及對講機，超出預算。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工作評估： 

 統籌開學禮、校運會、結業禮、中六畢業禮、聯校畢業禮的工作，與各科組合作，編訂早

會分享內容。每個星期二及星期五上午 8:20-8:50 設早會，以實體及 ZOOM 形式進行，全

校同學會在 8:15 進入禮堂，先唱校歌，再有各科組的活動分享及頒獎，學生均積極參與

早會，整體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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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本人會善用校內及校外的資源以推動各科組的協作，期望透過早會可以凝聚師生力量。 

 活動內容 預期成效 

1  統籌早會內容 主動邀請各科組及科組負責人分享。 

2 唱校歌 早會開始會先唱校歌，建立關愛、團結師

生的正向校園。 

3 學生參與司儀工作 繼續舉辦司儀訓練班，教授學生撰寫司儀

稿及擔任司儀的技巧(如表情、說話聲線、

態度等)。 

4 推動正向價值觀及國民教育 早會分享及宣傳，播放國民教育短片，提

升同學對國家的認識及身份認同。 

 

 

(五)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陳雅麗 曾凱琹 周宇恆 黃凱雯 

 梁天雪 馬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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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家長及校友事務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

格 

2.4 加強各持分 

者對正向教 

育的認識。 

適時舉辦家長

講座、靜觀工

作坊，向家長

推廣正向管教

的方法，提升

管教效能，促

進親子之間正

面的關係。 

 

 與社工合

作為家長

安排有關

正向教育

的講座 

 

 全年舉辦有

關講座達兩

次。 

 

 家長講座

紀錄 

 

全年  與社工分

別在 2022

年 12 月 7

日及 2023

年 3 月 24

日合辦了

兩場家長

講座，因

疫情關係

以實體及

zoom 形式

同 步 進

行，講座

內容有關

家長與子

女建立正

面 的 關

係，以及

關顧子女

的精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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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康。完成

後與家長

訪談，他

們認同工

作坊內容

對他們很

有幫助。 

 大部分參

加的家長

均認同正

向管教能

促進親子

之間的關

係。 

  

聯 繫 跨 境 家

長 ， 加 強 溝

通，協助跨境

家長了解本校

學習情況。 

 進行調查跨

境學生的數

目 

 透過家長訪

談，初步了

解家長及跨

境 生 的 需

要。 

 

 成功完成調

查問卷 

 適時就家長

提供的意見

向校方反映 

 

 問卷 

 家長訪談 

全年  經 統 計

後，全校

有約二百

多位跨境

學生。 

 因 應 疫

情，開學

前以微訊

群組形式

聯繫中一



-465-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新 生 家

長，並提

供適切幫

助。家長

在群組及

網上表示

學校能支

援他們的

需要。 

 另外，於

10月24日

及 1 月 18

日在尖子

房舉行了

兩場跨境

學生家長

講座。校

長、副校

長及各科

組負責人

均表達了

對跨境學

生適應學

習 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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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顧，及回

應有關學

習上的支

援。完成

後家長在

微訊群表

示他們感

覺有很大

的幫助。 

 超過九成

家長認同

講座能幫

助他們解

答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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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聯絡校友             

2. 師友計劃 
            

3. 校友職場分享             

4. 收集畢業生聯絡資料             

5. 發放有關學校的訊息 
            

6. 家教會周年大會             

7. 家長義工服務 

(迎新日 28/8)、監考(10 月、1 月、3-4 月及

6 月)、運動會(3 月)、秋祭(10 月)、北區中

學聯展(11 月)、創科同樂日(12 月)) 

            

8. 家長聯誼活動 

(聚餐、親子遊、尖子遊) 
            

9. 家長手冊 
            

10. 為家長提供國家安全教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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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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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紀念品/活動項

目 
1,500 1,500   

1,890 

2 雜項 500 500   0 

3 家長手冊 22,000 11,000 11,000 PTA 21,800 

4 講座 10,000  10,000 PTA 0 

5 同樂日用款 3,000  3,000 PTA 0 

 合計 37,000 13,000 24,000  23,690 

 
檢討： 

因紀念品價格成本上升，支出稍為超出預算，而其餘各項活動支出並沒有超出預算。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每年召開約三次委員會會議，分別於學期初、學期中及學期尾召開會議，商討委員會

的運作情況。各項工作已按時完成。財政收支平衡。各組員完成按學期初分配之工作，

組員之間也相處融洽。 

2. 活動後發問卷調查、訪談或觀察以了解參加者的意見。各項活動都得到超過九成參與

者認同。 

3. 本委員會期望發展年青校友群，故希望有更多舊生能加入本委員會。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陳安琪 陳惠枝 余偉民 周佩珊 何諾熹 彭及麟 謝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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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SEN 支援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1 豐富學校正

向環境的

佈置，營造

正向氛圍。 

 把正向元

素融入在

學生的校

園 生 活

中，營造

欣賞氛圍

及文化。 

 

 舉辦活動 

/ 工作坊

以推廣共

融校園文

化 

 

 學生對活動評

價滿意度達 7分

(以 10 分為標

準) 

 學生投入活動 

 會議紀錄 

 觀察 

 活動出席

紀錄 

 問卷 

全年 1. 已舉辦初中的「生命

之旅」，學生投入活

動，根據問卷調查，

學生的滿意度為 7.8

分(以 10 分為標準)。 

2. 已舉辦共融活動日以

推廣共融校園文化，

學生投入活動，根據

問卷調查，學生的滿

意度為8分(以10分為

標準)。 

3. 將於 7 月舉辦共融藝

術活動，8 月為中一學

生舉辦「共融互動劇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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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2.塑造正面品格 2.2 提升學生抵

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

的能力。 

 與校內輔

導團隊協

作，從學與

教及資源

運用的角

度提供意

見，照顧有

精神病患

學生的學

習需要，以

及加強精

神健康教

育。 

 安排有精

神病患學

生定期與

教育心理

學家作專

業評估，以

就其學習

需要提供

意見。 

 以跨專業

團隊模式

支援有精

神病患學

生。 

 因應學生的學

習需要提供適

切的支援、課程

及教學調適。 

 會面紀錄 

 觀察 

全年 1. SENCO 與輔導主任、

社工、班主任、科任

老師、不同學生家長

進行多次會面，並作

相關跟進，如給多些

時間予有關學生以完

成(依據科任教師的專

業判斷)，調節或減輕

功課數量(尤其是因功

課壓力致有精神健康

需要的學生) 、課後個

別輔導、上課座位安

排等等。 

2. SENCO 與 EP、輔導主

任、社工定時進行會

議，支援有精神病患

學生，如學生試藥期

間，酌情處理有關學

生回校上課時間，漸

進式復課等等。 

3. 因應有精神病患學生

的需要，個別個案學

生與教育心理學家已

會面 3-6 次。 

   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

支援及課

外活動，以

 辨識有特

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

(包括資優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出席相關

活動達 80% 

 特殊學習需要

 會議紀錄 

 觀察 

 活動出席

紀錄 

全年 

 

1. 因應學生需要，已完

成不同學習活動，包

括 ： 學 習 技 能 班

(S1-5)、生命知旅(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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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照顧學習

多樣性。 

學生)，為

其安排轉

介予教育

心理學家

作專業評

估。 

 以跨專業

團 隊 模

式，推動及

早識別和

支援有特

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 

 按學生不

同的特殊

學 習 需

要，安排不

同培訓活

動以配合

學習需要。 

 透過「全校

參 與」模

式與校 內

教師/功能

小 組 協

作，為有特

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

學生對活動評

價滿意度達 7分

(以 10 分為標

準)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投入活動 

 因應學生的學

習需要提供適

切支援計劃、課

程 及 教 學 調

適、考試及評核

的特別安排。 

 問卷 教)(S1)。上述活動平

均出席率達九成，評

價滿意度平均達 8.6

分。  

2. 已因應學生的學習需

要提供適切支援計劃

(四名學生進行 IEP)、

課程及教學調適(隨時

更新、跟進)、考試及

評核的特別安排(隨時

更新、跟進)。 

3. SENCO 與 EP、社工定

期進行個案會議，舉

行了 12 次，並作相關

跟進。 

4. 跟 EP合作處理個案達

26 位，個案情況已在

會議上分享 (重新檢

視 8 位; 轉介跟進- 18

位 ) 。 

5. 本學年所遞交的申報

DSE 特殊考試安排已

全部獲考評局接納。 

6.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老

師在課程設計和學與

教範疇上滲入照顧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元素，並支援科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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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擬定支援

計劃、課程

及教學調

適、考試及

評核的特

別安排。 

師採用有效的支援策

略 (如元認知學習策

略、發聲思維)，並進

行了 4-5 次共同備

課，了解及評估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

習特性、能力，並已

於中一級中文科、英

文科完成設計分層工

作紙(4 套)以照顧學習

差異。 

   按學生不

同的特殊

學習需

要，安排不

同活動以

照顧不同

的成長需

要。 

 以跨專業

團隊模

式，支援有

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

生(Tier 

3) ，為學

生訂立

IEP。 

 按有特殊

教育需要

的學生

(Tier 3)不

同的特殊

學習需

要，安排不

同培訓活

 因應學生的學

習需要提供適

切的 IEP、支援

計劃、課程及教

學調適、考試及

評核的特別安

排。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出席相關

活動達 80%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對活動評

價滿意度達 7分

(以 10 分為標

準)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投入活動 

 會議紀錄 

 觀察 

 活動出席

紀錄 

 問卷 

全年 

 

1. 接受 IEP 學生達 4 人

(S2：2 人、S3：2 人)，

SENCO 與 EP、家長進

行會面(3 次)，作相關

跟進。 

2. SENCO 與其家長有定

期緊密溝通，以加強

照顧力度。 

3. 因應學生需要，已完

成不同學習活動，包

括：學習技能班(S1 至

S5)、生命知旅(正向教

育)( 中一)，上述活動

平均出席率達九成，

評價滿意度平均達

8.6 分。 

4. 完成專注力小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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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動以配合

學習需要。 

 透過「全校

參與」模式

與校內教

師/功能小

組協作，為

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

學生(Tier 

3)擬定

IEP、課程

及教學調

適、考試及

評核的特

別安排。 

 推動家校

合作，與家

長密切聯

繫，如不定

期會議或

電話聯

絡，與家長

互相配合

以支援有

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

生。 

一、二、三)、社交小

組(中一、二、三)、中

三生涯規劃，學生投

入活動，，上述活動

平均出席率達九成，

評價滿意度平均達 8

分。 

5. 完成 146 小時言語治

療。 

6. 於中一、二、三級推

展「一頁檔案」，SENCO

和特殊學習需要支援

老師透過電話不定時

與家長聯繫，以瞭解

家長的期望和關注事

項，並適時回饋，讓

家長更了解子女的特

性、學習及發展需

要，與家長互相配合

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家長與學

生均對此感到滿意，

有助家長了解學生的

成長需要，減少期望

落差，從而減少學生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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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按學生不

同的特殊

學習需

要，安排不

同活動以

照顧不同

的成長需

要(情緒、

社交)。 

 I-LAUGH社

交小組 

 自己友午

間桌遊 

 SEN 生涯

規劃服務

(S3) 
 「自己友」

多感官學

習計劃(日

營 及 營

前、營後聚

會) 

 SENCO / 
輔導員因

應 AD/HD

學生進行

執行能力

訓練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出席相關

活動達 80%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對活動評

價滿意度達 7分

(以 10 分為標

準)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投入活動 

 會議紀錄 

 觀察 

 活動出席

紀錄 

 問卷 

全年 

 

1. 已舉辦社交小組 (中

一、二、三) 、午間桌

遊，學生投入活動，

上述活動平均出席率

達九成，評價滿意度

平均達 8 分。 

2. 已舉辦 SEN 生涯規劃

服務(S3) ，學生投入

活動，，上述活動平

均出席率達九成，評

價滿意度平均達 8分。 

3. 「自己友」多感官學

習計劃(日營及營前、

營後聚會) 將於 7 月

進行。 

4. SENCO/輔導員替 1 位

ASD 學生，1 位 ADHD

學生進行執行能力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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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甄別需要學習支援的學生，取得其家長的同意，

為學生制訂支援紀錄並上報教育局申請學習支援

津貼。 

✓ ✓ ✓          

2. 為有個別需要學生編寫「個別學習計劃」並按計

劃執行。 
✓ ✓ ✓          

3. 為不同類型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購買適切的服

務及監察服務的成效。 
✓ ✓ ✓ ✓ ✓ ✓ ✓ ✓ ✓ ✓   

4. 安排語文科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教學

調適策略。 
✓            

5. 安排為疑似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個案作初步評估。 ✓ ✓ ✓ ✓ ✓ ✓ ✓ ✓ ✓ ✓   

6.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設特別考測安排。  ✓   ✓  ✓   ✓   

7.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申請公開試特別安排。 ✓ ✓ ✓ ✓         

8.針對學生需要安排小組訓練活動以建立相關能力

(例如：自理、解讀想法等)。 
✓ ✓ ✓ ✓ ✓ ✓ ✓ ✓ ✓ ✓   

9.邀請老師參與專業課程、講座、工作坊等，提升

老師在照顧個別學習差異上的專業水平。 
✓ ✓ ✓ ✓ ✓ ✓ ✓ ✓ ✓ ✓ ✓  

10. 跟教育心理學家、社工舉行個案會議以跟進個

案情況。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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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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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聘請教學助理 390,000  390,000 

(LSG)學

習支援津

貼 

283,500 

2 

外購服務 500,000  500,000 

(LSG)學

習支援津

貼 

560,060 

3 

教材/配套設備 5,000  5,000 

(LSG)學

習支援津

貼 

0 

4 

教師培訓 5,000  5,000 

(LSG)學

習支援津

貼 

0 

5 雜項 1,000 1,000   800 

 合計 901,000 1,000 900,000  844,360 

 

檢討：外購服務方面，由於本學年的 LSG 預算較充裕，故表面上支出是超出預算，但實際上

是有餘款。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本學年活動較去年多元化，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學習、社交、情緒、個人成長、執

行能力、多元智能) ，學生積極參與，有助建立自信。 

2. 本校於本學年增設了特殊學習需要支援教師，為 87 名個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跟進

和支援服務，如入班協作教學 / 個別或小組輔導 / 入班支援，每位特殊學習需要支援

教師約每個循環周約 31/32 節。而且，跟個別同事進行共同備課(已進行 6 次)、協作教學，

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再次，特殊學習需要支援教師執行「一頁檔案」，以「一頁

檔案」作橋樑，特殊學習需要支援老師不定時與家長聯繫，以瞭解家長的期望和關注事

項，並適時回饋，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特性、學習及發展需要。此外，因應「個別學習

計劃」，特殊學習需要支援教師提供小組輔導教學，以照顧學生需要。汲取本年經驗，以

及與他校交流後，建議來年特殊學習需要支援教師於三層支援架構中，作以下支援： 

 第一層支援： 

每循環周有 10 節入語文科課堂與科任老師作協作教學，促進校內同工於課程設計和學與

教範疇上滲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元素，並引導採用有效的支援策略，提升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效。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老師在課程設計和學與教範疇上滲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元

素，並支援科任老師採用有效的支援策略，並進行了 6 次共同備課，了解及評估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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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能力，並已完成設計分層工作紙(4 份)以照顧學習差異。 

 第二層支援： 

定期與學習技能班 / 社交小組 / 專注力或執行能力訓練小組導師聯絡，就學生在小組

內表現與學生共同檢討，給予回饋。 

 第三層支援： 

協助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跟進「個別學習計劃」，按需要為學生提供個別學習支援，以

提升其學習技巧。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葉俊雯 陳可欣 王翠芝 尹鳳玲 陳凱瑩 譚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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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STEM 教育委員會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評估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提升學生的共通

能力，透過跨科

組協作的  STEM 

探究，培養學生

綜合運用知識、

創造、協作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 

相關數理同事每

年進行兩次或以

上的會議，探討、

安排及檢視跨科

協作活動以供學

生參與，培養學生

綜合運用知識、創

造、協作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22/23

年度會以智能種

植為題。） 

 

 數理科安

排 1 次大

規模跨科

協作活

動。 

 

 相關科組會議

紀錄 

 相關活動（或）

科本問卷 

 

全年 成功在中二級

推行 IoT 自動

化水耕種植的

跨科（創意研

習、數學、科

學及 ICT）研習。 

同學需運用不

同學科的知識

和技能，包括

編程、 3D 設

計 、 數 據 記

錄、繪畫統計

圖表、生物知

識等，以製作

IoT 自動化水耕

種植機及解決

當中遇到的種

植困難。 

 

在學習評估問

卷 ， 學 生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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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STEM 科的滿意

度平均高於 8

分（10 分為滿

分），推行成效

理想。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適 當 地 運

用科技，設

計 具 挑 戰

性 的 學 習

活動，加強

學 生 的 內

在 學 習 動

機 和 好 奇

心，幫助學

生 有 效 地

將 所 學 應

用 於 現 實

情境中。 

 

 中四 OLE 課程

安排學生學

習 IoT、遊戲

編程及積木

搭建等活動。 

 

統籌初中科學、普

通電腦及創科研

習的課程內容更

新。 

 參與學生認

為活動有

趣、具挑戰

性和能讓他

們發揮傳統

課程以外的

才能。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全年 於 OLE 課程中

引入新興的科

技課程，包括

VR/AR、AI、3D

設計、無人機

編程等的學習

體驗，以裝備

同學面對未來

的挑戰。 

 

在學習評估問

卷，學生對 OLE

課程的滿意度

為 8.7 分（10

分為滿分），推

行成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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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習 1.2 推展 STEM 

教育以豐富學

生學習經歷，

引發學生持續

學習興趣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及 校 際

STEM 比

賽，增加學

生 進 行 科

普 探 究 的

機會。開拓

視野，發展

潛能。 

 

 安排 STEM 校

隊學生參加

校外比賽，增

加學生進行

科普探究的

機會。 

 

 有關組別協

助籌辦北區

小學創科同

樂日，並培訓

學生為服務

生，開拓學生

視野，發展潛

能 

 

 有關組別協

助舉辦校內

STEM 周，佈

置班/社際比

賽、攤位等活

動。 

 每 年 安 排

STEM 校隊參

與最少一項

全港比賽。 

 

 

 

 有關組別參

與籌辦北區

小學創科同

樂日工作 

 

 

 

 

 

 有關組別參

與校內 STEM

周的工作 

 

 比賽參賽記錄 

 

 

 

 

 

 

 STEM 教育委

員會的會議或

活動紀錄 

 老師觀察或參

與學生的問卷 

 

 

 

 

 STEM 教育委

員會的會議或

活動紀錄 

 

全年 STEM 校隊一共

在 8 項全港性

的 STEM 比賽

中合共獲得 13

項獎項，獎金

$38,500。當中

包括 7 項三甲

的優秀獎項，

表現卓越。本

學年的 STEM

校隊一共有 15

名同學，主要

參加科技創新

及 機 械 人 競

賽。當中開發

的作品包括栽

ful、AI 智慧沙

灘清潔車及智

慧 Al 工地安全

系統。 

 

本年的北區小

學創科同樂日

增設磁浮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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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創作大賽。本

科老師指導學

生 利 用

microbit 和 電

子零件搭建比

賽賽道及計時

系統，並挑選

及培訓學生作

爲當天的服務

生。同學表現

積極、投入及

專業，運用在

STEM 科學到的

知識、解難及

協作能力，維

持計時系統穩

定 暢 順 地 運

作，讓比賽得

以成功進行，

同學充滿成功

感，樂在其中。 

 

STEM 周改於 5

月舉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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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了 社 際

Robomaster 機

甲大師賽，同

學 需 發 揮 創

意、編程、團

體合作、溝通

能力運用自主

研發或改裝的

機器人進行分

組對賽。比賽

成功吸引 200

人次的同學到

禮堂觀摩，25

名同學分社組

隊參與賽事，

成效理想。 

 

另外，STEM 周

成功邀請微生

物學權威袁國

勇教授親臨本

校與全校同學

進行分享。同

學透過講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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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動和會面，與

教授零距離交

流工作、生活

體驗及成功之

道，以及認識

科技工作的各

方面，同學反

應積極理想。

問卷結果顯示

學生對是次活

動的滿意度為

4.1 分（滿分為

5 分）。 

 

1.深化自主學習 1.3 改善校園

及課室設施，

協助學生自主

學習。 

 設立並善

用 ITSC，培

養學生成

為創客。 

 

 安排 STEM 校

隊在聯課活

動時段在 ITSC

內進行內部

培訓，教授高

階編程和使

用不同的元

件或儀器進

行研究。 

 每年安排

STEM 校隊

參與最少

一項全港

比賽。 

 

 

 

 

 比賽參賽記

錄 

 

 

 

 

 

 

 

全年 ITSC 本年增設

AI 機械手臂編

程套件，同時

安排 STEM 校

隊參加相關的

機械臂比賽，

以加深同學認

識工業 4.0 的

科技發展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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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統籌、分配及

申請學校 IT

創新實驗室

計劃資助款

項 

 

 STEM 校隊

成員出席

超過 70%的

培訓時段。 

 成功申請 

 

 

 校內培訓記

錄 

 

 

 申請表格及

批核信件 

 

本組成功申請

了 7 個項目，

包括AI 基礎課

程、AR 及 AR

課程、AI 進階

課程、機械臂

編程  、 Unity 

3D 虛擬學校及

NFT 製 作 課

程、進階無人

機多機編舞計

劃、人工智能

物聯網在智慧

生活的應用，

累積合共獲批

$980,399 。 另

外，上學年申

請的無人機編

舞 課 程 已 在

21/22 學年暑假

完 成 ， 而

RoboMaster 課

程和本年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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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的 7 個項目將

在本學年陸續

推行。 

 

有賴 STEM 校

隊的負責老師

及 同 事 的 努

力，STEM 校隊

成員出席超過

80% 的培訓時

段，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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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北區小學創科同樂日 ✓ ✓ ✓ ✓         

2. STEM WEEK     ✓ ✓ ✓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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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 

支出金額 

($)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創科同樂

日（培訓學

生、購買器

材等） 

50,000   50,000 全方位 49,930.71 

2 STEM 活動

器材 
25,000   25,000 

全方位 
$24,702.48 

3 STEM 比賽

經費 
20,000   20,000 

全方位 
$21,213.09 

4 STEM 活動

導師費 
40,000   40,000 

全方位 
$24,840.00 

5 姊妹交流

活動經費

（STEM） 

10,000  10,000 

姊妹學校

計劃 0 

6 雜項 1,000 1,000    0 

7 STEM 周

活動器材 
4,000  4,000 

全方位 
0 

 合計 150,000 1,000 149,000   $120,686.28 

 

財務評估：整體財務預算運用良好。因今年 STEM 比賽均已復常，STEM 校隊一共參加了 8 項

全港性的 STEM 比賽，並獲得不錯成績。比賽涉及不少的經費開支，例如購買比賽物資、儀

器及學生的交通及膳食開支等。因此，在 STEM 比賽經費的項目錄得輕微超支，來年將加大

預算，以應付比賽的各項開支。另外，因今年 STEM 周的活動均以創新實驗室計劃資助，因

此 STEM 周活動器材沒有額外的開支。姊妹學校計劃今年亦未有交流活動進行，所以姊妹交

流活動經費沒有錄得任何開支。除此之外，隨著中藥園陸續建成，因此本會需要額外的預算

來優化中藥園的設施，例如建立智能溫室及添置 IoT 自動種植系統。 

 

(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本委員會透過三個階段推展校內的 STEM 發展。首先是制定科本及跨學科的課程，在初中

的級別推行 STEM 基礎教育，使每個初中生都能有 STEM 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對各數理

學科的興趣及提升學生的 STEM 素養。然後，本組透過籌備全校性及社區性的大型活動，

例如 STEM 週、創科同樂日、訪校 STEM 工作坊、小五體驗日等，建立校內外的 STEM 學習

氛圍，提升本校在區內的 STEM 發展正面能見度，吸引更多資優的小學生報讀本校。最後，

本組會挑選一些在 STEM 上有潛能及興趣的同學加入 STEM 校隊，在課堂以外時間提供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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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式學習及培訓機會，鼓勵他們參加全港性的 STEM 活動及比賽，讓他們能夠進一步發展

STEM 才能。 

 

為配合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創科發展及 STEAM 教育，原來的 STEM 科將加

入藝術（Art）的元素，改爲 STEAM 科，以為學生打好基礎，配合香港未來發展創科的大

方向。STEM 教育委員會來年也建議更名為 STEAM 教育委員會，以推動校內 STEAM 的發

展。 

 

STEAM 科內容涵蓋人工智慧、物聯網、3D 設計、鐳射雕刻及切割、VR/AR 元宇宙、機械

臂編程等的新興科技學習元素，以普及化、趣味化、多元化的方式推動 STEAM 教育，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為未來作好準備。以下是中一至中三級的 STEAM 科重組後的課程大

綱。中一及中二的創科研習（普腦）科會擴展至中一至中三級。科目將重組為中一及中二

級 STEAM (S)及 中三級 STEAM (A)。STEAM (S)的課程將以原來的創科研習（普腦）科課程

為框架，並加入人工智慧、3D 列印、機械臂編程等的學習元素，進行課程更新，與時並進。

STEAM (A)將在 STEM 學習的基礎上以藝術學習為主軸。STEAM (A)將涵蓋元宇宙、3D 動畫

及遊戲設計、鐳射列印、3D 建模設計等。本人期望透過以上的課程重組向同學提供全面深

入的 STEAM 教育，以培養他們具備 21 世紀的技能和知識。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賴富偉 譚鎮球 林楚強 郭錦華 

陳子鴻 葉嘉然 張琬梓 

 陳浩賢 賴文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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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 
推動閱讀專責小組周年報告 

(一) 發展性工作計劃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1：深化自主學

習 

1.1 訂立適切

的教學策略，

培養學生的學

習擁有感及提

升 自 我 效 能

感。 

 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

習及閱讀

習慣，加

強學習策

略 的 訓

練。 

 

 舉辦作家

講座，與

學生分享

提升閱讀

能力的方

法。 

 

 與科主任

合作，安

排科任老

師帶領學

生到圖書

館借閱科

本推薦圖

書，以培

養學生閱

讀習慣及

興趣。 

 成功舉辦

作 家 講

座，並吸

引學生收

聽。 

 

 

 各班借閱

圖書量較

前增加。 

 

 

 透 過 觀

察、口頭/

問卷調查

師生對講

座 的 意

見。 

 

 

 統計各班

借閱圖書

量。 

 

 

全年  在 2 月舉辦

了 閱 讀 講

座，講者講

述閱讀的樂

趣和提升閱

讀能力的方

法，學生反

應良好。 

 

 (1)生命教育

科安排了初

中各班學生

到圖書館借

閱正向主題

的圖書，共

借出 562 本

圖書。 

(2)中史科中

一、中二級

借閱 150 本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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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3)與英文科

合辦英文閱

讀報告寫作

嘉許活動 

(Outstanding 

Book Report 

Awards)，各

班學生借閱

圖書，各班

都有水準優

良的作品獲

得嘉許。 

 

2︰塑造正面

品格 

2.2 提升學生

抵抗及處理逆

境、情緒壓力

及精神困擾的

能力。 

 購置正向

教 育 圖

書， 透過

閱讀，讓

學生提升

及保持正

面 價 值

觀。 

 

 邀 請 培 育

委 員 會 老

師推薦，並

由 圖 書 館

購 買 正 向

教 育 或 與

相 關 的 圖

書，鼓勵學

生借閱。 

 

 

 圖書館能

成功購買

正向教育

圖書，並

吸引學生

借閱。 

 

 

 

 學生能認

識及學習

 統計新添

置圖書數

量及借閱

情況，以

反映學生

對相關圖

書的喜愛

程度。 

 

 透過閱讀

活動測量

全年  與培育委員

會合作購買

正向教育圖

書供學生借

閱。 

此外在早會

中推介正向

圖書，學生

反應熱烈，

並到圖書館

借閱。 



-493- 

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利 用 上 述

圖書，舉辦

相 關 閱 讀

活動，以提

升 學 生 對

各 種 品 格

的 認 識 和

學習。 

 

提升正面

價值的途

徑。 

 

 

 全年至少

舉辦一次

相關閱讀

活動。 

 

學生對正

向教育或

品格的認

識度。 

 

 口 頭 / 問

卷調查師

生對相關

措施的意

見。 

 

 

 

 學生在閱讀

報告中反映

正面思想，

從與學生口

頭訪談中，

他們表達正

面想法。 

 

 12 月與視覺

藝術科合辦

了禪繞畫正

向心意卡設

計比賽，學

生閱讀正向

書籍及設計

心意卡。學

生積極參與

活動，已完

成頒獎以作

鼓勵。 

 

 5 月與視覺

藝術科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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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關注事項 

目標 

(學校整體) 
科組目標 行動/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日期 評估 

了中三級藏

書票製作活

動，學生閱

讀 有 關 書

籍，從中了

解到珍惜圖

書和感恩的

正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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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計劃評估 

工作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 定期進行『閱讀之星』（個人及班別獎）統計             

2. 推展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3. 推動師生於早會進行閱讀分享               

4. 推展中文及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5. 舉辦世界閱讀日活動             

6. 新書及專題圖書展覽 / 家長日書展             

7. 挑選及帶領學生參加校外閱讀活動及比賽             

8. 為師生訂購及跟進報章雜誌             

9. 管理各班課室圖書資源             

  

恆常工作計劃檢討： 

  9 月 - 8 月計劃之恆常工作已按時完成 

   

  以下原定於 9 月 - 8 月進行之恆常工作未能按時完成，原因及跟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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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預算 

 

檢討： 

截至 10/7/2023 為止，本年度支出為 $55712.83，並未超出預算。 

 

 

 

 

 

 

 

編號 項目 

預算 

支出金額 

($) 

預算撥款戶口/金額 實際支出 

一般撥款 

($) 

特別撥款 

($) 
備註 

 

1 圖書館書籍 15000.00  15000.00 學校閱讀 8620.2 

2 
報章雜誌 

 
12000.00  

12000.00 學校閱讀 9891.2 

3 購買文憑試試題 4900.00 4900.00 
  3080 

 

4 講座費用 3600.00  3600.00 學校閱讀 3000 

5 
處理書籍之文儀

用具 
3000.00 3000.00 

  2562.2 

6 
活動獎品 6000.00  

3000.0 全方位 2550 

 3000.0 學校閱讀 3249 

7 原子印章 1200.00 1200.00   1200 

8 
影印Past Paper版

權費 
 4800.00  4800.00 

  4685 

9 租用新的影印機 12000.00 12000.00   8920.68 

10 傢具添置 4950.00 4950.00   2080 

11 
購買電腦及周邊

設備 
20000.00  20000.00 

CITG 0 

12 
圖書館管理員活

動 
2000.00  2000.00 

全方位 1972.17 

13 
課室圖書閱讀計

劃 
3000.00  3000.00 

學校閱讀 817 

14 主題閱讀活動 3000.00  3000.00 學校閱讀 2749.38 

15 雜項 6000.00 6000.00   336 

合計 101450.00 36850.00 64600.00  55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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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工作評估及建議 

1. 圖書館定期進行『閱讀之星』（個人及班別獎）統計結果，能掌握學生借閱書籍的喜好和

概況，圖書館從而安排購置適合學生的圖書，學生對不少新購圖書很感興趣。 

    

2. 推展校本閱讀獎勵計劃方面，科任老師推介圖書及鼓勵學生借閱，學校推動塑造正面品

格，學生在借閱心理學--正向品格建立的圖書尤其積極，在閱讀報告中往往寫下正面的反

思。 

 

3. 在 4 月舉辦世界閱讀日活動，各科老師在午間書攤推介圖書，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與老

師及在場同學互動交流，本委員會派發獎品作為鼓勵，現場所見，氣氛愉快熱鬧，有助

推動閱讀風氣。 

 

4. 推動師生於早會進行閱讀分享方面，各科由學生、老師、師生一起推介中英文圖書，及

後能推動學生到圖書館借閱有關圖書。然而，中文圖書普遍較英文圖書受歡迎。建議初

中英文圖書可選擇內容較淺白的作推介。 

 

5. 閱讀講座於 2 月舉行，主題配合深化自主學習的學校關注事項，學生反應良好，能作出

提問，加深了解如何提升閱讀能力。 

 

6 圖書館定時作新書及專題圖書展覽，大型書展於 2 月在禮堂舉行，參觀班級人數及銷情

滿意。 

 

7. 學生獲得北區閱讀之星榮譽及參加校外閱讀講座，寫作活動的作品獲得出版，學生感到

鼓舞，此外本委員會也挑選學生參與 7 月在會展舉行的大型書展，增廣見聞，學生表現

積極。 

 

8. 本年度學校發展委員會收集的「委員會評估及委員會總評」問卷所得，老師對本委員會

各項工作表現（以 5 分為滿分）有平均 3.94 的評分；對本委員會認識程度及成員的工作

表現（以 8 分為滿分）則有（6.0）及（6.11）的評分，工作成效有（6.0），本委員會對

全年工作表現尚感滿意。 

 

 

(五) 成員， 

  

主席 副主席 成員 

麥麗清 蕭海韻 鄭幼琳 梁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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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報告（2022/23）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減輕 SEN

支 援 小

組 教 師

的 工 作

量，騰出

空 間 為

SEN 學生

進 行 輔

導。 

 

 

 

 

1. 聘請 2 名教學助

理，協助老師處理

各項有關 SEN 學生

之文書及行政工

作： 

a. 支援 SEN 學生； 

b. 考試、測驗分數

之處理； 

c. 試卷及教學筆

記等之文書處

理； 

d. 準備教學時需

用器材； 

e. 處理各項與訓

導及輔導有關

工作等。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人 

教學助理每

月薪酬連強

積 金 為

$15,589.35 ，

聘用十二個

月連強積金

為所需金額

為

$187,072.20。      

 

教學助理每

月薪酬連強

積金為

$14,175.00，

聘用十二個

月連強積金

為所需金額

為

$170,100.00。 

 

二零二二年

九月至二零

二三年八月 

1. 定時協助 SEN 學生學習； 

2. 減輕教師的文書及帶領活

動工作，使他們更能專注

教學工作，照顧學生學習

差異及籌辦課外活動。 

問卷 1. 減 輕

SENCO 工

作，處理

SEN 活 動

的文書工

作。 

2. 協助教師

處理學生

上課時的

行 為 問

題，提供適

時的學習

支援。 

3. 協助處理

SEN 出 席

外聘服務

的跟進及

輔導。 

4. 跟進個別

SEN 學 生

的專注力/

執行能力

訓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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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為 言 語

障 礙 學

生 提 供

言 語 治

療訓練 

2. 外聘機構安排言

語治療師到校進行

個別及小組服務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人 

評估及訓練

費用： 

$240,900 

二零二二年

九月至二零

二三年八月 

言語障礙學生得到言語治

療評估及訓練，提升說話

能力。 

評估報告、觀察

及問卷 

1. 減輕

SENCO 工

作 

2. 評估及跟

進 SLI 學生 

3. 進行教師

培訓，讓老

師更了解

SLI 學生情

況 

4. 促進家校

合作 

5. 為 21 名言

語障礙學

生提供言

語治療評

估 及 訓

練，提升說

話能力。

(每小時費

用 ：

$1,650；費

用總數：

$2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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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為讀寫障

礙學生提

供讀寫能

力訓練 

外聘機構安排言語

治療師及輔導員到

校進行小組服務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人 

訓練費用：

$119,700 

二零二一年九

月至二零二二

年八月 

1. 讀寫障礙學生得到訓練

及提升讀寫能力。 

2. 學生能掌握基礎中文知

識； 

3. 學生對學習提高了興

趣，能改善學習方法，增強

學習效能。 

觀察及問卷 1. 因應學生需

要，已完成

不同學習活

動，包括：

學習技能班

(中一至中

四)、專注力

小組(中二、

三)、社交小

組(中一、

二、三)、言

語治療、中

三生涯規

劃、共融活

動日、共融

藝術活動、

「共融互動

劇場」、生

命知旅(正向

教育)( 中

一、三)等。

上述活動平

均出席率達

九成，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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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滿意度平均

達 8.5 分(以

10 分為滿

分)。 

2. 學生投入、

積極，並認

為對其有幫

助。 

安排學習/

共融文化

活動、校本

教師培訓

及家校合

作支援活

動 

外聘機構主講支援

SEN 學生的專題講

座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人 

65,600 二零二一年九

月至二零二二

年八月 

教師能加深相關範疇的認

識，有助在日常施教時更有

效支援學生。 

觀察及問卷 1. 校本教育心

理學家提供

3 次教師培

訓，有助老

師了解及掌

握 SEN 學生

特性，提升

教學技巧。 

2. 學生反應理

想，積極參

與，接受彼

此不同，對

同學具同理

心。 

3. 九月至十月

已舉辦初中

的「生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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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旅」，學生投

入活動，根

據問卷調

查，學生的

滿意度為

7.8 分(以 10

分為標準)。 

4. 「共融活動

體驗日」

(24/05/2023)

推廣共融校

園文化，學

生投入活

動，根據問

卷調查，學

生的滿意度

為 8分(以 10

分為標準)。 

購買教材/

配套設備 

購買可支援 SEN 學

生學習的教材或配

套設備，如桌遊或讀

屏器等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支援小組

負責人 

0 二零二一年九

月至二零二二

年八月 

有效協助學生學習。 觀察及問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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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學習支援津貼」餘額 $76,600 教師專業培訓 $0 

2 2022/2023 學年「學習支援津貼」撥款 $925,685 聘請教學助理 $380,520 

3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 $240,900 

4   購買不同培訓活動 $266,250 

5   購買不同共融活動 $98,340 

 合計 $1,002,285  $986,010 

結餘 $1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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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報告（2022/23） 

(一) 2024 文憑試學生(中四)：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1. 提升本

校中四級

精英運動

員的學業

及運動能

力 

1.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

的田徑及球類運動

能力。 

體育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600 x 15 課 

=$9,0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提拔運動尖子並

代表香港參加比

賽。 

問卷 外聘教練不僅讓

同學能夠有更好

的機會及資源去

進行有系統的訓

練之餘，同學的

運動成績更有顯

注的提升。同時

亦能提升他們對

高中文憑體育的

課程內容。(如運

動 創 傷 、 訓 練

法、運動心理學

等) 

2. 提升本

校中四級

尖子參加

更多不同

的學習體

驗 

1.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

中文辯論能力 

中文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中文辯論學會致

力於提升學生的

辯論能力和思辨

能力，本年度共

招收 10 名會員，

全年集會次數逾

10 次。上學期主

要為辯論基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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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介紹，下學期

則是系統辯論訓

練，由專業辯論

老師到校授課。

整體集會出席率

超過 9 成 5，可見

學生樂於參與中

文辯論學會活

動。 

本會於學期末舉

辦校內辯論比

賽，中三四五級

全體同學分別到

場和透過直播觀

看比賽，比賽氣

氛熱烈，辯員盡

展所學，同時亦

推廣了校園內的

思辨文化。透過

教師和學生的回

饋，普遍認同本

會活動對提升學

生的口語表達能

力、邏輯思考能

力均有所幫助，

亦使他們更加自

信和理性。部分

學生更表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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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能夠加入本

會。 

2.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

英文辯論能力 

英文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因轉為校內老師

進行培訓，故未

有運用該款項。 

3.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

司儀能力 

典禮及委

員會主席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學生能成為大型

典禮司儀 

問卷 本年度每個禮拜

舉行的司儀班進

展 情 況 頗 為 理

想，課堂上同學

均專心、積極投

入，亦能自律地

準時參加每次訓

練及聚會。導師

富有經驗，將各

項 司 儀 禮 儀 要

求、發音、咬字、

語氣抑揚頓挫等

教授給同學。課

後同學大多均表

示獲益良多，大

大提升了在校內

擔任司儀時的信

心及表現，亦認

識了更多英語句

子及生字，對其

英語能力亦有一

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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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

STEM 能力 

STEM 教

育委員會

主席 

教練費 

每課 2448 * 10 課 

=$2448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STEM 尖子 AI

課程一共有 14 位

中四至中五級的

同學參與。課程

一共有 27 小時，

在十二月至二月

的星期六或學校

假期進行，出席

率理想。在課程

中，同學學了解

AI 的基礎知識及

運 用 ， 並 利 用

HUSKYLENS 、

Python 、

OpenCV 、

Microsoft 

Azure 、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 等的工

具及平台進行 AI

的學習、編程及

發明品創作。這

14 名同學在課程

後成功開發了兩

項作品，包括智

能 AI工地安全系

統及沙灘清潔 AI

車，並在多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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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性的 STEM 比

賽，屢獲虛榮。

課程能啟發同學

學習利用 STEM

知識解決社會問

題，成效顯著，

來年值得繼續推

行，以讓更多尖

子發揮 STEM 方

面潛能。 

 

(二) 2023 文憑試學生(中五)：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1. 提 升 本

校 中 五

級 精 英

運 動 員

的 學 業

及 運 動

能力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的田

徑及球類運動能力。 

體育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600 x 15 課 

=$9,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提拔運動尖子並

代表香港參加比

賽。 

問卷 外聘教練不僅讓

同學能夠有更好

的機會及資源去

進行有系統的訓

練之餘，同學的

運動成績更有顯

注的提升。同時

亦能提升他們對

高中文憑體育的

課程內容。(如運

動 創 傷 、 訓 練

法、運動心理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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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本

 校中五

 級尖子

 參加更

 多不同

 的學習

 體驗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中文

辯論能力 

中文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中文辯論學會致

力於提升學生的

辯論能力和思辨

能力，本年度共

招收 5 名會員，

全年集會次數逾

10 次。上學期主

要為辯論基礎知

識介紹，下學期

則是系統辯論訓

練，由專業辯論

老師到校授課。

整體集會出席率

超過 9 成 5，可見

學生樂於參與中

文 辯 論 學 會 活

動。 

本會於學期末舉

辦 校 內 辯 論 比

賽，中三四五級

全體同學分別到

場和透過直播觀

看比賽，比賽氣

氛熱烈，辯員盡

展所學，同時亦

推廣了校園內的

思辨文化。透過

教師和學生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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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普遍認同本

會活動對提升學

生的口語表達能

力、邏輯思考能

力均有所幫助，

亦使他們更加自

信和理性。部分

學生更表示希望

來年能夠加入本

會。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英文

辯論能力 

英文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因轉為校內老師

進行培訓，故未

有運用該款項。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司儀

能力 

典禮及委

員會主席 

教練費 

每課 500 * 10 課 

=$5,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學生能成為大型

典禮司儀 

問卷 本年度每個禮拜

舉行的司儀班進

展 情 況 頗 為 理

想，課堂上同學

均專心、積極投

入，亦能自律地

準時參加每次訓

練及聚會。導師

富有經驗，將各

項 司 儀 禮 儀 要

求、發音、咬字、

語氣抑揚頓挫等

教授給同學。課

後同學大多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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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獲益良多，大

大提升了在校內

擔任司儀時的信

心及表現，亦認

識了更多英語句

子及生字，對其

英語能力亦有一

定幫助。 

外 聘 教 練 培 訓 學 生

STEM 能力 

STEM 教

育委員會

主席 

教練費 

每課 2448 * 10 課 

=$2448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提拔學生並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問卷 STEM 尖子 AI

課程一共有 14位

中四至中五級的

同學參與。課程

一共有 27 小時，

在十二月至二月

的星期六或學校

假期進行，出席

率理想。在課程

中，同學學了解

AI 的基礎知識及

運 用 ， 並 利 用

HUSKYLENS 、

Python 、

OpenCV 、

Microsoft 

Azure 、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 等的工

具及平台進行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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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編程及

發明品創作。這

14 名同學在課程

後成功開發了兩

項作品，包括智

能AI工地安全系

統及沙灘清潔 AI

車，並在多項全

港性的 STEM 比

賽，屢獲虛榮。

課程能啟發同學

學習利用 STEM

知識解決社會問

題，成效顯著，

來年值得繼續推

行，以讓更多尖

子發揮 STEM 方

面潛能。 

3. 擴闊學生

學習領域 

 

應用學習課程 升學及就

業輔導老

師 

不多於 20 位同學共

$16,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同學完成課程並

認同課程對其有

幫助。 

 

口頭回饋 從訪談中，大部

分學生認同應用

學習課程對他們

有幫助，課程能

讓他們更了解將

來的升學及就業

之方向，並有更

好的準備。出席

方面，本學年有 3

位學生參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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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達到 80%或以

上的出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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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2 文憑試學生(中六)：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1. 提 升 本

校 中 六

級 精 英

運 動 員

的 學 業

及 運 動

能力 

 

外聘教練培訓學生的田

徑及球類運動能力。 

體育科主

任 

教練費 

每課 600 x30 課 

=$18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提拔運動尖子並

代表香港參加比

賽。 

問卷 外聘教練不僅讓

同學能夠有更好

的機會及資源去

進行有系統的訓

練之餘，同學的

運動成績更有顯

注的提升。同時

亦能提升他們對

高中文憑體育的

課程內容。(如運

動 創 傷 、 訓 練

法、運動心理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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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闊學生

學習領域 

 

應用學習課程 升學及就

業輔導老

師 

6 位同學共$25,1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同學完成課程並

認同課程對其有

幫助。 

 

口頭回饋 從訪談中，大部

分學生認同應用

學習課程對他們

有幫助，課程能

讓他們更了解將

來的升學及就業

之方向，並有更

好的準備。出席

方面，本學年有 3

位學生參加，全

部達到 80%或以

上的出席要求。 

應用學習：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餘額 $0 應用學習課程支出 $  48,560.00 

2 2022/2023 學年「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撥款 $ 48,560.00   

合計  $ 48,560.00  $  48,560.00 

結餘 $0 

 

其他課程：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餘額 $91000 聘請教練或外聘服務 $73,840.00 

2 2022/2023 學年「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撥款 $98000   

合計  $189000  $73,840.00 

結餘 $115,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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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整合代課津貼(凍結職位)」報告（2022/23）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1. 減輕教師

的 工 作

量，使他

們更能專

注於教育

改革帶來

的挑戰和

機會 

 

1. 聘請一名英文科

教師 

(雪) 

英文科主

任 

一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5685，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2822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Miss LEUNG 

taught three 

classes. Her 

participation in 

Flipped 

Classroom lesson 

observation 

inspired 

colleagues in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Miss LEUNG was 

able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adapting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textbooks 

and authentic 

materials like the 

newspaper. 



-517- 

 

 2. 聘請一名英文科

教師 

(蕭) 

 

英文科主

任 

一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5685，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2822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Mr Siu taught 

three classes. His 

participation in a 

series of less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DB enriched 

reading resources 

in our department. 

 

Mr Siu tried out 

various e-teaching 

platforms and 

shared them with 

colleagues, like 

Desmos, to 

facilit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under the current 

blended mode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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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聘請 1 名經濟及

公民教師 

(秋) 

經濟及公

民科主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0755.3，聘

用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

需金額為：$369063.6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本學年因應增聘

這職位，舒緩教

師的整體課節，

令同事更能專業

於課堂設計及教

學，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 

根據學習問卷結

果，學生明白麥

老師的課堂內容

中，取得 8.65 分

（滿分 10 分），

可見大部份學生

認同麥老師的教

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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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聘請 1 名歷史科

教師 

(定) 

歷史科主

任 

手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7104，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45248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老師能協助製作

學生為本的教材

及課堂設計，亦

能 協 助 活 動 進

行，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亦令其

他老師多了空間

專注課程發展及

照顧學習差異，

增 強 了 教 學 效

能。根據學生學

習評估，學生喜

愛歷史科，教師

在課堂上善用電

子書，提升了學

生學習興趣。 

 5. 聘請 1 名中文科

教師 

(廷) 

中文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7104，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45248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老師能協助製作

學生為本的教材

及課堂設計，亦

能 協 助 活 動 進

行，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亦令其

他老師多了空間

專注課程發展及

照顧學習差異，

增 強 了 教 學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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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聘請 1 名英文科

教師 

(紫) 

英文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4045，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0854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Miss Ma taught 

three classes. Her 

participation in 

Flipped 

Classroom lesson 

observation 

inspired 

colleagues in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Miss Ma was able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adapting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textbooks 

and authentic 

materials like the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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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聘請 1 名英文科

教師 

(馮) 

英文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4045，聘用十

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金

額為：$40854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Miss FUNG 

taught three 

classes. Her 

participation in 

Flipped 

Classroom lesson 

observation 

inspired 

colleagues in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Miss FUNG was 

able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adapting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textbooks 

and authentic 

materials like the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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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聘請 1 名數理科

教師 

(銳) 

數理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35685，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42822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於課程發

展及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 

2. 學生對學習提

高了興趣，能

改 善 學 習 方

法，增強學習

效能。 

問卷/觀察 老師能協助製作

學生為本的教材

及課堂設計，亦

能協助活動進

行，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亦令其

他老師多了空間

專注課程發展及

照顧學習差異，

增強了教學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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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聘請 1 名助理教

師 

(茵) 

英文科主

任 

1 名助理教師的每月薪

酬連強積金為$29400，

聘用十二個月連強積金

所需金額為：$3528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1. 協助推展生涯

規劃活動，減

輕相關教師之

工作負擔。 

問卷/觀察 Academically, Ms. 

Chan provided 

assistance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ssons and 

News Sharing 

sessions in the 

morning. 

Regarding 

administrative work, 

Ms. Chan provided 

technical and IT 

support, such as 

burning audio discs 

for tests and exams. 

He also performed his 

role in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taking care of the 

lower achievers 

through co-teaching 

with the NET. 

He also took an active 

role in organising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during 

lunch time on a 

regular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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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聘請 1 名助理教

師 

(家) 

英文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22050，聘用

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需

金額為：$264600 

二零二二

年九月至

二零二三

年八月 

2. 協助推展電子

教學活動，減

輕相關教師之

工作負擔。 

問卷/觀察 Academically, Mr. 

Chan provided 

assistance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ssons and 

News Sharing 

sessions in the 

morning. 

Regarding 

administrative work, 

Mr. Chan provided 

technical and IT 

support, such as 

burning audio discs 

for tests and exams. 

He also performed his 

role in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taking care of the 

lower achievers 

through co-teaching 

with the NET. 

He also took an active 

role in organising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orner during 

lunch time on a 

regular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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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聘請 1 名 NET 

(廖迪飛) 

英文科主

任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10666.6，聘

用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

需金額為：$128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減輕教師的文書

工作，使他們更能

專注教學工作，照

顧學生學習差異

及籌辦課外活動。 

 

問卷/觀察 Mr. Liu took up the 

following teaching 

duties in Language 

Arts lessons in S1 and 

S2, and Oral lessons 

in S3, S4 and S5. He 

performed his duties 

satisfactorily. 

Mr. Liu also offered 

oral training sessions 

and news sharing 

sessions for S6 

students during lunch 

break. The materials 

he prepared and his 

feedback for students 

were constructive and 

conducive to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Outside of classroom, 

Mr. Liu wa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in the campus through 

the sharing sessions 

in the bi-weekly 

morning assembly 

and the monthly 

English-Speak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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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整合代課津貼(凍結職位)」餘額 $1,016,683.34 聘請教師 $ 3,993,638.33 

2 2022/2023 學年「整合代課津貼(凍結職位)」撥款 $4,761,550.00  $ 

合計  $5,778,233.34  $ 3,993,638.33 

結餘 $1,784,5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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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整合代課津貼」報告（2022/23）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1. 減輕教師的

工作量，使

他們更能專

注於教育改

革帶來的挑

戰和機會 

 

 

 

 

1. 聘請一名圖

書館助理，協

助圖書館主

任處理日常

借還服務及

整理圖書館

書本和其他

資源。 

(彤) 

圖書館主

任 

一名圖書館助理的每月

薪酬連強積金為

$14175，聘用十二個月

連強積金所需金額為：

$1701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1. 協助圖書館

主任處理借

還服務； 

2. 協助圖書館

主任整理圖

書館書資源。 

圖書館主任及老

師評語 

根據觀察及老師

評估，認為圖書

館助理能有效協

助圖書館主任處

理借還服務及整

理 圖 書 館 書 資

源，並協助推動

不同類型的閱讀

活動。 

2. 聘請事假/病假

代課教師 

 $35,000.0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整合代課津貼」餘額 $13,553.53 聘請助理教師及代課教師 $ 227,019.75 

2 2022/2023 學年「整合代課津貼」撥款 $297,990.00  $ 

合計  $311,543.53  $227,019.75 

結餘 $84,523.78 

 



-528- 

 

 

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報告(2022/23) 
 

學校名稱：鳳溪第一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三水中學附屬初中  締結日期：24/04/2015 

 

本校擬於試辦計劃進行期間舉辦下列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評估 

Evaluation 

1. 兩校師生互訪，影隨

上課 

a) 鳳溪一中探訪三

水初中 

 

 

兩校師生彼

此認識交

流，了解兩校

特色，課堂運

作。 

完成探訪，師生 30 人。 

學生須完成遊學手冊，作出反

思。以問卷調查，了解成效。 

 

團費：33 人 x $3,000 

= $99,000 

物質：$3,500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所有的學生

作內地或本地的交流活動均告

暫停，而兩校的探訪活動亦只好

延至下年進行。然而兩校不是完

全沒有交流聯絡，亦有透過網上

會議進行了解，當中不少資源統

整安排工作由有關教學助理協

助完成，的確提升了效率及質

素。 

 

另外，在交流間亦聚焦地探討了

STEM 項目的發展，就 3D 打印

方面交換了寶貴發展經。 

b) 三水初中探訪鳳

溪一中 

 接待不少於 60 名師生，口頭回

饋，了解成效。 

 

 

茶點招待：$3,000 

本校學生外出聯合活動：$15,000 

聘請 0.15 助理協助籌備一切交

流事宜： 

每月薪酬連強積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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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評估 

Evaluation 

$2600 x 12 個月 X1.05X 15% 

= $31200 

(註：該助理 20%工作為本計劃，

另 80%為學校其他範疇，故本津

貼僅支付其 20%薪金。) 

2. 教學交流，彼此借鑒 

三水初中到訪期間，

鳳溪一中分享課堂之

經驗 

 

舉辦研討

會，向三水初

中老師分享

有關經驗 

完成研討會，口頭回饋 物資：$40,000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有關實體活

動暫停，但仍然進行網上交流 

STEM 學習的心得及學習活動。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姊妹學校計劃津貼」餘額 $157,127.00 聘請教學助理 $0 

2 2022/2023 學年「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撥款 $159,955.00 團費 $0 

   交流所需費用 $0 

     

 合計 $317,082.00  $0 

結餘 $317,0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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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校發展津貼」報告(2022/23) 

 

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減輕教師

的 工 作

量，使他們

更能專注

於教育改

革帶來的

挑戰和機

會 

1. 聘請一名聯課活動

助理教師，協助推

動各類型全方位活

動。(美) 

聯課主任 一名助理教師教師的每

月薪酬連強積金為

$19980.45，聘用十二個

月連強積金所需金額

為：$226685.4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1. 教師工作量有

所減輕，使他

們有較多時間

專注推動各類

型全方位活動 

問卷/觀察 根據問卷結果，

助理教師協助推

動各類型全方位

活動中，取得 3.86

分（滿分 5 分），

代表大部份教師

對 成 效 表 示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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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Target 

方法 

Approaches to tackle 

負責同事 

Responsibl

e Staff 

所需資源 

Resources Required 

推行時間 

Time 

Schedule 

成功指標 

Success Criteria 

評估方式 

Mode of 

Evaluation 

評估 

Evaluation 

2. 聘請 1 名生涯規劃

教師 
升輔委員

會主席 

1 名教師的每月薪酬連

強積金為$18742.5，聘

用十二個月連強積金所

需金額為：$224910。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八月 

1. 協助推展生涯

規劃活動，減

輕相關教師之

工作負擔。 

問卷/觀察 有關助理老師能

有效協助委員會

推展生涯規劃活

動，減輕相關教

師之工作，效果

顯著。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餘額 $56,179.97 聘請助理教師 $451,595.4 

2 2022/2023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撥款 $654,502.00 中大 QSIP 計劃 $196,100.00 

   各項外聘學習班 $72000 

合計  $710,681.97  $694,052.45 

結餘 $16,6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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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公民科津貼」）計劃書及報告(2021/24) 

範疇 項目 預計開支 評估準則 支出 (日期) 評估 

發展或採購相關

的學與教資源 

 採購科目相關的參考

書、刊物、多媒體教材

等 

$30,000  能有效提升學與

教效能 

 教師觀察 

$646.5  

(31/8/2022) 

 21-22 年度，用於購買參考書，圖

書存於於圖書館供學生借閱。 

$600  

(13/12/2022) 

 22-23 年度，用於購買教圖的教材

套作教學之用。 

$500.00 

(29/4/2023) 

 22-23 年度，用於購買雅集的教材

套作教學之用。 

$1,140.00 

(29/4/2023) 

 22-23 年度，用於購買參考書，圖

書存於於圖書館供學生借閱。 

$120 

(24/5/2023) 

 22-23 年度，用於購買參考書，圖

書存於於圖書館供學生借閱。 

資助學生及／或

教師前往內地，參

加和公民科課程

相關的教學交流

或考察活動 

 資助學生參加相關活動

的活動費用和交通費 

 資助教師參加相關活動

的活動費用和交通費 

 

$150,000  高中學生參與了

最少 1 次與學科

有關的交流或考

察活動 

 能提升學生對學

科的學習興趣 

 教師觀察 

 學生報告書 

(未入賬)  用於教材印刷費、購買急救包、

教師漫遊數據咭、團餐等開支。 

   

舉辦和公民科課

程相關的校本學

習活動 

 資助學生參加相關活動

的活動費用和交通費 

 相關活動例如：參觀展

覽、實地考察、體驗學

習營等 

$70,000  能提升學生對學

科的學習興趣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1572.5  

(29/7/2022) 

 2122 試後活動，中四級學生期]

進行了「紮作燈籠研習」活動，

開支用於購買紮作燈籠的材料包

和物資。活動目的是讓學生認識

和欣賞中華文化的成就；在活動

中學生普遍積極投入，雖然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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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難度，但學生樂於嘗試、

互相協作，學生均表示享受製作

過程，並從中加深對國家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認識和認同感。 

 

$17374.56 

(3/4/2023、29/4/2023) 

 2223 聖誕假期間，中五級學生進

行了「模型學習活動」，透過製作

中國軍備和建築的模型、中國建

築的 nanoblocks，認識中國改革開

放以來部份軟、硬實力的發展。 

$21600  

(20/3/2023) 

 2223 新年假期間，中五級學生參

加了「中華文化傳統工藝體驗

課」，體驗了中國傳統篆刻、中亞

香料和香薰包製作的工作坊，加

深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的成就。 

$750.00 

(21/7/2023) 

 2223 試後活動，用於參觀車費。

中文學會和公民學會合辦「中醫

文化保育參觀」，帶領部份中三、

四學生參觀雷生春堂和惠民醫館

等，加深認識中醫在香港的發展。 

$32,000.00 

(21/7/2023) 

 2223 暑假期間，中四級學生參加

了「中華文化傳統工藝體驗課」，

體驗了中國傳統篆刻、茶藝、麵

粉公仔和中亞香薰包製作的工作

坊，加深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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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或資助學生

參加和公民科課

程相關在本地或

在內地舉行的聯

校／跨課程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學科相關

的聯校或跨課程活動，

例如：參與體驗學習和

比賽的報名費、交通費

和住宿費 

$50,000  能提升學生對學

科的學習興趣 

 教師觀察 

 學生回饋 

   

   

 

 

項目 收入 支出 

1 2021/2022 學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餘額 $ 297,781.00 發展或採購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3,006.5 

2 2022/2023 學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撥款 $ 300,000.00 舉辦和公民科課程相關的校本學習活

動 

$73,297.06 

 

     

合計  $597,781  $76,303.56 

結餘 $521,4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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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報告(2022/23) 

學校名稱︰     鳳溪第一中學                                                                                                                                  

計劃統籌員姓名︰             陳業樑                                       聯絡電話︰    94103776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442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49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334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59 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 

期間/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 

(例如︰口頭、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

註 
A B C 

物理科拔尖課程 0 0 24 100% 10 月 24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加強物理科拔尖課程   

海洋公園全方位學習之旅 81 242 307 100% 11 月 74568.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觀海洋公園   

企會科拔尖課程 0 0 5 100% 11 月 5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加強企會科拔尖課程   

功課輔導班課程 17 51 0 90% 12 月 398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功課輔導班   

英文拔尖班課程 5 14 37 100% 12 月 394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英文拔尖班   

趣味英語班 54 161 0 90% 12 月 47060.09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提高英文學習興趣   

中藥園創科課程 87 260 0 100% 1 月 15476.74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學習中藥園課程   

樂器班課程 54 161 0 95% 1 月 23576.18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樂器班課程 綠茵琴行  

籃球隊課程 4 11 22 90% 2 月 133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籃球訓練   

射箭隊課程 8 23 0 90% 3 月 215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射箭訓練 鳳溪射藝會  

游泳隊課程 4 11 20 90% 4 月 90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游泳訓練   

功課輔導班課程 7 21 0 100% 4 月 84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功課輔導班   

英文拔尖班課程 13 40 0 100% 5 月 9625.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英文拔尖班   

英文跨境生增潤課程 50 150 0 100% 5 月 35800.00 津貼的使用讓跨境生增加對英文的興趣   

中四遊學團 11 33 0 100% 7 月 1320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遊學團 千里馬遊學團  

英文拔尖班課程 13 38 0 100% 6 月 205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英文拔尖班   

合唱團課程 2 5 4 100% 6 月 42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合唱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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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領袖訓練課程 9 27 0 95% 6 月 40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領袖訓練課程 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射箭隊課程 8 23 0 90% 6 月 274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射箭訓練   

創科課程 1 2 0 100% 7 月 1050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創科課程   

舞蹈課程 5 15 0 100% 7 月 17280.0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舞蹈課程   

聯課活動課程 6 17 0 90% 7 月 37288.10 津貼的使用讓學生參加各種聯課活動   

活動項目總數：22          

@學生人次 435 1304 419  總開支 
593574.10 

 

**總學生人次 2158 

21-22 餘額 289010.04 

22-23 撥款 312000.00 

22-23 總額 601010.04 

22-23 支出 593574.10 

22-23 餘額 74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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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運用報告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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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報告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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