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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2022年度周年校務計劃 - 總綱 

關注事項（1）：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能力，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檢討 

1. 提升教師在

照顧學生學

習多樣性策

略的理解及

運用 

 教師培訓 

安排教師參加

工作坊及會

議，釐清有關

照顧學生學習

多樣性的理

念，凝聚共識 

 引入外界支

援，提升科組

長支援教師照

顧學生學習多

樣性的能力，

建立科組的學

習社群，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 

全年  100%老師對照顧學

生學習多樣性的方

向有共識，並明白

相關策略及技巧 

 100%中英數科科組

長同意教師培訓能

增強他們帶領科組

推行「教學單元設

計」的信心 

 90%教師出席有關

工作坊、講座 

 教師的課堂能照顧

兩類或以上不同學

習風格及能力的學

生 

 問卷調查 

 科組檢討 

 分析課堂設

計 

 課堂觀察及

檢討 

 
 

 在 2021年 9月 3日中文大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舉辦的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理念與實踐」工作坊當天即日完成的

問卷調查中，全體教師同意工作坊能增進教師對有關主題

的知識，主題亦能切合學校關注的工作。 

 惟在學年末的學與教範疇問卷中，只有 96.4%同工同意大

家對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方向有共識(即有 2位同工不同意)。 

 上述問卷調查中，全體中、英、數科組長同意學校提供的

培訓能加強他們帶領科組推行「教學單元設計」的信心 

 課程核心小組檢視全年「教學單元設計」報告中指出，三

主科的教學單元設計負責老師均能嘗試使用校本六要素用

以設計課堂，惟因爲課堂受疫情影響，縮短了課堂課節時

間，同時因應跟隨面授課的防疫措施，侷限了課堂活動的

互動性，因此期望教師能在來年的面授及遙距課上增加互

動性，在防疫措施許可下，增加師生、生生互動、互評的

空間，並提高師生評估素養的基礎，提升學生自評、互評

的能力；同時，提升教師不同層次提問與回饋的能力，即

時發現學生的學習問題，適時跟進。 

 在課堂觀察及課評會議中，授課及觀課同工能聚焦討論課

節中的所使用過照顧學習多樣性策略(逾 9成的課節能在觀

課課節中展現如何將「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校本六要素」全

部展現出來)，並作出建設性的提問及建議。授課老師對於

自我檢討課堂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達標率的反思能力不斷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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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能力，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檢討 

2. 促進專業交
流，提升教
師在照顧學
生學習多樣
性課堂策略
之運用 

 中、英、數主
科檢視及修訂
下列範疇，制
定不同照顧學
習差異的策
略： 
I. 課程規劃

及組織 
II. 教學法 
III. 評估 

 老師根據學生
的學習數據，
靈活運用過往
發展週期的教
學策略 (*附註
例子)，照顧學
生的學習多樣
性；以單元為
本設計課堂教
學「教學單元
設計」；同時，
透過共備及觀
課，分享教師
執行相關策略
的情況，以作
進一步跟進行
動(PIEP) 

全年  由中、英、數科組
長舉行課堂研究，
以學習社群模式 
(共備)，與科組老
師分享及交流不同
能有效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參與度及
學習效能的方法 

 中、英、數科任透
過本年度的「教學
單元設計」及科組
的交流活動，提升
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照顧不同學習
風格及能力學生的
學習動機、參與度
及學習效能 

 參與「教學單元設
計」課堂的學生憑
藉教師的分層輸
入，積極參與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
70%學生達成基本
學習目標；10%或
以上學生樂於接受
挑戰，完成較複雜
或較高難度的題目 

 問卷調查 
 科組檢討 
 分析課堂的
教學單元設
計及教師反
思 

 課堂觀察及
檢討 

 收閱課業作
評估 

 學生反思 
 

 更新的「教學單元設計」教學計劃表格及觀課(自評及評估)
表格讓老師聚焦討論課堂設計策略與教學目標的聯繫，惟
建議日後各科組著同級科任加強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及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對策。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發現，透過學習社群的活動，例如共
備、觀課、課後評議、科務會議之分享優良的「教學單元
設計」等活動，84%語文及數學科科任同意他們能發掘有
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參與度及學習效能的方法；同時
提升他們照顧不同學習風格及能力學生的能力。 

 逾 73%教師認為「教學單元設計」能讓學生積極參與多元
化的學習活動，讓 70%學生達課堂的基本學習目標；同時
10%或以上學生樂於接受挑戰，完成難度更高的任務。 

 從上述三科的週年報告指出，「教學單元設計」中能有效按
其能力或學習風格，讓學生達成適合他們學習程度或/風格
的學習目標。例如語文科以「以讀帶寫」或「以說帶寫」
的教學單元設計，配合鷹架教學，評估準則及多方評估，
讓學生進行自我反思、監察，完善學習，令學生的寫作流
程更流暢；數學科的教學單元設計讓學生懂得選用適切的
學習策略解答問題。當中 91%的學生同意其數學解難能力
提升了，92%的學生同意老師設計的學習材料，題目類型
多元化，有挑戰性，學生在完成基礎題目的達標率是
86%，進階題目的達標率是 72%，樂於接受挑戰的比率是
83%。 

 教育局的校本支援服務(中文科)成果分享會亦指出：「通過
研課、觀課、規劃課程、共同評講(例如作文評講)，以及老
師專業發展活動(講座和校內經驗分享會)，提升了老師的專
業教學能力。」 

 鑑於三科有不同的科本發展重點，而各科每個單元設計的
目標各異，導致計算「基本學習目標」或「樂於接受挑
戰」的達標率的計算方法難以得到共識。因此，建議三科
科組日後與課程發展組加強溝通及聯繫，及早制定如何能
客觀地收集相關數據的指引。 

*附註例子策略包括：自主學習、多元評估、思維圖像、合作學習、提問及回饋、分組匯報、遙距學習（電子學習）、鷹架、課程調適及課業調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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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2）：發掘學生性格強項，提升個人品格美德 - 愛學習、常節制、顯仁愛（重點價值觀：同理心、守法）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檢討 

1. 擬定重點發展的性格強項及不同

科組所涉及的正向元素大綱 ，制

訂正向教育於各範疇的重點元素。 

全年  100%科組有運用校

本正向教育各範疇

的元素或性格強項

最少一次，滲入校

本課程及多元活動

中。 

 

 統計  已達標。 

 於開學前擬定校本 10個重點發展的性格強項及不同科組所

涉及的正向元素大綱 ，制訂正向教育於各範疇的重點元

素。 

 根據各科組的周年計劃及工作報告，科組均刻意將重點發

展的性格強項及正向元素結合在科組活動及工作中，讓正

向元素自然滲入校園。 

2. 透過級本及班本班級經營計劃及

同級交流，鞏固班級經營社群發

展。由級經理帶領各級班主任進行

班級經營會議，互相分享。 

 

全年  全年最少每級兩次

班級經營會議。 

 有 80%班主任認為

同級交流有助他們

計劃及改進班級經

營，發展班級經營

社群。 

 問卷 

 觀察 

 統計 

 已達標。 

 全年舉行了兩次班級經營會議，配合正向班級經營工作坊

及分享會及同工分享,能推動班級經營發展及新舊同工交

流。 

 98.6%班主任認為同級交流有助他們計劃及改進班級經營，

發展班級經營社群。惟課堂時因疫情減少, 進行班級經營

活動時時間緊拙， 部分活動可以改變形式，或安排課節調

適。  

 同工互相分享主題活動教材及資訊，令活動運作更暢順。 

 同級老師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有助發展班級經營社群。

透過目標一致的活動，鞏固班級經營社群發展,予以班本修

訂進行活動，令活動有意義及有班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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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2）：發掘學生性格強項，提升個人品格美德 - 愛學習、常節制、顯仁愛（重點價值觀：同理心、守法）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果／檢討 

3. 透過成長課、午會、周會、班級經

營活動等，配合「正向田始人 Dojo」

獎勵計劃，讓學生掌握正向元素及

發揮正向性格強項，提昇個人品格

美德 - 仁愛 、節制。 

 

全年  有 80%學生認為活

動有助他們發揮性

格強項 

 每班至少有 5位同

學在午會或班中分

享他仁愛或節制品

格提昇經歷。 

 問卷 

 觀察 

 班級經營計

劃檢討 

 已達標。 

 86%學生認為透過科組活動、班級經營、讓學他們實踐正

向生活。 

 85%學生認為訓育組活動中，能讓他們更加了解同學，曾

運用了個人性格強項, 增強了他們的仁愛/同理心及節制的

美德。 

 每班有 5位或以上同學在午會或班中分享他們仁愛或節制

品格提昇經歷。同學在午會分享時能展示例證。亦藉此提

升了個人品格及美德。於午會班級分享中，各班展示本年

度於班中進行的班本及級本活動。當中包括學生於班中的

實踐仁愛及節制的例子，亦有學生能針對自己的違規行

為，與老師進行個別計劃，改善個人行為。 

 整體違規情況少，學生常規及秩序良好。 

 部份班別把 CLASS DOJO獎勵計劃融入班級經營，令同學表

現更積極參與校內各活動。 

 班級經營活動能令同學深化對性格強項的認知，及能實踐

在日常生活之中。 

 班級經營計劃老師反應正面，從 APASO問卷中亦反映師生

關係及學校氣氛良好，班中氣氛積極，互助互愛，學生喜

愛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