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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本適用於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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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抱負和使命  

本著基督精神，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為校訓，培養學生優良品德、

愛心及責任感，發展身心健康，鼓勵勤奮上進與學習，達致建立穩固的

初等教育基礎。 

 

2. 辦學目標  

1. 認識基督真理，熱愛生命，服務別人。 

2. 具備良好的語文基礎，讓語文成為思考和與人溝通的有效工具。 

3. 認識數學和應用數學。 

4. 認識美術和音樂藝術，增強創作及欣賞能力。 

5. 熱愛體育活動，並建立良好的體育精神。 

6. 應用資訊科技，使他們能投身以科技為本的社會。 

7. 認識自己、家庭、社會及世界，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8. 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 

9. 愉快、有效及有信心地學習。具求知的熱誠，終身學習。 

 

3. 校    訓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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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1 .  鼓勵學生有自信地學習，發展活躍健康校 園  

2 .  拓 展 價 值 觀 教 育 ， 培 養 學 生 良 好 品 德 及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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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1. 鼓勵學生有自信地學習，發展活躍健康校園 

目標  推行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如學校有實 際需要調整周 年計劃的目標 ／推 行策略／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請以 ★號 作標示  

，以便科 組知悉及跟進。 )  

1.1 持續優化

學與教，推動

學生自主探索

適合自己的學

習方法，提升

學習效能。  

  教授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的方法。中、英、數、常
科任老師於學期初教授
學生寫筆記的技巧，實踐
「一人一筆記」，記下每
課學習重點，回家溫習。 

於發展周期的第一年，  

學生最基本需要有寫筆
記的習慣，老師提醒學生

記錄關鍵字詞等、總結該
堂所學，幫助日常溫習。 

  鼓勵一、二年級學生最少
在課本上標記學習重點。 

  鼓勵三至六年級學生每
天攜帶筆記本回校，記錄
學習重點。  

  最少 70%學生能在

上課時記下學習重

點  

  最少 70%教師認為

寫筆記能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  

  最少 70%學生認為

寫筆記能提升他們

的學習效能  

  最少 70%學生認為

在寫筆記的過程中

能啟發他們探索適

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教師觀察  

  問卷  

  學生筆記  

 

全年  中、英、

數、常科

任老師  

如學生未能準

備筆記本，學

校可讓學生用

校簿作筆記本  

  建立「高展示、多讚賞」
的校園文化，重視正面回
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邀 請 成 績 優 異 的 學 生

  最少 70%學生認為

優異生的分享能啟

發他們探索適合自

己的學習方法  

  問卷  

  優異生分享後

感  

全年  科主席  

 

學校 AR 觸控

屏幕電視、學

校電視、學校

網頁、社交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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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學習方法，拍攝短
片，放在學校電視給全
校學生看，以達楷模作
用，促進朋輩間互勉互
勵。  

  最少 70%學生認為

邀 請 成 績 優 異 的

學 生 分 享 能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 鼓 勵

他 們 成 為 其 他 學

生的楷模  

 

  優化「校園電台」，讓
學 生 成 為 校 園 電 台 小
DJ，定期分享愛國、時
事新聞等訊息。  

學 生 需 要 按 照 特 定 題
目 搜 集 資 料 、 撰 寫 講
稿，並以廣東話、英語
及普通話主持節目，增

加 學 生 展 現 才 能 的 機
會，建立自信心。  

  最少 70%教師認為

成 為 校 園 電 台 小

DJ 能鼓勵他們自

主學習、啟發他們

探索適合自己的學

習方法  

  最少 70%學生認為

以 成 為 校 園 電 台

小 DJ 為目標能鼓

勵 他 們 自 主 學

習、探索適合自己

的學習方法  

  最 少 80% 校 園 電

台小 DJ 認為活動

能 幫 助 他 們 建 立

自信心  

  問卷  

  電台小 DJ

活動後感  

全年  訓輔組、  

中、英文

及普通話

科科主席

及科任老

師、資 訊

科技組  

點唱設備、  

資訊科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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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跨科學習，一至
六 年 級 會 於 上 學 期 進
行 ST E AM 研習，下學
期進行課程統整，及由
課 程 組 與 訓 輔 組 一 同
推行的服務學習。  

學 生 在 以 上 的 跨 科 學
習中，除了需要連結不
同領域的知識，運用在
日常生活中，亦會提高
對 社 區 的 關 注 及 對 友
鄰的關心。  

最少 70 %教師認為

學生於 S T EA M 研

習中能綜合在不同

科目學到的知識、

技能和思維方式，

融匯貫通。  
 
最少 70 %學生認為

他們於 S T EA M 研

習中能綜合在不同

科目學到的知識、

技能和思維方式，

融匯貫通。  
 
最少 70 %學生認為

他們於課程統整學

習中，有連結不同

領域的知識，運用

在日常生活中，並

提高對社區的關注

及對友鄰的關心。  

  問卷  
  S TE AM

學習冊  

  課 程 統 整

學習冊  

S TE AM

研習：

上學期  

課程統

整：下學

期  

課程組  

訓輔組  

 

STEA M 活動

設計教案、  

活動時間表、  

STEA M 學習

冊  

1 . 2 善用多元

評估策略，

為學生訂立

可實現目

標，提升自

信心及學習

動機  

  減少紙筆評估，全學年
由 兩 測 兩 考 改 為 三 次

評估 /一測兩考，一年級
第 一 次 評 估 不 計 算 成
績表分數。  
 

英 文 科 逐 年 按 年 級 減
少 以 紙 筆 測 試 的 中 期
小測。  

於本年度實施   會議紀錄  全年  課程組  

教務組  

測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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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數、常四科加入
多 元 評 估 策 略 ，提升評
估素養，推動評估模式的
多樣化，為學生訂立可實
現目 標。  

語文科加入朗讀、排字

卡、口頭造句、剪報分
享 等 非 紙 筆 進 展 性 評
估；  
 
數 學 及 常 識 科 則 以 口
頭解釋、實作活動等作
進展性評估。  

 

  中、英、數、常四科常四

科 會 在 進 展 性 評 估 後 ，
於 每 位 學 生 的 學 習 歷 程
冊 中 紀 錄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並 派 發 家 長 ， 讓 老
師、學生本人、及家長也
知 道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 ，
共 同 訂 定 適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策 略 、 鼓 勵 學

生探索、及發展才能。  

最 少 7 0 %教 師 認 為

加 入 多 元 評 估 策 略

後 ， 學 生 對 該 科 學

習 的 信 心 及 學 習 動

機有提升。  

在 A P A S O 內，受訪

學生於中、英、數的

「自我概念」指數比

去年提升。  

  教師觀察  

  問卷  
  A P ASO 

 

全年  課程組  

中、英、

數、常 

科主席  

中、英、數、

常學習歷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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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鼓勵學生

持 續 參 與 體

藝活動  

 

  優 化 O LE  ( Ot h er  

Lea r n i n g  Ex p e r i en ce )

時段，規定學生全年於  

O LE  時 段 需 參 與 一 定
次 數 的 體 藝 (體 育 、 音
樂、美術 )活動  

於本年度實施   會議紀錄  全年  活動組  

體、音、

視科主席  

 

  關 注 學 生 身 心 健 康 及
發展。於早會前、小息、
午息及課後，有系統地

安排體藝活動，並加入
中華文化元素，培養學
生 對 體 藝 的 興 趣 及 基

本欣賞能力。  

最 少 7 0 %學 生 認 為

於早會前、小息、午

息 及 課 後 ， 有 系 統

地 安 排 體 藝 活 動 ，

能 提 升 他 們 對 體 藝

的興趣。  

最 少 7 0 %學 生 同 意

他 們 對 體 藝 有 基 本

欣賞能力。  

  問卷  全年  活動組  

體、音、

視科主席  

 

 

 

活動，並加入新興運動及中華文化特色的體育運動，推動全校參與體育活動；於午間舉辦音樂活動，如音樂共賞、學生演奏，培養學生對音

樂的興趣基本欣賞能力；感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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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事 項 ： 2 .拓 展 價 值 觀 教 育 ， 培 養 學 生 良 好 品 德 及 態 度   

目標  推行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如學校有實際需要調整周年計劃的目標／推行策略／成功準則／評估方法，請以★號作標示  

，以便科組知悉及跟進。 )  

2.1 一 學年 一

主題，推展正

向 教 育 : 盡 責

承擔  

  從正規課程及非正規課

程中加入相關元素，結合

生活經驗，提升及鞏固學

生的價值觀，培養學生成

為情理兼備的學習者。  

 85%學生認同

課程及活動有

助培養正向價

值觀，認識國

家的文化，提

高維護國家安

全的意識 

 80%教師認同

領袖生能履行

角色，盡職工

作，成為同學

的楷模 

 會議檢討 

 問卷調查 

  日常課業 

全年 訓輔組  

課程組  

 

  透過跨學科合作，有系統

地推行國安教育，培養學

生建立文化傳承及國家

觀念，提升愛國情懷，促

進國民身分認同。  

  安排學生擔任不同領袖

生崗位，鼓勵學生發揮領

導才能，建立自信，培養

盡責承擔精神。  

2.2 營造「健康

校園」生活，

促進學生身心

  加強家校合作，推廣在校

園內進食健康小食文化，

成為有「營」校園。  

 70%學生曾於

校內進食健康

小食以取代不

健康的小食 

 會議檢討 

  問卷調查 

全年 訓輔組   海報 

  心靈加油信箱 
  舒壓道具 



 

9 

 

靈健康發展  
  持續並有系統地推行「精

神健康」活動，並改善校

園環境佈置，營造舒適放

鬆的氛圍，推廣精神健康

素養。  

 80%學生認同

校園環境佈置

有助營造舒適

放鬆的氛圍，

能緩解負面情

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