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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学周年报告 2020/21  

摘要  

背景

1. 教育局由 2003 年起推行「学校发展与问责架构」，学校通过「策划—推行—

评估」的自我评估（自评）循环促进自我完善。教育局质素保证分部按「校

情为本，对焦评估」的原则进行校外评核（外评）和重点视学，向学校提供

回馈和改善建议。在 2020/21 学年，教育局共于 240 所中小学及特殊学校进

行外评和重点视学。

主要视学结果  

学校自评工作的效能

2. 学校于恒常工作中贯彻自评理念，因应教育发展趋势、校情及学生需要制订

适切的发展方向，并搜集不同数据，了解各项工作的推展情况，以及持份者

对学校工作的意见。然而，学校自评工作仍有完善空间，例如订定的关注事

项陈义过高、目标过多，导致推行工作计划的力度分散；又或推行策略以恒

常工作为主，未有配合目标适时调整工作计划；而检视成效时，亦多侧重报

道持份者观感或工作完成情况，未能整全地评鉴工作成效，拟订具体的跟进

措施，藉评估回馈策划的效能仍须加强。

专业领导

3. 领导层带领团队制订学校的发展方向，调拨不同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

支援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中层管理人员亦多能配合学校的关注事项和学生需

要拟订工作计划。不过，学校领导层在统筹和监察工作方面表现参差，而中

层管理人员对课程理念的掌握仍有不足，在推动及完善整体课程规划的职能

未尽发挥，科组之间的协作亦流于活动统筹，较少从课程层面或如何结合课

堂内外的学习方面作周全规划，影响推行成效。

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4. 学校普遍配合办学理念和教育发展趋势规划课程，多以加强价值观教育、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 STEM 教育 1和照顾学生多样性为发展重点，并安

排多样化的全方位学习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小学课程能有序地协助

学生巩固学习基础。至于中学，初中课程规划普遍仍须改善，例如未能完整

涵盖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学习领域及科技教育学习领域的核心元素；或提

前施教高中课程，以致挤压了初中阶段的必须学习内容，影响初中学生建立

坚实的知识基础。此外，能在整校层面周全规划并推动跨课程协作的学校甚

少。以培养学生的资讯素养为例，因应学生需要及新常态下学习模式的转变，

1 即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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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虽逐渐关注培养学生的资讯素养，但大多未能从学校层面作整体规划，

有系统地将资讯素养的学习融入各科课程和全方位学习活动中，以更有效培

养学生运用资讯科技的能力及正确态度。「跨课程阅读」的推动亦有待加强。

现时，只有少数学校能在过往运用不同策略推广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展

「跨课程阅读」，科组大多各自落实工作计划，未能有效协调各科，或未有提

供足够机会予学生有效连系不同科目知识，以致推展成效不彰。  

 

5. 学校重视价值观教育，普遍通过不同学习领域、德育课程及全方位学习活动

等推展；惟科组多在各自举办的学习活动中融入价值观教育的学习元素，未

能紧密沟通。在推动国民教育方面，学校的全校层面统筹和策划职能尚未充

分发挥，科组各自推行，欠缺整全规划。学校须加强科组协作，完善价值观

教育的整体规划，并有系统地连系课堂内外的学习，以加强学生认识国情和

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  

 

6. 学校关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普遍于各科渗入相关元素，又或连系阅读、

电子学习和专题研习等其他发展项目推展，并多以课前预习和摘录笔记为推

行策略，又或通过自评与互评，促进学生反思个人的学习表现。暂停面授课

堂期间，为协助学生在课堂以外持续学习，学校加快推动自主学习和电子学

习，并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和能力。学生大致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应用抄

录笔记和预习等基本的自学技巧，但较少主动发问或使用自学资源，亦多未

能自订学习目标，并通过不断反思，持续调整学习计划及策略，整体的主动

性和对学习的拥有感尚待加强。  

 

7. 学校大多能善用资源推动 STEM 教育，成立专责小组统筹相关工作，例如举

办以 STEM 教育为主题的专题研习或全方位学习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经

历，或推荐能力较佳的学生参加与 STEM 教育相关的培训或校外比赛，以发

挥他们的潜能。然而，学校较少因应 STEM 教育的目标及学生的具体学习表

现评估整体成效。学校在评估学生表现时，模式普遍较为单一，例如只以成

品设计或完成度作评估，未能充分检视学生在过程中综合应用相关科目知

识、技能和态度的表现。  

 

8. 学校能制订校本政策照顾学生的多样性，灵活调拨不同资源，为学生提供适

切的学习及成长支援，并因应学生能力和学习需要调适课程和设计课业。特

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多能带领专责小组与其他专业人员紧密协作，安排不同

类型的学习、情绪及社交辅导小组，让学生得到适时的支援；惟仍需持续协

助教师提升在课堂上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技巧。至于资优教育方面，

学校较多以校本抽离式计划及校外支援，推荐资优学生参加专门的训练或比

赛，协助他们延展潜能。照顾非华语学生方面，学校普遍为学生安排学习支

援及全方位学习活动，但仍须持续帮助他们有系统地学习中文，以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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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效能  

9. 疫情持续下，师生均已熟习运用应用程式进行网上实时课堂。不论在面授课

堂或网上实时课堂，教师多能阐明课堂目标，运用学与教材料引起学生的学

习动机，并将学习内容连系日常生活。综合面授课堂及网上实时课堂的观察，

课堂的生生互动不多。前者主要是考虑到疫情下的社交距离措施和课堂时间

缩短等因素；至于后者，教师多以讲解简报内容为主，生生互动较少。此外，

教师多藉提问查考学生的前备知识，少能通过多层次的提问、引导及具体的

回馈，协助学生深化学习、发展不同思维能力。  

 

建议  

强化专业领导，提升自评效能，促进科组协作  

10. 领导层应带领教师团队制订发展优次分明、目标清晰聚焦的工作计划，并结

合质性和量性的自评资料，整体检视及分析工作成效，藉以调整未来发展方

向及工作优次，完善自评工作，以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并体现问责精神。 

 

11. 领导层应进一步发挥策划、支援和监察的角色，并强化科组之间的沟通及协

作，带领团队共同规划及推展跨科组的发展项目，以发挥协同效应，体现层

层问责精神，提升工作成效；中层管理人员应更准确掌握课程理念，强化课

程领导的角色及专业能力，为学生提供宽广而均衡的课程，达至全人教育的

目标。  

 

完善整体课程规划，加强推动价值观教育  

12. 学校须确保课程宽广均衡，并配合学校教育的七个学习宗旨，协助学生巩固

学习基础、培育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包括着力推动

STEAM 教育 2，并灵活运用「学时」的概念规划课堂内外的学习；亦需关注

学生身心发展，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积极面对压力和挑战。中学亦

应藉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契机，为学生创造空间和照顾学生的多样性。 

 

13. 学校须完善全校层面的规划，推动跨科组协作，包括加强培养学生的资讯素

养，指导学生符合道德地使用资讯及资讯科技，以及评估资讯可信性；协调

及统筹科组共同推展价值观教育，持续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

认识国家历史和文化，建立对《宪法》及《基本法》，包括「一国两制」的正

确认识，并培养他们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让他们成为具国家

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2 即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