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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的第一階段由教育署進行，目的是選出香港有效能的中學，篩選的準則

包括：學生學業成績的增值狀況、分區教育主任的提名、學生的態度及自我觀調

查，校長、教師及學生對課外活動的觀感，以及在教育署不同部門所獲得學生的

情意和社群的資料。基於上述學業、社群和情意方面的準則，教育署選出了六所

背景不同的學校，作為「有效能學校」，以進行第二階段的深入探究﹝節 1.1 研

究背景(第一及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與香港教育研究所的一隊研究人

員負責，主要工作包括：鑑定這些有效能學校的特點、探討學校形成這些特點的

過程、建議如何促進學校效能，及找出不同人士和團體在促進學校效能所擔當的

角色及功能。這些因素並非獨立運作，而是在學校獨特情境脈絡下互動去發揮效

能﹝節5.8學校效能的特質：一個整全的動態過程﹞。 

 

  第二階段採用個案研究方式，以質化為主，並輔以量化的探究方法。資料搜

集分別在六所個案學校分兩段時間進行，每次為期約一周，方法包括問卷調查、

實地觀察和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學校的各方代表﹝節3 研究設計及過程﹞。 

 

  調查結果發現，六所學校的相異之處，較相同之處多 ﹝節 4 跨個案主題：

提供探討有效能因素的基礎﹞，這是因學校在教育理念、所在地區和收生情況上

各有不同。每所學校也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去適應各自的獨特環境，它們

有自己的運作方式、人手、目標、動機、領導方式等。例如，某所學校會追求一

致性、維持和諧的家庭氣氛，另一所學校則刻意鼓吹多元的意見；某所學校鼓勵

學生的責任感和自律精神，另一所則較保護和管束學生。每所學校也有自己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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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所以本研究對各學校的運作模式作出了仔細的觀察、分析和比較 ﹝節

5.6 獨特性﹞。 

 

  各所學校的運作模式也截然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情景脈絡和教育理想，因此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達致學校效能是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配方。然而，我們

仍能在六所學校找到一些共同特點：校長強而有力的領導、教師高度的投入感和

教師高度的穩定性﹝節 5.7 共同特徵﹞。這些因素令教師能在有利的環境下工

作，也為學校提供了清晰的發展方向，結果教師能專注教學、支持學生和照顧學

生的需要。校長招聘教師時，通常會找一些跟學校文化相近的教師，校長對教師

文化的塑造，倒過來又幫助穩定教師隊伍；有些校長給予教師高度的自主權，讓

教師自行運用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六所學校中，不少教師也能在工作上獲得很

大的滿足感，也很投入工作，由此可見，這是成為有效能學校的重要因素。 

 

  六所學校重視學術成就之餘，也比以往更重視學生在社群和情意方面的發

展，這尤見於收生組別較低的學校﹝節4.3學習為本﹞。這些學校很著重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也致力發展課外活動及學生的全人培育。 

 

  研究結果發現，六所學校的教育人員大多能接受挑戰，改進學校的效能；然

而，部分資深教師似乎已失去教學熱誠，也有不少教師感到工作量大，壓力重重，

他們要負擔額外的行政工作，並應付一連串幾乎同時推出的教育改革。研究結果

建議，學校應小心推行改革，政府亦應提供額外人力和經濟資源，減輕教師的工

作壓力﹝節6.1 對政策制訂者的啟示﹞。研究亦發現，六所學校的全校性課程變

革缺乏規劃和統籌，此外，不同層面也需要更多和更佳的專業發展。 

 

  教與學是學校的重心。六所學校的課堂觀察顯示，教學過程仍很依賴教師和

課本，告訴學生思考甚麼，學生接收訊息後，教師便以封閉式問題和測驗評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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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雖然教學過程中有分組活動、討論、專題學習和師生之間開放式的互動﹝節

4.2 教學與教學效能﹞，但六所學校更應著重學生自行探索和獨立學習、其他課

業為本的活動、學生的個別練習、有素質的課堂互動、能力差異、運用多元化的

教學技巧，及改善教室環境﹝節6.2 對學校人員的啟示﹞。 

 

  雖然六間學校有不同的文化，但都是正面的文化，並提供有秩序的教學和學

習環境﹝節 4.4 創造正面的學校文化﹞。然而，要令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的機

構，學生和教師能培養出終身學習的習慣，六所學校仍有一段路要走﹝節6.2 對

學校人員的啟示﹞。 

 

  研究亦發現，有些學校並不注意監察學校本身的表現和發展。學校所作出的

監察，大多只限於學科層面，並圍繞學生的學業成績﹝節4.7 不同層面的進度監

察﹞。以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所提倡的自我評估和校本管理而言，六所

學校均距離目標尚遠﹝節6.2 對學校人員的啟示﹞。 

 

  研究發現，六所學校的校長和學校管理小組的領導模式都迥然不同，但各自

有其達致效能的方式﹝節5.7.1 校長強而有力的領導﹞。每位校長均採取了切合

其本身性格、學校特色、理想、文化、環境的方式，各種方式均有其利弊。我們

希望這研究的發現，能對參與學校領導專業培訓的人士有所啟發﹝節6.3 對其他

持分者的啟示﹞。 

 

  研究發現，少數學校實行學生賦權（給予學生權力，自行控制學習和表現），

結果令人鼓舞﹝節4.6 讓學生承擔責任﹞。在這些學校內，學生賦權似乎既能讓

教師告訴學生想甚麼、做甚麼，亦能讓學生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觀點、知識和行為，

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節6.3 對其他持分者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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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本研究顯示了六所學校提升效能的特點和過程，希望有助改善學

校的工作。本研究也帶出了各因素之間的交互關係，但這些關係只是推斷出來，

仍需進一步研究，找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測試這些假設﹝節7.3 未解決

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