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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背景  

1.1  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自 2015/16 學年起推行 1。當學校自我評

估（自評）輔以校外評核（外評）和重點視學，仍然是學校優化其

發展工作以持續自我完善的基礎，教育局採取了優化措施，以更靈

活的方式核實學校的自評及其對學校發展的影響，並據此提供促進

學校持續改善和發展的建議。             

 

1 .2  在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教育局採用更有彈性的方式進行

外評，例如隨機揀選學校進行外評；外評不受固定周期限制；以及

讓辦學團體提名轄下學校接受外評。此外，教育局進行更多重點視

學，涵蓋各學習領域 /學科，以及課程發展趨勢及政策措施相關的

特定主題。外評報告形式亦有所修訂，因應學校的校情和重點工

作，扼要和聚焦地匯報學校的主要優點和有待改善之處。新任校長

的特定專業發展課程亦加入外間評核人員的培訓部分。     

 

1 .3  一如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前兩個實施周期，教育局認為有需要評

估其在現階段的推行成效，尤其是優化措施方面。因此，教育局委

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進行效能研究（研究），以

蒐集參與學校持續發展的持份者意見。  

    

 

研究目的  

 

1.4  是次研究的目的是就下列各項進行獨立和外部研究︰  

a)  自 2015/16 學年起，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在現階段的推行機

制及其效能；   

b)  現時的運作模式對推行以「校情為本」的外評和重點視學，

以及建立教育局和學校之間的專業夥伴關係以促進學校持續

完善的適切性；          

c)  外評和重點視學對學校的影響；以及             

d)  將自評融入學校恆常工作的影響，包括 ( i )  促進學校持續發

展； ( i i )  加強學校內部問責意識； ( i i i )  建立學校應對變化和

課程改革挑戰的能力及  ( iv)  在學校建立反思習慣及文化。   

   

 

            

                                                      
1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第一周期及第二周期分別於 2003/04 至 2007/08 學年及 2008/09 至

2014/15 學年推行。本研究報告中提及的「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自 2015/16 學年推

行；於本效能研究開展時，被稱為「新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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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1  進行文獻回顧，探討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類似措施，包括韓國、英格

蘭、愛沙尼亞、蘇格蘭、瑞典、捷克、意大利、澳洲和新西蘭。   

 

2 .2  蒐集並審視一定數量持份者在「網上校外評核問卷」、「網上重點

視學問卷」和「外間評核人員校外評核意見調查表」的回應。從這

些意見調查中獲得的數據，可視為代表了各持份者的主要觀點。   

 

2 .3  進行 12 個案例研究，涵蓋自 2015/16 學年曾進行外評或重點視學

的學校，包括 8 個外評案例和 4 個重點視學案例。案例學校以分層

隨機抽樣的方式，輔以「網上校外評核問卷」和「網上重點視學問

卷」的結果進行抽選。  

 

2 .4  進行 55 場焦點小組討論，蒐集了共 155 名持份者的意見。持份者

包括學校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學校改善小組成員或中層管理

人員（統稱為學校改善小組）、辦學團體的代表、校董會 /法團校

董會代表，以及校外評核隊伍（外評隊伍）或重點視學隊伍（視學

隊伍）的成員。  

 

 

 

3.  研究結果  

 

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3.1  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幫助學校探索並找出未來發展方向。學校通過

成立委員會和小組，探究可行方法和措施，蒐集學校持份者的回

饋，以及採用實證為本的方法，確保能有策略地規劃、推行和評估

其工作，當中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3 .2  「策劃－推行－評估」的自評循環，輔以外評與重點視學，對在學

校內部和教師之間發展反思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學校通過在日常工

作中落實「策劃－推行－評估」循環，加深了解自評在推行現階段

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重要性。大多數學校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自

評，例如採用行動研究或「保持－改進－開始－停止」模式，參加

由大專院校專業人員支援的學校改進計劃，以及運用符合學校需要

的校本評估工具。鑑於學校和教師在運用評估資料回饋策劃，以及

進行反思的深度仍見差異，學校自評尚有改進空間。   

 

3 .3  學校把不同的教育措施如自主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教育、資訊科技教育和資優教育等納入發展規劃並加以推

廣，以提升學與教效能。進行外評和重點視學有助教育局監察政策

的推行情況，以及檢視學校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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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與第二周期的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相比，教師運用實證和數據進行

自評的意識和信心已有所提升；整合、闡釋和使用數據的能力則見

參差。   

 

3 .5  隨着不同持份者更積極參與學校的決策過程，以及學校在同儕觀課

方面有更好的實踐，學校內部的透明度與問責性日益提高。然而，

有持份者關注如果公眾可以查閱視學報告，公眾有可能誤解視學結

果，對學校造成標籤效應。   

  

3 .6  在現階段，有學校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以推動更多教師參與自評，辦

學團體在促進學校持續發展和改進方面的參與程度亦較以往高；惟

教師在自評過程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成員對自

評、外評和重點視學的了解程度不一。儘管如此，學校已更明白讓

家長（包括法團校董會中的家長代表）向學校提供建議的重要性。

學校採用了更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例如持份者問卷和校本問卷

調查，以蒐集學生對學與教的意見。然而，學生參與制訂學校發展

方向的程度仍低。    

 

3 .7  在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外評和重點視學持續以促進學校

自我完善為原則，在加強學校與教育局之間的專業夥伴關係方面，

取得長足進步。學校人員欣賞外評和視學隊伍的專業、態度和同理

心。  

 

 

校外評核  

           

3 .8  在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外評所採取的靈活措施能減輕學

校人員準備外評的壓力，以及更配合學校的運作和發展需要；教師

因此更樂意及有信心與教育局人員在外評中進行專業交流，並因應

外評的回饋作出改善。     

  

3 .9  外評以「校情為本，對焦評估」的原則進行，有助學校了解其工作

的優劣，並通過自評促進學校自我完善，但有少數意見認為外評未

有充分考慮個別學校的具體情況。   

 

3 .10  外評無疑能夠輔助學校自評，為學校提供清晰的方向，促進學校的

持續發展。外評亦使教師愈意識到，在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下，他們需要持續檢視學與教的質素，調整教學方法，並採用多元

的教學策略。至於邀請新任校長擔任外評隊伍的外間評核人員，有

助促進他們的專業成長和發展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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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   

 

3 .11  在案例研究和焦點小組中，受訪的持份者對重點視學發揮的作用抱

持非常正面的看法。通過教師與視學隊伍之間以學生為本的專業討

論及交流，學校能夠善用視學的結果作出改善。重點視學除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和成長外，亦有助學校有策略地優化課程規劃。  

 

3 .12  「網上重點視學問卷」和焦點小組討論的結果顯示，受訪者對重點

視學的壓力和工作量的回應較外評更為正面；重點視學亦有助改善

教學策略，例如在課室運用資訊科技，以及讓教師更樂意接受同儕

觀課和進行協作教學。  

 

 

4.  未來的發展方向  

 

加強對學校的支援，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4 .1  為促進持續發展，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學校有效調適和運用自評工具

的能力，以更能配合學校的具體情況和需要。  

 

4 .2  鼓勵學校提供更多同儕學習及交流的機會，讓學校帶領教師更有效

將自評融入日常工作。  

 

4 .3  進一步探索和開拓專業學習社群，如舉辦「學習網絡」和「師友計

劃」等，鼓勵學校及教師分享他們根據外評和視學隊伍提供的建

議，制訂改善策略的經驗，以促進跨校交流和協作，提升學校人員

的專業能量和激發協同效應。   

 

進一步完善外評和重點視學的安排  

 

4 .4  根據學校的表現和過往外評的結果等因素，調整外評的頻次，更有

效照顧不同學校的需要。  

 

4 .5  採用更具彈性的方式進行重點視學，例如進一步考慮學校的意見及

需要以揀選學校、學習領域 /學科及重點視學的主題；並參考現時

外評的做法，在揀選學校進行重點視學時考慮辦學團體的意見。  

 

4 .6  學校人員肯定外評隊伍的專業精神。建基於現階段學校發展與問責

架構的成功經驗，並配合學校日漸提高的期望，建議考慮如何進一

步豐富外評隊伍的專業組合。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邀請更多資深

校長，包括剛退休的校長，擔任外評隊伍成員，以進一步加強學校

與外評隊伍之間的專業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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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校的問責性和透明度   
 

4 .7  除了提名學校參與外評，辦學團體主要通過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中

的團體代表來履行在外評和重點視學的角色。建議考慮把辦學團體

的代表列入外評相關會議的出席名單中，例如邀請辦學團體的代表

出席外評的口頭回饋。另外，儘管學校已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渠

道讓家長和學生參與學校發展，但讓家長和學生參與自評、外評和

重點視學仍是一個挑戰。建議考慮邀請家長和學生參加外評前的會

議。通過以上安排，加強辦學團體、家長和學生對學校發展的了

解，以及提升他們在自評及外評的參與度。  

 

4 .8  學校應本着透明和問責精神向公眾公開視學報告；惟有關舉措在學

校之間仍不普遍。可考慮發布學校視學報告的主要結果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