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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香港的資優教育

香港資優教育的目的

● 資優教育應為優質教育的一環。

● 全面發掘學生潛能，幫助他們追求卓越。

● 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機會啟發他們思考、培育他們的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的能力。

資優兒童的定義

「資優」、「智能」和「才能」的定義，往往會隨著時代、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不同而改變，

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一致的定義。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1990）參考美國的Marland Report	 (1972)	所提出對資
優的定義，採納以較廣闊的定義來界定資優兒童。報告書指出，資優兒童是指在以下一方面或

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潛能的兒童：

1.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2. 對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3. 有獨創性思考	—	能夠提出很多創新而精闢詳盡的意見；

4.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表演藝術方面極具天分；

5.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	—	在推動他人完成共同目標方面有極高的能力；及

6. 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方面有突出的天分。

由於香港採納較寬廣的資優定義，所以並不鼓勵以一次智力測驗的結果而去評定學生是否資

優。學校不單需要著重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亦需培育在其他範疇，如藝術、運動、創意思維

和領導才能方面的資賦優異的學生。學校宜按校情和學生的特質，發展校本資優培育課程，以

滿足資優及高能力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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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的推行模式

香港的資優教育主要是透過「三層架構推行模式」（見圖一），有系統、有策略地發掘和充

分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培育。學校根據「三層架構推行模式」規劃及推行

校本資優教育，同時考慮社會轉變的需要和課程發展重點，訂定短期和長期發展目標。除此之

外，學校亦須因應校情及教師團隊的準備情況，挑選合適的切入點以發展校本資優教育，並以

「學生人才庫」作為識別才能的工具。

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A：	在所有學生參與的一般課堂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三個資優教育

的核心元素。

B：	在所有科目的一般課堂中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可設計具

挑戰性的學習任務，讓資優／高能力學生逐步「浮尖」，以識別其優於同儕的潛質。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

C：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一般性或跨學科增潤課程（例如創意思維工作坊、領袖訓

練班等），為一批能力相若的學生提供有系統的訓練。

D：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特定性質的延伸課程（例如小作家培訓、創意寫作課程或

數學增潤班等），為在特定範疇表現優秀的學生提供有系統的訓練。

第三層：校外支援

E：	學校可安排特別資優學生參加由教育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專上院校及非政府機構提供

的增潤及進階課程（例如校外進階學習課程），進一步發展潛能。或者為特別資優學生作

個別化的教育安排（例如輔導、良師啟導計劃、提早修讀進階課程）。

「資優教育普及化」與「普及教育資優化」

學校在推行資優教育時，宜在普及及拔尖兩方面取得平衡：

「資優教育普及化」指在一般課堂中滲透資優教育的元素，以啟發學生思考、創造力及個人與

社交能力，讓每個學生的潛能都有機會獲得培育，透過參與多元化並富挑戰性的課堂活動，使

高能力或資優學生更投入學習，才華得以逐漸顯露。另一方面，我們鼓勵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運

用適異性教學策略，如彈性分組、分層課業、錨式教學等，為在不同學習領域有較突出才能的

學生提供較適切的課程，進一步提升他們在該領域的興趣和能力。

「普及教育資優化」強調為已在班內表現突出的學生提供有系統的校本資優教育服務，例如開

設各種類型的校本抽離式課程，讓他們在能力相若、志趣相投的同儕互動中進一步發展潛能。

此外，學校更可在發展專科知識的同時，開辦情意教育、領袖訓練等課程來加強支援資優學生

在情緒、社交、價值觀等方面的需要，使他們能夠更全面地發展。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順應從「識別潛能」（第一層：浮尖）到「發展才能」（第二層及第

三層：展才）的邏輯順序，同時亦包含了「資優教育普及化」和「普及教育資優化」兩個概念。

圖一：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課程內容
一般性（一般性增潤） 專門性（特定範疇）

第三層

校外支援

第二層

校本抽離式計劃

第一層

校本全班式教學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3E
特別資優學生

2C
擁有特別才能或於學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2D
於某特定範疇表現出色的學生

1A
（滲入資優教育三元素）

所有學生

1B
（適異性教學）

於個別學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展才

浮尖

校本學生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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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智能發掘孩子潛能

資優學生可以在不同領域突顯其資優的特質，包括在智商、學業、領導才能、科學科技、藝術

或體育範疇上有優越的表現。學校和家長必須緊密合作，細心觀察孩子各方面的表現，鼓勵他

們按其特質和興趣參與各類型的活動，讓孩子（特別是資優兒童）健康快樂地成長。學校和家

長可參考由美國哈佛大學 Dr Howard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概念，用以發掘孩子的潛
能。以下列舉資優兒童較常見和明顯的特徵，但不是所有資優兒童都會顯露這些特徵；而教師

和家長觀察孩子所顯露的特徵時，須與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比較，才具意義。

特徵

能言善辯，言簡意賅，表達力

強，詞彙豐富，能精通熟練地

掌握聽講寫讀技巧

主動探索事物的規律、因果關

係或邏輯關係，擅長抽象思維

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
(Gardner,	1983,1999)

語言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建議活動

朗誦、演講、辯論、廣泛閱讀、專題

研讀、猜謎語、對對聯、創作詩詞、

散文、小說及劇本等

數學遊戲、棋藝課程、推理／邏輯思

維遊戲、科學探索、實驗及發明等

能輕易掌握彈樂器的技巧，隨音

樂有節奏地擺動身體，能迅速記

憶歌曲的旋律，辨別音調

善於辨認方向，閱讀地圖及交

通路線圖，欣賞平面及立體設

計，精於記憶描述分析及統整

視覺意念及圖象

平易近人，善於鑒貌辨色，觀察

別人的感情、思想和行為，有領

導才能，受人歡迎，容易交朋結

友，善與不同年齡的人相處

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歌唱，欣賞音樂、歌劇及歌曲，創作

樂章，學習樂器、樂理及製作樂器，

組織樂隊，參加樂隊，參加樂團等

攝影、繪畫、寫生、拼圖、製作立體

模型、地圖、剖面圖及雕塑、設計迷

宮等視覺遊戲、野外定向

加強親子活動和家庭談話圈，參與制

服團隊、義務工作、小記者訓練、領

袖訓練、文化交流活動，擔當朋輩輔

導等

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喜好，善於

表達自己的情緒，喜愛反思日

常事情，檢討、分析自己，提

升自我以臻成熟

擅長一種或多種體育運動，肢

體動作協調，反應靈敏，喜愛

活動為主的學習方式，善於用

動作等身體語言表達意思

熱愛大自然，喜愛天文地理，

對農村或漁村生活有濃厚興

趣，具環保意識，洞悉大自然

生態規律

自省智能	

身體動覺智能

自然辨識智能

寫自省自勵的日記、自傳及網誌，參

與探索自己興趣的活動、自我認識、

自尊心、自我肯定及情緒管理等訓

練，安排獨處靜思的時間並分享自省

過程等

參與體育運動、體操、功夫、舞蹈、

默劇、雜耍、魔術等，抓緊學習、鍛

練、表演及比賽的機會

有系統地探究動、植物及大自然生

態，替物種分類，野外考察，探索天

體及天象，研讀自然生命科學的書

刊，藉飼養動物、耕種植物、觀鳥，

掌握生態規律、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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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智能發掘孩子潛能─ 
培育具STEAM潛能的學生

在不同領域的資優特質中，數學、科學、科技範疇是其中之一。為積極配合創新科技發展，發

掘及培育具STEAM潛能的學生，學校宜採用「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發展校本學生人才庫，
以加強支援學生在STEAM方面的學習需要，並栽培具STEAM潛能的精英，使他們能夠更全
面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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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五層教學法

學校可按「STEAM	五層教學法」，循序漸進啟發學生對STEAM的興趣。

概念自黃金耀博士，圖片及內容經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修訂
 Concept proposed by Dr WONG Kam-yiu, Graphics and content adapted by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Curriculum Support Division, Education Bureau 

校本資優教育及人才庫系列

STEAM 五層教學法

Level � 
開放式生活解難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
and Open-ended Investigations

- 設計比賽，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應用科學知
識與發明技巧，透過發明品或科學發現，解
決日常遇到的問題，甚至全球性議題

- Design competitions fo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and apply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kills to solve everyday problems 
and even global issues through inventions 
or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vel � 
STEAM  「動手做」活動
STEAM “Hands-on” Activities 

- 設計動手製作或實驗，讓學生由淺入
深學習 STEAM 知識及提升動手能力

- Design hands-on production or 
experiments for students to learn STEAM 
knowledge and improve hands-on skills 

- 安排學生多閱讀
STEAM 相關書籍

- 舉辦科普講座
- Arrange students to 

read more STEAM-related 
books

- Organise popular 
science talks

Level � 
增潤 STEAM 知識
Enrichment of 
STEAM Knowledge

Level � 
解難活動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

- 設計解難任務，提供必須的工具及
材料，讓學生在解難過程中應用科學
知識、發明技巧及發揮創意

- Design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 and provide 
necessary tools and materials for students to 
apply scientific knowledge, innovation skills 
and creativity 

- 利用教學上可運作的模型示範 STEAM概念
- 可應用多媒體解釋複雜及抽象的概念及原理
- 安排出外參觀展覧、到博物館及STEAM公司/機構
- Use models to demonstrate STEAM concepts
- Utilise multimedia to explain complex a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 Arrange excursions to exhibitions, museums and 

STEAM enterprises/ organisations 

Level � 
STEAM 教學示範
STEAM Teaching Demonstration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and Talent Pool Series

� Levels of STEA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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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課程支援分部
資優教育組資優教育組網站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站 

「資優教育普及化」 「普及教育資優化」

校本學生人才庫 

資優兒童的定義

在一般課堂中: 
 �.     滲透資優教育三元素 (創造力、
          高層次思維技巧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     設計多元化及富挑戰性課堂活動
 �.     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

為在班中表現突出的學生提供：
  �.     有系統的校本抽離式課程
  �.     情意教育、領袖課程及創意思維課程
  �.     加強支援資優學生各方面的需要，
           使他們能夠更全面地發展

採納較寬廣的資優定義

浮尖
展才

語言 邏輯數學

音樂

人際關係自省

身體動覺

自然辨識

空間

學術表現

創意思維 動手做

領導才能

�大
「多元智能」
概念

  �.     運用多元化準則、渠道及工具，識別
           資優／高能力學生
  �.     善用「人才庫」甄選學生參加校內培
           訓，以及推薦他們參與校外進階課
           程及比賽

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發展才能

識別潛能

 讓每個學生盡展潛能

第三層
校外支援

第二層
校本抽離式計劃

第三層
校本全班式教學

一般性
(一般性增潤)

課程內容 專門性
(特定範疇)

�E
特別資優學生

�C
擁有特別才能或於
學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A
(滲入資優教育三元素)
所有學生

�D
於某特定範疇表現
出色的學生

�B
(適異性教學)

於個別學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資優教育普及化 普及教育資優化

C

M

Y

CM

MY

CY

CMY

K

Poster 5_資優教育普及化_普及教育資優化_GE for All_Education for the Gifted_edit_Chi_A2_20230831.pdf   2   2023/8/31   下午 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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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才庫

識別及甄選資優/高能力學生

在學校發展資優教育方面，以「學生人才庫」作為識別才能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學校要
建立「學生人才庫」，有系統地收集、儲存、更新學生的學習進展，包括他們學科上的突
出表現、學術以外的成就、對某範疇的研習興趣等。這些資料有助教師全面了解學生的興
趣、特質和能力，以及識別學生的潛能，因應其學習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有策略地規劃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以促進學生的多元發展。

學校宜採用多元化準則、渠道及工具以識別資優／高能力學生，善用「人才庫」甄選學生
參加校內培訓及推薦他們參與校外課程及比賽，讓他們發揮所長。	

● 多元化準則、渠道及工具包括：
(1) 學生人才庫
例如：網上校管系統─「人才資料庫」模組

(2) 科目/	特定範疇工具庫
(3) 學生的學業表現
(4) 學生的非學業成績及表現（例如特殊才能、創造力、領導才能等）
(5) 教師及家長的觀察
(6) 教師推薦／家長推薦／學生自薦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五

步驟三

步驟四

先錄取在測考成績表現最佳的8%的學

生作為人才庫的基礎

教師推薦

通知家長有關安排

其他途徑，例如：自薦、家長或朋輩

推薦

教師若在日常課堂或校外活動，觀察

到學生在某一範疇具濃厚興趣或突出

表現，可再作推薦

特別推薦，例如：資源老師、轉校生

的前任老師

整個「人才庫」

涵蓋約15%的整

體學生人數

測考分數標準

（約佔「人才庫」的50%）

非測考分數標準

（約佔「人才庫」的50%）

步驟六

以下是 Dr Joseph Renzulli 建議建立「人才庫」識別資賦優異兒童的準則和步驟：

當學生被識別並納入「人才庫」，學校便可以更了解校內資優學生的個別特質及需要，並
因應校內資優學生及學校整體發展需要，有系統的規劃增益課程及為校內資優學生編配合
適的課程或學習活動：

第一類型（目的：幫助學生發掘自己的資賦潛能，發展他們的興趣）：

提供廣泛而多樣化的探索活動，例如講座、示範、表演、電影與短片欣賞、參觀或以實地
勘察的形式進行。

第二類型（目的：為學生裝備實用的技能以應付日後更高層次的學習）：

基本技巧訓練，包括創意思考、解難及慎思明辨能力、研習技巧、書寫、言語及視覺的溝
通技巧和情意教育。

第三類型（目的：為學生提供機會，將他們的意念、創意實踐出來）：

鼓勵學生進行獨立研究，運用他們的興趣、知識、創新意念及技巧去探索自選而真實的研
習課題。

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識別及甄選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參考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gifted/
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programmes/
identification-and-selection-proced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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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料庫」模組

自2018/19學年，教育局已於網上校管系統中增設「人才資料庫」模組，協助學校從多元化

渠道收集學生數據和資料，具體分析校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特質和分佈，為教師提供參考

資料，協助教師按學生與學校整體的發展需要，規劃適切的校本資優教育政策和培育課程。

「人才資料庫」模組可以從三個渠道（包括「學業成績」、「比賽成績」及「其他資料」），提取

網上校管系統中的資料，以便學校篩選校內的資優學生，建立校本學生人才庫。（見圖二）

圖三：網上校管系統「人才資料庫」預設的報告及其應用

人才資料庫報告

依學生（報告一）

「微觀」角度跟進

學校可了解某學生
從不同渠道被加上的

「標籤」

學校可掌握校內所有
獲加上某「標籤」的
學生名單及分佈

負責校本資優教育的
教師可藉此反思某範
疇的活動是否足夠

依識別標籤（報告二）

「宏觀」角度跟進

圖二：網上校管系統「人才資料庫」概念圖

從以上三種渠道甄選學生時，學校均可以為獲選學生加上適切的「識別標籤」（例如：

「語言智能」、「邏輯數學智能」、「領導才能」等），以記錄學生的資優特質。系統已

提供一些「識別標籤」供學校參考及使用，學校亦可按校情，自行訂定切合學校需要的校

本「識別標籤」。

當教師將學生加入校本學生人才庫後，網上校管系統已預設兩類報告供學校使用（見圖

三），學校可從宏觀（全校層面）和微觀（個別學生層面）角度，規劃學校的資優教育發

展和對資優學生的支援工作。

如學校有意進一步了解「人才資料庫」模組和其他相關模組的操作，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s://cdr.websams.edb.gov.hk/），然後按以下路徑（主頁	>	模組資料	>	人才資料庫
> 用戶手冊）查閱相關的用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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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分享—「善用校本學生人才庫：比賽訓練與學校
梯隊的建立」

楊永成協理校長
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會委員

提到資優教育在學校的發展，很多老師可能會立刻聯想到校外比賽。無疑，這些比賽
為資優學生提供了發揮潛能的舞台，但老師往往面對「比賽太多，學生太少」的問題，加
上不少資優學生都具備多方面的資優面，於是「搶人才」的情況在科組之間不時出現。有
時候，學生同時被多位老師邀請參加不同項目，但因難於拒絕師長，結果未能兼顧學業和
多項比賽而面對過大的壓力，適得其反。

建立校本學生人才庫可讓老師透過發掘更多校內人才，以解決上述問題。學校可以利
用多元的提名和記錄渠道，記錄校內學生不同範疇的資優面，協助老師在需要時獲得相關
資訊作出選擇。

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模組經驗分享

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的「人才資料庫」模組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學校建構合
用的校本學生人才庫。在設計和規劃校本學生人才庫時，老師宜首先思考實際操作時，
同工會如何搜尋學生，從而制定校本的「識別標籤」。「識別標籤」的作用有如網絡上的
「hashtag (#)」，當學生被加入人才庫時，他會被貼上不同的「識別標籤」，以記錄其資
優特質。在使用時，老師只要搜尋所需的標籤，便能找到相關的學生資料。因此，設計簡
單易明和貼近校情的「識別標籤」，絕對有助日後的使用。

在系統中，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的「學業成績」、「比賽成績」及「其他資料」三個
渠道將學生加進人才庫，有系統地記錄校內不同範疇具潛質的學生的相關資料。透過靈活
運用不同的設定，人才庫可以令學校的校本資優教育發展得到更長遠和可持續的規劃。
首先，在「學業成績」方面，學校可提高低年級學生的「提取百分比」，篩選較多學生進
入人才庫，讓各校隊的負責老師有更多選擇，配合適當的選拔機制挑選隊員。其次，在籌
劃「比賽成績」時，學校可以建立有系統的編碼方法，記錄各學科參加過的比賽項目，從
而檢視學校提供第二層抽離式項目的整體情況。最後，「其他資料」的渠道則給予學校彈
性，透過老師、家長推薦，甚至學生自薦等方法，讓更多具潛質的學生進入人才庫。	

校隊梯隊建立及培訓

當校本學生人才庫建立完備後，學校和老師便可善用這個工具促進各梯隊的建立，甚
至解決爭奪人才的問題。舉例說，學校的中文辯論隊已建立多年，當中某大型校際辯論賽
一直是重點參與的比賽。要培養更多隊員作替換和接班，負責老師可參考人才庫中有沒有
學生是語文成績優異（渠道一），且獲老師推薦（渠道三），但從未參與辯論隊？	 若老師
是新接手帶隊，也可搜尋人才庫中有沒有學生有過往的參賽記錄（渠道二），但現時已不
在隊中？至於在處理較新辦或突發性的比賽，例如一些STEAM相關的比賽，老師也可利用
人才庫的資料組織新的隊伍參賽。如果這個比賽需要學生設方案解決一項社會問題，製作
模型並作匯報，負責老師可以從人才庫中搜尋有「編程」、「藝術」、「創造力」、「人

校本學生人才庫

資優/高能力學生 比賽

文學科」，甚至「語文能力」等「識別標籤」的學
生，從中挑選一些沒有太多活動記錄，也沒有多項標
籤的學生，看看他們會否就是「滄海遺珠」。如此一
來，老師便能避免過份倚重少數「星級學生」，亦藉
此擴大校本學生人才庫。

期望以上的分享能讓老師對人才庫的作用有多
一點了解，但「校本學生人才庫」的重點實在於「校
本」二字，無論設計如何，只要能配合到校本的需
要，這個人才庫便是一個合適的工具。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人
才
庫

第
一
及
第
二
層
：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第
三
層
：
校
外
支
援

其
他
資
源
及
支
援
舉
隅

10



第三部分：第一及第二層—校本資優教育

教師的專業發展

為了支援學校根據「三層架構推行模式」實踐資優教育，推行第一層和第二層的校本資優

課程及加強教師於校內識別及照顧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教育局持續提供相關的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學與教資源等。學校宜設立資優教育專責小組，以負

責以下有關資優教育的工作：

● 管理校本資優教育的整體規劃，包括策略性地發展資優教育計劃及調配資源

● 統籌校本資優培育計劃的施行，致力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安排教師參與合適的資優教育專業發展課程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為促進校本資優教育的持續發展，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每年為教師提供適切的

專業培訓課程，以提高教師對不同資優課題的認識和理解。課程主題包括：

● 教育局教師網上基礎課程（詳細內容見第14及15頁）

● 資優教育深造課程（詳細內容見第15頁）

● 運用不同的適異性教學策略照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 在一般課堂中促進資優／高能力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及個人及社交能力

● 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情意教育

● 建立及運用校本學生人才庫促進校本資優教育的規劃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校提名機制簡介會

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資優教育）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
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pdp/programm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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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學與教資源，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
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l_and_t/index.html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旨在促進前線教師在同一學習領域／範疇互相學習和專業交

流，協助他們實踐資優教育的相關理論，並為優化校本資優教育課程提供實踐經驗和參考

資料。計劃目的如下：

● 推動並優化校本資優教育課程的整體規劃，與教師共同發展適切的校本資優教育課程及

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以照顧資優及高能力學生的學習／情意需要；

● 加強教師對資優教育的認識，並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多樣性﹙特別是資優或高能力學生﹚

的專業能力，持續優化學與教的效能；及

● 分享和推廣有效的校本資優教育實踐經驗及資源，促進跨校交流。

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計劃，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
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school_network/detail_info.html 

資優教育學與教資源

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一直致力發展不同學習領域的學與教資源，當中包括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數學、STEAM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情意教育等，讓前線教師
可作參考和使用。我們鼓勵教師將課程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作校本調適，使調適後的課程

更適切學生的需要。學與教資源主要分為兩大類別：第一層全班式（包括1A和1B）課程及
第二層抽離式（包括2A和2B）課程。這些學與教資源均經過課堂實踐，其中有部分修訂
或增補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的增益課程，有些是與夥伴學校合作設計的，有些則是資優教

育學校網絡計劃學校與本組同工共同訂定的。事實上，發展這些教材的目的除了讓教師參

考和運用外，更期望教師累積經驗後，有信心設計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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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教師網上基礎課程

課程特色：

彈性學習模式
設中、英文版本

供參加者選擇
費用全免

完成整個課程分別

只需約12/16小時

第四章

全民參與

第四章

在學校內外推行

情意教育

第三章

學與教透視

第三章

有不同學習和情意

需要的資優學生

第二章

聽．說．資優心

第二章

資優學生的

情意教育

第一章

識優．惜優

第一章

引言：資優學生

的情意特質

課程二：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情意教育

對象：
●	 希望認識對資優學生推行情意教育基礎知識的香港中小學校長和教師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掌握對資優學生推行情意教育的基礎知識，以提升識別及照顧資優學生情意需要的

能力

●	 建立基礎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與照顧資優學生相關的進階課程

課程內容：

●	 有關資優教育基

本概念及本港資

優教育政策

●	 資優教育的基本

概念

●	 為甚麼教師需要

了解資優學生的

情意需要？

●	 介紹照顧資優學

生不同需要的課

程模式

●	 認識資優學生潛

能未展的現象

●	 認識資優學生在

情感及心理方面

的困難

●	 認識來自不同背

景的資優學生

●	 認識雙重特殊資

優或多重特殊資

優學生

●	 資優學生的一般

特質

●	 資優學生的情意

教育：一般策略

●	 資優學生自我發

現及確立自信的

歷程

●	 學校內外資優學

生在社交及心理

上的適應

●	 生涯規劃及就業

輔導

●	 不同持份者在培

育資優學生上的

角色

●	 在學校開展情意

教育計劃的推行

框架

●	 加強資優學生情

意發展的教學策

略

課程一：資優教育

對象：
●	 所有希望掌握資優教育基礎知識的香港中小學校長及教師

●	 所有於各香港專上院校修讀教育相關課程的學生

●	 所有於香港中小學工作的學生輔導人員，如教育心理學家、社工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	 掌握推行校本資優教育的基本知識，以建立基礎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相關深造課程

課程內容：

＊	教育局保留批准申請者修讀以上課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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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請留意教育局教師培訓行事曆系統［Training Calendar System（TCS）］，當每期課
程上載培訓行事曆後，以e-Services戶口報讀有關課程。

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課程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資優教育深造課程

對象：

校長、副校長及專責校本資優教育的教師

完成課程後，教師能夠：
● 掌握推行校本資優教育的知識及策略，以規劃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藍圖

● 運用「強弱機危分析」促進校本資優教育的發展

● 了解「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的理念，有效推行及評鑑校本資優教育的策略

* 完成全數六個模組課程（共18小時）的教師，將可獲頒發一張「資優教育深造課

程」電子證書

課程內容：

深造課程(A)	 規劃校本資優教育及人才庫的藍圖

深造課程(B)	 推行校本資優教育及人才庫之強弱機危分析

深造課程(C)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第一層全班式教學實踐示例分析

深造課程(D)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第二層抽離式課程實踐示例分析

深造課程(E)	 學生個案分析與校本經驗分享：識別學生潛能與資優培育

深造課程(F)	 資優教育之教師專業發展與資源運用

課程二：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情意教育
http://www.edb.gov.hk/GE/aefoundation

課程一：資優教育
http://www.edb.gov.hk/GE/ge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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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規劃及推行校本資優教育時，需要照顧資優學生的社交、情緒和學習需要，包括在

第一層全班式教學課程內加入三大資優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及個人及社交能

力）、在課堂內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包括適異性教學），發掘學生多方面的潛能，並在

第二層校本抽離式計劃中為資優學生提供專科或跨學科的增潤課程。

適異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適異性教學」是靈活地因應學生的準備狀態、興趣和能力而調整學習內容、教學策略及

評估方法，目的是讓所有學生都能夠參與具挑戰性及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並有助鼓勵資

優／高能力學生從表層學習進入到深度學習，促使他們成為能反省、提問與自我監控的學

習者。適異性教學的四個元素（見圖四）。

在日常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可因應不同的學習目標、教學內容，以及學生的學習方式、能

力、興趣和需要，靈活運用一種或結合多種適異性教學策略布置課堂教學，例如：

-	 分層課業

-	 活動選擇板	

-	 彈性分組（例如：按能力分組、按表現分組、同質分組、異質分組）

-	 錨式活動

-	 分層提問	

-	 學習站	

-	 挑戰角

-	 探究為本的協作學習	

-	 獨立研究

圖四：適異性教學的四個元素

學習內容
為學生撤去
學習上限，
提供豐富、
多元及具組
織性的知識
基礎

學習成果
提供機會讓
資優／高能
力學生發揮
潛能

核心
課程

學習過程
提升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能力及創意，鼓勵學生
有效運用已掌握的知識

學習環境
提供安全及彈性的學習
環境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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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學生的情意教育需要

每位資優學生都是獨特的，因此學校須照顧資優學生的情意需要，包括支援潛能未展資優

學生和雙重特殊資優學生。資優學生會在不同領域展現其與別不同的特質，所以他們之間

可能存在著很大的個別差異。他們一般在認知、生理、情感及社交各方面的發展步伐不一

致。因此，部分資優學生會因這幾方面的不協調而產生情感或行為問題。一般來說，資優

學生在認知及情意行為的發展上有別於其他同齡的學生。

教師若能了解資優／高能力學生的獨特性和情意和社交需要，透過接納和鼓勵，加上整校

層面的政策和相關人員的協作，不僅能促進資優／高能力學生在認知及情意方面的均衡發

展，更能幫助他們建立健康正面的自我概念和人際關係，有助發揮其內在潛能，讓資優／

高能力學生展翅翱翔、人盡其才。	

實際年齡

10歲

智力年齡

15歲

各方面的發展步伐不一致

生理發展

年齡

9歲

情感發展

年齡

6歲

有關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可瀏覽：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
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l_and_t/ a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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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低落

專注力欠佳

自覺沒有能力操控自己的生活

對成績抱低期望

學習技巧欠佳 課堂上表現退縮或滋擾

不良的學習習慣

抗拒權威

經常欠交功課

把成敗歸因於外在因素逃避困難

不喜歡上學

評估：目的是要了解學生的興趣和強、弱項，找出潛能未展的原因，有

助訂立合理的期望。

溝通：與學生及其家長保持溝通，明白學生在家中及學校的情況，從而

共同訂立改善行為的目標和計劃。

改變期望：矯正學生過往錯誤或無助的想法，讓家長和學生都接受循

序漸進的逆轉過程，鼓勵學生作出努力。

認同的榜樣：為學生尋找合適的人擔任啟導者，可以是家長、兄姊、

熟悉的老師或在其身處的社區或團體的領袖。

糾正缺點：針對學生的不足加以改善，最常見的問題包括應試技

巧、學習技巧、時間管理及自我監察能力等。

改進誘導學生的方法：提升家長及整體教師對各類型的潛能未展資

優學生的認識，從而運用適切的技巧和讚賞學生的方法。

照顧資優學生的情意需要：支援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潛能未展資優學生的定義

資優學生在學校的表現與他的一些實際能力指標，如智力、成就、創造力或觀察所得的數

據之間持續地出現差距，顯示學生出現了「潛能未展」的情況。

潛能未展資優學生一般的特徵

照顧潛能未展資優學生的方法

照顧潛能未展的資優學生並無獨步單方。研究顯示，潛能未展的成因主要由三方面造成—
學校、家庭及學童本身的問題。所以，要逆轉潛能未展的問題，必須從這三方面入手。
潛能未展是經過學習而得來的行為（learned behaviour），故此也可以透過學習而消弭。
認識導致潛能未展的因素有助教師協助預防和逆轉問題。以下是Dr Sylvia Rimm 建議利用
「三方焦點模式」（Trifocal Model）的六個步驟，改善資優學生潛能未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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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資優學生的情意需要：支援雙重特殊資優學生

雙重特殊資優學生的定義

雙重特殊資優學生是指學生擁有資優的特質卻同時擁有以下一種（Twice exceptionality）
或多種（Multiple exceptionalities）的學習障礙。

1.	特殊學習困難：如讀寫困難	

2.	行為、情緒及社交發展需要：如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

3.	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如視障、聽障、言語障礙及大腦麻痺

雙重特殊資優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

資優特質：

•	對喜愛的事情有濃厚的興趣，並投放大量時間和精力在這些事情上

•	精於綜合分析，概念理解力佳，具整全的思考

•	善於用口語表達

•	後設認知（是指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認知）能力佳

•	高度的創意

•	善於掌握抽象思維

•	解難能力高

•	在面對具挑戰性的任務時，學習動機變得特別強

學習障礙特質：

•	難於記憶及理解沒有關聯性的事情及資料

•	不善於以書寫方式溝通

•	組織資料和編排工作能力較弱

•	具有短期或長期記憶方面的困難

•	不同學科的表現差距很大

•	欠缺專注力

•	沒法按時完成習作

•	要從大量文字中獲取資料時顯得吃力

•	不同領域的發展步伐不一致

雙重特殊資優學生的情緒及精神壓力 

雙重特殊資優學生在學習障礙和資優特質的互相牽制下，在學習上往往感到沮喪和無

奈，而某些情況更令他們產生沉重的心理負擔，容易損害他們的智能及情意發展。例

如：學業成績未能達到自己和別人的期望、課室學習環境缺乏挑戰和鼓勵氣氛、同儕關

係不和諧及師生關係緊張等。因此，學校不宜只針對學生的學習障礙，而是要以「強項

為本」的輔導原則制定合適的支援策略，從而讓學生的資優天賦得以發展，並加強他們

的能力感和自信心。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人
才
庫

第
一
及
第
二
層
：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第
三
層
：
校
外
支
援

其
他
資
源
及
支
援
舉
隅

19



S

W

A

M

Strength-based
著重培育學生強項的課程及教學

Management
全面的個案管理

Weakness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教授學生補償技巧及策略

Accommodation
給予個別化的調適

家長或教師發現其資優子女/
學生的學習受某些情意問題/學障所影響

家長及科任教師/班主任會面了解問題

一起商討介入方案

介入方案奏效 介入方案不奏效

成功解決問題

介入方案仍不奏效

對學生的個案作評估及重新擬定介入方案

教育心理學家按需要轉介學生
至精神科醫生或其他專科

學生支援小組、家長
與教育心理學家一起為學生訂立

及推行輔導計劃

定期檢討推行計劃的成效。
有需要時，學生支援小組可
再就學生的情況諮詢教育心理

學家的意見

轉介至校本或負責支援學校
的教育心理學家

尋求學生支援小組主任/學生輔導人員
（如學生輔導主任/駐校社工）的協助

以「強項為本」（Strength-based Strategies）的輔導原則

以校本資優教育政策和措施支援雙重特殊資優學生

學校應致力建立一個安全、包容和具啟發性的氛圍，珍視並接納學生的多樣性，採取一

種開放而多元化的方式來識別具不同資優潛質的學生（包括雙重特殊資優學生），並為

學生安排合適的培訓及支援計劃。例如：在一般課堂設計內加入情意教育的元素和對雙

重特殊資優學生的支援、甄選有情意教育需要或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因應學生的資優

潛質（如學術或非學術範疇）提供小組形式的課程等。

學校的資優教育專責小組除了規劃及統籌各校本資優培育課程外，宜與特殊教育小組協

調，對雙重特殊資優學生以「強項為本」的原則提供全面的支援及個案管理。學校亦宜

為有學習或行為問題的資優學生制定個案處理及轉介的程序和方法（見圖五）。

圖五：為有學習或行為問題的資優學生制定個案處理及轉介的建議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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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三層—校外支援

資優教育基金

教育局在2016年設立「資優教育基金」（基金），並於2016及2018年共向基金注資共16

億元，利用投資回報支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苑）推動資優教育的發展、落實資優教育

諮詢委員會建議的措施，以及鼓勵不同資優教育服務提供者為資優學生提供優質的進階學

習課程。

為強化中小學STEAM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培育於STEAM方面有潛質的資優學生，教育
局在2023-24年度向基金額外注資6億元，加強：

(1)	 支援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通過本地、跨地域、全國和國際層面的培訓、活動和比賽，

為特別資優學生提供更多包括STEAM特定範疇的高質素及具挑戰性的校外教育服務；
(2)	 通過資優教育基金鼓勵和資助更多專上院校、非政府組織、專業團體及創科企業推展

或深化校外進階學習課程，讓具潛質的精英學生，於更廣的範疇甚至跨領域中獲得高

質素及富挑戰性的學習經驗，並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潛能。

教育局一直重視對資優學生的培育，目的為讓

香港人才庫與日俱增及將香港的競爭力與國際

接軌。學苑作為教育局的緊密合作伙伴，本局

持續加強支援學苑，為具備卓越才華的學生提

供高質素及具挑戰性的校外資優課程及培訓，

培育精英學生。學苑為慶祝成立15周年，推

出一系列精彩活動，介紹學苑的成就，展示學

員的才華，以及推廣香港的資優教育。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慶祝成立15周年

香港資優學生參與國際或本地的創科比賽

如欲參閱及觀看政府新聞處報導及影片，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s://www.news.gov.hk/chi/2023/07/20230727/ 
20230727_160644_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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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積極推動STEAM教育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苑）是教育局轄下的受資助機構之一，配合教育局推動資優教育發

展的目標，專責為特別資優學生在課後提供專科或跨學科的增潤課程及專門訓練。學苑

服務對象為本港學校就讀的10-18歲資優學生。學苑以不同方式，包括學校提名、學生提

名、尖子培育計劃等，邀請適齡學生參加甄選成為學苑學員。

透過不同渠道取錄學員

學苑致力確保於本地學校就讀的10至18歲資優學生獲得合適的學習和發展機會。學苑每學

年主要透過不同的提名計劃取錄適齡學員，學校及教師宜踴躍提名資優學生成為學苑學員

（見圖六）。

從增潤到人才培育 

為了讓資優學生從學苑提供的機會中獲取最佳的學習果效，學苑採用了「人才培育模

式」，設計具結構性的課程，由「探索興趣」，「發展能力」，「成為專家」，「達至

卓越」四個階段組成，配合學員不同需求，從增潤到個人化學習，讓學員發掘自己感興

趣的學科／領域，再作深入的探討，並在當中鑽研至專家水平（見圖七）。

1. 學校提名

2. 校長提名

（自2022/23學年起，「學校提名」中增設「校長提名」取錄具有卓越領導力的學生）

3. 家長提名

4. 尖子培育計劃

（邀請於各項具代表性比賽或獎學金中有出色表現的適齡學生參加甄選）

5. 網上資優課程

（由教育局及學苑共同管理）

圖六：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名途徑

圖七：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人才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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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具特色的STEAM課程和比賽

為了滿足學員對STEAM領域知識的渴求，學苑每年舉
辦不同的STEAM課程，並鼓勵學員參加相關比賽。特
色課程包括有天文、航空、量子計算及太空任務等，

除了理論之外課程亦著重親身體驗，以天文課程為

例學員有機會親手製作望遠鏡及進行小型研究項目；

至於航空課程，學員有機會參觀機場禁區及機場內最

新設施，了解本港如何打造智慧機場。比賽方面包括

數理科技、航天科技比賽等，例如：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國際區塊鏈奧林匹克競賽、

「破解保險箱」國際物理錦標賽等。

天文課程	「破解保險箱」國際物理錦標賽

親子工作坊 家長講座

航空課程

家長教育培訓

在培育資優學生方面，學苑採取「三管齊下」策略，以學生、家長和教師為服務對象。學

苑鼓勵資優學生的家長參與學苑舉辦的家長教育培訓課程，在培育資優學生的路上並肩同

行，促進學生的潛能發展。學苑亦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機會，並與教育局合辦培訓活動，

讓教師了解及掌握支援資優家長教育的策略及資源。

學苑提供的家長教育課程相當全面，涵蓋資優兒童的特質、認知發展及情意發展的需要，

更會討論資優兒童父母的角色與限制。形式方面亦頗多元化，除一般的講座和工作坊外，

還有親子課程及家長支援小組等。

國際區塊鏈奧林匹克競賽

更多有關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資訊，請瀏覽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頁：

https://www.hkage.edu.hk/#gsc.tab=0，亦可使用右方的二維碼進入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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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教育局透過資優教育基金資助開辦不同的校外進階學習課程，讓資優學生在他們具才能的

領域，或在合適的情況下獲得個人化、高質素且具挑戰性的學習經驗，並展現他們的潛

能。有關課程除關注資優學生的知識和技能學習外，亦着重學生的情意發展和培養他們正

面的價值觀。

課程主要特色

•	富挑戰性

•	包括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

•	著重個人化和學生自發的學習

•	著重價值觀教育和學生的情意發展

課程主題
（教育局會不時檢視課程主題，並適時作出更新）

•	與STEAM相關的良師啟導研究課程
	 就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資訊保安、體育科技、藝術科技等

課題提供課程或研究活動。

•	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課程

	 就教育、歷史與文化遺產、環境、城市規劃等課題提供課程或研究活動。

•	實習及企業體驗學習課程

	 為高中學生提供在金融與資訊科技、法律服務、建造與建築、醫療與保健服務、工

程與測量、傳媒、設計等不同企業的工作體驗和實習計劃。

•	由學生主動提出的研習

	 由學者及／或專業人士在資優學生感興趣的範疇提供指導和學習機會。

課程提供機構

•	專上院校（包括相關學院、學系、中心等或獲得專上院校有關單位支持的人員）

•	非政府機構

•	專業團體

•	科技企業

教育局約於每年三月透過通函邀請各中小學向家長╱監護人推介課程，教師可因應資優學

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提名他們參與合適的課程。

有關「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的詳細資料，請瀏覽「資優教育

基金」與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網頁：https://www.edb.gov.hk/tc/GEFund，
亦可使用右方的二維碼進入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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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優課程　

為配合資優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模式，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推行網上學習課

程，讓資優學生有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以展現他們在不同領域的才華，當中包括天文

學、數學、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及轉變中的香港經濟等。

此課程由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網頁:	https://www.hkage.org.hk/en/student-programme/online。

學生比賽和相關資源

教育局透過舉辦全港性比賽或推薦資優學生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比賽，讓資優學生有更明

確的學習和成長目標，並藉此提供機會讓他們與能力相若的同儕進行交流切磋，從而拓寬

視野，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能力。

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每年均會與不同的教育團體、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以及非

政府組織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例如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科學與科技等，舉辦全港

性比賽。同時，教育局亦選派傑出的學生代表香港參加全國及國際性比賽。

為了讓學校有更豐富的資源來設計校本資優課程，或為參加比賽的同學作預備，資優

教育組一般會在比賽後將題目編輯成資源套供教師參考，例如中／小學中國語文菁英文

集、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Anthology、中／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及
香港科學青苗獎資料匯編等。教師可靈活運用這些資源去設計第一及第二層的校本資優教

育課程，以照顧校內資優／高能力的學生。

如欲了解更多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
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competitions/student_competi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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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優教育學習活動行事曆

學校透過建立「學生人才庫」，識別和推薦有潛能的學生參與不同校外比賽及進階課程。教育

局編訂了「資優教育學習活動行事曆」，供學校參考，學校可更有系統地安排學生參加資優教

育活動，培育有特別才華的學生。詳情請留意教育局通函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頁。

報名月份

九月起

十月起

十一月起

二月起

三月起

四月起

五月起

六月起

七月起

八月起

學習活動

●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校提名」及

「家長提名」計劃

●	 網上資優課程（包括地球科學、古

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及轉變中的

香港經濟）

●	 香港科學青苗獎

●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	 「常識百搭」

●	 網上資優課程

●	 香港傑出學生詩人（英文）獎

●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

●	 英才盃－STEAM教育挑戰賽

●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能力傾向測

試及訓練

●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寫作比賽

●	 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寫作講座

●	 香港區塊鏈奧林匹克

●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	 「破解保險箱」國際物理錦標賽－

香港區選拔賽

●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中國語文菁英

學習團

●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備註

●	 學生提名

●	 學校提名及家長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提名

●	 個人報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提名及學生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生報名

●	 學校提名及學生提名

●	 學校提名

●	 學校及學生報名

●	 菁英得獎學生

●	 公開報名（學校隊伍及非學

校隊伍）

●	 學校提名

●	 團隊主理人/統籌教師報名

●	 菁英金獎得主

●	 學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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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其他資源及支援舉隅

資優教育短片資源

為進一步推廣資優教育及向教師／公眾提供更多相關資訊，教育局製作不同宣傳短片，內容

包括香港資優教育政策、教育局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階學習課程、資優學生的情意教育等

等。以下短片已上載教育局教育多媒體供公眾觀看，可使用右方的二維碼進入網頁觀看。

宣傳短片 二維碼簡介

香港資優教育政策及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資優兒童，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

教育局資優教育基金：
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資優學生情意教育：
堅毅、勤勞與協作

介紹香港資優教育政策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
服務和最新發展

認識資優的定義、了解香港資優教育的推動模
式、解讀對資優教育普遍存在的迷思、分享資
優教育的經驗

介紹香港資優教育發展方向及「校本資優培育
課程」的理念、教育部門推廣以學校為本位的
資優培育課程所提供的支援和師資培訓、學校
推行校本資優培育課程的策略及成功經驗

介紹為進一步發展資優學生的潛能，教育局為
中小學的資優學生推出獲「資優教育基金」資
助的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以生動的方式加深不同持份者對資優學生情意教
育的認識。動畫透過資優學生參與創科比賽的成
長故事，培養他們堅毅、勤勞與協作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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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
(提供教師專業培訓課程、課程資源、學生活動
和比賽)

Academy for the Talente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提供學生活動、課程、教師培訓、家長教育和
支援及評估服務)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創意教育組

香港科技大學資優教育發展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學習支援及成長中心

網址：http://www.edb.gov.hk/cd/ge
電話：3698 3472
電郵：gifted@edb.gov.hk	

網址：https://talented.hku.hk/
電話：3917 5100
電郵：talented@hku.hk

網址：http://sic.newgen.org.hk/ 
電話：2792 3639
電郵：sic@newgen.org.hk

網址：http://www.hkage.org.hk
電話：3940 0101
電郵：programme@hkage.org.hk

網址：http://caise.edu.hku.hk/talent/ 
電話：3917 5828
電郵：caise@hku.hk

網址：https://www.bgca.org.hk/ 
電話：2527 9121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gt
電話：2603 7444/ 2603 7485
電郵：pgt@fed.cuhk.edu.hk

網址：https://ce.hkfyg.org.hk/ 
電話：2561 6149
電郵：ccst@hkfyg.org.hk

網址：http://www.cdgt.ust.hk/ 
電話：2358 5084
電郵：cdgt@ust.hk

網址：http://lsdc.yang.org.hk/
電話：2171 4171
電郵：lsdc@yang.org.hk

聯絡資料

聯絡資料

聯絡資料

本地機構/資源

大專院校（提供學生活動／資優課程）

非政府組織（提供學生活動／資優課程）

本地的資優教育資源及支援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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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踝程支援分部

資優教育組

網址： www.edb.gov. hk/c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