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課程領導‧推動課程倡議」
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2025/26)

教育局人員提供的專業支援服務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專題研習

網上申請編號： S11

#跨課程學習 #國民教育



提供支援服務的單位/組別、支援對象及範圍

⚫ 提供支援服務的單位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 支援對象
中學

⚫ 支援範圍
課程領導、跨校交流



目標

⚫透過培育培訓團隊模式，並著重培育課程領導人才，提

升學校課程領導能力和教師團隊專業水平

⚫推動跨校專業交流，讓課程領導共同探討推行專題研習

的關注點與對應策略，以加強全面和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幫助學生掌握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共通能力，並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支援重點
⚫由內地專家教師帶領，通過專題研習達至跨學科整合，以
助學生連繫和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與技能

⚫因應學校的校情和學生需要，優化專題研習的規劃與實
施，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讓學生通過真實
和獨特情境學習，發展共通能力，並促進自主學習

⚫促進不同科目運用適切策略，在課堂內外以「有機結合、
自然連繫」的方式，培養蘊含在學科課程的正確價值觀和
態度

⚫發展專題研習的評估，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



支援活動

⚫每所參與學校選派課程領導與其他學校組成學習社群，
於跨校專業發展活動分享和推廣有效的實踐經驗及資
源，以促進學校之間的專業交流

⚫支援人員亦會因應校情分別與各校專業討論，訂定校本
的實施策略，以達至學習社群的共同目標



2. 知識應用實踐

3. 自評/互評/

實施跟進

1. 匯聚學習資源

校本實踐
• 運用知識，並參考支

援人員的專業分析，
修訂推行方案

• 實踐課程

教學創新/啟迪
• 反思
• 回饋
• 經驗交流
• 學校參訪

知識輸入
• 主題式講座
• 案例分享

共同
關注事項

學習社群

目的： 1. 培育培訓人員
2. 促進持續發展

提供： 1. 學習平台
2. 專業交流機會
3. 問題解決情境

通過：建立課程領導團隊，
經過行動反思，內化並建構
知識

促進：理論知識實踐化，實
踐經驗概念化



專題研習的四個特徵

壹 適標性

貳

叁

肆

真實性

獨特性

開放性

「標」的兩層含義：一是學生的標準，
二是課程指引。

創設真實性情境，真實的做事，真實
的做人，讓學生有帶入感，有學習積
極性，做到學以致用。

應具有獨特的實踐價值，成果應具有
創見性，學生能夠運用所學評估觀點
與概念，基於證據和客觀標準進行判
斷。

主題應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在研習
成果形式的選擇上，儘量讓學生有選
擇的餘地。

新课标解读与项目建议123.pptx


課程指引/教材

项目
设计

專題研習
學習模式

內容結構化

研習
確立

驅動性問題

學習支架

預期成果 評價量表

研習流程/
研習管理

研習互評

評價過程

評價內容 評價主題

評價機制

研習
實施

研習
評價

研習
設計

專題研習的學習模式



專題研習的實施流程

研習
設計

研習
實施

研習
評估

研習
導引

研習
探究

研習
互評

選擇主題定類型
設計任務搭支架
預期成果制量表
師生互評找問題
指導修正促完善
選擇平台供展示

理解主題選任務
自主學習顯主動
互助合作做成果
成果交流初展示
修改完善促提升
公開展示再分享

回饋修正提升

組織管理指導

課堂文化

研習複盤

學習目標

反思總結

教師 學生



專題研習的評估設計

誰來評

研習評估

何時評 評甚麼

自評

他評

師評

量表前置

課堂點評

複盤再評

階段性成果

最終成果、學習

品質、價值觀等

確定多元的評估主體 貫穿始終的評估過程 界定多維的評估內容

怎麼評

檔案袋

星卡評價

紙筆測試

實施分層的評估機制



示例1、走進夏商周，圖說青銅器



示例1、走進夏商周，圖說青銅器



示例1、走進夏商周，圖說青銅器



示例2：東江情緣

▪ 以香港水荒和供水工程為載體，引導教師通過地理及歷史科，促進學生培養家國情懷
▪ 帶領教師實地考察，分享如何指導學生進行地理研學探究活動
▪ 通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提升課堂研究的能力
▪ 製作實踐研學活動的教師及學生手冊，學校根據校本需要，靈活調適上述教學設計



示例2：東江情緣

探訪萬宜灣村村民

“東江情緣”項目線上推進
指導教師研學活動

“東江情緣”放映會中熱情的學生

“東江情緣”放映會圓滿結
束

萬宜水庫研學

撰寫研學教材和手冊

“東江情緣”放映會中體驗式學習



注意事項
⚫ 支援服務為期一年

⚫ 為善用支援服務，參與學校應：

▪ 委派一名課程領導為統籌人員，負責與本服務支援人員保持聯絡

▪ 安排定期的校內會議，由參與本支援服務的課程領導帶領校內教師，探討如何緊扣課
程倡議，促進學校課程的發展。支援人員會與課程領導緊密協作並提供意見，進一步
提升課程領導的專業能量

▪ 允許支援人員在研習期間蒐集學習活動錄影片段及照片、教師反思資料、學生作品
等，作專業討論之用

▪ 分享學校課程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共同協作發展的學與教資源（該等材料的版權將由教
育局與有關學校共同擁有。教育局亦保留彙集和修改的權利，以作教育推廣用途）

⚫ 參與學校須遵守相關法例，如發展校本學與教材料時遵守版權條例

⚫ 本支援服務為「推介服務」，每所學校除了可申請最多兩項服務外，還可額外申請本「推
介服務」



校本支援服務(2025/26) - 常見問題

問1： 支援服務包括觀課嗎？

答1： 除了優化課程規劃，支援服務一般包括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和評課，以強化學校課程實
施，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觀課能讓支援人員和核心團隊見證共同備課的成果，掌握課
堂學與教的顯證，從而促進教師根據具體觀察，自我反思並專業討論課程落實的情況。

問2： 支援服務為期會否多於一年？科組有意按年逐步檢視及規劃初中課程，若支援服務為期只有一
年，時間會否不足？

答2： 支援人員會協助學校檢視校情，鼓勵學校善用為期一年的支援服務，訂定適切的課程計
劃，發展課程領導及建立交流與反思文化，以促進學校課程持續發展。
各項支援服務一般為期一年。學校如欲繼續參與支援服務，仍可遞交申請，教育局將按
既定機制處理各學校的申請。



問3： 通過支援服務，學校可否同時推動其他最新課程倡議？

答3： 可以的。支援人員會與教師團隊共同檢視學校校情、科組發展方向和學生學習需要等以訂
定發展重點。學校如未有具體計劃，亦可先申請來年的校本支援服務，待服務獲批後，再
與本組支援人員商討具體的支援工作。

校本支援服務(2025/26) - 常見問題

問4： 內地專家教師將會與香港教師如何協作？

答4： 內地專家教師將會就專題研習的規劃、實施和評價三方面，為學校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引
導教師持續發展學校的專題研習。學校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教師的專業能量等，與內
地專家教師商討期望發展的課程重點。



查詢熱線/電郵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專題研習

網上申請編號：S11

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姓名：盧家鴻先生
電話：2639 4745

電郵：scdosbcds1@edb.gov.hk



申請注意事項 (1)
⚫ 本支援服務為「推介服務」。學校除可申請最多兩項校本支援服務外，亦可額
外申請本服務及其他「推介服務」。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7/2025號或透過
掃描以下二維碼，瀏覽校本支援服務網站，獲取支援計劃的詳情和最新資訊。

⚫ 有興趣參加支援計劃的學校可於2025年4月8日至4月30日，透過教育局「統一
登入系統」申請「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專題研習」支援服務（網上申請表編號：S11）

校本支援服務
http://www.edb.gov.hk/sbss

http://www.edb.gov.hk/sbss


申請注意事項(2)

⚫ 學校可透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進入「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
請系統」 (http://clo.edb.gov.hk/) 申請支援服務。如需查詢：

⚫ 申請結果將於2025年6月13日公布。

查詢事項 統一登入系統 校本支援服務網上申請系統

聯絡組別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校本專業支援組

聯絡人 「統一登入系統」服務台 黎皓輝先生

電話 3464 0592 2152 3604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