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於學校自評

學習圈經驗分享會

11/7/202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學校背景

30班
小班教學

校訓
勤儉樂勇

全校738人
男生513人
女生225人

積極進取
自信
自律
自學

55位教師
(包括校長)

創校年份
1949年

(75週年)



2021-2024學校發展計劃
學校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
推行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公民素質。

關注事項(二)：

通過高階思維策略，發展學生的傳意技巧、解難能力及創造力。



分享內容

1. 蒐集和詮釋自評數據：
-選取所需的 APASO III副量表
-詮釋 APASO III數據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2.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提升教師的數據素養
-加強教師認識自評工具(尤其 APASO III)及分析數據的能力及使用

3. 進行實證為本自評工作的行政安排：
-減輕教師在自評行政工作上的經驗分享

4. 整體反思



蒐集和詮釋自評數據：
-選取所需的 APASO III副量表
-詮釋 APASO III數據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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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心小組成員

1. 按2021-2024學校發展計劃及學校周年校務計劃的關注事項；

2. 配合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學生發展需要來選取合適的副量表；

3. 構思2024-2027學校發展計劃三年計劃的方向。

選取需要的 APASO III 副量表

蒐集和詮釋自評數據：選取所需的 APASO III 副量表



「APASO III量表及副量表總表」

總表內配合了「七個學習宗旨」及「十二種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清晰地了解各量表及副量表的題目數量及副量表與七個學習宗旨及價值觀的關係



「APASO III量表及副量表總表」

總表內配合了「七個學習宗旨」及「十二種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清晰地了解各量表及副量表的題目數量及副量表與七個學習宗旨及價值觀的關係



制訂問卷時必須要有清晰的評估目標及方向

問卷名稱 目標 學生人數 問題數目 學生人數

KPM 17 學生的情意發展
P.3-P.6

所有學生
共55題 482

SET A
配合學校
關注事項一

P.3-P.6

單數學號
學生

共38題 242

SET B
配合學校
關注事項二

P.3-P.6

雙數學號
學生

共41題 240

蒐集和詮釋自評數據：選取所需的 APASO III 副量表



本校如何詮釋 APASO III 數據？

⚫ 詮釋APASO數據時，主要

⚫ 整體Q值比較

⚫ 學生性別比較(與全港小學比較)

⚫ 校內各級數據比較

(本校三至六年級之間比較)

⚫ 按問卷的題目分析

⚫ 結合學校其他數據及資料來引證，包括

⚫ 持份者問卷調查、教師觀察、同儕觀課、測考分析文件、課業表現、
其他校本數據和資料、活動後問卷等

⚫ 在詮釋自評數據時

⚫ 按範疇及副量表所對應的學習宗旨及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作出分
析及自評



學校可以通過「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選取
合適的APASO III報告：

1. 年度報告
a. 副量表報告
b. 項目報告

提供某一學生群組各個副量表的分數
提供某一學生群組各題項的作答結果

2. 跨年度報告 比較多個副量表於不同學年的表現

3. 比較分析報告 比較不同學生群組於不同副量表的表現

4. 相同學生群組比較報告 比較某一學生群組於連續兩年間在不同副量表的
表現

5. 性別比較報告 比較某一學生群組內男生與女生在不同副量表的
表現

6. 其他比較報告：
社會經濟地位比較報告

比較某一學生群組內相對高社經地位與相對低社
經地位的學生在不同副量表的表現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1.整體比較

詮釋 APASO III數據 –年度報告：副量表報告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1.整體比較

詮釋 APASO III數據 –年度報告：副量表報告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2.性別比較 -男生的水平表現優於香港小
學男生

-女生在「創意思維（享受）」
方面的表現卻低於全港小學
女生

根據以上分析，本校有需要
強化及跟進女學生在運用創
意思維解決問題這方面的訓
練。

詮釋 APASO III數據 –性別比較報告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3.按年級比較
-在「創意思維（享受）」方面
三,四年級的表現較佳，但有逐
級下降的趨勢。

- 需要提升高小學生在「創
意思維（享受）」方面的表現。

詮釋 APASO III數據 –比較分析報告



在「學習（主動）」及「慎思明辨」兩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

94.1%的學生認為「自己喜歡主動了解新事物」

92.1%的學生認為「我的意見通常是來自我自己的經驗，並會認真想想別人的意見」

90.8%的學生認為「我嘗試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

93.8%的學生認為「如我發覺我的意見不一定對時，我會作出改正」

在「創意思維（享受）」方面，

92.9%的學生同意「我喜歡一些困難和需要用新方法去玩的遊戲」

66.1%的學生同意「我喜歡需要用新方法去完成的功課」

65.2%的學生同意「我可以為不同問題提出多種解決方法」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4.按問卷的題目分析

學生願意在不同的活動
中運用創意思維，但卻
較少用在功課上。

詮釋 APASO III數據 –年度報告：項目報告

絕大部分學生認為

絕大部分學生同意

部分學生同意

部分學生同意



持續發展，優化策略：策劃─推行─評估（PIE )

以上APASO III數據檢視關注事項二高階思維策略時，發
現本校雖已營造學生「自主學習」及「慎思明辨」兩方面
的氛圍，但在「創意思維」的運用仍以男學生為主導。
因此需要重新策劃，推行方法，改善問題。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反思問題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即時回饋

作品傾向男生？

作品傾向女生？

P.6 多元智能課
STEAM 學習活動
瓶蓋電光手套



⚫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數據：反思問題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P.6 多元智能課

更改延伸學習活動的要求，加入藝術
表演元素，以配合學生的興趣。

與女同學進行訪
談，了解她們對
作品的看法。

女生主動分享設計心得

即時回饋

動手製作
瓶蓋電光手套

女生在畢業典禮中演出



⚫ 製作不同的
分析圖表：

十二種價值觀和

態度

策劃下一周
期發展計劃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新學年回饋



⚫ 製作不同的
分析圖表：
七個學習宗旨

策劃下一周
期發展計劃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新學年回饋



⚫ 利用不同數據檢視，規劃新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

學生喜歡閱讀，
但未充分運用閱讀策略

學生相處融洽，
但未充分發揮合作精神

新三年計劃跟進



運用自評數據回饋策劃(學校發展計劃的新建議)

「以團結、國民身份認同及堅毅
」作為首要培養的價值觀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增加學生合作實踐的機會



推行PDAR,PDIR及數學建模
增加學生合作的機會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減少教師主導

推展跨學科閱讀



促進教師的數據素養：

- 提升教師的數據素養
- 加強教師認識自評工具(尤其 APASO III)及分析數據的
能力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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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對「數據素養」的理解，分為三個程度：

高等程度

1.管理及運用數據資訊的能力 2.利用APASO III合適的副量表制訂問卷

中等程度

1.了解數據資訊 2.對數據內各數字及各項圖像內容的理解及分析

基本程度

1.對工具及數據的瀏覽、搜尋和篩選能力 2.了解各項數據資訊及數碼內容



學校如何提升教師的數據素養？

時間 工作安排

2022-2023學年
準備階段

參與諮詢
校長參與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的諮詢工作

2023-2024學年
施行階段

成立核心小組
成員包括︰
校長、副校長、
主任及學校社工

2023年11月- 1月
認識APASO III
安排核心小組成員報讀「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小學版本
研討會」

2023年12月
核心小組成員向中層老師分享學習成果
讓本校15組行政組主任先行了解副量表和量表的主要特點
和變化、Q-值和 P-值的數據分析及比較。

2024年1月 核心小組成員選取副量表制訂問卷

2024年2月至3月

核心小組成員收集數據
由核心小組成員初步分析數據



學校如何提升教師的數據素養？

時間 工作安排

2024年4月 校長在行政會議闡釋數據

2024年4月
全體教師學習APASO III的數據解讀
由核心小組成員在教師會議向全體同事闡述數據特點和閱讀數據的注意事項。
讓教師掌握處理APASO III數據的方法，以便應用到科、組工作的回饋上。

2024年4月- 5月
善用數據檢視工作成效
副校長因應各行政組工作範疇進行分組，以APASO III、 SHS及KPM數據深
入分析，了解本校學生的學習情況。

2024年5月- 6月

工作計劃
應用數據策劃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減輕教師在自評行政工作上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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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使用APASO III的行政安排

APASO III項目由核心小組成員負責行政安排工作，包括：
⚫ 進行日期、時間、地點、分組、電子工具的使用等。

⚫ 製作簡報、錄音、協助管理及安排學生進行評估。

⚫ 電子工具使用準備，構思如何方便學生登入ESDA平台。
⚫ 製作二維碼

⚫ 安排及訓練TSS、TA/GC了解各項實務工作安排。
⚫ 提供指引，讓教師清楚知悉安排及各項流程。

流程及分工

其他附件資料/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問卷調查安排.pdf
附件/更新版_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問卷調查安排_27-2-2024.pdf


本校使用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的行政安排

地點：電腦室
電子工具：桌上電腦/手提電腦
數量：28部

地點：禮堂
電子工具：平板電腦
數量：80部

地點：音樂室
電子工具：平板電腦
數量：35部

能夠妥善安排4天完成四級兩組同學的問卷調查，

每天進行問卷的時間約70分鐘(兩教節)



本校安排及使用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

時的整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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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準備及配合

⚫ 平板電腦應用、WIFI設定、事前錄音、場地安排等，均需要
負責APASO團隊協作參與

4.本校安排及使用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時的整體反思。

⚫ APASO III數據有效幫助學校檢視學與教及推行價值教育相關工
作的進展

⚫ Q值令持份者容易明白及理解學生在不同範疇的表現。

較APASO II簡單、易明，直接

由中央統籌能有效減輕教師在自
評工作過程中工作量



4.本校安排及使用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時的整體反思。

⚫ 在揀選副量表過程，受着KPM17的限制，只能選45條內的題目，
因此本校以兩份問卷(Set A及Set B)，以達到回應學校在學與教
及價值教育的自評工作。

⚫ 為確保問卷抽樣的有效性，需要全校小三至小六學生分2組同學
參與

本學年

Set A = KPM 17 + 關注事項(一)相關副量表
Set B = KPM 17 + 關注事項(二)相關副量表

下學年

下學年問卷設計︰
Set A = KMP17+自選副量表(45條)

Set B = 自選副量表(100條)

利用整體比較、性別比較、年級比較
及跨年比較

利用整體比較、性別比較及年級比較
只有本學年數據，不能作跨年比較



4.本校安排及使用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時的整體反思。

錄音安排︰只適宜直述題目，讓學生用日常及校園生活經驗去了解問題。

完成APASO III問卷的學生如何與持份者問卷(學生)的安排，避免學生出現
問卷過勞。

支援教學小組及成長的天空，亦可選取APASO III合適的副量表作評估，減
省設計問題時間及追蹤成效。

分析數據可從多方面驗証，例如：與各持份者面談。

要清楚交代問卷目的，讓學生運用相關的個人經驗及觀感回應題目。



APASO III

面談

觀察

SHS

KPM

其他



感謝各位同工指導！

祝各位

事事順利!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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