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教育全校參與」學校分享會

22/6/2024

教育局

質素保證分部

藉「策劃―推行―評估」自評循環，
促進國民教育的持續發展



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

國民教育

(ii)強化校本管理—— 推行「優化學校

發展與問責架構」，提高公帑資助學校

人員對教育質素的問責精神，落實以

全校參與模式完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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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管理下的學校問責精神

教育局通告第15/2022號
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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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3/24學年起，學校進行周年自評時，

須每年蒐集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KPM)

• 向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報告

• 提交予教育局



教育局、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的相互關係示意圖

伙伴／協作
教育局辦學團體

（抱負及使命）

校董會

目標及指標

學生的學習成果

人事政策 資源政策

課程政策校外評估 自我評估

教育局網頁：
校本管理及校本管理管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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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
評估

推行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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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循環

例如：

• 評估方法

• 評估數據的運用

• 學生表現

例如：

• 專業支援

• 資源運用

• 課堂學與教策略

• 監察

整體規劃與統籌

例如：

• 發展目標的制訂

• 課堂內外學習活動
(包括內地交流及
考察)

• 訓輔工作

• 家校合作

• 校園氛圍

Planning – Implementation –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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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策劃
未能對焦學生表現
例子1：「加強推動自主學習」
例子2：「加強國民教育」

過於寬闊
例子3：「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例子4：「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關於
目標訂定

須加強監察工作的落實情況
科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制訂工作計劃後，領導層的工作是：
․蒐集？
․蒐集存檔？
․蒐集檢查予以回饋？
․蒐集檢查予以回饋適時檢視，如瞭解相關工作在課堂落實的情況？

未能對焦學生表現 評估工作成效
例子1：側重報道工作的完成程度、運作細節等
例子2：側重教師/學生的觀感、又或側重單一數據，未能綜合運用自評數據

評估學生表現

推行

常見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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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及規劃
（課堂內外，互相配合）

統籌人員
• 充分發揮領導的職能
• 訂定具體的預期目標

「國民教育——
活動規劃年曆」

• 應全面參照「活動規劃年曆」

課堂內：
科目學習及其他課堂

• 《憲法》及《基本法》教育
• 初中中國歷史科
•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國安教育

課堂外：
內地交流及
全方位學習

• 形式多元化

涵蓋不同範疇的工作

訓輔工作 • 適切措施

家校合作／
家長教育

• 家長活動

校園氛圍 • 升國旗儀式、「國旗下的講話」

國安教育：學校具體措施
（2023年6月增強版）頁3

國家安全：維護安全學習環境培育良好公民
學校自評表

如何做好「策劃」—工作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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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職員安排適當的培訓
專業
支援

• 靈活調撥／開發校內外資源
善用
資源

• 適時監察及支援科組落實工作
監察
進展

如何做好「推行」—工作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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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資源

如何做好「推行」—良好做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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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動員不同持份者
•學校出版《維護國家安全教育專刊》，內容包括訪問
校友（前保安局局長）、教師專訪、學生專欄等

•善用校友資源協助推展國民教育，包括由經營涼茶生意
的集團主席介紹其業務中應用人工智能的情況、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委員分享如何協助國家實現碳中和等

•學生撰文以「地球大氣層」、「口罩」等為喻，指出
《香港國安法》能保護香港市民，使「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家長協助舉辦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動



如何做好「評估」—良好做法舉隅

評估整體工作成效
• 自評資料：KPM、校本問卷……

• 質量兼備，貴精不貴多

了解學生表現
• 觀察

• 學生反思、家國情懷
的抒發、與生活情境
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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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精神
• 認識《基本法》對香港居民權利的保障

• 認識國家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認知

• 欣賞中國傳統習俗及文化
• 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感到驕傲

• 自覺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情感

• 進行升國旗儀式和歌唱國歌時舉止莊重
• 主動與朋輩分享國家的最新發展

• 積極參與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包括內地交流
行為

如何訂定目標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

對學生的學習期望 [舉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