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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學年學校周年計劃-重點關注項目及工作計劃 

 

（一） 【學業促進與課程發展】範疇  

關注事項（一）： 發展多元的教學策略，促進學生學習及培育自主學習能力；對應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制

訂多元評估政策；  

關注事項 /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發展多元教學策略  

 

➢  小學部︰配合電子學習工具

及自主學習發展，各科組在

課程及課堂教學規劃方面，

強調學習工具之應用，培

育學生成為掌握有效的學習

策略、思考方法及研習技巧

的自主學習者。 

➢  中學部︰推廣以「視覺組織

圖」為學習策略，提升學習

效能。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小學部︰以學科為本，強

調學習工具之應用 (如腦

圖、六何法、 Scamper、

摘錄筆記方 法 、圖像化

學習等)，讓學生學會自

學。 

➢  中學部︰學生能掌握二至

三種視覺組織圖的使用方

法 ； 推 廣 「 視 覺 組 織

圖」，鼓勵學生日常使

用。 

➢ 小學部︰各主科科組能選取特定學習

工具作科本應用元素。 

➢  中學部︰各科組在每學期運用視覺組

織圖編排至少兩份學習筆記，於課業

檢查中檢視成效；主科科組將學習概

念製作成視覺組織圖並於各班房壁報

展示，每學期至少更新 2 次。 

課程

統籌

主任  

、  

各科

主管  

2. 制訂多元評估政策 

 

➢ 設計多元評估策略，適量減

少紙筆型評估，提升學生對

評估的承載能力，如實反映

學生的能力及態度。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減少紙筆評估次數及於

固定時間進行，以釋放

空間供學生進行研習，

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 減少兩次進展性評估  

➢ 學生備有學習歷程紀錄冊，內附開

放式題型工作紙作為顯證。  

 

各參

與科

組主

管 

 



 

 關注事項（二）： 發展具群育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及生涯規劃教育，擴濶學生學習經歷，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關注事項 /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於高中開設「校本技能課

程」 

 

➢ 在未能推行應用學習課程的

前提下，善用高中新課時安

排，建立校本技能課程。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籌備發展校本技能課程，

提供主流課程以外的學習

元素，啟導學生作多元發

展。 

➢ 有系統地發展校本技能課

程，期待邁向資歷架構認

證。 

 

➢ 籌組「技能課程發展委員會」，並於下

學期結束前發佈教學進度表。 

➢ 教師參加與技能學習有關的講座或工

作坊。 

 

技能

課程

發展

委員

會 

2. 因應高中學部的發展，強化

生涯規劃的推行工作 

 

➢ 設計校本生涯規劃的課程 

➢ 提升中學部師生對生涯規劃

的認知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完善現時的生涯規劃課程

框架以切合學生需要，同

時將各年級之間的生涯規

劃工作貫通，互相配合，

以裝備學生成功升學或就

業。 

➢ 為各年級之學生安排相

應的生涯規劃活動，藉

以提升學生對生涯規劃

的認知。 

➢ 透過性向測試，協助學

生定位個人的發展方

向。 

➢ 教師團隊能掌握生涯規劃

發展的最新趨勢。 

 

➢ 完成各年級的生涯規劃課的課程設計

及教材 

➢ 每級安排不少於兩個與生涯規劃相關

的活動，70%或以上參與者認同活動

能提升對生涯規劃的認識。 

➢ 80%以上學生完成一次性向測試 

➢ 舉行至少 1 次有關生涯規劃的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並作問卷調查，70%或以

上參與者認同活動能提升對生涯規劃

的認識。 

中學

部課

務組

成員 



 關注事項（二）： 發展具群育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及生涯規劃教育，擴濶學生學習經歷，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關注事項 /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3. 加強與外間團體的協作，推

動「小學校本課程」的發

展： 

➢ 與社企「教育大同」合作，

開展「感。創。做」課程：

以體驗式教育課程取代傳統

的視覺藝術課 

 

➢ 與 社 企 「Beyond Vision 

Project」合作，發展與視障

人士相關之視覺藝術課程。 

 

 

➢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推動「中文科圖書教學」及

「英文科識字計劃」 (Space 

Town)的發展，提升學生的

語文能力。 

 

 

 

➢ 與「十年樹人」合作，發展

「生涯體驗課程」 

 

 

 

 

0 2 / 20 22  

至  

0 6 / 20 22  

 

 

0 2 / 20 22  

至  

0 4 / 20 22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0 4 / 20 22  

 

➢ 「感。創。做」課程

能完善小學視覺藝術

科的發展，激發學生

的創意意維能力。  

 

 

➢ 學生體驗到視障人仕學習

視覺藝術的困難，學會感

恩及培育傷健共融的情

操。 

 

➢ 透過圖書教學，中文

科能進行課程剪裁，

編制切合學生需要的

校本課程；透過 S pace  

To w n 計劃，提高學生

的閱讀興趣及發展閱

讀策略。  

➢ 通過兩天的體驗式學習，

讓學生經歷由升中至工作

的重要人生階段，從而學

會作出重要的抉擇。 

➢ 根據教師觀察，70%參加「感。

創。做」 的學 生能 享受學習 過

程；於科組檢討中收集教師的意

見。  

 

 

 

➢ 教師觀察學生的創作過程，並收

集學生的參與感想，7 0%師生認

同能從計劃中有所得著。  

 

 

 

➢ 中文科於學期內最少有一個單元

以圖書教學取 代部分教科書 內

容；英文科於學年內最少有 6 個單

元以圖書教學取代部分教科書內

容。  

 

 

 

➢ 透過問卷調查，70%學生享受其中，

對自己的學涯及職涯有所領悟。 

課程

統籌

主任 

、 

視覺

藝術

科教

師 

、 

中文

及英

文科

教師 

、 

德育

科教

師 

 

  



（二） 【品格培養與成長支援】範疇  

關注事項（一）： 進一步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加深對國情的認識，提高對法治

精神的遵從；強化中學輔導工作，培育學生熱愛校園生活，對學校產生歸屬感。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推動國情、基本法及中華文

化教育 

 

➢ 德育科(小學)、中史科、綜

合人文科、公民與社會科利

用課堂時段，分期聚焦介紹

公民教育、基本法及國情教

育。 

 

➢ 中國語文科利用課堂時段，

協力推廣中華文化知識。 

 

➢ 定期進行展覽及活動，介紹

國家於不同領域的最新發

展，同時提升學生對國家安

全的認識。 

 

➢ 持續發展升旗隊，定期招募

學員，進行升旗及步操訓

練。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提升學生對基本法及國情

教育的認識，加強國民身

份認同感 

 

➢ 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加強國民身份認同感 

 

➢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加深

對國家發展的掌握，認識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 學生積極參與訓練，加強

國民身份認同感 

 

➢ 70%教師認同教學活動能改進學生公

民教育、基本法及國情教育的認識。 

 

 

➢ 70%教師認同教學活動能改進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 

 

➢ 收集學生參與活動後的意見，70%學

生認同活動有助他們對國家發展及國

家安全的認識 

 

➢ 觀察升旗隊員的訓練情況 

德育科 

、 

中史科 

、 

綜合 

人文科 

、 

公民與

社會 

發展科 

、 

中文科 

、 

訓育組 



關注事項（一）： 進一步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加深對國情的認識，提高對法治

精神的遵從；強化中學輔導工作，培育學生熱愛校園生活，對學校產生歸屬感。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2. 推行「與你（理）同行計

劃」，強化中學輔導工作 

 

三層支援措施： 

 

➢ 第一層：每名中學教師獲配

對 3-4名學生，並定期進行活

動，分享生活及正面的價值

觀。 

 

➢ 第二層：訓育及輔導主任於

每星期放學後最少找一位需

要特別關懷的學生，透過輕

鬆的面談/活動協助學生建立

正確價值觀。 

 

➢ 第三層：跟進學生特別個

案，與專職人員交流專業意

見，轉介有需要之學生。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透過老師與學生建立穩固

的互信關係，讓學生熱愛

校園，對學校有歸屬感 

 

➢ 增加課堂以外的師生接

觸，可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予學生。 

 

➢ 透過及早介入的工作，可

預防學生嚴重紀律問題的

發生。 

 

➢ 統計師生活動次數 

 

➢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 訓育及輔導主任接見學生紀錄 

 

➢ 轉介學生予專職人員的次數 

 

➢ 學生違規紀錄的統計 

中學部

訓育及

輔導 

主任 

、 

全體 

中學 

教師 

、 

學校 

專職 

人員 

 

 

  



關注事項（二）： 配合年度主題「健康」，推動跨學科活動；拓展多元化活動，啟發學生潛能，豐富學生的人

生經驗。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圍繞年度主題「健康」，於

小學部推動跨學科活動： 

➢ 語文科與視藝科合作，讓學

生製作健康卡，使學生更關

注身心健康課題。 

➢ 常識科選取適當年級，推動

相關主題的專題研習。 

➢ 視藝科把年度主題入畫，進

行創作。 

➢ 音樂科透過頌唱樂曲把「健

康」的概念潛移默化地留在

學生心中。 

➢ 體育科製訂「我做得到」校

本自訂目標計劃，鼓勵教師

及學生在身心健康方面訂定

可實踐的個人目標，並積極

執行，致力達成目標，以提

升自律能力及個人健康素

質。 

 

09/2021 

至 

06/2022 

 

因應各科的計

劃而編排 

 

 

 

 

 

 

➢ 各科組因應年度學校主

題，製訂相關教學目標及

活動，推動學生參與學

習，並增加與年度目標相

關的技能與態度。 

 

➢ 各師生均為自己訂定目

標，努力執行，以提升自

律能力及個人健康素質。 

➢ 各科組制訂合理可行，與年度主題

相關的活動，並能有效執行。 

 

➢ 學生能有效參與相關學習活動並能

從中掌握相關知識。 

 

➢ 按各科組的評鑑標準，檢視各活動成

果。 

 

學務 

主任 

、 

課程 

統籌 

主任 

、 

訓導主

任 

、 

聯課活

動主任 

、 

各科 

主管 



關注事項（二）： 配合年度主題「健康」，推動跨學科活動；拓展多元化活動，啟發學生潛能，豐富學生的人

生經驗。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2. 中學部安排學生參與恆常課

外活動；推動學生參與外間

的活動及比賽，提升學業以

外表現 

➢ 安排每名學生參與不少於一

項恆常課外活動 

➢ 安排學生參與外間比賽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籌備不同的課外活動，以

啟發學生潛能。 

➢ 學生可選擇全年參與同一

項活動，亦可選擇短期參

與活動，以發展興趣。 

➢  邀請合適學生參與比賽，建

立自信及爭取成功機會。 

 

➢ 70%或以上學生參與不少於一項恆常

課外活動。 

➢ 70%學生獲得課外活動出席證書 

➢ 個別學生參與公開比賽，吸取寶貴的

經驗 

➢  以相片/影片紀錄學生出席情況 

中學部 

教務組 

成員 

3. 中學部拓展多元化活動，啟

發學生潛能，豐富學生的人

生經驗 

➢ 為學生安排多個一次性的活

動體驗 

➢ 為學生安排 2-4節的到校短期

課程 

 

➢  籌備不同的課外活動或短期

之培訓、表演及比賽，以拓

展學生興趣及提供體驗經

歷。 

➢ 70%或以上學生認為活動及課程切合

其興趣，並有助學生技能發展 

➢  以相片/影片紀錄學生出席情況 

4. 透過校本戲劇課程(中一至中

四)，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邁

向豐盛的人生 

➢ 為全校學生安排每週一節的

戲劇課，培養相關技能 

 

➢ 透過賽馬會「群藝群動」

計劃，培訓學生與藝術表

演相關的技能。 

➢  學生完成指定節數及達表現

者，可獲相關技能之證書。 

➢ 70%或以上學生認為課程有助其技能

發展。 

➢  70%學生獲得技能證書 

 



（三） 【學校管理與專業發展】範疇  
關注事項（一）： 重視成效檢討，建立自評文化，為下週期的學校發展計劃作準備。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善用校本及教育局提供的自

評工具蒐集數據，進行分析

及反思，建立自評文化 

➢ 強化中層管理人員的角色，

檢視各大範疇(管理與組職、

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的

工作成效，進行深入的反思

及檢討，制訂長遠的學校發

展方向及政策 

➢ 各主科科組會議分析上學年

自評結果及學生學習表現，

以制訂適切的教學策略及建

議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中層管理人員定時檢討成

效，達致優化的自評循環。 

 

➢  中層管理人員提升工作效

能，並監察推行進度及評估

成效。 

 

➢  各主科能掌握科組教學情

況、學生學習進展、科組

亮點及薄弱環節，提出適

當措施加強學與教成效。 

 

➢ 校務會議中的自評結果 

 

➢ 各大範疇的會議結果 

 

➢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 

 

➢ 持份者問卷數據 

 

➢ 學生表現數據 

 

➢ 各科會議紀錄及同儕課研紀錄。 

 
 

校長 

、 

全體 

中層管

理人員 

、 

各主科

科主管 

 

 

 

 

  



關注事項（二）： 建立地區網絡，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提升學校的正面形象；促進家校合作，提升家長

管教能力，重塑親子關係。  

關注事項/工作策略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人員 

1. 建立「東灣長者學苑」，與區

內長者中心合作，推動長幼共

融文化 

 
➢ 學校提供場地及聘請導師，為

長者學苑舉辦多元化課程。 

➢ 設立長者親善大使計劃，訓

練學生成為長者親善大使。 

➢ 配合長者學院活動，由親善

大使協助到校長者，表現出

敬老、護老情操。 

 

0 9 / 20 21  

至  

0 6 / 20 22  

➢ 每年舉辦 4 次的長者學苑

課程 

➢ 組織長者親善大使的培訓 

➢ 學生積極參與長者親善活

動 

 

➢ 70%長者學苑學員認同課程有助他們

發展 

➢ 70%學生親善大使認同活動有助和長

者相處 

➢ 教師觀察學生與長者的接觸，表現合

宜 

 

訓育 

主任 

、 

德育 

科主 

任 

 

2. 開展家長教育工作 

 

➢ 透過講座及小組活動，讓家

長明白具有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的需要，並加強親子溝

通，促進親子關係。 

➢ 舉辦親子舞蹈治療體驗小

組，鼓勵親子彼此互動，合

作，互相欣賞，促進親子關

係。 

1 0 / 20 21  

至  

0 4 / 20 22  

➢ 增強家校合作及互信關係 

➢  增進家長對具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認識。 

➢ 建立家長互助群體，紓緩

家長／照顧者的壓力。 

➢ 透過小組，幫助學生抒發

情緒，提升專注力，創造

力和自信心。 

➢  提供親子互動平台，加強

親子交流及合作機會，建

立親子關係。 

➢  70%參與家長認同活動有助他們提升

相關講座主題認知。 

➢ 70%參與家長回應有助減壓，並能提

升親子關係。 

➢ 70%參與學生回應有助抒發情緒，並

能提升親子關係。 

➢  社工觀察、老師回饋 

學校 

社工組 

 

－周年計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