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一：提供個人化學習的機會，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達至終身學習。 

目標檢討  1.  透過電子學習的多元化功能，以及適異教學策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在課

堂上均能發揮其學習潛能，並能在課堂以外持續學習，獲取學習成果。  

檢視已完成

工作 

1.1   教師專業發展 

已於 2023年 11月 7日舉辦，以配合關注事項之「混合式學習」為主題到校教

師專業培訓工作坊，讓全體老師學會如何運用適異教學的理念配合「混合式學

習」模式，促進自主學習。 

工作坊中介紹了混合式學習的概念和方法。講者分享了例子和經驗，幫助老師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混合式學習。並讓老師學習如何運用適異教學的理念配合混

合式學習，以提升教學效能。 

 

1.2 建立及運用學習管理平台 

在本學年的學習計劃中，中文、英文、數學、常識、Science、ICT/編程教育、

普通話等科目持續發展，教師根據學生在電子學習材料的表現，精確分析學習

成效，並運用適異教學策略調適教學過程，或提供課堂外的學習任務，以確保

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掌握學習內容，取得學習成果。 

 

除了核心學科外，Geography、視藝、體育、音樂、宗教等科目在本學年開始

為學生建立學習管理平台，統整電子學習材料。老師透過電子工具的數據分析

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根據學生的能力提供鞏固或延伸學習任務，以滿足不同學

生的需求，讓他們在課堂內外都能持續學習，並獲取豐富的學習成果。透過這

些計劃，學校致力於透過電子學習的多元化功能和適異教學策略，讓每位學生

都能在課堂上充分展現其學習潛能。 

達標情況 根據學校舉辦的混合式學習工作坊後所獲得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參與的老師

對此次活動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和回饋。具體來說，91.5%的老師認為這次工作

坊有助於他們更深入地了解混合式學習的概念和實踐方法。同時，82.3%的老

師表示工作坊中講者提供的例子和分享對他們更好地理解混合式學習起到了

重要作用。此外，82.4%的老師表示透過工作坊，他們學會了如何運用適異教

學的理念來配合混合式學習，進而提升了他們的教學效能。最令人鼓舞的是，

高達 97%的老師表示他們對於在課堂上實踐他們在工作坊中學到的知識感到

有信心。 

 

根據 APASO問卷， 80%學生認為老師經常指導他們學習的方法，例如作課

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及網上資源等；教師問卷中反映 86.6%教師認同學生經

常運用不同的學習資源，例如電子學習資源和社區資源等。  

成就  根據共備資料顯示，各級同學均已建立了學習平台，尤其是高年級學生，他們

善用不同的電子資源及平台進行預習、課堂活動及延伸課業。教師透過 Google 

表單、Classkick、教圖、e-smart2.0 等系統檢視學生的表現及數據，並提供即

時回饋。此外，各級參與階梯閱讀計劃，能夠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根據學生



的能力調節閱讀程度。這些措施確保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到了個性化的支持

和指導，幫助他們取得更好的學習成果。這些成就反映了我們學校在教學方法

和學習管理方面取得的積極進展，為學生提供了更豐富、多元且有效的學習環

境。 

 

從老師問卷數據清楚地顯示，這次混合式學習工作坊為教師提供了具有實質性

價值和啟發性的學習機會，有助於他們更好地應用現代教學方法來提升學生的

學習體驗和成效。這些正面的反饋和結果表明，學校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方面

取得了顯著進展。 

反思 在進行混合式學習工作坊後，我們獲得了寶貴的教訓和反思。絕大多數老師對

工作坊的效果給予了正面評價，認為這次活動讓他們更了解混合式學習、掌握

了適異教學的應用方法，並對在課堂中實踐所學知識充滿信心。我們的成功要

素包括專業講者的分享、互動性設計和實踐元素的融入。 

 

透過混合式學習模式的採用，結合了線上課程和面授教學，充分發揮了各自的

優勢。學生可以透過線上部分自主學習和複習，而課堂時間則更多用於互動、

討論和實踐，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在課堂上均能發揮其學習潛能。這個模式不僅

提供了個人化學習的機會，也加強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讓他們能夠在課堂

以外持續學習，獲取豐富的學習成果，進而實現終身學習的目標。 

在學校的四至六年級中，推行電子工具應用順暢，但一至三年級因為學生對電

子工具的能力限制，相對較少運用。教師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已有所努力，透

過不同的課業或活動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但仍有機會加強提供更多延伸練習

以鞏固學生對單元的能力。  

回饋與跟進 參與的教師普遍對工作坊持有積極的看法，認為這次活動對他們的專業成長和

教學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特別強調了講者的分享和工作坊的互動性設計

對他們的學習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為了確保這些學習成果能夠持續發展，

我們將「適異教學策略」及「混合式教學」恆常化地融入日常課堂中。另外制

定每年舉辦校內教師科組分享會，提供老師間教學實踐的分享和交流平台。透

過這些持續的跟進，我們希望能夠確保教師們將所學知識有效地應用於他們的

教學實踐中，從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教學品質的提升。 

 

  

 

目標檢討  
2. 高小學生能善用自己的平板電腦，進行預習、課堂活動及延伸學習，強化學

習自主性，並確守資訊素養的正確態度。 

檢視已完成

工作 

2.1 推行「自攜裝置」計劃 

透過「自攜裝置」計劃，學校成功推動了高小學生運用平板電腦的目標，讓他

們能夠進行預習、課堂活動及延伸學習，強化學習自主性，同時培養正確的資

訊素養態度。在此計劃下，資訊科技教育組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提供協助，使他

們能夠購置並有效管理平板電腦。 



 

2.2 提升學生運用平板電腦的學習效能 

學校成功提升了學生運用平板電腦的學習效能。四至六年級中文、英文、數學、

常識、Science、Geography、ICT/編程教育科的老師能夠適時善用科技，讓學

生能便捷地使用自己的平板電腦進行自主學習。他們在課堂內建立使用平板電

腦的學習模式及統一程序，這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參與度。 

 

2.3 教育及監察學生使用平板電腦 

教育及監察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計劃已經展開。ICT/編程教育科老師積極指導

四至六年級學生善用及保護自己的平板電腦，同時監察他們在平台上的行為，

確保正確且負責任地運用電子資源，並尊重知識版權。透過「健康上網守則」

及「網絡安全守則」的指導，學生了解如何有效使用平板電腦。四年級學生及

家長已簽署「自攜裝置使用政策」，清晰了解並嚴格遵守學校的規定。針對五

及六年級學生，「自攜裝置使用政策」再次在 GC上發放，老師也在課堂上進

行了再次解說，確保學生對政策的理解和遵守。  

達標情況 100%四至六年級相關老師能夠設計便利教學的電子學習活動，提升教學效能

及課堂互動。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Science、Geography、ICT/編程教

育科的老師們精心設計了各種電子學習活動，包括互動式練習、多媒體教學資

源和在線小組討論等。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課堂內容，還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

果，促進了師生之間的互動和合作。 

94%四至六年級學生認同能有效地透過平板電腦進行課堂學習，並且使用老師

在學習管理平台上發放的電子學習材料，使多樣化的學習不受時空限制。 學

生們積極參與使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學習，並高度認同這種學習方式的效益。

他們積極地利用老師在學習管理平台上發放的電子學習材料，進行線上練習、

作業提交和數據分析。這使得學生能夠根據個人需求和進度進行學習，實現了

多樣化學習方式，並且有效地打破了時空限制。 

透過學生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於保護個人資料、尊重他人資料以及運用網上資

源有著高度的認知和自律，分別達到 98%、98.5%和 97.2%的高比例。此外，

97.2%的四至六年級學生認為擁有自己的平板電腦有助於提升學習效率，並且

相較以往更加頻繁地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和解決學習上的困難。這些數

據顯示學生在平板電腦的使用和網路行為方面表現出良好的自我管理和積極

性，有助於他們更有效地應用科技於學習中。 

根據 APASO問卷，學生資訊科技（冇成癮）及（少用於消遣時間）Q值均高

於 105。根據這些數據，顯示大部份學生均沒有上網成癮，使用平板電腦的大

部份時間均用於學習用途。  

成就  在此計劃下，資訊科技教育組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提供協助，使他們能夠購置並

有效管理平板電腦。 

 

透過這項計劃，學校成功提升了學生運用平板電腦的學習效能。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Science、Geography、ICT/編程教育科的老師能夠適時善用科技，



讓學生方便地使用自己的平板電腦進行自主學習，同時在課堂內建立統一的平

板電腦學習模式和程序。 

 

這些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學生能夠即時看到他們的學習成效，並能在課堂中

透過平板電腦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他們還能夠在平板電腦上記錄學習資

料、與課堂學習相關的相片和影片，用於各種學習活動如寫作、說話訓練和簡

報，豐富了他們的學習體驗。 

 

另外，老師透過應用程式能夠紀錄學生完成的電子練習成績，包括個別學生和

整體答對率、每道問題的學生表現等。這些數據為老師提供了重要的反饋，讓

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分析學生的強項和弱項，調整課程內容和進度，從而更好地

支援學生的學習需求。這些成就反映了學校在促進學生個人化學習和提高教學

效果方面的成功努力。 

反思 透過學校推行的「自攜裝置」計劃，我們成功提升了學生運用平板電腦的效能，

並促進了他們在學習中的自主性和資訊素養態度。教育團隊為四至六年級學生

提供了有效的支援，讓他們能夠便捷地購置和管理平板電腦，並進行各種學習

活動。老師們在各科的教學中巧妙運用科技，建立了統一的學習模式，從而提

高了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參與度。 

此外，透過教育和監督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計劃，我們確保學生能夠正確使用

電子資源並尊重知識版權。學生、家長和老師之間建立了清晰的溝通管道，並

簽署了使用政策，以確保所有人理解和遵守學校的規定。 

根據學生的回饋和問卷結果，我們看到學生對於平板電腦的使用表現出積極的

態度，且他們主要將使用時間用於學習目的，而非虛擬消遣。這顯示了學生對

於科技的使用有著明確的目的性，並且能夠有效地將科技融入到他們的學習和

日常生活中。 

回饋與跟進 老師將繼續培養學生正確的資訊素養態度，並提供持續的支援和指導，以確保

他們能夠有效地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老師將持續設計多樣化的電子學習活

動，提升教學效果和課堂互動，從而更好地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同時，老師將繼續教育學生尊重知識版權和遵守網絡規則，確保他們使用平板

電腦的行為符合學校的價值觀和準則。透過定期的監察和反饋機制，我們將持

續跟進學生的使用情況，並及時調整相應的教育計劃，以確保學生在使用科技

方面能夠健康、負責任地成長。 

 

關注事項二：延續優化評估、回饋學習。 

目標檢討 1.帶領教師進一步優化評估與教學。 

檢視已完成

工作 

1.1 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議課，設計及運用多元化評估 

策略，能具體及針對性地剖析學生在不同課題上的學習難點，並 

提供適時、具體、能讓學生作出改善的回饋。 

 



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議課，教師得以進一步優化評估與教學。在此基礎上，教

師設計並運用多元化評估策略，能夠針對不同課題深入剖析學生的學習難點。

透過這些策略，教師能夠提供具體且針對性的反饋，使學生得以及時了解自身

不足之處，並提供清晰的改善方向。同時，將分層目標納入教學規劃，確保教

學內容與評估方法相互配合，從基線出發，逐步引導學生達到預設的學習目

標。這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 

 

1.2 教師按各科的課程目標要求，以及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配合能力導向，

設計及運用有效的評估工具（如評估方法、題型的選取、試題的深淺設 

計等），做到教考相配的目標。 

 

1.3教師透過校內分享「以評估回饋學與教」的實踐經驗，提升教師的評估素

養。 

達標情況 1.1 90%教師能透過共同設計及運用多元化評估策略，有效地剖析學生的學習

難點。 

 

1.2 90%教師能按課程目標和要求，設計能照顧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的評估工具，做到教考相配的目標。 

 

1.3 90%教師認同透過校內分享的實踐經驗，能提升教師 

的評估素養。 

成就  1.1 中文及英文科透過參加 QSIP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循序提升老師的學與教

效能，達致教考相配。 

教師透過試卷分析及多樣性的評估，找出學生學習難點。各科教師因應學生的

學習需要，透過不同的課堂練習系統練習、電子資源及平台，如 classkick、

wordwall、google表單、padlet、e-smart2.0等給予學生課前預習、課堂活動

及延伸課業等以瞭解學生的弱項，鞏固課堂所學。教師亦能透過即時的系統數

據，檢視學生的表現，給予回饋，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達致適異教學。 

 

1.2 各科任老師能善用擬卷藍圖或擬卷指引，擬定試卷內容，如訂定評分方案

及評分準則等，根據科本釐定的深淺度擬定題目的百分比，以提升試卷的信度

及效度。 

教師從數據分析學生表現，辨析學生對課題內容的理解程度，瞭解學生的能

力，繼而調適教學，提升學習效能。 

 

1.3 各科老師透過校内分享實踐經驗，如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校內分享會分享

各級老師的實踐經驗，加深教師的評估素養。 



反思 教師繼續嘗試在教學上運用不同的評估方法和模式，為學生的學習帶來正面的

影響。 

回饋與跟進 根據各科目特色，繼續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分析學生學習需要，使能更有效

落實「學—教—評」循環，發揮評估促進學習的效能。  

 

 

關注事項三：以嘉諾撒教育理念推行心靈陶育，幫助學生認識、體驗和承傳嘉諾撒教育 

                       的核心價值，以達到全人發展。 

 

目標檢討 
1.聯繫各科組，在學科的教學中，加強「承擔—在服務中承傳」的價值元素，

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認知和體會。 

檢視已完成

工作 

各科組在課程上規劃一個以「承擔—在服務中承傳」為題的教學活動，學生亦

能完成有關的學習任務，展現「承擔」的精神。學生同步透過《心靈陶育小冊

子》配合「心靈陶育」課程，完成各階段任務。此外已向學生教導教會不同節

期、知識和禮儀，再配合體驗式活動，以四大楷模身上認識、明白和實踐嘉諾

撒精神。此外，各科組成功籌辦不同的活動，如義工探訪，社區節日送暖、校

內彼此服務、家庭服務等，讓學生在不同身份及崗位上發揮所長，於課餘時間

傳承會祖服務近人的精神，貢獻自己，發揮承擔精神。 

「同行計劃」專責小組教師已完成參與校外支援機構活動第一階段，並按「嘉

諾撒價值教育」框架之表現指標，初步建立「校本的價值教育框架」，包括校

本美德、品格強項、首年表現指標和解說。 

達標情況 各科組均以「承擔—在服務中承傳」的價值元素，設計不同活動及學習任務，

讓學生體驗及以成為有承擔的孩子為目標，並在課堂內外互相配合及聯繫下，

緊扣主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另外「同行計劃」專責小組亦完成各階段的框

架設計，為第二年規劃及安排作準備。 

成就  各科教學紀錄及活動成果均以「承擔」作主題學習活動、教學內容，多元活動

等設計，學生在知識及實踐層面上有效及聚焦學習承擔精神，紀錄於《心靈陶

育小冊子》作憑證。另外，就教學反思紀錄及 APASO數據上，教師表示認同

課程能配正確價值觀和態度的宗旨，而在 KPM數據上超過 80%學生和近 90%

家長認同學校均認同學校能積極教導他們培養承擔的良好品德，並肯定學生的

學習成果。 

反思 在同一主題下，各科以獨立方式設計多元化活動，學生參與度及投人感強，但

因課時所限，各科重點的滲透度多以知識及單次性活動作安排，整體規劃上全

校的氛圍、學生持續的學習仍有待加強。 

回饋與跟進 多以跨科組合作模式，並善用 RMES框架作設計，嘗試帶領特定科組，將價

值觀融入課程內外，建立校園氛圍，深化學生的行為表現。 

 

 



目標檢討 2.幫助教師在嘉撒諾教育方面得到專業成長。  

檢視已完成

工作 

於開學前(2023年 8月)舉辦教師工作坊及參與屬會學校喜諾撒價值教育分享

會，加強教師認識嘉諾撒教育理念，亦安排校園參觀、全校朝聖之旅，加強教

師認同價值觀教育焦點。另外於試後宗教活動日(2024年 7月)進行全校「一心

一道同行朝聖之旅」，讓師生對認識天主教信仰和聖堂內的設施加深認識。 

達標情況 老師能透過不同旳工作坊、分享會、參觀活動等，加深認識及認同嘉諾撒教育

理念，實踐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愛主愛人的精神 

成就  整體教師認同工作坊及參觀活動能有助認識嘉諾撒的教育理念，亦有助老師配

合學校實踐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愛主愛人的精神，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 

反思 多元化的活動有助老師的專業成長，亦能對學校的辦學理念、建立正確價值觀

的方向加深認識及配合。 

回饋與跟進 在整體專業發展計劃下達致初步共識後，可善用 RMES計劃在科組中作深入

的專業發展，讓老師能透過校外機構的協助，配合校內共備分享，以較深入及

具體方式作專業成長。 

 

目標檢討 3.善用學生成長的環境，加強「承擔」和「承傳」的校園氣氛。 

檢視已完成

工作 

學生參與全校節期活動，透過服務凝聚各人的能力，參與製作成果，再由學生

代表將成品帶到社區，實踐仁愛與正義。 

學年期間已舉辦公教家長分享會、初領聖體班聚會，福傳音樂會，加深家長對

本學年主題的認識和價值觀重點。 

達標情況 從活動推行及觀察上，學生表現投入，四至六年級學生已完成成果分享會，展

現學習成果，而在其他全校性活動(如嘉年華、音樂會等)中，除學生參與或擔

任不同服務崗位外，家長亦有機會以親子形式到校服務，展現奉獻精神。 

另外，完成每年學期初舉行小一公教家長分享會、初領聖體班、音樂福傳、校

外活動(慈悲香港「廟街耶 Show」服務學習)等聚會，都能讓家長認識本校宗教

教育課程、辦學團體特色和校園氛圍，令他們儘快適應本校政策並予以配合。 

成就  根據家長問卷，超過 70%表示能夠參與學校或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當中能

與學習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學校樂意聽取家長意見，以及幫助家長認識教育子

女的知識和技巧均表示認同。 

在個別活動(如校外服務、家教會活動、)的問卷中顯示，大部分家長對參與學

校全校性活動均表示投入和支持，亦表達以身作則的精神，與女兒一同實踐仁

愛，發揮自己，作出貢獻。而學生在活動的參與度高，並能按自己的興趣及所

編排的崗位投入服務，在成果分享會上向外展現學習成果。 

反思 在家長的支持和認同下，對學生投入校園生活有正面影響，同時亦見家長的投

入感及以身作則的表現，都有助推動學生有良鄛的表現，加強全校的氛圍。 



目標檢討 3.善用學生成長的環境，加強「承擔」和「承傳」的校園氣氛。 

回饋與跟進 來年度適逢學校慶典，可增加家長的參與度，並試以親子、師生等形式，發揮

同行、傳承精神，凝聚「St. Marian」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