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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學校周年計劃檢討報告 

2017-2018 
                       

關注事項 (1):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1 提升學習動機，照顧學習差異。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強化優才隊伍的典範效應，提升學術

氣氛。 
 優才學生有更多機會帶領校內的活動或展

示成就。 
 已設立優才隊伍的科組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生帶領校內活

動或展示學生的成就，例如籌劃和主持不同的校內活動，

得獎的學生獲公開嘉許。 
 今學年新設學生領袖就職禮，除了鼓勵學生領袖忠於校訓

服務同學，更藉此肯定學生領袖的角色。 
 學生帶領活動需要相應的培訓，以提升學生組織能力及所

需能力，加強領導才能。 
 檢視及修訂初中課程，優化以能力為

本的學習目標，提升學習動機。 
 各科重整課程的學習目標，知識、能力、

態度並重。 
 絕大部分的科目已檢視及修訂初中課程，重整課程的學習

目標，以知識、能力、態度並重。 
 中文科成立課程發展小組，檢視及修訂初中校本課程，以

配合課程持續更新及銜接高中。 
 修訂現行獎勵政策及有關計劃，推動

學生積極學習。 
 已修訂的獎勵計劃並切實執行。 

 不少於 70%學生認同已修訂的計劃有助推

動積極學習。 

 林逸民學業獎勵計劃作出修訂，學生需完成個人學習反思。 
 配合自主學習的推行，今學年新增中一自主學習課堂獎勵

計劃。 
 學生普遍認同獎勵計劃有助推動積極學習，但亦有不少學

生持中立態度，獎勵只是外在的誘因推動學習的積極性，

學校應致力提升教學的質素以推動學生積極學習。 

 
1.2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自學能力。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中一全面推展自主學習，深化自主學

習元素。 
 學生認同自主學習可提升自學能力。  約 70%中一同學認同自主學習可提升自學能力，部分學生

及老師觀察都認為學生仍未可完全做到「自主」學習，有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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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及鞏固預習、筆記等學習習慣。  各科制訂有關策略並切實執行。 

 不少於 70%學生認同有關習慣有助學習。 

 只有部分科目制定有關策略，有待改善及跟進。 
 較多學生（超過 70%）認同做筆記有助學習，預習方面的

學生反應稍遜，只有中五達標。 
 應加強預習、筆記的規劃，有清晰的階段目標，讓老師及

學生清楚了解不同階級的要求。 

 透過外界支援，優化課堂設計及教學。

 
 共同設計課堂，採用多元不同的教學策

略，提升學習興趣及效能。 
 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數學科、綜合科學科分別設計

自主學習課堂、修訂導學案、實驗探究等。 

 推動科本共同備課，設計多元及適切

的課堂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參與度及

互動。 

 上下學期各就一個單元課題設計導學案。 

 學生認同有更多機會參與課堂，促進學習。 

 各科按要求設計多元及適切的課堂活動，並就單元課題設

計導學案。 
 過半學生認同有更多機會參與課堂，促進學習。 
 共同備課提供機會促進科內討論，應繼續推行。 

 推展電子學習 
 改善電子學習系統，支援自主學

習。 
 統籌電子學習平台，推廣有關的使

用。 

 無線上網及流動設備可供使用，促進自主

學習。 

 不少於 50%教師使用統一平台進行電子教

學。 

 已完成有關基建供教學用途 
 少於 50%使用統一平台進行電子教學，統籌的角色有待加

強，可多利用電子平台做預習及課後溫習和評估。 

  
 1.3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開放課堂，分享及交流教學。  編定時間表，中、英、數、通識、中史、

科學初中每級提供一節公開課，促進交流。 
 全學年共舉行 20 堂公開課，超過預期的 18 堂，觀課人次

達 85，部分老師積極參與，觀課多於一次。 
 每次公開課後均設分享時段，互相交流，以回饋課堂教學。 
 公開課促進專業交流，老師之間互相欣賞，可繼續推動。 

 安排教師到友校交流，透過觀課和交

流，優化教學技巧及策略。 
 不少於 80%參與教師認同有關活動有助個

人專業發展。 
 超過 60%老師曾參與到友校觀課交流的專業發展活動，當

中近 90%老師認同有關活動有助個人專業發展。 

 「電子學習先導圈」繼續推動電子教

學的交流。 
 為教師舉辦有關「電子教學」的工作坊。  已舉辦有關 Google classroom 使用的工作坊，但只有 30%

老師使用，部分老師使用其他平台。 
 可向老師展示更多運用 Google classroom 的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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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 (2)：提升學生質素，發展學生潛能。 

2.1 加強班級經營，提升學生歸屬感。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優化班級經營政策，強化朋輩互助共

學。 
 課堂提供更多互學的機會，不少於 70%學

生認同朋輩的支援有助學習及成長。 
 部分班級不足 70%學生認同朋輩的支援有助學習及成長，

尤其初中，可加強培養團隊精神，提升協作能力。 

 設班際獎勵計劃，獎勵班際比賽成績

優異的班別，促進團結精神及凝聚力。

 
 

 班的團結及同學歸屬感有所提升  大部分學生認同班際獎勵計劃和比賽可提升同學對班的歸

屬感和促進班的團結精神 
 初中在社群關系、整體滿足感方面的問卷調查分數比去年

上升。 

 
2.2 提升品德素質，強調正面價值。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推行品德主題有關的活動，主題：尊

重 
 老師認同有關活動有效培育學生品德。  約 80%老師認同品德主題活動有效培育學生品德。 

 APASO《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問卷調查其中一項「在學校，

別人都尊重我」的評分比全港常模高。 

 加強心靈及生命教育，課程滲入有關

正面訊息，舉辦有關活動，讓學生明

白生命的意義。 

 學生認同有關活動傳遞正面訊息，有助明

白生命的可貴。 
 高年級學生比初中學生更認同生命教育的有關活動傳遞正

面訊息，有助明白生命的可貴。 
 生命教育是較抽象的課題，初中學生較難掌握，初中方面，

可加強認識生命的相關活動。 

  2.3 推動關愛校園文化，實踐服務社會精神。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強化朋輩支援系統，透過不同計劃-大
哥哥大姐姐、「三人行」、跨級活動等，

互相支援，提升學生的安全感。 

 學生認同有關活動有助投入校園生活及提

升安全感。 
 初中學生的反應未如理想，可檢視活動內容以配合學生的

需要；但整體而言，大哥姐與中一學生關系良好。 
 級本的活動較受學生認同，學生感到受支援。 

 推展服務學習。  學生認同義工服務可增進知識  學生普遍認同義工服務可增進知識，並積極參與義工服

務，獲社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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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擴闊其他學習經歷，發展學生多元化潛能。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培育尖子並推動參與校外競賽。  學生認同有關比賽有助發揮及發展其潛

能。 
 學生普遍認同有關比賽有助發揮及發展其潛能，本學年全

校參與校外比賽達 612 人次，成績優異，其中更包括多項

冠軍。 

 推動表演藝術，增加展示平台讓學生

發揮潛能，提升自信。 
 更多學生參加話劇、朗誦、唱歌等校內及

校外的表演 

 學生認同更具信心 

 無論校內或校外，學生均有不同的表演機會，尤其校外，

學生到不同的場地演出，包括商場、嘉年華會、文化晚會

等。 
 學生認同這些演出機會可增強信心，提升成功感。 

 推動 STEM 相關活動，提升學生創意

思維及解難能力。 
 舉辦相關的活動及推動學生參與校外的有

關活動。 

 學生認同有關活動有助提升創意及解難。 

 本學年舉辦多項 STEM 活動，包括 STEM 學術週、VR 體

驗、機械人編程、3D 打印、無人機等活動。 
 積極推動學生參加校外比賽，並取得不俗的成績。 
 高中學生反應較初中學生理想，可能高中學生的參與度較

高，可加強初中 STEM 的教育及推廣。 

   
 
 

關注事項 (3)：優化生涯規劃，實踐多元出路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加強初中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制

定各級重點及工作策略。 
 制定初中工作策略及執行有關計劃。 

 初中學生認同有關活動有助訂立人生目

標。 

 已制定初中工作策略及執行有關計劃 (中一及中二：知己 
中三：目標) 

 舉辦相關活動如認識自我、初探各行各業等。 
 初中學生反應一般，可檢視活動成效作更好規劃。 

 高中推行「師友計劃」，加強個人輔

導及關顧。 
 學生認同有關計劃有助確立人生目標及提

升對前路的把握，導師有助解決個人疑難。 
 學生反應一般，老師反應正面。 
 因師友與學生並不認識，故需要時間建立關系，得到學生

的信任才可達到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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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 (4)：優化學校行政及設施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結果 
 推行電子收費、電子通告及學生考勤

系統。 
 有關系統順利推行，教師認同有助提升工

作效率、減省行政工作。 
 有關系統已順利推行，教師普遍認同有助提升工作效率、

減省行政工作，尤其收費系統，減輕班主任的負擔。 

 重新規劃校舍空間用途，優化校園設

施 
 成立小組跟進有關工作，展開工程。  小組需要有不同組別的老師代表參與。 

 工程已展開，並按時順利進行中。 

 科組就人手交接作適當的人力資源安

排，促進科組發展。 
 科組執行有關計劃，科組內的同事有更明

確的發展方向及角色，教師認同有關安排

有助促進個人及科組發展。 

 人手交接安排不太清晰，校方與科組宜進行商討，以便有

更具體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