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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告的主要內容 

 

(1) 我們的學校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回饋與跟進 

(3) 學生表現 

(4)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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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一) 學校發展簡史 

1952 由華則仁醫生、史密夫牧師及感化事務主任樸德慎先生等

在上海街創辦兒童習藝社 

1963 上海街兒童習藝社遷往土瓜灣盛德街四十四號，易名扶幼

中心 

1970 於扶幼中心同址設立扶幼中心學校，開辦小學課程 

1974 原盛德街的扶幼中心易名為盛德中心，扶幼中心學校易名

為盛德中心學校 

1974 扶幼中心易名為香港扶幼會 

2005 盛德中心及盛德中心學校遷往本址新校舍，並開設初中課

程 

2007 開辦高中試驗計劃 

2009 開辦新高中課程 

2015 華永會禮堂翻修完成 

 

(二) 校訓  

自尊、自治、自立 

  

(三) 辦學理念 

我們深信人和環境是可以改變，因此，學校致力為孩子們締造一個和諧、

健康和關愛的環境，培養他們善良的品格、發揮他們獨特的潛能。我校更

以專業服務，幫助孩子們重投家庭、融入社群，成為一個能承擔責任、對

社會有貢獻的人。 

 

(四) 我們的信念 

誰知道日後我們的生活會怎樣， 

但卻知道，關心孩子的成長， 

可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We may not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we do know that car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child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一切為了學生(學生為本)， 

為了一切學生(有教無類)， 

為了學生一切(全人發展)。 

All for students, 

For all students, 

For students’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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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的團隊  

我們以作為群育學校教師為榮，群育學生絕不易教、也不好教，但「教好

學生，而非教‧好學生」正是我們所獲得最大的滿足感和成功感。我們是

學生成長的最佳導師；因此，教師在「身教、言教」方面定必以身作則，

作為學生的好榜樣。每個成功回歸主流的學生都是我們的動力；未能成功

的是一個警惕。縱然教育路上充滿挑戰，但多年來盛德與學生一起經歷、

成長、學習，我們願意為他們作出更大的承擔。 

 

(六) 我們的學生  

「群育」不應是我們學生的一個標籤，他們只是在成長中經歷挫敗失範，

近年面對愈趨複雜的學生特性，其標籤也愈多，學生的成長充滿變化，我

們給予他們一個可以培養「自尊、自治、自立」的環境，懷著關愛學生的

心，師生同行，才能令他們從根本中改變。我們秉持著「一切為了學生(學

生為本)，為了一切學生(有教無類)，為了學生一切(全人發展)」的信念，

讓每位教職員的專業得以發揮，讓每位學生都以就讀「群育學校」為傲，

讓群育學校的價值得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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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的願景 

我們十分重視學生的成長，建基於學校班級經營的文化，推動學校跨專業團

隊的全校參與(Whole-school approach)，以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Whole-person 

development)，期望學生在入讀盛德後，能從困難的成長環境中尋找目標，

擺脫厄困，成就蛻變人生(Whole-life change)。因此，學校除了重視培育學生

的「德、智、體、群、美」五育外，還加入了「職」(職涯發展)的元素，以

全面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達至全人發展。我們相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

無論他們身處如何不利的成長環境，在師長的輔導及成長支援下，都能從根

本改變。我們的使命，是以學生為本，培養良好品格，建立正面形象；擴闊

學習經歷，發掘潛能興趣；做好生涯規劃，成功回歸主流學校/社會(見下圖)。

以上的三個目標並非一個線性的發展，因為學生在不斷學習的成長過程中發

現自我，會尋找更高更遠的目標，而這正體現出一個螺旋循環的過程，正如

下圖中的雙向箭頭所顯示。 

 
跨專業全校參與教育願景圖 

 

(八) 我們的夥伴 

院舍—盛德中心是我們最重要而最緊密的合作夥伴。學生在同一地方接受

兩個單位的服務，彼此的關係可謂「唇齒相依」。學生在院校全面照顧下，

能補足家庭支援的不足。因此我們建立「以學生為本，互助共贏的良好院

校夥伴關係，發揮出協同效應」。我們會善用校內資源及社區資源，讓學

校、教師、家長和社區結合，由校內延伸到校外，多方面支援使我們學生

的成長，創設多方共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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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們的課程 

配合課程改革，推動校本課程，需了解學生入讀前的學習程度及學習需要，

從而及早介入及提供適切的支援，並發展以學生為本的全人發展藍圖。校

內教師因材施教，按學生的學習能力調節教學內容及預期學習目標，讓給

予學生學習期望，知悉不同學習階段的預期學習成果。教師以「活化」課

堂（即激活化、活動化及生活化），讓學生可以從課堂中、實踐中，發掘

到學習的樂趣，推動學校學習風氣，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讓「群育學生

也可教得好、學得到」。  

 

(十) 我們的目標  

我們以協助學生回歸主流升學及就業為目標。由於全校共有高小至高中三

個學習階段，所以生涯規劃教育顯得尤其重要，理念是「Your Career, We 

Care」，即「我們關顧你的職涯發展(成長路向)」。我們相信學生在求學階

段時，在家庭支援不足及缺乏學業成就的情況下，他們要面對未可知的升

學及就業環境時，對職涯發展(成長路向) (Career)會感到徬徨無助，而師長

的關顧(Care)可讓他們得到情感上支援，對他們的生涯規劃有很重要及正面

的影響。 

 

我們把選擇理論 (Choice Theory)融入生涯成長課的課程架構中，以

「 CAREER 」 一 字 貫 通 ， 分 別 是 Choice( 選 擇 ) 、 Attitude( 態 度 ) 、

Responsibility(承責)、Empowerment(充權)、Expectation Management(期望管

理)、Reflection(反思)。目的讓學生感受師長的關顧(CARE)——重視他們的

生涯規劃，從而做到 Companionship(同行)、Acceptance (接納)、Respect (尊

重)及 Engagement (積極參與)。師生同行共同經歷生涯規劃歷程，接納他們

的能力差異與學習特性。師長尊重他們的選擇，積極參與歷程，使學生感

受到被尊重，同時激勵他們積極參與，在成長課及工作體驗中有所得著，

才會達到理想的教學成效及課程目標，裝備自己面對人生每一階段的挑戰。

這個理念將推展至學校的一個願景，讓校園洋溢著這個氛圍，甚至融入課

程中。  

 

我們與各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共同制定學校發展方向，鼓勵學生擴闊學

習經驗，發展具特色的課程。盛德教職員間在互相尊重、互相支援的校園

裡，發揮專業教學，共同建構學校文化及願景，為學生全人發展提供全面

關顧，除了讓學生在關愛、體諒的學習環境中愉快地學習，為將來終身學

習建立良好的基礎，更多探索周邊的事物，建立與社區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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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一：建立成功的學習經歷 

成就 

◆  學生建立成功的學習經歷為本，以提升學生的全人發展、學習動機和學習

成效為目標。下文將從 國民身份認同、知識領域、語文能力、共通能力、

閱讀與資訊素養等學習宗旨作出分析。 

 國民身份認同角度而言，學生透過跨學科的課程統整和教學和活動經

歷等，多角度地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培養正面的國家觀念。根據

（小學） 國民身份認同可參考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第二版）的結

果，小學生表現正面（平均評分 3.06），並認為有一定的國民身份認

同；而（中學） 國民身份認同（國旗、國歌）及國民身份認同（成

就）的Ｑ值亦分別為 99 分及 97 分，可見全校學生對國家身份認同觀

念傾向正面，並接近全港學生表現。 

◆  跨學科的課程統整和教學而言，跨科組負責同工於學期初，將學

科的學習內容與重要日子如國慶日作有機連結，以加強學生的國

民身份認同。以國歌主題為例，多個學科包括普通話科、音樂

科、常識、中史科和社化科作跨科合作，分別教授學生朗讀、歌

唱國歌，和認識奏唱國歌時應有的禮儀、向學生介紹國歌的歷史

和於國慶前夕舉辦國歌、憲法及基本法的問答比賽。各科都以不

同的評估，確保學生多角度地認識、甚至掌握國歌的知識，如普

通話以的拼音課業、音樂科的國歌歌唱評估、中史的課業等。 

◆  活動經歷而言，學校安排活動貫穿一年，讓學生從經歷，領悟中

華文化的內涵和我國近代的成就，以提升民族自豪感。活動如參

與香港基金舉辦創科博覽活動，學校不同科組聯合帶動學生從不

同角度探究，包括與學生一同閱讀選選文章，如「祝融號火星

車」、「磁浮列車邁向超高速時代」、「助力外骨骼機械人」

等，總參與閱讀及回應的學生達 240 人次，另學校亦安排全體高

中及小學、部份初中學生前往展覽會場親身經歷觀摩，以認識國

家在航天、通訊、海洋、工業、農業、醫療方面的發展歷程，及

古代中華科技文明成就。又如參加中秋節為主題的一星期學習活

動，科學科、中文科、數學科、音樂科、電腦科、科技與生活

科、德育科及視藝科等，聯合扣連課程內容及各大價值觀，舉行

不同的活動包括安排學生在課堂中製作月餅、燈籠等中國傳統食

品和應節物品，同時亦有安排學生參與猜燈謎活動，科學科安排

初中學生進行水火箭實驗，以藉此認識現代中國的航天登月成

就。再者，如以吉卜力電影為主題推動閱讀一學習活動為例，圖

書館聯同 STEAM 及視藝科舉辦以相同主題，讓學生在活動中學

習，在創新揮春製作活動，既可促進學校閱讀氣氛，亦可讓學生

發展創意，製作特色揮春，藉此向家人、朋友送上祝福，建立學

生的正面形象。 

 知識領域而言，學生藉跨學科和非傳統課程教學，發掘和發展興趣，

以促進個人成長。分析持份者問卷（學生版本） 的數據結果， 多於



7 

70%完成問卷的中、小學生同意教師處理教學課題上持寬闊多元的角

度(題 4)，多於 65%完成問卷的中、小學生同意教師曾於課堂內外安排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進行教學。(題 5)此外，多於 65%完成問卷的中、小

學生表達學校安排的學習活動，有助他們發展興趣和生活技能。(題

22)綜合而言，學生認為寬闊多元的教學，有助學生發展興趣和生活技

能。 

◆  跨學科課程教學而言，連貫八個學習領域的知識，讓學生發展興

趣，促進成長。跨學科元素的發展已漸次融入學科之中，如以國

慶日、足球運動、食譜製作、樂器四弦琴的創作與應用、滑翔機

的應用等為主題。例如：電腦科在課堂中製作四弦琴後，安排學

生在音樂小組中學習彈奏，又如電腦科教師在利用珍珠板教授製

作滑翔機時，讓學生同時學習「力學」原理，使電腦科及科學科

的學習內容得以結合。以跨學科形式推動學生認識創新科技、科

學、運動、音樂、語文及近年的國家成就等，使不同範疇的概

念、知識、技能及價值觀更有效地連貫起來。 

◆  非傳統學科教學而言，學生除了學習文憑試學科外，亦能發展其

基礎技能、思考能力、溝通技巧、價值觀和態度，以及與職業相

關的能力，以探究個人興趣、潛能取向及職業抱負，為未來升

學、就業以至終身學習做好準備。近年學校更為高中班別開辦應

用學習課程（甜品及咖啡店營運）、STEAM 課堂及第二級資歷架

構課程（創意攝影藝術證書），APASOIII 的問卷學習動機（工具

性）一題中，反映有超過八成的中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科內容

對他們未來就業會有幫助，將會運用到相關的知識，並有效幫助

他們找到工作。 

 語文能力而言，學生通過「低、小、多、快」的教學策略、電子教

學、協作教學、比賽經歷等多元教學，提升兩文三語的能力，與人溝

通。本校在過去兩個學年均提倡「低起點、小步子、多練習、快回

饋」的學習策略。 

◆  中文科藉語文基礎知識作低起點的教學，全校有超過六成學生提

交多於三項的基本語文能力課業，其中完成挑戰題的比率在學期

三比學期一高出 7.65%，可見以基礎題作低起點的鋪墊，有效鼓

勵學生自願地完成更高要求的挑戰題。打好語文基礎，提升學習

動機，同時有利未來應用語文於生活中。 

◆  普通話科則運用電腦軟件讓學生掌握拼音技巧及使用多媒體讓學

生多聆聽普通話，使學生在進展性評估中有八成學生取得合格成

績。可促進學生更積極使用普通話於生活中。 

◆  除了學科利用不同策略改善學生在語文上的學習外，本校言語治

療師亦積極運用其專業與不同學科進行共 35 次協作課堂，藉課堂

活動協作提升學生的語言及社交溝通能力，就如電腦科邀請了言

語治療師協助，在第二、三學期以實習試形式進行評估，在問

答、編程、模型製作等範疇中，訓練學生為其作品拍攝簡介短

片，以多元化評估策略促進學生學習。按言語治療師進行的問卷

調查結果，所有曾進行協作的科任教師均表示言語治療師的介入

切合學生需要。學生問卷結果顯示，64.7%學生非常認同「協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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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有助我更有效地運用表達框架、句式和詞彙等寫作、表達意見

及作口頭匯報」，其餘 32.4% 則表示認同。 

◆  學科利用公開校際比賽、電子工具、繪本閱讀提供學生學習語文

的機會，並取得不俗的成效，如本校近五分一的學生人數參與朗

誦節比賽，並取得八個良好獎狀及四個優良獎狀。 

 共通能力而言，本年度嘗試靈活地運用教學策略，啟發學生全面發展

共通能力和探究的思維，以獨立和主動學習。 

◆  傳統學科的學習上，多元啟發學生的全面發展，應用所學甚至提

出解決方案。如電腦科在中一級透過製作四弦琴培養學生的創造

力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學生先在課堂中製作傳統四弦琴，並利

用噴漆將它美化，創造一個獨一無二的作品，隨後再利用

Micro:bit 的超聲波組件將它改裝成編程版四弦琴，學習程式編寫

技巧。根據教學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第三版）的副題創意思維

（享受）和（自我效能）的問卷結果：多於 70%完成問卷的中學

生表達享受創意思維，甚至勇於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案，而在

創意思維的自我效能上，多於 65%能以不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創

意能力。 

◆  學生學習非傳統學科，靈活地應用所學，表達創造力。高中學生

在修讀創意攝影藝術證書二級課程時，學習以拍攝的方式培養溝

通能力，學生於學習期間參加社會福利署「童聲童想」音樂短片

創作比賽，獲得中學組（團體）冠軍及最具感染力獎，可見學生

除了學習拍攝技巧外，亦能有效的藉拍攝手法與人溝通，將想法

向人傳遞。 

 閱讀與資訊素養而言，透過廣泛閱讀，目標是培養理性和負責任運用

資訊及資訊科技的態度。 

◆  本年度推廣閱讀組與多個科組合作，於早讀節推行跨學科閱讀，

包括：中秋節（中文科、科學科）; 慶回歸閱讀（中國歷史科、

訓輔組）；多個主題聲音導航（生涯規劃組）; 川劇變臉（公社

科）; 健康週（社工組） 及 吉卜力週（圖書科、視藝科），有效

地於校園推廣閱讀文化，學生亦踴躍參與早讀及有關延伸活動如

製作吉卜力揮春等，整體閱讀氣氛有明顯改善。根據本年度的學

生借書記錄，與上年度比較，借書量提升了 15.3%，借書人數亦

提升了 25.6%，可見學生的閱讀氣氛已有很大改善。 

◆  另外，亦有學科在課堂期間與學生進行閱讀活動，如英文科利用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首本本地彩色兒童繪本創作《Wonders 

of the Stars》在小學至中一級進行閱讀，讓學生一邊學習英文，一

邊認識太空安全的概念。望能透過增加對不同知識的認識，培養

未來理性和負責任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的態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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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份認同而言，學生認為個人維護國家安全、服務國家、幫助國家發

展、愛國的觀念上較薄弱。學校已將認識國旗、國歌、國家成就、中華經典

名句（中、英）的資訊和活動融入學校不同環節，更有不少體驗的機會，讓

學生不單有着明理、動情及行為上的轉變。然而，根據數據，學生在持份者

問題中就國民身份認同（國旗、國歌）、（成就）的評分與全港學校學生的

表現相若（Q 值分別為 99 及 97，P 值分別為 47.3 及 42.1），惟學生在國民

身份認同（責任、義務）、（自豪、愛護）的表現則較全港中學生為低（Q 

值分別為 85 及 92，P 值分別為 15.9 及 29.7）。 

• 知識領域而言，學校應提早作出更好的主題教學和活動協調工作，讓學生拓

闊了學習空間，增強學習動機和興趣。學校各科教師參考教育局課程文件及

策略示例，並因應學生能力和學習需要作出計劃，如第二年度初中年級按學

生的讀寫特性分班、七成教師善用「低起點、小步子、多活動、快回饋」的

教學策略、自評與互評等，落實執行並檢討，確實各學科在本年度能有效地

推展跨學科學習及跨課程閱讀的策略。當中，課業審查中，反映學生積極完

成科任教師作出調整的課業設計和份量，而值得留意的是較少學科專注使用

有效的回饋策略，故只有 41% 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能藉評估成績及教師的

課業回饋反思或改善他們的學習，另外，學校全年學習活動豐富卻又重疊，

有時會有不同主題相撞的情況。 

• 語文能力而言，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均表示學生大致上能應付學習內

容及完成課業要求，但仍憂慮學生在欠缺語境的情況下，未必可將習得的知

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 共通能力而言，各學科積極參與不同公開比賽，如社會福利署「童聲童想」

音樂短片製作比賽、敬師運動委員會的四格漫畫創作比賽、獅子會擁抱愛繪

畫創作比賽、安徒生填色比賽、全港清潔運動短片製作比賽、第 74 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學界運動比賽、香港理工大學人工智能無人機比賽、GP 未來

電車設計及競技大賽等，除了讓學生透過參與比賽，學習特定技能和知識，

擴闊視野外，學生更在各項比賽中獲得佳績，讓學生可展示自己的強處和技

能並得到認同，使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功感得到提升。 

• 閱讀與資訊素養而言，推廣閱讀組與各科組合作於早讀節期間推行跨學科閱

讀相當成功，學生透過早讀節接觸不同層面及內容之讀物，亦有多達二十人

曾參與不同主題的聲音導航檔案製作，這對學校閱讀風氣的推動有不錯的成

效。惟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統計中，學生在閱讀（非指定讀物）及閱讀（休

閒閱讀時間）的 P 值分別為 15.9 及 36.9，顯示本校學生與主流學校的閱讀風

氣仍有一段差距。按本年度的學生借書記錄顯示，仍有近一半的學生

（54.6%）未曾在圖書館借閱任何書籍，亦有 27.5%的學生表示不會在課餘時

間閱讀課外讀物，結果與上述數據吻合。原因或由於大部份學生的閱讀時段

仍主要在早讀時間發生，亦可能因學生的獨立學習意願較低或特殊學習需要

有關，難以有信心地與閱讀連繫。 

回饋與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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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份認同方面，學校將持續讓學生在國旗、國歌、國家成就上增長知

識，亦不同體驗活動讓學生達到明理、動情及行為上的轉變，並提升學生的

愛國情懷及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加強不單守法，亦應主動保護國家安全的

意識。 

• 知識領域方面，將根據學生的需要，發展課程，調整教學，提供學習機會。 

■ 發展課程而言，學科將繼續參考課程文件的指引和示例，並本年度的

成功經驗，更有規劃地協調各學科的跨學科活動，使學生的學習自信

能夠提升，亦能享受學習。 

■ 調整教學而言，學校亦將計劃修改觀課文件，更重視觀察課堂結構，

使教師的教學能緊扣目標，學生亦能掌握所學。 

■ 提供學習機會而言，為擴闊學生學習經歷及成功經驗，協調及安排各

學科將持續積極參與不同公開比賽，讓學生透過參與比賽，學習特定

技能，提升學生學習自信。 

• 共通能力方面，引導學科嘗試靈活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改善回饋效能及

回應課程更新中對評估的期望，以協助學生有效利用評估資訊，進行有效學

習。例如加入自評和互評元素，讓學生有機會以不同方式展現學習成果，從

而教師能評估學生不同方面的學習表現，亦將計劃修改學教評檢討表，加入

試卷題目表現分析部份，使教師利用評估促進學習。 

• 語文能力方面，鼓勵各學科將繼續與言語治療師進行協作，於課堂中支援學

生學習。如協助學生介紹作品，提升學生的語言及社交溝通能力；同時，學

科亦將持續運用「多活動」、「課堂內外」的策略，英文科亦計劃聘請外籍

教師，讓學生將語文知識生活化，提升運用語文的能力。 

• 閱讀與資訊素養方面，因應學校的閱讀風氣雖有改善，但仍然較弱，有近一

半的學生未有借閱書籍的經驗或在閒暇時未有閱讀習慣，有可能是因讀寫困

難或因抽象思維較弱，部份學生對文字較抗拒，若能將學生的閱讀內容具像

化和變得可接觸，除了可照顧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閱讀需要，亦可提升學

生閱讀興趣。下一學年，學科可按閱讀主題向學生提供實物或相關活動，豐

富學生的閱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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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事項二 

成就 

◆  學生為本，透過開拓視野，引發學習動機，以提升各類共通能力，從而建

立職涯目標。下文將從生涯規劃和共通能力兩項學習宗旨作出分析。 

■ 生涯規劃角度而言，學生透過參與學校舉辦的課程和活動，以及善用

學校提供的資源配套，反思個人目標，探索個人的志向，為未來進

修、就業、發展等作準備。 

◆  本學年分別共有兩個科組及十二個學科，以全校齊參與模式，提

供一系列的與職涯連繫的課程和「體驗式」活動。 

● 高中全方位科層面，誠邀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賽馬會 Sports 

Explore 計劃」入校，為高中生體育選修生提供共 5 節（近 6

小時）的課程體驗，有助開拓與運動有關的職涯視野。本學

年全體高中生跟運動產業僱主交流，涵蓋「健球體驗」、

「滑板教練」、「運動按摩師 」、「健身教練」和「歷奇教

練」，整體超過 9 成學生認同有助開拓視野，提升學習動

機，且豐富個人成長，例如擴闊社交圈子、認識自己，讓學

生透過業探索認識自我。當中個別學生更在假期參與「24/7 

fitness 健身室」實習、觀賞「國際七人欖球賽 」、協助「運

動及健康博覽」等。 

● 德育和社化科層面，以「動手做」學習模式照顧「實用

型」、「傳統型」職業性向的學生。第一，高小方面，本學

年已增補「認識升學選擇及夢想的關係」（升學/事業探索）

和「正面價值觀和良好態度對未來升學或職業發展的重要

性」（升學規劃及管理」）學習元素。 第二，初中層面。中

二和中三學生有機會嘗試「衛生清潔」和「油漆」工作，感

受到「堅毅」的必要。第三，全體初中學生透過救護員工作

分享，除認識到學歷和關愛的重要，還有高達 7 成學生期望

自己少達中六文憑考試五科及格（第 2 級）或以上成績，或

同等學歷，可見體驗有助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探索個人的

志向。 

● 數理學科（科學、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STEAM）層面，

把生涯元素融入課時學科學習，擴闊學生視野，有助建立與

數理有關生涯目標。初中層面，邀請港燈「綠得開心計劃」

支援課程，推動中一級科學和電腦科合作，安排「智慧城市

STEAM 減碳工作坊 （2/12/22）」，讓全體 S1 學生以「動手

做」和「任務為本」模式學習，並利用 micro:bit 微控制板，

以及以電機工程師的思維模式，製作自動感光開關的「智能

夜燈裝置」，體驗工程師工作模式。 高中層面，誠邀「僱員

再培訓局 」嘉賓到校，為 S5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師生主講

「人工智能的設計、實施及應用」，讓師生與業界交流，掌

握最新的科技職涯發展趨勢。 此外，本年度高中 STEAM 課

程加入專業軟件運用教學，分別為 Onshape (3D 繪圖) 和 

Adobe Illustrator (2D 繪圖)，並透過 3D 繪圖軟件 Fusion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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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遙控車車殼。從課程意見表中可見超過一半學生認為不

難操作 Fusion 360 繪畫 3D 圖，有助提升學生認識汽車科技業

的特質，引發學生動機，進一步探索有關，以及所屬的

VASKP。全校層面，與 STEAM 合作，於 19/5/23 誠邀人工智

能公司(酷醫 COMEDI HEALTH 嘉賓到校，為全校學生主講

「人工智能(AI）的 日常應用和職涯發展」；安排高中學生

分享編程、創作 APPS 遊戲的經驗，讓學生明白在校學習與

生涯發展的關係，期望學生學以致用，建立創科層面的生涯

目標。 

● 藝術科層面，為提升高中生對研習藝術的動機，本學年開拓

了高中生對創意產業的視野，以及職涯發展方向。高中生分

別到「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和「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體驗大專攝影課程-「『攝‧型』- 專屬個人的雜誌封

面」和參加「影於外：香港電影的光景照像」導賞團，支援

修讀「創意攝影藝術證 書課程(QF 第二級) 」的學生，讓學

生認識到學科和職涯的關係。初中學生層面，安排了全方位

的媒體小組，教授拍攝技巧、剪片以及做網紅(KOL)的方

法，鼓勵學生綜合運用語文、創意思維等技巧，有助學生明

白所學，提升學習動機。 

● 語文科層面，中文科和英文科引入職業語文教育元素，以便

銜接職涯發展需要。大部份中學生在每一學期都根據校本中

文課程要求，不但多於 8 成學生完成了實用寫作課業，而且

總結性評估實用寫作完成率超過 6 成。英文科在中三級教授

英文餐牌，以及早會講解職業英文，以銜接高中應用學習課

程（甜品及咖啡店營運）。普通話科在小六級和中三級特別

教導升學或就業面試技巧及相關用語，並在總結性評估中加

入模擬面試或與面試相關題目部分，超過 8 成學生願意嘗

試。上述科目滲透生涯元素，均有助學生明白所學，根據個

人能力和條件，建立和邁向個人生涯目標。 

◆  資源配套方面，學生善用學校提供的資源配套包括基礎輔導軟

件、與家長溝通的機會和與家校舍合作的資訊，以持續提高學習

動機，繼而訂立職涯目標。 

● 電子化生涯輔導平台（個人生涯發展檔案 ICP：簡稱 ICP）和

「生涯專責輔導人員」制度，均是有效的基礎輔導軟件配

套，有助原校監護人、社工、教師、家庭社工更全面了解學

童的生涯路向，肯定學童的正面表現，加強家校協助效能，

協助學童建立生涯目標。 

■ 學生運用電子化生涯輔導平台（個人生涯發展檔案

ICP）管理和規劃生涯，如應付升學面試（升中四、中

六大學聯招），以便銜接主流升學和就業市場。ICP 涵

蓋六大範疇，包括「學術」、「體育」、「社會服

務」、「藝術」、「德育」和 「工作相關」。大部份的

班別都還用 ICP 的相片、資料等作壁報佈置、當中六成

學生透過德育課的機會觀看自己的 ICP，而七成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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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長在家長日短適會議、檢討會議等使用 ICP 時，見

得自己的轉變和成就。讓學生全面地認識自己特質，並

訂立清晰的目標。 

● 「生涯專責輔導人員」制度確保由指定生涯成員負責開啟和

管理各類升學賬戶、計劃和對外大專聯絡工作，包括

「JUPAS 大學聯招辦法」、「內地高校招收」、「E-APP」

學校戶口； 中六生首度參與本地大學「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

劃」、內地大學「校長推薦計劃」，均強調傳統學術以外的

成就，有助推廣多元出路意識，照顧學生的生涯需要，及早

訂立目標，籌劃將來。  

● 除了學校支援外，當家長積極參與，學生進一步建立清晰的

目標。自本校 13 年前提供新高中課程後，畢業生努力不懈，

持續增值，校友近年均有長足發展，有助回饋本校，讓家長

和學生見證高中生的學習成果，具鼓舞作用。校友薛永豪

（17 年中六畢業）、劉梓洋（13 年中三畢業）於本學年大學

畢業，前者分別獲理工大學頒發語言科學文學士；後者出席

獲嶺南大學頒發哲學文學士（一級榮譽）。兩者均出席「第

二十四屆家長教職員會成立典禮」（28/10/23），親身向家長

和學生分享多元升學途徑，強調條條大路同羅馬，提升在學

動機，鼓勵學童及早訂立目標。另外，本組已在《家盛訊》

撰文，讓家長透過認紙本或網上版，有效認識本校的生涯支

援措施，共同協助學童建立目標。 

● 校、家、舍合作無間，充分發揮「家校舍」的角色，讓學生

多角度地了解自己，並獲得不同持份者的關愛和支援。本年

是第二年牽頭統籌跨院校溝通平台，安排共兩次會議

（24/3、27/3），商討學生升學安排。安排學校和宿舍的高

層、班主任、院校生涯組代表、院校社工、教學助理、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參與會議，根據每位學生需要，商討最適合的

生涯出路方案，並合作跟進離校安排。籌備會議前，本校分

別收集班主任、科任教師和個案社工對所屬學生學習的意

見， 並整理成數據，呈現各持份者的看法，讓會議討論更客

觀和全面。會議之後，記錄每個個案的共識和安排，並傳閱

有關文件，以便各持份者安排後續工作。總體而言，經協調

後，分工清晰，各司其職，除有助掌握學生需要外，還有助

各持份者有效支援家長對學生的轉銜輔導，同時讓學生對己

有更全面的理解。學校社工負責升學轉銜的輔導；宿舍社工

負責社區和居家生活的適應輔導；班主任負責統籌學生學習

適應輔導，故此「家校舍」的協作有效根據學生訂立的生涯

目標，作出複雜的轉銜工作，同時支援家長，持續提升學生

為生涯目標而努力的動機。 

■ 共通能力角度而言，學生在本年度接觸了多樣與行業、升學、生涯技

能等內容相關的課程和活動中，領悟了各類的共通能力。 

◆  課程編排的安排在不同的教學上。 

● 語文教學上，重點安排學生實用寫作的技巧，本年度轉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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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生活所需的題材如請假信、失物啟示等，此卷別中，評估

三時多於八成學生嘗試作答，遠比評估一中只有六成學生嘗

試為高，而成績亦見讓學生除了掌握實用文的寫作知識和技

巧，亦能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可見能成為

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 STEAM 學科亦有增設專業軟件教學(包括 Onshape 3D 繪圖軟

件 和 Adobe Illustrator 2D 繪圖軟件等)，提升學學之間的協

作、運算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在藝術學科方面，視覺藝術

科及高中藝術科均編排不同型式的創作工作坊(如 ipad 繪畫漫

畫及媒體小組等等)，目標讓學生在參與過程中提升其創造

力。 

● 大部分學科包括體育科、數理學科（科學、電腦、資訊及通

訊科技、Steam）、德育、社化科、高中全方位科、高中藝術

教育科、中文科、英文科和普通話科，透過「分享、參觀、

體驗、實習」四模式，促進學生與行業和大專交流，為學生

提供適切出路支援，讓學生掌握學科所屬的職涯應用和發展

方向，從而提升學生動機，建立目標。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

問卷(第三版)的生涯規劃(接受指導)、(資訊搜索)、和(大學導

覽與講座)三份副量表，平均多於 55%的學生表示曾接受相關

的支援。 

◆  活動和體驗相關安排方面，學生於課內外都有不同參與活動的經

驗。 

● 小學及初中全方位節中，活動涵蓋動態及靜態，由運動訓練

至藝術培養(包括乒乓球、足球、羽毛球、媒體製作工作小

組、STEAM、青牧及音樂等)，由學生自己選擇，讓學生研

習技能之餘，亦可在分組活動過程與組內同學互相溝通及協

作。 

● 高中全方位節中，學生透過參加應用學習課程，學習製作甜

品和沖調咖啡技巧，發揮自己的創作力。並在過程中，裝備

或提升解決困難及與人溝通協作的能力；加上要完成整個學

習過程，學生必須就導師教學、課程時間、制服要求及評估

安排等充分配合才能達到課程的要求，對提升學生的自我管

制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 透過跨學科、跨組別合作，讓學生從「體驗式」活動，了解

學科與行業、升學、生涯技能之間的關聯。根據情意及社交

表現問卷(第三版)的副量題生涯規劃(工作體驗)和學習動機

(工具性)的問卷分析，超過 6 成學生曾參與工作體驗，而超

過 7 成中學生認同目前學習有助未來就業和工作，反映生涯

體驗可引導學生反思未來進修和工作，有效引發學習動機。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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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角度而言，各級的課程滲透生涯元素，而在學習階段完結前，

則對學生提供較個別化的生涯資訊。 

○ 各級的課程滲透生涯元素，但需留意人手和教材的持續性、和經

驗承傳度。 

■ 高小社化科滲透生涯元素，從學生前後測結果反映，除

「實踐夢想的方向」外，錄得 1 至 3 成明顯地增幅，8 成

學生認同生涯課程有助反思正面的態度，以及生涯發展所

屬的價值觀，包括守法、勤奮和堅毅等。當中「良好的工

作態度和正面價值觀比工作能力重要」一項評分，增幅高

達近 3 成，相信透過模擬補習導師招生遊戲和名人案例，

有助學生明白守法、品德和成績沒有必然關係，認同儘管

成績優異，也要奉公守法。本學年動用跨專業資源，活化

課堂，惟人手要求高，故可持續性和經驗承傳不得不正

視。 

■ 中二級的「招職招招識」校本課程轉為「動手做」模式，

並發揮「跨專業課堂協作」精神，成效顯著，超過 8 成學

生同意課程有助認識「職業及升學的關係」、「求職陷

阱」、「避免誤墮求職騙案」和「提高對招聘廣告的警

覺」，有助學生訂立可行、符合道德的生涯目標，懂得衡

量利弊輕重，提高實踐目標的動機。有關教材已作電子

化，以便各年度班主任修訂和參考，以便持續優化教材。 

■ 中三級的「編職我未來」校本課程，透過「模擬小社會

日」體驗，促進學生探索個人興趣和長處，思索合適自己

的職業。 8 成學生表示透過「編職我未來」活動，更了解

自己的優點和缺點，超過 7 成學生希望將興趣發展為堅

趣，並期望發展為日後的事業。不過，體驗需生涯組同

工、教學助理和實習社工齊心協力，故此人力要求比較

高，需探討人手的可持續性。  

■ 高中層面，沿用 21-22 學年訂立的課程框架，計劃繼續以

「承擔」為主題，引導學生思考個人身份的轉變，未來為

自己、家庭、社會、國家發展承擔責任。根據學生自評結

果，「個人興趣」為學生擇業的首要條件，其次為「個人

能力」、「工作收入」和「工作趣味」，可見「個人興

趣」足以左右學生的抉擇。不過，透過適當介入和輔導，

包括「飲食業和款待行業」、「護理業」以及「建造業」

體驗、校友分享，以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輔導，所

有學生都認同「堅毅」、「責任與紀律」和「誠信」為首

要特質，相反學歷較為次要，理解除關注自身發展外，還

需顧及社會和道德標準，才德兼備，方能長足發展。不

過，課程涉及不少外間機構、校友支援等，有機會影響課

程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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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階段完結前，則個別地全面照顧高小、初中和高中生的生涯

發展需要。可見，在學習階段完結前，能對學生提供較個別化的

生涯資訊，讓學生為自己訂立長短期可行的生涯發展目標。校外

專業機構增補了學生生涯輔導的工作，惟需注意機構的服務年期

和延續性，均有機會影響生涯輔導服務。 

■ 小六層面，安排了「模擬升學面試」，指導有意自行選校

的學生。 

■ 中三和中六級層面，言語治療師接見學生，並安排個別面

試對談訓練。超過 6 成學生認為此舉更清楚可如何回應面

試，並在面試時能有效地表達所想。因此，中三和中六學

生除了對(資訊搜索)和(大學導覽與講座)的支援有相約的看

法外，兩學習階段的學生在生涯規劃(接受指導)副量表

中，表達多於 8 成曾和生涯老師傾談，平均多於 7 成的學

生認為取得足夠的職涯資訊。高中生層面，本組委託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分別以「未來點」生涯支援計劃和「賽馬

會 Sports Explore 計劃」照顧高中生，分別為各學生提供 1

小時個別指定，以及 45 分鐘小組輔導服務。 

● 共通能力角度而言，各項目主題多以生活知識/技能及職業導向為核心設

定，加上以體驗/活動型式進行，有助提升學生各類共通能力，有助引導

學生反思未來進修和工作，有效引發學習動機。教學模式由班主任講授

模式，逐漸轉為「跨專業課堂協作」、「跨學科/學組」模式，分別安排

社工和言語治療師與班主任合作，以及促成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共同

策劃「動手做」生涯特色課程，有效照顧學生學習風格。若要持續推動

有效的跨學科和專業協作，統籌和協調起關鍵作用，故此不能忽略良好

溝通和有效領導的重要。  

回饋與跟進 

◆  生涯規劃角度而言，下年度將就生涯工具、生涯課程、合作人脈等多作善

用和溝通。 

■ 生涯工具層面，生涯輔導工具（ICP） 有助學生管理和規劃生涯，故

需加強系統的更新頻率，以及增加學生的主動參與。更新頻率方面，

目前主要安排在長假期和家長日前更新。建議維持的 ICP 的展示模

式，並增加更新頻率，一來復常後活動頻繁，二來新生入學頻密，適

時更新有助師生掌握學生的情況、潛能和喜好，以便在短適或檢討會

議、輔導環節中展示學生轉變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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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課程層面，隨著學教方式轉型，涉及不少外間支援網絡，需確保

合作的持續和穩定性。透過跨學科、跨組別合作，讓學生從「體驗

式」活動，了解學科與行業、升學、生涯技能之間的關聯，所以超過

7 成中學生認同目前學習有助未來就業和工作，反映生涯體驗可引導

學生反思未來進修和工作，有效引發學習動機。雖然「體驗式」活動

所需資源甚多，但近年坊間如 Steam 的職涯資源豐富，大專和業界的

支援形式繁多，其他學校爭相報名，競爭激烈，建議及早跟相關組別

商量，以便安排適合學生的體驗活動。 

■ 大專合作層面，大專院校的課堂體驗質素高，有助提升學生的動機，

及早建立目標，但需時與院校建立默契，構建具教育意義、反思深刻

的體驗，避免蜻蜓點水式認知。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課堂體驗對學生

極具啟發性，建議高中生畢業前不妨走一趟。此外，建議探索攝影創

作的職涯出路，支援本校 資歷架構（QF）課程的發展，讓學生思考所

學的職涯選擇，以及所需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 

■ 校友參與層面，校友充當重要持份者，有效回饋學弟，啟發生涯目標

和提高個人期望。除回饋師生外，還可向家長分享校友成就，有助讓

家長認識多元出路的生涯發展，以及鼓勵家長相信孩子擁有的潛能。

此外，本組將按照校務組年度網頁更新安排，在學校網站展示生涯發

展項目，以便家長得悉校友成就，相信學童的無限可能。 

■ 院校合作層面，建議保留院校溝通平台，以便促進雙方有效溝通，為

學童訂立適合的生涯管理和發展方案。另外，建議經本組協調社工和

班主任的生涯輔導方向，好讓班主任代表本校，善用本校每月的陽光

熱線，定期與家長溝通，及後檢討和跟進各家長和學生的情況，以便

調整輔導方案。社工和班主任各施其職，社工掌握家長的家庭生活環

境、管教方式、經濟狀況等，有助了解家長安排孩子升學的因素；班

主任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升學途徑等，有助向家長分享最適合學生

的升學選擇。 

■ 轉介方面，師生開始熟悉「生涯專責輔導人員」制度，懂得向相關同

事尋求協助，有效作出準確支援。建議保留有關制度，並透過早讀、

德育或高中全方位課節，邀請相關負責同工向學生介紹各類升學支援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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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 

成就 

◆  焦點是關愛，發展正向校園文化，影響學生由個人的品格延伸至價值觀。

下文將就正面價值觀與態度、生涯規劃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作說明。 

■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角度而言，學生從所獲得的學術成就、活動學習、

輔導支援、服務體驗等，領悟學校針對的學年焦點「堅毅」和其他的

價值觀和態度如「關愛」、學校歸屬感等。 

◆  學生在不同經歷下，從知而行，行達悟中領略到堅毅的內涵。在

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第三版)的副量表學習態度(堅毅)中，平均多

於 75%的學生對堅毅持嘗試的想法，並曾經在嘗試堅毅中獲得滿

足感，甚至因此取得突破。 

● 學術成就而言，學生透過自我肯定，從而建立堅毅精神。即

使學生過往在轉介前，一般缺乏成功經驗，尤其在學術成績

上，但學務及課程發展組，於每次評估均為學生應考時的表

現，以拍攝或錄影記錄，並於評估後向學生展示，以推廣堅

毅及勤勞的價值觀，讓學生能自我和彼此欣賞，提升自信。

學校在每學期的每個科目，均設有「青馬獅子會學科進步

獎」，鼓勵該科進步幅度最高的學生，當中獲獎學生不乏過

往曾敬陪末席，獲獎的肯定不單能鼓勵得獎的學生，亦勉勵

其他學生永不放棄的精神。 

● 活動學習而言，在學生發展組的協作下，校內、校外活動、

課程、服務或比賽包括：獅子會 2023 愛心慈善跑、與胡漢輝

中學籃球友誼賽、青少年人生之旅 2023 及與聖道迦南書院足

球友誼賽等等，均聯繫十大核心價值觀，當中不乏「堅毅」

的元素，以上活動均於「是次學習成果展示有助學生反思及

總結所學」及「能於活動中獲得滿足感」均獲得 3 以上。 

● 輔導支援而言，學生根據個人需要，善用了校內校外的資

源，獲得輔導支援，提升自我的滿足感。校內而言，輔導組

於三個學期，均會安排小學的社化課節、初中的德育課節、

高中的全方位課節，進行「自我提升計劃」，當中教師與學

生共同訂立具體的目標及策略，及審視成效；在追求目標訂

立策略的時候，班主任發揮統籌的角色，學生透過配對相關

活動與資源，增加達成目標的機會。在德育科的自評問卷

中，70%以上的學生表示自己達成了本學年的目標，亦發現

聯繫價值觀建立。例如問及學生「我的優點是什麼」，超過

8 成的學生能描述到「勤力」、「堅毅」等特質。在引入外

間資源方面，本學年邀請了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在 12 月至

2 月到校舉行 6 次的守法活動。活動宗旨是教育學生認識毒

品的禍害，期望加強學生這方面的防禦能力。70%以上參與

的學生，在自評問卷中，表示自我形象、正面價值觀、批判

思考及道德判斷的能力有所提升，堅守遠離毒品這條防線；

學校一向與秀茂坪警區警民關係組緊密合作，本年度挑選了

兩位學生參加為期兩日一夜的「沉浸式體驗‧警署日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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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營，進行一系列體驗和訓練，並成功取得活動結業證

書，包括「一級山藝」證書；此外，香港越野跑代表隊成員

黃浩聰，為學生進行了一系列的越野跑培訓，在 4 月 8 日，

出戰「越野跑比賽《高峰對決》邀請賽」，當中四位學生取

得中二組別的獎項，包括冠軍、亞軍及殿軍。活動由 1 月開

始至 4 月完結，共 20 位學生參與過訓練，最後 11 位學生取

得完成訓練證書，8 位學生完成賽事，由訓練開始能堅持到

比賽完成，反映學生的堅毅精神。 

● 在服務層面方面，共 31 位學生參與服務生計劃，服務範圍包

括：圖書館服務生、校外義工、同行者領袖、升旗隊、領袖

生等等，當中 80%以上的學生的服務時數達 5 小時或以上，2

位學生獲得銅獎、5 位學生獲得銀獎、4 位學生獲得金獎、1

位學生獲得金鑽獎。學生願意付出時間，某些崗位需要整個

學年穩定地肩負重任，值得嘉許。 

◆  學生在正面的校園文化下，感到被接納、尊重和支持，建立關愛

的價值觀。 

● 整體校園氣氛而言，學生受着正面的關愛感染。學校再次獲

得「 2022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的嘉許，可見覆蓋五大條

件，包括：推動關愛校園的信念(Belief)；領導者的領導才能

(Leadership)；有利孕育關愛文化配套、制度和氣氛等環境因

素(Environment)；對有需要者的實質支援 (Support)；樂意交流

分享的能力(Sharing)。經評審團評選後，學校連續十二年獲

得「關愛校園榮譽」，肯定學校的努力。如新生適應校園生

活，並對學校及群屬建立聯繫感。計劃包括舉辦「迎新日」

及「新生適應活動」，並協助班主任掌握同學的特性，建立

學生與師長的聯繫。全學年共舉行了四次的新生適應活動，

據社工及老師觀察，活動能令同學感受被接納、尊重及支

持，並建立了學生與同學及老師的聯繫感，同學對學校的歸

屬感亦有所增加。活動期間，個別新生出現了情緒及行為問

題，讓社工能及早關注個別新生的特殊需要及狀況，提早介

入，進行了預防性工作，提供相關適切的支援及照顧。 

◆  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言，學校運用不同的向度，引導學生樂於與不

同社群相處。將整合以下情意及社交表現問卷(第三版)的副量

表：滿足感(家庭及朋友)、社交表現(好友數目)、滿足感(學校)、

學校氣氛(不孤單)、學校氣氛(歸屬感)和課後聯課活動(學校安

排)，作出分析。上述問卷的平均 Q-值高於 100，可見比主流學生

的看法為正面。人際關係的表現中，學生與朋友、家人、老師的

表現正面，平均都高於 80%的滿意度，反之對個人投入學校的程

度則表現較低，只有平均約 60%，認為自己不孤單。 

● 今年輔導組首度舉辦「校園好精神運動」，以提升師生對精

健康的認識及關注，期望讓學生盡快適應開學的轉變，與學

校建立聯繫感。80%以上的學生對活動有正面的回應，全校

有 55%的學生參與；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為中二學生舉辦

「心渡歷情」活動（圓網球、旋風球、泡泡足球、旱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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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透過前測和後測，在抑鬱、焦慮、壓力幾個範疇方

面，超過 80%學生有改善情況。 

● 在家庭健康方面，本校的家長支援組，積極舉辦各項親子活

動。例如備受歡迎的親子旅行，共 78 人參加(48 位家長和學

生、28 位學校職員、2 位中心同事)。根據問卷調查，所有家

長和學生都認同透過活動能促進親子之間溝通交流的機會，

其中超過 70%表示「非常認同」。此外，支援組亦舉辦了親

子烘焙活動、心聲拍攝和扭氣球親子興趣小組，可見學校在

促進家庭健康方面不遺餘力。 

● 各科組亦積極在學科層面，積極推廣健康生活方式：體育科

除課後訓練。包括：單車訓練、羽毛球訓練、長跑訓練、籃

球訓練、乒乓球訓練、游泳訓練、越野跑訓練等，校內亦舉

辦了籃球比賽、足球比賽、羽毛球比賽等等，更會在校內挑

戰精英，代表學校參與以上項目的校外比賽，再加上每年的

學界田徑及陸運會，製造了大量運動機會給學生發展。體育

科今年度亦成功獲教育局批準將學校的髮設室改建為健身

室，未來為學生增加更多活動的機會；科技與生活科在課程

裡積極推廣健康飲食，讓學生明白健康生活中，飲食的重要

性。 

● 總務組本年度與德育科合作，就環保教育推廣、自理和環境

衞生等元素，為全校學生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包括：衞生署

講座（個人、食物和環境衞生講座）、智慧城市互動劇場

《減碳應援團》及「綠在觀塘」環保教育工作坊等等。80%

已出席同學認為智慧城市互動劇場有趣及期望來年可以繼續

舉辦；總務組帶領，就校園環境教育及環保教育等元素，參

與及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包括：「環保培訓工作坊」- 校園

綠化教師培訓工作坊、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教師培訓工作

坊及校園清潔短片製作比賽等等。全數參與校園清潔短片學

生認為活動具挑戰性，活動過程中亦有增加校園清潔等知

識。 

● 視覺藝術科透過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培養學生的心靈健

康，當中包括：「獅子會擁抱愛繪畫創作比賽」，學校小學

部的參與率為 100%，中學部參與率為 82%，其中小五的葉柏

晞同學更獲取最佳用色獎；「向老師致敬 2022 」，當中小六

呂智龍榮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的季軍。

此外，小學部亦參加了多個比賽，例如「GP 四驅車設計比

賽」、「四格漫畫比賽」以及「安徒生填色比賽」。「GP 四

驅車設計比賽」的參與率超過 80%，「四格漫畫比賽」參賽

率超過 60%。「安徒生填色比賽」，大約超過 60%；高中部

與音樂科跨科合作，參加了「童聲童想」音樂短片創作比

賽，更獲得了冠軍金獎和最具感染力獎。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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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和態度角度而言，學生對「堅毅」的想法，不光是理解，而是應用

上，甚至樂於展現。學生雖然明白「堅毅」的重要，但往往知而行難。 

◆  運動為例，「越野跑比賽《高峰對決》邀請賽」中，雖然超過一

半的參加學生能完成整套訓練並獲得證書，但亦有近 4 成的學生

未能堅持到最後，反映部份學生半途而廢的習性。就著放棄原

因，學生反映覺得缺乏趣味、嫌棄辛苦、害怕面對失敗等等。要

知道堅毅與勤勞是態度，缺乏趣味與感受到辛苦是過程，害怕面

對失敗如準備充足可以改善，最後的成果是最有滿足感的果實。

可惜觀察所得，部份學生未能領會到箇中的精神。 

◆  訂立目標時，訓輔組安排班主任在「自我提升計劃」中與學生訂

立目標及定期檢討，引自持份者問卷(學生)只有 42.66%的學生反

映懂得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學生的成功指標有更具體的進步空

間，相信指標訂立時相對模糊，務求令學生容易獲得成功感不無

關係； 

◆  學務及課程發展組在評估時，為學生拍攝專心應考的狀態，並於

評估後向學生展示，此舉可見各科組努力捕捉學生努力的一面，

作為特殊學校可說無可厚非，但如過度的調節標準或營造氣氛，

有機會為學生製造錯誤假象，違背了培訓堅毅價值觀的方向，影

響成效。 

◆  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言，即使課後聯課活動(學校安排)的數據反映多元化，

而且充實，仍可考慮多作調整，甚至參考學生班代表的建議，讓學生多選

擇自己所需，更投入學校的活動，建立正向的關愛價值觀。健康的生活方

式，不單包含運動，還有充足的休息、均衡的飲食、精神的滿足、和諧的

人際關係等等。觀乎學生對運動有相當的投入，但對避免受傷意識薄弱，

時見堅持帶傷上陣，或因競技事宜引發情緒波動及紛爭，違背了健康生活

方式的理念。然而，由於健康生活方式定義廣闊，而學校暫時在運動方面

落墨較多，精神健康、飲食推廣、環保意識、家庭健康等等，可見仍處於

發展的階段，未來應有空間作進一步的跟進；各科組對這個學習宗旨的推

動，亦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偶然會出現不同科組在缺乏協調平台的情況

下，同一時間舉辦過多的運動項目，例如生涯組的滑板運動體驗活動，與

訓輔組的躲避盤新興運動體驗同時進行，當時正值學校禮堂進行維修工程

不能使用，個別學生當日自身亦有體育課，雖然不同活動的受眾不同，活

動在場地安排及氣氛等都多少受到影響，影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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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方面，新學年將加入多元的活動，照顧學生的需

要，當中以「堅毅」為主軸，同時拓闊學生的視野。 

◆  計劃與亮路服務中心合作，申請「禁毒基金特別撥款計劃」的

「健康校園計劃」，包括了一系列的校本輔導活動：健康校園資

訊及戒毒康復者分享講座、參觀戒毒服務及戒毒康復者分享、體

藝活動工作坊、生涯規劃及預防吸毒小組、影片製作及訪問技巧

訓練小組、參觀香港賽馬會禁毒資訊天地及工作坊、健康生活發

展校園結業禮等等；並安排家長工作坊及教師工作坊等等。 

◆  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面，學校在行政上和建設上作出改善，以助學生建立健

康的生活。 

◆  設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小組，統籌和規劃地全校有關活動，以回應

「健康校園計劃」。過往各自為政，亦與各科組對健康生活的各

自演繹不無關係。因此，生涯組除作出統籌活動外，亦會參考香

港中文大學製定的「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系統」，引入「健康

校園指標」，使各科組有同一語言去發展健康生活方式這個學習

領域。 

◆  改建健身室，除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外，體育組觀察到坊間

傳統的健身房有機會限制了受眾，尤其學校橫跨高小至高中幾個

學習階段，高小至初中的學生，因仍處於發育的黃金時期，負重

器械未必能受惠，因此體育組正研究健身室加入攀爬及障礙的元

素，配合課程的更新，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適當的感知

障礙，亦有助他們改善學習。長遠甚至可以在坊間物色相關的證

書讓學生考核，配合生涯發展。 

 

(3) 學生表現 

● 簡述學生的態度和行為。 

學生的態度和行為從自我概念、對學習的態度和價值觀角度說明： 

 自我概念 

全校的學生對自尊、自身認知、社會自我等都持正面的看法。 

全校學生少持有負面情緒。從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中，反映小學生

的負面情感是 1.77，而中學生無負面情緒的 Q-值為 116，可見不論小學、還是

中學生較少帶有負面情感。至於自身認知方面，從學生代表會議中，可見學生

代表從班中收集意見，能表達各級主要對運動有最大的興趣，並期望發展潛能，

可見學生勇於了解自身的需要，在班中表達，繼而讓學校回應他們的想法和需

要。至於社會自我而言，全體學生對學校滿足感持正面，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套件的問卷調查中，小學生在師生關係和社群關係中，都表現高於 2.0 的合格

分數，分別為 2.30 和 2.19，而中學生在學生滿足感(學校) 和學校氣氛(歸屬感)兩

項的 Q-值都是 116.00，表現比一般主流學校為高。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BE%E4%BC%9A%E8%87%AA%E6%88%9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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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的態度 

持份者的結果顯示，教職員、家長抑或專責人員對學生的學習觀感都持

負面的看法，並且是各項中最差的選項。然而，學生的平均評分比上述三持份

者高出 0.4 分(3.4 分)。可見學生對學習仍具動機，並嘗試學習。 

價值觀角度 

學生的價值觀受世界、國家、社會及周遭文化影響而成，因此下文將考

學生對國家的態度、社會的看法和個人的價值觀作判斷。全校學生對國家的態

度參差，小學生的看法較正面，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的平均分為 3.06，而

中學生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的 Q-值是 93.25，當中國民身份認同（責任、

義務）一項的 Q-值是 85，分數較另外自豪、愛護，國旗、國歌，和成就三項的

表現較需遜。其他受社會及周遭文化影響的價值觀，包括誠實（誠實表現）、

道德意識（重要性）等的價值觀，學生都持正向的 Q-值，分別是 110 和 105。

因此，當綜合地問及對生命意義的看法時，他們基本上願意從中積極地尋找生

命意義。(Q-值：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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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學生的參與和成就，包括： 

根據活動計劃檢討，各範疇的活動總時數如下： 

範疇 數目 時數(小時) 

社會服務 11 127.5 

智能/學術 34 415 

與工作相關 39 111.3 

德育及公民 87 362.2 

藝術 25 114.75 

體育 52 383.9 

 

各學段學生平均參與活動時數(小時)： 

範疇 高中 初中 小學 

社會服務 7.24 0.98 0.3 

智能/學術 4.39 12.83 4.68 

與工作相關 3.83 3.24 4.65 

德育及公民 10.1 24.84 17.47 

藝術 3.65 3.24 7.35 

體育 15.03 17.3 10.39 

 

全體學生平均參與活動的時數：107.6 小時 

當中，學生參與公開比賽次數和活動的比率，分別佔 16 次 和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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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