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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關注事項 

(2021-2024) 

關注事項一： 推行跨課程學習模式，發展學生綜合應用共通能力  ………………………… P.2 

關注事項二： 培養正向思維，推動生命教育 ………………………… P.5 

   

周年關注事項一：推行跨課程學習模式，發展學生綜合應用共通能力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加強教師對設計

及教授跨課程學習

活動的專業能力 

教師專業培訓 

⚫ 透過全校教師發展日、科本

培訓、範疇學習圈、個人的

專業進修，提升教師有關編

程、動手實作及教授跨課程

學習活動的專業知識。 

 

⚫ 科主任全學年參與有關跨課程學

習活動的校外進修兩次；科任老

師最少參與校外進修一次。 

⚫ 80%教師認同相關的教師專業培

訓能加深他們對課程設計的認

識，有助推行跨課程及不同類型

的學習活動。 

⚫ 教師問卷 

調查 

⚫ 教師進修紀錄 

⚫ 會議紀錄 

 

全學年 副校長 

課程主任 

各科主任 

教育局及

有關機構 

 

 

2. 培養二十一世紀

人才，提升學生綜

合共通能力 

1. 創意及想像力

Creativity 

2.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3. 協作能力

Collaboration 

4. 明辨性思維能力

推展跨課程學習及多元化的學

習活動 

⚫ 持續優化共同備課，各科

學習單元中的學習活動、

任務及課業，加入實作、探

究、創意、編程或電子教

學，注入具趣味及挑戰的

學習模式，發揮學生明辨

性思考能力、創意及想像

力。 

⚫ 教師按學生學習興趣及能力於每

學期設計最少一次有關實作、探

究、創意、編程或電子教學的內

容及活動。 

⚫ 80%學生認為不同學習活動能讓

其發揮明辨性思考能力、創意及

想像力。 

⚫ 中、英、數、常四科優化現有跨

學科學習單元，加入不同學習元

⚫ 教學進度 

⚫ 課堂觀察或錄

影 

⚫ 共同備課紀錄 

⚫ 學生課業 

⚫ 持分者問卷 

⚫ 老師問卷調查 

⚫ 學生問卷調查 

 

全學年 副校長 

課程主任 

各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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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inking 

5. 成為世界公民 

Citizenship 

⚫ 各科優化現有跨學科學習

單元，並檢討各級跨科活

動情況，再作開展，提升學

生綜合共通能力。 

⚫ 數、常及電腦科推展  

STEM 校本課程及 

STEM 專題跨科活動，提

升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 課堂中滲入小組合作活動，

提升學生溝通及協作能力。 

⚫ 學習活動給學生選擇及表

達的機會(例如：有不同難

度或主題的活動選擇，活動

中包含分享及反思部分)。 

⚫ 課堂內外以「高參與、高動

機、高展示及高回饋」(四

高)作目標，提升學生學習

信心及動機。 

⚫ 透過早會、小息活動及網上

學習，以不同的方式擴闊學

生眼界，讓學生關心社會，

成為世界公民。 

推行跨課程閱讀 

⚫ 圖書科與中、英、數、常 

協作，推行跨課程閱讀計 

素。 

⚫ 透過課堂觀察及單元檢討，大部

份學生能於跨科協作活動中，綜

合地應用不同的共通能力。  

⚫ 80%教師及學生認同跨科組協作

活動，有助發展學生應用和綜合

共通能力。 

⚫ 數、常及電腦科於各級開展 STEM 

校本課程及跨科活動。 

⚫ 75%教師及學生認為數、常及電

腦科 STEM 校本課程及 STEM 專

題跨科活動，能提升其創意及想

像力。 

⚫ 80%學生認為小組合作形式的學

習活動能提升其協作能力和溝通

能力。 

⚫ 80%學生認為學習活動有充足的

選擇及表達的機會。 

⚫ 80%學生認為「四高」課堂能提

升學生學習信心及動機。 

⚫ 75%教師及學生認為早會、小息

活動及網上學習活動能擴闊眼

界，學習關心社會和世界。 

⚫ 75%教師及學生認為跨課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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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讓學生對課題有更深 

層次的理解，提升閱讀興 

趣。 

讀，能讓學生對課題有更深層次的

理解，提升閱讀興趣。 

3.藉推展 STEM 及

跨學科主題學習活

動提升學生解難及

創造力，加強健康及

價值教育以改善日

常生活。 

推行跨學科主題學習活動 

⚫ 開展主題學習日，以體驗式

活動為主，跨科組合作設計

活動，連繫不同學習領域的

知識，加強價值教育。 

⚫ 各科（數學、常識、電腦、

圖書、視藝、普通話等）於

數理科技學習日，透過編

程、探究及動手做活動，提

升學生解難及創造力。 

⚫ 透過課堂觀察及問卷調查，大部份

學生能於主題學習周及 STEM 專

題跨科活動中，綜合地應用不同的

共通力。 

⚫ 80%教師及學生認同主題學習周

活動能連繫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

加強價值教育。 

⚫ 80%教師及學生認同數理科技學

習日能有效發展學生應用提升學

生解難及創造力。 

 

⚫ 學生課業 

⚫ 老師問卷調查 

⚫ 學生問卷調查 

⚫ 課堂觀察 

全學年 學教組 

校風及學

生支援組 

學生表現組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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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關注事項二: 培養正向思維，推動生命教育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4. 培養學生正向

思維價值觀及

建立不同性格

的強項-社交智

慧、幹勁和洞察

力。 

4.1 透過統整正規及非正規課

 程，並配合年度主題-社交 

智慧、幹勁和洞察力，各科 

組將上述三個正向價值觀

 滲入課堂或活動中。 

4.2 配合本學年價值教育的目

 標主題: 社交智慧、幹勁和

 洞察力，各科組(學科、德

 公、德育課、成長課、圖書、

 各服務團隊及聯課活動小

 組等)舉行多元化活動，例

 如講座、參觀及服務等，分

 享及推廣以下正向價值觀

 的具體態度: 

 4.2.1 社交智慧：學生學會

 包容體諒和友善表達的態

 度。 

 4.2.2 幹勁：學生學會主動

 積極和投入參與，在過程

 中顯現投入感和熱情。 

 4.2.3 洞察力:學生能洞察

 自己的強項和弱點，為改

 善自己的能力設計合適的

 計劃，規劃人生的進步階

 梯。 

4.3 提供不同機會讓學生從服

 學生學會社交智慧、幹勁和洞察力的

重要價值觀，並在生活上實踐。 

 80%老師和學生認為訓輔及科組特

定的活動能幫助和加強學生建立不

同性格的強項。 

 75%學生懂得與人相處之道:做到包

容體諒及友善表達。 

 75%學生在活動中學會主動積極和

投入參與，在過程中顯現投入感和熱

情。 

 75%學生能洞察自己的強項和弱點，

設計合適的計劃，達至進步果效。 

 

 持分者問卷調

查 

 APASO 

 教師問卷調查 

 訪問學生 

 會議檢討 

 教師觀察 

 校本問卷 

 活動檢討報告 

 

全學年  訓輔主任 

 學生成長

支援組 

學生表現

組 

 正向教育

小冊子 

 各項計劃

及活動物

資和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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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中學習，增強領導才能

 及改善與人相處的社交技

 巧，善於溝通。 

4.5 提供教師相關培訓及講

 座，加強推行正向思維價

 值觀的效能。 

5. 推動生命教

育，建立正向

積極的人生

觀。 

5.1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聯

 繫大學及社區機構，協力

 推行生命教育，建立正向

 積極的校園文化氛圍。 

5.2 建立班級經營及對快樂校

 園的歸屬感。 

5.3 設立生命教育徑，透過各

 科組課程及活動，以螺旋

 模式加強學生認識堅毅精

 神及其他性格強項價值

 觀。 

5.4 按年於成長課的目標上加

 入預設的生命教育主題，

 並配合跨科活動，讓學生

 惜福感恩，珍惜生命。 

5.5 提供教師相關培訓及講

 座，加強推行生命教育在

 學與教的效能。 

 85%老師認同學校活動能建立正向

積極的校園文化氛圍。 

 80%學生認為班級經營的活動，有助

加強本班的凝聚力和快樂感。 

 75%學生喜愛學校，對學校有歸屬

感。 

 學生普遍認同學校透過多元化學習

活動，積極推行生命教育。 

 學生普遍能逐步建立良好品格及正

向積極的人生觀。 

 

 持分者問卷調

查 

 APASO 

 教師問卷調查 

 訪問學生 

 會議檢討 

 教師觀察 

 校本問卷 

 活動檢討報告 

全學年  訓輔主任 

 學生成長

支援組 

 學生表現

組 

 各項計劃

及活動物

資和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