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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校務計劃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辦學宗旨 
 
秉承嗇色園的辦學宗旨，以儒、釋、道三教義理

教導學生修養品德；以「普濟勸善」為校訓，培

養學生樂善好施，服務社群的精神。教學堅持以

「學生為本」的理想，因材施教，並著重德智體

群美的均衡發展，使他們成為才德兼備的良好公

民。 
 
 
辦學理念 
 
以「學生為本」的理想，因材施教，並着重學生

五育的均衡發展。本着「不斷學習、不斷實踐、

不斷改革、不斷進步」的學校文化，除基礎中英

語文和數學外，更發展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課

程，藉以改革教學、啟發學生創意潛能。加上學

校嚴格的紀律訓練，使學生成為負責、守紀、自

律和樂於服務，貢獻社會的良好公民。教師均以

教好每一個學生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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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注事項：推展學校自評促進發展與問責 
配合教統局的指引全校參與，藉此團結學校，加強教職員協作，溝通和對學校的歸屬感。通過問卷及調查了解學生的需

要和特點，以及評估校的優點和須予改善的地方，然後訂立發展優次和目標，制訂達標策略和施行計劃，為學校建立改

革和發展的能力，從而達至預期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a) 提高教師對自評的認識： 
(i) 接著上一學年安排，本學年繼

續舉辦校本自評工作坊及鼓

勵教職員參加有關的課程全

年進行 
(ii) 繼續推行與教師「考績評核」

面談，重點放在教師自評部份

及要求教師對學校整體的強

弱及改進提意見 

 
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 
全學年進行 

 
二零零七年四月 

 
(i) 超過 75%教師能認
識自我評估的意義

及目的。 
(ii) 平均每位教師參加
了不少於五小時有

關自評的培訓。 

 
(i) 教 師 問

卷調查 
 
(ii) 紀 錄 統

計 

 
教師培訓組 
校長 

 
校長 

 
全體教師參與一天

的教職員發展日 
 
35小時工作量 

 

(b) 對上一學年自評的分析及跟進由行
政科組跟進及落實改善方案 

二零零六年九月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 

超過 80%弱項或不理想
的工作得到改善 

縱向及橫向

比較 
校長、兩位

副校長及各

科組負責人 

主要是人力資源但

難以量化 

(c) 修訂「持分者意見問卷」及有關評估
工具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至十二月 

教師能協助發展問卷及

評估工具 
問卷及小組

討論 
行政組 20小時工作量 

(d) 進行持分者意見調查及分析 
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五月 與上年度比較有所進步 

使用評核問

卷 
行政組 20小時工作量 

(e) 培養各級繼任人及安排接替現職校
長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卅一日退休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啟動招聘校長機制 在二零零七

年一月份之

前確定校長

繼任人選 

校董會主席

暨校長晉升

/招聘委員
會 

恒常工作 

 
 

P.1 



2. 關注事項：將目前職業先修系統課程主流化以配合推行新高中學制課程及引入職業導向課程 
配合新高中學制發展，使課程更適合學生及社會的需求，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將師生比例提高至一般中學的水平以降低

每一個學位的單位成本，以及避免形成超額教師問題。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a) 在初中全面採用通識科新教

案 
問卷調查 科主任 20小時 

(b) 安排每周共同備課節，同儕觀
課，評課及科主任/校長觀課 

(i) 學生及教師接受通識教育
科能愉快學習及教授 

(ii)教師能順利過渡避免超額
教師的產生 

年終表現評鑑 校長 30小時 

(c) 優化及更新通識教案，緊貼時
事發展 

二零零六/零七
年度全學年進行 

教案能配合學生需求及時事

發展 

科小組會議及教

職員諮詢大會上

討論 

全校教師 有關教師的恒常工作 

(d) 減少分拆上課及工場教師數
目 

二零零六年九月 (i) 二零零七 /零八學年全面
刪除本校工場教師的職位 

(ii) 教師平均課擔減至每周 25
節(語文科教師 24 節，一
般教師 26節) 

教職員諮詢會討

論 
校長 10小時 

與課程提供機構(計劃中是與
職業訓練局合作)引進職業導
向課程，為新高中學制作準備

包括改建工場 

 
 
 
 

 

   (e) 

(i) 開辦職業導向課程 二零零六年九月 (i) 成功開辦不少於兩項並非
由本校原有課程轉化(例
如資訊科技或商業等職先

課程)的職業導向課程 
(ii) 有足夠學生選修該等新開
發的職業導向課程 

與職業訓練局達

成的協議 
 
 
 

學生註冊人數 

校長及有關

科目教師 
30小時 

 (ii) 設計及改建工場(包括招
標及購買器材) 

二零零六年九月

至十一月 
改建完成的工場能符合運作

要求 
問卷調查 校長及有關

課目教師 
1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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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提昇教與學的素質及效能(內容包括繼續推廣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保持會考高增值及進一步推高絕對成績以及調整本校現有安排以配合教育統籌局推廣校本學習支援計劃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a) 加強制服團隊工作，增

加課外活動項目。在二

零零六 /零七學年發展
至九個隊伍 

紀錄統計 郭志榮及十六位教師
擔任團隊主管 

除人力資源外，每

年尚需$100,000 購
買器材及聘請校外

導師 
(b) 加強課外康體活動。準

備參加二零零七年體育

科中學會考 

紀錄統計 兩位副校長及有關教
師 

主要由校內教師負

責。估計校外導師

費 每 年 約 需

$50,000 
 

(c) 加強課後補課及趣味性

教學活動 

二零零六/零七年度 
全年推行 

全校制服團隊學生

參與率保持在 60%
以上。學生集訓出

席率不少於 70% 
(i) 平均每晚有四
百位以上的同

學留校參與各

項 活 動 至

6:30pm. 
(ii)學生對學校的
正面態度高於

全港及同類型

學校的常模 
 

使用教統局

提供問卷作

調查 

兩位副校長  

(d)  繼續推廣大哥哥 /大姐
姐計劃 

     

 (i) 物色、招收及訓練朋輩
小導師 
物色及招收 

訓練 

 
 
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九月 
二零零六年九月至十一月 

(i) 取錄不少於 30
位同學 

(ii)訓練班出席率
超過 80% 

紀錄證據 輔導組組長 30小時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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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ii) 早上 8:00am至 8:30pm 
下午 5:00pm至 7:30pm 
開辦功課輔導班及自修

班，每一位教師帶領不超過

五位朋輩小導師 

二零零六年九月中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中 

平均每天不少於

60 人次使用是項
服務 

紀錄統計 輔導組 一位教師及兩位朋

輩小導師 

 (iii) 下午 5:00pm至 7:00pm 
為初中各級每班每星期舉

行一次非強制性「讀書報告

/研習報告」匯報班。學生
會在編排資料及匯報過程

中，深化學習。匯報以小組

形式進行以培訓學生的團

隊合作精神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至 
二零零七年五月 

匯報班平均出席率

超過 50% 
紀錄統計 輔導組 一位教師及三位朋

輩小導師 

 (iv) 匯報出色的學生小組安排
於學校禮堂向全級再作匯

報。過程錄影及分發光碟予

有關家長報告以茲激勵學

生 

每兩個月舉行一次 同學們肯定匯報者

的成績，及能在匯

報中學習到的溝通

能力以至使用資訊

科技 

問卷週查 輔導組 教師日常工作的一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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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v) 進一步發展教學紀錄政

策，重點在改善教學，事前

計劃，協調教學進度，調控

學生的最佳學習環境。落實

觀課制度。改善查簿制度、

提供支援及反饋機制。更有

效地推行課後補習班及課

後小組研習。對校內各級及

各科每次大考或中期試及

公開考試成績用SPSS軟件
作多元迴歸法分析，個別教

師及不同組別學生等變數

的關連性。檢討及公佈。 

二零零六/零七年度 
全年進行 

能提供有效改善教

學質素的數據 
紀錄統計 學校行政組 有關教師的恒常工

作 

 (vi) 檢討 
中期檢討、反思及改進報告 
 
學年終結檢討、反思及改進

報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中及 
二零零七年四月中 
二零零七年七月中 

 
學生的學習動機，

成果及歸屬感均有

所提昇 
 

 
小組會議檢討 

 
輔導組 

 
教師日常工作的一

部份 

 

* 整個計劃需要調配相當於兩個全職教師(由教統局所批准編制中的額外補底教師中抽調)及$90,000朋輩小導師津貼。所需經費則由「校
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撥款，「學校發展津貼」，「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一般範疇等支付。不足之數由嗇色園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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