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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明愛信念、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 

1.1 信念： 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 

1.2 願景： 提供優質全人服務 

實現友愛關顧社會 

1.3 使命： 扶助弱勢社群 

發展人的才能 

          致力溝通和解 

建立回饋精神 

1.4 核心價值：植根基督信仰傳承 

             展現人性尊嚴 

             重視及持守倫理道德價值 

 

2. 香港明愛教育宗旨 

本著基督精神及天主教倫理道德價值，香港明愛教育服務秉持「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

的信念，履行「扶助弱勢社群，發展人的才能，致力溝通和解及建立回饋精神」的使

命，提供以終身學習、全人教育及公平機會為基礎的優質教育，讓我們的學生，縱使

有些來自社會上最末後無靠(The Last)、最卑微無助(The Least)及最失落無救(The Lost)

的一群，轉化成充滿愛心(Loving)、主動學習(Learning)及具備領導才能(Leading)的

人，一展所長，貢獻社會。 

 

3.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宗旨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見證耶穌基督的愛，以學生為本，通過全方位學習和復康計劃，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專業和優質服務，與家長攜手協作，發揮學生的多元智

能，促進其身心靈健康成長。我們致力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和公民責任，幫助他們達致

全人發展，俾能適應環境及享有具尊嚴和質素的生活。我們努力不懈凝聚社區力量，

締造關愛共融的社會。 

 

4. 校訓 

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 

 

5. 學校教育目標 

5.1. 為嚴重智障及多重弱能學童提供優質教育及訓練，減少學童對他人的依賴，使他

們能融入社會生活。 

 

5.2. 強化家長對嚴重智障及多重弱能學童之了解和接納，進一步發展家庭內外資源

以培育其子女。 

 

5.3. 提高社會人士對弱能人士之了解及幫助，推廣傷健共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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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的學校 

 

6.1.  法團校董會 (2022/2023) 

 

辦學團體校董 ： 葉懿寶女士（主席及校監） 

  盧伯榮神父 

  唐兆漢先生 

  梁子嫻修女 

  郭永恒校長 

  曹偉康先生（司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 詹燕玲校長 

   

獨立校董 ： 莊啟文大律師 

   

教員校董 ： 王𤧞德女士 

   

替代教員校董 ： 吳義成先生 

   

家長校董  林淑貞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 羅旭明先生 

   

名譽校董 ： 胡錦遠博士 

  區嘉為執事 

  謝洪森先生 

  馮秀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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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校新建設施 

 

本學年學校於三樓大堂增設樂仁 5D 影院，利用座椅的特效，讓學生隨著劇情的變化，

經歷影片角色移動時的顛簸或震動；同時，亦透過環境的特效，讓學生感受不同的感

官刺激，如閃電、雷嗚、風雪等，從而提供學生多元感官學習及閒暇興趣活動。 

 

 

  
 

 

 

 

 

 

 

 

 

 

樂仁 5D 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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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教職員資料 

 

 教職員編制 

教學人員 
校長 

1 

教師 20 

共： 21 人 

專業人員 學校社工 1 

物理治療師(兼職) 1 

職業治療師 2 

言語治療師 2 

護士 3 

共： 9 人 

其他 職業治療助理 2 

資訊科技員 1 

特級司機 2 

保健員 1 

技工 2 

教師助理 14 

校務助理 1 

服務員 9 

學校行政主任 1 

助理文書主任 1 

學校事務主任  1 

學校事務助理主任 1 

共：       36 人 

 總數： 66 人 

(數據截至 2023.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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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資歷 

於 2022/23 學年，教學人員總人數為 21 人(包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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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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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發展 

        

1 4 4 1 . 0

5 8 5 . 9

0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1 4 0 0

1 6 0 0

教 師 校 內 培 訓 教 師 校 外 進 修

2022-2023教師專業發展記錄 (總時數)

備註：以上數據包括校長及 20 位教師的專業發展時數(2022.7.15 至 2023.7.14)。 

 

 教師離職率 

於 2022/23 學年，學校教師共 20 位（不包括校長），只有 1 位教師因退休而離職，

離職率為 5％。 

 

6.4. 實際上課日數 

本年度，教育局因天氣問題宣布停課 4 日及明愛醫院防感染組建議停課 4 日，所以上

課日總數為 183 日。 

 

6.5. 各個學習領域課時百分比 

小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中國語文教育 22.5% 中國語文教育 22.5% 

數學教育 15% 數學教育 15% 

常識 

(科學教育、個人、社會、

人文教育、科技教育) 

15% 公民與社會發展 (通識教

育/獨立生活) 

(跨學習領域) 

15% 

藝術教育 15% 選修科 (視覺藝術、資訊

及通訊科技或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懷) 

25% 

體育 (大肌活動) 7.5% 

校本發展科目 (自理/其

他學習經歷) 

25% 其他學習經歷 22.5% 

總課時 100% 總課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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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的學生 

7.1. 班級結構及人數 

於 2022/23 學年共開辦 9 班，分別為小學組 5 班、初中組 2 班及高中組 2 班，學生共

59 人。按照學生學制身份分佈如下： 

級別 
小學 中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男生

人數 
1 3 1 5 2 1 5 5 1 2 1 0 

女生

人數 
4 3 1 2 3 4 5 5 1 2 1 1 

學生

總數 
5 6 2 7 5 5 10 10 2 4 2 1 

（數據截至 2023.06.15）    

 

7.2. 學生的弱能情況 

  

 
                             （註：學生共 59 名，數據截至 2023.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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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學生出席率 

 
(數據截至 2023.07.17）   

 

 

 

7.4. 學生退學情況及退學理由   

2022/23 學年共有 8 位學生離校。  

 離校原因分別是﹕  

 畢業： 3 名 (轉往小欖療養院 ) 

 轉校： 2 名  

 去世：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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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善用數據資料，回饋學與教，加強課程管理    

目標 1：因應學生能力，修訂學習目標、優化課堂（課堂活動設計）及調適課業，推動優質課堂規劃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設計科本教學 

計劃質素評量

表，以檢視教學

計劃的學習目

標、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是否

切合學生需要。 

 

組別層面 

 於 9 月初，已完成舉辦教學工作重

溫的提醒會—「如何正確撰寫學習

目標」，並把內容製成溫馨提示卡

(ABCD 撰寫模式)，派發給各位教

師，撰寫目標時可自我檢視。 

 

 在第一學習期，班會組長/科主任檢

視學生學習紀錄及教學計劃，並向

教師回饋撰寫目標/教學計劃的質

素，幫助教師修繕教學計劃，以切

合學生需要。 

 

 就校內問卷調查，有 86.7%教師認

為班會組長及科主任的針對性回

饋，有效幫助教師改善編寫教學文

件，包括撰寫目標/教學計劃的質

素，以切合學生需要。 

 

 於 10 月初完成修繕教學計劃質素

評量表，教師於 11 月初，利用「校

本教學計劃質素評量表」作自評，

 

 於檢視教師的學習紀錄及教學計劃

及觀課紀錄中，已見教師普遍能針對

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做到良好的課堂

規劃，故可納入恆常性工作。 

 

  在檢視學習紀錄方面，仍有少部分教

師在學生準備技能項目，未能針對新

學習目標的要求，而表述學生的準備

技能，幫助學生學習新目標。建議在

新學年，針對這部分，再向教師們講

解，讓他們能準確地表述學生的準備

技能。 

 

  在教學計劃質素評量(教師自評與課

程管理組的對比)中，有 2 位教師在

優異級別回落到良好級別，原因在資

訊科技教學及活動組織(分層教學安

排) 上仍有優化空間，已在觀課後，

給予可改善的建議。 

 

 

 持續鼓勵教師多作自評，課程管理組

會在下學年(九月份)，舉辦重溫「如

何正確撰寫學習目標」講座及郵寄簡

報資料，讓教師撰寫學生學習目標

時，能自我檢視，提升這方面的能

力。 

 

 課程管理組會抽樣檢視教師的學習

紀錄及教學計劃，特別關注新教師編

寫教學文件的質素以作適時支援。 

 

 舉辦「成功經驗」示範課，讓教師互

相交流，示範課可針對不同的主題，

如治療融入教學、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等，從而建立教師自我改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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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 95%教師達優異或良好表現

(4 位教師達優異、15 位教師達良好

表現)。 

 

 在第四學習期，課程管理組再評量

教師編寫教學計劃的質素，給予更

客觀的數據分析。結果為 100%教

師達優異或良好表現。整體而言，

全部教學計劃達良好級別或以上，

能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2. 設立科本學習

社群，進行共同

備課，提升教師

規劃優質課堂

的能力。 

 

組別層面 

 在 10月初設立 3個學科及 3個術科

的學習社群，於二、三、四學習期

完成了共同備課並於第二、三學習

期試教觀課。 

 

 在 10 月，已完成「說課備忘」重溫

講座，讓教師重溫說課的技巧，尤

其需要說出「為甚麼這樣教」和學

生「為甚麼這樣學」；科主任亦於

帶領說課會時，邀請每一位參與者

發表意見。校內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有 93.4%教師認為課程管理組

 

 所有教師認為共同備課，能促進教學

交流，激發教學新思維，亦能減少教

師編寫教學文件的數量，建議納入恆

常性工作。 

 

 

 

 

 

 

 

 

 

 持續於二、三、四學習期進行共同備

課，於第二及三學習期會進行觀課活

動，會在第二學習期先觀摩科主任，

而第三學習期由組內決定對其中一

位組員作觀課，以照顧學習差異、生

生互動、教材運用等焦點作觀課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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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說課」的重溫講座，特別

斜對「為甚麼這樣教」和學生「為

甚麼這樣學」方面，有助提醒教師

在說課會時向參加者講解有關重

點。 

 

 在共同備課會中，科主任己清晰向

科任教師介紹各主題的教學要點；

分初、中、高組學生的學習重點及

堂課設計如何配合課題的學習等，

以幫助科任教師完善規劃課堂學

習，從而提升學習效能。在「共同

備課」學習社群，口頭訪問部分教

師，他們認為共同備課能刺激教學

新意念，提升教師規劃優質課堂的

能力。另外，課程管理組組員分別

列席於各科的說課會議，並紀錄教

師說課的表現，整體而言，科主任

帶領說課的能力良好，能說出各科

的科本特色、是次學習主題與課程

的學習重點相聯性及就教學計劃內

容如何施教及學生怎樣學習。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共備觀課後，組內會舉辦課後反思

(After Action Review(AAR))會，反思

整體教與學的成效，透過組員互相討

論及給予需改進的建議，有助提升教

師教學質素。校內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100%科主任認為藉著 AAR 會

議，有效地幫助教師作仔細的反思和

討論(依 AAR 表內容)，而組員所給

予的建議，能促進專業交流及提升教

學質素。 

 

 課程管理組亦有檢視教師AAR反思

報告，特別在新教師的回饋，他們

認為參與共同反思會，能激發教學

新點子及有助解決教學難點。所以

共同備課活動建議納入恆常工作。 

 

3. 舉辦課業設計

培訓活動，提升

組別層面 

 在 8 月份準備新學年的第一次教務

 

 教師透過參與互相評量課業的活

 

 於恆常班會中安排課業分享，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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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設計課業

的能力。 

 

會議中，已向教師簡介 「課業需

知」，介紹課業的定義及目的，並

於開展課業前，已邀請上年度良好

課業設計的教師在早會分享設計課

業的心得，特別針對課業的「活動

步驟」及「成功準則」兩項目(依上

學年課程管理組報告的建議) ，讓

教師在設計課業時能加強留意。班

會組長亦於上下學期檢視學生課業

內容及給予教師回饋需改善的地

方。校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81.3%教師認為藉著課業的分享及

討論，能掌握如何能具體顯示步驟

及準確定下成功準則。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動，在討論過程中，已見教師逐漸對

設計有質素的課業有初步的掌握，故

下學年會納入恆常性工作。 

 

 

 

 

 

 

 

 

 

 

 

 

 

 

 

 

 

 

們互相討論所設計的學生課業，從而

能持續提升設計課業的能力。 

 

 下學期亦恆常舉辦教師課業互評工

作坊，並選出優良課業作「成功經驗」

分享，建立共同交流及自我完善的文

化。 

 

4. 分析課業的質

素並作回饋，藉

以改善課業設

計以切合學生

需要。 

 於 1 月份，課程管理組完成「課

業設計」質素評量表及指標，並

在 6 月 2 日的課業設計分享工作

坊中，各組就課業質素評量表各

細項指標分析課業，並作出具體

改善建議，教師藉此提升設計課

業的能力。 

 

 課程管理組再檢視其他 15 份課

業的評級與之前大家選出的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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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較，最後選出三份最佳課

業，在 7 月份的早會前分享其設

計心得。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目標 2：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促進師生及生生互動，落實優質課堂教學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通過不同形式

觀課，如同儕觀

課，瞭解教師的

教學成效及強

弱項，歸納並推

廣 「 成 功 經

驗」，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 

 

 

 

 

 

 

 

 

 

 

組別層面 

 已在教務會議就「生生互動」與教

師分享校本定義，並與教育研究及

教學策略組協作，於上學期完成了

「生生互動」教學示範工作坊，以

推動教師在課堂推動「生生互動」

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校本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4.4%教師認

同透過「生生互動」教學示範工作

坊，能推動此教學策略，以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另外，培訓內容亦有

安排教師分組研習班內進行「生生

互動」的情況，在會議紀錄顯示，

教師就個人的教學影片，與組員作

分享及討論，對所給予的改善意見

(大部分針對學生互動安排及引導

學生參與互動情況)，部分教師有

即時作課堂調適，在下一次會議中

 

 完成「生生互動」教學示範工作坊

後，在觀課中，教師已能在課堂刻意

提供生生互動的機會，但在活動過程

中，見大部分的互動，只是一次性的

互動，甚少有延伸性的互動。 

 

 2 人以上的組合，教師認為有困難維

持全組學生專注於活動，大部分情

況，只集中正在互動的 2 位學生，慢

慢就忽略了其他學生。另外，互動情

境設計，多以點名、派發用品、評估

環節進行，可以加多融入於科目學習

中，例如：大肌活動(比賽) 、視藝

科(合作創作/欣賞作品) 、常識/數學

(共同探究活動) 、音樂活動(互動演

奏) 、中國語文(角色扮演，共同演

繹課文內容)等，讓學生從互動中，

 

 建議持續優化「生生互動」的質素。

科主任於帶領教師進行共同備課，設

計教學計劃時，可刻意討論如何能滲

入「生生互動」於學科學習內容，並

聚焦於加強延伸的互動，在觀課後，

可邀請做得好的教師作示範課及講解

其成功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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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分享。教師透過同儕觀課(觀

看教學影片)，能了解教學成效及強

弱項，歸納並推廣「成功經驗」，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 

 

 班會組長於4月份完成17位教師的

觀課，運用「生生互動觀課量表」

記錄教師在課堂生生互動情況。整

體而言，在 40 分鐘的課堂觀察中，

所有教師最少有 2 次或以上提供生

生互動的機會； 所有教師均能以不

同方法引導學生留意互動的同學。  

 

 今年 5 月份外評隊到校觀課後，在

口頭回饋時，有清晰說明教師有在

課堂提供足夠生生互動的機會。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於互相感染下提升學習效能。 

 

 

 

 

 

 

 

 

 

目標 3：收集及整理學與教數據，藉協調會議，落實課程管理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建立學習社群

以高、中、初組

能力學生的學

習進展數據，回

學科層面 

 在 4 月已完成中國語文、數學、常

識科協調會議(選定了 9 位學生，包

括：初、中、高組)。在會議中，各

 

 在這三科的協調會議中，並未有發現

與學生現時水平不符的評級，問題在

於有學生的能力在不同水平級別均

 

 在下學年初第一次班會時，檢視學生

能力水平的情況，若學生的能力跨越

不同水平級別，可再召開班會議，邀



16 

 

饋學與教規劃

及實施，繼而加

強課程管理。 

參加的教師均有提問或作建議。課

程管理組亦針對討論作了整合建議

回饋給科主任及有關的教師作跟

進。另外，班會組長亦有在班會中，

與教師選擇一位學生在一學科或術

科討論所定的學習目標是否對應學

生的水平能力，教師亦認為此練習

有助他們更掌握在科目中如何制定

學生學習目標。 

 

 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6.7%教

師認同協調會議有助教師檢視學生

的學習進程，從而完善學與教的規

劃及實施，繼而加強課程管理。另

外，在會議中，教師有分享教學策

略及如何調適教材教具，對教師的

教學亦有參考的價值。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有發展時，教師未能準確地因應學生

不同的強與弱能力，定下適切的學習

目標及未能在不同科目訂立不同的

學習要求。 

 

 建議在下學年初，第一次班會時，提

早識別有關的學生，可另再召開會

議，邀請教育心理學家一起討論如何

有效幫助學生作多方面能力的發展。 

 

 外評隊口頭回饋指出科目協調會議

數據有助反映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

進程，但未利用數據回饋校本課程是

否適切學生的需要。 

 

 建議課程管理組與課程發展組協

作，探討如何有效地評估學生在科本

學習的表現，從而利用數據回饋校本

課程是否適切學生的需要。 

請教育心理學家一起討論如何有效幫

助學生作多方面能力的發展。 

 

 下一學年開始學校新發展周期，建議

課程管理組與課程發展及學術統籌組

協作，制定科本評估機制，有效地評

估學生在科本學習的表現，並利用數

據回饋校本課程的發展。學習評估是

學與教十分重要一環，應列為關注事

項讓全體教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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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未來方向及計劃： 

關注事項一：善用數據資料，回饋學與教，加強課程管理 

     2022-23 年關注事項一的工作已達標，檢視學與教的質素和數據收集，回饋學與教效能，會納入恆常工作。 

本校會持續優化學生課業設計及「生生互動」教學的質素，例如在課業設計方面，會繼續舉辦教師課業互評工作坊，並選出優良課業作

「成功經驗」分享；至於「生生互動」教學，在共同備課中，以科主任帶領教師，設計教學計劃時，刻意討論如何能讓「生生互動」滲入學

科學習內容，並聚焦於加強延伸的互動。透過教師的恆常交流和分享，建立自我完善的文化。 

課程管理組會透過第一次班會會議，提早識別能力跨越不同水平級別的學生，若有需要，可邀請教育心理學家一起討論如何有效幫助學

生作多方面能力的發展。 

課程管理組與課程發展及學術統籌組協作，制定科本評估機制，有效地評估學生在科本學習的表現，並利用數據回饋校本課程是否適切

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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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配合教育局同一課程架構的發展趨勢，發展具學科元素的校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歷 

目標 1：規劃具學科元素的校本課程架構及預期學習成果(，以讓學生獲得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歷)。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根據校本課程

指引統一框

架，按課程發

展時間表 (見

附表一)，規劃

各科具學科元

素的校本課程

(，讓學生獲得

均衡而寬廣的

學習經歷)。 

 

組別層面 

 已按課程發展時間表，分科編訂各

學階的教學主題框架及預期學習

成果，以加強課程的寬廣度及學階

之間的銜接。 

 

 已修繕大肌活動科及中國語文科的

校本課程指引，並諮詢校長及全體

教師的意見，最後已於 3 月正式發

布。 

 

 全體課程發展組組員認同大肌活動

科及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指引的內

容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學生

能獲得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歷。 

 

 已完成自理科、視覺藝術科的校本

課程指引；課程發展組已作出回

饋。兩科的科組老師及課程發展組

組員認同該兩科的校本課程指引內

容切合學生能力、具科本特色及具

寬廣度。 

 

 

 大部份科目的校本課程指引能按時

間表完成編寫工作。接下來各科需要

落實科本教學於課堂中，亦需透過學

習社群共同備課等方式鞏固各科任

教師的科本教學能力，加強學生的科

本學習效能。 

 

 各科校本課程指引編寫及科本教學

的推行漸已成形，為完善學生掌握學

生科本知識、技能及態度，日後需探

討及推行科本評估，以為學生提供適

切的科本學習，同時亦可回饋校本課

程。 

 

 根據本年度的經驗，因學校各科的會

議繁多，而課程發展組需要不少時間

檢視各科的校本課程指引及討論科

組其他工作，故建議可安排課程發展

組的教師於同一課節空課，以便可定

期於該課節開會討論各項工作事宜。 

 

 

 課程發展組需檢視 ICT 科校本課程指

引、中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的學生學習

能力級別表現描述，並回饋科組修訂

內容。 

 

 常識科、自理科、視覺藝術科會修繕

校本課程指引內容，於諮詢全體教師

的意見後正式發布。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HMSC 科兩科組

組員會研習及開展校本課程指引的編

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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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常識科校本課程指引；課程

發展組亦已作回饋，建議科組需補

充欠缺的學習重點，及統一初、中、

高組三組不同能力學生於不同學習

重點上的關鍵用詞。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科校本課程

指引已於 6 月完成修繕。將於下學

年進行檢視及回饋工作。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部份達標。 

2. 按課程發展 

時間表 (見附

表一)，分科編

訂各學階的教

學主題  框架

及預期學習成

果，以加強課

程的寬廣度及

學階之間的銜

接(，讓學生獲

得適  切的分

科學習)。 

組別層面 

 課程發展組本學年排組內長員出席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編寫校本課程

指引中的 L1-L8 級別表現描述的會

議，從而監察兩科的編寫進度及在

編寫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學科層面 

 中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科主任於本學

年帶領組員完成編寫校本課程指引

中的 L1-L8 級別表現描述，並於約

6 月交給課程發展組檢視。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的學生學習能

力級別表現描述已於 6 月完成修

繕。將於下學年進行檢視及回饋工

 

 中國語文科、數學科的 L1-L8 級別表

現描述已完成編寫，尚餘 S1-S3 的部

份未編寫；兩科需於下學年完成

S1-S3 的部份。 

 

 另外，為完善學生掌握學生科本知

識、技能及態度，日後需探討及推行

科本評估，以為學生提供適切的科本

學習，同時亦可回饋校本課程。 

 

 

 課程發展組需檢視中國語文科及數學

科的 L1-L8 學生學習能力級別表現描

述，並回饋科組修訂內容。 

 

 中國語文科及數學科組需完成 S1-S3

學生學習能力級別表現描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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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部份達標。 

3. 各科規劃每 

學年的教學大

綱 ( 學 習 大

綱)，讓學生獲

得均衡而  寬

廣的學習經

驗。 

學科層面 

 各科已規劃每學年的教學大綱，讓

學生獲得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驗。 

 

 本學年於 6 個科目(包括：中國語

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音樂

活動及大肌活動科)繼續規劃全年 4

個學習期的學習大綱。另設立學習

社群，於學年初，按教師的意願編

排每位教師參與一個科目的學習社

群。 

 

 ICT、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HMSC)

科於 2022-23 下學期開始編寫學習

大綱。 

 

 課程管理組檢視每個學習主題的學

習大綱，組員均認同學習大綱內容

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及需要，而且具

科本特色，亦涵蓋不同學習範疇的

學習內容，學生能獲得均衡而寬廣

的學習經歷。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各科已掌握規劃每年 4個學習期的

學習大綱的原則，亦能規劃具科本

特色及大致能涵蓋科目中的不同

學習範疇，內容亦均衡寬廣。 

 

 建議各科(包括 ICT、HMSC)持續規劃

每年 4 個學習主題大綱，並於 3 年內

涵蓋不同的學習範疇及大部份學習重

點。 

 

 持續透過學習社群共同備課等方式鞏

固各科任教師於課堂中落實各科的課

程，提升科本教學能力，加強學生的

科本學習效能。 

 

 探討科本評估機制，並逐步在各科推

行科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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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建立監察課程實施機制，以 CIPP 評鑑模式評估課程計劃、實施情況及學生學習表現，以回饋課程策劃(，優化課程至更具科本特色

及均衡而寬廣。)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建立監察課程

實施機制，按課

程發展時間表 

(見附表一)，以

CIPP 評 鑑 模

式，有系統、適

時蒐集與課程

及學習評估有

關的資料，評鑑

各科校本課程

文件，並運用評

鑑結果回饋課

程策劃。 

組別層面 

 課程發展組已分別與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及 HMSC 科於上學期完成以

CIPP 課程評鑑模式的背景評鑑、輸

入評鑑，檢視兩科校本課程發展的

情況。 

 

 透過會議、研讀資料及檢視學校現

況，大致了解教育局中央課程及學

校於兩科課程發展上的定位及資

源。 

 

 評鑑報告亦已完成，並在 6 月的教

務會議中與教師講解評鑑結果。 

 

 透過檢視 CIPP 評鑑報告，兩科科

組均能提出有關課堂安排、學習重

點調適等建議，有助科組日後規劃

具學科元素及均衡而寬廣的校本課

程。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透過課程評鑑，了解到中央的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及 HMSC 科的學習內容

對本校學生來說較為艱深，然教育局

外評團隊提醒不能刪減學習重點。故

建議日後在規劃及編寫校本課程指

引時可按學生的能力調適學習內容

及各課題的深入度。 

 

 因現時小一至中三學生與高中學生

以混合模式上課，故上課時多偏向基

礎課程；惟在課程評鑑後了解到公民

科與常識科的學習重點及內容、

HMSC 科與自理科的學習重點及內

容大部分未能整合，較難在同一課堂

中教授兩個大相逕庭的課程，故建議

未來把高中學生抽出進行公民科及

HMSC 科的課堂。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HMSC 科編寫校

本課程指引時，需保留所有學習重

點，但可按學生的能力調適學習內容

及各課題的深入度。 

 

 於下學年的下學期開始，各班的高中

學生將抽出上公民與社會發展課，與

基礎的常識科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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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課程發展時間表 

 

前備工作 
編寫校本課程文件初稿 課程推廣 

(推廣科本特色) 
CIPP 評鑑 課程修繕 

開展 完成 

2020-2021 常識、ICT 

視藝、自理 

常識、ICT 

 

語文、大肌活動、音樂活動 數學、感知肌能 

 

數學、感知肌能 

 

數學、感知肌能 

2021-2022  視藝、自理 常識、ICT 語文 音樂活動 數學 

2022-2023 CIPP 評鑑 

(背景、輸入評鑑) 

HMSC、公民與社會

發展 

 視藝、自理、常識 

 

 

大肌活動  1.音樂活動 

2.中國語文、數學： 

整理級別表現描述

(L1-8) 

 

總結、未來方向及計劃： 

關注事項二：配合教育局同一課程架構的理念，發展具學科元素的校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歷 

 

  校本課程持續發展，各科的校本課程指引已按部進行編寫工作。本學年已發布中國語文科、大肌活動科校本課程指引。已初步完成課程

指引內容的科目包括視覺藝術科、自理科、常識科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程發展組陸續完成檢閱各科校本課程指引的內容，各科於下學年

將修訂內容。本學年完成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 CIPP 課程評鑑(背景評鑑及輸入評鑑的部份)，兩科組已大致了解教

育局中央課程及學校於兩科課程發展上的定位及資源，將於下學年開展規劃及編寫校本課程指引。 

   

  本學年，中國語文、數學、常識/公民、視覺藝術、音樂活動及大肌活動科繼續規劃了四個學習主題大綱，亦組織了不同的學習社群，由

這 6 科科主任帶領學習社群教師，按學習大綱重點來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及進行試教觀課；另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於下學期亦在組內進行研習，擬訂學習大綱及教學計劃，並進行試教觀課，因此，各科的校本課程已落實於課堂學習中。 

  

  下學年仍需跟進各科校本課程文件的編寫及修繕工作；另透過規劃不同的學習主題大綱，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及建構進深的學科知識，

並藉學習社群共同備課，設計更具學科元素的課堂，促進學生學習。同時，下學年亦開始發展學生的科本學習評估，以回饋各科目課程，讓

學生獲得適切的科本學習。 



23 

 

關注事項三：促進全校參與，落實生涯規劃教育，關顧學生全人發展(，以達致優質的生活質素)  

目標 1：優化校本生涯規劃機制及程序，修繕生涯規劃政策及程序指引(，以落實學生生涯規劃教育)。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藉講座、宣傳

單張及分享會等

為各持分者闡釋

適合嚴重智障學

生的生涯規劃教

育元素。 

組別層面 

 於 2023年 3月完成教師及專責培

訓「我的一頁檔案」，以加強教師

制定學生的生涯規劃發展方向及

學習目標的能力，並作為修繕學

生生涯規劃教育機制的基礎。 

 

 於2023年4月透過問卷收集教師及

專責對校本生涯規劃政策及運作指

引的意見，100%教師及專責認同現

時校本生涯規劃教育政策及運作指

引方向。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在問卷中，部份教師及專責建議可簡

化生涯規劃表內容，建議使用「我的

一頁檔案」，另亦可加入價值觀教育

作為學生發展方向等。 

 

 計劃於 23-24 學年以「我的一頁檔案」

作為藍本，持續優化校本生涯規劃教

育及生涯規劃表設計，從而加強教師

制定學生的生涯規劃發展方向及學習

目標的能力；逐步修繕生涯規劃表，

把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在生涯規劃

表中呈現，支援學生在這方面的學習。 

 

 參考學校發展日全校教職員的意見，

指出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仍需加強

發展，並有系統地與課程作連結，故

此項目將成為新發展周期之關注事

項。 

 

 建議每年學期初第一次班會會議，新

舊班主任及團隊可加強學生學習目標

的交接，讓新接手的教學團隊能進一

步了解各學生生涯規劃發展的重點和

方向。 

 

   

2. 定期收集各持

分者意見，適時

優化校本程序及

運作指引，以有

效監察學生生涯

規劃發展方向與

學習目標實施的

組別層面 

 在第一及二次班會會議中，班會組

長與班內教師一起檢視學生學習目

標的實施是否緊扣學生生涯規劃，

部份學生的學習目標需要調整，教

師按需要已作修繕。 

 

 

 課程管理組組員反思，認同教師能自

行修繕學生的生涯規劃發展方向及

學習目標，並能優化學生生涯規劃教

育發展。由於各班所屬班會組長不

同，在檢視生涯規劃與學習目標連貫

性時，聚焦重點亦會有所不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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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 

 

 問卷調查顯示達 93.4%教師認同透

過班會團隊討論能有效監察學生生

涯規劃發展方向與學習目標實施的

連貫性。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可加強各班會組長檢視的統一性。 

 

3. 將生涯規劃教

育元素與課程作

出連繫，例如：

以語文、數學科

等作試點，落實

學生生涯規劃教

育，提升學生的

生活質素。 

學科層面 

 生涯規劃發展組已透過早會簡介按

校本學生學習需要及發展優次，闡

釋嚴重智障學生的兩項生涯規劃教

育學習元素(選擇及決定與溝通技

能)的學習進程級別表現描述及其

推行和應用情況，以在各科目教學

計劃中加入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

素。教師已評估學生在上述兩項學

習元素的進程級別並以影片作舉

證，以實證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 

 

 生涯規劃發展組已編訂新兩項生涯

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自我認知與發

展閒暇興趣)的學習進程，並於下學

期在視藝科中試行，了解學生在這

兩方面的發展情況。教師在視藝課

堂可加強發展學生在視藝方面的閒

暇興趣，甚或結合選擇及決定的能

力等，以提升學生的生活質素。 

 

 

 生涯規劃發展組組員反映，編訂不同

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的學生學習

進程及級别表現描述能有助施教者

了解學生在該學習元素中的學習進

程和表現，逐步協助學生進一步提升

其能力。 

 

 把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融入各科

目和課程中，能加強教師在課堂中的

應用和落實情況。使能更有效地融入

學生學習和生活中，以關顧學生的不

同學習需要，扶助學生全人發展及提

升學生的生活質素。 

 

 全年評估全校學生在選擇及決定與

溝通技能學習元素所完成之級別及

提供片段作佐證，有助了解全校學生

在這兩項元素的表現，並作為分析學

生不同能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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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教師及專責表示同意或非常

同意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選擇

及決定與溝通技能)的級別表現描

述適切、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能

配合學生教學計劃的設計，並能有

效融入學生生活和學習之中。 

 

 於 2022年 12月及 2023 年 6月完成

上下學期全校學生在選擇及決定與

溝通技能兩項學習元素之評估，包

括已完成的級別及提供影片作佐

證，以實證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

並把相關數據作為生涯規劃電子平

台—校本學生學習表現電子數據分

析庫的基礎，以比較及展示學生在

不同方面的能力。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目標 2：強化跨專業協作與支援的機制及文化，促進全校參與，落實生涯規劃教育(，提升學生生活質素)。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 /計劃  

1.加強與社區人

士的協作，例

如：種植、健康

煮食及音樂活

學校層面  

 生涯規劃發展組、家長教職員會合

作統籌及延續關愛照顧者計劃及 

「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

 

 學校團隊反映與社區人士協作舉辨

不同活動能擴濶學生學習經驗 (例

如：煮食活動、音樂欣賞及閱讀等)，

 

 於 2023/24 學年繼續進行研究，透過

教師與言語治療師的協作，希望提升

學生運用意圖溝通行為示意繼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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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以擴濶學

生學習經驗，提

升學生生活質

素。 

 

食課程」實踐計劃，於 2022 年 11

月及2023年4月與職業訓練局展亮

技能發展中心協作共 4 次健康飲食

活動，主題為「一小時一餸一湯」

健康飲食製作。家長積極參與，為

子女送上色香味美食；學生透過食

材進行多元感官學習。分別有

97.3%教職員及100%家長同意或非

常同意是次活動能提升學生的生涯

規劃學習元素(選擇及決定和溝通

技能)，以優化學生和家長的生活質

素，包括個人發展、人際關係及自

我決策等能力。 

 

 學校團隊也積極與社區人士協作，

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學習活動，例如

語文科閱讀講故事活動、樂樂國樂

團、管樂團欣賞活動等，教師反映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專注及主動投

入參與，藉此學生擴濶了學習經

驗，提升學生生活質素。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提升學生生活質素。而今學年與職業

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協作良好。 

活動的能力，以推動於中國語文科課

堂落實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選擇

及決定與溝通技能）。 

 

 建議於 2023/24 學年，專責團隊除可

以入班支援外，還可以運用他們的專

業知職融入課堂教學中，參與學習社

群的共同備課等，例如，物理治療師

可於體育/大肌活動科中加強肌能訓

練元素；職業治療師可於視藝科學習

中提供繪畫輔具建議等。 

 

 建議於 2023/24 學年，加強社區人士

與學校團隊協作，以豐富學生多元化

的學習經驗，提升學生生活質素，例

如健康飲食活動、中/西樂團及劇團到

校、宗教活動等。 

2.通過教師、專責

人員及科組協

作，以行動研究

組別層面 

 生涯規劃發展組、中國語文科組及

言語治療組組成行動研究小組（第

 

 生涯規劃發展組、中國語文科組及言

語治療組組員分析整學年的資料，觀

察到學生運用意圖溝通行為示意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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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落實生涯

規劃教育元素

於 學 生 學 習

中，促進學生生

涯規劃教育發

展，以提升學生

生活質素。 

 

二年）持續收集及分析學生表現及

數據，並逐步取得學生運用意圖溝

通行為示意繼續參與活動方面有

進步的趨勢，能有助提升學生生活

質素，例如，應用「互動為本」教

學策略後：1.有效增加其中 1 班 2

位學生「展現笑容的次數」；2.有效

增加全部 2 班共 2 位教師「向學生

提供回應機會」及「向學生提供適

當回應的次數」或延緩其下降；3.

有效提升全部 2 班共 4 位「學生展

現被認為是意圖溝通行為的次數」

或延緩其下降。此外，亦觀察到「學

生展現笑容的次數」與「學生展現

被認為是意圖溝通行為的次數」有

正向關係。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續參與活動方面有進步的趨勢，有助

提升學生生活質素。 

 

3.提升教師/專責

部門對生涯規

劃教育學生發

展方向的擁有

感及成就感，例

如：各班每年最

少邀請專責人

員入班 3 次，以

組別層面 

 在本年度，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護士、社工及教

育心理學家會按學生及各班需要入

班協作、參與班會會議、生涯規劃

會議及以個案會議模式等支援各班

團隊，並達各班最少 3 次邀請專責

同事入班要求。問卷調查顯示 100%

 

 教師及各專責團隊反映定時的交流

和溝通最為重要，這有助教學團隊在

治療和教學上能互相補足，加深彼此

對學生肌能、學習或情緒行為問題上

的認識，入班交流和協作能為教學團

隊提供具體及落實的學習方案，關顧

學生的全人發展，這皆有助落實學生



28 

 

提升教師結合

專業知識及治

療技巧在學與

教中。 

老師及專責認同入班協作能有效在

學與教中結合專業知識和治療技

巧，尤其在學生肌能、進飲進食訓

練、語前訓練、醫療照顧和學生行

為問題上提供專業的意見和指導，

讓教師們把學生站立訓練、坐姿、

進飲進食訓練、語言前期的訓練技

巧等專業知識投入學生的生涯規劃

教育中，在課堂中落實應用，全面

提升學生全人發展及生涯規劃教育

的學習效能。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生涯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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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以生涯規劃電子平台，協調與聯繫各持分者，展示學生 (於生涯規劃教育 )的發展成果。  

策略 成就 反思 未來方向/計劃 

1. 逐 步 推 行 系

統、持續測試及

修繕系統(完成

建構系統，以試

點進行系統使

用，修繕系統，

以完善生涯規

劃電子平台，展

示學生於生涯

規劃教育的發

展成果。) 

組別層面 

 已逐步推行系統、持續測試及修繕

以回饋系統。 

 

 於 2022年 12月及 2023 年 6月已收

集全校學生兩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

元素(選擇及決定與溝通技能)的評

估數據，並已建構和編寫數據分析

庫雛型、進行數據輸入程序，展示

和分析學生表現數據。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團隊建議校本學生學習表現電子數

據分析庫建立後，將來再發展到能收

集每級別水平內的細項，更精細看到

學生微少進步或更詳細看到學生的

變化，當中仍有可優化的空間。另長

遠可聘請人員或外購服務編寫系

統，持續以實證數據檢視及回饋未來

生涯規劃電子平台整體策劃、實施及

評鑑工作。 

 

 電子數據分析庫將成為日後學生成長

(生涯規劃)電子平台的基礎，有助建構

未來電子平台整體策劃、實施及評鑑

工作，至於未來電子平台建構方面會

待學校課程及學生評估數據較整全後

才再作全面開展。 

2. 全面落實、適

時檢視數據輸

入、分析及回饋

學生發展(，以

展示學生於生

涯規劃教育的

發展成果。) 

 

 組內教師認同所建構的框架適合現

階段供學校使用；另分別達 71.4%

及 71.5%教師和專責表示同意或非

常同意這個生涯規劃電子平台建構

適切及校本學生學習表現電子數據

分析庫能有效展示學生於不同能力

的發展成果。 

 

 按成功準則，此策略已達標。 

 3.訂定電子平台

的輸入機制及

程序，制定運作

組別層面 

 已於2023年7月完成生涯規劃平台

運作指引(影片版) ，展現學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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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讓教師

了解電子平台

能有效輸入和

分析數據。) 

同範疇能力表現成果，例如：核心

能力、大小肌、生活技能、選擇及

決定及溝通技能等，問卷調查顯示

達 66.6%及 66.7%教師及專職表示

同意及非常同意生涯規劃電子平

台運作指引(影片版) 能有助教師

運用此數據分析庫。 

 

  按 成 功 準 則 ， 此 策 略 部 份

達 標 。  

總結、未來方向及計劃：  

關注事項三：促進全校參與，落實生涯規劃教育，關顧學生全人發展(，以達致優質的生活質素) 

 

本學年，學校團隊持續藉講座及工作坊為各持分者闡釋適合嚴重智障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包括選擇及決定與溝通技能的學生

學習進程級別表現描述及其推行和應用情況。此外，更開展為學生在選擇及決定和溝通技能方面提供片段作佐證，以實證記錄學生的學習表

現，從而加強班內團隊在這兩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的落實情況。除此之外，亦開展編訂自我認知及發展閒暇興趣新兩項生涯規劃教育學

習元素的學習進程，逐步把以上四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融入各科目課程中，加強教師在課堂中的應用和落實。 

 

學校亦透過「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食課程」實踐計劃，提升學生和家長的生活質素，包括個人發展、人際關係、自我決策能

力等。學校亦積極與社區人士協作，通過舉辦各類活動，例如語文科采姐姐閱讀講故事活動、樂樂國樂團、管樂團欣賞活動等，擴濶學生學

習經驗，提升學生生活質素。至於建構生涯規劃電子平台雛型方面，已建構校本學生學習表現電子數據分析庫的框架，這有助了解及分析全

校學生在不同能力的表現，亦可作為建構未來電子平台整體策劃、實施及評鑑工作的參考。 

 

  建議在 2023/24 學年，學校以小步子試行「我的一頁檔案」，從而持續優化學生生涯規劃發展及生涯規劃表設計。至於教師與專責人員協

作方面，可加強專業知職融入課堂教學中，參與學習社群共同備課等。另參考學校發展日全校教職員的意見，指出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仍

需加強發展，並有系統地與課程作連結，故此項目將成為 2023/24 至 2025/06 新一周期關注事項的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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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的學與教以學生為中心，透過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及教師教學質素，讓學生能在愉

快及無障礙的學習環境中，循序漸進地掌握不同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從而提升他們的生

活質素，過著有意義的人生。 

 

 優化校本課程 

本校積極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新趨勢及校本學生的學習需要，持續發展適切的校本課

程。除了編寫及修繕校本課程指引，為了配合教育局課程改革，本學年，嘗試按公民與社

會發展(公民)科的主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設計了四個學習

期的學習大綱及其學習重點，包括：學習期一：認識自己 2 (基本權利和義務)；學習期二：

大自然的景象 II (環境保護)；學習期三：香港的交通工具 (守規)；學習期四：水世界 (節

約用水，推動環保的角色和責任)。另外，亦特意為公民科的課程文件編寫工作做了背景評

鑑及輸入評鑑，讓科主任在來年可帶領團隊編寫課程指引。同時，本校亦會參考教育局外

評團隊建議，嘗試在下學年為高中學生獨立教授公民科，科主任將帶領科任教師，研習公

民科內三個課題，編寫相關的學習大綱，計劃將於 2024-2025 年，全面調整及落實公民科

的教學安排。 

 

 推廣閱讀 

 

在提升學生閱讀興趣方面，聘請了專業講故事「采姐姐」到校進行實體及視像說故事，

故事主題包括花果山美猴王及麵包小偷，藉著故事內容，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及培養學生

正面價值觀(守法)。教師整體回應：采姐姐說故事非常生動，亦有配合實物讓學生觸摸，

加強效果，學生表現非常專注和投入，建議下學年繼續聘請專業講故事人員到校進行講故

事活動。同時，課程發展組亦購買不同的圖書供借用，藉此推動學生閱讀文化及持續發展

學習的閱讀興趣。 

 

 持續提升教學質素 

 

在教學上，教師不時會遇到不同的教學難點，近年，學校積極鼓勵教師組織不同的學

習圈，透過共同研習/交流相關的教學議題，希望能為教師解決教學難點，共同提升教學質

素。 

 

本學年，教師組織了 5 個學習圈(照顧學習差異、資訊科技教學、準確訂定及調適學習

目標、與助教在教學上的協作及多元感官教學策略)，在 6 月份已完成其成果分享。在會議

中，教師們能以開放態度，互相討論和交流，促進良好的學習氣氛。教師們反映，來年可

就一些焦點議題，繼續交流、分享經驗。 

 

另外，課程管理組建構了不同的評量機制及指標，定期檢視教師教學文件及以觀課評

鑑教師教學的質素，藉著數據分析，回饋整體課程管理及學與教效能。就教師在規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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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設計課業及撰寫學生學習紀錄方面，通過自評、互評及他評(本組的評量)，大部分

表現良好，其餘亦表現滿意。 

 

  本學年的觀課重點，除了著重於科本元素，亦聚焦觀察教師能否在課堂中提供「生生

互動」的機會，促進學生的學習效能。就觀課及教師課後反思顯示，所有教師能因應學生

能力(初、中、高組)，配合科目的學習大綱進行施教，在提供「生生互動」的機會，於 40

分鐘課堂學習中，教師最少有 2 次或以上，以全班或分小組形式鼓勵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教育局外評團隊在 6 月份到校觀課後，於口頭回饋表示，滿意教師在課堂所安排的「生生

互動」機會。 

 

 整體學與教部未來發展方向 

 

本校持續舉辦不同的「成功經驗」示範課，讓教師針對不同的主題互相交流，例如治

療融入教學、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等，從而建立教師自我改進的文化。 

 

在課程發展方面，繼續編寫公民與社會發展、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課程指引，亦

會就著學生需要及教育新趨勢，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另外，本校已成功與內地兩間特殊學

校(廣州市海珠區啟能學校及廣東惠州博羅縣特殊學校) 締結為姊妹學校，來年，本校將探

討帶學生到內地考察的可能性，希望藉著考察，能促進教師專業交流及讓本校學生與內地

學生建立友誼，擴闊他們的視野及學習經歷。 

 

就教育局外評建議，學校會積極探討如何有效地評估學生在科目學習的表現，從而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讓學生能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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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秉持明愛「以愛服務、締造希望」的精神，為各持分者提供兼具以人為本、專業

服務、學校效能的教育及康復服務，讓每一位持分者能「活得有尊嚴，活得有質素」。 

 

本校於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成功開辦地區走讀生服務。本學年共有五位走讀生，

其中四位學生因特別情況仍需住院，由教職員提供調適短暫進院教學及治療服務。 

 

在支援學生成長方面，由於在學期初仍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學生在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只安排半天上課，直至 12 月 1 日開始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各治療部門按學生

全日上課時間表協調及進行治療訓練，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在生涯規劃教育方面，學校舉辦「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食課程」實踐計劃

活動，以跨專業團隊協作，並配合學生的能力及學習目標，讓學生透過烹飪活動學習相關

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提升學生生活質素。在課堂學習上，本學年開始在各科中滲入生

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選擇及決定」和「溝通技能」，以提升學生示意選擇及自我主導

的能力。此外，生涯規劃發展組以小步子形式，在兩個班別的視覺藝術科及自理科的學習

中加入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自我認知」及「發展閒暇興趣」，並計劃按步把生涯規

劃教育各個學習元素滲入不同的學科中，提升學生的生活質素。 

 

此外，各科組積極為學生舉辦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例如：啟發潛能及其他學習經歷

組舉辦秋季旅行—重遊荔園、聖誕聯歡、春季旅行—中國國粹之旅等；宗教及品德教育組

舉辦主保瞻禮、一人一花、聖誕報佳音、聖母敬禮、四旬期活動、朝聖等；各學科舉辦農

曆新年活動、數學遊戲週、康文署運動示範活動—椅上伸展及健體律動、班際運動會、「樂

仁中醫館」活動、實用家居技能活動、跨科上茶樓活動、管樂團演出、STEM 週、說故事

閱讀活動等。在戶外學習方面，由於受限於明愛醫院防感染政策，學生只可進行「遊車河」

活動(除走讀班可照常進行戶外學習活動外)，直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開始，各班學生可進

行戶外學習活動，如：到石硤尾公園。學生藉著參與不同形式的活動，擴濶其學習生活經

驗。 

 

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國家安全教育組按時進行升旗禮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於 2022

年 12 月舉辦國家憲法日活動，讓學生認識憲法及國徵的特徵；於 2023 年 4 月舉辦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活動之太空安全，讓學生認識有關國家太空安全及科技的知識，從而提升學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於下學期的家長日，學校舉辦了「國民教育在樂仁」，讓家長加深對

國民教育的認識。家長教職員會於 2023 年 6 月，舉行親子同遊活動，藉活動讓學生和家

人同遊中山紀念公園，舒展身心，增進親子關係，亦提升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此外，為了

培養學生良好的行為及正面的價值觀，學校按年推行價值觀重點學習，本學年重點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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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國民身份認同」為主題，透過一系列的守法活動和品德小天使獎勵計劃，讓學生

能自主參與和體驗相關的價值觀教育，培養學生優良品德。 

 

至於各專責團隊支援學生成長方面，就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班主任和班會團隊

會將個案轉介至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估及輔導。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

療師會因應學生的需要，按機制編排個別治療的時間，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治療服務，並為

學生設計、購置或製作合適的輔具，亦會為家長提供學生所需的訓練技巧以支援學生發展。 

 

與伙伴聯繫方面，學校與明愛醫院兒童發展復康部保持緊密溝通，包括每天暸解學生

的健康情況、如遇特別情況，協調學生停課及回校上課的安排、商討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

學生回校上課的安排，並諮詢醫護專業意見等。學校亦積極聯繫教育局、各大專院校及友

校，並與友校組織不同主題的實踐社群，推動業間交流及經驗分享。蒲公英小組積極聯絡

不同的機構，例如透過獅子會連結姊妹學校師生到訪，與學生溝通交流，互相祝福及激勵。

在支援個別學生學習需要方面，透過心光恩望學校及啟聾學校的到校支援計劃，為學生作

專業評估，並進行個案專業交流及討論，訂定適切的個別輔導訓練計劃，作出專業支援。 

 

學校亦十分重視家校合作，透過法團校董會、家長教職員會、學校諮詢議會、家長日

等，讓家長從不同方面了解學校的政策及發展，鼓勵家長積極提出意見，成為學校的伙伴。

此外，學校出版《暉訊》、課程單張、定期更新學校網頁、「CMC 照顧者學苑」網頁、Facebook

等網上資訊，讓家長掌握學校的工作進展、未來動向和社區服務資源等。教職員與家長持

續以電子通訊平台、電話或面談等方式保持聯絡，讓家長了解其子女的近況。學校持續與

不同機構或友校聯繫和進行交流，如聖匠堂「友晴同路」社區兒童紓緩照顧計劃、香港盲

人輔導會視聽障人士資源中心、香港兒童紓緩學會、明愛樂義學校、明愛樂群學校等，以

生命影響生命，勉勵同路人，持續推動「關愛照顧者計劃」。 

 

在 2022-2023 學年持分者問卷中，家長就「我對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及「我對家校

合作的觀感」兩項評分分別為 4.3 及 4.5 分 (1 分最低、5 分最高) ，顯示家長對學校以上

兩項工作和表現均表示非常認同和滿意。而學校於本學年更榮獲 2022「關愛校園」榮譽，

學校持續落實為學生、家長、教職員及各持分者建立關愛共融文化的成果獲得認同。 

 

總結之上內容，學校竭力支援學生成長，及為各持分者提供優質的教育及康復服務，

讓每一位持分者皆能「活得有尊嚴，活得有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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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生表現 

2022/23 學年共有 59 位學生(截至 2023 年 7 月 17 日)。本學年有 4 位學生因長期缺席

而無法進行評估，故以 55 位學生表現數據作分析。 

 

11.1. 核心學習能力評估 

本校在 2012/13 學年全面落實應用校本「學生核心能力 (L1 - L8) 評估手冊及評估

表」，為全校學生進行核心學習能力評估、以影片舉證學生表現。 

 

以下是本學年的評估結果： 

 全校學生核心學習能力水平是順序性發展。 

 全校 90%學生皆完成一個能力水平評估項目。 

 全校 96%學生的學習發展水平是在 L1-L8 的能力水平級別之內。 

 全校 66%學生的學習發展水平是在 L1-L2 的能力水平級別之內。 

 2 位 S1 或以上能力水平的學生，其中 1 位完成中國語文科(聆聽、說話) S2 水平，

數學科(數據處理)S1 水平、通識科(自己與個人成長、與探究學習相關的共通能

力)S1 水平。 

 比較 2021-22 學年，今年收集多一位學生數據，整體見學生表現，在 2022-23 年度

在水平 L2 至 S1 中，均有少許上升的趨勢，詳細資料可參考以下圖表。 

 

 
 

     

     

     

 

 

 

 

 

22-23 年度，學生核心能力水平(L1-L8)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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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小肌核心能力 

本校在 2013/14 學年也開始應用校本「學生大小肌核心能力 (GF1 - GF8) 評估手冊及

評估表」，為全校每位學生進行評估、以影片舉證學生學習表現。 

 

以下是本學年的評估結果： 

 100%學生大小肌核心能力水平是順序性發展。 

 全校有 80% 學生大小肌能力水平是在 GF1 的能力水平級別之內；有 18%的學生

則在 GF2-GF8 的能力水平項目。 

 比較 21-22 學年，今年收集多一位學生數據，整體見學生表現，在 22-23 學年，只

有水平 GF3 至 GF5 有少許提升，其他水平均有下調的趨勢，詳細資料可參考以下

圖表。 

 

 

 

 

 

 

 

 

 

 

 

 

 

 

大小肌能力水平(GF1-GF8)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21-22年度，學生核心能力水平(L1-L8)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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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生活技能基礎能力 

校本生活技能基礎能力評估手冊共分為四範疇，每範疇各有六階段，分別為進飲進

食(階段一至六)、如廁(因受身體肌能限制，故只作階段六評估)、穿脫衣物(階段一至

六)和個人衛生(階段一至六)。按每範疇和每階段列出其相對應之成功準則，以瞭解

學生生活技能的能力，有效地藉着評估後的資料，帶動學與教的工作。 

 

本校在 2014 年 9 月開始，應用校本生活技能基礎能力評估，為全校每位學生進行初

步評估、以影片舉證學生的學習表現。 

 

以下是本學年評估結果： 

11.3.1.  生活技能(進飲進食)基礎能力水平(LS.F1-LS.F6)現況 

 全校 93%學生最少全部完成一個能力水平評估項目。  

 全校有 78% 學生生活技能(進飲進食)基礎能力是在 LS.F1-LS.F2 的能力水平級

別之內；有 15% 學生則在 LS.F3-LS.F6 的能力水平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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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1-22年度，大小肌能力水平(GF1-GF8)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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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生活技能(如廁)基礎能力水平(LS.T6)現況 

 全校約有 96% 學生未能完成 LS.T6 的能力水平評估項目。 

 全校約有 4% 學生部分完成 LS.T6 的能力水平項目。 

 

 

 

11.3.3 生活技能(穿脫衣物)基礎能力水平(LS.D1-LS.D6)現況 

 全校約 96% 學生最少完成一個能力水平評估項目。 

 全校約 83%學生的學習發展水平是在 LS.D1-LS.D2 的能力水平級別之內；約 13% 

學生則在 LS.D3-LS.D6 的能力水平項目。 

 

生活技能(進飲進食)基礎能力水平(LS.F1-LS.F6)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生活技能(如廁)基礎能力水平(LS.T6)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5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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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生活技能(個人衛生)基礎能力水平(LS.G1-LS.G6)現況 

 

 全校約 88% 學生，最少全部完成一個能力水平評估項目。 

 全校約 68%學生的學習發展水平是在 LS.G1-LS.G2 級別之內；約 20%學生則在

LS.G3-LS.G6 的能力水平。 

 
 

以上各評估結果能提供指標，讓教師掌握學生在各範疇的現有能力水平。在學生學習

過程中，需聯繫學生的生涯規劃，並落實於個別學習計劃中，而教師可採取個別及分組等

不同學習模式，創設學習情境、設計信息資源，還可配合不同的輔助器材等，發展/建構學

生在不同範疇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達致促進學習的評估。 

 

 

 

生活技能(穿脫衣物)基礎能力水平(LS.D1-LS.D6)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生活技能(個人衛生)基礎能力水平(LS.G1-LS.G6)現況 

學生在該水平達標率達 9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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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學業以外的各類型活動及奬項申請，使能啟發學生潛能，

盡展學生所長，致力讓學生的能力和努力獲得認同及肯定。 

 

  本學年，學校舉辦了多項校內獎勵計劃及比賽項目，包括：每月之星（獎勵學生

在學習上有突出的表現）、品德小天使、班際運動會及電競比賽，讓學生能樂於學習

外，勇於嘗試、藉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激發潛能。 

 

  在校外獎項提名方面，本年度教師積極推薦學生參與多個校外獎勵計劃及比賽，

包括：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奬、獅子會姊妹學

校計劃「擁抱愛」繪畫設計比賽、深水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及葛量洪特殊學校

學童奬等，以表揚及認同學生在學習和體藝方面的努力、堅毅及奮力求進的精神。 

 

以下是 2022-23 年度，在校內及校外獲得奬項/證書的學生紀錄： 

校內/校外 奬項名稱 獲獎學生人數 

校內 每月之星 49 人 

品德小天使 41 人 

班際運動會 33 人 

電競比賽 47 人 

校外 【共創共融】聯校畫展暨 2023 年曆活動嘉許奬狀 2 人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2-23 1 人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2-2023 1 人 

2022-2023 年度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擁抱愛」 

繪畫設計比賽—最佳評委奬 
1 人 

2022-2023 學年深水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12 人 

2022/23「伴你高飛」獎勵計劃 12 人 

2022-2023 學年葛量洪特殊學校學童奬 5 人 

 

 

 

 

 

 

 

 



41 

 

12. 財務報告 

12.1. 整體財務報告 

2022-2023 財政報告 (教育局資助項目) 
 

       項目       收入 $ 支出 $ 

  政府津貼       

I 政府撥款 

薪金:教職員薪金 (包括公積金及強積金款項) 22,952,602.08 22,950,429.08 

II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i)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基線指標   1,243,985.61 2,042,434.66 

  ii) 修訂的行政津貼    2,804,929.09 1,749,478.62 

  iii)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3,726.00 373,492.40 

  iv) 空調設備津貼    323,124.00 228,059.00 

  v) 學校發展津貼    393,273.00 560,886.61 

            小結 : 28,121,639.78 27,904,780.37 

III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特別津貼   

 諮詢服務津貼 132,552.00 130,057.22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1,615.00 31,000.00 

 小結 : 184,167.00 161,057.22 

IV 指定項目       

  i)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   25,855.00 8,333.10 

  ii) 差餉與地租    550,800.00 550,800.00 

 iii) 整合教師代課津貼    708,125.00 725,277.82 

 iv) 小數點職位現金津貼 536,664.00 416,115.00 

 v)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1,340.00 3,440.00 

 vi)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153,769.00 177,800.00 

 vii)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 0.00 14,333.70 

 viii)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27,588.00 38,228.12 

 ix) 學校閱讀推廣津貼 31,991.00 18,614.80 

 x)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0.00 211,306.25 

 xi) 全方位學習津貼 457,308.00 555,263.50 

 xii) 國民教育津貼 0.00 0.00 

 xiii) 物理治療師現金津貼 1,292,880.00 1,197,445.20 

 xix) 為全時間依賴呼吸機學生提供額外現金津貼 1,031,514.00 1,354,517.89 

 

xx) 為加強支援資助特殊學校醫療情況複雜日校生及
走讀兼宿生而提供的額外支援津貼 

814,948.80 719,427.51 

 xxi) 一筆過家長教育津貼 200,000.00 0.00 

 xxii) 新科技支援課堂學習津貼 300,000.00 0.00 

 xxiii)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06,637.00 600.00 

 xxiv) 上網電費-綠色校園 2.0-智能慳電 42,230.00 0.00 

 xxv) 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 20,000.00 20,000.00 

            小結 : 6,601,649.80 6,011,502.89 

    

2022/23 學年總收支: 

(I+II+III) 34,907,456.58 34,077,340.48 

     2022/23 學年盈餘/赤字: 830,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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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財政報告 (非教育局資助項目) 
 

    

  

項目  收入 $ 支出 $ 

I 學校項目   

 i)  非標準項目 17,818.00 28,815.63 

  ii) 文具教材費 16,263.00 0.00 

  iii) 校車費 37,539.00 32,359.21 

  iv) 家長教職員會 3,110.00 1,046.00 

 v) 捐款 1,100.00 14,032.87 

  vi) 雜項 70,277.00 122,430.43 

 vii) 膳食費   

 viii) 校服 1,200.00 0.00 

 ix) 膳食費 0.00 26.00 

     

          小結 : 147,307.00 198,710.14 

II 社署 – 孤兒項目   

  i) 零用現金 5,841.10 8,968.20 

            小結 : 5,841.10 8,968.20 

III 資助項目       

  i) 獅子會姊妹學校 5,000.00 20,223.00 

 ii) 

優質教育基金 –  

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0.00 0.00 

 iii) 優質教育基金 –  

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食課程 0.00 0.00 

 iv)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 0.00 0.00 

 v) 學校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 135,560.00 62,071.62 

 vi)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0.00 5,160.00 

      小結 : 140,560.00 87,454.62 

    

2022/23 學年總收支: 

(I+II+III) 293,708.10 295,132.96 

     2022/23 學年盈餘/赤字: (1,4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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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各項撥款發展津貼報告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  

 

關注 

重點 

目標  策略  評估方法  成就 /達標  

情況  

反思及 

跟進建議 

 改善職業治

療組人力資

源，協助學

生獲得更充

分的照顧 

 

 維 持 學

生 日 常

練習 

 為 學 生

製 作 合

宜 的 輔

助器材 

 

 招聘職業

治 療 助

理，協助

照顧學生

感知肌能

發展及日

常練習 

 為全校學

生維修及

製作器材 

 

 查 閱 學

生 日 常

練 習 紀

錄 

 查 閱 工

場 維 修

器 材 紀

錄 及 通

過 會 議

收 集 維

修/改裝/

製 作 輔

助 器 材

的意見 

 

 學生接受日常

練習的次數增

加，每星期維持

3 節個別訓練及

3 節協助職業治

療 師 進 行 訓

練，每節約 40

分鐘 

 學生得到適合

的輔助器材，全

學年約131次工

作維修、輔助器

材製作，並協助

校舍維修，營造

健康校園，促進

學生學習。整體

教職員對輔助

器材使用回饋

均正面 

 治療助理彼此

分享達致工藝

風氣漸成，達致

知識承傳 

 

 2023/24學

年繼續增

聘一位職

業治療助

理 

 

 改善物理治

療組人力資

源，協助學

生獲得更充

分的照顧及

治療 

 

 維 持 學

生 的 日

常 肌 能

訓練 

 為 學 生

製 作 適

合 的 輔

助器材 

 支 援 各

科 組 製

作 合 適

的教具 

 增聘一位

技工，協

助照顧學

生不同肌

能發展的

日常訓練 

 為全校學

生車縫輔

助器材及

教具 

 查 閱 學

生 日 常

肌 能 訓

練 的 紀

錄 

 查 閱 車

縫 輔 助

器 材 及

教 具 的

紀錄 

 在本學年，技工

輔助學生接受

日 常 肌 能 練

習，每星期 27

人次，每次約 40

分鐘 

 學生得到適合

的輔助器材，各

科組製作教具

得到支援，整個

學年合共車縫

約150件輔助器

材及教具，並獲

教職員正面回

饋 

 

 2023/24學

年繼續聘

用一位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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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計劃 

 

目標： 

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舉辦不同形式和主題的閱讀活動(例如：邀請專家到校與學生進行說故

事活動)及運用多元化的教材教具(例如：多感官圖書、電子書、改裝教具等)，拓闊學生於

不同學習領域閱讀，提升其閱讀興趣，促進學習及優化學生的生活質素(閒暇興趣)。         

 

策略 評估方法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建議 

 營造愉快閱讀

及自主閱讀的

環境，以培養

學生閱讀興趣

及動機。 

 問卷訪問  於下學期，邀請校外說故事專

家到校與學生進行故事閱讀活

動，每班學生均參與兩個閱讀

故事的活動，分別是：於中華

文化有關的「花果山美猴王」

及與價值觀教育—守法有關的

「麵包小偷」。 

 

 說故事專家透過生動有趣的演

繹方式、配合多種聲效的圖書

簡報、多感官閱讀教具及多感

官活動，與學生進行閱讀，能

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

培養「守法」的價值觀。 

 

 透過問卷調查，全校共 12 位教

師與學生參與了說故事活動，

當中 100%的教師認同學生於

說故事活動中表現專注及感興

趣；另外，他們亦認同「花果

山美猴王」的故事能推廣中華

文化及「麵包小偷」故事能讓

學生認識正確的價值觀。故事

選材恰當。 

 

 邀請專家到校進行說故

事活動，除了能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外，亦能透過

有趣的故事內容加強學

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建議可把價值觀教育

及國安教育融入不同的

全方位活動中。 

 

 建議繼續邀請說故事專

家到校與學生進行故事

閱讀活動，並每次以不同

的主題，在說故事活動中

融入價值觀教育及國安

教育等。 

 為 各 科 的 學

習，提供及添

購閱讀教材、

教具，以加強

學生閱讀興趣

及學習效能。 

 科組內檢

討 

 

 問卷調查 

 

 在中秋節活動及農曆新年活動

中，設計及購買了觸感圖書、

閱讀教材，供各班教師借用，

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 

 

 中國語文科亦就學習主題，設

 除了中國語文科，教師較

少於其他科目中加入閱

讀元素，即使舉辦了跨科

閱讀活動，展示了適合不

同科目學習的閱讀素

材，但只有半數教師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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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評估方法 成就/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建議 

 計了校本中國語文科觸感圖書

及相關閱讀教材教具。 

 

 中國語文科組內成員都認同觸

感圖書及閱讀教材教具能吸引

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學習效能。 

 

 透過問卷調查，教師認同閱讀

教材適合學生使用，學生對觸

感圖書有興趣，並且認同閱讀

觸感圖書能有效地配合中國語

文科的閱讀及中華文化的範

疇、常識科的國民身份認同與

中華文化的範疇。 

 

 於下學期進行了跨科閱讀推

廣，63%班別有在中國語文以外

的其他科目(常識、公民、自理、

數學等)課堂中加入閱讀元素。 

 

 透過問卷調查，100%有參與跨

科閱讀的教師亦認同跨科閱讀

資源有助學生表現專注及能幫

助學生在各科中的學習。 

課堂中加入閱讀元素，成

效未見理想，建議日後可

邀請一至兩科聚焦推廣

跨科閱讀，以加強教師在

各科加入閱讀元素的意

識。下學年於數學及自理

/HMSC 科進行推廣，數學

科於共同備課中就學習

主題探討加入閱讀元

素、自理/HMSC 科於科目

推廣活動中挑選相關的

閱讀素材作展示，鼓勵教

師在課堂中使用。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 支出 ($) 餘額 ($) 備註 

EDB: 推廣閱讀津貼(連上學年餘額) 

$49,214.92 
   

1 - 購買圖書及相關教材教具 

- 購買閱讀相關的教具/自製

教具的材料(連同中國語文

科教材教具)  

- 邀請說故事專家費用 

771.00 

 

8,063.80 

 

 

9,780.00 

 

 

 

 

總支出： 18,614.80   

總盈餘：  3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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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援計劃 

 

目標： 

聘請 1 位教師： 

1. 任教有非華語學生的班別中國語文科及協助製作多元化的語文學習教材教具，提升學

生在語文科的學習效能； 

2. 協助翻譯學習報告及通告等，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促進家校合作，以建構

共融校園。 

 

策略  評估方法  成就 /達標情況  反思及跟進建議 

任教有非華語學

生的班別中國語

文科及協助製作

多元化的語文學

習教材教具，提

升學生在語文科

的學習效能。 

 訪問班組

長及中國

語文科科

主任以了

解教師任

教有非華

語學生的

班別中國

語文科及

協助製作

多元化的

語文學習

教材教具

的情況及

成效 

 班組長及中國語文科教師

贊同教師任教有非華語學

生的班別中國語文科及協

助製作多元化的語文學習

教材教具，能提升學生在語

文科的學習效能。 

 

 該班的非華語學生在 1 月因

身體情況，需要到病房教

學，教師協助設計的教具，

亦能幫助長期留院的非華

語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科。 

 

 由於教師任教有非華語學

生的班別中國語文科及協

助製作多元化的語文學習

教材教具是有效的策略，故

建議配合學校其他現金津

貼的補助，繼續聘請 1 位全

職的教師支援非華語學生

學習及協助製作多元化的

語文學習教材教具。 

 

 本校有 5 位非華語學生，4

位非華語學生因身體影

響，長期留在醫院未能回校

上課，大部份時間都是進院

教學，其中 1 位學生 5 月離

世，另 1 位學生因身體情

況，需要調到另一班在病房

進行學習，未能由此撥款聘

請的老師任教。 

 

 協助翻譯學習

報告及通告  

 訪問班組

長，以了解

協助翻譯

的情況 

 教師協助把家長須知翻譯

成英文，教師亦協助檢閱非

華語學生的英文學習報

告，訪問班組長，班組長表

示表現良好，能助加強與非

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 

 

 繼續聘請 1 位全職的教師，

支援檢閱非華語學生的英

文學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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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額外撥款 

2022/23 學年學校報告（特殊學校適用） 

學校名稱    ：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學校註冊編號  ： 250465                         （6 位數 SCRN） 

學校電話號碼 ： 27424470 

學校傳真號碼 ： 23700690 

總統籌人員姓名 ： 劉蔚莉 

總統籌人員職位 ： □ 副校長   中文科主任   □ 中文科任教師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統籌人員電郵 ： t-lwl@lys.edu.hk 

 

 按教育局通告第 8/2020 號，本校在 2022/23 學年獲提供額外撥款。本校確保非

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享有同等學習中文的機會，並充分及適時運用額外撥款作特定

用途（即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包括加強與非華語學

生家長的溝通和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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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一） 整體規劃 

 

(1) 確保教職員了解有關事宜及提升其文化敏感度 

 本校的專責統籌人員於 2021/22 學年透過以下方式，確保教職員了解學校支援非

華語學生的政策及措施，以及提升他們的文化敏感度（可選多於一項）： 

 □ 向教職員闡釋有關政策及措施／匯報推行有關措施的進展 

安排教師參與教育局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協辦有關支援非華語學生暨建構共 

融校園的分享會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安排教師專業培訓 

 為提升中文科教學人員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本校於 2022/23 學年： 

  (a)已安排他們參加的相關培訓如下（可選多於一項）︰ 

 

 

  

  

  

 

 

 

 

 

 

□ (b)未有安排他們參加相關培訓，原因是（可選多於一項）︰ 
 

 (i) 教育局舉辦有關「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

架構」）及／或《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非華語學生適用》

（《評估工具》）的研討會、工作坊等 

 (ii) 教育局專業人員／教育局委託專上院校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務 

 (iii) 教育局透過語文基金推行的「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

津貼計劃」 

 (iv) 教育局支持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為期五星期的「為非華語學生

而設的中國語文教學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v) 校內中文科教學人員同儕觀課，進行專業交流，分享心得 

 (vi) 校內中文科教學人員共同備課，調適教學策略和教學內容等 

 (vii)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本校教師已接受相關師資訓練／過往曾參加相關培訓或支援

服務，現正鞏固有關經驗。 

 (ii) 本校在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方面已有足夠經驗。 

 (iii)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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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需要  

 本校於 2022/23 學年適時評估所有錄取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需要，以訂定適切

的學習目標，以及制定支援計劃： 

(a) □ 已採用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評估工具》。 

 未有採用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評估工具》，原因是（可選多於一項）： 

 □ 本校的非華語學生可應付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故學校只須採用與華語

學生相同的校本評估工具，已能有效評估他們的學習表現。 

 □ 本校已採用校本評估方法，評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 

  其他（請說明）：_教師參考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學習進程架構」為學生評

估，5 位非華語學生都是 I6 或以下，即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

(非華語智障學生適用)的始初階段或更初階的學生，學校團隊會參考中國語

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非華語智障學生適用)，在中國語文科課程文

件加入調適策略。_ 

(b) □ 已實施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學習架構」。 

□ 已實施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調適架構」。 

 未有實施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學習架構」／「調適架構」，原因是（可

選多於一項）： 

 □ 本校的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一起學習中文，並受惠於沉浸的中文語

言環境，可應付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故學校只須為他們訂定與華語

學生相同的學習目標和教學策略，已能幫助他們有系統地學習中文。 

 □ 本校已按非華語學生的需要，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幫助非華語學

生循序漸進，學習中文。 

  其他（請說明）：教師參考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學習進程架構」為學生評估，

5 位非華語學生都是 I6 或以下，即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非

華語智障學生適用)的始初階段或更初階的學生，學校團隊會參考中國語文

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非華語智障學生適用)，在中國語文科課程文件

加入調適策略。 

 

 

(4) 安排非華語學生考取合適的中國語文資歷（中學部適用） 

於 2022/23 學年，參加以下中國語文資歷考試的高中非華語學生人數如下： 

中國語文資歷考試 

參加有關考試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中四 中五 中六 

(a)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0 

(b)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用學習中文 

（非華語學生適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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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普通教育文憑試（GCE）高級程度（A-Level） 0 0 0 

(d) 普通教育文憑試（GCE）高級補充程度 

（AS-Level） 
0 0 0 

(e)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IGCSE） 0 0 0 

(f) 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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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額外撥款提供校本支援措施 
 

(5) 本校會充分及適時運用每學年發放的額外撥款，支援該學年的非華語學生。本校

已運用 2022/23 學年獲提供的額外撥款.A. 153,769.00 元，以及 2021/22 學年額外

撥款累積餘額1（如適用）.B.  128,576.17  元（請注意︰此項資料必須與「加強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額外撥款 2021/22 學年學校報告」的金額一致），按

校本情況及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以下的校本支援措施（可選多於一項）︰ 

（有關學校運用額外撥款的一般指引，請參閱本局通告第 8/2020 號附件一） 

校本支援措施 
運用 

額外撥款 

整合 

其他資源2 

(a)   聘請額外員工3（請於第(6)(a)項提供補充資料） 

□ 教學助理 （  ）名 

請以小數 

表示 

（如適用） 

$ □ 

□ 不同種族的助理 （  ）名 $ □ 

 教師 

 

（ 1 ）名 $177,800.00 

(配合學校

其他現金津

貼的補助) 

□ 

(b)  □ 購買促進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資源 

（請於第(6)(b)項提供補充資料） 

$ □ 

(c)  □ 僱用專業服務（請於第(6)(a)項及／或第(6)(c)項提供補充資料） 

□ 翻譯／傳譯服務 $ □ 

□ 校外導師／機構舉辦課後中文學習班 $ □ 

□ 校外導師／機構協助教師舉辦共融校園活動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d)  □ 由學校籌辦的推廣共融校園活動 

（請於第(6)(c)項提供補充資料） 

$ □ 

(e)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運用額外撥款總支出 .C. 

[(a) + (b) + (c) + (d) + (e)]    

$177,800.00  

                                                 
1  資助學校、直資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可保留部分額外撥款，惟累積餘款不可超過該學年所獲撥款的總額，

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須歸還教育局。教育局將根據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餘款。學校

不得將這項額外撥款／餘款調往其他帳目。官立學校可將不超過該財政年度撥款總額的結餘轉至下一財

政年度，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會在財政年度完結時予以取消。 
2  學校必須善用和適當分配額外撥款作特定用途（即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

當學校使用額外撥款出現不敷之數時，可運用其他資源，作整體性的規劃。此外，如學校安排華語學生

參加上述校本支援措施，同樣應按比例整合其他資源，以支援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和共融文化的需要。 
3  如學校運用額外撥款支付額外員工的部分薪金／非全職員工（包括日薪員工、兼職員工等）的薪金，請

以小數表示。舉例學校聘請一名額外教學助理，其全學年總薪金為約 20 萬元。學校以額外撥款約 15 萬

元支付其總薪金的 75%，並整合其他資源約 5 萬元支付其餘 25%。就額外撥款的運用，學校應於第(5)(a)

項註明學校以額外撥款聘請 0.75 名額外教學助理（該教學助理工作時間不少於 75%用作加強支援非華語

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並透過整合其他資源，支付其餘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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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運用額外撥款總支出.C.應小於或等於.A.及.B.的總和） 

（請注意：上述額外撥款開支必須與學校有關學年／財政年度經審核周年帳目的相

關項目一致） 

 

(f) 2022/23 學年完結時，本校的額外撥款累積結餘為.D.  104, 545.17  元 

[.A. + .B. - .C.]，累積結餘佔 2022/23 學年額外撥款的百分比為    68   % 

[.D. ÷ .A. × 100%]。 

 

只供額外撥款的餘額[.D.]累積至高水平（70%或以上）的學校填寫 

2022/23 學年完結時，本校額外撥款的餘額累積至高水平，有關原因，以及改

善建議／下學年運用額外撥款餘款的計劃詳述如下： 

(i)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改善建議／下學年運用額外撥款餘款的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本校於 2022/23 學年的校本支援措施詳情如下： 

(a)  本校已聘請額外員工／僱用專業服務，負責以下工作： 

  提供中文科的課堂支援：（可選多於一項） 

  抽離學習   （年級：____中一_____） 

  分組／小組學習（年級：____中一_____） 

  協作／支援教學（年級：____中一_____） 

 □ 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及／或調適學與教材料（年級：___________）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 

 □ 提供其他支援：（可選多於一項） 

  □ 中文學習小組（年級：________） □ 暑期銜接課程（年級：_______） 

 □ 中文銜接課程（年級：________） □ 伴讀計劃   |.（年級：________） 

 □ 朋輩合作學習（年級：________） □ 導讀學習   |.（年級：________）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 

  安排推廣共融校園活動／提供有關服務 （請於第(6)(c)項提供補充資料）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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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校已購買促進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資源，詳情如下： 

（請注意：有關額外撥款一般不可用於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及電子器材等） 

 

 教學資源 年級  

(i)   

 
(ii) 

  

   

(c) 本校已籌辦／僱用專業服務協助教師舉辦共融校園／多元文化活動及／或提供有

關服務，詳情如下： 

（請注意：學校可運用部分額外撥款及／或整合現有措施和資源，為非華語學生

及其家長舉辦共融校園／多元文化活動及／或提供相關服務） 

    

(i)  舉辦推廣共融校園／多元文化的活動 

    （請簡述活動如何推廣共融校園／多元文化） 

1.  活動內容：   年級：  

 □ 由學校籌辦  ／□ 僱用專業服務或與機構協辦 

 □ 使用此額外撥款／□ 沒有使用此額外撥款 

 

2.  活動內容：   年級：  

 □ 由學校籌辦  ／□ 僱用專業服務或與機構協辦 

 □ 使用此額外撥款／□ 沒有使用此額外撥款 

 

 

(ii)  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和家校合作 

     (例如家長日、家長講座及家長教育活動等)（可選多於一項） 

 

□ 僱用傳譯服務或聘請會說英語及／或其他語言的教職員， 

    協助講解學校政策及其他安排 

 年級：  

 僱用翻譯服務或翻譯學校通告／學校網頁／其他資料，     

    闡釋學校政策及其他安排 

 年 級 ： 小

四、小五、

中一、中二 

 

 定期與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討論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包括 

    中文學習），並按需要解釋及強調學好中文的重要性 

 年 級 ： 小

四、小五、

中一、中二 

 

 為非華語學生的家長提供有關其子女選校／升學／就業的

資訊 

 年 級 ： 小

四、小五、

中一、中二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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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鑑、問責及支援 

 

(7) 在 2022/23 學年，本校評估落實校本支援措施的情況見下表。本校會

參考 2022/23 學年的經驗，並就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和需要，

配合校本情況，擬備未來的支援計劃。 

成

效

顯

著 

頗

有

成

效 

成

效

不

彰 

(i)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可選多於一項）    

 提升教學人員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專業能力 □  □ 

 促進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進度 □  □ 

 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信心和態度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ii) 建構共融校園（可選多於一項） 

   

□ 提升教職員對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政策及措施的了解和文

化敏感度 

□ □ □ 

 推廣共融校園的成效 □  □ 

 加強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對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包括中文學

習）、選校／升學／就業的資訊，以及學校政策和其他安排的

了解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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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姊妹學校計劃 2022/2023」報告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 博羅縣特殊教育學校 

(2) 廣州市海珠區啓能學校 

 

背景 

為促進香港與廣東省兩地基礎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學校參加了「粵港姊妹學校計劃」，於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廣州分別與以上兩間特校進行了締結簽約儀式，共同建立教育合作關係。 

 

學校於 2022/2023 學年與姊妹學校舉行了交流活動 

形式 日期 姊妹學校 內容 

線上交流 2023/6/27 博羅縣特殊教育學校 兩校管理層及老師分別就學校特

色及課程作了匯報，認識學校的

基本情況。 

隨後，兩校學生在線上進行了友

好互動，通過簡單的打招呼及帶

動唱，突破了普通話及廣東話的

方言屏障，學生之間彼此認識，

觀賞才藝表演，並建立了真摰的

友誼。 

2023/6/30 廣州市海珠區啓能學校 

兩次交流活動，本校中學及小學部學生平均參加人數為 20 人。 

 

財政報告 2022/2023 

 項目 收支 

1.  粵港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撥款(2022/23)收入 $106,637.00   

 

 

2.  支付到廣州出席簽約儀式(19/4/2023)的交通費 $600.00 

結餘 $ 106,0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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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一筆過津貼」報告 

 

目標： 

1. 透過購置及發展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學與教資源（包括實物教材或電子教學材料

等），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培養中華文化價值觀及加強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

的學習效能。 

2. 透過舉辦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校內及校外參觀活動，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擴闊學

生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學習經歷。 

 

財政報告 

編號 項目名稱 內容及成效 支出($) 

1. 購買及添置推

行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的學與

教資源 

 

 

配合不同的學習主題及教學活動，例如 

- 以交通工具為主題學習守規、守法（公民科學

習主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以水世界

為主題學習推動環保的角色和責任（公民科學

習主題三：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購買相關的

教材，例如巴士模型、渡輪模型、火車模型、

冰模、電水煲等。 

- 以國家航天科技發展為主題的國家安全教育活

動日，讓學生認識國家的成就（公民科學習主

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購買太空人衣

飾、火箭模型等。 

- 購買的教材讓教師應用於課堂或主題活動上，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進學習效益。 

9371.60 

2. 舉辦與中華文

化相關的校內

及校外活動（包

括：中秋節、農

曆新年、端午節

等） 

提供與中秋節、農曆新年、端午節相關的豐富教

材，各班以班本形式進行活動，讓學生經驗不同的

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節慶活動氣氛。90%任教常識

公民科的教師認同中國節日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增

加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配合防疫措施，未能安排相關的校外活動 

4962.10 

 總計: 14,333.70 

*截至 2023 年 7 月 3 日 

 

 支出 盈餘 

2021/22 學年 160,286.60  

2022/23 學年 14,333.70  

總支出 174,620.30  

  125,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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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  

為提高透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或載有全方位學習津

貼運用報告的學校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 

 

第 1 項：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編

號 
活動名稱、簡介及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實際開支 

($) 

人均 

實際開支 

($) 

開支

用途* 

範疇 

(請選擇 

適用的選

項， 

或自行填寫) 

評估結果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級別 
總參與

人數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價值觀 

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或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  開學禮 

1.升國旗及唱國歌，培養學生對國民身

份的認同。 

2.進行國旗下的講話，並以「守法」為

主題。 

3.價值觀培育：以「守法」為主題，引

導學生訂定個 人「守法」的目標。 

2022 年 9 月 1 日 小一至中六 60 $0.00 $0.00 / 

國民身份認

同 

 

價值觀教育 

49 位學生當

中，74.4%學生

在活動中表現

精神； 

85%學生願意參

與活動； 

55%學生對活動

表現專注及感

興趣。 

     

2.  品德小天使活動之守法 

以「守法」為主題，提升學生「守法」

的意識。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6 月 

小一至中六 60 $0.00 $0.00 / 價值觀教育 
品德小天使 

紀錄冊      

3.  建設動感影院及電影欣賞 

安排學生欣賞電影，配合電影的內容，

體驗五感的效果，包括震動、漂雪、煙

霧、泡泡、閃電等。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326,300.00 $5,438.33 
E7, 

E8 

價值觀教育 

 

藝術（其他) 

完成建構動感 

影院      

4.  全方位音樂活動計劃 

邀請外界團體到校，以入班形式提供全

方位學生音樂訓練，以提升音樂基本能

力(例如：專注、聆聽和表達能力)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46,400.00 $2,440.00 E5 藝術（音樂) 
學生學習紀錄

表      

5.  「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食 

課程」實踐計劃 

以食物為學習主題，讓學生通過烹飪活

動經驗不同的五感學習、健康飲食知識

及豐富生活經驗。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1,508.05 $191.80 E1 生涯規劃 
學生學習紀錄

表      

6.  多色園圃在樂仁 

通過學校園圃不同種類的植物，讓學生

透過五感認識它們的外型特徵，將其使

用於煮食活動中，並感謝造物主所創造。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628.00 $10.47 E7 宗教 
學生學習紀錄

表      

7.  「愈感恩、愈寛恕、愈快樂」計劃 

1. 積極好孩子計劃： 

嘉許每月每班出席次數最多的一位

學生，教導學生感恩及珍惜擁有健康

的身體  

2. 開心好學生大使計劃：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75.00 $2.92 E1 價值觀教育 活動紀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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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及嘉許每班學生在課堂中，常展

露開心笑容最多的一位學生，以教導

學生多實踐正向的行為和態度。 

8.  戶外學習活動 

安排各班戶外學習活動，擴闊學生生活

經驗及延伸學習。 

2022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小一至中六 60 $23,233.00 $387.22 E2 
藝術(其他) 

價值觀教育 

學生學習紀錄

表      

9.  2022-23 烈士紀念日及國慶日活動 

1. 認識烈士紀念日，透過默哀活動紀念

先烈。 

2. 透過升國旗及體驗中華武術，讓學生

認識中華文化及中國名勝古蹟，從而培

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2022 年 9 月 22 日 小一至中六 60 $1,200.00 $20.00 / 

國民身份認

同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10.  健居館使用推廣活動之個人衛生 

透過推廣活動，提升學生對個人衛生方

面的知識及技能。 

 2022 年 10 月 小一至中六 60 $470.70 $7.85 E1 
自理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11.  

秋季旅行(校內活動) 

1.體驗暢遊香港歷史遊樂場—荔園 

2.感受到遊樂場遊玩的樂趣及參與相關

的活動 

2022 年 11 月 

18-25 日 
小一至中六 60 $2,820.00 $47.00 E1 

價值觀教育 

跨學科(其

他) 

38 位學生中，

66%學生表現精

神；76%學生願

意參與活動；

74%學生對某些

活動表現專注。 

     

12.  性教育活動之青春期 

認識青春期的變化及臉部油脂分泌過多

的處理方法 

2022 年 11 月 
小五至中三

學生 
33 $373.00 $11.30 E1 

自理 

性教育 
相片紀錄      

13.  聖誕佈置活動 

在課堂中參與聖誕裝飾創作，並親自把

完成作品佈置在展示牆上，為校園聖誕

佈置出一分力。 

2022 年 11 月 

至 

12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373.00 $22.88 E1 藝術(視藝) 相片紀錄      

14.  一人一花計劃 

學生在課堂中學習栽種盆景及美化盆

栽，在新春期間把成品送贈明愛醫院的

牧靈部，學習關愛身邊的人及事物，學

習愛人如己的精神。 

2022 年 11 月 

至 

2023 年 1 月 

小一至中六 60 $2,281.75 $38.03 E1 
藝術(視藝)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15.  聖誕聯歡 

1.透過聖誕主題的佈置及活動，讓學生

感受歡樂的聖誕氣氛                                                                                                                                               

2.參與不同攤位的活動，讓學生分工合

作，發揮團隊精神及展現所長                                                                                                                                                       

3.認識節日的宗教意義，培養靈育發展 

4.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互送

聖誕卡表關愛 

2022 年 12 月 

14-16 日 
小一至中六 60 $2,107.30 $35.12 E1 

宗教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16.  樂團演奏會 

透過欣賞中西樂團的演奏，讓學生近距

離體驗不同類型的樂器，包括中樂和西

樂，擴闊學生在藝術方面的視野及經驗。 

2023 年 4 月及 6 月 小一至中六 60 $3,936.00 $65.60 E1 藝術(音樂) 相片紀錄      

17.  

春季旅行—中國國粹之旅(校內活動) 

體驗不同的中國國粹活動，提升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興趣及認識 

2023 年 3 月 20-24

日 
小一至中六 60 $3,229.40 $53.82 E1 

價值觀教育 

跨學科(其

他) 

42 位學生中，

83%學生表現精

神；92%學生願 

意參與活動的； 

80%學生對活動 

有明顯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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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醫知多少活動 

透過推廣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的醫

學，包括穴位及中成藥，了解身體健康

及重要性及加深對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2023 年 3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21.00 $2.02 E1 

自理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19.  健居館使用推廣活動之穿脫衣物 

透過推廣活動，提升學生對穿脫衣物方

面的知識及技能。(改為實用家居技能活

動) 

2023 年 5 月 小一至中六 60 $66.00 $1.10 E1 
自理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活動改為實用 

家居技能活動) 
     

20.  數學遊戲週 

讓學生透過遊戲重溫數學概念，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2023 年 2 月 小一至中六 60 $1,187.80 $19.80 E1 數學 相片紀錄      

21.  班際運動會 

通過舉辦班際運動會，鼓勵學生參與不

同的比賽項目，以展現學生大肌活動方

面的潛能及學習成果。 

2023 年 3 月 小一至中六 60 $2,192.70 $36.55 E1 
體育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學生獲奬紀錄      

22.  

宗教活動(相聚小聖堂、四旬期) 

通過宗教活動(模擬燃亮聖體櫃)，讓學生

認識天主的愛及教導學生尊重聖物。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相聚小聖堂) 

2023 年 3 月 28-29

日 

(四旬期) 

2023 年 7 月 12 日 

(朝聖) 

小一至中六 60 $1,476.00 $24.60 E1 價值觀教育 相片紀錄      

第 1.1 項總計 60 $531,078.70  

1.2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1.                

第 1.2 項總計 0 $0.00  

第 1 項總計 60 $531,078.70  

  

第 2 項：購買其他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編

號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1 超巿貨品 
到仁仁超巿學習購

物 
$2,309.00 

2 食材 烹飪學習活動 $4,767.40 

3 視覺藝術科物料 
綜合藝術/視藝活

動 
$10,837.80 

4 藍球、網球、拔河用具 大肌活動 $5,183.00 

5 活動層架 全方位音樂活動 $299.00 

6 食材 暑期活動 $788.60 

第 2 項總開支 $24,184.80 

第 1 及第 2 項總開支 $555,263.50 

第 3 項：受惠學生人數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全校學生人數︰ 60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

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

或訓練費用 受惠學生人數︰ 60    

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 100%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例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 沈琬欣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職位： 教師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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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饋與跟進 

 

  本學年是三年發展計劃周期的第三年。學校持續運用以人為本的知識管理策略，檢視

三個關注事項的落實情況及其成效，並制定新一周期的三年學校發展計劃，推動學校持續

發展。 

 

關注事項一：善用數據資料，回饋學與教，加強課程管理 

 

本學年，學與教部組織了不同的研習社群，例如：學科及術科的學習社群、應用不同

教學策略的學習圈，包括：生生互動、照顧學習差異、電子學習等。學校亦就中國語文、

數學及常識科，各科選出初、中、高組的學生，在協調會議中進行討論，協助教師檢視學

生的學習進程，從而完善學與教的規劃及實施。另外，在會議中，教師透過調適教材教具

及教學內容的分享，落實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均有助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整體關注事項一的工作已達標，檢視學與教的質素和數據收集，回饋學與教效能，會

納入恆常工作，在 23-24 年度，課程管理組會繼續推動共同備課，舉辦教師課業互評工作

坊、安排成功經驗示範課的分享，從而持續鼓勵教師自我優化及提升教學質素。 

 

關注事項二：配合教育局同一課程架構的理念，發展具學科元素的校本課程，為學生提供

均衡而寬廣的學習經歷 

 

本學年，各科的校本課程指引亦已逐步完成，已發布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科、大肌

活動(體育)科；已初步完成課程指引內容的科目包括：視覺藝術科、自理科、常識科及資

訊及通訊科技科。另本學年亦完成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 CIPP

課程評鑑的背景及輸入評鑑，教師亦已大致了解這兩科在中央課程及學校課程發展上的定

位及資源。 

  

  本學年，中國語文、數學、常識/公民、視覺藝術、音樂活動及大肌活動科繼續規劃了

四個學習主題大綱，亦組織了不同的學習社群，由這 6 科科主任帶領學習社群教師，按學

習大綱重點來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及進行試教觀課；另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於下學期亦在組內進行研習，擬訂學習大綱及教學計劃，並進行試教觀課，

因此，各科的校本課程已落實於課堂學習中。 

  

在 2023/24 學年，仍需跟進各科的校本課程文件的編寫及修繕工作；另透過規劃不同

的學習主題大綱，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及建構進深的學科知識，並藉學習社群共同備課，

設計更具學科元素的課堂，促進學生學習。同時，下學年亦開始發展學生的科本學習評估，

以回饋各科目課程，讓學生獲得適切的科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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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促進全校參與，落實生涯規劃教育，關顧學生全人發展(，以達致優質的生

活質素) 

 

本學年，學校團隊持續藉講座及工作坊為各持分者闡釋適合嚴重智障學生的生涯規劃

教育學習元素，例如：選擇及決定、溝通技能的學生學習進程級別表現描述及其推行和應

用情況。此外，更開展為學生在選擇及決定和溝通技能方面提供片段作佐證，以實證記錄

學生的學習表現，從而加強班內團隊在這兩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的落實情況。除此之

外，亦開展編訂自我認知及發展閒暇興趣新兩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的學習進程，逐步

把以上 4 項生涯規劃教育學習元素融入各科目和課程中，加強教師在課堂中的應用和落實。 

 

學校亦透過「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康飲食課程」實踐計劃，提升學生和家長的

生活質素，例如：個人發展、人際關係、自我決策能力等。學校亦積極與社區人士協作，

例如：語文科閱讀講故事活動、樂樂國樂團、管樂團欣賞活動等，有助擴濶學生學習經驗，

提升學生生活質素。至於建構生涯規劃電子平台雛型方面，已建構校本學生學習表現電子

數據分析庫的框架，這有助了解及分析全校學生在不同能力的表現，亦可作為建構未來電

子平台整體策劃、實施及評鑑工作的參考。 

 

建議在 2023/24 學年，學校以小步子試行「我的一頁檔案」，從而持續優化學生生涯規

劃發展及生涯規劃表設計。至於教師與專責人員協作方面，可加強專業知職融入課堂教學

中，參與學習社群共同備課等。另參考學校發展日全校教職員的意見，指出生涯規劃教育

學習元素仍需加強發展，並有系統地與課程作連結，故此項目將成為 2023/24 至 2025/06

新一周期關注事項的發展工作。 

 

疫情過後，本學年學校各項運作也逐步復常，樂仁學校全體教職員將繼續持守明愛精

神—「以愛服務．締造希望」，與各持分者共同努力，讓學生過著精彩和豐盛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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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錄 

 

附錄 1.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年度報告(2022/23) 

教育局通告第 3/2021 號「國家安全：維護安全學習環境培育良好公民」，學校須按照當中的指引，盡快檢視學校不同範圍的工作，作適當跟進。

學校須制定相關措施，維護安全有序的校園學習環境，並培育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範疇 措施 推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管理與組織 

 統籌國家安全教育，培育學生的品德操

守、愛國情懷及認識中華文化，提升學

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統籌全校各部組計劃、實施和評鑑有關

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 

 

 建議及安排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參與有

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培訓活動 

 

 加強與天主教核心價值，價值觀教育及

關愛等學校文化聯繫 

 

 

 學與教部規劃在學科教學、節日活動、

閱讀中融入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及

價值觀教育等元素；而學生支援部亦透

過品德小天使計劃、不同類型活動如旅

行、宗教活動等，認識中華文化，幫助

學生培養良好的品格。學校從多向度培

育學生的品德操守、愛國情懷，提升學

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各部組推行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

活動均經部長或組長或科主任審閱活

動計劃及活動後進行評估及紀錄學生

的表現。 

 

 知識管理組透過電郵向全校教職員發

布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培訓活動，鼓勵

同事參與(詳見教職員培訓)。家長方面

除鼓勵陪同其子女參與校內活動外，亦

 

 學校透過管理與組織部統籌「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

作，能有計劃地發展及培育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建議為了有序地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可

按年發展不同的國家安全範疇，讓學生

在十二年的學習生涯中，經歷所有國家

安全教育內涵。 

 

 各項學習活動的計劃雖經由部長或組

長審閱，建議以統一表格的方式撰寫及

存檔於指定位置，以作日後參考。 

 

 除安排教職員、家長參與有關國家安全

教育的培訓活動外，可向其推介閱覽相

關書刊、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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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長日向家長講解國家安全教育

的範疇。 

 

校舍管理 

 確定校園巡查程序，提示巡查員如發現

校園內、外有展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

字句或物件之處理方法，以確保校園安

全有序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包括租借校

園設施及定期檢視圖書館藏書），確保

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有關校舍管理指引已涵蓋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 

 

 同時，於校園巡查備忘中亦提醒巡查員

留意校園環境，以監管校園環境，確保

校園安全有序。 

 

 添購圖書時亦提醒相關教職員留意書

刊內容有否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危害國

家安全的內容，並定期檢視圖書館藏

書。 

 

 

 校舍管理機制及巡查程序完善，校園環

境及設施安全有序。 

 

 配合教育局的指引適時修繕相關指

引，完善機制。 

修訂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 

 確保校園內進行的所有活動及以學校

名義舉辦的活動（包括學生活動、課外

活動、邀請校外嘉賓演講、義工、服務

團體或家長教職員會為學生舉辦的活

動、校外導師任教的活動等）不會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完善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安排，於各重

 

 按「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籌辦各項

校園內進行的活動 (包括邀請外界機

構、義工及外購服務為家長、學生舉辦

的活動)，均沒有抵觸或危害國家安全。 

 

 透過國家安全教育組統籌學生參與有

關國家安全的活動，如每星期、學校重

要日子及特別慶典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指引清晰，

同事所舉辦的學生活動或家長活動均

沒有抵觸或危害國家安全。 

 

 從觀察中，學生在升掛國旗的儀式中表

現出恰當的禮儀，故建議繼續讓每位學

生平等參與升掛國旗及實體參與升掛

國旗儀式，從而加強學生的國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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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節慶日子、學校重要日子及特別慶典

(包括開學日、國慶日前夕、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周年紀念日前夕等)升掛國

旗及奏唱國歌 

 

歌、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等。  配合教育局的指引適時修繕相關指

引，完善機制。 

持續完善本校《危機處理手冊》 

 完善危機管理機制，以應對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國家安全教育—政策及運作指引」中

已涵蓋應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的應變措施及基本程序。 

 

 

 雖然校內並沒有出現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或活動，但建議在《危機處理

手冊》中加入相關的示例。 

人事管理  在聘任時，提示職位申請人必須遵守

《香港國安法》 

 

 於每個學期初，提示教職員閱讀《香港

國安法》文本，教職員必須奉公守法，

並簽閱文件 

 

 持續進行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

制，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

現及操守 

 

 確保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

員的工作表現和操守符合要求，包括防

範及制止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和其他法律的活動 

 照程序運作，教職員都合作進行。 

 

 在聘任時，加強提示職位申請人必須遵

守《香港國安法》。 

 

 新聘職員到職後，提示其閱讀有關《香

港國安法》的文本，共十一位新教職員

完成閱覽。 

 

 學校遵從明愛特殊教育部的績效評核

指引，適時及適當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

現及操守。 

 

 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

時，已在標書中列明有關香港國安要

 持續透過有效的機制進行人事管理及

績效評估，教職員明白保持專業態度、

審慎處理工作及專業操守的原則。 

 

 關於國家安全方面，人事管理沒有遇到

問題。 

 

 須要持續遵行相關人事管理措施，確保

教職員知悉國家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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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而該人員的工作表現和操守符合均

要求。 

 

教職員培

訓 

 鼓勵教職員參加國家安全相關的專業

發展活動，促進學校各級人員了解《香

港國安法》的內容 

 

 

 

 

 

 

 

 

 

 

 

 

 透過電郵向教職員公布由教育局及其

他機構舉辦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專業發

展活動資訊，並鼓勵同事參與相關培訓

活動。 

 

 推薦負責國家安全教育的教職員及新

教師參與相關培訓，從而了解《香港國

安法》的內容。 

 

 透過早會介紹國家安全相關讀物，例如

《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國，

讓教職員了解《香港國安法》概況，並

鼓勵教職員閱讀相關書籍。 

 

 本學年共有 6 位教師(29%)，當中包括

負責國家安全教育統籌及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教師，參加了校外舉辦的國家安

全相關專業發展活動，培訓時數共 29

小時。 

 

 90%在職教師在 3 年內曾參加教育舉辦

的國家安全相關培訓活動，提升對《香

港國安法》內容的了解。 

 

 下學年持續推廣國家安全相關的專業

發展活動資訊，並於培訓後在早會向全

校教職員分享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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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透過不同科目的課程及舉辦全方位學習

活動，從而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培養中華文化價值觀及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 

 於不同科目中，設計與中華文化相關的

教學主題/活動及教材教具，例如：中

國語文科、常識科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設計與中國節日(例如：中秋節、農曆

新年、端午節等)的教學內容/活動、於

術科科目設計不同的中國藝術(中國臉

譜、中樂、中國武術等)教學內容/活動 

 

 

 

 

 

 

 

 

 

 

 

 

 

 

 於本學年，中國語文科、常識科、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三科以跨科協作的形式

舉辦了傳統中國節日 (中秋、農曆新年

及端午)的不同的形式學習活動，當中

包括：閱讀十二生肖故事、認識吃團年

飯的習俗、製作傳統節日小食等，以不

同的多感官活動，學生加深了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培養中華文化價值觀及加強

國民身份認同。 

 

 視覺藝術科於第三學習期以中國面譜

藝術為主題，介紹中國面譜的背景、文

化及特色，透過動手製作中國面譜，加

深學生對中國面譜的認識及讓學生創

作出獨特的中國面譜作品。 

 

 音樂活動科於第三學習期以音樂元素--

音色--平喉和子喉作學習主題，讓學生

聆聽粵劇中不同音色，在課堂中，學生

認識平喉、子喉的音色，亦進行水袖功

及扇子功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的中華

文化，以加強對文化安全的認識，同時

亦能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在中國語文科、常識科、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的科組工作會議上，教師都贊成以

跨科協作的形式舉行節日活動，能加強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透過問卷調查

訪問全校老教師，達 90%任教教師都認

同舉行中國節日活動（中秋、農曆新

年、 端午）可以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透過活動，能加強學生對文化

安全的認識，同時亦能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建議繼續舉行中華文化相關節日活

動及課堂活動，並滲入閱讀元素，從中

推廣中華文化及進行價值觀教育。 

 

 視覺藝術科透過中國面譜的學習主

題，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手工藝的特

色；同時讓學生認識在傳統的戲曲中，

不同的面譜造型及顏色，標誌著不同角

色，繼而體驗繪畫/製作面譜，學習當中

的藝術知識及技能。達 100%受訪教師

認為透過中國面譜藝術能推廣中國藝

術文化，有助擴濶學生藝術創作的視野

和經驗。 

 

 學生在課堂中聆聽平喉和子喉的唱腔 

時表現專注。透過訪問，教師認同以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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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如：舉

辦「中醫知多少」活動、邀請校外團體

到校進行中樂演奏、中國武術活動，以

增加學生對中華文化認識及經驗 

 

 

 

 

 

 

 

 

 

 

 

 

 

 

 

 

 

 

 

 

 

 自理/HMSC 科於 2023 年 3 月份舉行了

「中醫知多少之樂仁中醫館」活動，共

有 9 班學生參與。透過「望問聞切」讓

學生認識及體驗中華文化。 

 

 

 音樂活動科於本學年邀請了外界中樂

團到校演出，中樂團以中樂--古箏、二

胡、中國鼓、揚琴等演出多首著名的中

國樂曲，例如：喜洋洋、金蛇狂舞、賀

新年、彩雲追月、紫竹調等，加強學生

對中國樂器的認識，擴闊他們聆聽的經

驗；同時，音樂活動科亦於活動中推廣

價值觀教育--守法守規的學習，讓學生

學習在聆聽樂團演出時，安坐座位及保

持安靜。 

 

曲的唱腔作學習主題，能加強學生對中

華文化的認識。 

 

 建議繼續於各科學習主題中融入不同

範疇的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除了學習

文化安全方面的國家安全內容，亦能擴

闊了解其他範疇的國家安全內容。 

 

 全體教師認為是次活動能給予學生一

個另類的醫療體驗，讓學生認識中國醫

術的精髓；亦能幫助學生注意個人健

康，並透過中醫醫學，學習預防疾病的

方法。 

 

 學生專注聆聽中樂團的表演，部份學生

於互動的部份亦有動手玩奏中樂。根據

問卷回應，達 80%或以上教師認同，中

樂團到校演出，能加強學生對中國音樂

的認識、有助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而

在中樂團演出時，達 80%或以上教師認

同學生有專注表現。建議繼續邀請不同

類型樂團到校演出，豐潤學生的學習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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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國語文科，設計培養價值觀相關的

教學主題(例如：守法)及教學活動 

 

 中國語文科科組配合國安教育(社會安

全)，設計《外出須知(金山郊野公園)》

及《外出須知(西九文化區) 》課堂活

動，讓學生學習守法守規，並已設計多

個中華文化主題的教學活動，例如《后

羿射日》、《上茶樓》及唐詩等課堂活

動，並以跨科合作的活動形式舉行語文

及數學科跨科學習主題《上茶樓》及節

日活動(例如：中秋節、農曆新年、端

午節等)， 在節日活動滲入閱讀元素，

透過閱讀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

趣，促進學習。所有回應問卷的教師認

同節日活動中的閱讀元素可以幫助學

生增加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培養守規

的價值觀(13 位同事回應)。 

 於跨科學習主題《上茶樓》，能讓學生

到學校的飲食實驗室進行上茶樓的學

習活動，學生對不同的點心及茶亦感興

趣，透過活動，能加強學生對文化安全

的認識，同時亦能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建議繼續舉行中華文化相關節日活動

及課堂活動，並滲入閱讀元素，從中推

廣中華文化及進行價值觀教育。 

 

 閱讀是有效的策略去推廣中華文化及

進行價值觀教育，建議繼續舉行中華文

化相關節日活動及課堂活動， 並滲入

閱讀元素，從中推廣中華文化及進行價

值觀教育。 

 

學生訓輔

及支援 
推行「品德小天使」獎勵計劃：以守法及

國民身份認同，作為本年度重點培育學生

價值觀和態度 

 守法： 

—建立群體的意識，明白生活在社會中

遵守法規是公民的基本責任 

—從學校開始，教導學生在學校遵守規

則 

      1.律己：約束自己，對自己有要求 

      2.慎獨：當自己一個人獨處無人監督

 本學年培育的價值觀為「守法」及「國

民身份的認同」，以培養學生成為守法

的良好公民--遵守班規、校規，以及遵

守香港的法津。學生透過全年的活動，

包括在開學禮時各班訂立班規，以及在

學習活動上刻意安排模擬情境或進行

虛擬實境遊戲，例如：乘搭港鐵、過馬

路等，並在日常生活及學習活動中，建

立遵守法規的意識。在學習活動的過程

中，教師觀察學生的表現，並按月記錄

 各班完成「守法行動小冊子」，全年共

有 41 位學生獲得「品德小天使之守法」

獎狀，以作表揚。 

 

 啟發潛能及其他學習經歷組經過組內

檢討，組員一致認為一年七次記錄「守

法行動小冊子」較密，令教師未有足夠

的時間評估學生在該價值觀的表現。建

議下學年改為一年記錄四次，按學習期

完結為學生記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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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要謹慎守規 

—與學生訂定與守法相關的目標，並於

學年進行學習及遵守 

 

 國民身份認同： 

—於開學日、國慶日、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周年紀念

日、散學禮等，升國旗及奏唱國歌，

讓學生實踐尊重國旗及國歌的品

德，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 

—半日戶外學習活動安排學生參與不

同的文化活動，例如參觀歷史博物

館、牛棚藝術公園、香港文化博物

館、李鄭屋漢墓等，加強對國家及香

港文化及歷史的認識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 

以「太空安全」為主題，透過相關的活

動，加強學生對太空安全的體驗及認識 

 

 

 

於「守法行動小冊子」，全年共有了七

次記錄，由班主任提名學生獲得「品德

小天使之守法」奬狀。 

 

 每週一次及在特別的日子，例如開學

日、國慶日、國家憲法日、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紀念日等，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歌，並安排學生作為升旗手參與升旗活

動。 

 

 由於疫情防感染關係，本學年學生仍未

能於校外進行室內學習，雖戶外學習已

於 4 月 17 日開始可以進行，但經啟發

潛能及其他學習經歷組視察場地後，暫 

只開放西九龍文化區、汀九機場核心計 

劃展覽中心、石硤尾公園及城門谷公園

供教師選擇，帶領學生進行戶外學習活

動。故未能按原訂計劃進行。 

 

 於 2023 年 4 月舉行了「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之太空安全」活動。活動中，學

生認識中國航天的發展史，穿上太空

服，模仿火箭升空及於太空中尋找不同

的星球等的活動。 

 

 

 

 

 

 升掛國旗能讓學生認識升旗的禮儀，實

踐尊重國旗及國歌的品德，並能提升學

生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持續留意及發掘適合學生參與的戶外

學習活動及地點，期望下學年能開放學

生參與，透過適切的活動，加強學生對

國家及香港文化及歷史的認識。 

 

 

 

 

 

 

 

 全體教師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對太空

安全及科技的認識，並能提升學生國民

身份的認同感。學生在活動的過程中， 

亦表現專注。建議下學年可以不同主題

活動進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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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每週早會代禱，促進校園關愛的氛

圍 

 

 

 

 

 

 積極推展宗教及品德教育，以多元化活

動方式，培育學生品德及正面價值觀，

如：教育主日分享、四旬期愛德活動等 

 

 

 每週收集代禱事項，並每週一次在早會

安排「樂仁家代禱」時段，在這時段讓

教職員安靜身心，同心禱告，並聆聽有

關宗教訊息的分享。 

 

 

 

 按禮儀年曆及行事曆舉辦宗教活動，包

括：相聚小聖堂、聖誕報佳音、四旬期

活動及聖母敬禮，透過活動，讓學生實

踐核心價值，例如：愛、生命，並培養

學生品德及正面價值觀，例如：關愛、

尊重他人等。 

 85%教職員認同「樂仁家代禱」 能帶出

正能量訊息及建構關愛文化。宜持續以

不同角度分享正能量及符合工作內容

的訊息。建議下學年繼續進行「樂仁家

代禱」，互相守望，但內容建議先作整

理及精簡。 

 

 90%的教職員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的

靈育發展及能有助學生實踐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例如：愛、生命。學生對

聆聽聖經故事及詩歌，反應尤佳，值得

繼續進行類似的活動。 

 

 宗教及品德教育組經過組內檢討，組員

一致認為全年活動次數偏多，建議下學

年更聚焦安排活動，例如：按天主教禮

儀年曆當中重要的節日，安排相關活

動，而較細碎的活動，例如：主保瞻禮，

則以學習錄像形式推廣。下學年將繼續

與外界團體保持緊密而有質素的協作。 

 

家校合作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加強家校合作，攜

手以愛心引導和培育學生 

 把《香港國安法》資料存放於家長資源

室供家長參閱，讓家長持續認識和了解

 已於 2021 年 9 月起，把《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存放在學校

家長資源室，讓家長到校時可參閱相關

資訊。 

 透過家長教職員會、家長日活動，能讓

家長初步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範疇，並

了解學校的教學及不同的學習活動如

何幫助學生成為一個守法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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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的內容 

 

 家職會會議簡介學校國家安全教育在

不同範疇的推行措施，讓家長認識及與

子女一同參與 

 

 

 於家長教職員會議中，向家長講解及報

告學校舉辦的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活

動，讓家長認識活動內容及涵義，並鼓

勵家長陪同子女一同參與活動。 

 

 於家長日為家長舉辦了「國民教育在樂

仁」，讓家長簡單認識國家安全教育的

範疇及如何在該範疇內配合學生的學

習。 

 

及提升國民身份的認同。 

 

 建議可善用家長教育津貼邀請校外專

家為家長舉辦不同的培訓活動，以提升

家長照顧、培育學生積極正向的生活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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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其他學習經歷活動報告 2022/2023 

 

   啟發潛能及其他學習經歷組配合學生的生涯規劃及個別學習的需要，統籌及協調

各科組的全方位及其他學習經歷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實踐所學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由於疫情關係，除走讀生外，本年度尚未能安排學生參與校外的學習活動，因此特別

安排了兩次校內的學生旅行活動，主題分別為「重遊荔園」及「中國國粹之旅」，讓學

生透過模擬的情境、不同的攤位透戲，體驗及感受多元學習活動的樂趣。 

 

活動 日期 主辦機構 備註 

開學禮 2022.09.01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視像方式進行 

烈士紀念日及國慶

日活動 

2022.09.30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品德小天使活動 2022.10 

至 

2023.0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全年共進行了七次「品德小

天使之守法」提名活動，共

有 41 位學生獲得表揚 

「醫、家、校合作生

涯規劃健康飲食課

程」實踐計劃：外界

廚師烹飪活動 

2022.11.07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家長及智班到 Foodlab 實

體參與，愛、孝、敬、勇班

學生以視像方式同步進行 

2022.11.09 家長及望班到 Foodlab 實

體參與，信、仁、勤、聰、

毅班學生以視像方式同步

進行 

主保瞻禮 2022.11.04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及視像方式進行 

秋季旅行-重旅荔園 2022.11.18 

至 

2022.11.25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聖誕報佳音 2022.12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宗教及品德教育組巡迴各

班進行活動 

國家憲法日活動 2022.12.01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聖誕聯歡 2022.12.13 

至 

202212.1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2023.01.0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以班本形式進行 

「性教育之青春期」

活動 

2023.01.04 

至 

2023.01.19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康文署運動示範活

動—椅上伸展 

2023.01.10 康文署學校體育推廣 

計劃 

以視像方式進行 

農曆新年活動 2023.01.16 

至

2023.02.10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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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遊戲週 2023.02.20 

至 

2023.02.24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新春探訪 2023.02.22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各班裝飾小盆栽，然後由宗

教及品德教育組帶領智班

學生到明愛醫院老人科日

間醫院將小盆栽送給長者 

樂仁中醫館活動 2023.03.13 

至 

2023.03.1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春季旅行— 

中國國粹之旅 

2023.03.21 

至 

2023.03.30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醫、家、校合作生

涯規劃健康飲食課

程」實踐計劃：一小

時一餸一湯健康飲

食製作活動 

2023.04.19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家長及望班到 Foodlab 實

體參與，其他學生以視像方

式同步進行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活動之太空安全 

2023.04.20 

至 

2023.04.2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中國語文及常識科

跨科上茶樓主題活

動 

2023.04.21 

至

2023.04.27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自理科學習範疇推

廣: 實用家居技能

活動 

2023.04.24 

至 

2023.04.27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醫、家、校合作生

涯規劃健康飲食課

程」實踐計劃：一小

時一餸一湯健康飲

食製作活動 

2023.04.28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家長及仁班到 Foodlab 實

體參與，其他學生以視像方

式同步進行 

康文署運動示範活

動—健體律動 

2023.05.04 康文署學校體育推廣 

計劃 

以視像方式進行 

班際運動會 2023.05.05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上午仁、勤、孝班學生到學

校禮堂實體參與，聰、智班

學生以視像方式同步進行 

下午信、望、愛班學生到學

校禮堂實體參與，勇、毅班

學生以視像方式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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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敬禮 2023.05.24 

及 

2023.05.30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宗教及品德教育組巡迴各

班進行活動(校二學生停

課) 

管樂團演出 2023.06.0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仁、勤班學生到學校禮堂實

體參與，其他學生以視像方

式同步進行 

說故事閱讀活動 2023.05.31 

至 

2023.06.08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除智、聰、勇、毅班學生以

視像方式進行，其他學生到

學校禮堂實體參與  

STEM 週 2023.06.05 

至 

2023.06.09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電競比賽 2023.06.19 

至 

2023.06.23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端午節活動 2023.06.12 

至 

2023.06.1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中國共產黨 102 周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活動 

2023.06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校二學生到學校禮堂實體

參與，其他學生以視像方式

同步進行 

朝聖 2023.07.12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由宗教及品德教育組帶領

智班學生到何文田教區傷

殘人士牧民中心 

暑期閒暇班 2023.07.31 

至 

2023.08.18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班本形式進行 

半日戶外學習活動 2022.10 

至 

2023.07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以遊車河形式及到指定校

外學習地點，全年共進行了

33次校外學習活動(不包括

暑期閒暇班校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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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學校專業發展活動報告 

學校通過知識管理策略，按學校關注事項、學校發展需要，例如生涯規劃、課程管理、STEM

教育等，規劃不同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職員的專業成長，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

本學年教職員專業發展活動，現詳列如下： 

校內 主題 培訓舉行日期 時數 

1 性格透視工作坊 2022.08.09 2.75 

2 護理講座及考核 2022.08.29 6.5 

3 班主任的故事 2022.08.30 2 

4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到校支援服務：電

子書製作 
2022.08.31 1 

5 引導式教育 2022.09.07 0.5 

6 流程及視覺提示教學策略分享 2022.09.14 0.75 

7 校巴安全扣及手推車講座及工作坊 2022.09.20 1 

8 戶外活動學生癥狀處理指引講座 2022.09.22 0.5 

9 ICT 科—眼動儀教學策略講座 2022.10.24 0.75 

10 
課程發展組-共同備課、說課、學習大綱介

紹 
2022.11.01-2023.05.05 35 

11 「生生互動」教學示範工作坊 2022.11.02 1 

12 教職說故事—愛心(Loving)1 2022.11.07 1 

13 換片程序培訓 2022.11.18 0.5 

14 物資管理知多少 2022.11.28 0.5 

15 Art 緊生命! 生死教育藝術小組 

2022.11.25 

2022.11.29 

2022.12.06 

2022.12.13 

4 

16 聯校教職員進修日 2022.12.05 7.5 

17 護理組—MRSA 培訓 2023.01.06 1 

18 教職說故事—愛心(Loving)2 2023.01.18 0.75 

19 公民科 . 知多少 2023.02.07 0.5 

20 「生生互動」教學示範工作坊 1、2 2023.02.20 1 

21 讀書會—領導(Leading)-1 2023.02.22 0.75 

22 我的一頁檔案(One Page Profile) 2023.03.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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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主題 培訓舉行日期 時數 

23 教職專業發展日 2023.03.03 6 

24 讀書會—領導(Leading)-2 2023.03.15 0.75 

25 「溝通易 3.0」培訓工作坊 2023.04.25 1.25 

26 教職專業發展日—兒童紓緩服務 2023.05.19 1.75 

27 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課程框架簡介 2023.05.19 1.5 

32 教職專業發展日 2023.05.19 3.25 

33 課業分享會 2023.06.02 1.5 

34 教學策略學習圈分享會 2023.06.07 1.5 

  總時數 91.75 

備註：以上校內專業發展活動計算由 2022.07.15- 2023.07.14 止。 

 

學校除了策劃不同的培訓活動，亦鼓勵教職員按學校發展及教學需要參與校外專業發展

活動，包括課程、STEAM 教育、國民教育、照顧學習差異、處理及防止兒童受虐措施等不

同層面。2022/2023 學年教職員參與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現詳列如下： 

 

校外 項目 培訓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時數 

1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知識

增益系列：國家自改革開放

以來的發展（新辦） 

2022.08.11 教育局 2.5 

2 

Music Therapy in the ECE 

Classroom: Strategies for 

Teachers to Enhance 

Inclusivity 

2022.08.17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

教育學系 
1.5 

3 Phototherapy for dermatology 2022.09.24 
香港兒科護理學院

講座 
1.5 

4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

版)簡介會 
2022.09.27 教育局 2.5 

5 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 2022.09.30 
教育局 中國文化研

究院 
2.5 

6 明愛樂 LOK 實驗室 
2022.10.07- 

2023.03.17 
明愛特殊教育 13.5 

7 
認識及支援專注力不足及過

度活躍學童 

2022.10.12- 

2023.01.11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 
42 

8 
幼兒 Messy Play 導師培訓課

程 

2022.10.13- 

2022.11.02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

進修中心 
8 

9 

Communication and Delivery 

System, Security and School 

Management 

2022.10.20 教育局 1.5 



77 

 

校外 項目 培訓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時數 

10 
《憲法》、《基本法》及國

安教育校董培訓講座 
2022.10.25 教育局 3 

11 

優質教育基金— 「校本 

STEM 教育及設立 STEM 

ROOM 計畫」分享會 

2022.10.28 五邑鄒振猷學校 1 

12 
家教會的功 能與運作及 家

教會活動 的籌辦 (I) 
2022.10.28 教育局 2 

13 
香港智障服務人員協會周年

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 
2022.10.29 

香港智障服務人員

協會 
3 

14 
聽覺健康及支援聽覺受損學

童 

2022.11.04- 

2023.01.06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 
30 

15 
「感官室」對智障學童的學

習成效分享會 
2022.11.05 明愛樂義學校 3 

16 

優化殘疾人士住宿照顧服務

輪候機制(CRSRehab)網上簡

介會 

2022.11.10 社會福利署 1.75 

17 
辨識和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個

案及預防方法研討會 
2022.11.15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

組 
3.5 

18 學生健康在我手 2022.11.15 教育局 1.5 

19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

列：運用電子學習工具提升

小學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效

能（基礎程度） 

2022.11.16 教育局 1.5 

20 

STEAM 教育知識增益系

列：應用科學過程技能於小

學 STEAM 教育工作坊 

2022.11.16-17 教育局 3 

21 
「中國語文科專題工作坊系

列：鑑別、編選和自寫教材」 
2022.11.21 教育局 1 

22 

全港特殊學校專業發展講座

-處理及防止兒童受虐的措

施 

2022.11.24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1.5 

23 
誰能明白我--智障人士行為

和藥物治療的反思 
2022.11.24 

嚴重弱會人士家長

協會 
1.75 

24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

列：運用電子學習工具促進

小學中國語文科的自主學習

（基礎程度） 

2022.11.29 教育局 1.5 

25 
正向校園安全管理系統，人

本脫身法及約束法認證課程 
2022.12.03 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7 

26 
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 

(2022-2023)  

2022.12.05- 

2023.02.13 
教育局 240 

27 
財務管理及策劃模組工作坊

(模組概覽) 
2022.12.15 教育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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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項目 培訓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時數 

28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特殊

學校教師助理/教學助理培

訓工作坊 

2022.12.28-29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

學習需要與融合教

育中心 

12 

29 

收錄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教

師 STEAM 教育知識增益課

程（健康與生活、人與環

境）—工作坊（重辦） 

2023.01.06-07 香港教育大學 7.5 

30 
財務管理及策劃模組工作坊

(預算) 
2023.01.12 教育局 3 

31 
中國語文科專題工作坊系

列: 鑑別、編選和自寫教材 

2023.01.16- 

2023.03.20 
教育局 15 

32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suicidal risk 
2023.02.01 明愛樂恩中心 1.5 

33 特殊教育(讀寫障礙)  
2023.02.02- 

2023.06.15 

香港大學校外進修

課程 
60 

34 學校安全與保險 2023.02.08 明愛特殊教育部 3 

35 

新入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 -

《憲法》、《基本法》及國

安教育培訓課程 

2023.02.08 教育局 3 

36 
PLAY For Children Health 

Seminar 
2023.02.11 

Playright Children’s 

Play Association  
5.5 

37 
牧民專業發展日：鹽田梓戶

外靈修日 
2023.02.16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

會 
5.5 

38 參觀靈實恩光學校 2023.02.16 靈實恩光學校 3 

39 
「及早識別及支援家暴影響

學童」研討會 
2023.02.17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

組 
4 

40 
「及早識別及處理懷疑虐待

兒童個案」網上自學課程 
2023.02.19 教育局 3 

41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

最新安排 
2023.02.22 教育局 2 

42 認識及支援資優學童 
2023.02.22- 

2023.05.31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 
42 

43 
「採電學社」小學教材套培

訓講座 
2023.02.24 

機電工程署與環境

及生態局和教育局 
3 

44 
高級保健員訓練課程(精神

科護理) 
2023.03.01-10 香港紅十字會 3 

45 
21小時小學生涯規劃教育證

書課程 (2022/23) 

2023.03.04- 

2023.04.22 
教育局 21 

46 
「我要高飛」生命教育分享

活動 
2023.03.18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

服務處 
3.5 

47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簡介

會 
2023.03.24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

協會有限公司 
2.5 

48 新入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 2023.04.04 新入職教師核心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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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項目 培訓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時數 

(一)(2022/23) - 教師專業身

份 

訓課程(一)(2022/23) 

- 教師專業身份 

49 參觀明愛康復單位 2023.04.13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 6.25 

50 
新教師核心「T-標準+」網上

課程 
2023.04.19 教育局 3 

51 

 Interactive Workshop: 

Children under the Court's 

Protection 

2023.04.19 
Asian Academy of 

Family Therapy  
2 

52 

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周年分

享會系列 （2022/23） 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 

2023.04.19 

教育局課程支援分

部中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 

2.25 

53 
教學助理﹝牧民﹞專業發展

日，主題：輔導 
2023.04.20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及 教區青年牧民委

員會合辦   

7 

54 
2022-2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

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八) 
2023.04.22 

動中文方案有限公

司 
3.5 

55 

「國情教育」知識增益網上

課程系列： (1)《憲法》和《基

本法》（2022/23 學年第七期）

（重辦） 

2023.04.25 教育局 3 

56 

「國情教育」知識增益網上

課程系列： (2) 國家安全

（2022/23 學年第七期）（重

辦） 

2023.04.25 教育局 3 

57 學校發展 CoP 2023.04.29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

校 
2 

58 
醫、家、校合作生涯規劃健

康飲食課程 
2023.05.06 

教育局及明愛賽馬

會樂仁學校 
2 

59 天主教學校教師日 2023 2023.05.25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

辦 
2 

60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系列：《小

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簡介會 （網上課程 一錄影

重溫） 

2023.05.27 教育局 2 

61 牧民專業發展日 2023.06.08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5.5 

62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

劃學校」全港分享會 - 運用

多元學與教策略或全人增值

模式訓輔計劃照顧學生的多

樣性及特殊學習需要 

2023.06.16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

校 
2.5 

63 
提升學生精神健康，支援高

危學生 
2023.07.10 教育局 2.5 

64 
「學校專業價值觀和操守」

學校培訓資源套簡介暨學校
2023.07.12 教育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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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項目 培訓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時數 

經驗分享會 

65 

《憲法》和《基本法》小學

教師知識增益網上課程（6

小時） 

/ 教育局 6 

66 
「及早識別及處理懷疑虐待

兒童個案」網上自學課程 
/ 教育局 3 

備註：以上校外專業發展活動計算由 2022.07.15- 2023.07.14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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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報告(2022-23) 

 

校長姓名﹕馮秀儀 

模式 項目 
*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培訓時數 
I II III IV V VI 

有系統的學習 

 (面授課堂) 

新任校長專業發展課程 (教育局)       30 

機構參訪 

新任校長專業發展課程-機構參觀：青

協領袖學院及故宮文化博物館 (教育

局) 

      6 

參觀明愛康復單位：樂務綜合職業訓

練中心及 

明愛樂健工場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 

      6 

研討會 深圳香港校長交流論壇 (教育局)       6 

主題講座 

新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培訓 (明

愛特殊教育服務) 
      12 

法團校董會聯校校董培訓「價值教

育：宗教及道德教育框架」(明愛特殊

教育服務) 

      3 

天主教校董培訓「財務管理與監控」

(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2021-2024 學

年支援法團校董會的運作及加強校董

會成員培訓服務」) 

      3 

行政人員培訓 (明愛特殊教育服務)       21 

聯校教職員進修日「挑戰與蛻變」 

及「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明愛特

殊教育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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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項目 
*主要領導才能範疇 

培訓時數 
I II III IV V VI 

全港特殊學校專業發展講座「處理及

防止兒童受虐的措施」及校舍參觀 
      3 

天主教學校教師日 2023       2 

實踐學習 

學校自評: 跟進周年計劃推行情況及

擬定下周期發展計劃 
      20 

參與評課及跨專業協作       100 

為教育界及社

會服務 

接待本地與內地姊妹學校及其他外界

人士/團體到校參觀或參與活動 
      15 

亞洲知識及創新論壇分享知識       3 

支援香港明愛及社區慈善或義務服務

活動 
      15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聽障人士復康計劃

顧問委員成員 
      9 

深水埗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籌備

專責小組成員 
      10 

總時數 270 

備註：*領導才能範疇 

Ⅰ 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 Ⅳ 員工及資源管理 

Ц 學與教及課程 Ⅴ 質素保證及問責  

Ш 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 Ⅵ 對外溝通及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