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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2016/17 至 2018/19)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 

1. 加強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3. 促進個人成長，加強品德培育，確立人生目標 

 

關注事項 預期成果/目標 策略 
時間表 

16/17 17/18 18/19 

1. 加強照顧學習多樣

性，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 

教師能認識並應用照顧學生

學習多樣性的技巧 

 成立「學習多樣性」專責小組，加強全校教師對「學習多樣性」的

培訓 (包括課堂提問、 課業及評估設計等)，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

習多樣性的意識及技巧。 

 發展課堂提問技巧，(不同層次的問題，追問、轉問等)，啟發學生

思考。 

 利用課堂結束前五至十分鐘評估，檢視課堂學習成效，掌握學生的

進度及難點，以調整教學步伐及運用適切的教學策略，提升課堂教

學質素。 

 參考成功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學校，邀請專家到校分享交流。 

 「學習多樣性」專責小組分析及跟進各項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措施

的數據。 

 

 

 

 

 

 

 

 

 

 

 

 

 

 

 

 

 

 

 

 

 

 

 

 

 

 

 

 

 

 

各科建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資料庫 

 制訂全校性/各科有效的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策略(如劃分基礎及

延伸部分，在課堂上作分層教學活動設計等)，以延展不同能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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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潛能。 

 各主要學習領域分享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心得及技巧。 

 各科總結「學習多樣性」專責小組分析及交流結果，建立共備材料

資料庫，以提供資源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將校本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成果和資料庫與其他學校分享交

流，不斷優化實踐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效能。 

 

 

 

 

 

 

 

 

 

 

創造空間進行按能力分組，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於高中逐步實施聯課節安排，按能力分組，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按學生的能力，於課後舉辦不同的拔尖班（深廣度及趣味性）及保

底班，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締造成功學習經歷。 

   

教師能認識並實施自主學習

的策略 

 成立「自主學習」研究小組，與全校教師分享心得，加強全校教師

對「自主學習」的培訓 (包括自主學習策略和方法、課前預習的活

動和工作紙設計等)。 

 由班主任領導建立班本形式的自主學習常規 (包括座位編排、固定

分組模式、小老師等)，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營造良好學習氛

圍，為推動自主學習建立穩固的基礎。 

 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認識學習動機與自主學習的關係，教師能就

教學內容設計合適課堂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將「自主學習」教學的成功經驗與同工分享，促進專業交流。 

 

 

 

 

 

 

 

 

 

 

 

 

 

 

 

 

 

 

 

 

 

 

 

 

 

 

成立自主學習資源庫  按照學生不同學習階段，各科組循序發展學生的自學及研習能力，

提供更多實踐自學和訓練多角度思維的機會，提升學生共通能力。 

 各科能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課前預習的活動、工作紙及學習活動，

並聚焦實踐於課堂教學時的效果。 

 各科收集科內對自主學習的材料、設計、成果與心得，成立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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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庫。 

 將校本自主學習的成果和資源庫與其他學校分享交流，不斷優化實

踐自主學習的效能。 

 

 

 

 

 

 

2.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優化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觀課回饋。 

 教師拍攝自己課堂作教學心得分享交流，互相學習教學技巧，探討

如何運用多元的教學策略，促進教學的成效。 

 加強與友校聯繫，互相觀課，增加教師交流機會及培養觀摩和評鑑

文化。 

 優化觀課評估機制，配合學校發展，推行焦點式觀課。 

 

 

 

 

 

 

 

 

 

 

 

 

 

 

 

 

加強策劃及自評技巧的掌握  與教育局、本地友校及專業機構交流、合作，加強中層人員專業培

訓及提供支援，提升他們對校本規劃工作的掌握及專業領導能力。 

 邀請「自評」專家作顧問，透過培訓及交流活動，加強教師自評的

技巧。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針對學校及教師個人發展需要，教師每年的「持續專業發展」(CPD)

時數最少 50 小時（3 年 150 小時），「教師專業發展小組」利用教育

局電子化服務(e-service)系統記錄。 

 科組主任因應組員的專業發展需要，安排相關的培訓計劃，鼓勵組

員持續專業進修，並將之所學與同儕分享、回饋學校。 

 每兩星期定一日(如隔周二)課後安排不同科組進行會議或進行專業

培訓、交流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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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個人成長，加

強品德培育，確立

人生目標 

有系統地推行學生個人成長

及品德培育 

 按每級學生特點及需要，建立學生成長發展藍圖。 

 每年訂立全校德育發展主題，各科組圍繞主題策劃及設計活動和課

堂，全方位協助學生建立良好品德。 

 

 

 

 

 

 

提供機會予學生發揮潛能，

從而提升學生自信心及領導

能力 

 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參與。 

 推動學生參與各方面的校外比賽及訓練。 

 提供午間學生舞台供學生表演。 

 透過活動策劃課程以提升學生策劃活動能力。 

 加強發展學生領袖訓練活動，提供更多有系統的培訓和實習機會予

不同的學生領袖(如風紀、學生會會長、社長等)，強化他們領袖的

角色，提升學生的領導才能和組織能力。 

   

學生重視生涯規劃並能確立

升學就業目標 

 按照學生不同成長階段，建立全校生涯規劃藍圖，規劃全面多元化

的學習經歷，拓寬學生的視野，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利用生涯規劃課程、生涯規劃工作坊等讓學生了解自己興趣、能

力，並為自己訂立升學或就業目標。 

 舉辦不同的院校講座、商業機構參觀等以增加學生對升學及就業的

認識，從而訂立目標。 

 規劃及統整高中學生的「其他學習經驗」（OLE），重質不重量、強

調反思，深化及鞏固學生所學，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豐富個人的

「學生學習概覽」(SLP)。 

 加強對外聯繫，引入社區及外界資源，策劃不同性質的活動和計

劃，擴闊學生學習層面，豐富教師教學經驗，協助學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