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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P一向肩負起校外能動者（external change agent）的

角色，本着整全式改進的理念為學校的改革出謀獻策，

提升專業能量。同時，為讓學校在QSIP「撤退」後延續

改革成果，團隊通過轉移技術及在校內擴散經驗，協助

學校將優良方法於學校植根，成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使學校得以憑藉這股專業能量持續發展。過去多年來，

很多學校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引入QSIP的支援，其中迦

密中學和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善用校外能動者

的專業力量，循序漸進地推動學校的整全式改進，成果

豐碩。 

與校外能動者
推動整全式學校改進

適時引入專業支援 迦密中學

伍妙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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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所學校的校長暢談與 QSIP 協作之始末，她們不約而

同地表示校外能動者能為學校提供一個嶄新角度去審視現

況，每當學校推動改革，正是尋求校外支援的好時機。

改革成引入支援的時機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於 2005/06 學年開始與 QSIP
協作，配合學校不同時期的發展焦點推動改進，除了

2015-2017 學年稍休外，雙方在不同焦點下持續協作。該

校梁翠珍校長指出，每次引入支援全因學校有改革之需

要。她說：「當校內未有足夠的專業能量及知識來進行改

革，便需要引入校外支援來協助。而且，我們認為由校外

能動者到校進行改革會比自行推動更為有效，一方面他們

本身具備專業的知識與經驗，能以不同角度去審視學校的

現況及未來發展，為學校發展帶來新的視野和啟發；另一

方面他們的身分較客觀，不牽涉學校內部的張力及矛盾，

對推動改革有獨特的效能。」

至於迦密中學自 2015/16 學年開始引入 QSIP 支援同樣源

於一個改革計劃。伍妙儀校長說：「學校自 2009 年開始

不再以學生成績編配『精英班』，每一班都有不同能力的

學生，為此，我們決定展開一個整體性的改革，讓全體教

師都能掌握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思維及策略。校內團隊在起

初數年自行摸索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發現挑戰極

大，我們知道未必可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推動這場改革，因

而引入 QSIP 的支援。」

擴散經驗帶動整體改進

改革從來都不是一時三刻便取得成果，過程中需要宏觀及

微觀兩個層面的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效果。伍妙儀校長說：

「QSIP 的支援分為『大齒輪』和『小齒輪』兩層面，『大

齒輪』是從宏觀角度為全體教師提供專業培訓，讓他們掌

握知識及建立共同語言，有利發展持續改進的措施和文化；

至於『小齒輪』主要從微觀角度為適合率先開展改革的科

組進行針對性培訓，先行先試，累積一定的成功經驗後便

向其他科組進行擴散，讓更多科組逐漸參與其中，從而推

動學校的整體改進。」

該校早期與 QSIP 協作了兩年，取得一定成果後，便交由

教學團隊繼續在校內擴散經驗。她說：「早期支援完結

後，當時曾參與協作的科目就自行發展。例如當時地理科

n伍妙儀校長明言，要在校內進行改革絕非容易，幸而過程中
有 QSIP 團隊的陪伴，令學校整體改進更有成效。（左起：迦
密中學英文科教師黃陳美娟、伍妙儀校長、QSIP 學校發展主任
張曉彤博士、QSIP 總監陳鴻昌博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梁翠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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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最初就中二級的『Water Cycle』課題進行協作，推動

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初步認識做筆記的方法後，QSIP 團

隊建議教師在課堂上讓學生進行『開本小測』（open-note 
quiz），學生先在課堂上嘗試運用圖像組織整理課文內容，

製作相關的�溫習筆記，並即堂利用有關筆記進行『開本小

測』，讓學生實踐自行做筆記的技巧。其後，科組將這個

策略應用於其他課題上，後來更擴散至高年級課程。」此

外，當時 QSIP 團隊向學校提出將學生的中學文憑考試成

績跟全港學生的成績作出數據比較，起初由科學科先行，

繼而擴散至所有科目；教師掌握學生的表現後，從而調適

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策略。

經過教學團隊的努力，教師已掌握運用學生的評估數據去

調適課程、課堂設計、測考等的策略，同時，學校建立起

一套周詳而有效能的課堂研習（lesson study）系統及觀課

文化。及至 2019/20 學年，學校參加 QSIP 與其他單位合

作開展的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便再度跟 QSIP 協作。

她說：「回望過去種種改進，我覺得全校的架構規劃，如

教師發展、學與教等各方面的發展都很扎實，每年均設有

課堂研習，讓不同的科組都會經歷備課、觀課、反思及年

終分享的環節。」

適時引入支援迎接挑戰

對於何時引入支援及讓教師自行發展，梁翠珍校長有一番

看法。「改革是需要持續進行的，而且社會對學校要求的

轉變、教學團隊人事變動、學生有不同需要等因素都會令

學校需要尋求不同的支援來配合。當然，學校不宜在同一

焦點下長期依賴校外支援，故此，教學團隊要將校外能動

者帶來的改革成果於校內傳承下去，逐步提升整個團隊的

專業能量。至於何時再次引入支援呢？當社會、教學團隊、

學生等不同方面出現新需要時，我們首先進行內部培訓，

當發現校內的專業能量不足以應付需要時，那便是再度尋

求支援的時機。」

與 QSIP 協作多年，從課程規劃、課堂教學，到科組領導

培育，及至學校規劃，四個層面的提升標誌着學校的整全

式改進。其中常識科的發展是一項重大改革。她說：「起

初我們沒有視常識科為主科，及後計劃加入探究元素及提

升教學水平，QSIP 協助我們對常識科推行課程規劃、安

排共同備課及觀課、實行專科專教、設置常識室，並以評

估素養的平台來促進科主任的領導角色，一切變革令常識

科發展更為優良。」此外，學校早前參與 QSIP 舉辦的「傳

承『動』起來：香港中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計

劃，通過全方位學習的課程設計項目來讓中文科、視藝科、

學生培育組、圖書館組等作跨範疇合作，加強團隊之間的

協作意識之餘，也提高了教師對課程和教學設計的深度及

闊度，對近年推動跨課程閱讀很有幫助。

n伍妙儀校長指出，學校最近邀請 QSIP 協作，在中四級新增一個生
命及價值教育課，期望建立起一個由教學到評估的全盤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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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課堂教學及課程設計的支援改變了教師的思維，

同時令科組領導有所成長，而科組之間會互為影響；例如

中文科實踐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後，學生在學習上有着

正面的轉變，通過經驗分享，其他科組領導見到學生轉變

後便會願意實踐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

經過學與教的改革後，下一步就是學校規劃上的轉變。她

說：「我們早前與 QSIP 協作制定及撰寫學校的發展規劃，

並透過自評機制（PIE）來確定學校的關注事項及對應策

略，此舉令學校在整體規劃上更為清晰，能聚焦發展重點

項目，教學團隊的共識更大。」改進範圍既廣且深，造就

出整全式的學校改進。

專業支援在於校情為本

QSIP 向來強調專業支援必須以校情為本，獲得教育界的

廣泛性認同。梁翠珍校長說：「QSIP 根據學校的特點及

實際需要來設計培訓內容，而不是將支援變成一個個套餐

介紹給學校。而且，在支援的過程中，能關顧教師的工作

量及時間，作出最理想的配合。」

伍妙儀校長特別以三個「ex」開首的詞語來形容 QSIP。她

說：「三個詞語分別是 expertise、experience 和 exposure，
這個團隊與不同學校協作，處理過不同的學校處境及情

況，經驗豐富，對學校運作及改進都有專業知識，能為我

們提供一些具體的成功案例作參考。而且，這個團隊善於

將一些理論具體化，成為一些具實踐價值的策略，同時又

善於將教師的成功經驗概念化，從而建立起一些教學理

論，使學校改進得以持續發展。」

n與 QSIP 協作十多年，梁翠
珍校長說：「QSIP 最了解我
校的文化、強弱項和需要，也
認識我們整個領導層及教師團
隊，QSIP 真的是我校的教育
夥伴和同路人。」

n梁翠珍校長指出，學校着重科組領導培育，協作期間在評估素
養、照顧學習多樣性、學生培育的支援範疇內加入科組領導培育
的元素，藉以提升他們的視野、知識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