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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就如社會的縮影，不同崗位各司其職，才能讓學校持續地發展，實踐理念。因此，學校領導及中層

人員的角色非常重要。從前線教師升任至領導人員的發展路途上，在實際工作要求以至視野方面都有種

種轉變及挑戰。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田少斌校長、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教務主任鄭俊榮老師，和人文學

科統籌主任暨通識教育科科主任李敏明老師以過來人身分，回望自己的發展路，分享與QSIP團隊協作的

歷年間，從實際工作中得到的啟發，發揮領導角色，帶動科組以至學校整體持續改進，令學生受益，創

造三贏優勢。

學 校 專 訪

善用專業支援
發展領導角色

前瞻教育   制定策略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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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人文學科統籌主任暨
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李敏明老師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教務主任
鄭俊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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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領導層，是個人實力之認可，也是新一輪挑戰

之序幕。

中層領導挑戰重重

對於中層人員的挑戰，鄭俊榮老師和李敏明老師有

着深刻的感受。李老師說：「科任教師可能較關注

自己任教的科目、班別、學生，當升任為科主任後，

關注的層面擴闊至課程設計及調適方面能否照顧到

不同能力的學生。過程中，面對比自己資歷較深或

較淺的同事，作為科主任要帶領所有科組成員共同

合作，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前進。」鄭老師也有同

感，認為中層人員的責任跟教師不同，除了要「教

好書」外，還要懂得善用課程設計、學校優勢、團

隊成員的專長等，讓整個團隊發揮出最大效能。「升

任中層人員後，要讓校內不同單位了解學校領導層

的理念，又要向領導層反映教師的想法及難處，增

加雙方溝通的透明度，建立共識，並推動整個教學

團隊一起前進，那是作為中層人員的重要職責及挑

戰。」

見證教學文化轉變

眼前充滿挑戰，猶幸身旁有位同行者恰如指路燈，

為往後的中層領導工作奠下穩健的根基。他們不

約而同地提及當年以通識科教師的身分與 QSIP 首

次協作，共同籌辦公開課的片段。李老師說：「學

校以往未有共同備課的文化，記得籌備公開課時，

我們跟 QSIP 學校發展主任（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下稱 SDO）透過共同備課預備教學，發現

這有助教師掌握不同班別學生的學習情況，並提供

了一個教師交流的平台，一起商議教案，使課程設

計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教學效能更高，教師

教得更投入。」經歷公開課後，整個通識科組開始

積極地分享教材、開放課堂、互相觀課，漸漸發展

成科組內的共同備課與觀課文化，從而建立起一個

擁有共同理念的科組團隊。她補充：「校內現時觀

課仍參考當年 SDO 在公開課時提出的觀課原則，就

是觀課不是為了批評教師的表現，大家只想在觀課

時發現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即時作出調適，令

教學設計更完備。」

升任教務主任後，鄭老師自言工作上的挑戰更大，

從 QSIP 團隊身上學到的知識與技巧可謂大派用場。

「我慶幸自己在事業發展的初階段已經遇上 QSIP 團

隊，由於我早年已經從協作中掌握一些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教學策略，現在作為教務主任，跟教師進行

教務或共同備課會議時，都會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

的點子，讓他們掌握如何照顧強生及弱生的需要。」

他現正努力地總結過去幾年在通識科組實踐得來的

成功經驗，將共同備課及觀課文化擴散至其他科組，

在學校層面推動教學發展。

全面拓闊中層視野

要成為稱職的中層領導，談何容易！與 QSIP 同行十

年，鄭老師認為從早年學習教學技巧、課堂設計及

觀課備課策略，後來參加中層管理培訓，及至前幾

年透過提升評估素養推動教學發展，可說是經歷了

一個完整的教務主任培訓進程。他說：「幾年前從

QSIP的中層領導工作坊中掌握了很多實用而『貼地』

的中層管理策略，如協助新入職同事提升教學技巧、

n鄭老師和李老師指出，教學團隊內
有不同資歷的同事，資歷較淺的同事
未必敢於表達意見，而 QSIP 支援人員
剛好擔當起「中間人」的角色，引導
他們說出心中所想，從而整合出更完
備的課程設計。（左起：鄭俊榮老師、
QSIP 學校發展主任胡翠珊博士、李敏
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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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資較深或較淺同事的溝通方式、為同事觀課的

前中後準備、試卷設計等，所有點子對建立團隊和

帶領學校的教學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

李老師指出，教師和科主任對試卷設計的角度有很

大的分別，前者集中於構思一份試卷須包括哪些題

目，後者除關注試卷內容，同時集中觀察一份試卷

的題目是否能配合學習目標及深淺適中，並在考試

後作出數據分析，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效能及調適將

來的教學。她於四年前參與教育局的借調計劃，在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當了三年借調教師，負責推

動電子教學，舉辦講座外，還到訪不同學校提供技

術支援。「我本身很積極於科組內推行電子學習，

而 QSIP 團隊會善用電子學習的特點，為學習增添新

元素，吸引學生注意力之餘，也提升學習效能。」

此時，鄭老師提到一堂與 QSIP 團隊共同設計的難忘

網課。「當時在中一級生活及社會科教授『貧窮』，

為讓學生深切感受貧窮差距的情況，SDO 建議以 VR
（虛擬實境）技術帶領學生參觀豪宅及劏房。學生

平日在網課裏沒有多少回應，然而那一課卻收到熱

烈的回應，同時，我們善用電子教學平台來讓他們

按能力回答題目，照顧學習多樣性，令學習更有效

果。復課後，他們仍然積極地討論那個課堂，令我

們印象深刻，在適當的時間善用合適的工具，真真

正正地做到令學生投入課堂、學得有效。」

專業培訓強化信心

自 2006 年與 QSIP 結下不解緣，從教師到中層人員，

及至現時出任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校長一職，田少

斌校長直言每個階段都獲得 QSIP 的啟發，循序漸進

地建立起校長要具備的領導層視野。

回想早年以教師及中層人員身分與 QSIP 協作，讓他

掌握到教育的核心精神。「QSIP 團隊讓我明白到作

為教育工作者，除了向學生教授知識之餘，也要着

重他們的學習態度與技巧的培養，這些都要做，並

且做得到。」

他即席分享了一次深刻經歷。「有次學校設計『公

園改造大作戰』的專題研習課程，我們苦思着該如

何逐步引導學生從搜集得來的第一手資料中篩選出

適合深入探究的資料，如何引導學生去『思考』及

明白『這個過程』？那時，SDO 跟我們共同備課、

釐清概念和指出盲點，但我們仍然信心不足，甚至

有不肯定的地方，例如我們的設計和 QSIP 的建議不

一致，難道我們的設計不對嗎？學生是否做得到

QSIP 的設計？我們更擔心各班老師因持有不同想法

而產生不同的演繹、研習方向和成果。後來，SDO
為我們主持學生大課，親身示範如何引導學生建構

學習，讓我明白到原來學生真的做得到，而且有理

想的成果，強化了我們帶領教師發展課程的信心。」

度身設計專業成長

田校長指出，傳統的師訓着重教學法理論，很少涉

及如何校本地發展學校、如何擔任領導人員等，故

此，他的思維轉變以至專業成長都有賴度身設計的

校本支援及實務形式的培訓。

n回想當年從教師提升至中層人員，田校長
認為最感挑戰的是鼓勵教師作出改變。「人
總是習慣處於安舒區，依循過往做法，要他
們接受改變實不容易。每當我們感到困惑
時，QSIP 團隊都會以『同行者』的角色從
旁給予細心而充分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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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QSIP 協作的過程，讓我了解到校長要懂得為學

校發展而引入專業的校外資源。這個團隊會將前瞻

性的視野及點子引進學校，當中有很多學校改進理

念和新發展的教學法，在一般教師還未深入認識時，

我已從他們那裏見識到，宏觀如學校領導關心的『大

齒輪小齒輪互動』（指學校、科組、教師個人層面

的互相推動），或探討各式教學策略如混合式學習、

自主學習、評估素養、戲劇教學等，這些新鮮的經

驗令我的視野變得具前瞻性，看到教育的未來。」

前瞻性視野是專業成長的一環，也是領導層需具備

的重要條件。「領導層需為學校的當下，以至未來

三至十年作出短期及長期規劃、實施、監察、評估、

跟進、再優化和深化發展。現時我以校長身分從點、

線、面不同層面去推動學校發展的策略，這種專業

的領導視野是 QSIP 帶給我的。」舉例說，為了發展

學校的音樂藝術課程，他於本學年展開藝術家計劃，

邀請專業演奏家與教師協作為五年級發展音樂科課

程，並計劃於下年度擴散至其他年級及邀請更多教

師參與，其後逐步在全校推行，期望在教學層面上

發掘更多可能性，可進一步拓展學生的視野、營造

多元發展的氛圍。「這種由點、線、面逐步推動課

程的策略，令我心目中有一個清晰的藍圖，逐步向

長遠目標邁進。我一直都相信任何學校都可以做到

學校改進，關鍵在於是否有合適的策略，為此，我

邀請 QSIP 協作，一起制定支援方案，為教學團隊建

立成長型思維，齊心協力去推動學校改進。」

借鏡成為僕人領袖

與 QSIP 同行多年，田校長直言從 QSIP 支援累積而

來的經驗可悉數應用於目前的崗位上。「QSIP 的支

援讓我了解到學校領導的思維要有一定的彈性，要

給予同事適當的發揮空間才行。」就如他早前訂定

學校的發展目標，其中一環就是計劃提升初小學生

的自理能力、強化中年級學生的社區探究能力、培

育高小學生有國際視野。

作為一位新上任的校長，擔心同事只顧聽從建議而

不自覺地隱藏想法，於是，他邀請了 QSIP 到校與中

層人員開會，一同規劃專題研習課程。「當時，SDO
帶領同事進行腦震盪，檢視學生的強弱項，並結合

他們的想法，最後定出『低、中、高』都以社區探

究為主軸，再開展不同主題的跨學科專題研習。這

是一個三贏局面，既保留了我的構思，又做到尊重

中層人員的想法，讓他們有一定的發揮空間，對課

程有更強的擁有感，更願意接受改變，學生有所得

益，對推動全面學校改進很有幫助。」能夠引領團

隊發現學校和學生的學習需要，共同決定未來發展

方向，正是他當下的最大目標。

除了善用校外支援來增加同事的專業能量外，他更

借鏡 QSIP 團隊的待人接物態度。「QSIP 團隊專業，

但不會仰賴權威，而是通過講解和引導，手把手扶

持我們，讓我明白甚麼叫僕人領袖和專業領導。多

年來，他們幫助學校推展改進，我們見到真切成效，

學生自動學、樂於學、投入學。他們的支援讓我明

白到一位領導的理想面貌。」

n想成功推動學校改進，田校長認為有賴鐵三
角發揮作用，校長先要認同及信任校外能動者
（external change agent），然後邀請一些具備開
放性思維的中層人員擔當學校改進的核心人物，
這樣，校長、中層及 QSIP 便形成一個鐵三角攜
手推動學校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