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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學校發展計劃
1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 

 

 近來一些學校正在探討未來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筆者在與這些學校商討發展

計劃時，歸納出以下要點，可供其他學校參考。由於自 2000 年代初政府要求學

校撰寫三年學校發展計劃至今，學校已有多次訂定三年計劃循環的經驗，官方也

有明確的說法，所以筆者在這裏不是要再花時間完整地解釋制定學校發展計劃的

步驟，而只根據最近的觀察作一些補充。 

 

擬訂計劃的思路  

 一般商業機構的發展計劃，可能是希望盈利增加，「越做越大」，增設分店之

類。然而，學校卻是截然不同的機構，其產出是「學生的進步」。因此，在眾多

學校發展的思路中，值得考慮的是：「在執行這學校發展計劃後，我們期望學生

有甚麼不同？」比如說，於 2016 年 9 月入學的中一學生，到 2019 年 8 月中三畢

業時，他們與 2016 年 8 月的中三畢業生有何分別？我們期望這些「未來的學生」

具備甚麼素質而有別於現在的？（當然，這些期望也不能遠離現實，須基於學生

現況而衡量。）有了這樣的期望，才思考我們如何去實現，這樣的學校發展計劃，

可能比起只考慮時下「流行」的課題，更符合「學校發展」的意義。 

有了上述的理念，便不難解決與關注事項相關的問題。例如，關注事項是否

必然要每三年一變？自評或外評的結果，顯示現時的「產出」有何不足？在未來

三年，我們希望優先改善甚麼，而能承先（上三年的發展）啟後（再後三年的長

遠發展）？  

 

關注事項如何定？  

學校發展計劃中的關注事項，是在上述的期望的遠景下，特別關注能使學生

有正面改變的重要事項，因此，這些關注事項的細節，無須把未來三年學校要做

的事盡收在內。而某一關注事項下的重點亦然。舉例來說，若希望在未來三年，

逐漸培養學生的責任感，使學生承擔責任，且能掌握學習技巧，培養出良好的學

習習慣，使他們逐漸邁向成為自主學習者，那學校便可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作為關注事項之一。然而，在這個關注事項下的重點，也未必要把所有促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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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版。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5.2016                                    20160503 

2 

 

自主學習的策略也全放在學校發展計劃內，尤其是現時學校已做到的要點，更不

需要「特別關注」了（比如說，大多學生已能自動自覺地帶齊課本及筆記簿上課，

那這細項便不是未來三年要「關注」的事項了）。另一方面，若現時的學生大多

只依賴教師派發筆記，而又不懂用這些筆記來溫習，那麼教學生做有意義的筆記

（循序漸進地使他們自己做），也可是重點之一。 

這裏順帶一提，不同的辦學團體皆有其清晰的辦學理念，因而很多學校有其

獨特的核心價值（例如有宗教背景的學校）。然而，這些核心價值皆應「長存」

於學校的背景中，因而未必適合以三年發展計劃中的關注事項表達出來。而事實

上，若把這些核心價值列為關注事項，實是把核心價值「降格」了。 

 

關注事項的商討 

過往，有些學校在推行發展計劃時，與學校的實際運作未必有良好的配合，

形成「計劃還計劃，運作歸運作」。雖然學校領導層用心規劃，前線教師也努力

經營，但兩者的方向未必一致，以致事倍功半。要擬訂一份真正可執行的學校發

展計劃，在過程中需要全體教師的參與，在落實前盡力得到多數教師的認同。當

學校領導綜觀全局，在清晰理念及目標的帶動下草擬計劃，前線教師卻多會顧及

實際操作上的可行性，以及相關的技術性問題，因而對學校領導「心儀」的關注

事項有所意見。因此，在擬定計劃時，最好能經歷互動性的商討過程。 

 從現實運作上看，學校領導先草擬一些可能的關注事項，再讓全體教師商討，

也是合理的做法。然而，最重要的是，學校領導層要讓教師了解這些關注事項的

前因，並讓教師在不同角度有充份的討論，並加以適當的「游說」點讓教師考慮，

這便遠勝於簡單的「投票」。此外，不同關注事項的草稿，可由不同組合的教師

作討論。例如外評報告可能在改善學與教方面給了一些建議，那以科組為單位的

討論便較為方便。但對學生成長支援的部分，可能分級討論，讓每級以班主任為

主的組合，商討如何因應級本的特性來討論，則可能更有效。 

 由於學校運作時間緊逼，未必能有充裕時間讓不同組別的組合有充份的討論，

筆者在以教師發展日作為平台而協助學校討論關注事項時，多會在最後一節，以

問卷收集教師個人意見（當然問題必須與當天的設計吻合），這樣便可讓教師在

先前特定組合的討論以外，表達他們從不同職責的角度的考慮及意見，可算是在

時間限制下的「補底」工作。 

 

緊扣不同範疇的重點 

 一般來說，學校發展計劃中的關注事項，大多包含有關「學與教」及「學生

成長支援」兩項。若這兩項的計劃能互相呼應，則能借助協同效應而增加效能，

比起分別推行兩項計劃有更佳果效。例如學校現時在學生成長支援的工作已有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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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效果，但學生的學業成績未如理想，那在考慮學生成長支援的關注事項時，

可以緊扣「學與教」的重點。筆者在過往的文章，也曾以「配合教學的班級經營」

為題2，講述班主任如何在中一培養學習習慣及教授學習技巧，以配合科任教師

的教學。又例如在「以想望促進自主學習：照顧個別差異的生捱規劃」一文3中，

也曾談生涯規劃組及高中班主任，如何與科任教師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學習。這

些例子皆說明，不同範疇的工作非但未必是對立地爭奪時間，而是可攜手產生更

理想的果效，值得在擬定學校發展計劃時多加考慮。 

 

小結 

本篇所談及的，只是一些可行的例子，而非絕對的標準。如何草擬學校發展

計劃，始終要顧及學校團隊固有的文化。有些教師團隊，可能期望在領導層先帶

出較明確方向的情況下才作商討，而另一些教師團隊，卻較接受由下而上的推動，

在較早時段已收集全體教師意見，才逐步收窄討論範圍，要多幾個討論循環才能

完成定稿。無論如何，筆者憑過往百多所學校的觀察，傾向相信經過充份討論才

出台的學校發展計劃，在推行時相對較暢順，也較大機會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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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 http://www.fed.cuhk.edu.hk/~qsip/article_pdf/20150100g.pdf 

http://www.fed.cuhk.edu.hk/~qsip/article_pdf/20150700c.pdf
http://www.fed.cuhk.edu.hk/~qsip/article_pdf/20150100g.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