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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二十一世紀知識型社會的挑戰和教育改革的洪流，我校意識到建立

同工的學習能力是學校與時並進之鑰匙，發展學校為學習型組織是學校持

續成長之法門。教育統籌局於二零零三年修訂質素保證政策，藉「學校自

評及校外評核」促進學校建立發展與問責架構，理念上是合適的；無奈急

速的教改，已令同工透不過氣來，面對學校自評之工作更感乏力。幸能適

時參加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及評估組」的「建構學校為學習型組織」

計劃，給我校帶來了契機。 

此計劃提供了一系列的培訓課程，並為全體教師進行了數次「學校自我

評估」和「學習型組織」工作坊。於是我們對「學習型學校」有更深入的

了解，並學習應用彼得．聖吉(Peter Senge)所提出的五項修煉：自我超越、

改善心智模式、建立共同願景、團隊學習和系統思考，來營塑「學習型學

校」，使學校能更有效發展。 

「學校發展及評估組」也協助我校發展校本的表現指標和準備校外評

核，並給學校一次全面的診斷。我們進行了多份問卷的資料搜集和分析，

並學習設計校本表現指標問卷，使我們更明瞭學校各方面的情況與及强項

和弱點，從而作策略性的改善。喜見同工齊集一起，作深度交流，反思學

校所提供教育的素質和工作成效。這計劃幫助我們啟動了自評文化，跳出

煮蛙效應的框架。我們認定自評工作成為學校恆常工作的一部分；學校要

發展一個探究的文化，建構反省、提問、搜集佐證及提出改善計劃的連環

歷程，以求更新和進步。 

兩年以來，用上十個星期六的下午遠涉香港中文大學上課，又要看教

材，出問卷，搜集資料，籌備工作坊等，為五位負責的同工增加了不少辛

勞。但有機會學習，與他校同工交流，為學校的發展打好基礎，也是值得

的。彼得．聖吉曾說：「只要有真正的遠景，人們會成就卓越並不斷學習，

不是因為別人叫他們去做，而是他們自己想去做。」展望未來，我們期盼

學校上下一心，落實「建構學校為學習型組織」之願景，為學生繪出多采

多姿的學習旅程，培育他們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最後，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及評估組」給我們寶貴的意見

和專業培訓，引領我們朝「學習型學校」邁前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