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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讓學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亦成為教學轉型的契機：不少學校都從不同層面更深入探

討如何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促進自主學習；同時加速電子學習及混合學習的發展，促使大家更多

探索教育資源及科技的最新發展趨勢與應用，為學與教賦予更多可能，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但是，

這些變革絕不能依賴單一學科或某一個功能組別，而是要在整體層面就課程、教學、評估，以至學生

學習習慣和技巧、態度和價值觀的培育等多方面緊密協作，互相配合作出最恰當的調適。因此，QSIP
秉持的整全式學校改進（comprehensive school improvement）理念在現今的情況下更顯重要。

要有效推動整全式學校改進，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協作文化尤爲關鍵。但是，不少學校卻面對前所未

有的人才驟失、各層領導青黃不接、已建立的優良傳統及文化難以為繼的困境；因此，如何盡快提升

新中層人員的專業能量成為不少學校的當務之急；面對現時遽變的教育環境，如何培育既能承傳又願

創新的教師團隊，亦成為不少學校的發展重點。

對應上述挑戰，QSIP與本地小學攜手合作，按學校的校本情況度身設計支援內容，以促進學校持續進
步。我們的支援特色，是在整全式學校改進的理念下，強調學校層面、科組層面及教師個人層面的互動，

並以提升教師專業能量為焦點；此外，以較長時間（大約兩至三年）的持續支援，為學校創造有利承

傳和創新的條件，讓不同層面的改進點能在學校文化中植根。 

在 2022/23學年，QSIP期待成為更多本地學校的同行者，在遽變環境中迎接未來的挑戰。學校可
參考本冊子六個主題的學校改進個案：（1）中層領導培育、（2）跨範疇學習、（3）提升評估素養、 
（4）照顧學習多樣性、（5）促進自主學習，以及（6）整全式學校改進，從而更了解 QSIP 如何配合
校情進行「校本專業支援」，推動學校不同層面的改進工作。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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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使命

目標

 強化學校領導及中層人員的專業領導能量
 協助學校發展實證為本的自我完善機制
 協助學校創設有利持續發展的環境及文化
 提升教師能量，優化教學質素
 建立跨校、跨地區網絡，匯聚及擴散學校改進的知識與經驗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於 1998年
成立，由最初的短期計劃，逐漸發展成以多元化方法協助學校改進的組織，

除了同時開展多個受資助計劃外，亦為學校度身設計「QSIP校本專業支援」。
成立至今，已支援超過600所香港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並為內地、
澳門及台灣等地區提供教師培訓及專業支援服務。

在整全式學校改進的理念下擔當校外能動者（external change agent）的角色，
發展學校改進的進路及策略，以提升學校持續發展的專業能量。



香港學校

支援超過600所學校
澳門學校

支援超過10所學校

超過20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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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學校、科組及教師個人層面

的互動，提升教師專業能量，建立

學校自我完善機制及文化，以達至

全面及持續改進的目標。

QSIP因應學校的發展焦點及
需要，安排相應的專門支援人

員到校，以團隊方式為每所學

校提供支援。

多元化的支援模式

整全式學校改進

以團隊方式
支援學校

校情為本

支援特點

QSIP團隊有如
「學校醫生」，着重配合每

所學校的情勢及發展需要，

度身設計校本支援方案。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會議（如共同備課）
 教學示範
 觀課及議課
 個人化啟導
 學生學習活動設計
 跨校交流觀摩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LAC/RAC*

STEM

STEAM

* LAC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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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團隊介紹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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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全式學校改進的理念下，QSIP 團隊由涵蓋各個教育範疇的「學校發展主任」組成。成員

背景包括：前香港教育局及師資培訓人員、資深校長、學校中層領導、於不同學習領域的資

深教師、與教育相關的專業人員等。團隊着重理念與實踐的結合，以達到優化學校整體規劃、

強化學校專業能量、建立持續改善文化的目標。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team/the-professional-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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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P 團隊參考西方文獻 1 提出的「整全式學校改進」理論，並結合協作學校的實踐經驗，

發展出推動整全式學校改進及持續發展的進路與策略。

1 有關學校改進過程的主要參考文獻如下：
Fullan, M. (2007).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4th ed.).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arris, A. (2002). School improvement: What’s in it for schools? RoutledgeFalmer.
Hopkins, D. (2002).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all (2nd ed.). Routledge. 
Kotter, J. P. (1996). Leading chan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學校與 QSIP 協作的

整全式學校改進過程

啟動改進

• 檢視情勢
• 凝聚共識
• 擬訂改進方案
• 建立共同語言

實踐改進行動

• QSIP團隊按校情與選定的教師組別協作，
攜手推行改進方案

強調學校、科組／工作小組、教師個人
層面的互動

強化中層領導角色，提升教師專業能量

• 分享階段性成功經驗

校外能動者的角色
（QSIP團隊）

鞏固持續發展

• 穩固成功經驗，持續優化
• 擴散成功經驗，推動大部分教師嘗試
• 把優良方法常規化，於學校植根

校內能動者的角色
（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

整全式學校改進過程

•了解校情
•建立互信
•建議方案
•引進理論
及技術

•引進技術
•促進試驗
•與教師同行、
開始轉移技術

•提供意見及
促進反思

•歸納「小成
功」，促成校
內分享

•轉移技術
•協助學校總結、
擴散及承傳成功
經驗

•為後續發展提
供顧問意見

•建立制度
•建立專業社群
•持續檢討

•調配資源
•協調行政配套
•營造安全環境、
鼓勵創新

•監察改進發展
•管理知識、締
造分享平台

•建立互信
•創造協作平台

持
續
與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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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緊
密
溝
通
，
從
學
校
整
體
角
度
檢
討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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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
發展有利持續改進的機制及文化 各

個
層
面
的
互
動

各群組之間的連繫

科組／工作小組層面
透過協作，提升不同科組／工作
小組的專業能量及協作文化

教師個人層面
從實踐過程中提升知識、技能、
態度，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學校與QSIP合作的整全式學校改進過程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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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學校 A的校長期望配合世界教育改革的趨勢，開展新一輪學校發展計劃，以發展跨學科課程為
關注事項之一，期望藉跨學科整合，讓學生在不受科目界限影響下學習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然而，據校長形容，雖然不少科組領導在行政事務上井然有序，但在推動科組教學改進方面未

有足夠的經驗和信心，對跨科課程設計及其規劃亦所知不多，因而對如何回應學校發展計劃感

到疑惑。此外，他們在監察及支援教師落實課程規劃的技巧亦嚴重不足，尤其在觀課和議課時

面對不少困難。在評估方面，科主任亦未能善用評估數據檢討教學，現時各科組在測考後的檢

討報告皆有成績統計結果，但分析焦點只集中評價學生的表現，而未能有效探討教學設計及擬

卷質素與學生表現的關係。  

QSIP配合學校 A的校情及發展重點，設計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協作計劃。協作焦點有兩個：一方面透過
各項實踐工作強化科組領導於各自科組落實自評循環（PIE）的專業角色及技巧；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地
協助科組領導帶領教師設計跨科課程及探討教學方法。 

第一年

中層領導培育
隨着近年小學教師學位化，學校傾向任命更多教師擔當中層領導的角色；這

些新任中層領導教師雖有高學歷，但經驗尚淺，期望累積更多實踐經驗，強

化科組落實「規劃─實施─評估」（Planning-Implementation-Evaluation，PIE）
的自評循環，以推動科組學與教改進。 

有見及此，QSIP以「實地培訓」及「個人化啟導」的方式，手把手帶動他們正面迎接科組發
展的挑戰，並提供適時的協助與回饋，引導科組領導在實際工作處境中提升專業能量，以下為

一實例。  

啟動改進︰ 

 舉行一系列中層領導工作坊，以達至以下目標：  
  讓全體中層教師（包括科組領導及不同功能組別的統籌）深入理解新一輪學校自評、發展計

劃的要點與示例，促進科／組主任關注所屬科／組如何聚焦回應學校關注事項，並學會使用

適當工具，帶領有效的科／組檢討（適合新任或現任科／組主任同時參與 ) 
  加強科主任對其角色及職責的了解，以及引進相關的管理技巧，提升科主任的專業能量（適

合新任科主任參與） 
  加強各科科主任觀課及議課的知識和技巧，以推動科組教學改進（適合新任或現任科主任同

時參與）

 舉行兩次全體教師工作坊，統一對「一堂好課」的校本理解，建立共同準則，以強化校內觀課
活動的整體效能，再引導教師團隊運用數據回饋教學及學校整體發展

01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校
情

(接下頁 )

學校改進例子之一：

培育科組領導推動自評循環（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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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第一年

第二年

繼續推行改進，強化科組領導角色（帶領推行跨科課程、延續觀課議課的發展）︰  
 SDO與中文科及常識科科組領導，一同就第一年的跨科課程設計，帶領相關教師進行共同備課；
隨後為相關課堂進行觀課，並在觀課議課的過程中為科組領導作示範及啟導，讓他們從實踐與

反思中掌握帶領科組觀課議課的技巧，同時了解新設計課程的實施情況，以作檢討 

引入技術，強化科組領導專業能量（善用評估數據）︰ 
 基於上一年在全體教師工作坊介紹善用學校數據的理論基礎及範例，推動科主任善用校內當下
的評估數據進行測考檢討 

 分別支援數學科及英文科科組領導，協助帶領其中一級教師分析評估數據並以之進行教學檢
討，實踐工作坊所學  

推動 PIE 發展： 

 協助中文科正、副科主任及輔導組正、副主任擬定科組／組別計劃，實踐早前在中層領導工作
坊介紹有關 PIE的理論與方法；SDO檢視初稿後，以顧問會議的形式，提供優化建議，讓教師
透過實踐和反思，提升專業能量 

總結及推動持續發展：  
 舉行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中文科及常識科科組分享跨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經驗、英文科及數
學科科組分享觀課議課、測考檢討的經驗，從中總結適合其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推動學校持續

發展 

學校改進例子之一：培育科組領導推動自評循環（PIE）

推行改進，強化科組領導角色（帶領觀課議課、跨科課程規劃）︰  
 基於學校 A的校情，選定英文及數學兩科，安排正、副科主任進行觀課議課研習，實踐在之前
工作坊中學習的技巧。學校發展主任（SDO）利用「個人化啟導」的方式，引導科主任善用學
生在課堂內的學習情況，以促進議課時的專業交流 

 SDO與中文科及常識科科主任，以及學校推薦的相關教師，初步規劃校本跨科課程的規模、
所需的人力資源及課程內容等，並帶領這兩個科組落實 PIE自評循環，以推動科組發展 

(承上頁 )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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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具體協作過程

學校改進例子之一：培育科組領導推動自評循環（PIE）

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檢視校情及 
擬訂學校改進
方案 

核心小組情勢檢討及 
籌備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見註）會面，
了解學校情勢，擬訂學校改進方案，選
取合適的切入點及協作範疇 

1 次 × 1.5 小時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
日常溝通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電
話、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與學校核
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的整體角度，
持續讓雙方了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協作的支援策略
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7 次

提升教師團隊 
專業能量 

全體教師工作坊（一）：
「一堂好課的理論與
實踐」

全體教師 為全體教師介紹「一堂好課」的準則，
讓教師團隊建立一堂好課堂的共識，並
分享各種有效教學策略，以強化校內觀
課活動的整體效能  

1 次× 3 小時

全體教師工作坊（二）： 
「運用學校數據回饋教
學及學校整體發展」 

為全體教師介紹數據的種類、解讀方法
與功用，引導教師運用學校數據回饋教
學及學校整體發展 

1 次× 3 小時

中層領導培育
（帶領觀課議課
技巧、跨科課程
規劃） 

中層領導工作坊（一）： 
「從檢討到計劃」 

全體科主任
及中層教師 

配合校情，為全體中層教師介紹「策劃—
推行—評估（PIE）」的理念及實踐策略，
包括檢討計劃的步驟和工作、檢視校情的
工具、訂定成功準則及評估方法、由三年
發展計劃到周年計劃及科組計劃的貫串等 

1 次× 3 小時

中層領導工作坊（二）： 
「科主任的角色及
職責」

全體科主任 促進科主任發揮領導角色，帶領科組持
續發展  

1 次 × 2.5 小時

中層領導工作坊（三）：
「科主任的觀課及
議課技巧」 

讓各科科主任了解觀課方法及議課的技
巧，及如何通過觀課發揮課程實施上的
監察及改進角色，促進科主任發揮領導
角色，帶領科組持續發展  

1 次 × 2.5 小時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觀課及議課 

英文、數學科 
正、副科主任 

以啟導（mentoring）及影隨的形式，向
科組領導示範和解說進行觀課及議課的
技巧，並安排機會讓科主任實踐觀課議
課，及隨後作出回饋，深化技巧 
（每次包括：影隨科組領導進行觀課 
（1 節）、影隨科組領導為授課教師進行
回饋（30 分鐘）及隨後為科組領導進行
回饋會議（30 分鐘）） 

4 位科組領導 ×  
每位 2 次 
（合共 8 次） 

跨範疇學習課程策劃
顧問會議 

中文、常識科 
科主任及 
協作組別的 
負責教師  

與科主任及協作組別的負責教師會面，
了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需要，探討規劃
跨範疇校本課程的可能性及規模，商討
所需的人力資源、課時及相關課程內容； 
帶領這兩個科組運用相關工具，落實 PIE
自評循環，以推動科組發展

4 次 x 1.5 小時

首年支援工作
檢討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檢討已進行的支援工
作，及商議第二年的發展部署 

1 次 × 1 小時  

註： 
「核心小組」是指學校因應改進方案成立的小組，主要與 QSIP 聯絡和接觸的單位。一般而言，通常最少有一位學校
領導（校長或副校長）作為召集人，並因應改進方案，加入合適的人選。例如改進方案主要為學與教範疇，不少學校
會加入教務主任，若改進方案涉及學生培育，則會加入訓輔主任。也有部分學校，隨着改進漸趨成熟，會在後期加入
更多成員，以便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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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
日常溝通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
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等，與學校
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的整體角
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作狀況，設計及
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協作的支援
策略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7 次 

中層領導培育 
（帶領推行跨科
課程、延續觀課
議課的發展）

科組籌備會議 中文、常識科
正、副科主任 

與兩個科組的科組領導會面，為本學年
實施跨科課程及有關的觀課議課研習作
準備 

1 次× 1 小時

跨科教學設計共同備課 中文、常識科
正、副主任及
相關教師 

與科主任一同帶領相關的教師就學校選
定的學習主題，與教師共同設計跨範疇
學習課程及相關教學活動   

4 次 × 1.5 小時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觀課及議課

中文、常識科
正、副科主任 

以啟導（mentoring）及影隨的形式，
向科組領導示範和解說進行觀課及議課
的技巧，並安排機會讓科組領導實踐觀
課議課，及隨後作出回饋，深化技巧 
（每次包括：影隨科組領導進行觀課 
（1 節）、影隨科組領導為授課教師進
行回饋（30 分鐘）及隨後為科組領導
進行回饋會議（30 分鐘）） 

4 次 

中層領導培育
（善用評估數
據）

測考數據分析（1 份）
及 檢討會議（1 小時） 

數學科 
正、副科主任、 
四年級教師 

以四年級期考為例，與教師進行試後檢
討會議，共同分析測考數據，讓教師掌
握有效的檢討方法，回饋下一階段的教
學  

1 次 

英文科 
正、副科主任、 
五年級教師  

以五年級期考的閱讀卷為例，與教師進
行試後檢討會議，共同分析測考數據，
讓教師掌握有效的檢討方法，回饋下一
階段的教學 

1 次 

擬定科組／組別
發展計劃 

檢視科組／組別發展計
劃初稿及回饋會議 

中文科 
正、副科主任
及輔導組 
正、副主任 

檢視中文科組及輔導組的發展計劃初
稿，進行回饋及提供優化建議，協助
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以數據推動決策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2 組 ×  
每組 1 次 ×  
2 小時 
（2組合共2次）

校內經驗分享、
擴散及總結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學校領導、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組領導、 
全體教師 

先與學校領導及各科組領導進行籌備會
議，基於協作內容及成果，共同擬定校
內分享內容：中文科及常識科科組分享
跨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經驗、英文科及
數學科科組分享觀課議課、測考檢討的
經驗； 
隨後引導參與協作的教師在「校內經驗
總結分享會」中分享實踐經驗，鼓勵全
校各科組在第三年嘗試啟動改革工作；
SDO 在學校的基礎上輸入更多理念與
實踐策略，以助推動持續發展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1.5 小時
工作坊 

兩年支援工作
總結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總結兩年支援工作，
並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一：培育科組領導推動自評循環（PIE）



12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學校 B的校長表示，過往校內的跨範疇學習活動主要是由常識科主導進行，但整體來說，教師
較多依賴外間機構承辦相關活動，未能真正結合不同學科的學習，讓學生較高階地應用所學以

發揮跨範疇學習的效果，活動設計及教學安排仍有待改進。校長因此引進 QSIP與教師共同協
作，期望優化以往的做法，重新設計跨範疇學習活動以提升教學效能。

QSIP配合校情，為學校 B設計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協作計劃。協作期間，與教師共同以跨範疇的模式設
計學習內容，編訂各研習能力的縱向發展，並分別在兩年間滲入傳統藝術及服務學習的元素，讓學生

在學業、美育及品德均可全面發展。同時，QSIP藉此機會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包括培育課程統籌主任
（PSMCD）成為校內變革能動者，推動不同科組的教師進行協作；並有機地安排不同學科的教師參與
跨範疇學習課程的設計及施教，讓教師在協作過程中掌握設計及規劃此類課程的原則。QSIP團隊在協
作過程中，循序漸進地把相關技術轉移予教師，讓中層及前線教師均有專業成長的機會。

第一年

跨範疇學習
跨範疇學習的設計理念是打破科目為本的課程界限，及連結課室內、外的學

習，拓展學習經驗，讓學生透過「探究式學習」獲取與真實情景相若的學習

經歷，從中掌握相關知識及研習技巧。由於跨範疇學習強調真實應用，故能讓

學生更容易從中體會「學以致用」的精神。

學校發展跨範疇學習時，往往會以「主題探究」的模式進行。不少學校在設計學習主題時亦會

有機地結合各項全人發展目標，如體藝發展、價值觀教育等。此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

科學探究及 STEM等，亦是相當熱門的跨範疇學習主題。

啟動改進︰

 舉行全體教師工作坊，透過分享不同學校在推動跨範疇學習及全人教育的實踐經驗和教學示
例，為教師團隊建立以專題探究形式進行「跨範疇學習」的共識，提升教師的準備度及信心

 學校發展主任（SDO）與學校領導溝通後，發現五年級的教師對協作準備度較高，而且該級包
括不同年資的教師，可互補長短，因此選取此級別為第一年協作的切入點，並由常識科、中文

科、視藝科與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合作起動跨範疇協作。同時，學校以 PSMCD、常識科、中
文科、視藝科科主任及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負責教師組成「跨範疇小組」作為推動舵手，以統

籌及帶領不同科組教師進行協作

02

由發展跨範疇學習，帶動教師專業成長

學校改進例子之二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校
情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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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透過「手把手」協作，引進技術，提升跨範疇學習的教學效能︰

 跨範疇學習活動以「專題研習週」的形式進行；配合常識、中文及視藝三個學科的課程，以及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的培育焦點，以「探討香港貧窮問題」為主題，設計及實踐跨範疇學習活

動

 透過「手把手」的共同備課，SDO與各組教師共同設計跨範疇學習課程及相關的教學活動，並
特別加強學習活動與不同學科學習內容的扣連。此外，在進行教學活動時提供支援，包括主持

學生工作坊（作為導入及掌握基本研習技巧），及引領教師在學習活動後檢討整個課程的設計、

教學安排以及實施成效，為第二年的延續及優化提出建議

分享階段性成功經驗，進一步推動改進︰

 引導於本年參與協作的教師在校內分享實踐經驗，SDO加入更多理念與實踐策略，為第二年擴
散相關工作作準備

學校改進例子之二：由發展跨範疇學習，帶動教師專業成長

第二年

延續及優化第一年發展的跨範疇學習課程，培育校內變革能動者︰

 建基於首年的發展，作「技術轉移」：本年由跨範疇小組帶領五年級教師就跨範疇學習進行共
同備課。SDO就有關發展工作提供顧問意見，促進其發揮領導角色，帶領相關教師承傳及優化
第一年已發展的跨範疇學習活動

 協助學校就研習能力的訓練作縱向規劃，並讓教師透過實踐及檢討，掌握此類型學習活動的課
程設計理念與實踐策略

將良好做法擴散至另一個年級，進一步推動改進︰

 SDO與跨範疇小組商討後，為配合學校發展STEM的關注事項，把協作推展至六年級，並以「智
能校園」作為跨範疇學習主題。透過共同備課，與教師們共同設計相關的課程及教學活動

總結經驗及推動持續發展︰

 進行兩年的支援總結，再次透過全體教師工作坊，由參與協作的教師分享校本實踐例子，SDO
則總結跨範疇學習課程及教學活動的良好做法，為學校長遠發展相關課程提供具體的建議

註：

在過往支援大量學校發展跨範疇學習的經驗中，學校除可透過專題研習週的模式實踐跨範疇學習，

亦可藉着主題學習日、結合學科課堂等模式進行實踐。

(承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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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宏觀部署及調適
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
日常溝通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
等，與學校跨範疇小組作緊密溝
通，從學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
方了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
專業發展工作坊、協作的支援策略
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12 次

跨範疇學習的
承傳、中層領導
培育
（延續及優化五
年級跨範疇
課程）  

中層人員個人化啟導 跨範疇小組 提供「個人化啟導」（mentoring），
為跨範疇小組於帶領教師共同備課
前提供顧問建議，促進統籌教師發
揮領導角色，帶領相關教師承傳及
優化第一年已發展的跨範疇學習活
動；協助學校就研習能力的訓練作
縱向規劃 

3 次× 1.5 小時 

檢視「專題研習週」 
活動當日實況（半天活動）
及回饋會議 （1 小時）

跨範疇小組、
五年級相關教師 

觀察五年級教學活動進行的情況，
並為教師提供回饋，優化「專題研
習週」稍後日子的學習活動設計 

1 次 

檢討會議 檢討整個課程的設計以及實施成
效，為後續發展提出優化建議 

1 次 × 1 小時 

跨範疇學習的
設計及實踐 
（將協作推展至
六年級，設計新
主題）
 

籌備會議 跨範疇小組、
STEM 統籌教師 

SDO 與跨範疇小組商討後，為配合
學校發展 STEM 的關注事項，決定
將協作推展至六年級，以「智能校
園」為主題進行跨範疇學習；透過
共同備課，與教師們共同設計跨範
疇學習課程及相關的教學活動 

1 次× 1 小時 

共同備課 跨範疇小組、
STEM 統籌教師 
及六年級相關 
教師 

透過共同備課，與教師們共同設計
跨範疇學習課程及相關的教學活動 

4 次 × 1.5 小時 

檢視「專題研習週」
活動當日實況（半天活動）
及回饋會議（1 小時）   

觀察教學活動進行的情況，並為教
師提供回饋，優化日後的設計

1 次 

檢討會議 檢討整個課程的設計以及實施成
效，為後續發展提出優化建議

1 次 × 1 小時 

校內經驗分享、
擴散及總結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學校領導、
跨範疇小組、
全體教師 

先與學校領導及參與跨範疇小組進
行籌備會議，基於兩年的協作內容
及成果，共同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隨後引導參與協作的教師在「校內
經驗總結分享會」中分享實踐經
驗；SDO 總結兩年的協作經驗，為
學校長遠發展相關課程提供具體的
建議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1 小時工作坊 

兩年支援工作 
總結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總結兩年支援工
作，並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二：由發展跨範疇學習，帶動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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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C的學生在校內測考表現不俗，但根據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數據，學生在中、英兩
科表現未如理想。另外，就校長及副校長的觀察，教師即使在高小的課堂中，仍過於着重純知

識的輸入，提問層次較低，也較少提供適切回饋，並未重視技能發展及引發學生思考，與廿一

世紀教育改革的方向仍有距離。整體而言，各科組也較少運用評估數據，以調適教學策略。

校方不希望教師單以操練方法來拉近學生在校內與校外評估的表現，而是希望提升教師評估素

養，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理念。因此，學校邀請 QSIP團
隊協助，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善用評估數據以回饋教學，從而優化校內試卷的素質，以及加

強教師「教考相配」的意識，達至提升教學效能。

學校發展主任（SDO）與學校 C 的校長及副校長溝通的過程中，發現中文科科主任的專業能量較高，
因此建議先以中文科為協作點，並設計以下為期兩年的協作計劃。第一年以中文科優化擬卷及善用評

估數據回饋教學為協作焦點。第二年在中文科進行技術轉移，培育科主任帶領教師進一步優化評估與

教學；此外，因應英文科科組的準備度較高，亦在英文科開展深度協作，期望以中、英兩科的試驗，

逐步強化教師團隊對善用數據回饋教學的意識及技術。

第一年

提升評估素養
不少學校積極提升科組的評估素養，及以評估促進教與學。在微觀層面上，

如何在擬題時做到「教考相配、深淺適中」；在宏觀層面上，科組如何進行縱

向規劃；以至如何善用數據回饋教學等，至今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以下為一實例。

啟動改進︰

 舉行全體教師工作坊，加強教師團隊對「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解，並提供試卷設計的例子以
供參考

 分別為中、英、數、常四科舉行科組工作坊，內容按校方提供的校本評估資料設計，以強化科
本策略及技術

先以其中一個學科為協作點，從實踐中提升教師評估素養︰

 學校領導按校情先選取中文科為協作點，由 SDO與科組的四年級教師協作，提升擬卷質素
 於上學期，SDO與中文科四年級教師共同優化擬卷，並於考試後分析測考結果、善用數據作檢
討，從深入檢視擬題質素、到檢視學生表現、以及對教考相配進行初探

 於下學期以「教考相配」為焦點，進行共同備課，作小規模試驗，並就下學期考試的擬題，以
及考試後的分析提供支援

 以「個人化啟導」的方式，引導中文科科主任對明年的測考及教學作重新規劃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03

教考相配、善用數據

學校改進例子之三：

校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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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第二年

歸納內部經驗，提升整體團隊能量︰

 中文科科組參考協作首年的考試檢討、優化擬卷及教學試驗，訂定新一年的教學及評估規劃。
QSIP特別於學期初舉行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讓中文科科組在校內分享「以評估回饋學與教」
的實踐經驗，為本年拓展至其他學科作鋪墊。此外，QSIP團隊藉此伸延討論，強化教師團隊
對教考相配及善用數據的意識及技術

延續首年試點，同時加入另一學科擴展改革︰

 延續上一年中文科四年級的改革，SDO進行技術轉移，影隨科主任帶領五年級進行改革；過程
中透過「科組領導實務培訓」，讓科組領導從實踐、啟導和反思，掌握帶領科組規劃課程、教

學及評估的技巧，當中又特別以優化擬卷質素及教考相配為重點。而科主任則自行帶領新一屆

的四年級教師繼續改革，SDO利用「個人化啟導」的方式提供指導及顧問意見
 此外，亦於英文科開展宏觀檢討，協助科組重新檢視六級評估的縱向規劃，並於四年級開展深
度協作，把改革試點擴展至額外一個科組

總結及擴散經驗︰

 舉行校內經驗分享會，由試行優化評估的中文科及英文科科組分享實踐經驗，從中總結適合其
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推動持續發展

學校改進例子之三：教考相配、善用數據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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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協作過程
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檢視校情及
擬訂學校改進
方案

核心小組情勢檢討及 
籌備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會面，了解
學校情勢，擬訂學校改進方案，選
取合適的切入點及協作範疇 

1 次 × 1.5 小時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日常溝通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
等，與學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
從學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
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
發展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
略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8 次 

提升教師團隊
專業能量 

全體教師工作坊：
「評估素養 —— 
校內評估的理念與
優化策略（一）」 

全體教師 讓全體教師認識評估素養的基本概
念，並特別介紹優化試卷設計以及
相關的實踐例子 

1 次× 3 小時 

科組工作坊： 
「評估素養 —— 
科組實踐策略」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教師

跟進全體教師工作坊所分享的理念
及原則，分別為中、英、數、常四
個科組，分享擬卷藍圖設計、擬卷
原則和檢討分析的方法
［內容按校方提供的校本評估資料
設計］

4 科×  
每科 1 次× 
2 小時 
（4科合共 4次）

科組教學發展
（中文科： 
優化擬題設計、
初探教考相配）
 
 
 
  

科組籌備會議 中文科科主任 與科主任會面，了解科組的擬卷藍
圖、試卷、評卷參考、分析發展現
況及需要，訂定協作焦點 

1 次× 1 小時 

上學期協作：

擬卷建議（1 份）及 
回饋會議（1 小時） 

中文科科主任及
四年級教師

於上學期配合提升評估素養的焦
點，按照學校提供的一份擬卷藍
圖、試卷、評卷參考，向四年級教
師提出專業意見及提供優化建議  

1 次

測考數據分析（1 份）及 
檢討會議（1 小時） 

學校發展主任（SDO）與科組就上
學期考試分析測考結果，從檢視擬
題到斟酌教學設計，及讓教師掌握
有效的檢討方法 

1 次

下學期協作：

共同備課 中文科科主任及
四年級教師 

就教考相配的焦點，與科組領導一
同帶領四年級教師進行共同備課  

3 次 × 1.5 小時

觀課及個別回饋 根據共同備課的內容，選取合適的
班別進行焦點式觀課（每次 1節），
並為每位教師進行個別回饋（每次
30 分鐘），共同探討如何提升教
學效能、優化相關教學設計，協助
科組成長  

4 次

擬卷建議（1 份）及 
回饋會議（1 小時） 

就下學期擬卷初稿提供優化試題設
計的建議 

1 次

測考數據分析（1 份）及
檢討會議（1 小時） 

對應優化後的試卷，進行試後檢
討，進一步強化教師試後檢討及回
饋學與教的能力 

1 次

中層人員個人化啟導  中文科科主任 透過「個人化啟導」（mentoring），
引導科主任對來年高小擬題及教學
作調適 

1 次 × 1.5 小時 

首年支援工作 
檢討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檢討已進行的支
援工作，及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三：教考相配、善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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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 
日常溝通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
與學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
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
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
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及
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9 次 

提升教師團隊
專業能量 

全體教師工作坊： 
「評估素養 ——
校內評估的理念與
優化策略（二）」

全體教師 引導中文科科組分享「以上學年的
考試檢討回饋下學年教學規劃」的
實踐經驗；SDO帶出以「教考相配」
作為跟進的發展焦點，提升全體教
師評估素養 

1 次× 3 小時

科組教學發展
（中文科： 
技術轉移）

中層人員個人化啟導 中文科科主任 本年由科主任帶領新一屆四年級教
師延續發展，SDO 以「個人化啟
導」持續提供指導及顧問意見  

3 次× 1.5 小時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帶領共同備課 

中文科科主任及 
五年級教師  

深化上年度「以評估回饋學與教」
的嘗試，並配合本年度「教考相配」
的發展焦點，以啟導（mentoring）
及影隨的形式，讓科組領導透過實
踐和反思，掌握帶領科組進行共同
備課的技巧 
（每次包括：於共同備課前先與科
組領導進行準備會議及提出重點與
技巧（1 小時）、影隨科組領導帶
領科組進行共同備課（1.5 小時），
並於同日與科組領導進行回饋會議
（30 分鐘）） 

2 次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觀課及議課 

以啟導及影隨的形式，向科組領導
示範和解說進行觀課及議課的技
巧，並安排機會讓科組領導實踐觀
課議課，及隨後作出回饋，深化技
巧 
（每次包括：影隨科組領導進行觀
課（1 節）、影隨科組領導為授課
教師進行回饋（30 分鐘）及隨後
為科組領導進行回饋會議（30 分
鐘）） 

2 次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擬卷把關  

先就科組設計的一份試卷初稿，與
科組領導進行顧問會議（1 小時），
提出為擬定的試卷作把關的重點與
技巧；隨後影隨科組領導帶領科組
進行擬卷建議會議（1 小時），並
於同日與科組領導進行回饋會議
（30 分鐘），進一步解說相關的
技巧 

1 次 

科組領導實務培訓：
帶領試後檢討 

於試後檢討會議前先與科組領導進
行顧問會議（1 小時），提出測考
數據分析的重點與技巧；隨後影隨
科組領導帶領科組進行試後檢討會
議（1 小時），共同分析測考數據，
以回饋下一階段的教學；並於同日
與科組領導進行回饋會議（30 分
鐘） 

1 次 

(接下頁 )

學校改進例子之三：教考相配、善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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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科組教學發展
（英文科：優化
擬卷設計 ——
縱向規劃及
教考相配） 

科組籌備會議 英文科科主任 與科主任會面，了解科組的發展現
況及需要，訂定協作焦點 

1 次× 1 小時 

試卷分析（6 份）及 
回饋會議（1.5 小時）  

英文科科主任及
六級級統籌 

配合提升評估素養的焦點，按照學
校提供上學年期考六個年級的試卷
擬卷藍圖、試卷、評卷參考，以及
一個焦點（閱讀），再配合考試結
果數據分析向科組提供縱向的擬題
分析及建議 

1 次 

共同備課 英文科科主任及 
四年級教師 
 

就教考相配的焦點，與科組領導一
同帶領四年級教師進行共同備課 

3 次 × 1.5 小時 

觀課及個別回饋 
 

根據共同備課的內容，選取合適的
班別進行焦點式觀課（每次 1節），
並為每位教師進行個別回饋（每次
30 分鐘），共同探討如何提升教
學效能、優化相關教學設計，協助
科組成長 

4 次 

擬卷建議（1 份）及 
回饋會議（1 小時） 

配合提升評估素養的焦點，就本學
年擬卷初稿提供優化試題設計的建
議 

1 次 

測考數據分析（1 份）及
檢討會議（1 小時） 

對應優化後的試卷，進行試後檢
討，進一步強化教師試後檢討及回
饋學與教的能力 

1 次 

校內經驗分享、 
擴散及總結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學校領導、 
中文科及英文科 
科主任、 
全體教師 

與學校領導及中、英文科科主任進
行籌備會議，基於兩年的協作內容
及成果，共同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引導參與協作的中文科及英文科科
組分享教考相配及善用數據的實踐
經驗，總結適合其他科組教師參考
的策略，擴散推廣；SDO 加入更多
理念與實踐策略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2 小時工作坊  

兩年支援工作 
總結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總結兩年支援工
作，並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三：教考相配、善用數據

(承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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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 D的校長向 QSIP學校發展主任（SDO）表示，學校取錄的學生多來自鄰近屋邨的基層
家庭，學生之間的差異頗大，有些學生的家庭支援不足，學習能力稍遜，且缺乏學習動機；亦

有部分學生能力較佳，學習動機較強。學校雖然已採取按能力分班的政策，在同一級別中，有

兩班屬精英班，兩班則採取混合能力分班；也鼓勵教師嘗試運用合作學習、分層工作紙等策略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但成效未見顯著，教師在教學上有不少困惑及無力感。

面對複雜的學生多樣性，學校希望各科都能嘗試針對學生能力訂立合適程度的學習目標，並發

展適切的教學策略，協助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礎上進步。

QSIP團隊與學校領導商議支援方案的過程中，了解學校期望起動各科組發展照顧不同學生的教學策
略，而且各個科組均有數位準備度和專業能量較高的教師。因此，QSIP為學校 D設計了一個為期兩年
的協作計劃，於首年在四個主要科目各選一個合適的級別作試點，配合科本特性試驗教學策略，同時

藉此整體檢視不同科目及年級的課堂現況，探討未來深化發展的方向。第二年於其中兩個學科進行深

入協作，期望以總結得來的成功經驗推動其他科組持續發展。

第一年

照顧學習多樣性 
自廿一世紀教育改革以來，「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越來越受重視，更成

為不少學校的關注事項。要有效照顧多樣性，學校必須對「多樣性」的概念有

清晰的理解，並因應校情和學生的特性，從不同層面來制訂適切的策略，其中包括學校課程和

課堂教學的層面。以下為一實例說明 QSIP如何與學校協作，讓教師更有效地照顧不同特性學
生的學習需要。

啟動改進︰

 舉行全體教師工作坊，為教師釐清「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概念，建立共同語言及改進共識；並
透過不同學科實例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有效教學和評估策略

 跟進全體教師工作坊所介紹的理念與原則，分別為中、英、數、常四個科組舉行科組工作坊，
深入分享在科組層面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實踐例子，為隨後的實踐作輸入

04

由廣泛試驗到聚焦深化

學校改進例子之四：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校
情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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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延續改進，於兩個學科深化發展︰

 跟進第一年的協作和觀察，與核心小組商討後，按科組的發展需要、科主任及教師對協作的準
備度及專業能量，決定選擇數學科及英文科兩個學科與 QSIP協作，深化探討照顧學習多樣性
的策略，包括：課堂教學策略及課業設計；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提升教師在教學上照

顧學習多樣性的專業能力

 中文科及常識科由科主任帶領延續上一年的發展，過程中 SDO利用「個人化啟導」的方式，
就科組領導的帶領技巧提供專業意見

總結及擴散經驗︰

 以「照顧學習多樣性——校本實踐經驗分享」為題，引導兩年間參與協作的中、英、數、常科

組分享實踐經驗，總結適合其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擴散推廣；SDO加入更多理念與實踐策略，
推動校內持續發展

第一年

了解不同年級及科組在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發展現況，在教學上作焦點式探討及試
驗︰

 SDO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商討後，因應四個主要科目不同年級的發展需要，以及教師的準備
度，選取合適的協作級別及發展焦點，安排如下：

  中文科：以二年級作試點，探討在寫作教學中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
  英文科：以三年級作試點，探討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課堂參與度的方法
  數學科：以四年級作試點，探討教授抽象數學概念的方法
  常識科：以五年級作試點，探討提升課堂探究性的策略
 各科科主任選取一個課題，與教師進行焦點式共同備課，嘗試運用早前進行的工作坊所介紹的
策略，初擬相關的教學活動及教材；專科的 SDO分別與各科協作組別進行共同備課，就教師
初擬的教學設計提供具體的優化建議，為隨後的觀課作準備

 各科在協作級別，選取一班精英班、兩班混合能力班別作焦點式觀課；SDO藉此機會了解不同
能力班別的學習多樣性現況，並為教師提供觀課後的個別回饋，優化教學效能

 觀課後，「校主」綜合分析不同科目及年級的課堂現況，並向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作口頭滙報，
提出優化建議，探討未來深化發展的方向

總結第一年的協作經驗及觀察，向全體教師作回饋，為推展第二年協作作準備︰

 舉行全體教師工作坊，因應觀課所見的現況提供回饋及建議，分享一些觀察所見的良好試驗及
做法，並提供更多具體實踐策略及例子供教師參考，鼓勵不同科組作更多嘗試

學校改進例子之四：由廣泛試驗到聚焦深化

(承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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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協作過程

學校改進例子之四：由廣泛試驗到聚焦深化

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檢視校情及
擬訂學校改進
方案  

核心小組情勢檢討及
籌備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會面，了解
學校情勢，擬訂學校改進方案，選
取合適的切入點及協作範疇 

1 次× 1.5 小時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日常溝通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
電話、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與
學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
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作
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
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及步
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8 次 

提升教師團隊 
專業能量 

全體教師工作坊：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理念
與實踐」

全體教師 為教師釐清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概念，
建立共同語言及發展共識；並透過
不同學科實例分享照顧學習多樣性
的有效教學和評估策略 

1 次× 3 小時 

科組工作坊： 
「照顧學習多樣性 ——
科組實踐策略及例子」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教師 

跟進全體教師工作坊所介紹的原則
及理念，為每個科組深入分享科組
層面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實踐例子，
為之後的實踐作輸入 

4 科 ×  
每科 1 次×  
 2 小時 
（4科合共 4次）

科組教學發展
（初步發展中、
英、數、常，
並作整體檢視）  
 

科組籌備會議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主任、
課程統籌主任 

與四個核心學科的科主任會面，了
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需要，訂定協
作級別及焦點： 
中文科： 
以二年級作試點，探討在寫作教學
中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策略 
英文科： 
以三年級作試點，探討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和課堂參與度的方法 
數學科： 
以四年級作試點，探討教授抽象數
學概念的方法 
常識科： 
以五年級作試點，探討提升課堂探
究性的策略

4 科×  
每科 1 次× 
1 小時 
（4科合共 4次）

共同備課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主任及 
參與協作的一級
教師 

由專科的學校發展主任（SDO）就
各科初擬的教學設計提供具體的優
化建議，為之後的觀課作準備 

4 科×  
每科 1 次×
 1.5 小時 
（4科合共 4次）

觀課及個別回饋 在各科協作級別中，選取一班精英
班、兩班混合能力班別作焦點式觀
課（每次 1 節）；SDO 藉此機會了
解不同能力班別的學習多樣性現況，
並為教師提供觀課後的個別回饋（每
次 30 分鐘），優化教學效能 

4 科 ×  
每科 3 次 
（4 科合共
12 次） 

向學校領導口頭匯報整體
觀課分析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向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匯報整體觀
課分析，並提出跟進建議 

1 次× 1.5 小時 

校內經驗分享及
擴散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學校領導、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主任、 
全體教師 

與學校領導及參與協作的科組領導
進行籌備會議，共同擬定校內分享
內容； 
因應觀課所見的現況提供回饋及建
議，分享一些觀察所見的良好試驗
及做法，並提供更多照顧學習多樣
性的具體實踐策略及例子供教師參
考，鼓勵不同科組作更多嘗試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2 小時工作坊  

首年支援工作 
檢討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檢討已進行的支
援工作，及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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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日常溝通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
與學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
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
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
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及
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9 次 

科組教學發展
（數學科及
英文科）
 

科組籌備會議 數學科及英文科
科主任

分別與兩位科主任會面，根據之前
的發展情況，訂定第二年的發展焦
點及策略 

2 科 × 
每科 1 次× 
1 小時
（2科合共2次）  

共同備課 數學科及英文科
科主任及
各一級教師

配合照顧學習多樣性的焦點，SDO
分別與兩科科主任一同帶領一級，
為選定課題分上、下學期進行兩個
循環的共同備課，深化探討照顧學
習多樣性的策略，包括：課堂教學
策略及課業設計 

2 科 ×  
每科 6 次 ×
 1.5 小時 
（2 科合共
12 次，分上、
下學期進行）

觀課及個別回饋 就共同備課的內容，在精英班及混
合能力班別進行焦點式觀課（每次
1 節），了解課堂的實施情況，並
為每位教師進行個別回饋（每次 30
分鐘），共同探討如何提升教學效
能、優化相關教學設計，協助科組
成長（每個循環的共同備課各安排
2 次觀課議課）

2 科 ×  
每科 4 次 
（2 科合共 
8 次，分上、
下學期進行）

檢討會議 分別在上、下學期進行檢討會議，
探討教學設計的成效及總結經驗，
回饋科組發展 

2 科 ×  
每科 2 次 × 
1 小時 
（2 科合共 
4 次，分上、
下學期進行）

科組教學發展
（中文科及
常識科） 

中層人員個人化啟導 中文科及常識科
科主任

以「個人化啟導」（mentoring）的
方式，為兩科科主任提供諮詢式意
見，協助科主任於科組內延續及擴
散去年協作的成果； 
按個人發展需要提供以下支援： 
A. 由 SDO 進行顧問會議（1-1.5 小
時），就科組領導面對的挑戰及個
人發展需要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強
化領導意識及技巧；或 
B. SDO 影隨科組領導帶領相關會
議或活動（1.5 小時以內），了解
其實踐情況；並就是次實踐為科組
領導提供具體回饋及優化建議（30
分鐘），提升其領導力 

2 位科主任 ×
每位 2 次 ×
約 1.5 小時
（合共 4 次）

校內經驗分享、 
擴散及總結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照顧學習多樣性 ——
校本實踐經驗分享」 

學校領導、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主任、 
全體教師 

與學校領導及參與協作的科組領導
進行籌備會議，基於協作內容及成
果，共同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引導兩年間參與協作的中、英、
數、常科組分享實踐經驗，總結適
合其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擴散推
廣；SDO 加入更多理念與實踐策略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2 小時工作坊 

兩年支援工作 
總結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總結兩年支援工
作，並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四：由廣泛試驗到聚焦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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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近年，不少學校配合教育局推出有關「學會學習 2.0」的理念，以「促進自主
學習」作為學校發展的關注事項，期望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和自主學習的態度及

能力。

然而，業界對「自主學習」的概念及推行模式眾說紛紜。學校對如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以助

他們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為自己訂立個人學習目標和方向，繼而在學習歷程上進行自

我監察、調節和反思等各方面仍有不少疑問。

有關本主題的支援工作，正在此情況下發展出來。以下為一實例。

學校 E以「促進自主學習」為學校發展的關注事項，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技巧。
校長表示學校過去曾嘗試推動不同科組設計預習任務、反思小冊子，及教授學生一些學習技巧

等。然而，教師團隊在執行過程中，彼此之間對「自主學習」的理解仍有不少差異，所做工作

很多時有形而無實，成效未見顯著。此外，在協作第二年的下學期，學校受疫情影響而改為實

施網課，教師對如何在「教育新常態」下實踐 「自主學習」感到困惑。

QSIP向學校領導了解校情後，為學校 E設計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協作計劃。首年主要由 QSIP團隊示範
及引導，啟動改進；以五年級為發展焦點，推動各科組共同探討如何在課堂融入自主學習元素，以助

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次年配合校情，於部分科組進行較深入的支援，並進行技術轉移，期望新方

法可長遠在學校發展；此外，QSIP在疫情下，與學校領導商討，突破原定協作計劃的界限，配合「教
育新常態」，協助教師面對疫情下的教學挑戰。

第一年

促進自主學習 

啟動改進︰

 舉行全體教師工作坊，為教師釐清「自主學習」的概念，建立共同語言及發展共識；同時亦透
過分享不同學科的實例，介紹推動自主學習的實踐策略

05

以一級為試點推動自主學習

學校改進例子之五：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校
情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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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啟動改進︰

 首年選協作準備度較高的五年級為發展焦點，透過學生工作坊、科組工作坊等作示範，引進相
關技術

  進行學生問卷調查，以了解五年級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如：學習習慣、學習技巧、動機取
向等）

  進行一系列學生工作坊，並配合校情訂定培訓重點，讓學生掌握不同學習技巧及策略，如預
習、做筆記、溫習技巧等；五年級班主任及科任教師列席工作坊作觀察，以進一步理解自主

學習的實踐策略，並了解如何在日常教學及班級經營中提供機會、示範及指導學生實踐所學

  承接全體教師工作坊，分別為中、英、數、常四個核心科目舉行科組工作坊，分享各科組的
實踐例子，並探討如何在課堂融入自主學習元素以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推行改進，以一級為試點推動各科組實踐︰

 學校核心小組推動五年級教師進行試驗
 為五年級主要科目（中、英、數、常）的教學設計提供支援，隨後透過焦點式觀課了解實踐自
主學習策略的情況，並藉觀課回饋與教師共同探討如何優化策略

分享階段性成功經驗，進一步推動改進︰

 舉行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邀請部分五年級教師（包括不同學科）向全體教師分享本年度的實
踐經驗與成果，SDO加入更多實例，以推動第二年的擴散

第二年

學校改進例子之五：以一級為試點推動自主學習

(承上頁 )

推動技術轉移，及於兩個學科深化發展︰

 延續及優化首年五年級學生工作坊的做法，進行「技術轉移」：教師與 SDO協作教學，讓教
師實踐帶領學生工作坊，並掌握如何透過大課協助學生掌握學習技巧及應用自主學習策略；

SDO從旁協助以達至「技術轉移」的目的，提升持續發展的能量，長遠而言教師將自行為每屆
五年級學生提供相關培訓

 因應校情，與學校領導選定兩個學科（中文科及常識科）為切入點，在五年級的教學活動和課
業設計上提供支援，深化在課堂內推動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並透過觀課了解及回饋實踐情況，

以優化教學設計

因應實際情況，下學期加入「教育新常態」元素，協助教師面對疫情下的教學挑戰︰

 QSIP在疫情下擔當「同行者」的角色，與教師「手把手」共同探討在新常態下的課程調適、
遙距教學的教學點子及評估方式，以及如何推動學生在網課做筆記等，提升教師面對變革的準

備度及教學效能

總結經驗及推動持續發展︰

 舉行網上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總結兩年的協作經驗，由參與協作的中文科及常識科分享校本
實踐例子，並由 SDO提供深化策略，協助學校核心小組繼續推動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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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協作過程
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檢視校情及
擬訂學校改進
方案 

核心小組情勢檢討及
籌備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會面，了解
學校情勢，擬訂學校改進方案，選
取合適的切入點及協作範疇 

1 次 × 1.5 小時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日常溝通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
與學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
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
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
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及
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6 次 

提升教師團隊 
專業能量，為未
來一年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搭建
台階 

全體教師工作坊：
「促進自主學習的
理念與實踐」

全體教師 為教師釐清「自主學習」的概念，
建立共同語言及發展共識；同時亦
透過不同學科的實例分享，介紹推
動自主學習的實踐策略 

1 次× 3 小時 

科組工作坊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教師 

跟進全體教師工作坊所分享的理念
及原則，分別為四個主科分享科組
實踐例子，並帶領教師探討如何在
課堂融入自主學習元素以增強學生
的自主學習能力 

4 科 ×  
每科 1 次 ×
 2 小時
（4科合共 4次）

學生自主學習問卷調查及 
向學校領導口頭滙報 

五年級學生 透過問卷調查檢視五年級學生的學
習習慣、學習技巧、動機取向等；
分析結果後，向學校領導進行口頭
匯報（1 小時），讓教師了解學生
情況，並讓 SDO 配合學生情況調
適具體支援工作 

1 次 

學生工作坊及
教師跟進會議

五年級學生、
班主任及
科任教師

因應問卷結果及校情，與教師共商
學生工作坊目標及培訓重點，為學
生介紹並協助他們掌握不同學習技
巧及策略，如預習、做筆記、溫習、
反思及思維策略等；
安排班主任及科任教師列席工作坊
作觀察；在學生工作坊後，學校發
展主任（SDO）為教師解說活動設
計理念，建議教師在日常教學及班
級經營中，提供機會、示範及指
導，讓學生實踐工作坊所學，強化
自主學習的態度和能力 

2 次
（每次包括 1 小
時學生工作坊及
30 分鐘教師跟
進會議） 

學校改進例子之五：以一級為試點推動自主學習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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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推動自主學習
（以五年級為
試點推動各科組
實踐） 

共同備課 五年級中文、
英文、數學、
常識科教師

為焦點式觀課作準備，就授課教師
已選取的課題、自主學習策略及教
學設計給予專業意見

4 科 ×
每科 1 次× 
1.5 小時
（4科合共4次） 

觀課及個別回饋  配合推動自主學習的焦點進行觀課
（每次 1 節），了解課堂上推動
自主學習的教學實施及學生學習狀
況，並為每位接受觀課的教師進行
個別回饋（每次 30 分鐘），共同
探討如何提升教學效能、優化相關
教學設計，協助科組成長  

4 科 × 
每科 3 次 
（4 科合共
12 次）  

向學校領導口頭匯報整體
觀課分析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向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匯報整體觀
課分析，並提出跟進建議  

1 次× 1.5 小時 

校內經驗分享及
擴散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 
「自主學習校本實踐」 

學校領導、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科
科主任、
全體教師 

與學校領導及參與協作的科組領導
進行籌備會議，基於協作內容及成
果，共同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引導參與協作的四個科組分享促進
自主學習的實踐經驗，總結適合其
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擴散推廣；
SDO 加入更多理念與實踐策略，為
推展第二年協作做準備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2 小時工作坊 

首年支援工作
檢討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檢討已進行的支
援工作，及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 1 小時 

(承上頁 )

學校改進例子之五：以一級為試點推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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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焦點 項目 對象 支援內容 次數及時間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核心小組會議及日常溝通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
議、即時通訊軟件、電郵等，與學
校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
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解合作
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
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及步
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9 次 

推動自主學習 共同備課：
預備學生工作坊

負責統籌及
主持學生工作坊
的教師

延續及優化首年五年級學生工作坊
的做法，與教師商討相關的教學活
動，協助教師掌握如何透過大課協
助學生掌握及應用自主學習策略 

1 次 × 1.5 小時 

學生工作坊（協作教學）
及教師跟進會議 

五年級學生及
教師

SDO 與教師協作教學，讓教師實踐
帶領工作坊，以達至「技術轉移」
的目的，提升學校持續發展相關工
作的專業能量 

2 次 
（每次包括
1.5 小時學生工
作坊及 30 分鐘
教師跟進會議）  

科組教學發展
（中文科及
常識科）

科組籌備會議 中文科及常識科
科主任

分別與中文科及常識科的科主任會
面，了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需要，
訂定協作焦點 

2 科 × 
每科 1 次 ×
1 小時 
（2科合共2次） 

共同備課
（實體及遙距會議）

中文科及常識科
五年級教師
 

配合自主學習焦點，SDO 於上、下
學期分別與中文科及常識科科主任
一同帶領五年級教師，為選定課題
共同備課 

2 科 ×
每科 6 次 ×
1.5 小時
（2 科合共
12 次，分上下
學期進行） 

觀課及個別回饋
（實體課及網課） 

根據共同備課的內容，進行焦點式
觀課（每次 1 節），了解教學設計
的施行情況及學生的課堂表現，並
為每位施教教師進行個別回饋（每
次 30 分鐘），共同探討教學成效，
優化教學設計 

2 科 × 
每科 4 次 
（2科合共8次，
分上下學期進
行） 

檢討會議
（實體及遙距會議） 

分別為中文科及常識科在上、下學
期的教學發展作總結，及提出跟進
建議 

2 科 ×  
每科 2 次×
 1.5 小時 
（2科合共4次，
分上下學期進
行）  

校內經驗分享、
擴散及總結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及
跟進工作坊（網上工作坊） 

學校領導、
中文科及常識科
科主任、 
全體教師 

SDO 與學校領導、中文科及常識科
科主任會面，基於協作內容擬定校
內分享內容； 
引導中文科及常識科科組分享促進
自主學習的實踐經驗，總結適合其
他教師參考的策略，擴散推廣；
SDO 加入更多理念與實踐策略 

1 小時籌備會議
及 2 小時工作坊 

兩年支援工作
總結

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 
核心小組 

從學校整體角度，總結兩年支援工
作，建議後續發展 

1 次 × 1 小時 

學校改進例子之五：以一級為試點推動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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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廿多年的教育改革歷程中，每所學校的整體發展與外在環境和內在因

素息息相關，學校除了要面對世界趨勢的變遷及教育政策更新，亦需因應學

校內部在不同時期的情勢而訂定適切的發展重點。因此，在某一時期，學校領導

不一定要帶着前設的主題，而宜以「整全式」的理念，從情勢檢視開始，扣連學校層面、科組

層面及教師個人層面，推動學校改進。以下為一例子：

整全式學校改進06

學校 F的校長空降接任此崗位近兩年，已了解學校師生的強弱及學校文化。校長欣賞學校有不
少優良傳統，尤其在師生關係方面，比起不少學校優勝；然而，大部分教師在教學方法上仍有

進步空間。學校最近一次外評已是六年前，其後不少中層教師相繼退休。雖然現時各科組的運

作大致暢順，繼任的科主任在處理行政事務上亦漸上軌道，但較少帶領專業討論。

校長期望 QSIP協助引領新任中層，檢視過往發展的樽頸問題，並帶領學校向前邁進。

QSIP團隊與校長及副校長詳談後，由QSIP團隊為學校作情勢檢視（透過訪談、實地視察、檢視文件、
觀課等），並與學校領導共同判斷學校的改進需要及發展優次。情勢檢視發現的重點如下：

學校情勢

1 在教學方面，大部分教師都已涉獵不少教學方法，問題在於未能掌握如何對應不同情境選取合
適的教學方法，以及靈活地融合不同方法以增加教學效能。雖然課堂氣氛不錯，學生也投入活

動，但未必有具意義的學習。

2 不同科組的教學效能、協作文化，以至教師對外間支援的準備度有明顯差異。科組之間的專業
協作文化亦不強。

3 中層領導整體對學校有歸屬感及承擔感，願意配合學校整體的發展方向及在個人層面上付出，
惟領導科組的意識及技術稍弱，在推動科組改進方面欠經驗及策略性部署。

4 學校過往整體的評估（evaluation）文化不強，主要是檢視工作及計劃的完成程度，較少監察
工作成效，尤其在運用量化及質化數據回饋日後的規劃上，尚有很大進步空間。

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

發展重點及校本支援方案

校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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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三年進程

首年︰

 主要由 QSIP與學校領導主導啟動及推行改革，並培訓中層教師，同時與一些科組進行深入協
作，作為試點。

第二年︰

 着重與校內中層人員攜手協作，推行改革，在校內擴散有關理念和技術。

第三年︰

 由學校領導及中層人員主導，以延續改革，QSIP從旁協助。

就上述重點，QSIP團隊與學校開展三年的協作，在校內逐步建立持續改進的專業能量：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第一年

32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具體協作過程
發展焦點 支援內容 支援工作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緊密溝通、檢討與跟進：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等，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
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
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溝通聯絡 15 次 

情勢檢視 準備協作： 
與學校領導會面，了解學校對 QSIP 支援的期望及協作目標，為學校情勢
檢視工作作準備

學校領導會議 

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校情： 
承接學校領導的初步描述，QSIP 透過訪談、實地視察、檢視文件、觀課
等方式為學校進行全面情勢檢視，了解及探討學校在不同範疇的發展現
況及改進需要
 訪談對象：負責不同範疇及不同年資的教師、不同級別的學生
 觀課：初、高小四個核心科目的部分課堂
 檢視文件：最近期的學校發展計劃及報告、科組計劃及檢討報告、外評
報告

訪談 10 節 
觀課 16 節 
檢視文件 8 份 

向學校領導初步滙報情勢檢視結果，建議學校發展重點如下： 
 加強教師對教學及評估策略的運用技巧，尤其為「一堂好課」的意義建
立共同語言；在安排課堂活動時，也着重學習元素

 加強科主任的專業領導意識及技術、包括帶領觀課議課、共同備課、課
業查察、擬卷把關等，並營造專業協作文化，以推動科組改進

 加強全校的檢討意識及技術，培育教師運用量化及質化數據，回饋日後
的規劃及執行

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會議 

基於上述的分析，QSIP 校主與學校領導共商學校改進方案，部署如下： 
啟動學校改進 與核心小組的協作： 

QSIP與核心小組成員共同制定學校整體推動策略，鼓勵不同科組探討「一
堂好課」的教學，加強評估文化（例如：在恆常的共同備課及觀課中加
入上述焦點） 

核心小組會議 1 次

全體教師工作坊：
以「一堂好課：促進學生有學習經歷的參與」為題進行全體教師工作坊，
凝聚教師團隊對改進的共識，建立共同語言，為日後進行改進鋪路

全體教師工作坊 1 次

中層領導工作坊：
 為中層領導（包括科組及功能組別領導）進行一系列工作坊，內容包括：
「中層領導的角色及職責」、「推動科組改進的策略及技巧」、「科組
PIE」等，加強中層領導的專業能量，為推動及實踐學校改進的行動方案
作鋪墊

中層領導工作坊 2 次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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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發展焦點 支援內容 支援工作 

推行學校改進的
行動方案 

基於情勢檢視結果，選定學科、級別及協作焦點啟動發展：
了解校情後，發現中文科科主任及科組教師的專業能量較高，對外間支援的準備度亦較強，有利於
在協作的第一年創造成功經驗；另外，常識科在協作準備度雖屬一般，但在課程設計及教學法有較
大的改進空間，發展的急切性較高 
因此，選定以這兩科作為啟動改革的試點，在四年級以推動「有學習經歷的參與」作協作焦點，實
踐之前全體教師工作坊所介紹的理念與策略 

中文科： 
由於科組對協作的準備度較高，QSIP 與科主任有較緊密的協作，嘗試透
過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擬卷把關、評估數據分析等，提升科組教學
效能，加強科組評估文化

校本支援 20 次 

常識科： 
QSIP 的支援集中在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以改善四年級的課堂教學效
能為首階段目標 

校本支援 15 次 

與核心小組的協作： 
QSIP 與核心小組成員定期檢視行動方案的實施情況，微調推動方法 

核心小組會議 5 次 

分享階段性成功
經驗，進一步推
動改進  

校內分享會籌備會議︰ 
與學校領導、中文、常識科科主任會面，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籌備會議 1 次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 
邀請兩個協作科組於學年末在校內分享「一堂好課」的實踐經驗，中文
科科主任更分享科組檢討的優化做法，讓其他科組作參考及借鏡，為第
二年的改進工作鋪路 

全體教師工作坊 1 次 

檢討會議： 
與核心小組總結本年的協作經驗，商討第二年的支援部署 

核心小組會議 1 次 

 

(承上頁 )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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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發展焦點 支援內容 支援工作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緊密溝通、檢討與跟進：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等，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
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
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溝通聯絡 16 次 

推行學校改進的
行動方案：
學校層面  

與核心小組的協作：
QSIP 基於第一年的協作情況，與核心小組成員共同部署及制定學校改進
的實踐策略，將改進進一步推廣至更多學科，焦點包括：
  加強各學科科主任的專業領導能力及技巧
�  除中文科及常識科外，也啟動英文科及數學科與 QSIP 協作，實踐「一
堂好課」的理念

�  協助學校制定具體的檢討政策，強化學校的評估文化及 PIE 

核心小組會議 3 次 

全體教師工作坊：
分別以「一堂好課：教考相配」、「善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為題進行
全體教師工作坊，讓教師了解如何進一步加強課堂教學與評估設計的關
係，提升教學效能 

全體教師工作坊 2 次 

中層領導工作坊：
集中為學科領導進行一系列工作坊，主題包括：「焦點式觀課及議課技
巧」、「課業查察的焦點與回饋」、「擬卷把關的意識及技巧」，裝備
科主任實踐學校改進方案中相關的學校政策

中層領導工作坊 3 次

推行學校改進的
行動方案：
科組層面

將改進工作推廣至更多學科：
除了把中文科及常識科的協作推展至五年級，在科組內擴散經驗外，亦開展與數學科和英文科的協
作

中文科：
QSIP 與科主任溝通，在教師人手安排上作特別部署：把第一年曾參與協
作的教師分別編排任教本年的四年級及五年級；QSIP 主力支援五年級，
協助教師加強平日教學和評估設計的扣連，同時亦優化科組考試後的檢
討方法，加強科組運用評估數據的意識及技巧；同時為科主任提供「個
人化啟導」，輔助科主任領導四年級，把第一年的協作經驗承傳及優化

校本支援 22 次

常識科：
基於第一年的協作互信關係，繼續於五年級開展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優化評估設計及善用數據作試後檢討等工作，讓科組內更多教師願意實
踐新嘗試

校本支援 19 次

數學科：
於四年級開展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優化評估設計及善用數據作試後檢
討等工作，改善教學效能，提升科組的評估文化

校本支援 12 次

英文科：
於四年級開展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優化評估設計及善用數據作試後檢
討等工作，改善教學效能，提升科組的評估文化

校本支援 16 次

與核心小組的協作：
 QSIP 與核心小組成員定期檢視行動方案的實施情況，微調推動方法
 列席某些科主任及教職員會議，為核心小組提供諮詢意見，加強推動不
同科組落實相關的學校政策

核心小組會議 6 次；
列席會議 5 次

分享及歸納階段
性成功經驗，進
一步推動改進

校內分享會籌備會議︰
與學校領導及四個核心科目的科主任會面，擬定校內分享內容

籌備會議 1 次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
邀請四個協作科組在校內分享「運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的實踐經驗，
以及如何在科組內推動及落實學校的相關政策；QSIP 則負責分析及總結
良好做法的通則，進一步推動不同科組落實相關措施

全體教師工作坊 1 次

檢討會議：
與核心小組總結本年的協作經驗，商討第三年的支援部署

核心小組會議 1 次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整
全
式
學
校
改
進

促
進
自
主
學
習

照
顧
學
習
多
樣
性 

提
升
評
估
素
養

跨
範
疇
學
習

中
層
領
導
培
育

第三年

35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學校改進焦點及個案舉隅

發展焦點 支援內容 支援工作 
宏觀部署及
調適支援工作 

緊密溝通、檢討與跟進：
QSIP 主要聯絡人（校主）透過會議、電話、即時通訊軟件及電郵等，
與學校領導及核心小組作緊密溝通，從學校的整體角度，持續讓雙方了
解合作狀況，設計及調適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各科組協作的支援策略
及步伐，並定期作檢討及跟進 

溝通聯絡 10 次 

鞏固學校
持續發展

與核心小組的協作： 
 總結過去兩年的協作經驗，將一些良好做法制定為學校的恆常措施，在
全校層面落實及執行相關工作，包括：優化校內觀課及議課、課業查察、
評估檢討等政策

�  提升核心小組成員於策劃及推動改進的專業領導能力

核心小組會議 7 次 

中層領導工作坊： 
為中層領導（包括科組及功能組別領導）進行培訓，推動科組發展的檢
討與規劃，以及為促進中層之間的交流及分享制訂常規，以便持續提升
中層在政策制訂及策劃方面的專業能力（工作坊主題：「推動科組發展
跨科分享（一）、（二）」） 

中層領導工作坊 2 次 

透過「科組領導實務培訓」協助中、英、數、常的科主任落實執行相關
的改進方案：
影隨科主任進行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並強化科主任課業查察、擬卷
把關等能力及技巧，因應科組發展需要選取合適的焦點，提供不同程度
的支援 

校本支援 42 次 

總結經驗 
 

檢討會議： 
與核心小組總結三年的協作經驗，為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作準備，並就
學校未來持續改進作部署 

核心小組會議 2 次 

校內經驗總結分享會： 
於上學期及下學期末，分別邀請四個參與協作的科組就過去兩至三年的
實踐經驗作總結及分享；QSIP 協助學校回顧及總結學校改進之策略，並
就學校整體未來發展及持續改進提供具體的回饋及建議

全體教師工作坊 2 次 

學校改進例子之六：具廣度及深度的全面改進



36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2022/23）—  小學

其他專業支援項目

 中小學銜接及適應課程

 班級經營

校本發展

學校改進支援項目
QSIP歷年來配合每所學校的校本情況及發展需要，度身設計支援方案。除本冊子六個 
「學校改進個案」中舉例的發展焦點，QSIP亦曾支援學校、辦學團體及教育機構進行以
下發展︰

辦學團體／教育機構培訓／聯校網絡 

 聯校主題式培訓 
進行專題工作坊及促導學校經驗交流

主題包括：中層領導培育、跨範疇學習等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於同一日設二十多節涵蓋學校管理、中層培育、各科的學與教、跨範疇／全方位學習、

學生培育等範疇的平行環節，由具相關經驗的 QSIP學校發展主任主持，參加者可按個
人發展需要參與不同環節 

 短期教師培訓課程 
配合機構需要度身設計培訓課程，理論與實踐兼備，融入專題工作坊、行動研究、

教學實踐與回饋、個人化啟導等元素

主題包括：中層領導培育、新入職教師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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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學與教改革項目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2011-2021) 

讀故事，學品德： 
故事教學手法結合品德教育  
(2017-2019) 

優質學校在香港  
Quality Schools in Hong Kong 
(2016-2019)

傳承「動」起來：

香港中小學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 
（第一期，2017-2020） 
（第二期，2019-2021）

QSIP 受資助計劃
QSIP在過去二十多年，分別得到香港教育局、商界及私人基金會的資助，在業界推動整全式學
校改進及不同主題的計劃，與學校領導及前線教師攜手實踐不同的改革項目，在本港累積了推動

學校改進的豐富實踐經驗。

歡迎瀏覽以下各個計劃網頁，了解計劃詳情及成果分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習差異支援  QSIP-SLD (2010-2016)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Jockey Club “Diversity at Schools” Project (2019-2021)

QSIP: Tracking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Assessment Literacy (QSIP-CEAL)
(Phase 1, 2017-2019 | Phase 2, 2019-2020 | Phase 3, 2020-2021 | 
Phase 4, 2021-2022)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透過全校式自主學習照顧學習差異 
QSIP-SDL (2014-2017) 

學校整體改進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特殊學校支援 QSIP-SISS (2012-2015)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 (2004-2011) 
優質學校行動 QSA (2003-2004) 
優質學校計劃 QSP (2001-2003) 
香港躍進學校計劃 ASQEP (1998-2001) 

https://www.jcschooldiversity.hk/maximizingchoices/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torytelling/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qshk/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wecan/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torytelling/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qshk/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cultural/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cultural/
https://www.jcschooldiversity.hk/maximizingchoices/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projectceal/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dl/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ld/
https://www.jcschooldiversity.hk/maximizingchoices/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projectceal/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dl/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s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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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及經驗總結

專題文章
QSIP團隊揉合前線與學術觀點，整理實踐經驗及探討教育界熱門議題，從而撰寫多個專題系列的文章，
包括學校改進、中層領導、科組改進、照顧學習多樣性、自主學習、評估素養等。

媒體報道
由傳媒及協作學校的角度，報道 QSIP的支援工作與成果，及與學校互動協作的點滴。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ublications/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ublications/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media/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media/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media/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media/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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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訪
每期「QSIP通訊」專訪本地學校校長、教師及其他與教育專業相關人士，分享推動學校改進的觀點與
教師專業成長的心路歷程。

成果展示
QSIP歷年來積極推動整全式學校改進及開展不同主題的校本支援計劃，期間所累積的實踐經驗以專題
刊物的形式發布。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e8%a8%88%e5%8a%83%e7%b6%93%e9%a9%97%e7%b8%bd%e7%b5%90%e5%8f%8a%e6%88%90%e6%9e%9c/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e8%a8%88%e5%8a%83%e7%b6%93%e9%a9%97%e7%b8%bd%e7%b5%90%e5%8f%8a%e6%88%90%e6%9e%9c/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e8%a8%88%e5%8a%83%e7%b6%93%e9%a9%97%e7%b8%bd%e7%b5%90%e5%8f%8a%e6%88%90%e6%9e%9c/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e8%a8%88%e5%8a%83%e7%b6%93%e9%a9%97%e7%b8%bd%e7%b5%90%e5%8f%8a%e6%88%90%e6%9e%9c/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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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夥伴嘉言

QSIP 團隊具備豐富經驗及專業態度，與教師並肩而行，藉着共同備課、檢討會議

等讓教師掌握及改善活動的設計與策略，突破原有的框框，達至專業成長。學校

的主題學習週能順利而有效地推展，除了老師有專業的成長，活動亦受到學生的

歡迎及家長的支持。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課程發展主任　劉佩君老師 

QSIP 專業團隊陪伴基華小學走過幾個年頭，協助推動學校課程發展及革新，

突破傳統界限，優化學與教。團隊能深入了解校情，配合教師的教學及學生

學習需要，就課程優化及教學評估等方面作出具成效的建議。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藍小萍副校長 

QSIP 培訓重質亦重量。Quality 指培訓設計從宏觀至微觀，讓全校教師取得共識，

再提升微細技巧；School 指讓中層領導明白一堂好課與科本發展、課程設計、學校

發展是連成一線；Improvement 指改進及啟發了中層領導的思維，從改進科務發展

的層面推展至學校管理的完善。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陳嘉碧校長 

透過 QSIP 團隊的專業支援，提升了整體老師的評估素養，讓老師能有效地運

用評估數據作修訂學與教策略的工具，有助學校優化學、教、評循環（PIE），

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及發展校本課程。 
屯門官立小學 
錢俊賢副校長 

深深體會到 QSIP 有別於其他專家團體的支援。QSIP 團隊就像中醫，會先

為學校「望、聞、問、切」進行「診症」，全面了解學校情況後，再進行

教師培訓，「對症下藥」，做到「固本培元」。我們有信心在這種深度而

靈活的支援下，為教師團隊帶來的改變可以承傳下去。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梁潤蓮校長 

由常識科「科探課程」和「數學科圖像解題課程」的建立，及至近年 STEM 課
程的開展及中層領導培訓，從培訓教師的教學技巧到建立學校的校本課程，

QSIP 的專業支援協助學校的學與教能朝着清晰的方向穩步發展。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陳翠玉副校長 

（按校名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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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IP 團隊到校支援老師，讓老師有機會與專家隊伍一起參與課程與教學

的發展工作。回望過去十年，所有與 QSIP 合作的老師，都獲得顯著的

專業成長，更成為了學校的核心教學領導，帶領同儕改進學校。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盧光輝紀念學校 

校長鄧瑞瑩博士 

在充滿挑戰的教育工作裏，QSIP 透過專業支援和真誠支持， 提升

我校學校領導和前線同儕的能量，讓我們了解及認同學校團隊能有

效擁抱挑戰和持續學習，有助促進學校發展，引證持續學習在教育

組織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 

梁翠珍校長 

教師專業發展是提升學校效能的一個重要途徑，而 QSIP 的專業團隊在協助學校自我完

善有豐富的經驗；本校相隔十多年後再次參加，短短半年已發現老師們在思維及信念上

的正面改變。最令我感恩的是 QSIP 團隊在合作的過程中用心觀察及分析本校的校情，

從而作出不同的支援調整，培訓理念與實踐並重，讓本校獲益良多。

浸信會天虹小學 
馮耀章校長 

校園是土壤，教師是園丁，QSIP 是優質的營養劑和技術支援。QSIP 的「大齒輪」

工作推動學校建立持續自我完善機制及文化，「小齒輪」工作促進科組發展及提

升教師專業能量。QSIP 能以校情為本，為學校提供最適切及多元化的支援模式，

讓教師的教學更精彩，讓學生盡展潛能。  
聖公會主風小學 
鄭思思校長 

認識 QSIP 已超過十年，我們有過好幾次合作，由早期「跨學科主題學習」、

「STEM 探究式學習」，再到「學校如何預備外評」、「非遺教學」，再到最近

熱門的「評估素養」及「混合式學習」等，QSIP 的改進項目總是與時並進，推陳

出新，每一次合作都給予我「和他們一起備課、教學、觀摩真是幸福」的感覺呢。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田少斌校長 

QSIP持續發展至今，緣自於他們有堅實的信念，透過「大齒輪」學校上層的建設與「小齒輪」

科組的改善互相配合與推動，達至學校全面改進，邁向自我完善。 
學校的老師平日十分繁忙，要騰出時間來進行一些新的優化科組計劃，實在不容易，如果來

到學校支援的人員不能因應老師的難題提供適切的支援，一定是不受歡迎的。可是，我在三

間不同的學校任職，老師們總是說與 QSIP 協作對自己的專業成長確實很有幫助，付出也是

值得的，可見 QSIP 的支援是滿足了老師的需要。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林德育校長

更多夥伴嘉言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schsharing/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psdp/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sch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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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852) 3943 5050

報名方法及流程
QSIP 校本專業支援

本地學校

正式開展校本支援工作

網上平台
QR Code

STEP 01
報名及初步接洽

學校登入「QSIP 校本專業支援」網上平台報名及索取報價

QSIP 學校發展主任與學校主要聯絡人接洽，初步了解學校

的支援需要

STEP 02
確定入選學校及支援內容

QSIP按學校的協作準備度、支援需要、服務名額等因素，

選出入選學校，隨後 QSIP 學校發展主任與入選學校共同

商討具體協作方案

STEP 04
簽訂合作協議書

QSIP 草擬合作協議書

學校確認文件無誤後，雙方簽署合作協議書

投標邀請

學校發出投標邀請， 為支援項目

進行招標 
如 QSIP 投得項目，請學校通知

QSIP 中標結果

STEP 03
報價／投標（如適用）

直接報價

QSIP 向學校提供報價

學校如接納方案，可簽回文件

確認報價及支援內容

瀏覽  QSIP 校本專業支援詳情

http://www2.togo-pac.com:2460/qsipweb/
http://www2.togo-pac.com:2460/qsipweb/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projects/psdp/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崇基學院　信和樓七樓 712室
T: (852) 3943 5050　F: (852) 2603 7551
E: qsip@cuhk.edu.hk　W: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

訂閱

QSIP通訊QSIP網頁

mailto:qsip%40cuhk.edu.hk?subject=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
https://www.facebook.com/QSIPC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k7-sjq_1gLR3W6U69f7fevj81zYltPNsJ9uzMt689i2G4f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k7-sjq_1gLR3W6U69f7fevj81zYltPNsJ9uzMt689i2G4fw/viewform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la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