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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評核日期：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  
 

學校通過質素評核  
  □學校不通過質素評核  

學校的表現  

1. 學校的發展優勢  

1.1 辦學機構組織具規模，設有教育事務部監察學校的日常運作，高

級教育主任專職負責轄下二十二所幼稚園，經常巡視和到校觀

課，提供專業的意見，帶領和支援學校未來發展。教育事務部就

學校本學年的經歷人事變動作出適當的部署，聘請校長和重組教

師人手，又晉升在校服務多年的教師為主任，協助新到任校長處

理校內事務，加強與新入職教師的溝通和協作。辦學團體制定清

晰的工作指引，讓教職員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職責，各司其職，學

校日常運作暢順。機構安排的聯校校長會議，促進屬校間交流和

協作，且為新校長在行政管理方面提供適切的支援。辦學團體對

學校的支持和帶領，為其持續發展奠立穩固的基礎。  

1.2 教師自強不息，積極進修，獲取幼兒教育證書或以上的專業資歷，

掌握學前教育發展的新趨勢。學校還安排教師到海外觀摩學習，

增加他們對環境創設和兒童藝術發展的認識，又能善用大專院校

的支援發展語文教學；教師悉心為兒童創設具啟發性的語文學習

環境，培養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已初見成效。教師通力合作，

並努力實踐所學，推展課程和教學工作，他們經常分享教學經驗

和切磋教學技巧，已孕育學習型的團隊文化，是學校持續發展的

原動力。  

 

2. 學與教的成效  

2.1 學校參考教材套採用主題模式編訂綜合課程，涵蓋語文、體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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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早期數學、科學與科技、藝術和個人與群體六個學習範疇，

有助促進兒童全面而均衡的發展。教師會從兒童的生活經驗出

發，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提供足夠機會讓兒童透過親身體驗建

構知識，貫徹學校「以兒童為本，促進他們的五育發展」的辦學

宗旨。學校又運用社區資源安排多元化的戶外學習，如參觀鐵路

博物館、環境資源中心和科學館等，延展主題的內容，擴闊兒童

的學習體驗，令學習更具趣味性。學校推行「校園至叻星」計劃，

各級設立不同的學習重點，讓兒童學習自我照顧、遵守紀律、以

禮待人等，教師並善用獎賞強化兒童的行為，以建立他們正面的

價值觀和良好的品德。  

2.2 學校安排兒童每天以全班、小組和個人模式學習。兒童每天有足

夠的時間進行分組活動，他們會按自己的喜好選擇興趣角的活

動，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各級設「新聞分享」時間，教師會選

取切合兒童生活經驗的時事新聞作分享，又鼓勵他們表達個人感

受，增加他們認識周邊的事物。學校為高班兒童推行「比比和朋

友」計劃，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情緒，增進彼此的溝通，學習明

白他人的感受。然而，上午高班兒童未能每天進行音樂活動，學

校宜檢視日程的編排，讓兒童每天均有機會進行音樂活動，以促

進他們的均衡發展。  

2.3 學校已設立課程統籌、監察和檢討機制。校長指導教師運用「主

題網」構思主題的內容，幫助教師編擬各級的學習內容和配合主

題布置課室，以鞏固和延展兒童所學。教師通過備課會議商討主

題教學的內容和設計分組活動。他們每天反思教學，檢討教學的

成效，並提出適切的改善建議。教師每學期會檢討課程的內容和

兒童的學習表現，能提供具體的資料作為修訂課程的依據。校長

通過巡課和觀課，了解兒童的學習情況，向教師回饋教學，指導



 3

他們需要改善的地方，有助提高教學水平。教師藉着同儕觀課，

互相觀摩學習，交流教學經驗，能促進專業的成長。  

2.4 學校配合本學年發展計劃布置豐富和具啟發性的語文環境，增加

兒童接觸語文的機會，培養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課室的窗戶畫

了不同的海洋生物，附以文字標記各種生物的名稱，色彩繽紛，

能美化校園的環境；教師善用兒童作品布置課室，如在「新聞分

享角」展示兒童的圖畫或文字，表達他們對時事新聞的感受，內

容豐富有趣，反映兒童能運用語文表達所思所想。此外，興趣角

張貼了兒童書寫的入角規則，高班兒童會記錄他們喜愛的圖書書

目，藉此向友伴推介「好書」，並用簡單文字與他們分享圖書的內

容。此外，兒童踴躍參加「親子閱讀計劃」，得到家長的熱烈支持，

他們喜歡與子女伴讀圖書和分享故事，有助培養兒童閱讀的興趣

和習慣。  

2.5 課室布置配合主題，牆壁上的遊戲教具具操作性，教師會適時更

換自然角的物料，以吸引兒童的學習興趣，鼓勵他們通過操弄、

觀察和自我發現探求知識，培養探究學習的能力。圖書角有充足

數量兼具質素的中、英文圖書，美勞角物料也多樣化。然而，部

分主題角的布置尚有進步空間，教師尚可按不同年齡兒童的興趣

和發展需要，運用不同的物料加強布置主題角，如為幼兒班兒童

配合「夏天」主題布置的模擬「沙灘角」，除太陽帽、太陽眼鏡、

玩沙的玩具和泳衣外，教師可提供其他合適的玩具和實物，增加

模擬活動的變化和趣味性，進一步啟發兒童的想像，提升學習效

益。  

2.6 幼兒班設有合適的線條練習，為他們作好寫前準備。各級設有親

子習作，教師鼓勵家長搜集圖片、以圖畫或文字方式與子女分享

與主題有關的生活經驗，讓家長也參與兒童學習，藉此認識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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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方法。學校鼓勵兒童運用語文作表達，及進行有意義的書

寫活動，如低班兒童學會配詞，高班兒童能創作句子、設計環保

單張，寫下保護環境的訊息，初見成效。  

2.7 教師會運用圖書、布偶、實物輔助教學，引發兒童的學習動機。

他們提問有技巧，能啟發兒童思考，鼓勵他們分享生活經驗，也

能適時回應兒童，與兒童有足夠的互動。教師會運用清晰而響亮

的聲音，流暢地與兒童朗讀故事，令他們感受閱讀圖書的樂趣。

教師也善用體能場地和設施，為兒童安排不同的體力遊戲，包括

溜滑梯、爬隧道、玩大積木和其他運動技巧活動等，有助促進兒

童的身體發展。  

2.8 兒童喜歡上學，學習態度認真，投入學習活動，專心聆聽，積極

回應教師提問，也踴躍表達對時事新聞的感受，口語表達能力高。

兒童有節奏感，能隨音樂的節拍敲打樂器、做肢體動作和跳舞。

他們會收拾學習物料，自己取用餐具和斟水。然而，教師尚可加

強訓練高班兒童用筷子進食和指導他們進食的禮儀。教師須糾正

部分低班兒童的執筆方法，讓他們養成正確的書寫習慣。  

2.9 學校運用持續觀察與記錄方式來評估兒童的學習表現。教師利用

評量表評估兒童所學，內容全面，準則客觀，能反映兒童的能力

水平。教師會把主題評量表的資料轉化成每學期的主題學習報

告，令家長清楚知悉其子女的學習進展。教師又為兒童建立「兒

童個人發展檔案」，收錄每學期的主題學習報告、兒童美藝作品和

其他課業，如新聞分享和親子習作等，教師會為兒童拍攝活動的

照片及作出簡單的分析，能提供具體憑證以全面地反映兒童的學

習情況。學校近年增設「家庭觀察記錄」，內容包括兒童自理能力、

情緒和生活習慣等，教師藉此增加了解兒童在家表現，與家長攜

手，培養兒童良好的品格和生活習慣。學校能整理和分析兒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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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評估資料，以此回饋教學和課程，不斷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3. 促進學校自我完善的建議  

3.1 學校已確立自評機制，新組成的教師團隊在本學年開展自評工

作，他們對自我評估抱持正面的態度，並已初步掌握自評的技巧。

教師通過會議、問卷調查、教學檢討的資料等，評鑑學校的表現，

並參與各範疇的檢討工作。然而，學校尚須歸納各範疇的檢討結

果，按緩急需要，擬訂下學年的發展計劃，以推動學校的持續發

展。  

3.2 學校須加強專業領導，帶領教師檢視日程的編排，讓兒童每天有

足夠時間進行音樂活動，確保他們有均衡的發展，也須加強運用

物料布置主題角，以能進一步延展兒童所學，鼓勵他們作更多聯

想和嘗試，提升「從遊戲中學習」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