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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發展計劃】22-23 年終檢討 

 

【一】目的 

本年度課程發展的重心，旨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為達致此目的，本校致力推行課程改革，發展校本課程，讓每個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均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冀能終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成為一個有自信、能合群，願意為社會、國家和世界

前途作出貢獻的好學生、好公民。 

 

【二】學校現況   

 2.1 有利因素 

     2.1.1  師生比例小，有利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2.1.2  教師富教學熱誠，具團隊精神，積極推動校務發展。 

     2.1.3  學生品性純良，尊師重道，喜愛學校，師生關係融洽，對學校有歸屬感。 

     2.1.4  家長與本校關係良好，認同本校辦學理念。 

     2.1.5  在協助SEN及NCS方面有豐富經驗，所提供的學習支援漸見成效。 

     2.1.6  學校設有電子獎勵系統，鼓勵學生爭取好表現，並持守正面行為和態度。 

 2.2 面對困難 

 2.2.1  部分學生學習動機仍需要繼續加強。 

 2.2.2  學生的學習差異較大，需要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2.2.3  學生需要進一步提升高階思維能力及主動學習態度。 

 

【三】2021/22 至 2023/24 年度關注事項:  

3.1  推動 STEM 教育，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1 

3.2  持續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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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目標  

4.1  推展全班式 STEM 教育，培養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  

4.2  推動跨學科 STEM 教育，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4.3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發展學生運用 STEM 探究技能。 

4.4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以設計「STEM」教育的學習活動及以科學探究為重點的學習策略。 

4.5  讓教職員和家長研習正向心理學，提升推展正向教育的能力。   

4.6  促進教職員在校內和校外活出正向價值觀。 

4.7  透過課程和活動把正向教育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教導予學生。 

4.8  把正向教育的理念，結合校園政策、環境設置、全方位學習活動等融入到校園文化中，營造正向氛圍。 

【五】共通能力發展 

      創造力、協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六】施行計劃 

 6.1 推展全班式STEM教育，培養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推展全班式

STEM 教

育，培養學

生探究及解

難能力。 

➢  把 STEM 元素滲入學科教

學，各科訂定與 STEM 課

程相關的教學重點，於日

常課堂施教，以培養學生

探究及解難能力。 

1. 75%教師

認為把

STEM元

素滲入學

科教學，

能培養學

生探究及

解難能

力。 

1. 觀察 

2. 問卷 

調查 

全

年 

 各科組皆能從課程中抽取與 STEM 相關

的課題，並配合教授思維策略或電子教

學，以培養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 

 

 

1. 英文科：全學年已在各級課程中各
抽取一個單元主題加入 STEM 元
素。根據課堂觀察，學生都投入課
堂活動，踴躍參與實驗過程。根據
問卷數據，學生普遍認同英文課程

- 各科組

繼續跟

進

STEAM

教育的

推展情

況，由

科組主

任監察

1. 英文科： 

課程加入STEM元素，以培

養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

(P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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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5%學生

認為透過

學習各科

與STEM

相關元素

的課堂，

能培養他

們探究及

解難能

力。 

加入 STEM 元素能誘發他們對探究
和解難的興趣，各級數據如下: 
P1 – 92% 
P2 – 93% 
P3 – 92% 
P4 – 100% 
P5 – 84% 
P6 – 87% 

2. 數學科：每級已完成最少一次利用
電子學習軟件/平台，包括 Geogebra
及 Socrative，作教學活動或輔助。
此外，科任教授學生運用「繪圖」、
「列表」及「試誤和推理」等策略
完成高階思維題目，以提升他們的
解難能力。根據統計，除六年級未
能提供數據外，各級超過 70%學生
能運用相關的解難策略答對高階思
維題目。學生利用電子學習軟件/平
台進行學習，不但提升了學習動
機，使學習更互動，電子學習軟件
能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效學習，
並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3. 常識科：於一、二及六年級選取合
適課題，於「常識科創活動室」，利
用虛擬實境遊戲或互動地板學習平
台，結合思維導圖，以體驗式學習
進行活動，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
一年級已於 12 月 16 日以課題「奇
妙的感覺」完成 iFloor 活動。 
六年級已於 11 月 23 日以課題「自
救與急救(認識救護基本知識)」完成
iFloor 活動。 
二年級己於 6月 13日以課題「中國四
大發明」完成 iFloor活動。 
100%的學生能投入遊戲教學活動，
並能透過活動促進對課題的認識；
另外，活動能發揮同儕互助精神，
結合思維導圖，幫助學生找到課題
的關鍵點。95%P1 學生、95%P2 學

科任推

行。(下

學年推

展計劃

詳見各

科組周

年計劃) 

- 成效評

估方

面，除

量化問

卷數據

外，日

後需要

結合質

性描

述，包

括課堂

觀察及

學生課

業，從

5E 探究

模式觀

察學生

的學習

過程。 

2.  數學科： 

優化電子教學，以培養學

生 探 究 及 解 難 能 力

(P1-P6)。 

 

 

 

   

3.  

 

常識科：  

利用常識科創活動室，配

合常識科課題及思維導

圖，培養學生的解難能

力。(P1, P2, P6) 

 

 

 

 

 

 

 

   

4. 電腦科： 

把編程內容加入至各級的

校本課程，以培養學生探究

及解難能力。(P3, P4)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cv2EfH1MfWEC1s6s4GC74Z8oHRbehqHL1cdQ8itkP6SZJMvym6euZ1J2VFLmH78jl?__cft__%5b0%5d=AZXwAUFmQdOOYH5gUfBT-MmZW2l8wBzLSVAkUiqcGQElqDd5qPjuPLGoTE-2vlI1iAfYvH83t8M7AwZMwvTJ_fjAc6e1cuEtwsOA4gkqEKDEu8tLUEHfly2jhTI8tgi_yfV8NDBYqojwNsFFgKHMw075dMcbEJ7CVlZivVG0akK0xBays2iBFaLsSLzsTt042yw&__tn__=%2CO%2CP-R
https://padlet.com/ktmyps/3a-english-stem-project-fruit-based-cleaner-86x5hg388yi1uu7l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11月/23-11-2022%20P6常識Ifloor活動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11月/23-11-2022%20P6常識Ifloor活動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6月/13-6-2023%20P2I%20floor互動課堂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6月/13-6-2023%20P2I%20floor互動課堂


-P4 - 

生及 93.5%P6 學生認為活動能提升
他們的探究及解難能力。 

4. 電腦科：透過於三年級及四年級加
入編程內容，以培養學生探究及解
難能力。三年級利用 Micro:bit 完成
搖搖抽籤器編程，解決編程中的錯
誤。四年級學生於上學期透過學習
scratch 的概念，培養邏輯能力，例
如分辨事件的先後次序。此外，學
生於下學期利用 Micro:bit。完成交
通燈編程，運用腦圖了解交通燈的
基本運作。當中運用了編程思維解
決編程中的錯誤。80%學生作品能反
映出學生具備探究及解難能力。 

5. 根據問卷數據，93.8%教師認為把
STEM 元素滲入學科教學，能培養
學生探究及解難能力。此外，86.3%
學生認為透過學習各科與 STEM 相
關元素的課堂，能培養他們探究及
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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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推動跨學科 STEM 教育，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推動跨學科

STEM 教

育，提升學

生的創造力

及科學與科

技的興趣。 

➢  跨學科活動以科學探究為

核心，於各科選取合適的

課題進行連結，以提升學

生的創造力。 

1. 70%教

師認為

推動跨

學科

STEM

教育，能

提升學

生的創

造力及

科學與

科技的

興趣。 

2. 70%學

生認為

參加跨

學科

STEM

教育，能

提升學

生的創

造力及

1. 觀察 

2. 問卷

調查 

全

年 

   各科科任能緊密合作，靈活運用學科知

識設計及布置跨學科活動，為學生提供

多元學習經歷，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及對

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1. 中文科：六年級學生閱讀人文科普
圖書《兒童必讀的 STEAM 百科》，
並運用曾學習的思維策略理解文章
內容，例如以時間線來解釋文章中
層遞性和發展性的內容。此外，91%
同學在撰寫閲讀報告時，都能運用
所學的科學語體來解釋書中最吸引
自己的部分。根據問卷數據，94%學
生同意透過在課堂上學習的思維策
略，有助理解及應用人文科普圖書
《兒童必讀的 STEAM 百科》的內
容。94%認為自己能透過完成閲讀報
告，提升創造力，以及對科學與科
技的興趣。總括而言，此活動大大
提高了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2. 英文科：五年級學生首先於常識科
學習「光、聲、電的世界」單元，
並透過實驗，了解音量大小與物體
振動幅度的關係。其後，學生需要
製作英文小冊子，以説明文體，闡
述實驗的步驟，並於封面設計加入
視覺藝術的元素。根據問卷數據，
80%認為活動能提升他們對科學與

- 下學年

繼續配

合本年

度的關

注事項

來優化

各跨學

科活動

教學設

計，以科

學探究

為核

心，多加

入生動

有趣的

活動，以

提升學

生的創

造力及

對科學

與科技

1. 中文科： 

與圖書科及視藝科合作，

透過閲讀人文科普圖書及

進行研習探究，以提升創

造力及對科學科技的興

趣。(P6) 

 

 

 

 

 

   

2. 英文科： 

與常識科及視藝科合作，

選取合適的課題進行跨學

科研習探究，以提升創造

力及對科學與科技的興

趣。(P5)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c80f45a6a0b62fb348b45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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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科及常識科： 

共同選取合適的課題設計

STEM活動，以提升學生對

科 學 與 科 技 的 興 趣 。

(P4-P6) 

 

 

     

 

     

 

 

 

 

 

 

 

 

 

 

 

 

 

 

 

 

 

 

科學與

科技的

興趣。 

 

   科技的興趣。 
3. 數學科及常識科：六年級學生首先

於數學科學習「平均數」及「速率」
單元，並結合常識科「摩擦力」單
元進行跨科 STEM 活動。學生使用
相同玩具車在不同物料的斜面上行
走，測試不同物料的摩擦力對行車
速度的影響，再運用速率計算行車
速度。根據問卷數據，94%學生認為
活動能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和對科學
與科技的興趣；100%學生能完成工
作紙，當中有 84%學生能應用數學
概念解決問題。 
四年級選取常識課題「光的特性」
和數學「圖形拼切」進行跨學科研
習探究。根據課堂觀察，88.9%的學
生能投入數學及常識單元知識重
溫，以及在實驗操作環節認真投入
動手做活動。學生能經歷「預
測」、「測試」、「改良」及「驗
證」的探究循環，在實驗測試中能
嘗試不同立體膠片柱體(梯形、三
角形及長方柱體)對光的折射而產
生的立體影像效果，從而驗證預測
結果。根據問卷數據，92.5%的學
生認為課堂能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
技的興趣。 
五年級選取常識課題「物料的特性」
和數學「立體圖形」進行跨學科研
習探究。根據課堂觀察，87.5%的學
生能投入數學及常識單元知識重
溫，以及在實驗操作環節認真投入
動手做活動。學生能經歷「預測」、
「測試」、「改良」及「驗證」的探
究循環，在實驗測試中能嘗試不同
立體對承托綿花糖的影響從而驗證
預測結果。根據問卷數據，91.7%的
學生認爲課堂能提升他們對科學與

的興趣。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11月/30-11-2022%20數常跨學科STEM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wMnK5x99CFFW43LFCTBp9VkrFwgMJj2YNr67agwzxhbNYUA6vhkQ5PT3uG2Ftvbel?__cft__%5b0%5d=AZWi-S2qSyKhQFZUly-Wn_z0uB2rIlhzRJD64Jr9t1Tvn_N8obeRrfVvVAhlUZAm8o_T0thzNmRBBUEQCvu8TFoOi-b2KSJtY2GWEbS8zGe4LIWqOTVEVd44LvTEn9gk-uEzNSd4pLZsd-IQzjYeWThFanfrRVVHyOSVDbT3pDsMdgxGS0Tr75KXrD1F916HC6U&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G54fqZtjRCQuFjHsHMjrKVPgSiYzTjRhfB2QfW8tcSJ3KHeXRdEKJ857rgw6h2JUl?__cft__%5b0%5d=AZV8Aa9T8cv1uDvSMa8eBbmHuEWkOxGFXMu-HVQn7XF4dcQ8LTx7hqIsjdho5OyoNk3kkDf3BIcIKzB6qCfN_t3ICMUx9EtDg79MPlBwhpa56J1a-Fs-5D6flmn74wbzGfaBWC4T2Zr7eH0UQvuID4Sn8brC9Q3wKqBmrVWhq3UPj4x_QfswmtFwWvvwcE2NxNc&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2pDihraTMgZRCmfuChVkAtE632pEKXUEFM2bDaJKe81Ts5qdvXXmLrFLAHAo398w3l?__cft__%5b0%5d=AZWERPVr7-xk2SohuRKoG-1uN7gyc2o0OploRf_naWHRHnyeAKwcdf29gX1k3erqII05-96Yhga03Da8jSajlFuUdkjxPe8hvAX1tA7RqD-IB16KP2e_zbL6fXwUTvhwXbY_QF7Mzzx7Gs7ZUtFYCMA9fWjHgPYr7_gj6QKgaC5bOHrJfnYepVs1xCsQl04XHgQ&__tn__=%2CO%2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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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興趣。 
4. 音樂科：與電腦科合作，五年級學

生先透過「小小作曲家」軟件創作
簡短歌曲，培養學生的節奏感，再
透過 micro:bit 及 Mind+學習音樂手
號，使樂句發聲。根據課堂觀察，
學生能先設定適當的拍子記號、速
度和小節線數目，然後把心目中的
音符拉至小節線裏，以完成樂曲。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創造力以及對科
學與科技的興趣。  
 

5. 課程組：本學年主要透過 STEM 專
題研習週提升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
興趣。STEM 專題研習週已於第 20
週（9/1-13/1）順利完成，本年度的
主題是「關愛社區」。各級在這個主
題下，配合不同的子題，到訪不同
的地方參觀，探討子題所帶出的社
會現象和問題。其後，學生需要針
對研習問題，設計各種具創意的成
品，以解決問題。一至六年級學生
經歷預測、動手做、測試、改良及
驗證等探究過程，分別設計出公園
告示牌、環保燈籠、天台隔熱裝置、
滑輪健身器、Scratch 禁毒遊戲程式
以及硬幣分類器。根據問卷數據，
84%學生認為 STEM 專題研習週能
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6. 根據問卷數據，94.1%教師認為推動
跨學科 STEM 教育，能提升學生的
創造力及科學與科技的興趣。此
外，79%學生認為參加跨學科 STEM
教育，能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科學
與科技的興趣。 

4. 音樂科： 

與電腦科合作活動，通過

運用電子教學軟件創作歌

曲，以提升學生創造力及

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P5) 

   

5. 課程組： 

透過舉辦科學與科技活動

(STEM DAY) ，STEM專

題研習週等，提升學生科

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

心。 

   

file://///10.56.240.22/subject$/【02】學與教%20(Learning%20and%20Teaching)/【06】音樂科/【01】2022-2023/【03】評估/【01】顯證/音電stem/四年級音電stem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34nBBWW6P7GxhftauvasySPrPFTjRGt8SHXjshsd18ZpjMZTQMRG5LcUbLVbVdp7rl?__cft__%5b0%5d=AZVRQKeU14GXXG3NCmRANAlcM35xuQuHan0-Ih4PstDY2ckiugBad_Y1jgbFgXscXgXolFYye4bn9z77Ut9n2evC9aLXtKMr97hDB2BwRnCUWUGyNthPWJoZU6JJZGXbuC_Z7rcMjEQ7pPjXEt5j5MEBk7lfG7j1taRrm-dlP5t2fjEzT3TG_90Kjb_Vagcw_Bw&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34nBBWW6P7GxhftauvasySPrPFTjRGt8SHXjshsd18ZpjMZTQMRG5LcUbLVbVdp7rl?__cft__%5b0%5d=AZVRQKeU14GXXG3NCmRANAlcM35xuQuHan0-Ih4PstDY2ckiugBad_Y1jgbFgXscXgXolFYye4bn9z77Ut9n2evC9aLXtKMr97hDB2BwRnCUWUGyNthPWJoZU6JJZGXbuC_Z7rcMjEQ7pPjXEt5j5MEBk7lfG7j1taRrm-dlP5t2fjEzT3TG_90Kjb_Vagcw_Bw&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PN5ijH8GyqaLg2BS4thTx2x2yDjdabxW7784kWDA9k17nZDXb45ty1tJz4CT2aTel?__cft__%5b0%5d=AZW0eCQq-h_4GMJQMzVqDGh25nZ8EPpWu6Y2gaFtRkOuzG-YnJKhH77rrM7lE310vZwDVXfD3Ke81VBBHg0zs77g7k605a-KytRRh8vLOF9DoeNTxiCg1vI8M46_YlIgoxFPY9kLDl0rBL-miG28SjDgZLNPz6L7L1hrWqOMjZdvfami71LNMoVA_MTkcgMscko&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EDr5mGpjHZ9k3cgvfPFFrWTiuygR56QKwqU33nRFH7mUsLduxVcJUfP9AiSovCxQl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24cyywQteG4Vdf7SAcXh6xHBCw44N2QFpxjmUcaLPmGtmCLtR4tiiA28wU65dGme7l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waEJz7d3fpae7J671NGmhwwhH6MJbRVYhPu4L9HwvbSVKs1WqpaURc6EdhcvjpdBl?__cft__%5b0%5d=AZWP3y-sYgJfiMlHxB8z0kXUZ5eNCXwC-sZa-mlbmzvndYwNReh2gu9UKv1nrqf8K77tMJpGKmhKr8OMDSV6mHg7Ggul2suocM9MGkYFxGDAHyB9QYmGQOIueggBPleCgVwvDJkmQ2ItcWUjFn-gp8yYOM-09zk-B5x_zdpX9Zf9zNiqFf8BvFtiyMAHxeT6pik&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waEJz7d3fpae7J671NGmhwwhH6MJbRVYhPu4L9HwvbSVKs1WqpaURc6EdhcvjpdBl?__cft__%5b0%5d=AZWP3y-sYgJfiMlHxB8z0kXUZ5eNCXwC-sZa-mlbmzvndYwNReh2gu9UKv1nrqf8K77tMJpGKmhKr8OMDSV6mHg7Ggul2suocM9MGkYFxGDAHyB9QYmGQOIueggBPleCgVwvDJkmQ2ItcWUjFn-gp8yYOM-09zk-B5x_zdpX9Zf9zNiqFf8BvFtiyMAHxeT6pik&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2gH7ezd1b6TfZGUzjKFbEcQ5Vk7pHfkuctQxajmut9xUXJxCiWR2EKAEgoR7oCwoYl?__cft__%5b0%5d=AZVZB45jFO_HATsDhwJyy10ETGPBqxoGbwK8fpnlY72Nz97n58y2CZUy5GeER5vzrKmxElo29NKm-Ob8B0AyLloT-21bmXnh1jf92c-fQn6p9e4HUMImSrYfAVZz7V7uz17zzmor7pndiHrbrfjizzwZbi_R85q2LdwkMKYpJGVHYzJKFmMvm9GT7NkP5y7B1rU&__tn__=%2CO%2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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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發展學生運用STEM探究技能。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機會，發

展 學 生 運 用

STEM 探究技

能。 

➢ 安排科學活動，營造科

學探究的氣氛，並發展

學生 STEM 能力:   

1. 75%教師

認為安

排各科

的科學

活動，能

營造科

學探究

的氣

氛，並發

展學生

STEM能

力。 

2. 75%學生

認為學

校安排

的學科

活動，能

營造科

學探究

的氣

氛，並發

展他們

STEM能

1. 觀察 

2. 問卷 

調查 

全

年 

 透過安排多元化的科學活動，豐富學生
不同的學習經歷，並發展學生 STEM 探
究能力。 

1. 活動組：本年度於星期六開設 AI
機械人班(P4-P6)、Scottie Go 興趣
班(P2-P4)、數碼媒體製作班(P3-P6) 
及機械臂(P3-P6)，為具潛質的學生
提供有系統的課程，以提升他們的
探究能力。 

 
 
 
 
 
2. 圖書科：於三年級及四年級圖書課

與學生閱讀科普實驗類圖書，並於
堂上通過簡單實驗，發展學生運用
STEM 探究技能，及誘發他們閲讀
科普類圖書的興趣。此外，實驗活
動會結合閲讀技巧及科普知識，通
過動手體驗，從中發展學生的探究
技能。 
三年級學生先透過英文圖書《How 
to Make a Liquid Rainbow》了解液
體彩虹的形成和原理，然後在中文
圖書課上動手運用洗潔精、水、油
及酒精幾種材料，共同創造出一道
道彩虹。根據對學生作品的觀察，
實驗過程能讓學生發展他們運用
STEM 探究技能的能力。 
四年級學生先閲讀英文圖書《How 

- 繼續就

有關科

學與科

技活動

課程進

行選

拔，選出

具科探

潛質的

學生接

受培訓

及參加

校外比

賽。 

- 圖書科

繼續提

供多元

化的學

習機會

予學生

發展

STEAM

探究技

1. 活動組：推展抽離式有

關科學與科技的活動課

程，例如 AI 機械人班、

VR編程學習班、STEM

小先鋒等，把有潛質的

學生於同一組別內進行

活動，進一步提升他們

運用 STEM 探究技能。 

  

 

2. 圖書科：與學生閱讀科

普實驗類圖書(英文)，

並於堂上做實驗，發展

學生運用STEM探究技

能。(P3, P4) 

 

 

 

 

 

  

 

 

 

 

 

 

 

 
 

file://///10.56.240.22/photo$/22-23年度照片/10月/15-10-2022%20星期六課外活動/W.I.S.E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2keiQMqC9zo73LjCv9kW9upXdcnZbsVXFyAFzukMGHYMU3oepVqmm49jGavgtn7p6l?__cft__%5b0%5d=AZXQPdwIAYOFG_87yYEr-RL84X-jTTwcMZSq45fUagO4WIrSYH9Q7rwGfWVVtBLXlaZRNTxxJlZZiFr4WqTk54wY_uf3al_YiDULoKc-vnh0vS6n2tQVlYeBrEI-wx6VGKWEerEeNpbNFVHNG__bJkI6LIybRclx85l0uni7quywcjM8ladcO9XVD38a_dT5auVroLKNhX0D9Q7_dP08Nk3cizNsViaOYhEZQbRv9Eacaw&__tn__=%2CO%2CP-R
https://www.facebook.com/ktmyadmin/posts/pfbid0bE8bwkqL8JXf6pANxC914b9ex2D2de98ckKvXwTsLHYCStE6e79LQNHuHvMPtxMbl?__cft__%5b0%5d=AZUN7BjufsZUH6lkdj9RTUd9ZLnqFyl0Q5pCNBYkzmlyFEmOhgE_gNGgKbF487Qm3PEYu0FLieCVda6oYhp2zVVTsxZxnoovFhZP_BqsVFyuqoU7z21TSg2wryEsnPdA7D69QjzrYMFQQ7WnCkDwlqhPIZE1daR8k9qMVFfDYjJvXJayQ3Xl5BdpUXLlYzxYofo&__tn__=%2CO%2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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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識科：透過舉辦科學

與科技活動(STEM 

WEEK) ，提供多元的

學習經歷，以提升學生

的 STEM 探究技能。 

力。  

 

 

 

 

 

to Make a Mystery smell balloon》，
了解製作怪味氣球的方法和原
理。其後，同學在中文圖書課上動
手製造一個有味氣球。同學先搗碎
蒜頭，將之裝進氣球內，並將氣球
充氣。由於蒜頭分子比空氣分子
小，蒜頭分子紛紛從氣球散出。 

3. 常識科：本年度主要於五年級及六
年級的專題研習設計，加入編程元
素。五年級透過 Scratch 設計禁毒
問答遊戲程式，由於學生自四年級
起已對 Scratch編程有基礎的認
識，大部分同學能順利完成任務。
六年級學生則透過於硬幣分類器
中加入 micro:bit 計算硬幣數量，以
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由
於學生對 micro:bit 已有深度的認
識，因此學生都能順利完成任務，
整體表現投入。根據問卷數據，
100%學生於自評的探究技能項目
中，認為科探專題研習有助提升探
究能力。在專題研習評分方面，
75%五年級學生及 83.9%六年級學
生均能於技能範疇取得 2 分或以
上，反映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探
究技能。 

4. 根據問卷數據，94.2%教師認為安
排各科的科學活動，能營造科學探
究的氣氛，並發展學生 STEM 能
力。此外，80%學生認為學校安排
的學科活動，能營造科學探究的氣
氛，並發展他們 STEM 能力。 

能。 

- 建議日

後加強

科任在

STEAM 

WEEK

的角

色，包括

參與規

劃專題

研習設

計、擬訂

教材以

及評估

學生學

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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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以設計「STEM」教育的學習活動及以科學探究為重點的學習策略。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加強教師專業

發展，以設計

「STEM」教育

的學習活動及

以科學探究為

重點的學習策

略。 

課程組： 

1. 建立 STEM 教育的科組

實踐社群，共同策劃及

推動 STEM 課程的發

展。 

1. 全年 80%

的全體老

師曾於共

備會分享

他們在所

屬科組實

踐 STEM

教學的經

驗。 

2. 80%老師

認同科組

實踐社群

能有助他

們共同策

劃及推動

STEM 課

程的發展。 

1. 問卷

調查 

2. 會議

紀錄 

全

年 

   1. 根據共備紀錄，中英數常科老師曾

於共備會分享他們在所屬科組實踐

STEM 教學的經驗。 

中文科：科任於共備會分享何從讀

文教學出發，於寫作教學中應用思

維策略，例如列表、腦圖、概念圖、

蝴蝶圖等，組織篇章內容。科任並

於共備會就上一次教學實踐作反思

及檢討，思考如何透過教授思維策

略，裝備學生組織所學以及探求新

知。 

英文科：科任於共備會分享如何運

用思維策略，例如列表、樹狀圖等，

學習各種語文基礎知識。此外，科

任亦曾於會上分享任教級別實踐

STEM 教學的單元主題。 

數學科：科任於共備會分享如何運

用各種電子軟件，包括 Geogebra 學

習不同的數學概念。 

常識科：科任於共備會滙報任教級

別使用科創室 iFloor 進行活動的單

元主題。科任大致能掌握如何善用

1. 下學年

各科科

任繼續

就如何

設計及

實踐

STEAM

教學的

活動進

行共

備、分享

及反思。 

2. 實踐社

群重視

成員間

資源共

享以及

經驗交

流。在共

享資源

方面，科

主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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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室設備，在課程中推行 STEM

校本課程。 

2. 根據問卷數據，70.6%教師表示他們

曾於共備會分享他們在所屬科組實

踐 STEM 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

11.8%教師表示不曾於共備會作相

關分享。根據共備會紀錄及觀察，

科主席多綜合滙報各級別的教學主

題，科任間少有就教學設計進行討

論及反思。另一方面，82.3%教師認

同科組實踐社群能有助他們共同策

劃及推動 STEM 課程的發展。 

3. 校方不時鼓勵各科教師參與由教育

局或坊間機構主辦與 STEM 相關的

專業培訓課程，包括本校於 12 月份

加入「加強高小科學與科技學習」

網絡。根據教師專業發展紀錄，

100%教師曾參加教育局及坊間與

STEM 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 

後可透

過共享

資源，包

括於各

科

SERVE

R 資料

夾加入

與

STEAM

教學相

關的校

本教學

設計，以

及坊間

的教學

資源，以

加強實

踐社群

的效

能。在經

驗交流

方面，課

程組會

從共備

會中抽

取優秀

教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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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並邀

請科任

於校務

會議中

分享。 

3. 下學年

將繼續

透過發

放相關

資訊，或

作個別

邀請，鼓

勵全體

教師參

與由教

育局或

坊間機

構主辦

與

STEAM

相關的

專業培

訓課

程。課程

組將於

SERVE

R 加入

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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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綜合

教育局

及坊間

的專業

培訓，方

便教師

搜索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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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促進教職員在校內和校外活出正向價值觀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

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讓教職員和

家長研習正

向心理學，提

升推展正向

教育的能力。   

1. 建立正向教育

學習資源庫

(成長課)  

1. 70%教師認為成長課

內容能加強學生的

正向思維 

2. 70%家長認為家長正

向教育培訓活動有

助以管教及溝通，促

進親子關係 

1. 活動紀

錄 

2. 課堂紀

錄 

3. 問卷 

 

 

全

年 

   -社工合各級的主題設計不同

的活動及教材，學生們都很投

入參與課堂，他們從活動、故

事及分享中學習不同的正向價

值觀。95%學生表示能明白成長

課內的課堂所學。  

 主題 已完成

課節 

小一 守法 4 

小二 責任感 4 

小三 關愛 4 

小四 同理心 4 

小五 尊重 4 

小六 堅毅 1 
 

-優化性教育及生

涯規劃課程 

-加強國安範疇的

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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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教會: 正向

教育家長學習

培訓 

全

年 

   -本學年透過不同的家長講

座、工作坊、小組及親子活動，

如：「PARA Chill情緒小勇士遊

戲棋」分享會、「6A品格教育–

接納、讚賞篇」家長講座、「親

子遊戲‧愛連繫」親子藝術遊

戲小組、親子義工賣旗活動及

親子足球班等。讓家長培養正

向的管教及溝通技巧，促進親

子關係。 

-100%家長認為家長正向教育

培訓活動有助以管教及溝通，

促進親子關係。 

  

  

6.6 促進教職員在校內和校外活出正向價值觀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促進教職員在

校內和校外活

出正向價值觀 

1. 透過班級經營和

校園生活，活出

正向價值觀。班

主任及科組共同

訂立策略，製定

班規並在課室壁

報展示。 

1. 70%學生能遵守班

規 

2. 70%學生能完成自

訂個人目標 

 

1. 觀察 

2. 問卷調查 

全年    1. 學期初各級已按主題設計課

室壁報及訂立班規，以小步子的

方式建立常規，定期檢視成效及

利用蒙養萬里通獎勵計劃作正

增強。100%老師認為學生能達

校本訓輔活動的重點要求。在蒙

養萬里通獎勵計劃自律航線

下學年各

級除按各

自主進行

班級經營

外，將以尊

重及堅毅

進行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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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職員與學生共

同訂立個人目

標，建立正向學

習和生活模式。 

   中，74%學生能遵守班而獲獎

勵，對正向價值觀能做到知行合

一。 

2. 95%學生表示校本輔導活動

能讓他們建立關愛的目標。本學

年以關愛作主題，於 9月份透過

「關愛啟航」啟動禮，以關愛為

題訂立目標。學期中，分別以關

愛自己、關愛家人、關愛他人及

關愛社區作為目標。 

愛自己：9月份每天進行「愛自

己的印記」，維期二十四天，並

進行「給自己一個 LIKE」活動，

讓學生寫下欣賞自己的地方。12

月開始進行「愛自己時間」Me 

Time的靜觀練習，逢星期二早

上會為中文廣播，逢星期四早上

為英文廣播。 

愛家人：於 11月份進行「愛家

人行動」Bingo，學生於家中實

踐。 

愛他人：於 2月份進行「關愛傳

真站」及班際口號設計比賽。 

愛社區：於 2月份進行親子義工

賣旗活動，於 7月份，學生到匡

智元朗晨曦學校進行義工攤位

活動。 

主題訓輔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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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透過課程和活動把正向教育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教導予學生。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透過課程和活

動把正向教育

的知識、技能和

態度，教導予學

生。   

1. 數學科:在與常識科合作的

STEM 活動中，按各級主題加

入正向思維。 

1. 70% 學 生

認為成長

課內容能

加強正向

思維; 

2. 70% 學 生

於學校活

動能培養

他們的正

向 價 值

觀; 

3. 70% 學 生

在「蒙養

萬里通」

獎勵計劃

中獲獎 

 

1. 課堂紀錄 

2. 問卷 

3. 觀察 

 

全年    1.在德公課及聯課中，各級

以核心價值為主線進行成

長課及不同類型的專題講

座，主題包括：守法、接

納與包容、兩性相處、平

等、誠信與責任、情緒管

理等，協助學生建立正向

的價值觀及品格。從問卷

所得，95%學生表示能明

白成長課內的課堂所學。

96%學生明白主題講座中

所分享的內容。 

2.87%學生認為全方位活

動，能加強學生的正向思

維。數學科與常識科合作

的 STEM活動中，在四至六

年級加入尊重及堅毅的正

-下學年以

為尊重及

堅 毅 主

題，推行課

程和活動 

 

2. 視藝科：通過運用中文科中華

經典名句，進行『中華經典名

句』進行藝術創作活動，深化

各級正向價值觀。 

3月    

3. 體育科：透過課堂內「遊戲或

競技活動」，培養學生創造、

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全年    

4. 德公課滲入正向教育元素，以

生活事件扣連相關價值觀設

計學習活動，以深化學生持守

正向行為和態度 

全年    

5. 普通話 : 透過普通話日活

動，按各級主題加強正向思

維。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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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多元化聯課(大課)活

動，傳達正向信息，強化學生

的正向價值觀。 

全年    向思維。視藝科以『中華

經典名句』藝術創作活

動，深化各級正向價值

觀。體育科透過課堂內「遊

戲或競技活動」，培養學

生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中文科中國古代

人物扮演比賽、作文比賽

等宣揚中國傳統美德。普

通話透過普通話日透過遊

戲，帶出正向信息。科組

按各級的核心價值，透過

課程和活動把正向教育的

知識、技能和態度，教導

予學生。 

 

3.訓輔組利用電子獎勵計

劃、「家中正向之星」及｢

蒙養正向之星｣計劃，鼓勵

及強化學生正向行為。94%

學生在「蒙養萬里通」獎

勵計劃中獲獎。獲最高里

數為 695 里。大部分的同

學在勤學航線上、自律航

線上達到要求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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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把正向教育的理念，結合校園政策、環境設置、全方位學習活動等融入到校園文化中，營造正向氛圍。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

法 

時間 是否達標 成效 跟進 

達

標 

部

分

達

標 

不

達

標 

把 正 向 教

育 的 理

念，結合校

園政策、環

境設置、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等 融

入 到 校 園

文化中，營

造 正 向 氛

圍。 

1. 訓輔組: 

1.1設置走廊壁佈、海報，宣揚正向訊息; 

1.2設計校本訓輔活動，透過電子獎勵計劃強

化正向思維; 

1.3設「家中之星」計劃，鼓勵家長欣賞學生

的性格強項，強化學生的正向行為; 

1.4 設｢蒙養正向之星｣計劃，每月按各班特定

價值觀，由老師提名學生獲奬強項，強化

學生的正向行為。 

1.5運用電子獎勵系統，強化學生正向行為和

態度。 

1. 70%學生

認為環

境佈置

及全方

位 活

動，能加

強學生

的正向

思維 

 

1. 問卷 

2. 觀察 

  

 

全年    本年學校把六個正向

核心價值，透過結合

校園政策、環境設

置、全方位學習活動

等融入到校園文化

中，營造正向氛圍。

學校大門、外牆及走

廊櫃門均展示六個正

向價值觀，各班及科

組均正向主題設置壁

報，中英文科組於各

在課室張貼名句 /正

向標語。科組利用校

園電視台拍攝短片，

宣揚守法、關受、對

重等正向訊息。活動

方面，學生於畢業營

體驗團隊訓練活動，

培養堅毅精神，讓學

下學年

     繼續 

 

2. 圖書科: 

配合正向價值觀主題，於校園電視台介紹相關

圖書。 

全年    

3. 英文科: 

 配合各級正向價值觀主題，於各班房展示相關

字卡。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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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科： 

3.1於科壁報配合正向價值觀主題。 

3.2在各級小組遊戲活動課中，由老師因應各

級正向價值觀，透過活動提升學生的協作、解

難能力及培養他們的正向價值觀。 

全年    生持守正向行為。體

育科老師因應各級正

向價值觀，設計各級

小組遊戲活動課中，

提升學生的協作、解

難能力及培養他們的

正向價值觀。87%學

生認為環境佈置及全

方位活動，能加強正

向思維。APASO 問卷

副量表「社群關係」

的平均數為 3.34，高

於 全 港 平 均 數 的

2.88，學生在學校感

到受尊重、同學間相

處融洽，對人友善，

反映正向價值培育工

作有利學生社群關係

發展，懂得互相尊

重、關愛及富同理心。 

5. 活動組: 

舉辦畢業營/境外交流，豐富學生正向成長的體

驗。（透過活動，按主題加強正向思維）。  

全年    

6. 普通話科： 

配合各級正向價值觀主題，拍攝短片介紹，增

強學生對相關主題的認識。 

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