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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的實踐

表一:目標的達成

言了定目標 與目標相關的活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的證據或 未能達到目標
動 指標 的理由

目標一 運用智能卡配 全部達到 ﹒印製學生智能

善用行政系統，減輕 合學生考勤系 卡

教師處理考勤及學習 統處理學生出 ﹒教師處理考勤的時

歷程檔案的工作 席紀錄、智能
間下降 50%

卡與圖書系統
﹒教職員能更有系統

整合

處理、壺閱及記錄

學生的考勤

目標二 教師開始在系統 達到 70% ﹒己完成系統安裝、 『學習歷程檔

建立電子學習歷程檔 記錄學生的各項 學生及教職員資料 案』系統已完

案系統，使教師有效 個人成長紀錄 匯入 成安裝，但仍

地管理學生的個人成 在試用階段，

長紀錄 未能正式全面

使用

目標一 高年級學生下學 達到 70% ﹒把高年級學生學習 『學習歷程檔

協助學生記錄及整理 期在系統聞始紀 記錄及整理個人的 案』系統已完

個人的學習歷程檔案 錄個人的學習歷 學習歷程檔案編入 成安裝，但仍

程的網頁 電腦課的進度 在試用階段，

未能正式全面

使用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學校成功建立一個電子化的智能卡系統，簡化了傳統點名程序，透過系統校方能即

時查核/統計學生之出席情況，有助減輕學校和教職員處理學生考勤的工作壓力。

除了考勤功用，學生能以智能卡作為學生証，表明學生身份外，還突顯學校的形象，

提高了學生對學校歸屬感。

智能卡與圖書系統整合，學生能以用智能卡借閱圖書。

建立一個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減輕教師處理學習歷程檔案的工作。

學生有系統地記錄、整理及查閱個人在小學生活的學習歷程。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畫畫

表二: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批核預算

(根據協議書附件 {甲}

設備/服務 HK$.70，OOO.0。

員工開支 HK$39， 900.0。

一般閱支(審計費用) HK$5,OOO.00 

總開支 HK$114，900.0。

實際支出
{乙)

HK$70，OOO.0。

HK$24,937.50 

HK$5,OOO.00 

HK$99,937.50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一台伺服器用作安裝學生考勤系統及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的平台

三部智能卡閱讀器負責處理學生考勤的工作

一名兼職電子資料處理員於計劃期問分擔負責老師的工作

變更

(乙) -(甲)/ (甲)

+/-百分率

。%

-37.5% 

0% 

“ 13.02% 

以上基金資助購置的器材如智能卡閱讀器、系統和伺服器，在訐劃完結後仍可

使用，有關資資產會繼續留校使用。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 在推行計劃前，負責的老師、教職員及技術人員已完成由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工作坊培

訓工作，當中包括 學習平台、考勤系統及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負責的教職員從

中獲益良多，有助計劃順利推行。. 在計劃進行期間聘請短期合約的電子資料處理員，協助學校體入資料及處理部分
電子考勤及學習歷程檔案的工作，聘請合約員工能有效減輕負責老師的工作

量，使計劃順利推行。. 考勤系統的智能卡與學校園書系統借書證能完全整合，學校無須花費額外的時間及資源。
5. 困難及解決方法. 由於學校在開設獨立戶口以存QEF撥款的手續繁複，撥款最終延至2014年6月才能獲

取，使購置設備的日期也延遲了。. 訂購伺服器所需時間比預期長，最終伺服器在2014年7月才到校(計劃書所列是3月) , 
由於7丹至8月為學校暑假，系統雖已在暑假完成安裝，但測試則需延期至新學期進

行。雖然測試延期進行，但考勤系統經測試後表現穩定，可望於下學年正式推行。. 部分學生有時會忘記帶智能卡回校，負責考勤系統的教職員需額外花時間編修其出席
狀況;此外，推行計劃初期每丹平均有一兩宗遺失智能卡事件，並需進行補領手績，

增添負責系統的老師的工作量，校方唯有提醒學生要小心保管自己物件，鼓勵學生提

升自理自力，後期遺失智能卡情況略有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