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2部:計劃撮要 Schedule 1 P.l~ 
: I 計劃名稱: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過能力 |計創編號: 201約914 (修訂版川
機構名稱:心光學校

(1) 計劉目的及目標:

目的: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的運作，視障學生與導師合作從籌備、節目設計、製作及欣賞

電棍節目的過程中，發揮多元智能，加強學生各種共通能力，有助提升學與教的質素，敢發

學生潛能，提升學習的效果。

短期目標:

1 透過影像製作，讓學生發揮多元智能和共通能力。

n. 活動能訓練學生的表達技巧，提升他們與人溝通的自信心，
長期目標:

1. 發揮學生的音樂才華及無限創意，並從製作的節目中獲得公眾對視障學童能力的認同。
n. 為視障學童進行生注規剖，發展學生的才華，為將來進修及就業作準備。

(2) 對象/預期受惠人數:本校小一至中三級學生: 62 人、外續生: 200 人、教職員: 200 人、家長:約

524人
(3) 推行過程:

時間 配合項目

2015 年 8 月至 10 月 進行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投標工作

成立統窩小組及節目製組，擬定拍攝節目內容

購置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設備及進行裝修工程及進行工作坊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 組織學生成立學生拍攝隊，並為學生進行訓練

2016 年 1 月至 6 月 學生製作及拍攝節目，在校內建立節目頻道，播放節目

2016 年 7 月 為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計創進行檢討及總結，並展望未來發展路向

(4) 成果及產品:

i. 產品:校園電棍台節目製作光碟、部份教學影片會用作校內培訓之用。

ii. 成果:發展視障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提供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的學習經驗。

(5) 預算:

項目 金額
(A) 器材 $145，∞o 
(B) 工程 $107，9∞ 
(C) 服務 的，∞o
(D) 一般開支 $5，0∞ 

總計: $262，9∞ 
(6) 評鑑:

本校成立監督小組，並由校長及副校長所組成。在各階段內監督小組會監察各小組的運作'並定期召開

會議，檢討計劃之進行及成效，並以問卷形式收集教師、學生及家長對本計創的意見。
評鑑的方式:

D 編訂評估衰，評估節目製作隊的表現(包括學生製作隊)

助將以專題工作紙及測驗形式評估學生運用電視台及拍攝技巧。

由負責老師進行觀察及了解全體學生對節目的反應及進行針對節目的評估。

N) 進行問卷調查，以量他形式，收集學生、家長對校園電視台的意見及評估其成效;而教師問卷則
會評估教師對培訓及校園電視台運作的意見。

v)網上發佈學生優秀的多媒體製作(如:音樂創作、劇本及電影創作、訪問節目等不同類型的節目)

以評估學生創作多媒體時運用的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

(7) 本校己預留一足夠位置房間作校園電視台之用，並將遵照更改房間用途的相關規定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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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割名稱: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計劃編號:必13的914 (修訂版) I 

1.背景:

本校為一視障特殊學校，目前有學生(本領生 人、融合教育生: 人) ，本校的辦學索旨以基督

福音為基石，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為視障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全人發展的優質教育，協助學生克服視覺

障礙，發揮潛能、各展所長。

本校的辦學方針以主流課程的科目為本，因應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加以調遍，目標為令學生能融入主

流學校就績。

本校一直致力訓練學生音樂才華及表演潛能，訓練及培育他們的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並令他們的長

處及優點得以發揮。增加表演機會、提升個人自信及獲得外界人士認同和鼓勵對視障學童極為重要，

學校會訂期舉辦視障學生才鐘表演，學生能透過舞台表演，發揮潛能，將他們在體藝活動中所學習的

內容，展現人前。本校希望能藉著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計割，加強對訓練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的

效果。

2. 提升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為本校發展計劃的其中一項重點，而運用資訊科技的策略有三大目標:1)

激發和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 2)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幫助他們發展具創意的思維;

3)鼓勵學生不斷自學進修，培養合作精神。為了要達致這目標，本校的輔助器材及校本課程亦有相應

的配合。

本校在中二及中三的自編資訊科技課程中，加入了教授數碼攝影、數碼錄影、相片及影片編輯等技巧。

在輔助科技的協助下，視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會了使用數碼相機及數碼攝錄機拍攝，並運用剪輯

影片軟件，把影片加入字幕、音樂及過場效果等，所以視障學生在使用數碼攝影器材有一定程度的經

驗，經專業導師訓練後，視障學生亦可與健規學生一樣進行媒體創作。

3. 擴闊學生的學習及生活經驗(包括融合生) : 

不少主流中小學校也有校園電視台的設施，指導學生操作有關器材及拍攝技巧，可是有關課堂活動並

沒有針對視障融合生的需要，調適學習操作校園電視台及輔助設備，導致不少視障融合生不能參與有

關拍攝及操作的過程，使他們缺乏有關學習經歷。

不少人續主流學校的融合生也會人住本校宿舍，因此我們將會邀請媒體創作導師及義工與我們的老師

合作，設計針對視障學生們的課程，於課後及宿舍時崗指導視障生(包括融合生)操作有關器材及參與

創作活動，使規障學生與主流學校學生獲得同樣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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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視障學生進行生運規劉，發展潛能，為升學就業的期望訂定個人日後的發展:

本校的學童雖然在視覺上有障礙，但他們在音樂、拍攝、廣播、衰演及口才方面均有濃厚興趣及潛能，

故校園電視台能提供一個平台及機會議有能力的學生展現才華，為不少有這方面潛能的視障學童提供

培訓的機會，規創將來的進修及就業的路向作準備。

5. 創作屬於視障學生的多媒體及音樂作品:

我們現時已有多位媒體創作導師義工於課後指導視障學生們媒體創作、攝影技巧及音樂訓練等，學生

會學習畫面、場景及對自等設計技巧，創作故事，並將它們拍成短片。學生亦能透過作品分享活動，

互相交流，並對作品互相評賞。因此，學生在短片設計及製作節目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掌遲。我們的學

生亦曾多次公開展覽拍攝作品，撞得公眾的好評﹒

透過上述課程，除了讓他們學習影片製作的技巧外，還藉著小組學習，訓練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

多角度思考、溝通及設計思維等，而學生所掌撞的知織及技能，成為了發展心光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

的基礎，我們的歌詠團亦多次擅邀參與公開演出，更獲善長協助出版心光歌詠國音樂光碟，為將來自

行創作音樂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礎﹒

6.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發展:

坊間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短片未必能完全適合視障學生的認知能力及需要，因此「校園電視台及錄

音室」的成立可以讓視障學生參與製作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的節目，續學生能培養良好品格及正確

的價值觀。

本校除了可播放與德育有關的故事外，老師及學生還可參與製作節目，而節目內容的程度可以更切合

視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讓他們更能容易掌撞。部份節目更可邀請學生進行分事，分享他們對時事的

看法及國想。

我們更會拍攝一些有關視障的資訊，如怎樣與視障人士相處及視障知多少等資訊，待公眾人士能清楚

與視障人士相處之道及加深對視覺障礙的霞、織，加強公眾人士對視障的認裁。

7. 校本課程發展: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的學習發展需要，各科組會編訂合適的校本課程、教學內容及相關訓練等，讓學生

能得到過切的學習過程，掌還應有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如能成立「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J I 本校會製作一些配合視障學生的學習需要的節目，如:視障教育

資訊、點字自學站、自理學習資訊、體育世界、藝力展才華、音樂校園、廣播劇分享、午間時事、學

生朗請/誦續時間、英語及普通話探訪及校園新資訊等。

P.2 



8. 計劃內容 Schedule 1 PO 7 .、

目的及目標

目的: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J 的運作，視障學生與導師合作從籠備、節目設計、製作及欣

賞電視節目的過程中，發揮多元智能，加強學生各種共通能力，有助提升學與教的質素，敵發學生潛

能，提升學習的效果。

短期目標:

1. 透過影像製作，讓學生發揮多元智能和共通能力。

n. 活動能訓練學生的表達技巧，提升他們與人溝通的自信心。

長期目標:

1. 發揮學生的音樂才華及無限創意，並從製作的節目中變得公眾對視障學童能力的認
同。

且為視障學童進行生灌規剖，發展學生的才華，為將來進修及就業作準備。

9.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1. 學生約 2位人: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J 活動，使本校生及融合生能擴闊有關學習

經驗，提升學生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廠發學生潛能。

ll. 本校教職員有 2∞人:透過「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J 計創，教職員除了能學習校園電視

台的運作外，亦可加深認識製作電視節目的過程。

lll. 本校家長可以透過互聯網，觀看校園電視台的節目，以了解學生在校內的學習表現及照

.顧視障子女的技巧。

lV. 校友:本校已成立校友會，並定期會舉辦周年大會、講座或工作坊等，與學弟學妹分享

讀書及人生經驗，及透過校園電視廣播知悉母校的最新發展，保持與母校的聯繫，並能

增強對母校的歸屬戚﹒

v. 公眾人士:透過校園電棍節目，議公眾人士瞭解視障教育及與視障人士相處，加深對視

障的了解。

10. 校長及教師參與計劃程度

「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J計劉是一個全方位的學習計剖，本計創由監督小組、統籌小組、

節目製作組共同制定本計劉的發展策略。除此之外，媒體創作導師、資訊及輔助科技小組及資

訊辛辛技技術員，會指導及培訓學生進行各種節目製作。

監督小組

由校長及副校長負責，專賣監察計創的推行情況及進度。

審視及編修計劃書內容。

評鑑計劃的成效及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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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小組

由資訊科技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復康訓練組、課程發展主任及活動主任負責。

制訂校園電視台發展方向及策略，並進行教師培訓工作。

協助各科組推行計割，監管計劃之進行及確保計劉能依進度完成。

節目製作組

由資訊及輔助科技組及媒體創作導師負責學生培訓工作。

擬定節目內容，協調及協助拍攝工作。

11.推行時間衰

工作計創及進度表

計劉時期: 8/2015 至 7/2016

階段 日期 工作計創 工作計創內容

2015 年 8 月至 10 月 成立各小組 1. 統當及監察組內工作進度

﹒統籌小組 2. 訂定時間衰，製訂一年的相關工作安排

當備期
﹒節目製作組 3. 擬定拍攝節目內容

4. 校園電視台進行投標工作

2015 年 8 月至 建設校園電視台 1. 購置校園電視台設備及進行裝修工程

2015 年 10 月 2. 校園電視台培訓工作坊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成立學生拍攝隊 1. 為學生提供培訓，教授學生拍攝及剪接

年 2 月 影片的技巧，使學生能掌握有關器材及

軟件的操作

發展期 2. 訓練司儀、記者及演員等

2016 年 1 月至 6 月 ﹒節目製作及播放 1. 由學生拍攝及製作節目，並安排合適時

段進行播放，如:早會、午膳、晚上宿

估時間及課外活動時段

展望期 2016 年 7 月 進行檢討及總結 1. 各小組按計創進度進行檢討及總結，並

展望未來發展路向。

12. 節目內容及時間衰

12.1語文台

節目一:中文科節目一學生朗誦及學習心得分享
活動計創

節目目標 1. 報學生透過朗誦詩文，欣賞中國文學之糞，認織中國文化
2. 透過誦續課文或報導，提升閱讀流暢度，鞏固語文知識

節目內容 1. 拍攝學生朗誦的情況及廣播詩文分享

2. 老師們分享學習中文科的心得

統籌老師 中文科科主任
時間 約 5 分鐘

次數 每月一次

P.4 



咕

Schedule 1 P. 9 :~ \ 
節目二:英文科節目一趣味英語

活動計創

節目目標 1.讓學生學習及掌捏一些日常應用的英語

節目內容 1.趣味英語及實用英語分享

統籌老師 英文科科主任
時間 約 5-10 分鐘

次數 每月一次

節目三:普通話科節目…實用普通話

活動計創

節目目標 1.營造校園普通話氣氛，並提升學生對普通話的興趣

節目內容 1.運用普通話訪問、早會介紹、普通話點唱站

統籌老師 普通話科科主任

時間 約 5-10 分鐘

次數 每月一次

12.2 體聲台

節目一:體育科節目-J心光體育天地

活動計創

節目目標 1. 向視障學生介紹各種對身體有益的活動/運動，促進學生健康
節目內容 1. 示範及詳述各種適合視障學童伸展及熱身運動

2. 定期推介不同適合視障學童的運動及進行方法

3. 介紹運動的重要及體育精神

4. 報導或轉播各類運動資訊，如:校內運動比賽、學生參與比賽的過程等

統籌老師 體育科主任

時間 約 5 分鐘

次數 每兩星期一次

節目二:課外活動節目一心光藝術展才華
活動計劉

節目目標 1.增加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及信心，並提升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評賞能力

2. 透過展示學生在課外活動的學習成果，增加學生的自信心
節目內容 1.讓學生分享自己的藝術作品

2. 介紹及展示心光學生在課外活動的學習過程及成果

統籌老師 視藝科主任、活動主任

時間 約 5 分鐘

一次數 每月一次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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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三:音樂、宗教科節目一心光音樂展才華
Schedule 1 PO 1 0 

活動計劃

節目目標 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並增強學生衰演音樂的質素
」

節目內容 1. 詩歌分事

2. 學生點唱歌曲，向教職員或同學獻上祝福

3. 學生表演不同的樂器及唱歌

4. 歌詠國錄製音樂及廣播

統籌老師 宗教發展主任、音樂科主任
時間 約 5-15 分鐘
次數 每兩星期一次

12.3德育台

節目一: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節目一午間時事分享
活動計劃

節目目標 1. 鼓勵學生多閱讀報章及時事新聞，使學生能關心時事

2. 播放德育故事，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3. 建立班風，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節目內容 1.分享最近期時事新聞

2. 學生對時事新聞給予評論，及發表個人戚想

3. 播放經調遁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有關的故事

4. 向學生分享節日德育訊息

5. 宣傳班風營造計創

統籌老師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時間 約 5-10 分鐘
次數 每兩星期一次

12.4資訊台

節目一:資訊節目…視障教育資訊
活動計劃

節目目標 1. 讓公眾及家長了解視障教育的資訊及最新發展
節目內容 1. 視障輔助科技分享及介紹

2. 點字學習及自學資訊

3. 視障學生自理學習資訊

統籌老師 資訊及輔助科技組、復康訓練組、宿舍部同事

時間 約 10 分鐘

次數 每兩星期一次

P.6 



節目二:資訊節目一融合教育資訊 5chedule 1 P. 1 1 
活動計創

節目目標 1. 讓公眾及學生了解視障融合教育的情況及與視障人士相處的方法
節目內容 1. 融合學生及老師分享融合學校的學習生活及應有的準備。

2. 拍攝及講解與視障人士相處時的正確方法
統籌老師 融合教育資源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

時間 約 10 分鐘

次數 每月一次

節目三:資訊節目一心光校園多樂趣
活動計劃

節目目標 1. 攏學生了解學校所發生的事物
節目內容 1. 學校活動相片、影片分享

2. 學校活動預告及宣傳

3. 家教會活動花絮

4. 校友分享特輯

統籌老師 活動主任、活動負責老師、家教會、校友會

時間 約 10 分鐘

次數 每星期一次

12.5 播放時間表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 
早會 8:30-8:45AM 資訊台 語文台 德育台 資訊台 語文台 | 
午膳 1 :05-1 :30PM 語文台 資訊台 語文台 德育台 體藝台 | 

晚上 7:00-9:30PM 體藝台 體草草台 資訊台 語文台 資訊台

13.預期產品及成果

預期產品

~~ .. 

建立一個「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 J' 把節目製作成光碟，部份節目上戰至互聯網及備份，以供日後作分

享之用。

14. 成效

邀請媒體創作導師及本校復康訓練老師編寫訓練課程及配合輔助設備，合作訓練視障學童使用拍攝設

備，體驗電視台及錄音室的操作環境。

提高公眾對視障人士相處的方法及對視障教育的認織﹒

校友分享人生及學習經驗，加強視障學童面對將來挑戰的能力。

讓規障學生、家長及融合學校詔鐵融合教育及為將來人讀主流學校作準備。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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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視障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提升學生的多元智能，並增強他們在溝通協作、創造思維、解決困

難等共通能力。

為視障學童提供培訓的機會，規劃將來的路向作準備。

透過德育台的節目，讓視障學生能更認識德育及公民教育，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透過語文台的節目，讓學生能提升聽、說、讀及寫等各方面的能力，亦能改善學生在發音及溝通等技

巧。

建立校園電視台，學校能配合校本課程的發展，繼續製作一些切合學生學習需要的節目，提升教與學

的質素。

學生在製作節目時，能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並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透過製作光碟及互聯網發放學生的學習成果，攘外界能更了解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達致社區共融。

15. 評鑑方法

本校成立監督小組，並由校長及副校長所組成。在各階段內監督小組會監察各小組的運作，並定

期召開會議，檢討計劉之進行及成效，並以問卷形式收集教師、學生及家長對本計劉的意見。

我們亦會透過網絡及網頁向外界發佈視障學生的創作花絮及多媒體作品，展現視障學生在製作過

程中的共通能力及多元智能。

評鐘的方式:

D 編訂評估衰，評估節目製作隊的表現(包括學生製作隊)

助將以專題工作紙及測驗形式評估學生運用電視台及拍攝技巧。

由負責老師進行觀察及了解全體學生對節目的反應及進行針對節目的評估。

IV) 進行問卷調查，以量fb形式，收集學生、家長對校園電視台的意見及評估其成效;而教師問

卷則會評估教師對培訓及校園電視台運作的意見。

v)網上發佈學生優秀的多媒體製作(如:音樂創作、劇本及電影創作、訪問節目等不同類型的節

目)以評估學生創作多媒體時運用的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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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額

(A) 
Al 

數碼攝錄機
$20，∞o $20，∞o 器材 (遠高容蠱後備蓄電池及攝錄機專用腳架)

A2 二腳踏輪(可動滑輸迪外景袋) $2，∞o 鈍，0∞
A3 實時虛擬演播系統 (VRP旭SENTER) $59， 1∞ $59， 1∞ 
A4 液晶顯示器(連視頻分割器) $4，0∞ $4，0∞ 
A5 拍攝室導播監視器(連電視機踏輪〉 $5，0∞ 鈣，∞o
A6 4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1,000 $1 ，0∞ 
A7 影像接線及分線系統 $2,000 $2，∞o 
A8 立體聲混音器 $4,500 斜，5∞
A9 手提麥克風和站立式腳無 $1 ，0∞ $1，∞o 
AI0 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鈍，∞o $2，∞o 
Al1 監製專用麥克風 $2，∞o $2，∞o 
A12 監製專用耳筒 $2∞ $2∞ 
A13 攝影師及演員專用耳筒 $2'∞ $2∞ 
A14 音頻訊號放大器 , $1，∞o 鈍，∞o
A15 耳機音頻訊號放大器 豹，0∞ 豹，0∞
A16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鈍，∞o $1 ，0∞ 
A17 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2，0∞ $2，0∞ 
A18 數碼視像儲存伺服器 $15，0∞ $白，0∞
A19 互聯網影像管理平台 $4，0∞ $4，0∞ 
A20 實時標清數碼廣播系統 $15，∞o $15，∞o 
A21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1，∞o 鈍，∞o

合計: $145，0∞ 
(B) Bl 「校園電視台J 拍攝點安裝工程 $15，0∞ $15，∞o 
工程 B2 「校園電視台」拍攝及控制室工程費用 $82，9∞ $82，9∞ 

B3 「校園電視台」軟件及硬件安裝費用 $10，0∞ $10，∞o 
合計: $1肘，9∞

(C) Cl 「校園電視台」操作培訓I (教師及工作人員) $2，5∞ $2，5∞ 
服務 C2 「校園電視台」小記者及主播培訓I (學生〉 $2，5∞ $2，5∞ 

合計: 的，0∞
(D) Dl 「校園電視台」核數支付費用 r 

$5,000 鈣，0∞
一般開支 合計: 衍，0∞

總計: $262，9∞ 

17. 預算

項目 金額

(A) 器材 $145,000 
(B) 工程 $107,900 
(C) 服務 $5，0∞ 
(D) 一般開支 蹈，∞o

總計: $2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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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劃 Schedule 1 Pð 1 4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鐵的調配計劃

視聽器材 數碼攝錄機(撞高容量後備蓄電池及
$20，∞o 

計劉結束後，將作學校

攝錄機專用腳架) 大型活動中給予借用

二腳踏輪(可動滑輸連外景袋) $2，∞o 公開給學生及老師預

實時虛擬演播系統(VRP昭SENTER) $59,100 訂使用

濃晶顯示器(連視頻分割器) $4,000 
拍攝室導播監視器(連電視機踏輪〉 $5,000 
4 路影音一進四出分配放大器 $1 ，0∞ 於拍攝室繼續使用

影像接線及分線系統 $2，∞o 公開給學生及老師預
立體聲混音器 $4，5∞ 訂使用

手提麥克風和站立式腳架 $1，∞o 
專業指向性收音咪 鈍，∞o
監製專用麥克風 $2，∞o 
監製專用耳筒 $2∞ 
攝影師及演員專用耳筒 $2∞ 
音頻訊號放大器 $1,000 於拍攝室繼續使用

耳機音頻訊號放大器 $3,000 
立體聲擴音器(一對) $1 ,000 
音訊接線及分線系統 $2，0∞ 

電腦硬件 數碼視像儲存伺服器 $15,000 公聞給學生「
實時標清數碼廣播系統 $15,000 訂使用

電腦軟件 互聯網影像管理平台 $4,000 
實時數碼影像剪接軟件 $1 ,000 

18. 計創的延續性

學生方面:計割完成後，視障學生將能掌擅電視台的基本運作技巧，提升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透過製作不同種類的節目，學生在參與過程中能發揮多元智能能力。而學生亦可透過製作節目，

提升溝通、表達及社交等技巧，並能延伸至日常生活當中，改善人際關係。校園電視台的訓練的

確能有效地幫助視障學童鞏固所學，發揮創意，亦能為準畢業生將來人讀主流學校作充足的準備。

教職員方面:從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教師培訓中，教職員能掌握製作節目的程序及技巧，在日

後也能為各科組製作短片，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公眾人士方面:能加強公眾人士對視障教育及視障人士有更清楚的了解，達至社區共融。

設備及器材方面:學校日後會自行培訓學生或教職員擔當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的小記者及節目

製作人員，以支持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的運作。有關設備亦會自資訊科技小組負責維修及整理。

課程方面:各科組在計割完成後，仍會繼續製作各類型節目﹒並會隨著課程發展，修訂有關節目

的內容，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提升教學質寰。

P.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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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推介及宣傳計創 Schedule 1 Pe 1 5 

本校會把校園電視台及錄音室的製作花絮及教學節目上載至學校網頁，並定時發放校園電視台的

最新消息或動態，以推廣及宣傳此計創。

參與教育局的宣傳及推廣活動。

向其他學校推介是次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剖，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

20. 本校已預留一足夠位置房間作校園電視台之用，並將遵照更改房間用途的相關規定及程序。

21.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劉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29/2/2016 

1/812015 -31/1/2016 

計劉總結報告 31/10/2016 財政總結報告 31110/2016 

1/812015 -3117/2016 1/812015 - 31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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