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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甲部

計創名稱: 我們的頻道

機構J學校名稱 : 樂道中學

計倒進行時間 :由 11 ζ2014 

乙部

(周年江至

M:FRlC 

計lliU編號 : 2013/0337 

旦n位三 (另i年)

填寫i比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創總結報告填寫指幸心 。

說另頁(A4 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達成目標
2. 計釗對學習成殼、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割的成本效益 ， 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衰

6. 計劉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

計創負責人姓名 : 受款人姓名:

簽署: 簽署:

. / 

日期 : 17/ 12/ 20 15 日期:

/ _ 

/ .... 

17/ 12 / 2015 

、計!f1!h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部管理系統J 提交。 一經提交 ， 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鐵蠢的人士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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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1.能否撞成目標

目標說明 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達標 達標的證據 未能達標

程度 或指標 的原因

邁過參與製作 ﹒成立校園電視台小組， 建標 ﹒各科組共製作了 34 個節目。
電視台節目，強 ﹒學生培訓 ﹒所有節目分成 8 集，於班主任

他學生各種共 (二小時課程學習使用 時段播放。
過能力 電視室內的設備)。 ﹒就老師觀察，學生對參與節目

﹒電視台幹事培訓課程 製作及幕前演出充滿興趣。

(聘請外間機構提供 ﹒ 100%校園電視台成員認為參

二十小時課程)。 加了電視台製作能強化他們

﹒各科組節目製作。 的各種共通能力。

提升學生的學 ﹒各科組共製作了 34 個 達標 • 95.4%教師同意校園電視台能
習興趣，促進學 節目。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生自主學習 ﹒所有節目分成 8 集，於 • 68.8% 同學同意校園電視台能
班主任時段播放， 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節目上載至學校網頁。

提升學生的語 ﹒語文科製作了 8 個節目。 未完 ﹒學生在語文科的成績沒有顯 整個計創為期

文能力 ﹒於班主任節向全校師生 全違 著進步。 只有十一個

播放節目。 標 ﹒ 1 1.3% 教師不同意校園電視台 月，學生的語

﹒節目上載至學校網頁。 有助提高學生語文能力。 文能力未函、能

• 30.6% 同學不同意校園電視台 於短時間內有

有助提高他們的語文能力。 顯著提升。建

議未來的重點

節目以加強學 | 

生語文能力為

主，或增加語

文科節目數

量，使學生參

與更多與語文
相關的節目製

作，從而提升

語文能力。

遞過電視台分 ﹒於班主任節向全校師生 達標 • 82.2% 同學贊成電視台能分享
事校園生活點 播放節目。 校園生活點滴及展示學生

滴及展示學生 ﹒於學校網頁新增校園 的學習成果。

的學習成果 電視台頁面，展示節目 ﹒學生問卷中有學生表示希望

短片。 能播放更多有關校園活動的

片段，並對同學進行訪問。

加強師生、家畏 ﹒於班主任節向全校師生 達標 ﹒ 74.6% 同學認同電視台能加強

及校友對學校 播放節目。 同學對學校的歸屬醋。

的歸屬國 ﹒於畢業典禮上學行校園 ﹒ 100% 教師認同電視台能加強

電視台開幕儀式，並拍攝 師生對學校的歸屬獻。

7專輯介紹電視台成立 ﹒於畢業典禮上，校友及家長
的過程。 認同成立電視台的理念，加強

﹒節目上載至學校網頁。 持分者對學校的歸屬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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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割的影響

2.1 拓寬學生/教師的祖野

學生和老師在參與製作電視台節目的過程中得到嶄新的體驗﹒遞過電視台的成立，使他們有機

會接觸到不同的拍攝器材、影音設備及電腦揖按軟件，而在培訓|過程中，師生亦7解到短丹的

製作流程、拍攝手法及後期處理。以上均是課堂以外的知識，拓寬了師生們的視野﹒

2.2 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戚
節目由精思，編劇、還角、排練、拍攝以歪扭期製作，花了不少老師和同學的時間和心血，因

此有借參與節目製作的老師和問學，均表示完成一個節目及在節目播出接得到很大的成功鷗-

2.3 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製作節目需要不同的工作崗位。幕前的演出需要同學的演技、口才及自信;拍攝工作需要了解

器材的躁作及對構圖富有黨屬;後期製作需要同學有一定的資訊科技知鐵及解難能力，同學可

因應不同的專長而參與各崗位的工作，使同學的專長及潛能得以發揮，

2.4 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廿一世紀為知識型社會，特點是新知識增長及更新餅展訣。校園電棍台成立後，避過製作多元

fb節目，強，fb了同學的協作、溝通、創撞、批判性思考、運用資訊科技、解訣問題等共通能力，
校園電視台的發展，提供多一個平台讓他們學習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2.5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遞過本針對的推行，本校教師參加了相關的培訓課程，並且在製作及執行上汲取經驗，具體掌
握校園電視台的揖作，除了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外，亦能向學生擺棋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2.6 改善學習氣氛

本校師生自行錄製了多個學科的節目，同學除了在製作過程中能對學科知鐵有更深人的了解
外，製成品更能成為學習材料﹒而其他問學在欣賞節目後，亦會對節目內容作出討論，提升了

學習氣氛-

2.7 促進學校園隊輔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藉著老師與同學於校園電棍台不同程度的參與，例如節目的構思和單備、幕前的演出或幕後的

製作，促進了學校的團隊合作輔神，增進了師生間的溝通和1ii情，大大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鷗﹒另外，遞過學校網頁興「校園電棍台」連結，向公眾人士及持份者展示師生所製作的節目，

並分享了同學的校園生活點滴，提升了學校盤髓的形象﹒



3. 自我評鑑計割成本效益的影響

3.1 資源的運用
本校已成立校園電視台小姐，每年均會製作節目，持續使用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成立的校園電

視台，包括所有硬件及軟件﹒

3.2 計劉所建構的學習觀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配合「校園電視台」的發展，各科會嘗試製作不同程度、不同目標的錄像教材，並將錄像教材

放上學校網頁，增加同學的自學機會，提高學習興趣。

3.3 按直接受萬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單位成本=基金撥款+ (全校學生人數+教師人數+家長人數)

= $262900 + (500 + 50 + 1000) 
師 $170

預算核對衰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 1 (甲)
(根韓協讀書前衰的 (甲} (Z) +1一%

器材 145,000 7G 121 ,400 7G -16.3% 

工程 107,900 7G 131,500 7G +21.9% 

服務 5,000 7c 5.000 7G 0% 

一般開支 5，000 元 4,800 ]'G -4.0% 

4. 成品、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成品
評鑑成品的質黨

E舉辦的推廣活動
及推廣價值

34 個學科及資訊 因本校師生遞過是次計創才初次接觸 ﹒於去年畢業典挂在:2015-5-22)上舉行

節目 有關製作節目的工作，部份節目的賀 校園電棍台閉幕儲式，並拍攝了專輯介

素仍有改善空間，但亦有部份節目值 紹電視台成立的過程﹒嘉賓、家長及師

得推廣﹒ 生反應正面。

校園電視台室及 具備→E校園電棍台基本的設備，可 ﹒已將節目上載於學校網頁，並簡介校

相關器材 供友校或其他機構參考或參觀﹒ 國電視台成立的目的。

4.1 計創的成功因素/經驗
本計倒的成功因素主要是:校方的支持、老師的付出及同學的參與。

4.2 延續計卸的可行性
本校已成立校園電視台小姐，期望小組成員可將己學會的知鐵、技能及經驗傳承給低年級的同

學，使「校園電視台」的工作得以延續。而本校亦會持續投放貸)Jj支持「校園電棍台」的運作，

包括器材保串普及培訓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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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學校

校園電棍台工作坊
2014-12-9 (1.5 小時}
學校小禮堂

.一

承辦商提供設備及器材培訓
2015-3-27 (3 小時)
校園電祖輩

學生培訓
2015-4-22(2 小時)
校園電視宣

國

節目試播一(中、英、數、過 2015-5-5 早會時間

及科學科} 各班課室

節目試插 (轉導組、資訊科
2015-5-7 早會時間

技及視聽組、學生圓契、其他 各班課室
學習經歷組)

節目試播三(英、數、普通話、 2015-5-12 早會時間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各班課室

節目試擋回 (中、中史、科學 2015-5-19 早會時間

及視覺輯術科) 各班課室

節目試插五(道德及公民教育
2015“5-21 早會時間

組、閱讀推廣組、制育姐、升
各班課宣

學及就業輔導組)

校園電視台開幕儀式
2015-5-22 
學校禮堂

節目試播六(英、經濟、數學 2015-9-10 早會時間

及輔導組) 各班課室

節目試播-l:: (英、普通話、企 2015-9-17 早會時間

會財及其他學習經歷組) 各班禪室

節目試播J\(閱嶺推廣組、體 2015-9-24 早會時間

育科及學生圓契) 各班課室

一一一一-一、 ιω 一一一

參加人數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回應
(謂註

明)

受幫11老師對校園電視

40 台有7初步的認識。

受訓老師掌撞了器材
3 的基本操作。

受訓同學掌擅7器材

2 12 的基本操作，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衰示喜歡皈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示喜歡收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示喜歡收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示喜歡收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示喜歡收看節
自﹒

全校
家長

氣氛良好，校友及家

250 
70 

長龍同成立校園電視

台的理念﹒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示喜歡收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衰示喜歡收看節

目。

同學反應良好，大部

全校 全校 分均表FR喜歡收看節

目。



6. 困難及解決方法

項目 困難
因工程延誤了兩個月，使可製作節目的時間

縮短了，福於短時間內製作大量節目，對師

生構成壓力。

2 人力資源嚴重不足，拍攝→國節目所需資源

很大，由構思、選角、培訓、演出、拍攝及

後製，需要投放犬量時間，使教師及同學身

心偎疲。

3 要製作一個內容盟富、創新及有趣的節目是

十分困難，有同學反映部分節目內容欠缺創

意，趣味不足﹒

4 由於撥款所限，購置的能備只能提拱基本的

需要，拍攝出來的效果粗糙﹒

解決1i法

重新計割拍攝節目數壘，亦將部分節目播放

時間推遲，利用試後及暑假時間進行拍攝及
剪接。

得到校方的支持，額外聘請舊生回校協助拍

攝及剪接，為期三個月，有關支出由校芳承

搪﹒

短期內沒有解決方法，要改善內容的質素，

須累積更多製作經驗，並不時進行輸討及參

考不同總體的拍攝手法及構思﹒

額外購置收音及燈光器材，有關支出自校芳

軍搶﹒亦有教師借出私人拍攝器材，改善拍

攝質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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