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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以Rasch模式提升校本評估素養

機構／學校名稱

計劃進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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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填薦沘剖汾籬吉前’證羌漾繃「 闊縉鞭吉填寫措弓∕-／。

請另頁（A4紙﹚害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l達成目標

2.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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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表

6.計劃責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簽名

日期

受款人姓名＊

簽名

日期

譙計鏘縉輟舍縑暫∕-緝上計劉苜理系統亡／緹交。－隱驍交’離告將被覜為B經茁炭濫／緇
主 士臘。

此鶉悠／措弓阿淞賃識職縐卹〃『佈c∕:OJ獰〃k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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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篇計’辮玆以下咨繙。以下措弓膽繆考’識Y鏘責／﹙／刁﹨組反篩丫
鋤,磷莎。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劃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躺貫料嗽軟附竽內表－的終式’或以雕浚
藩〉獲云t書寫;

╴目標陳述

－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目標達成程度

－目標達成的證據或指標

－如不能達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Z.計劃影響
按照証據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感

一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改善學習氣氛

－促進學校圄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弓∣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表二的預算核對表】與報告－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劃協議書

附件二。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績性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劃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1.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劃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肓鷓似

－成品說明（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已舉辦的推廣活動（請列出日期、模式等）’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劃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劃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請列出計劃進行期問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躺貫料啾甄觔御y
衰“7襤云t’或△／…礬踱云t雪廟。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實際推行的計劃（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割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此翔／揩弓／…賃教﹦繽血m﹚;伽c∕:◎唧〃k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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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否達成目標

說明目標

製作附「難度值」的問
題資料庫。

教師透過Rasch模式

分析’解讚評估結果,

並回績至下一階段教

學。

透過分析學生對不同

「難度值」問題的表

現】追縱學生各階段

學習的「增值率」。

與目標相關

的活動

製作試題庫

收集去年四次測考的

評估題目。

以

製作一試題庫。

教師培訓

邀請博士

為教師舉行五次工作

坊’協助教師了解

Rasch的概念、數據與

教學的關係﹑操作

系統的技

巧。

設計分析模式

核心教師從多個報表

中,按校本情況’選取

適切的報表進行分

析。

運用報表分析學與教

中、英、數﹑常科主席

及核心教師,根據報

表內容,配合測考卷

內容,成功檢視學生

於各科的學習表現﹑

評估內容是否對應學

生能力、日常教學是

否連繫評估。

本校核心教師與;

教授及博士

就女口何運用數據追蹤

學生表現進行多次及

深入的探討。

達標程度

70%

95%

50%

此鶉襤／揩弓∕口 戰序甚穢 〃卹Mb“◎喱〃k下渤。

﹦■■■﹄

達到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已透過

建立試題目

庫,題目庫內包含各

科各級問題。

本校教學助理己運

用軟件產

出去年四次測考評

估的報表。

中﹑英﹑數、常科主

任,分析報表及評估

內容後,已能夠具體

指出本科需關注的

教學﹑評估及課程需

注意的事項,並認同

有關分析能有效協

助本科教師反思學

與教。

完成規劃透過數據

追縱學生能力發展

的方法:

l.每名學生在每份

評估中均有客觀

的能力值。

2‧為全級學生根據

能力值進行排

名。

3‧根據能力排名的

未能達到目標

的理由

由於人力及時間資源

等問題》尚未能輪入每

次測考各級各科每題

問題節難度程。

目前’本校正調整教學

助理的工作’以便繼續

完成整個試題庫。上述

工作將於短期內完成,

將來亦會作持績發展。

由於Rasch理論涉及複

雜的統計學原理’教師

未能完全掌握相關概

念,故當中某部分內容

涉及一些假設。

我們相信:尚未能完全

理解有關數據概念的

教師,將來能透過與同

事共同進行的反﹜思學

與教工作’逐步掌握有
關概念。

發展過程中】遇到統計

概念的問題:由於學生

的能力值是根據每一

次評估的表現獨立產

出的’而每次評估的內

容模式和題型’可能會

影響學生的評估表現,

故比,我們不能直接以

不同評估的能力值表

現作比較,以評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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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發展。最後》透

過多次的會議及討論,

在教授及博士的

協助下’﹣設計出較為客

觀的方法以追蹤學生

的能力發展‧然而,比

過程讓本目標出現延

遲。此外,因輪入評估

分數的需要時間遠超

預期,故進行「目標二」

的同時’卻影響「目標

三」的推行。

當確認追蹤學生能力

值的方法後’我們目前

正全力繼績完成有關

項目,將於短期內完成

有關工作‧

排名變化’估計

某一名學生的相

對能力發展。

』0

建立系統化的評估系

統及文化。

學校已建立有系統

的評估分析程序,有

效從評估數據追蹤

各學科,並透過教師

工作坊進行教師專

業發展。部分學科負

責人亦已因應分析

結果調節本科工作。

於行政工作方面,能

夠教師團隊的角度

逐步作推展,讓教師

圍度較容易適應新

推展的分析評估制

度。

在教授的協助

下,在推展運用評估

數據進行學與教的反

思的同時,我們分享

從「架構」﹑「文化」、

「資源」三方面對行
相關的行政規劃,並

初步整合相關的行政

操作程序。

l00%

/

此奏襤／措弓／秘貸戰…擷.』〃／MheKo嗯〃〃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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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劃影響

Z.1拓寬教師的視野

透過本計劃’教師能夠認識Rasch統計原理與評估數據的關係,並能夠運用客觀的統計數據
達到下列目標:

●追蹤學生的學習效能

●從能力值了解學生間的差異俳單從分數）

●了解評估能否對焦學生能力

●評估與學與教及課程的連繫

事貴上,本校超過90％教師認同本計劃有助其專業發展。此外,參與分析數據的科主任’

亦已在計劃期間’即時因應分析數據後反思’就本科政策進行調整。

另－方面’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協助’使本校行政人員能有效因應各持分者的

情況,分別從「架構」﹑「文化」和「資源」角度,循序漸進地推展計劃’讓本校教師團
隊能有效逐步掌握及認同以統計數據回韻學與教,並認同常規地應用到日常的反思及回餵
下階段的學與教。

Z.Z加強教師的成功感

透撾本計劃,教師能夠從客觀的統計數據了解學生學習能及評估的效能,渲是過去只能從

平均分及合格率達到的目標’但教師撾去亦了解當中存中多個變項》故較難對上述兩項目

標作客觀判斷。故此,完成分析數據後’教師對整個反思過程深感認同’並為能從有效提
昇反思效能而獲取成功感。

此外,科主任能夠透過本計劃,查找到撾去未有發現,或有發現卻未有具體顯證的問題,
故本計劃對科本發展而言,有明顯的幫助‧

Z.3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透撾本計劃,本校教師能夠從博士的培訓中了解RaSch的概念、統計軟件
的操作方法及分析統計數據的技巧。上述的教師專業發展將有助本校全體教師將來有效提

昇評估素養,有效反思學與教及回績至下╴學習階段。

此外’本校行政人員能從教授的分享及支援過程中,了解及運用具系統和方向的行

政領導技巧’推展計劃及進行反思學與教的改革工作‧本校行政人員將來吸是次賓貴經
驗,轉化為將來推展變革項目的程序框架理念,提昇校本行政領導的管理效能。

2.1弓I發與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透過本計劃,本校教師圄團隊能夠分別從∣教授獲取組織領導的知識及經驗’及透撾
博士舉行工作坊,認識及應用統計數據。

此寨詹／措弓阿縱貸戰…鞭〃咖『佝cKG聰〃k下戰。



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期

3.1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濰繃馴表叨

核准預算

﹙甲）

責際支出
（乙）

變更

【（乙）-﹙甲﹚】∕（甲）
＋／╴％

『

職員薪剛l

╴般開支

設備

服務

ll9,700元

5’050元

l5,000元

5,250元

ll9,700元

4’500元

l2,240元

5,250元

0%

->0.89%

-l8.4%

0%

3.Z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摻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本計劃申請的撥款主要運用於聘請合約教學助理,協助學校於開展計劃階段’輸人大量的
評估數據及建立資料庫,為有效持績推行分析評估數據回績學與教建立基礎。此外’本校

購置－台電腦、資料庫軟件及統計軟件,以進行分析評估數據及製作數據報表的工作。另
╴方面’本校亦邀∣博士舉行五場教師工作坊’內容包括Rasch的基本概念、Rasch報

表分析、報表數據與學與教的關係、應用數據報表到本校責際情況及操作軟

件。

3.3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145000元＋8Z5傲師46人＋學生779人）包175.8元

3.4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績性

透過本計劃,我們建立了運用統計數據回韻學與教的分析工作和行政操作程序,發展有效
運用客觀數據回韻下－學與教階段的政策,此政策將於未來持績被應用及優化。此外,本
校將持續擴展包含難度值的評估資料庫,並被應用到設計及製作評估試題的階段。最後,

在推展計劃撾程中’本校行政人員從敉授方面所學習到的行政及領導技巧,將會被應用

到發展學校各方面的工作中。

3.5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劃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本校已發展如何應用Rasch的統計報表分析學與教’並已完成規劃推行有關計劃的行政程

序。將來,其他學校只需購置電腦及軟件’便可建基於本計劃的經驗,根據校

況推行。當然,此類計劃涉及學與教政策的改革,需要詳細的規劃及步署,本校教師可根
據經驗予以協助。

3.6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若其他學校能騰出教學助理人手及電腦,配合本計劃經過一年探究所得的經驗’將能大幅
減低推行類似計劃的成本。

此湊終／揩弓／咖噯賃敦勰縐〃〃〃M／﹛γc／:OJ曄〃〃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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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
式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日期等）
及反應

項目詳情

﹙例如種類、名

稱﹑數量等）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可透過講座模式’興學界同工分享’

或透過協助模式’協助其他友校推

行。

透過Rasch理論’

運用評估數據回餵

學與教的分析方
法‧

教師團隊認同有關方

法能有效運用評估統

計數據反思教師教

學﹑評估內容及課程。

有關方法已於校內以

常規模式運作。個別

科目已能夠從有關分

析中對焦本科問題’

並予以改善。

透過有系統的行政

策略,協助團隊建

立「運用評估數據

回餵學與教」的文
化。

於200l年7月分發

給50所索取的學校

可透過講座模式’與學界同工分享。有系統和策略是能否

成功推行改革的關

鍵。是項計劃將改變

圍隊現存處理評估數

據的制度》對團隊成

員會構成－定壓力,

故相關的行政策略具

－定的重要性。

5活動－覽表

參加人數活動性質

（刪∕座懿會﹑
羨潺箏 刪

刪
…

b撇
聊

其他

（請註明）
參加者的回應教師 學生學校

五場教師工作坊
及教師分享會

循序漸進地了解Rasch的概念及

連繫與學與教的關係。

ll／20l￠－

I0/20l5

42

課程統籌領導學

習社群分享

認同能夠善用評估數據回績學與

教的方向。

l￠／5／20l5 <0 l0

6困難及解決方法

於推行計劃的過程中,輸人數據所需時間大幅超越預期,導致部分工作的進度滯後。現
時,本校調整校內各個教學助理的工作範疇及進度’並善用長假期的空檔,在不影響學校

原有的任何計劃情況下,推行此計劃。
本計劃需連繫「教師教學領域」及「專業統計原理」’當中涉及教師不熟適的概念’故推行
工作坊後’需－定時間沈澱及跟進於應用階段出現的問題。

教學助理製作試題庫時選到資料庫技術問題’需要尋求其他方面的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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