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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劃詳情 

計劃名稱： 

新任科組主任課程領導的系统培訓﹕領導力、課改力和執行力  

計劃編號：  

 

機構名稱：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1)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1.1)對計劃的需要 

 

1.1.1 培訓新任科組主任領導能力的需要 

學校要辦理得完善，校長和副校長的領導固然重要，但一群有質素中層管理人員是不可或缺的，沒有科組主任

的幫助，學校是難以達至預期目標的；很多學者認為中層管理人員的培訓是很重要的（Fleming & Amesbury,2001；

Maxwell,2005; Blandford,2006）。科組主任等教師領袖是一個多角色的混合體，既要負責課堂教學，又要管

理科組和領導同工，但卻得不到相關的在職培訓，故過往有些香港學校科組主任感到力不從心。國際教改專家

Fullan(2000)曾提出警示：「因教師的背景沒有培養他們承擔協作領導的角色，一旦教師處在領導地位，他們

缺乏這些角色的準備就是不言而喻的」(頁 152)。香港學者余煊（2004）研究亦發現很多中層管理人員都面對

著或多或少的困難，包括領導同工、與校長的合拍、作為團隊領袖的自信心和校內外文化環境的影響，提升科

組主任的領導及管理能力是有殷切需要的。 

 

為配合教師專業階梯的建立，教育局優化了學校管理層的職級安排，以鼓勵教學團隊持續發展。教育局由

2020/21學年起引入優化的晉升培訓課程，內容包括核心及選修兩部分，總時數要求與以往相同，修讀期限為

五年。核心部分屬於必修的指定課程，由教育局提供，共 30小時，內容聚焦學校領導必備的素養，重點包括

專業操守及價值觀、國家及國際發展、教育議題探討，以及領導能力和反思。選修部分共 60小時（晉升小學

學位教師/高級學位教師）或 100小時（晉升高級小學學位教師/首席學位教師），教師按晉升崗位所需的專業

知識選讀合適的課程，並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確認/符合晉升需要。可見不少將升任及新任的科組主任對領導

力培訓課程需求甚殷；而因應很多學校每年都有新晉升的科組主任，提供有效培訓以支援科組主任的管理和領

導力成長，已成為香港教育界持續關注的內容。 

 

與此同時，以教師網絡促進教師在職學習成為國際趨勢。學者 Lieberman(2008)指出：「在美國有不少教師網

絡和協作計劃去幫助教師學習，讓教師增加在公眾分享實踐經驗和與同工一起工作中改善教學」(頁 229)。教

師網絡對在職教師學習的成效得到肯定：「參與網絡成員為領袖帶來更強的新影響，而因自己的管理風格得到

學校社區的認同，產生了一個合法化的作用」(Jopling & Spender，2006，頁 22)。故本會向優質教育基金申

辦這個跨校專業發展計劃，以支援小學新任科組主任(就職不多於三年的），妥善面對小學新近的挑戰。 

 

1.1.2 新任科組主任需要三種領導能力 
在這個不斷變革的年代，若要適應這些變革就必須在學習上多下功夫，以期能敏捷地回應這些變革。新任科組

主任有些會領導學校某些行政工作，有些則會負責校本課程或優質教育基金的計劃，與當基層教師只專注教學

和照顧學生不同，一個科組主任要帶領同工去處理學校的工作，不得不去學習提高自己領導的效率；再者，不

少校務和科組工作是與實務操作有關，卻又未能在本地或國際文獻中直接找到解決方法，提供多些系统學習給

本地小學新任科組主任是當前的要務。參考「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2016」之「專業領導」11個問題的重點，包

含了很多領導理念及技巧：第 1題、建立共同願景；第 2題、提升學校效能；第 3題、帶領與時並進的變革；

第 4題、具承擔精神及推動學校持續進步；第 5題、發揮「策劃、統籌和監察」的職能；第 6題、促進教職員

的溝通和協作，及提升士氣和團隊精神；第 7題、為基層教師提供有效的支援；第 8題、知人善任及發揮教職

員的專長；第 9題、學校如何訂定和安排適當的專業發展計劃；第 10題、帶動專業交流的風氣，使學校邁向

學習型組織。第 11題、學校如何運用考績、以持續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 

 

以上 11個重點與學校中層管理者(科組主任)的領導力、變革力(包括課程改革能力)和執行力有關，分析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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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力：「1.建立共同願景」可採用領導力方面的理念，如願景領導（Visionary Leadership）、轉化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及策略領導（Strategic Leadership），達致建立共同願景的目標。「4.推

動學校持續進步為己任」與持續性領導(Sustainable Leadership)有關。「6.能否促進教職員的溝通和協作，

以及提升士氣和團隊精神？」與團隊領導(Team Leadership)有關。 

 

(二)變革力：新任科組主任要「3.帶領與時並進的變革」，可採用變革力方面的理念，包括管理變革（Management 

of Change）及領導變革（Leading Change），在科組層面，相關的變革力也就是帶領課程變革的能力(以下簡

稱「課改力」)。 

 

(三)執行力：若要達致「5.發揮策劃、統籌和監察的職能」、「7.如何為基層教師提供有效的支援？」、「11.學

校如何運用考績、識別教職員的強弱項和培訓需要，以持續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等目標，需要學習執行力，

這方面包括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至於「10.如何帶動專業交流的風氣，以確保邁向學習型組織」，及「2.如何以學生成效和全人發展中心，提升

學校效能？」「9.學校如何訂定和安排適當的專業發展計劃，以提升學生學習和成長支援的效能？」等 3 個重

點則是新任科組主任需要有組織學習及系統思考的知識和能力。以上領導力內容都會在這專業培訓計劃中讓新

任科組主任有系統地學習。 

 

與此同時，香港自 2001年起推行「學會學習」課程改革，一直推動課程和教學變革，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

提升其學會學習的能力。過去十多年來，學校在課程改革中已取得一定成就。為了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裝

備學生面對本地和世界各種轉變，教育局明確要優化課程改革，既持續、深化已取得的成果，同時定出課程發

展的新焦點，邁向課程持續更新的新里程：聚焦、深化、持續，以回應環境的轉變。因應《幼稚園教育課程指

引》和《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於 2017年的更新，2014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

小六）》也要有相應更新，以優化香港小學生的學習。加上，要呼應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出的方向性建議，

教育局於 2022年 9月公布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期望所有小學繼續建

基十多年來取得的進展和優勢，聚焦課程更新重點，持續推動「學會學習 2+」。 

 

在這個香港小學教育課程的大環境下，各小學新任科組主任需要學習提升三大專業領導能力：首先就是領導力，

就是如何領導教師團隊，過程包括使用願景領導、團隊領導、僕人領導等；第二方面是變革力(包括課程改革

能力)，包括帶領和管理改革、課程發展與變革、處理危機和投訴等。第三方面是執行力，就是如何在行政事

上使學校所做的事能夠成功，包括清晰角色與責任、適當的賦權和監督，重要法例和條例的認識、人力資源的

激勵等，從而更好地帶領校本科組課程變革，以照顧校內小學生的學習需要。  

 

(1.2) 申請人的能力：「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於 1994 年成立，廿多年來對香港初等教育的研究和發展貢獻良多；尤其在培訓校長、

中層管理人員及教師等方面，不遺餘力。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自成立起，便以促進社會人士對小學教育關注、

提高小學研究質素、增廣會員對教育問題的認識及推廣小學教育研究發現，從而提高香港的小學教育質素為宗

旨。近年教育研究包括：「香港小學副校長的人事管理」、「香港應否實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幼師調查、和「小

學校長面對的挑戰」和「教師全面學位化後小學中層架構的焦點訪談」。在優質教育基金支持下，本會曾進行

支援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包括：「小學中層人員的專業培訓計劃」、「優化小學的學校行政」及「支援小學

推行校本價值教育」。本會曾出版 8期《優質學校教育學報》；亦與香港小學教育領導學會合辦了 9屆小學新到

任校長的經驗分享會。本會多年來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培訓課程，並參與每年「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

議和「新教師研習課程」。為了慶祝銀禧會慶，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於 2019年 11月 30日在中華基督

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合辦學會銀禧會慶學術研討會暨院士頒授典禮，其中教育論壇主題為：「香港小學教

育四分一世紀以來的變遷」。 

 

為了解同工對開展高小學生生涯規劃教育的看法，本會於 2021年 1月發出「香港高小學生生涯規劃教育」問

卷調查，以了解同工對高小階段生涯規劃的教育內容、推行形式、起動需要、培訓期望及家長教育等方面的看

法。而研究經數據分析、跟進聚焦訪談及總結建議後，執委會於 2021年 6月 8日記者會公佈「幼小銜接」的

四點建議。再者，為了解香港小學教師和家長對新常態教學對其學生/子女學習和成長的影響，香港初等教育

研究學會於 2021年 11月成立研究小組，經調查問卷、三角對照量資料的聚焦訪談和執委會分析與討論，於

2022 年 3月 17日線上向各傳媒機構發表「新常態對香港小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影響」研究報告。應屆執委會現

正開展「香港學校媒體、資訊及數碼素養調查」和「幼小學童的運動習慣與健康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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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本會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具多元特色。 

本學會的專業發展計劃具多元特色，有理論的系統課程、有感性的友校參觀、有實踐例證的經驗分享等。各專

業發展活動皆重視支援，務求使受訓者與培訓人員商議和落實專業培訓；過程中，本會善用培訓在職教師的經

驗和學者的研究心得，向參與同工提供系統課程和實踐性培訓，這些皆有助同工了解本地學校發展和教師專業

成長的趨勢，有利各校制定校本發展計劃，善用教師專業學習去促進發展。再者，本會曾於2010年及2012年分

別出版《小學中層人員學習指引》和《應用知識管理》教師手冊，足證本會在培訓教師專業學習的經驗，而當

中多位的成員，也在這計劃中擔任不同的角色。本會曾成功申請及完成優質教育基金培訓學校中層管理人員，

受到教育小學的讚賞和好評，例如： 

 計劃名稱：「知識管理與小學發展」、計劃編號：2009/0315、獲批款：$561,700 

 計劃名稱：「提升小學科組主任的領導力」、計劃編號：2010/0508、獲批款：$598,000 

計劃名稱：「小學副校長及中層管理人員的領導能力系統培訓：提升其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計劃編

號：2020/0909、獲批款：$1,607,000.00 

 

(2) 目的及目標 

 

2.1 目的 

「新任科組主任課程領導的系统培訓﹕領導力、課改力和執行力」計劃目的在為 100 名小學來自不同辦學團體

就職不多於三年的新任科組主任提供有效的培訓，使他們在領導力、課改力和執行力等技巧獲得提升。這專業

培訓計劃同時讓他們對組織學習與系統思考有認識，這些來自不同辦學團體的新任科組主任透過互訪彼此學習，

形成品質圈互相觀摩與學習，建立專業學習社群，以迎接新時代對香港教育的挑戰。 

 

2.2 目標 

(i) 提升新任科組主任的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 

(ii) 使新任科組主任認識學校組織的系統思考，了解學校的深層運作及妥善面對新近推行的小學教育改革； 

(iii) 使新任科組主任推動學校教師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能力； 

(iv) 使不同辦學團體的新任科組主任形成品質圈，加強互相間之觀摩與學習； 

(v) 透過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AAR，After Action Review)提升新任科組主任的反思及學習能力。 

 

(3)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本計劃設名額 100 人。對象為香港小學的新任科組主任 100 名。預期直接受惠人數有 100 位。計劃間接受惠人

數為約 50 間小學約 2,200 位教師及約 32,000 名學生。 

 

(4) 創意 
本計劃將教育局在「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2016」內「專業領導」的整套要求，用心配合及剪裁成一系統培訓的

計劃，用 14個月時間去幫助新任科組主任去理解及深究要求，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如個案分組討論和互

訪學校彼此觀摩來進行，這是一個創新的在職教師學習模式。對小學新任科組主任來說，這是一個有系統的培

訓計劃，有專題講座學習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及個案討論、認識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以品質圈方式觀摩不同辦

學團體小學的特色、使學員在其工作崗位嘗試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最後是學員匯報及分享等。當本會

透露將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這次計劃時，幾十間小學雀躍參加；計劃內有很多新意念，是他們未曾學習和經歷

過的，他們都很期盼此計劃可以成功獲得批准。整個設計是引入新穎及有創意的意念，相信上述策略會帶給新

任科組主任培訓有創新的嘗試，亦深信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5) 理念架構 
國際學者 Easton(2008)指出「發展(develop)意味著發展某人或某物(develop somebody or something)；被

別人發展是不夠的，教師必須能夠自我發展。為了變革，他們必須知道得足夠多；為了獲得不同的結果，他們

必須改變自我──變成學習者」(頁 756)。在這個教師專業發展強調終身學習的國際趨勢下，香港教師在職培

訓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越來越重視教師的主動參與和成為學習者，從而使受學員能學以致用提高日常工作（胡

少偉，2021）。這個新任科組主任領導能力系統培訓計劃的信念是受訓者主動學習。 

 

5.1計劃的理念 

本計劃的理念包括領導力、課改力和執行力等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學習型的組織、品質圈學員互訪等，當中領

導力元素是根據教育局頒布的《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2016（附表現例證）》專業領導範圍所提出的，本計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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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為培訓學理的基礎，而這些學理也是新任科組主任應該學習和掌握的。為了讓參加的新任科組主任學習得

更好，此計劃的理念是理論和實踐結合，並以五個階段推行。本計劃的特別地方是培訓形式是多樣化的，能吸

引學員的學習興趣。同時，本計劃提供循序漸進的學習，由開始的密集課程、個案討論及工作坊，讓學員認識

最新的教育領導理論和知識。然後以品質圈的形式讓學員互訪去發掘各校特點，學員反思後需將改善自己或學

校的意念付諸行動，嘗試實踐出來。再者，此計劃強調從實踐中學習，不論實踐成功或失敗都是一種學習。 

 

此計劃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無論在品質圈的學校互訪或「事後檢討(AAR) 學習」，有眾多專家及資深校長擔

任導師，一路在旁指導新任科組主任。最後，本計劃鼓勵學員彼此分享及建立支持和溝通的網絡，在計劃完畢

後也能互相溝通和學習，使學校校務能做得更好。學校領導和管理「智慧是緘默的，隱含於實踐過程之中，與

個體的思想和行動過程保持著一種共生關係」(王潔、顧冷沅，2007)，新任科組主任要透過反思將其內隱知識

外顯化，以累積其實踐知識。本計劃受訓學員有機會對課程領導和管理採取反思和分析，透過了解學校工作的

情境去提昇自己管理和領導能力，並在與不同學校同工一起學習過程中，促進香港小學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 

 

5.2深究各課題的學理 

本計劃培訓課題包括：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專業學習社群、品質圈、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等。 

 

5.2.1 領導力 

在香港學校近年面對多項教育變革，如《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校本管理、融合教育、系統評估、STEAM

教育、國安教育、高小生涯教育、幼小銜接、校本教師發展、家長教育、投訴處理、正向教育、生命教育……

等。這些教育變革增加了學校的工作，同時加添了校長及中層人員的工作量和壓力，隨之而來亦增加了中層人

員領導同工的機會及在領導方面的需求（Yu, 2005）。再者，香港小學學校校務繁多，教職人員為數不少，新

任科組主任需要協助管理校務及領導教師團隊，做好教與學的工作，為學童提供優質教育，他們所面對的挑戰

實在越來越大。新任科組主任能否領導得宜，與他掌握的學校領導知識及技巧有很大的關係。 

 

隨著社會不斷地轉變，領導方式需與時並進，始能發揮最好的效果。領導力包括很多種領導能力，在不同的情

況要使用不同的領導方式。近代領導學學者建議了多種模式的領導，本港學者余煊（2008）認為有三種領導模

式是很值得學校的新任科組主任參考及使用的：團隊領導(Team Leadership)、轉化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僕人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本課題將讓學員理解近代教育領導的發展及不同的領導模式，特

別是以下三種模式：團隊領導能促進教師們的溝通和協作，提升他們的士氣和團隊精神；轉化領導著重共同願

景的建立及提升教師的承擔精神，推動持續進步；僕人領導讓學員學習聆聽、同理心、知人善任及發揮教師專

長等。 

 

5.2.2 課改力（課程改革能力） 

本港教育有多項變革，如校本管理及融合教育的推行，近年則有課改 2.0+、STEAM 教育、小學教師職位全面學

位化、國安教育、高小生涯規劃教育、重視幼小銜接、新常態的教與學、學童運動習慣和媒體、資訊及數碼素

養。在《論課程改革中的教師改變》一文中，學者尹弘颷、李子建（2007）指出「教師的改變促進或阻碍著課

程實施的進程；與此同時，課程實施中的諸多環節也都在影響著教師是否以及如何進行自我改變。若二者的目

標一致，改革自然會得到順利的實施」（頁 27）。吸收十多年來的課改經驗後，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4年發表《基

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在「持續專業發展」章節中，提出「透過經常的互動

協作，直接參與和學習如何將其領域做得更好。實踐社群有三個基本元素，包括領域、社群和實踐，套用於學

校，則形成一個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果為中心的學校實踐社群」（教育局，2014）。可見，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和建

立校內實踐社群可促進校本課程改革的深化。 

 

為提高新任科組主任的課改力（課程改革能力），本培訓將向學員說明 Michael Fullan(1993)的多種變革啟示：

變革不能以訓令硬碰硬；變革是一個旅程，會好很多不確定的因素；難題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可以從中學習；

需要與外界有連繫；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動力均需要的；組織內每個人都是變革者。課題亦會教導學員有關

商界變革大師 Kotter 及 Cohen (2002) 所指出應付變革採用的八種變革策略：增強緊迫感(Increase urgency)、建

立指導團隊(Build the guiding team)、確立變革願景(Get the vision right)、有效溝通願景(Communicate for buy-in)、

加權行動(Empower action)、創造短期成果(Create short-term wins)、不要放鬆(Don’t let up)及鞏固變革成果(Make 

changes stick)。此課改力的學習還包括如何帶領校本課程改革；如何處理因學校推行課程改革而引致危機、衝

突與投訴等。 

 

5.2.3 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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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力是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對新任科組主任尤其重要。若要落實政策，一定要靠執行力。Peter Drucker 

（2002）認為要養成高效能的習慣，才能有執行力。執行力方面要注意策略管理、策略評估、教育法例和教育

則例、法律問題等，均是新任科組主任需要學習的。若指導執行的過程明確，大家清楚工作的細節，工作效率

會大大提升。執行力應該和共同願景互相呼應，才可以達致預期效果。Larry Bossidy 及 Ram Charan (2007，

頁 4)說得好，「偉大的想法除非能轉換為具體的行動步驟，否則毫無意義可言。少了執行，突破性思考沒有用，

學習不會帶來價值，員工無法達成延展性目標，改革也會半途而廢。」他們更提出負責執行的領導人需要有三

重要基石：一、改變組織被動文化，使機構動起來；二、持續慎選員工，知人善任。三、七種重要行為，包括

1.了解機構與員工，多與員工互動；2.以務實眼光，與其他機構比較，衡量進步程度；3.訂定明確目標與優先

次序；4.安排後續追蹤方法；5.論功行賞；6.分享經驗，以提升員工能力；7.擁抱「情緒韌性」，以容納員工

的多元觀點。國際企業管理之父 Peter Drucker (2002)在名著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Getting the Right Things Done” 認為作為機構的執行領袖，必需要有五種習慣：1.了解你的時間；2.問「我可

以有甚麼貢獻？」3.善用人之所長；4.先做最重要的事；5.做有效的決策。上列方面的理念能提升新任科組主

任的執行力，均值得學習。 

 

5.2.4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學者 Dufour 及 Eaker（1998）提醒我們，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其目的在於實際地改善學校。他們認為

最有作為的策略去實際改善學校是發展學校成為專業學習社群。Sergiovanni (1994)指出社群是由不同的人結合

起來，是由一組共享的意念和理想維繫起來。我們的學員來自不同的學校，若能結合成為專業學習社群，對他

們本身和其學校都有莫大的幫助。根據 Louis 及 Leithwood (1998)，專業社群是可由教育網絡推動的。不但校

長的層面能夠互相連繫，新任科組主任亦可以形成網絡，增加專業的活動，提升專業對話的密度。新任科組主

任在培訓計劃雖是斷斷續續的交往，但他們的網絡可以持續，將來組成龐大的專業學習社群。Dufour 及

Eaker(1998)指出專業學習社群的六項特質包括：共享使命、願景及價值觀（shared mission, vision and values）、

集體探究（collective inquiry）、協作團隊（collaborative teams）、行動為本及實驗（action orient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不斷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及效益為本（results orientation）等，有很多特質在這

培訓計劃可找到。近年，著名教師發展學者 Hargreaves 及 O’Connor (2018)也認為教師團隊應朝著協作專業方

向繼續發展。 

 

5.2.5 品質圈 (Quality Circle) 

品質管源於美國早期著名管理學家W. Edwards Deming，後來日本公司成立一些學習圈，由一位受過訓的工頭，

帶領著八位未受訓的工人。當學習圈轉為解決問題的目的時，1962年後便稱為品質圈（Quality Circles）。品

質圈的活動的基本概念是有一群人在組織內：1.他們互相尊重，建立愉快的工作場合；2.大家都意欲做一些具

品質的工作；3.他們希望得到尊重，並且獲得成長；4.得到工作上的最高知識；4.有團隊工作的態度；5.能發

掘大家的潛能；6.大家的貢獻能得到認同；7.可以得到培訓等。品質圈成員高度參與者的表現包括積極態度及

樂意承擔工作、好的工作關係、清晰的角色及觀點、高度運用技巧及能力、低心理壓力及高工作滿足感。本計

劃的第四階段，將 100 名組員分成 20 小組，每組 5 位組員，來自不同的辦學團體。分組學習採用品質圈的概

念。主要是認識來自不同辦學團體學校的特色及文化，互相學習彼此的好做法。來自不同辦學團體的 5人組成

品質圈，然後選出最值得參觀的組員學校兩間，小組組員前往參觀。全程之交流學習，由校長導師負責。 

 

5.2.6 校本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 

新任科組主任完成上述各課題的學習活動後，需要認真地反思將所學的轉化為自己的行動經驗，才可以提高自

己的管理和領導能力。正如 Simkins et al. (2009) 在總結 NCSL (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所舉辦

的領導培訓課程時，認為不論在調查及個案中皆需要顯示出在校內的領袖發展活動是能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的。

要令受訓者獲得培訓的益處，新任科組主任便需在工作中以一種「在行動中反思」去解決實際問題；也就是說，

一個受訓中層要抱著研究精神工作，以解決實際問題及決定採用哪些新行動。Bennett 等(2007)曾指出：「創建

新知識能力並不是將已知的中層人員理念和價值傳遞，而是需要由下而上去發現和創造新的工作方法」。本計

劃要求每個學員要做一個校本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新任科組主任設計一個校本行動學習，從反思實務

中創建個人的實踐知識。行動學習的精髓是要新任科組主任進行雙環學習，讓自己進行深度的反思，以改變自

己工作的思維模式和行動設計。 

 

5.2.7 行動後檢討(AAR，After Action Review) 

在 2022 年 9 月公佈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中，強調每位教師都應該是終身學習者；富專業精神的

教師應為了配合課程發展不斷探究新知識和教學策略、參與專業網絡、汲取經驗，從而為學生、教師以及全校

帶來正面和積極的轉變，持續推動學校發展成為一個有效的學習組織。而在知識管理系統中，一個常見的應用

策略就是行動後檢討；這是一種從實際行動反思及學習的方法，目標是讓人們在行動後透過檢討進行學習，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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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日後處理同一或相近專項計劃的效能；因而所獲得的洞察力及改善策略，亦可能在實際行動上運用。故

此，科組主任應經常就科組內重要的管理或領導事件作行動後檢討，以提高行政能力。 

 

要有效學習行動後檢討，新任科組主任個人及/或其團隊可按下列五個問題對特定事件進行反思，從而得到學

習和専業成長，經整理後並可儲存在校內知識管理系統之內，供團隊成員分享和組織學習之用： 

1.原意為何？行動的目的何在？想要達成的目標為何？在描述及評估動機時，盡可能具體。 

2.發生甚麼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發生？為甚麼事有些不發生？結果如何？回想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請簡單描述過程。 

3.學到甚麼？以計劃做的事以及實際發生的事作對比，當中學到甚麼？比剛開始的時候多知道了甚麼？如果別

人想步上我們的後塵，會給他甚麼忠告？ 

4.接著該做甚麼？以目前所知為基礎，往後該如何做？由於 AAR 的重點在於行動，所以專注於可付諸行動的

學習，這是非常重要的。 

5.應該告訴誰？還有誰應該知道事件的學習心得？他們應該知道甚麼？不同持份者所知有何重要？如何利用

所知，去推動科組日後工作的表現？ 

（*上述引用的文獻見頁 14, 15） 

 

(6) 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6.1) 推行方案 

這專業培訓計劃在籌備階段已徵得來自港九新界不同辦學團體57所小學支持及答允參與，若計劃成功獲批後，

會即時通知參與小學提交參與培訓新任科組主任名單(每校約 2 人)。計劃推行的時段由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底止，時間為 14 個月，若批出日期與上述時段不同，會作適當調動，這對計劃質素不會有很大影響。

階段一是專題演講及分組個案討論，階段三是專題演講及工作坊，這兩期間 100 位參加者會分成兩班 (A, B)，

每班約 50 人，暫定分別在星期三及星期六時段上課，講授內容是相同的。分兩班 50 人一班的好處在於人數不

會太多；另一個好處是若有學員在某一天學校工作不能出席，他仍然可以在另一相同的講授內容的時間出席，

不會有所損失。計劃主要分七個階段，現說明如下： 

 

階段一、三大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分組個案討論：新任科組主任應裝備「學校專業領導」的三大專業領導能力，

有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這計劃根據教育局「專業領導」範圍的 11 要點問題而劃分這階段的時間，三大

專業領導能力的專題講座有 10 個主題，需用 5天完成，每半天作 1節，每節為 3 小時，內容見表一(各講座內

容見下表及其補充)。每節 3小時的設計，前 2小時為專題講座，邀請專家作專題演講；餘下 1小時為工作坊，

主要是分組校長導師主持分組討論，以實際的個案討論為主。分組之目的是讓學員提出他們的觀點和意見，可

以分享他們成功的例子等；小組討論由導師帶領，為學員提供合適的指導，分組導師需為具備有至少十年教育

行政經驗的校長或資深的退休校長擔任。每組以 10人為原則，50人分為 5組。 

 

每組有一位分組導師帶領小組討論，5組由 5位小組導師帶領組員討論專題講座的內容及有關專題的個案，並

作出反思。最後有集體匯報和分享。分組討論的個案由籌備委員會委員負責撰寫，背景内容可多元化：領導團

隊、學校或科组計劃與報告、《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校本課程發展與評估、國安教育、STEAM教育、

高小生涯教育、融合教育、幼小銜接、校本教師發展、家長教育、教師考績、投訴處理、正向教育、生命教育

等。此外，分組個案討論時，同時期望此計劃能拉近參加者的距離，幫助他們建立網絡，並於計劃完結後亦能

彼此維繫，日後發展更多的跨校協作關係。這階段的 100 名學員將分為 A及 B 兩班上課，每班 50名。每個專

題和工作坊分別在兩班各進行一次。 

 

表一、學校專業領導三大領導能力之專題學習內容 

1 香港教育發展趨勢及與時並進。(課改力:香港教育近年變革，校本管理下新任科組主任在變革的角色

與職責、認識變革和變革策略） 

2 如何帶領教師推行教育變革及校本課程改革？ (課改力:《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2022)，推行

校本變革，帶領校本課改如媒體、資訊及數碼素養、STEAM教育、國安教育、高小生涯規劃教育） 

3 如何處理推行課程改革引致學校的危機、衝突與投訴？ (課改力: 推行課程改革引致的處理危機、衝

突與投訴，新任科組主任的變革關注） 

4 近代教育領導的發展。（領導力: 領導力定義，領導科組務的發展，領導模式如團隊領導、轉化領導和

僕人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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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知人善任，發揮教職員的專長？（領導力:新任科組主任的領導關注，教師領袖與處理人事，用人

與授權，辨識同工的性格和專長） 

6 如何帶領教職員建立共同願景，提升教師的承擔精神，推動學校持續進步？（領導力: 建立學校願景，

參與決策與承擔精神，同工專業成長與發展，同工專業成長與發展） 

7 如何促進教職員的溝通和協作，提升教師士氣和團隊精神？（領導力: 聆聽同工，同工溝通和協作，

建立團隊與團隊成長，提升教師士氣） 

8 如何發揮策劃、統籌和監察的職能？（執行力:新任科組主任的高效能習慣，科組策劃、統籌和監察，

科組紀錄與財務管理） 

9 如何運用考績、識別教師的強弱項和培訓需要，以持續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執行力:認識執行的三

基石及七種重要行為、識別教師強弱能力、運用考績面談提升同工的工作表現、持續提升專業表現） 

10 如何處理有問題的員工？（執行力:認識教育則例及條例有關處理程序及準則、查找問題所在、指導員

工改善過程和方法） 

 

階段二、參訪專業學習社群與著重課程領導的學校 

階段二是為階段三作準備的，這計劃將學習「專業學習社群與課程領導」課題。在階段二，此計劃將安排學員

前往參觀二至四所在建立專業學習社群和校本課程領導有傑出的表現的學校；如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學校的

教師團隊均很優秀和專業。這計劃將安排100名學員參觀二至四間在這兩方面表現很強的學校，以作好進入第

三階段的學習。 

 

階段三、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除了三大專業領導能力的學習外，教育局「專業領導」範圍期望學

校能建立專業學習社群，而學校可以邁向學習型組織或機構。這階段主題對新任科組主任是很重要的。教師專

業發展大師 Hargreaves及 O’Connor (2018)在著作 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ism 介紹了多種建立專業學

習社群的方式，值得學員參考。這計劃讓學員了解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和明白如何實踐和運作。第三階段有 6

個講題（見表二），需用 3 天時間完成。每半天作 1 節，每節為 3 小時(各講座具體內容見下表及其補充)；會

以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形式進行。工作坊約以 10人為 1 組，每組有一位導師協助工作坊的進行，導師需為具備

有至少十年教育行政經驗的校長或資深的退休校長擔任。分組目的是讓學員從工作坊中體會如何進行組織學習

和系統思考，校長導師為學員提供合適的指導，最後有集體匯報和分享。這分組時間亦能同時幫助參加者建立

網絡，並於計劃完結後能彼此維繫，最後發展更多達致成功的跨校協作關係。100 名學員將分為 A及 B兩班上

課，每班 50名。每個專題和工作坊分別在兩班各進行一次。 

 

表二、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內容及相關範圍 

1 體驗及反思學習歷程，深化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新任科組主任的經驗學習、品質圈學習與實踐智慧、

深化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訂定專業發展計劃） 

2 如何為基層教師提供有效的支援？（專業學習社群的特質、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的策略、科組主任專業

交流、科組主任為基層提供有效支援） 

3 深化知識管理，運用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視。（了解知識管理、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視、教練

式指導、成長型思维） 

4 如何建立共同願景及鼓勵團隊學習?(建立共同願景的重要性和方法，改善心智模式及辨析跳躍式的推

論、團隊學習的面向與深度滙談、及個人、團隊與組織的三層學習關係)  

5 如何領導校本課程發展及善用評估，帶動專業交流的風氣，以確保團隊的學習？（學校課程檢討專責

小組提出的方向性建議、校本課程領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評估策略、課程領導與專業學習社群） 

6 如何提升系統思考能力及學校效能？（提升學校效能的系統思考、找出效能槓桿點及認識系統中的發

展基模、新任科組主任學習以提升學校效能） 

 

階段四、品質圈學員互訪：在這階段，100 名組員將分成 20 小組，每組 5 位組員，盡量編配來自不同辦學團

體學員在一組。由一位導師帶領 5位學員去其中 2間小學參訪。分組學習採用品質圈的概念。品質圈成立的目

的，主要是互相學習小學的好做法（good practices），並認識來自不同辦學團體小學的特色及文化。前文曾

說明了採用品質圈形式的理念在於一起學習和解決問題；亦提出了在品質圈內每一位學員應持有積極及樂意承

擔的態度，並且有好的工作關係。每次參訪小學的時間為 3小時，前 1.5小時為參觀校舍及由該校學員介紹該

小學的特色，分享好做法如：帶領校本課程變革、提升教師團隊精神、好的考績面談、進行組織學習的良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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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根據該校之強弱機危作介紹的開始；隨後之 1.5小時由導師帶領大家問問題及回應，大家亦可分享他們學

校的情況，或就某一些難題作出討論及提出意見。這樣便可以進入較深層一點的匯談，各人會從中得著益處。

帶領深度匯談的技巧是需要學習的，所以帶領品質圈的導師需要有 3小時的專業學習，才能掌握品質圈帶組的

重點和要訣。本計劃將安排一天，學員聚集一起，每一組進行匯報，以將好的做法與其他學員分享。 

 

階段五、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本計劃安排每位學員做一個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 

根據 Hallinger (2007)，以問題為本的方法可幫助學校管理人員以行動去解決校本發展的需要。在解決問題的行

動中，可採用 Reg Revans (1982)的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概念幫助新任科組主任以新思維不斷學習。學員

需要完成一份行動學習的功課，議題以學員在工作崗位所遇到問題或擬改善的工作為主，以解決學員面對的專

業領導難題及挑戰。各學員的行動學習分前半部的建議書及後半部的反思，共有 6 個步驟：1.設定問題、2.搜

集資料及理念去分析問題、3.計劃行動、4.實踐計劃的過程、5.評估效果及討論、6.反思及建議等。可選擇本計

劃的活動作為主題，例如：如何提升自己的領導力、課改力或執行力？如何在學校建立專業學習社群？如何與

不同學校建立專業學習網絡等。這功課將會有導師指導他們草擬建議書，學員草擬建議書後，導師閱覽並到校

與學員討論建議書內容，然後給予意見。之後學員將試行計劃。行動完畢後學員的反思報告交導師閱覽，導師

再與學員討論其學習的成果。導師需為具備有至少十年教育行政經驗的校長或資深的退休校長擔任。 

 

另一方面，新任科組主任可以個人及/或其團隊選一科組特定工作項目，按下列五個問題對事件進行反思：原

意為何？發生甚麼事？學到甚麼？接著該做甚麼？應該告訴誰？從而得到學習和専業成長，經整理後並可儲存

在校內知識管理系統之內，供團隊成員分享和組織學習之用。這功課將會有導師指導他們草擬行動後檢討學習

建議，學員草擬學習建議後，導師會閱覽並到校與學員討論學員學習建議內容，然後給予意見。之後學員按學

習建議進行個人反思/組內討論和分析。完畢後，學員學習報告和滙報分享初稿交導師閱覽，導師與學員討論

學習成果及整理滙報分享。導師需為具備有至少十年教育行政經驗的校長或資深的退休校長擔任。 

  

階段六、匯報及分享：本計劃安排一個 3 小時的活動，借用一間學校禮堂集合全體學員參加，作出匯報及分享。

每組和每位學員將所學到的，例如以小組進行的品質圈的成果、校本行動學習、個人/團隊的行動後檢討之成

果，以分五大組匯報形式進行。此外，個別學員的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簡報（將刪除校名和學員姓名），

亦會展出供學員及出席的校長閲覽。 

 

階段七、撰寫報告及發佈成效：籌備委員會將研究計劃數據作出分析與評估，對成效檢討後撰寫總結報告。最

後向督導委員會提交資源套及計劃分享，並舉行成效發報會，向外界公報此計劃的成果。 

 

6.2 時間表（表三） 

 年份 2023    2024 

 月份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1 聘請員工、設立辦公室               

2 籌備委員會及督導委員會會議               

3 準備課程、邀請講員、招生               

4 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5天）               

5 評估「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

成效 

              

6 參觀二至四所專業學習社群學校               

7 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3 天）               

8 評估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成效               

9 培訓「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導師               

10 進行「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每組 2 次）               

11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成果匯報               

12 培訓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導師               

13 學員提交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建議書               

14 學員進行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活動               

15 呈交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學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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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舉行「結業禮」及學員分享經驗               

17 收集數據，作出分析與評估，撰寫總結報告               

18 向督導委員會提交總結報告及籌辦成效發報會               

19 向公眾報告計劃成效及成品               

 

課程時間表(日期暫定)（表四） 

 項目 進行時段 

1 「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 2023 年 7 至 8 月之 5 個星期三/星期六 

2 參觀二至四所專業學習社群學校 2023 年 9 至 10 月 

3 「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2023 年 11 至 12 月之 3 個星期三/星期六 

4 培訓「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導師 2023 年 12 月 

5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每組 2 次） 2024 年 1 至 2 月 

6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成果匯報 2024 年 2 月 

7 培訓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導師 2023 年 12 月 

8 學員提交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學習建議書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 月 

9 學員進行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活動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 

10 學員呈交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學習報告 2024 年 3-4 月 

11 結業禮及分享會 2024 年 4 月 

12 收集數據，作出分析與評估，撰寫總結報告 2024 年 4-5 月 

13 向督導委員會提交總結報告及籌辦成效發報會 2024 年 6 月 

14 向公眾報告計劃成效及成品 2024 年 6 月 

註：計劃起始日期視優質教育基金批款而定，若批出日期與上述不同，時段會作調動，對計劃質素不會有影響。 

 

(7) 教師及校長在計劃的參與 

新任科組主任將參與全部的階段，他們的角色是學習者、反思者、解難者、探訪者、實踐者、管理者、領導者

及分享者。這計劃還鼓勵他們彼此建立網絡，使互相學習的文化得以持續。資深小學校長在計劃中擔任導師，

扮演教導、支持及鼓勵的角色。 

 

(8) 預算 

1. 員工開支(Staff Cost) 

本計劃的工作要求質、量兼備。量的方面：需要培訓的新任科組主任多達 100名，他們來自不同的辦學團體。

第一階段之「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將會分 5天時間的課程學習，將 100人分成兩班，每班

50人，共 5天 10次講座及個案討論。第二階段安排四次「參訪專業學習社群優秀的學校」，每次學員 100 人，

於不同時間參觀。第三階段之「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將 100人分成兩班，每班 50人，共 3天

6次講座及工作坊。還有第四階段之「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分成 20小組，組成 5人小組的品質圈彼此

互訪學習。在第五階段，學員需要完成「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的反思功課，所需要組織及聯繫小學的

人力及時間實在很多。質的方面：本計劃的員工要負責主講部份專題，亦要培訓「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之校

長導師；並要招募優秀的導師指導學員完成「校本問題行動學習」等，計劃完成後還會將數據分析和寶貴經驗

綜合編印成資源套及計劃分享。若要做好這計劃，需要一位具有專業程度、足夠學校行政經驗及行政能力強的

人士方可成事。 

 

兩位員工建議包括一位半職「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任」及一位全職或兩位兼職「助理計劃統籌主任」。他們

的分工包括：「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任」主要負責兩方面的工作。專業發展方面，負責講座、工作坊、品質

圈，監管和領導整個計劃學術方面的質素。由於本計劃當中對專業的要求有高期望，「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

任」需要主講四分一的專題講座（每班 4講，兩班 8講）、領導及監察整個專業有關的課程，使計劃有高水平

及質素。統籌計劃方面，他要負責統籌整個計劃的進行，包括行政、招募及聯絡講員、聯繫小學、聯絡品質圈

導師和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導師、分析數據、評鑑及研究工作，發佈成果，編製報告手冊等。這職位需

要具博士學位又在專上學院有任教學校管理及領導課題之經驗，他亦需要有良好的學校網絡，對小學的運作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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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還有對評鑑及研究方面有專業知識和經驗。至於「助理計劃統籌主任」則需要配合「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

主任」，負責本計劃的所有實際的落實工作，需大學畢業，有行政經驗較佳。 

 

 I. 員工開支(Staff Cost) 

  開支 詳情 數量/單價 共 

1 一位半職「計劃專業發展及

統籌主任」，任期 14個月，

薪酬及經驗要求以博士學位

及具教授專上學院管理及領

導等課題之經驗，並具至少

十年的教育行政經驗及研究

經驗。 

「計劃專業發展主任」需負責兩大方面的

工作，包括專業發展及計劃統籌兩方面。 

一、專業發展方面： 

 監管及負責計劃整體之專業質素。 

 負責講授給兩班學員「三大專業領導能

力專題講座」及「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

座」四分之一的講座（每班 16個專題講

座，兩班共 32次，其四分之一就是主講

四個專題，每個專題講兩次就是 8次）。 

 負責培訓擔任「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

活動之校長導師，該講座為 3小時。 

 負責培訓擔任「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

討」導師費用，該講座為 3小時。 

 主持分組討論之匯報 

 帶隊前往小學參觀 

 在新任科組主任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

出版前審閱其內容 

 向統籌委員會及督導委員會負責 

二、計劃統籌方面： 

 協助統籌備委員會工作 

 統籌計劃各階段的推行 

 與小學校長、中層管理人員及有關單位

聯絡（信函、文件）安排適合場地 

 聯絡各專題講座講員、聯絡各校長導師

擔任分組個案討論導師、工作坊導師、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的導師及「校

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建議書」導師 

 負責分析及評估工作，課程評鑑 

 負責編印課程手冊、探訪學校小冊子、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小冊子、「事

後檢討學習」小冊子。 

 負責「新任科組主任學習資源套及計劃

分享」的編印及出版。 

 負責結業禮、分享會及成效發報會。 

HK$40,000 x 14

個月 

=$560,000 

 

MPF 5%: 

HK$1,500 

x 14 個月 

=$21,000 

 

$581,000.00 

 

2 一位全職「助理計劃統籌主

任」，任期 14個月，薪酬及

經驗要求以大學學位或專上

學歷，具行政經驗較佳 

 計劃及推行計劃實際進行的工作。 

 協助統籌委員會及督導委員會會議準備 

 協助所有工作坊及培訓活動之運作 

 對不同培訓模式之有效程度進行研究 

 撰寫計劃報告及有關物品 

 協助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任完成所有

計劃之工作 

 向督導委員會、籌備委員會、計劃專業

發展及統籌主任負責 

HK$15,500 x 14

個月 

=$217,000 

 

MPF 5%: HK$775 

x 14 個月 

=$10,850 

$227.850.00  

      小計： $808,850.00 

II. 服務開支(導師/講師費用)(Services) 

  開支 詳情 數量/單價 共 

1 5 天「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

題講座及個案討論」專題

100學員，分 2班，每班 50名學員。這部

分有 10個講題，2班有 20次講。「計劃專

$1200x 3小時 x 

16次講 
$5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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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講授費用 業發展及統籌主任」在這範疇負責講 2個

講題，即 4次；餘下 16次需嘉賓講員(師

訓學者或資深校長)主講，負責介紹相關學

理與專業經驗，並提供個案作分組討論。

每小時$1200。主講 2小時及主持分組 1小

時共 3小時。 

2 

 

「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

講座及個案討論」之分組

導師費用。導師具 10年教

育行政經驗或退休校長。 

‧10個講題，每班 10節，2班共 20節。

每節有 1小時的分組時間。100學員分 2

班，每班 50人，分 5組，請 5位分組校長

導師，每位導師每小時$600，帶組 1 小時。 

$600 x1小時 x 

5組 x 2 x 10

節 
$60,000.00 

3 「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

及工作坊」專題講員講授

費用 

100學員，分兩班學習，每班 50人。這部

份有 6個專題講座。「計劃專業發展及統

籌主任」在這範疇負責講 2個講題，即 4

次。餘下 4個專題講座兩班 8次需嘉賓講

員(師訓學者或資深校長)主講，負責介紹

相關學理與專業經驗，並提供工作坊活

動。每節主講和主持工作坊共 3小時，8次

即 24小時。每小時$1200。 

$1200x 3小時

x8次 

$28,800.00 

4 「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

/工作坊」分組導師費用。

導師具 10年教育行政經驗

或退休校長。 

‧6個講題，每班 6節，2班共 12節。每

節有 1小時的工作坊分組活動時間。100學

員分 2班，每班 50人，分 5組，請 5位分

組校長導師，每位導師每小時$600，帶組 1

小時。 

$600 x 1小時 x 

5組 x 12節 

$36,000.00 

5 「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

活動之分組品質圈導師指

導費用。導師具 10年教育

行政經驗或退休校長。 

‧100名學員，5人 1 組，共分 20組，每

組在 5間組員的小學選出 2間不同辦學團

體的小學參訪。導師帶領組員參訪兩間小

學，每次 3小時，然後與學員討論互訪後

的得益或改善措施，稍後作匯報。 

$800 x3小時 x 

20組 x 2次 

$96,000.00 

6 

 

「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

檢討」導師費用。導師需

具至少 10年教育行政經驗

或資深退休校長。 

‧校長導師將閱讀學員的校本行動學習/行

動後檢討建議書，校長導師到校給予學員

意見，共同商討可行的計劃。（審閱及給

意見共 2小時）在學員完成行動學習後，

導師將閱覽學員的學習報告，並且給予意

見。每學員接受教導。（審閱及給意見共

1.5小時） 

HK$800 x 3.5

小時 x 100學

員 

$280,000.00 

   小計： $558,400.00 

   

IV. 一般開支(General Expenses) 

  開支 詳情 數量/單價 共 

1 租借禮堂用作講座、結業

禮、品質圈匯報會及發佈會 

租用演講室及音響（16 天）、開學禮、結

業禮、品質圈匯報會及發佈會 

$1890x 2 段時

間 x20 天 
$75,600.00 

2 禮堂冷氣費  $275x8小時 x20

天 
$44,000.00 

3 租借課室用作分組討論及培

訓校長導師室（連空調） 

 

租用課室（32小時 x 5組）； 

培訓校長導師室（3小時 x 4次） 

$185x（160小時

+12小時） $31,820.00  

4 消耗品及雜項用品 文具、消耗品、郵費、交通費、開學禮及

結業禮雜項用品等。 

  
$39,330.00  

5 印刷 印製課程手冊、講義及報告 

將製成 500本《香港小學新任科組主任之

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派發。   

$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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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絡平台 在現有網頁建立内聯網上載資料及分享 

 

$30,000.00 

7 審計費用 聘請註冊會計師審核帳目   $15,000.00  

      小計： $300,750.00 

    總和： $1,668,000.00 
 

 

(9)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預期產品及成果 

 新任科組主任感到在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等三大領導能力更有信心去發揮出來，使能更有效能成為高

效能的領袖、變革者及執行者。 

 新任科組主任更加清楚小學的整體系統的運作，從而在個人、團隊及組織的學習做得更好，漸漸將教師團

隊成為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學習。 

 學員能組成跨辦學團體的新任科組主任網絡，實踐品質圈互相支援的功能。 

 編印《香港小學新任科組主任之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 

 

ii. 推廣/宣傳方法 

出版及派發《香港小學新任科組主任之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舉行計劃成果發佈會，讓更多教育界

人士得益。 

 

iii. 產品/成果商品化潛力﹕修改《香港小學新任科組主任之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後，為《小學新任科組

主任領導力手册》。 

 

(10) 計劃評鑑 

(i) 表現指標 

 計劃各階段的培訓學習設獨立的學員評估表，了解學員對各課題的學習和講員的表現作回饋；各課

題要取得學員的正面評價。 

 計劃之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校本問題行動學習環節的培訓也要同時取得校長、導師和學員對培訓

學習有正面的評價。 

 

(ii) 成效量度 

 「三大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及「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課程成效評估表格於

每課節後分發給各學員填寫，了解他們對培訓效度的評價。 

 由受訓新任科組主任學員填寫「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評估表。 

 由校長和培訓導師填寫「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評估表及「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之評估

表，了解學員的學習效度。 

 由學員填寫課程總評估表，評估每個階段的效能，包括「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題講座及個案討論」、

「專業學習社群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及「品質圈學員互訪學習」活動，了解其培訓成效；而各學員

亦需完成「校本行動學習/行動後檢討」，從學員的報告可看到其學習的成效。 

 

「成功指標」方面，各活動皆有學員評估表，評估表採用 Likert 尺度法的四級量表（1 代表非常不同意，4

代表非常同意）。評估細節包括（活動或講座）內容適切性、內容啟發性、內容有助專業發展、講者對專題的

認識、講者表達清晰等。並以大部分評估結果皆在三級或以上（即同意和非常同意）為成功目標。 

 

 (11) 計劃成果的延續 

(i) 計劃整體能帶給教育界的影響 

正如前述，此計劃培訓內容針對培訓新任科組主任之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就是領導力、課改力和執行力，

而這些方面的需求現在是很殷切的。另外，因香港學校中層人員近來出現移民潮，很多新任科組主任質素

參差，需要在個人、團隊及組織等方面培養學習的文化。如果能按照計劃推行的話，將能滿足新任科組主

任的需求，以提升香港小學新任科組主任的能力。 

 

(ii) 計劃成效的持續發展 

計劃的成功將有以下長遠的影響，第一，本會相信學員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學校組織事務之中。第二，我

們亦期望學員能作為其他同事的角色模範，將學習到的領導力、課改力及執行力等三大領導能力在校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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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第三，鼓勵學員在個人、團隊及組織推動學習，使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第四，新任科組主任將建立

起一個跨辦學團體的專業學習社群，有助成效加強及延伸。最後，本會將透過上載本會網站，發表文章、

將計劃成效持續發展於其他研究和校本專業培訓之內。 

 

(12) 推廣/宣傳計劃成果 

計劃統籌委員會將以下列方法將計劃成效發佈： 

 籌辦研討會或座談會並邀請有關校長、有興趣的教育人士及教育局同工，以了解計劃成果及成效。 

 將計劃得到的研究數據上載本會網頁及於教育刊物或業界刊物發表。 

 出版及發放《小學新任科組主任學習資源套及計劃分享》，內容將包括三大專業領導能力、專業學習社

群及品質圈等資料，與業界分享成果。 

 

(13) 計劃統籌 

本計劃設「統籌委員會」，以計劃和組織活動的進行，以確保能完成計劃的承諾。成員皆為本會之執行委員會

委員，他們皆為有經驗和熱愛教育之小學校長或學者。統籌委員會平均每季開會一次，跟進每一個階段之活動，

委員在會議中將審視計劃的籌備及推行情況，確保各階段的工作順利推展。 

 

統籌委員會: 

1.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2.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3.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4.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5.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任 

 

（14）制訂質素保證措施 

計劃的質素需要有所保證是必需的。本計劃的質素得到保證的措施如下：首先要尋覓具專業及富經驗的人負責

籌劃及推動這計劃，因此本計劃的「計劃專業發展及統籌主任」要求達博士學位及在有關方面具經驗。其次，

在每階段完成後，皆有量性或質性的評鑑形式收集參加學員及導師的意見，以評估有關成效。 

 

本計劃除了成立統籌委員會外，還會成立「督導委員會」。成員皆為具有教育名聲的資深的大學教授及校長，

其中一位為香港教育大學署理院長，為課程領導及改革方面的專家；另一位曾擔任津小議會主席多年，是學校

管理和領導的專家。委員會的成員亦為本初等教育研究學會以前或現任的領導層，他們負責監督計劃的進行，

在需要時會提出專業和有建設性的意見。督導委員會開會最少三次，在每階段有督導委員會成員出席，以檢視

及監察質素。整個計劃完畢後，會舉行課程成效總評估及成果發佈會。向外界公開評估數據和成果是質素保證

的方法，使有份參與及推動的人員，將計劃做到最好。 

 

督導委員會成員: 

1.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2.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3.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4.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5.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15）參與計劃之小學名單: (已於 2022年 10 月報名,最少 50間小學)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1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3 北角衞理小學 4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5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6 鳳溪第一小學 

7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8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9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10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11 沙田崇真學校 12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13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14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15 嘉諾撒聖家學校 16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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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18 荃灣商會學校 

19 嘉諾撒小學 20 真鐸小學 

21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22 佛教慈敬學校 

23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24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25 保良局雨川小學 26 沙田公立學校 

27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8 佛教黃焯菴小學 

29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30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31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32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33 聖公會阮夢芹銀禧小學 34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35 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 36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37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38 道教青松小學 

39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40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41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 42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43 九龍塘宣道小學 44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45  基督教銘恩小學 46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47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48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49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50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51 鮮魚行學校 52 聖公會基樂小學 

53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54 聖公會主風小學 

55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5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57 塘尾道官立小學 58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盧光輝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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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所聘用的人員為適合及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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