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年度漢華中學 (中學部) 周年校務計劃 

勤閱多寫提效能   禮儀關愛盡責任 

Mor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Enhance Effectiveness  

Proper Etiquette, Care for Others and Be Responsible 

關注事項一：培養學生閱讀、寫作及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與教效能 
1.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writing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enhanc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提升學生閱

讀能力 

 

 鼓勵學生多閱讀與學科相關的書籍、期刊、報章

評論及網上資訊等，及涉獵更廣泛的時事常識。

透過佈置課業，例如剪報等推動閱讀。 

 各科安排學生在專科書展期間，往圖書館借閱書

籍，完成書評課業，並推動跨課程閱讀。 

 申請教育局津貼，獲資助購買電子書、閱讀器及

訂閱電子閱讀平台，在校園推廣閱讀風氣。 

 優化圖書館設施及於課室設閱讀角，鼓勵學生休

息時閱讀。中文科善用初中課室書櫃資源，安排

閱讀計畫及定期閱讀分享 

 中、英文科善用閱讀平台，鼓勵學生多閱讀。中

文科編製初中文言教材，高中安排名篇選讀篇

章。英文科於初中加強閱讀訓練，自編閱讀課

程，加強閱讀技巧訓練。 

 繼續購買各類型中、英文版實體書及電子書，及

透過閱讀報告獎勵計劃，推動學生養成閱讀習

慣。數學科訓練學生參加教育局數學閱讀報告比

全學年 

 

各科組 

閱讀推

廣委員

會 

 問卷 

 活動物資及

獎品 

 講者費用 

 出版社資源  

 校外資源  

 學校經費  

 教育局津貼 

 90%科組有安排閱讀課

業及活動 

 90%級別有參觀書展及

閱讀電子書 

 70%老師認同學生閱讀

興趣及能力提升 

 70%學生認同閱讀活動

能提升閱讀興趣及能力 

 70%學生參與有關活動

或比賽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問卷調查 

 學生作品 

 教師觀察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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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賽。歷史科安排學生參加香港文化促進中心及香

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歷史報告比賽。初中參加由

香港大學主辦的初中歷史電子閱讀計劃，增強學

生對課外文章閱讀及理解。 

 舉辦推廣閱讀的活動， 包括主題讀書會、閱讀分

享、作家講座等。 

  中英文學會定期舉行閱讀及寫作能力的活動。 

 勵志歌曲競唱鼓勵同學自己填詞參加比賽，每年

中六級的業典禮，中六同學會分組填詞，獲選歌

曲則會由同學獻唱，作為畢業典禮的一個項目。 

 校園電視台安排更多寫劇本的訓練，並在一生一

體藝提供高質劇本予同學閱讀，提升語文能力。 

 美術學會同學將參加藝術設計比賽，並訓練同學

評賞、撰寫創作及設計理念，提升同學閱讀寫作

能力。 

全學期 科組老

師 
 學校經費 

 

 70%同學表現良好 

 70%同學能交出作品 

 出席同學能夠有效地創

作一份屬於自己的劇

本，並有 70%同學表現

良好 

 同學參加比賽，並且能

夠奪獎而歸，並能描述

自己的創作歷程 

 訪問老師及學

生 

 批閱同學作品 

提升學生寫

作能力 

 中文科於中一級每班分為兩組上課，進行小班教

學，增加老師對學生寫作訓練的回饋等，以提升

教學效能。 

 以英語授課的組別，在日常教學多運用跨課程語

文(LAC)冊子，及安排學生背寫生字及句式，豐富

他們文字表達的能力。在日常教學及課業，加入

作答題目常使用的重要字詞及句式，以及與公開

全學年 

 

各科組 

跨學科

英語小

組 

 支援費用 

 教學材料 

 問卷 

 出版社資源  

 校外資源  

 共同備課時

間  

 90%中一級中文老師認

同分組教學有助提升教

學效能。 

 70%參與跨課程語文活

動的學生認同活動能提

升寫作能力及信心 

 70%老師認同跨課程語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問卷調查 

 學生作品 

 教師觀察 

 備課紀錄及觀

課回饋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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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試文字題相近的題目，及教授論述題及結構/文章

式/資料回應試題的作答框架，銳意提升學生寫作

能力。 

 增加科組之間的協作，舉辦跨學科的學習活動，

加強跨學科語文能力，在課程層面及活動上深

化。地理科與英文科協作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生分組實地考察，按工作紙的指引，蒐集減緩

氣候變化的措施，之後撰寫地理科短文章，英文

科則利用資料作口語課主題，並製作簡報。中二

級歷史科與英文科協作，由歷史科透過書籍閱讀

及工作紙讓學生對歷史背景產生共嗚，之後由英

文科在堂上播放電影，讓學生能夠選取電影中適

當的情節作戲劇演出，最後由歷史科在堂上反思

學生情節的選取。 

 多個科組自編教材，更切合各學習階段的需要。

英文科發展校本寫作範文資料庫。歷史科組編輯

及出版歷史論述題答題技巧專輯。 

 中、英文科多安排學生參加徵文比賽及講座。 

 英語小冊子 

 學校經費 

文活動能提升學生寫作

能力 

 相關科目完成自編教材 

 測考卷成績分

析 

  中英文學會定期舉行閱讀及寫作能力的活動。 

 勵志歌曲競唱鼓勵同學自己填詞參加比賽，每年

中六級的業典禮，中六同學都會分組填詞，獲選

歌曲則會由同學献唱，作為畢業典禮的一個項

目。 

全學期 科組老

師 
 學校經費  70%同學表現良好 

 70%同學能交出作品 

 

 出席同學能夠有效地創

作一份屬於自己的劇

 訪問老師及學

生 

 批閱同學作品 Hon Wah Colle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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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校園電視台安排更多寫劇本的訓練，並在一生一

體藝中提供高質的劇本予同學閲讀，提升語文能

力。 

 美術學會同學將參加藝術設計比賽，並訓練同學

評賞、撰寫創作及設計理念，提升同學閱讀寫作

能力。 

 舉辦「師仁學堂」，當中初高中分別邀請了中文

科主任和嘉賓主講「閱讀及寫作的重要性」； 

本，並有 70%同學表現

良好 

 同學參加比賽，並且能

夠奪獎而歸，並能描述

自己的創作歷程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他們的閱讀、寫作

興趣與能力。 

掌握跨科自

主學習能力 

 豐富學與教資源，學生參與多元化學習計劃。例

如參加人工智能學習計劃，利用人工智能助推

器，以提升學生自學詞彙、朗讀及書寫能力。及

參加理工大學遙距實驗平台，學生觀看實驗短片

後完成工作紙或實驗報告。 

 各科設計分層課業、解說筆記等，及在課堂應用

學習策略，例如 TEAM MODEL、合作學習、翻

轉課堂等，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效能。 

 在各級課程設計層面，增加 STEAM 教育元素。

例如科學科於中二級增加課節，滲入更多與

STEAM 相關的課題，及與高中課程銜接。型式方

面，加入專題研習，製作生態球、専注力訓練

器、VR 眼鏡、水火箭等，讓學生掌握自主學習

能力。電腦科於中三新增人工智能課程內容。課

程結合 STEAM 相關資源，邀請外間機構協作，

全學年 

 

各科組 

STEAM

小組 

資訊科

技學與

教委員

會 

 備課紀錄及

教學資源 

 問卷 

 活動物資及

獎品 

 教學材料 

 校外資源  

 共同備課時

間  

 學校經費 

 70%學生認同學習計劃

能提升學習語文能力 

 50%課堂有運用能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效能的策

略 

 70%學生認同該學習活

動能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70%學生積極投入活動 

 70%老師認同學生能掌

握自主學習能力 

 中二級科學科至少加入

五個 STEAM 教學課題 

 70% 科 組 活 躍 使 用

Google Classroom 教學平

台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問卷調查 

 學生作品 

 教師觀察 

 備課紀錄及觀

課回饋 

 會議記錄 

 測考卷成績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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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發掘能力高的學生重點培訓，培養人才，並參與

公開比賽，以提升他們的創意與解難能力。 

 物理科、電腦科及視藝科進行跨課程協作，製作

『幸福都市』模型，把能量傳遞方式及屏風樓的

問題引入設計中。 

 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作為教學平台，呈交多

媒體習作、分享預習心得或題解、及分享教學材

料等，延展學習空間及時間。 

 課業活動多元化，包括教學短片工作紙、由學生

製作學習影片、參與同儕互評及課後自習活動

等，增強自主學習能力。例如物理科與生物科合

作的『寒夜求生記』課業，學生在設計禦寒衣物

時加入電子學習元素，拍攝製作短片解說。化學

科於筆記加入了 YouTube 片的 QRcode， 學生自

行觀看學習。課業形式多元化，可為圖畫、錄

音、口頭報告、剪報、模型等。 

 英文科發展英語朗誦節資料庫、自主學習學材資

料庫。英文早會短片設重覆觀看功能，學生觀看

後回答題目，促進自主學習。 

  全校周會邀請老師主講如何培養自主學習。 全學年 輔導主

任 
 相關老師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培

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觀察、訪問、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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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增強學生責任感，具備關愛、禮儀素養 
2. Promoting responsibility, care for others and observing proper etiquette.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承傳文化，

加強承擔、

守法及責任

感 

 參考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舉辦校本活動，例

如國情電影欣賞、壁報板介紹國家發展、圖書館

專題書籍展覽、歷史課課堂討論、徵文比賽等。 

 科組繼續參考教育局『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在適當的課題加入相關的學習元素，及舉

辦學與教活動。在課堂適當課題加入國家近年的

發展。例如航天工程、廣深港高速鐵路、粵港澳

大灣區），並進行資料搜集／專題研習／分享。 

 企財科學生搜集有關內地近年對香港實施的商貿

政策資料探討相關政策對香港不同行業發展的影

響。經濟科設計專題報告課業，分析貿易國家之

間進行貿易的經濟原理，及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

的課題，認同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要求全校學生全年最少參與一

次認識國家的相關比賽，開拓視野及 提升學生對

國家的責任感。高中往內地交流考察，讓學生通

過體驗式學習，感受中華文化及對國家發展有進

一步了解，增強自身的身份認同感及作為國民的

承擔精神。 

 各科推廣中華文化，包括參加校外活動、比賽及

課程，校內張貼中華經典名句，潛移默化培養國

民素養。數學科介紹中國數學發展故事，讓學生

全學年 

 

各科組 

 

 支援費用 

 問卷 

 活動物資及

獎品 

 教學材料 

 校外資源  

 學校經費  

 課程文件 

 至少舉辦五項全校性國

民教育活動 

 90%科組有按『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架』設計

活動 

 80%學生能完成相關任

務 

 70%學生認同有關活動

能提升對文化，承擔、

守法及責任感的認識 

 70%學生喜愛中華文化

活動 

 中五級完成內地交流考

察活動 

 學生問卷調

查 

 學生作品 

 教師觀察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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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效法先賢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中史科加入朝代

歌、天干地支及概念解讀內容，這有助加深學生

對歷史轉變與延續的概念，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及

記年方法有更深入了解。 

 透過線上交流，與身處在內地的人士交流，了解

別人的成就及學習別人的長處，從而更了解國家

的發展。 

 視藝科及美術學會訓練高年級學生幹事，協助教

育初中學生美術創作，以及相關視藝室部分儀器

及工具使用及管理，培養學生責任感。 

  各校隊隊長或學會會長，要恊助老師管理隊員 
 

 美術學會學生協助為 6/9-8/9 中央圖書館展覧廳

「漢友書畫攝影藝術展」及 12 月學校資訊日/開

放日藝術展預備、佈展及拆展。校園電視台學生

協助展覧拍攝紀錄片工作。 

 

全學年 科組老

師  
 相關老師  80%隊長或會長表現良

好 

 美 術 學 會 學 生 協 助 為

「 漢 友 書 畫 攝 影 藝 術

展」及 12 月學校資訊日

/開放日藝術展能夠成

功完成佈展及拆展。校

園電視台學生能夠成功

拍攝紀錄片工作。獲校

友會好評。 

 

 

 訪問老師及

學生 

Hon Wah Colleg
e

7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優秀班級評比獎勵，獎勵優秀班別。嘉許在禮

貌、儀容、守紀、守時、交齊功課及勤學方面表

現良好的班級，以培養學生責任感、禮儀的素

養，並希望培養學生勤奮用功及承擔的精神。 

 全學年

  

輔導副

主任、

級召集

人 

  各班在儀容、守紀、守

時、交齊功課及勤學方

面有良好的表現。具體

標準為比較往年統計分

數，有約 10%的上升。 

 數據統計、

訪談 

加強關愛、

禮儀素養觀

念 

 

 在早會及其他場合，分享名人事蹟，讓學生學習

人物的良好態度、行為及偉大事跡，及如何為後

世的人們做福。 

 各科組織活動，及於課堂分享生活事件，以培養

學生關愛、禮儀素養等觀念。英文科於英語戲劇

研習課業加入正面價值觀元素。經濟及企財科組

安排學生參加與科目相關的工作體驗，讓學生學

會承擔責任。他們除了能應用學科知識，也促進

待人接物技巧，學會守禮，及推動人與人之間互

相合作、互相欣賞。旅款科於主題餐廳設計專題

研習加入宣傳時的禮儀標準，訓練學生款待禮

儀。 

 各科透過講述代表該科人物的故事，包括歷史人

物，學習他們高尚的品格。以及安排與關愛、禮

儀等素養相關的文學作品讓學生閱讀及朗誦。歷

史科安排學生拍攝，上載於 Youtube channel，介

紹不同歷史事件，可在不同級別播放，令學生可

以尊重朋輩學習的過程，也可以作為高年級同學

全學年 

 

各科組 

 

 支援費用 

 問卷 

 活動物資及

獎品 

 校外資源  

 學校經費 

 70%學生積極投入活動 

 70%學生認同有關活動

能提升對關愛、禮儀素

養的認識 

 90%老師認同活動能培

養學生關愛及禮儀素養 

 

 

 

 

 

 

 

 

 

 

 學生問卷調

查 

 教師問卷調

查 

 教師觀察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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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幫助低年級同學的學習渠道。音樂科以校歌、國

歌、《這是我家》、《承諾》等歌曲帶出對家、校、

國的責任感和教導歌唱時應有的禮儀素養。 

 校園電視台參加有關「關愛」主題的拍攝比賽，

希望藉此培養同學同理心。 

 能夠成功拍攝一條關於

「關愛」主題的短片。

觀眾同學 60%反應良好,

幫助培養同理心 

  中一禮貌之星獎勵計劃，積極鼓勵剛由小學升上

中學的莘莘學子，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品

格的責任打好成長的基礎，做個知禮、守禮，待

人以禮的中學生。 

全學年 輔導副

主任、

級召集

人 

 學校經費  八成中一學生能透過此

計劃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及良好的品格，做個知

禮、守禮，待人以禮的

中學生。 

 訪談、觀察 

 成長札記 

  舉辦「師仁學堂」，當中高中分別邀請了老師主

講「禮儀的重要性」和責任的重要性。 

 另外，亦會和外間機構及校本心理學家舉辦有關

關愛的講座及工作坊。 

全學年 輔導主

任 

 

 相關老師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活 動 ，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個人對禮儀、責任

感 的 著 重 ， 關 愛 身 邊

人。 

 觀察、訪問 

 問卷調查 

  與校園電視台合作，拍攝有關考試前教育的影

片，向學生推宣揚承擔及守禮的素養。 

全學年 輔導主

任、校

園電視

台負責

老師 

 相關老師  70%學生認為明白到努

力學習的重要性，會嘗

試努力盡好本份，遵守

考場的規則。 

 觀察、訪問 

 數據及成長

札記 

  舉辦「新學年．好精神」活動，於新學年協助學

生適應校園生活，預備「每天好精神」鼓勵卡，

讓學生在卡上寫下不同的說話，例如座右銘、心

事，以及互贈鼓勵卡等等… 

上學期 輔導主

任 
 相關教學材

料 

 7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

同學彼此鼓勵及關心身

邊的同學。 

 觀察、訪

問、及成長

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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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加強教師教研能力，確立高效課堂 
3. Strengthening teachers' teaching and research skills, delivering effective lessons. 

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加強教師教

研能力 

 教師參加教研培訓活動，例如同儕觀課、教師行

動研究成果分享會等。資深教師開放課堂，展示

資訊科技教學、創意教學、小組教學等教學法，

提升科組的交流及教研氣氛。 

 教師參加電子教學成效分享會等，學習在新常態

下純熟運用各式電子學習工具，以提升學與教效

能。各學生及教師活動後，設計網上 GOOGLE 

問卷調查，收集數據進行分析，回饋教學。 

 英文科繼續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教師加入

學習社群，透過優化校本課程，加強課程規劃能

力。 

 教研小組進行比去年較大規模的校內及公開試成

績分析，以更聚焦地安排資優課程及拔尖補底課

程。 

 中、英文等科組定期安排同儕備課及同級備課。

中文科部份級別按能力分組，及作課程調適，透

過備課及分享做好分層教學。此外，中一級中文

科定期舉行教研活動，加入專家分享指導，做好

單元設計及加強銜接中、小學部課程及教學，讀

寫結合的連繫等，及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加強跨科教研交流，例如理科科目透過定期會

議，探討物理、化學、生物、科學科之間的課題

全學年 

 

教研小

組 

 問卷 

 備課紀錄及

教學資源 

 培訓資料 

 教學材料 

 校外資源  

 共同備課時

間  

 課程文件 

 70%教師認同培訓活

動能提升他們的專業

成長。 

 100%老師參與至少一

次教研能力 

 100%參與校本支援服

務的英文老師認同培

訓能提升他們對本科

發展的認知 

 70%老師認同參與課

研計劃有助提升教研

能力。 

 教師問卷調查 

 個人專業發展

紀錄表 

 備課紀錄及觀

課回饋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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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關連性及深淺度，切合各學習階段的需要，研究

整合的方案，發展 STEAM 教育。數學科與科學科

協作，於中一級有向數進行，以工作紙形式，引

導學生在數線中標示有關的溫度，以建立物質三

態的溫度概念。中史與視藝科合作，以中一級的

古代陶藝章節設計跨學科活動，加強科組交流。 

 部分課外活動項及比賽嘗試利用 Google 問卷，評

估學生參與學習得著及意見反映，所獲數據可作

以改善及優化活動成效。以作下次提升比賽成績

指標，提升學與教效能。 

加強教師價

值觀教育培

訓 

 教師參加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有關價值觀教

育的教師培訓活動，學習規劃價值觀教育、推動

價值觀教育的學與教策略及技巧。 

 教師於專業發展日參加身心健康活動，加強團隊

心，提升生命質素，以應對教學上的挑戰。 

 教師對國家安全教育課程作進一步認識，各科分

享教學舉隅。 

全學年 

 

德育及

國民教

育一條

龍課程

發展委

員會 

 支援費用 

 培訓資料 

 活動物資及

獎品 

 講者費用 

 學校經費 

 70%老師認同培訓能

提升他們對價值觀教

育的認知 

 70%教師認同培訓活

動能提升他們的專業

成長。 

 教師問卷調查 

 個人專業發展

紀錄表 

  與訓導部門合作，撰寫周會品德教育教材，舉辦

班主任工作坊，讓班主任先掌握有關教育，再由

班主任於周會向學生落實有關教育。 

全學年 輔導主

任、 

訓導主

任、 

 相關老師  班主任能掌握教育目

標並在周會進行品德

教育。70%老師認同

班 主 任 工 作 坊 有 幫

助。 

 觀察、訪問 Hon Wah Colle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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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時間表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各級舉辦周會聯課，由負責班主任主講及設計教

材。 

全學年 輔導主

任、 

各級召

集人 

 相關老師  班主任能觀摩同級

班主任如何上周會

課，取其長處並嘗

試在周會課中運

用。70%班主任認

同是有高效教學方

法 

 觀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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