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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續
）

 

請
回

答
全
部

問
題

，
並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填

上
答
案
，
例
如
﹕

 

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I 

強
效

 

學
習

 

Q
1
.  
學

生

能
解

釋
他

們
所

做
的

東
西

跟
學

習
經

驗
的

關
係

 

所
有

學
生

都
能

解

釋
他

們
所

做
的

東

西
，

以
及

與
他

們

整
體

的
學

習
經

驗

有
何

關
係

 

大
部

分
學

生
都

能

解
釋

他
們

所
做

的

東
西

，
以

及
與

他

們
整

體
的

學
習

經

驗
有

何
關
係

 

部
分

學
生

都
能

解

釋
他

們
所

做
的

東

西
，

以
及

與
他

們

整
體

的
學

習
經

驗

有
何
關
係

 

少
數

學
生

能
解

釋

他
們

所
做

的
東

西
，

以
及

與
他

們

整
體

的
學

習
經

驗

有
何
關
係

 

 
 

 
 

 
Q

2
. 
教

師

期
望

學
生

能
邁

向
高

層
次

的
學

習
 

所
有

教
師

都
期

望

學
生

能
邁

向
更

高

層
次

的
學
習

 

大
部

分
教

師
都

期

望
學

生
能

邁
向

更

高
層

次
的
學
習

 

部
分

教
師

都
期

望

學
生

能
邁

向
更

高

層
次
的
學
習

 

少
數

教
師

期
望

學

生
能

邁
向

更
高

層

次
的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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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IA

. 
互
動
性

 
 

 
 

 
 

 
 

 

 
Q

3
. 
學

生

有
機

會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與

其
他

人
合

作
 

學
生

有
很

多
機

會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與

他
人

合
作

，
共

同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及
與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技
能
和

知
識

 

學
生

多
有

機
會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與

他

人
合

作
，

共
同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及

與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技

能
和
知
識

 

學
生

有
時

有
機

會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與

他
人

合
作

，
共

同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及
與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技
能
和
知
識

 

學
生

很
少

有
機

會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與

他
人

合
作

，
共

同

朝
向

一
個

目
標

，

及
與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技
能
和
知
識

 

 
 

 
 

 
IB

.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Q

4
. 
學

生

作
個

人
探

索
以

促
進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所
有

學
生

都
積

極

地
作

個
人

探
索

，

以
提

升
學

習
經

驗
，

促
進

自
己

批

判
思

考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大
部

分
學

生
都

積

極
地

作
個

人
探

索
，

以
提

升
學

習

經
驗

，
促

進
自

己

批
判

思
考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部
分

學
生

都
積

極

地
作

個
人

探
索

，

以
提

升
學

習
經

驗
，

促
進

自
己

批

判
思

考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少
數

學
生

積
極

地

作
個

人
探

索
，

以

提
升

學
習

經
驗

，

促
進

自
己

批
判

思

考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IC

. 
包
容
性

 
 

 
 

 
 

 
 

 
Q

5
. 
學

習

經
驗

的
設

計
適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

 

所
有

學
習

經
驗

的

設
計

都
適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

 

大
多

數
學

習
經

驗

的
設

計
適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

 

部
分

學
習

經
驗

的

設
計

適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

 

很
少

學
習

經
驗

的

設
計

適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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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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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Q

6
. 
學

生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得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所
有

學
生

（
如

學

習
困

難
的

兒
童

、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兒

童
等

）
都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得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大
多

數
小

孩
（

如

學
習

困
難

的
兒

童
、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兒

童
等

）

都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得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部
分

小
孩

（
如

學

習
困

難
的

兒
童

、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兒

童
等

）
都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得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少
數

小
孩

（
如

學

習
困

難
的

兒
童

、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兒

童
等

）
有

同

等
機

會
獲

得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ID

. 
持

續
性

 
 

 
 

 
 

 
 

 

 
Q

7
. 
教

學

過
程

建
基

於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常

常
建

基
於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多

建
基

於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有

時
建

基
於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很

少
建

基
於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II 

目
標

 

一
致

 

Q
8

. 
全

校

目
標

一
致

的
深

度
 

遠
景

為
所

有
人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大
部

分
事

情
上

，

遠
景

為
所

有
人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遠
景

為
所

有
人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並

不
清
晰

 

在
這

學
校

裏
的

人

努
力

的
目

標
並

不

一
致

 

 
 

 
 

 
Q

9
. 
實

施

一
致

決
定

 

共
同

決
策

是
這

所

學
校

的
文

化
最

完

整
的

部
分

 

共
同

決
策

快
將

是

這
所

學
校

的
文

化

最
完

整
的
部
分

 

共
同

決
策

還
未

是

這
所

學
校

的
文

化

最
完
整
的
部
分

 

這
所

學
校

仍
未

能

達
到
共
同
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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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III
 

賦
權

 

承
責

 

Q
1

0
. 
整

體

參
與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所
有

學
校

成
員

都

認
同

他
們

有
足

夠

參
與

學
校

重
要

決

定
的

機
會

 

大
部

分
學

校
成

員

都
認

同
他

們
有

足

夠
參

與
學

校
重

要

決
定

的
機
會

 

部
分

學
校

成
員

認

同
他

們
有

足
夠

參

與
學

校
重

要
決

定

的
機
會

 

少
數

學
校

成
員

認

同
他

們
有

足
夠

參

與
學

校
重

要
決

定

的
機
會

 

 
 

 
 

 
Q

1
1

. 
共

同

承
擔

實
施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所
有

學
校

成
員

都

共
同

承
擔

實
施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大
部

分
學

校
成

員

都
共

同
承

擔
實

施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部
分

學
校

成
員

共

同
承

擔
實

施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少
數

學
校

成
員

共

同
承

擔
實

施
學

校

重
要
的
決
定

 

 
 

 
 

IV
 

發
揮

 

所
長

 

Q
1

2
. 
學

校

整
體

的
成

員
發

揮
所

長
 

所
有

學
校

成
員

都

能
有

系
統

地
在

學

校
活

動
和

計
劃

中

發
揮

所
長

 

學
校

成
員

都
不

平

均
地

在
學

校
活

動

和
計

劃
中

發
揮

所

長
 

學
校

成
員

偶
爾

在

學
校

活
動

和
計

劃

中
發
揮
所
長

 

學
校

成
員

都
沒

有

在
學

校
活

動
和

計

劃
中
發
揮
所
長

 

 
 

 
 

 
Q

1
3

. 
資

源

運
用

 

整
所

學
校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能

有
系

統

地
運

用
，

以
排

除

萬
難

，
達

成
學

校

的
遠

景
 

學
校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能

時
常

運
用

，

以
排

除
萬

難
，

達

成
學

校
的
遠
景

 

學
校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能

偶
爾

運
用

，

以
排

除
萬

難
，

達

成
學
校
的
遠
景

 

學
校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嚴

重
地

運
用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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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V
 

價
值

 

Q
1

4
. 
提

倡

躍
進

學
校

價
值

 

 

學
校

成
員

已
創

造

一
個

環
境

︰
鼓

勵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

而
意

見
亦

受
到

尊

重
；

討
論

是
針

對

性
和

有
效

率
的

；

回
應

是
有

建
設

性

和
容

許
變

通
的

；

新
的

意
見

受
到

尊

重
和

得
到

鼓
勵

；

所
有

情
況

（
如

新

意
見
、
新

計
劃

等
）

都
視

為
一

種
學

習

和
提

升
的
機

會
 

學
校

成
員

正
在

創

造
一

個
環

境
︰

鼓

勵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

而
意

見
亦

受

到
尊

重
；

討
論

是

針
對

性
和

有
效

率

的
；

回
應

是
有

建

設
性

和
容

許
變

通

的
；

新
的

意
見

受

到
尊

重
和

得
到

鼓

勵
；
所
有
情
況
（
如

新
意

見
、

新
計

劃

等
）

都
視

為
一

種

學
習

和
提

升
的

機

會
 

學
校

成
員

正
在

計

劃
創

造
一

個
環

境
︰

鼓
勵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

而
意

見

亦
受

到
尊

重
；

討

論
是

針
對

性
和

有

效
率

的
；

回
應

是

有
建

設
性

和
容

許

變
通

的
；

新
的

意

見
受

到
尊

重
和

得

到
鼓

勵
；

所
有

情

況
（

如
新

意
見

、

新
計

劃
等

）
都

視

為
一

種
學

習
和

提

升
的
機
會

 

學
校

成
員

並
未

開

始
計

劃
去

創
造

一

個
環

境
︰

鼓
勵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

而

意
見

亦
受

到
尊

重
；

討
論

是
針

對

性
和

有
效

率
的

；

回
應

是
有

建
設

性

和
容

許
變

通
的

；

新
的

意
見

受
到

尊

重
和

得
到

鼓
勵

；

所
有

情
況

（
如

新

意
見
、
新
計
劃
等
）

都
視

為
一

種
學

習

和
提
升
的
機
會

 

 
 

 
 

 
Q

1
5

. 
認

同

學
校

是
一

個
專

業
知

識
的

中
心

 

學
校

成
員

認
同

他

們
擁

有
理

想
和

才

能
，

能
夠

把
理

想

實
現

 

很
多

學
校

成
員

認

同
他

們
擁

有
理

想

和
才

能
，

能
夠

把

理
想

實
現

 

只
有

一
些

學
校

成

員
認

同
他

們
擁

有

理
想

和
才

能
，

能

夠
把
理
想
實
現

 

大
多

數
學

校
成

員

不
認

同
他

們
擁

有

理
想

和
才

能
，

能

夠
把
理
想
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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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續
）

 

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V
I 

探
究

 

Q
1

6
. 
把

探

究
結

合
在

學
校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所
有

學
校

委
員

會

成
員

都
有

探
究

過

程
的

知
識

，
並

藉

此
在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作

決
定

，
特

別

是
那

些
對

學
校

有

廣
泛

影
響

的
情

景
；

結
合

探
究

去

推
動

學
校

決
策

是

一
種

常
規

性
的

行

動
 

整
所

學
校

會
採

用

以
探

究
為

推
動

的

決
策

模
式

；
仍

有

傾
向

只
顧

解
決

辦

法
，

並
在

研
究

辦

法
時

，
不

會
考

慮

有
關

的
內

外
資

料

和
經

驗
 

只
有

核
心

小
組

及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採

用
以

探
究

為
推

動

的
決

策
模

式
，

而

非
整
間
學
校

 

核
心

小
組

、
督

導

委
員

會
及

全
校

仍

未
有

採
用

以
探

究

為
推

動
的

決
策

模

式
 

 
 

 
 

 
Q

1
7

. 
利

用

探
究

去
改

進
 

探
究

的
運

用
時

常

讓
我

們
認

清
問

題

本
身

的
原

因
和

衍

生
的

相
應
行

動
 

探
究

的
運

用
多

讓

我
們

認
清

問
題

本

身
的

原
因

和
所

衍

生
的

相
應
行
動

 

探
究

的
運

用
有

時

讓
我

們
認

清
問

題

本
身

的
原

因
和

所

衍
生
的
相
應
行
動

 

探
究

的
運

用
並

不

能
讓

我
們

認
清

問

題
本

身
的

原
因

和

所
衍

生
的

相
應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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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續
）

 

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範
 疇

 

 

4
 

3
 

2
 

1
 

請
填
上
學

校
現
時
的

情
況

 (
1

–
4

) 

不
 

顯
著

 

一
般

 
十

分

顯
著

 

V
II 

管
理

 

架
構

 

Q
1

8
. 
學

校

管
理

的
廣

泛
參

與
程

度
 

所
有

學
校

成
員

（
包

括
家

長
和

學

生
）

都
有

參
與

制

定
學

校
發

展
的

優

次
，

他
們

也
是

躍

進
學

校
管

理
架

構

的
一

部
分

（
如

骨

幹
成

員
、

指
導

委

員
會

及
全
校

）
 

大
部

分
學

校
成

員

（
包

括
家

長
和

學

生
）

都
有

參
與

學

校
制

定
發

展
的

優

次
，

他
們

也
是

躍

進
學

校
管

理
架

構

的
一

部
分

（
如

骨

幹
成

員
、

指
導

委

員
會

及
全
校
）

 

大
部

分
教

師
和

職

員
都

有
參

與
學

校

制
定

發
展

的
優

次
，

他
們

也
是

躍

進
學

校
管

理
架

構

的
一

部
分

（
如

骨

幹
成

員
、

指
導

委

員
會
及
全
校
）

 

少
部

分
教

師
和

職

員
都

有
參

與
學

校

制
定

發
展

的
優

次
，

他
們

也
是

躍

進
學

校
管

理
架

構

的
一

部
分

（
如

骨

幹
成

員
、

指
導

委

員
會
及
全
校
）

 

 
 

 
 

 
Q

1
9

. 
骨

幹

的
主

動
參

與
 

大
部

分
家

長
、

學

生
、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及
職

員
都

成

為
骨

幹
成

員
並

主

動
參

與
 

大
部

分
家

長
、

學

生
、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及
職

員
偶

爾

成
為

骨
幹

成
員

並

主
動

參
與

 

大
部

分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及

職
員

都

成
為

骨
幹

成
員

並

主
動
參
與

 

大
部

分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及

職
員

偶

爾
成

為
骨

幹
成

員

並
主
動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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