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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

香
港
躍

進
學

校
的

自
我

評
估

進
展

 ─
 整

體
描
述
性
數
據

 

學
校
組
別

 
範

 疇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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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樣
本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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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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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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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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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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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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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現
時
的
狀
況

 ─
 4

點
量
表
（

1
：

少
部
分
；

2
：
有
些
；

3
：
大
部
分
；

4
：
所
有
）。

 

三
年
來
的
進
展
程
度

 
─

 3
點
量
表
（

1
：
不
顯
著
；

2
：
一
般
；

3
：
十
分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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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自我評估的三個核心問題 

 

‧ 參考去年

同年報告

及情勢檢

討報告 

 我們的現況怎樣？ 

‧ 學校的表現如何？是否能夠達

至目標？ 

‧ 自我評估如何可以協助我們進

步？ 

  

‧ 撰寫校務

計劃書 

     

 

‧ 分科／小

組討論 

‧ 選擇關注

範圍及訂

立表現指

標 

 我們怎樣可以知道？ 

‧ 我們應用甚麼表現指標量度學

校各方面的表現呢？ 

‧ 我們應用甚麼原則評估表現是

否良好？ 

  

‧ 配合發展

計劃，評

估工作成

效 

     

 

‧ 進行周年

匯報 

‧ 分析評估

結果及作

出建議 

 我們將會做甚麼？ 

‧ 怎樣報告評估結果？ 

‧ 進一步的決策、計劃和行動是甚

麼？ 

  

‧ 根據自我

評估的結

果修訂長

遠目標及

發展計劃 

 
資料來源：教育署（1998），頁 24–25；彭新強（1998），頁 10。 

 
 

 

 



30 

表 16：「支援學習」指標的評估 

指 標 量化證據 質化證據 方法／工具 

學生視他們

自己為獨立

的學習者 

‧ 接受幫助的學童

數目 

‧ 學童進行自修的

時間 

‧ 利用圖書館、軟件

及教學資源的狀

況 

‧ 學童對自己作為

學習者的看法 

‧ 教職員、學生、家

長等對學習支援

的看法 

‧ 學童對自修機會

的態度 

‧ 訪談 

‧ 學習風格的評核 

‧ 學生使用時間的

日誌 

教師相信所

有學生能夠

學習和爭取

成功 

‧ 不同組別學童的

進展速度 

‧ 利用適當術語去

描述學習者的狀

況 

‧ 學童對學習的期

望和願望 

‧ 教職員對學童期

望和願望的看法 

‧ 學童對成績紀錄

的態度 

‧ 教學方法的調查 

‧ 評估資料的分析 

‧ 與不同組別的學

童面談 

‧ 學生經驗的日誌 

學校活動主

要的焦點是

令學習更為

有效 

‧ 不同組別學童進

展速度的比較 

‧ 在一星期裏學校

投入教與學的時

間 

‧ 學童的自尊感 

‧ 時間表的結構 

‧ 教職員非正式討

論教與學的情況 

‧ 問卷調查 

‧ 分析影響學童學

習進展的因素 

‧ 分析時間表對教

與學的影響 

校內和校外

學習作為一

個連貫的整

體 

‧ 家課的數量和分

布 

‧ 家長參與學童在

校外學習的程度 

‧ 同儕學習的利用 

‧ 學習支援計劃的

成效 

‧ 學童認為學校學

習與他們的生活

相關 

‧ 學童在課堂內覺

得學習有挑戰性 

‧ 學童視家課有用 

‧ 校外學習得到認

同 

‧ 家課政策和實踐

的分析 

‧ 訪談及問卷 

學生參與學

習進展的檢

討、目標的

訂立和學業

成就的紀錄 

（records of 

achievement） 

‧ 評估及進展數據 

‧ 學童利用「目標訂

立」的狀況 

‧ 教職員和學生花

在紀錄學業成就

的時間 

‧ 學童對自己學習

進展的看法 

‧ 學童對學業成就

紀錄的看法 

‧ 學童的自信心和

學習願望 

‧ 評估資料的分析 

‧ 學童經驗的日誌 

‧ 成績稍佳和稍遜

學童的剖面

（profiles） 

資料來源：採自 MacBeath（1999）,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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