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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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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Lost to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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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業到工業，再到知識、創意經濟 

• 農業型經濟 

–人力、土地 

• 工業型經濟 

–資金、人力 

• 知識型經濟 

–知識、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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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型經濟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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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經濟型態下的知識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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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型經濟時期的知
識即經驗，以透過長
期實踐找到規律 

工業型經濟時期的知
識以操作性為目的，
只需表面的認知 

知識型經濟時期的知
識是創造新知識的能
力，建基於對舊知識

的深層理解 

教育應如何從過去工
業型需求轉變到當下

的知識型？ 



學習方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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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 學會學習 自主學習 



拉開香港教改的序幕 
2000年 



課程和學習的改革 

• 「……促進學生學會學習，包括獨立學習
的能力，達到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目
的……」 

• 「採用以學生為本的方式。我們應瞭解(學
生)的需要、學習方式、興趣和能力，從而
定出適切的教學及評估的策略。」 
《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 

課程發展議會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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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Observation from Policy 
Implementation 

1. 政策無法主宰教育工作 Policy cannot 
mandate what matters 

2. 執行決定結果 Implementation dominates 
outcomes 

3. 本土差異是常態，統一是例外 Local 
variability is the rule; uniformity is the 
exception 

4. 所以學校的教學效能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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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效能理解的轉變 



從學校效能到學校改進 

• 過去教育改革多從策略、課程、制度、指標等方面
入手。學校效能研究（school effectiveness）則開始
關注教學的成效。 

• 教育成效的關鍵在教師本身。因此，要提升教學效
能，既需要提高教師的專業能量，更需要處理教師
所處的校內生態環境（Hopkins, 2002）。 

• 學校改進是（school improvement）把學校效能的靜
態分析變成改變學校的一種動態實踐。 

• 學校改進過程中對因素的分析和處理，目的是要讓
學校成為一個具能量的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 無論怎樣，最終關注的仍是教育成效的問題，也就
是學生學習成效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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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的定義 

• 「學校改進是一種系統的、持續的努力，目的
在改變校內的學習條件，及其他相關的內部影
響，最終希望能更有效地達至教育的目標。」 

• “… a systematic, sustained effort aimed at change 
in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related internal 
conditions in one or more schools,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ccomplishing educational goals 
more effectively.” (Bollen,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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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的概念 

• 獨特：每所學校、每位教師都有其獨特性 

• 整全：效能因素的綜合分析和處理 

• 能量：效能來自人或組織的調適能力，而
非刻板的操作技術 

• 過程：以發展能量、共識等為最終目標，
重視過程中人與組織的變化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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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管理觀念的出現 

School-based Management SBM 

Quality Assurance 



3 Principles on Decentralization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 校本決策 

2. Shifts of responsibility 
– 校本承責 

3.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 校本改進 

• 因此校本學校改進同時促使校本管理概念的出
現 
– 例如：校本管理委員會、PIE、自評、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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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推行校本管理？ 
1.透過權責下放，校本管理讓學校有更大的自主權，可以更靈活
地管理校務、運用資源和計劃學校的發展。鑑於學校的教育質
素對學生的學習成果有直接影響，因此，學校在得到更大的自
主權後，亦必須具有更高的透明度和問責性，讓社會人士得知 
學校的整體表現及其能否善用公帑。 

2.推行一個讓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和獨立社會人
士共同參與的管治架構是必須的，因為這些主要持分者直接參
與學校決策，有助提高學校管治方面的透明度和問責性，並且
能集思廣益，使校政更臻完善。 

3.要發展優質教育，學校必須因應學生的能力、社會的需要，採
取適切的教學及管理方式，發揮學校本身的特色，從而創建個
別學校的文化和特質，自我完善，追求卓越。 

4.… 
5.持分者參與學校管理和決策是世界大勢所趨。透過校本管理， 
香港的學校教育可以配合世界發展，促進個人成長，提供優秀 
人才，繼續推動香港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進一步增強香 
港在國際間的競爭力。  

《校本管理簡介》 

Tuesday, November 12,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湯才偉 22 



自2000年開始的改革實踐 
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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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服務 

香港中學文憑試 

學校自評與  
增值指標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更具彈性的資助 

校長、教師
的專業發展 

優質教育基金 

學校
領導
改革 

嚴格的
質素保
證 

生涯規劃與 
升學就業輔導服務 

全港性系統評估 

以英語為母語的
英語教師計劃 

語言景觀研究 新學制–更佳銜
接及多元出路 

技能提升計劃 

持續進修基金 

資歷架構 

特殊教育需要與資優教育 

評估改革 

課程重建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專上教育多樣化 

增加發
展機會   

多元化選擇 

學生為本
課程及 
學習改革 



• 規劃方面 
–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 科組周年發展計劃 

• 評估方面 
– 評估改革 
– 全港系統性評估 Territory School Based Assessment/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 
– Pre S1 
– 香港中學文憑試 Diploma Secondary Education 
– 增值指標 

• 質素保證視學 External School Review 
– Focused Inspection 

• 資歷架構 
 

教改下有關質素保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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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作主的 
校本管理系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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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失誤的出現 

• 抓準、抓緊要處理的問題 Situational Analysis 
– Problem Analysis & Identification 

• 教學成效是核心，周邊因素處理只算前期 
– Teaching & Learning Effectiveness 
– Contextual Improvement 

• 支援工作進程必須緊扣所需處理的問題 
– Systemic Thinking 

• 重視支援細節的執行素質 Quality Implementation 
– Support & Monitoring 

• 重視支援對改善問題的效能問題 
– Problem Evaluation with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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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的系統思維 

• 把脈、斷症 

• 下方、煎藥 

• 餵藥、戒口 

• 覆診、調理 

•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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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常欠交功課 

懶 

太多 

對部分同學太深 

於堂上未曾學會 

教得太快、太多 

課堂教學的質量未能考慮學生能力背景 

加強形成性評估、裁減課程進度、… 

不存偏見 

多角度 

同理心 

內化歸因 

專業知識 

專業承擔 



憑證為本對學校改進的意義 

• 避免由個人主觀臆測所造成： 

–人際間的爭拗 

–行為的隨意性 

–人力資源的浪費 

–因果關係的忽視 

• 反映甚麼問題？如何出現這些問題？為何會讓問題
出現？ 

• 有助系統思維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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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分者問卷調查 
（管理、專業領導、專
業發展） 

- 發展規劃文件 
- 外評報告 

- 持分者問卷調查 
- 學生情意及社交
問卷（APASO-II：學校

生活狀況、自我概念、
學習動機及策略…） 

- 公開考試成績 
（TSA、DSE） 

- 學生增值表現 
（SVAIS） 

- 持分者問卷調查
（對課程及評估的感觀、
對教學的觀感） 

- 重點視學 

政府部門要求 

- 不同焦點的研究測試， 
例如： 
a. 學生學習素質（SRLQ 
by QSIP） 

b. 學生升學及就業發展
期望（by QSIP+PISA） 

- 跨地區學生能力測試
（by PISA, TIMSS, PIRLS） 

 
 
 

學校自行收集存儲 

- 校政諮詢文件 
- 工作會議紀錄 

- 校內恆常觀課 
- 課業檢視 
- 學生校內成績 
 
 
 

- 校外機構進行的情勢檢
視（例：QSIP  問卷及訪
談）  
- 透過全面觀課檢討課堂
教學效能 
 

大學、學術組織提供 

- 校外機構進行的情勢檢
視（例：QSIP  問卷及訪
談） 
 

- 學生校內成績 
- 參與活動的次數 
- 畢業生出路 
- 學生意見調查 
 

管理與組織 

課程與教學 

學生學習及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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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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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nnected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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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系統性評估 
TSA 

Territory-wide School Assessment 

小三（第一學習階段） 

小六（第二學習階段） 

中三（第三學習階段）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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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在職的教師發展 

• 一切改進，有賴教師執行，所以教師的能量
（capacity）是成敗的關鍵。 

• 教師能量在乎教師與教學環境之間的調整適應
能力（adaptability） 

• 這種適應力來自對不同教學情境的審視和判斷
經驗（situational analysis） 

• 所以改進過程同時為教師提供了經歷式
（experiential learning）的專業成長機會 

• 從專業發展角度來看，教師從經歷過程
（process）中所得，與改進帶來的成效
（product）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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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議課 



無可避免的評價 

• 是否公平？（指標） 

–清晰、公開、互動、 

• 是否客觀？（證據） 

–記錄、詮釋、 

• 是否需要？（後果） 

–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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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可能 

• 解說（如何針對遇到的問題） 

• 執行（清晰、可行、） 

• 支援（技術、資源、） 

• 預期（參考、試驗、對比、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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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課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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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多次要求
全班同學朗讀
黑板上所展示
的英文詞語 

老師這行為的目的是甚麼？ 

希望學生懂得唸這些詞語 

這目的達到嗎？ 

（有/沒有） 

能有憑據嗎？ 

之後還有學生不會唸。 

老師如何理解這個教學結果？ 

外化歸因： 內化歸因： 
教學策略的問題 

全班只跟着讀了一遍 

有部分學生沒跟着唸 

個別學生唸錯聽不見 

那為甚
麼老師
這樣做？ 



觀課活動建議 

Tuesday, November 12,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湯才偉 43 

觀察（記錄課堂發生的行為） 

分析（解讀課堂行為背後的情境與思維） 

學習遷移 
（為何適用於我） 

改善建議 
（有何更好方法） 



謝謝大家 
 

湯才偉 
cwtong@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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