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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學年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們仍然繼續努力向著「為孩子提供平衡、

多元而連貫、豐富卻不擁腫的宏觀課程」的目標進發，在全體教職員及家長的努

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衷心感謝所有為學校教育無私奉獻、不怕艱辛

的同仁。  

  本年度工作成果及挑戰主要集中在下面幾個方面：  

一、  一至五年級新課程成果顯著，除了各科基礎知識比之前紮實外，同步還發展

了學生的探究能力、多元智能及自主學習能力。課程強調活學活用，並透過

手腦並用的探究活動、小任務及各種電子學習工具，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建

構知識，通過各種不同的體驗和經歷，豐富學生的生命。本學年五年級新增

了持續一年的專題研習課，既擴展了學生的視野，加強了學習的深度，更為

學生升中做了更充足的準備。  

二、  生命教育課程得到持續優化，一二年級透過班級經營，三至六年級透過實踐

課，加入班級種植、領袖訓練、跨學科活動、成長課等多彩多姿的多元活動，

培養學生正確的生命價值觀、與人溝通的能力、團隊的精神、關心社會及服

務他人的態度，成效逐步顯現。  

三、  在外間專業機構的支援下，校本 Young Maker 課程以設計思維為主線，增加

多種工具，引發學生在生活中發現問題，然後綜合運用不同的技能及自主學

習能力解決問題，成為小創客；此外，工具房、創科室及 LEAD LAB I&II

已開始運作，引進的 360VR、模擬飛行、編程車及機械人、 3D 繪圖筆、 4D 

Frame、智能種植等課程，能全面培養學生的 STEAM 素養，面對未來的挑

戰。  

四、  三至六年級教室一體式智慧型黑板運作暢順，優化的 ICT 設備、Wifi900 計

劃、「自主學習平台」、「資訊科技自學平台」及「STEAM 學習平台」，為所

有學生提供優質的電子學習環境，有效促進自主學習的發生。  

五、  為了進行無縫教育，地下生命之園、大千世界及各樓層互動學習區的設置已

經開始運作，老師可以善用環境進行教學，而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增加學習的樂趣。  

 

  學校的工作方方面面，不能一言以蔽之。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學生提供優質

的課程，讓學生在舒適的環境下愉快而有效能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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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是香港青年協會 (簡稱「青協」 )創辦的第一

所津貼小學。青協作為香港一間歷史悠久的非牟利青年服務機構，在多年

的服務經驗中，深切體會到青年工作與教育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於 2000

年，蒙李兆基博士慷慨支持本校整筆開辦費用，為感謝他的支持，本校因

此命名為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本校以全人教育為使命，並以學生為本的學與教原則，配合老師、家

長和社會人士的參與，共同發展優質教育，全力發展「有禮」、「參與」、「創

意」、「關愛」的學校文化，更致力提倡應用現代科技於教學上，共同創造

一個良好、積極和健康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五育上獲得均衡發展；同時

亦強調學術與非學術的才華並重，啟發創意潛能，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精

神；此外，亦致力提供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機會，讓其從小建立公民責任

感，關心社會，服務人群。  

  本校期望透過各方面的配合和發展，為孩子提供一個適切的課程、締

造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讓孩子愉快而又有效地學習。  

 

校訓  

「有禮」、「參與」、「創意」、「關愛」  

 

教育信念  

我們的願景  

  我們致力使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成為一個能夠不斷反思、探索、

更新及追求卓越的學習社群。這個社群以學生為主體，包括教職員及家長

等學習者。我們亦致力使它成為一個學習者之間互相學習及互相關懷的地

方，讓每一個學校成員都能以身為李兆基小學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  

 

我們的使命  

  為了達致上述的願景，我們的使命是提供各種有利的條件，藉以：  

1.  在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師發展、教學、家校合作及對外關係等環節貫

徹學習社群的抱負。  

2.  塑造學習型的組織文化，推動交流分享，使各成員能夠互相學習、互

相提升。  

3.  發展各層面 (學生、教職員、家長、社會人士 )的學習網絡及各網絡間

的連繫，促進各成員成為自發、自信及持續的終身學習者。  

4.  透過不斷的互相協調及修訂，讓大多數的參與者共同擁有「我們的願

景」，並發揮群策群力的精神。  

5.  使學生、教職員及家長發展自己，盡顯所長，讓他們獲得成功的經驗，

進而能將自己之才幹貢獻社會及國家。  

6.  使各成員能積極進取、善於溝通、懂得互相欣賞及關懷別人，從而能

積極面對生命歷程上的各種挑戰。  

  



5 

 

 

我們的信念  

1.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並且具備同等的價值。  

2.  所有人都有學習的動力，並且有學習的能力。  

3.  學習是學習者與人、事、物接觸及互動，並透過內化建構知識。  

4.  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經驗，都能轉化出正面的價值，最終

能自我提升，增強自信。  

5.  人與人之間不但透過言談，更透過行動互相影響；教師及家庭成員的

言行，對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深遠的影響。  

6.  讓學生知道教師及家長對他們的期望，同時讓他們感受到被愛及關懷，

是推動學生學習的重大力量。  

7.  學生個人的努力，學校與家庭的溝通及協作，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

兩大因素。  

8.  善用「回饋」，使人學得更好。因為透過批評與讚賞，能收集思廣益之

效，豐富人們的觀點，擴闊視野。  

9.  教育能促進個人的進步，進而達致社會及國家繁榮富強的目標，而關

心社會及國家大事，貢獻自己的力量，是每個公民應有的義務與責任。  

10.  廿一世紀的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具備面向世界的視野、應變及解難能

力。  

11.  善於與人合作及具備團隊協作的能力是達致成功的階梯。  

12.  要有能力和動力學習，必須具備健康的體魄；要活得精彩，必須學會

生活。  

13.  人應該自愛、互相關顧及彼此尊重。  

 

學校基本資料  

 

請瀏覽本校在小學概覽發放的資料：

http://applications.chsc.hk/psp2014/sch_detail1.php?l ang_id=2&sch_id=471 

 

學校教職員資料  

 

請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lskps.edu.hk/intro/sch_team.html  

  

http://applications.chsc.hk/psp2014/sch_detail1.php?lang_id=2&sch_id=471
http://www.lskps.edu.hk/intro/sch_t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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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關注事項及學與教的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共有兩個關注事項。在學期中及學期完結前，學校安排全體老師分

組，就關注事項的各項工作進行自評和檢討，以下總結了各關注項目的成就和反

思。  

 

關注項目一：提升學術水平，培養負責任的自主學習者  

1 .  各科優化一至四年級課程發展工作概要  

 各科按已發展的縱橫向課程規劃表，不時檢視教學設計，持續優化已建立的

一至四年級新課程，務使各級學生達到應有水平。從教師備課會紀錄、觀課情況

得知，經調整的教學活動及課業，能使課程更嚴密、更有組織，也更能照顧學生

學習的多樣性。  

以下為各科的具體優化工作及「學與教」的轉變：  

科目  具體優化工作  教師教學  

範式的轉變  

學生學習  

效能分析  

中文    優 化 一 至 六 年 級 延 伸 閱 讀 篇
章。於每單元提供三篇延伸閱
讀篇章，所有篇章除配合該單
元的學習重點外，老師亦根據
篇章內容設定問題以考核學生
是否對篇章內容有充分了解，
從而提升學生的答題技巧、理
解及批判能力。  

  優化並豐富三至六年級成語教
學 材 料 ， 每 單 元 加 入 五 個 成
語，配合成語工作紙，提升學
生成語運用的能力。  

  各年級於每單元加入五本好書
推介，值此鼓勵學生閱讀，豐
富學生的閱讀量。  

  四至六年級於課堂中加入電子
評 估 課 業 ， 例 如 ： K ah oo t 、
N ear po d 等教學軟件，從而了解
學生的學習表現，為學生的學
習提供個別支援。  

  四至六年級運用 Pad l e t 等教學
軟件進行說話及寫作訓練 ，增
加分享和交流的機會。  

  教 師 更 重 視 教
學素質，摒除機
械式抄寫，重視
訓 練 學 生 理 解
及批判能力。  

  教 師 積 極 鼓 勵
學 生 積 累 好 詞
好句，致力提升

學 生 的 語 文 素
養。  

  由 紙 本 課 業 逐
步 加 入 電 子 課
業，打破傳統教
學 中 紙 本 課 業
的限制，為學生
的 學 習 帶 來 便
利；老師亦能善
用 當 中 的 數 據
以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 及 作

出跟進。  

  學 生 的 答 題
技 巧 及 批 判
性 思 考 有 所
提升。  

  學 生 能 掌 握
更 多 成 語 ，
亦 有 意 識 地
在 日 常 寫 作

中 運 用 出
來。  

  電 子 課 業 能
提 升 學 習 的
趣 味 性 ， 讓
他 們 能 彼 此
交 流 ， 互 相
學 習 ， 提 升
學習效能。  

 

 

普通話    持續優化說話活動設計，大大
提升學生「開口說」的動機，
讓學生獲得更多說普通話的機
會。  

  加入了多元評估方式，讓學生
從評鑑過程中學習及反思。  

  在高小課程推動實踐活動，促
使學生在生活上體驗說普通話

的機會。  

 

教 學 以 學 生 參 與
為主導，教師為學
生 創 造 豐 富 的 情
境，使他們在課堂
上 獲 得 說 普 通 話
的機會。  

  粵 教 中 班 的
學 生 比 以 前
更 積 極 ， 更
勇 於 以 普 通
話 與 同 學 及
老師交流。  

  正 讀 程 式 使
學 生 對 正 音

意 識 有 顯 著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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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具體優化工作  教師教學  

範式的轉變  

學生學習  

效能分析  

英文    持續優化一至四年級的單元計

劃 ， 讓 任 教 老 師 更 容 易 掌 握

聽、說、讀、寫的學習重點，

藉此加強對學生掌握水平的要

求，同時優化教學的系統性及

單元之間的緊密性。  

  優化了三、四年級的寫作課，

運用作文字詞庫（ Wo r d  Bank）

及鷹架設計，幫助學生有系統

地建構寫作內容。  

  一至四年級運用不同學習軟件

進 行 電 子 學 習 ， 如 ：

K ah oo t , N ea r po d ,P ad l e t ,  

Q u iz i zz ,  G oo g l e  For m at iv e 等，

加強了課堂的趣味性及互動性

以 及 課 前 預 習 及 課 後 延 伸 學

習。  

 

  教 師 在 課 堂 有

系統地安排「由

說 到 寫 」 的 活

動，藉此促進學

生的寫作能力。 

  教 師 善 用 網 上

自 主 學 習 平

台，加強預習、

課 後 鞏 固 及 自

主學習；亦運用

電 子 軟 件 (如 ：

K ah oo t ,  

Q u iz i zz ,  G oo g le  

Fo r m at i v e )， 加

強 課 上 的 師 生

和 生 生 的 互

動，以檢視學生

學 習 表 現 並 適

時給予回饋。  

  學 生 口 頭 匯

報 能 力 比 以

往 加 強 了 ，

同 時 使 寫 作

變 得 更 流

暢。  

  電子學習的

運用使學生

的課業變得

多元化，包

括口頭匯報

或即時網上

寫作分享等

（ Go o gle  

D o c  /  

P ad l e t），學

生個性化的

學習從而獲

得照顧。  

數學    安排一至六年級於長假期做特

色課業，以加強學生數學知識

與生活的緊密連繫，同時課業

的設計能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

及創意能力。  

  分別以 G o For m at iv e 及 Go o gl e  

Fo r m 為高、低年級學生設計名

為「 FUN 數站」的電子評估課

業。學生透過課業鞏固知識，

而教師則透過軟件快捷收取數

據，從而針對地為學生提供輔

導。  

  四至六年級於課堂中加入電子

評 估 課 業 ， 例 如 ： K ah oo t 、

N ear po d 等教學軟件，從而了解

學生的學習表現，為學生的學

習提供個別支援。  

  優 化 不 同 年 級 的 數 學 探 究 活

動，加強學生在課堂上動手參

與的機會，同時強化學生對抽

象數學概念的理解。  

強 調 學 生 透 過 親

身經歷的活動，多

參與、多動手，引

導 學 生 自 主 探

究、發現及歸納，

建構知識。  

 

  學 生 透 過 電

子 課 業 鞏 固

已 有 知 識 ，

增 加 了 運 算

速度。  

  學 生 對 數 學

概 念 及 數 學

與 生 活 連 繫

的 意 識 比 以

往 有 所 提

升 ， 且 對 思

維 活 動 、 課

業 更 感 興

趣。  

綜合生

活教育  

  因應年終課程檢視結果剪裁及

優化教材，以加強學與教的流

暢度及效度，如：經優化的研

習小任務更適合低小學生進行

自主學習。  

  優化單元活動設計，使學習 與

無 論 是 網 課 或 面

授課，教師比以往

更 主 動 透 過 電 子

學 習 平 台 上 載 教

材，對課前預習及

評 量 學 習 效 能 起

  學 生 透 過 學

習 過 程 的 進

展 性 評 估 、

自 評 及 互 評

反 思 自 己 在

學 習 上 的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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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具體優化工作  教師教學  

範式的轉變  

學生學習  

效能分析  

生活的連繫更為密切，從而提

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應用知

識的能力，如：小一《認識新

朋友》、《金錢管理》；小二《我

愛動物》、《水的淨化》；小三《衣

食足面面觀》及小四《綠鄰友

好》。  

  配合自主學習的培養及學習範

式轉移，在停課期間 增加利用

IC T 工具進行預習、自學及課後

延 伸 學 習 ， 如 Go o gl e  S i t e 、

G o o gle  For m、 P ad l e t、 K ah oo t

與 N earp od，以促進學習，提高

教學效能。   

了促進的作用。  弱 項 ， 並 提

出 改 進 方

法 。 數 據 顯

示 約 八 成 學

生 在 等 級 上

能 保 持 良 好

或 優 異 成

績。  

音樂    善用網上自主學習平台，有系
統地為學生提供音樂學習的短
片，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 

  優化課堂教學模式，使學生在
家中上課亦能繼續發展演唱的
基本技巧，同時增加聆聽能力
及音感。  

教 師 善 用 電 子 學
習平台，透過示範
短片及「做中學」
的課業，增加學生
實踐的機會。  

學 生 已 熟 習 運
用 網 上 自 主 學
習 平 台 ， 在 老
師 提 供 示 範 短
片 及 家 長 協 助
練 習 下 ， 大 部
份 能 提 高 音 樂
基本技巧。  

體育    配合運動紀錄冊及學校「成長
印記」計劃，幫助學生建立每

天運動一小時的習慣，並鼓勵
他們持之以恆。  

  在面授課期間，繼續透過單元
內的互評項目，著學生透過評
估同學的動作，加深對動作的
了解，並作出適當的回饋。  

  網課進行期間，學生透過網上
學習，獲得多元化的體育知識。 

 

  於 課 堂 中 加 入
互評元素，學生

除 了 學 習 基 本
技巧外，還可以
評 鑑 同 儕 的 動
作，以鞏固課堂
所學。  

  善 用 網 上 學 習
平台，讓學生重
溫學習重點，並
跟 進 學 生 做 課
後練習及鞏固。 

  大 部 分 學 生
建 立 了 課 後

運 動 一 小 時
的 習 慣 ， 更
會 主 動 和 老
師 同 學 分 享
他 們 做 運 動
的 類 別 及 得
到的樂趣。  

  學 生 能 於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學 習 課 堂 以
外 的 技 能 ，

並 與 老 師 分
享 做 運 動 的
苦與樂。  

視覺  

藝術  

  繼續優化各單元的教學內容及
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繪畫的
技巧及鑑識能力。  

  豐富及優化自主學習平台 的教
材，讓學生在課前好好備課 ，
並於課後延伸學習，同時培養
其學習精神，吸收更多視藝知
識。  

 

 

  於 課 堂 加 入 討
論 和 評 鑑 藝 術
家 作 品 的 活
動，從而提升學
生的藝術視野。 

  善 用 網 上 學 習
平台，引導學生
鞏 固 所 學 及 延
伸學習。  

學 生 對 視 藝 的
興 趣 能 夠 保
持 ， 並 學 習 更
多視藝知識。  



9 

 

科目  具體優化工作  教師教學  

範式的轉變  

學生學習  

效能分析  

生活  

創客  

因應課程檢視的結果，繼續優化

四至六年級課程。讓學生在 「主

題 式 學 習 」 及 設 計 思 維 的 框 架

下，透過小組活動建構知識，並

學習知識與生活之間的關聯， 嘗

試應用所學以解決日常生活大大

小小的問題。  

除 了 設 計 任 務

外，教師加入了各

種技能體驗課，引

導 學 生 把 習 得 的

技能融入創作，提

升發揮空間，使設

計更具創意。  

學 生 比 以 往 更

投 入 課 堂 和 熱

愛 動 手 做 的 學

習經歷。  

 

2 .  五年級新課程發展的整體工作   

  雖然本年度仍受疫情影響，但五年級新課程的發展工作沒有因此而

暫停。各科繼續配合新課程教學範式的轉變，在重視閱讀、朗誦、探究

新知及自主學習的大原則下，設計教材及課堂活動，而活動及課件的設

計均配合課程規劃表的要求以及科目的課程理念及特性，務求讓學生發

揮應有水平。  

 

本年度面授課及網課交替，在混合模式的教學下，老師滲入了電子

學習元素，例如拍攝有素質的短片、利用第三方平台製作課堂及課後評

估、運用遊戲軟件增加學習興趣和動機等。各科持續使用已拍攝的影片

及軟件優化教學，並加強學生預習及自主學習的培訓。  

 

  五年級新課程增設了「專題研習課」。學生在八大主題中選擇自己喜

歡研習的主題  (見下表 )，然後從不同的途徑搜尋資料、探索、檢視、思

考、分析，最後歸納出自己的發現，並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在研習的過

程中，學生會遇到困難，例如：如何訂定合適題目、揀選適用的資料、

如何有系統地進行口頭滙報等，有時他們會失去研習方向，但在老師的

引導下，學生學會使用時間表規劃研習步驟、運用組織圖有系統地篩選

資料和歸納研習成果、應用不同軟件展示成果等，最後完成個人的專題

研習。整個過程中，學生培養了各種共通及研習能力，從實踐中成長。  

 

「專題研習的八大主題」： 

   生物與生命科學  L i v i n g  O rgan i sms  an d  Li f e  S c i en ce  

  我們的宇宙與地球  Th e  Sp ace  and  O ur  E a r th  

  大數據  B i g  D a t a  

  科技與人類  Techno lo g y an d  P eop le  

  公共衛生及健康  Pu b l i c  H yg i en e  an d  H ea l t h  

  古今中外歷史與人物  H i s to r y an d  Hi s t o r i c a l  H e ro es  

  神話大搜查  D i s cov e r y o f  M yt h s  

  非物質文化遺產  In t an g ib l e  C u l t u r a l  H e r i 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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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電子學習的發展工作  

3 . 1  配合電子學習的硬件優化工作  

為配合電子學習之發展，本學年著意優化電子教學設備。於四年

級起推行自攜裝置計劃，學生以自購或申請關愛基金方式添置平板電

腦，備有裝置就可進行課前、課中及課後的網上學習。此外，全校課

室亦已增設一體式黑板，當中觸控顯示屏可讓學生直接操作之餘，亦

可配合學生平板電腦使用。  

 

3 . 2  各科應用電子學習的概況  

承上年之發展基礎，本學年各科持續推動電子學習。配合自攜裝

置計劃，在四年級課堂內的「引起動機」、「展示所學」及「評估」三

個環節中使用電子工具支援學與教。除了老師運用電子工具能力有顯

著提升外，老師因應課堂設計而適當地使用電子工具的意識亦顯著提

高。藉著平板電腦及適當的教材，既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及進行學習

活動外，電子評估亦能讓老師快速檢視學習成效，從而優化教學。  

 

3 . 3  LE A D  LA B I I 器材使用培訓  

LE A D  LA B I I 為本年度新落成的數碼電子學習中心，場內提供多

項新科技設施供學生使用，包括：電能車、編程車、模擬飛行、 Te l lo

無人機、 4D  Fr am e、 3D Pen、 S can &Cu t 及 Vi rC ub e。這些新設施將會

配合課程實施而使用，故全體老師接受了相關的培訓。此外，亦安排

了電子學習發展核心小組出席位於香港科學園的創新科學中心提供

的培訓活動，有關培訓增加了老師對不同項目的認識，同時有助他們

構思如何將不同項目與學科課程結合。還有，我們設立了教材製作小

組，在老師共同參與下，為學生提供相關科技項目的自學教材及平台，

以鼓勵學生透過自主學習方式學習感興趣的項目。  

 

4 .  教師專業培訓   

學校每年均會透過不同的培訓活動提高教師的專業技能，使教師教

學範式及學生學習方式產生轉變，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學術水平。

以下為本年度安排的培訓活動：  

   

i .  共同備課  

每年各老師均須按任教科目及進度，每一至兩星期與同級老師共

同備課。共備時，由主備老師負責報告教學內容及課堂活動，同儕之

間給予意見回饋和修正。過程中，科任老師互相交流意見，從而提升

教學專業。於停課期間，教師運用 Zo o m 進行備課會，並巧用雲端平

台互通最新的教學資訊，使混合式的新常態教學得以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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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研習課  

各科每年均進行研習課，各級科任老師在全學期進行最少一次研

習課。研習課由同級老師輪流施教，並在每次觀摩課堂後作即時回饋，

教師在每次教學循環的專業對話中獲得專業成長。本年度受疫情影響，

部分研習課改以線上自錄形式進行，教師從觀摩線上課堂，學習如何

應用不同軟件或活動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  

 

i i i .  主題式培訓  

配合新課程專題研習課的推行，於 20 20 年 8 月邀請了資深教育

工作者陳德恆校長為教師提供專業指導。教師從中了解如何以學生為

中心進行專題研習的學問和技巧。  

 

5 .  疫情下的教學新常態   

本年度大部分時間以網課進行教學，原定的活動都被取消了，為了實

踐「停課不停學」，於網課期間我們實施了以下的安排：  

 

i .  採用特別編製的網課時間表  

在平衡學生眼睛健康及學習效能之下，網課時間表包括主要科

目的線上課堂  (課堂節數比面授課少，部分課堂以短片自學時段取

代 )、眼睛保健操、閱讀、朗讀中英文圖書、做運動及使用自主學習

平台的時間。透過學生實踐網課時間表，除了維持學習之外，還培

養他們合理地分配時間並養成自律的好習慣。  

 

i i .  應用不同的軟件，增加課堂趣味，提升師生互動，加強學習效能    

在使用 Zo om 上課之下，教師引入不同的學習軟件，如：N ear pod ,  

P ad l e t ,  Qu iz i zz ,  Kah oo t 和 Ex pl a i n  Ev e r yt h in g 等，學生透過軟件參

與課堂活動及展示所學，同時在觀摩中彼此學習，這安排一方面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教師能檢視學生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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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盡量維持探究式學習活動    

各科在網課下盡量維持探究式學習活動，如：一年級數學科安

排學生在家中利用不同物品做量度，培養量感、四年級綜合科參加

了由康文署科學推廣組舉辦的 Won de r  Wago n「紙想同你飛」的活

動，從中學會空氣的阻力、伯努利科學理論及改良摺紙飛機的方法、

生命教育組安排學生在家中種植綠豆、大蒜和櫻桃蕃茄等，並從影

片和線上討論學習植物如何生長，從照料植物培養責任感等。  

 

 

 

 

 

 

 

 

 

 

 

 

 

 

 

 

 

 

iv. 進行特別版多元智能及專才課，以保持學術以外的活動    

我們把常規的多元智能及專才課改在線上進行，按活動的性質，

有的安排實時 ZO O M 網課，有的拍成自學教學短片，再配合網上學

習平台，適時發放學習資訊，讓學生於不同渠道都能自主地學習。

校內及校外導師緊密合作，持續優化，並提供有效能的課堂，讓學

生於停課期間亦能參與多元的活動，保持全方位發展。  

 

v .  進行不一樣的節日活動    

過往在校舉行的聖誕聯歡會和中國文化日，本年度改以網上形

式舉行，透過學習平台及實時直播，以不同的互動活動及遊戲，如：

聖誕 IQ 題、小遊戲、由老師示範的小挑戰短片、主題分享和大抽

獎等，讓學生在疫情中仍可感受節日氣氛。此外，節日活動更配合

親子比賽，如：聖誕裝飾品創作比賽及揮春設計比賽，為家長和同

學在疫情下的節日增添不平凡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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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環境設置工程的整體工作   

i .  樓層學科主題環境設置工程  

為加強學習的互動性及趣味性，以及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自主學

習，兩年前學校已開始規劃在各樓層增設不同主題的互動學習區，相關

工程已完成。下學年會進行學校外牆美化工程以及為部分樓層安排優化

工程。各科將會在下學年運用已完成的學習專區，為學生提供互動學習

的機會。  

 

地點  主題  已完成 ( )或下學年 (* )的優化工程  

地下學校

外牆  
悠森出發 油出正能量  進行中  

地下有蓋

操場  
成長夢飛翔    

地下大籃

球場  
世界地圖    [互動立體遊戲牆 ( VR )*]  

一樓  閱讀樂遊園    

二樓  
創科天地    [走廊及大堂美化工程 *]  

數學學習專區    

三樓  古今中華遊    

四樓  視覺藝術展區    

五樓  瀕臨絕種動物專區    

六樓  綜合學習專區    

七樓  數碼自主學習空間    

 

i i .  特別室優化工程  

為使特別室的使用更能配合課程實施 (如：綜合科探課、專題研習課、

專才課等 )以及小型集會 (如：家長會、教師培訓等 )，部分室別進行了翻

新工程，包括：地下陶藝室、二樓圖書館及三樓綜合室。  

 

7 .  跨學科學習活動  

  以往的跨學科學習活動包括留港的主題式學習及境外交流活動，但因受疫

情影響，本年度取消了境外交流活動，各級學生在這跨科活動週，以「混合式

教學」模式進行學習。  

 

年

級  
活動主題  內容  

一

年

級  

珍．愛．玩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外展隊透過 ZOOM 讓學生認識香

港野生動物及其鮮為人知的趣事、觀賞在森林拍攝的珍貴

野生動物片段及聆聽不同動物的叫聲。  

 透過與動物有關的電影和繪本，讓學生明白人類應善待動

物，養寵物是一生一世的責任，不可隨意遺棄寵物。  

 學生在「動物 Fashion Show」裝扮成自己喜愛的動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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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活動主題  內容  

中認識不同動物的特徵及分類，並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二

年

級  

食得有「營」  

 學生透過網課的互動學習及遊戲，學會閱讀營養標籤、分

辨食物內所含營養及學習如何參考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建

議，選擇營養均衡的主餐。  

 認識有「營」食物後，學生在家中與家人合力炮製健康美

味的小食，除了學以致用之外，還感染家中各人實踐均衡

飲食。  

三

年

級  

光影．圍城  

 學生透過實驗活動認識光的基本原理、光與影的關係、光

的反射等概念。  

 認識科學原理後，學生把「光」與「影」應用到皮影戲上。

除了認識到皮影戲乃源遠流長的民間藝術外，學生還進行

了研習活動，過程中把寓言或成語故事與皮影戲結合，透

過個人創作或親子合作，配以木偶操作和配音，製作出別

開生面的迷你版皮影戲。  

 整項研習活動結合了科學、藝術、語文和音樂範疇。  

四

年

級  

綠．活  

 透過網課了解全球暖化以及兩大污染 (海水和固體廢物 )的

情況。  

 面授課期間，透過研習活動，認識香港處理污泥的設施

(T-Park)及各項減廢計劃，包括「走塑運動」、四電一腦回

收計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廢物回收 2.0、 5R 概念  

(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及膠樽分類。  

 在校園進行了水渠考察活動，認識雨水渠和污水渠的分

別，並探討日常生活如何保護海洋。活動讓學生認識除地

面建設外，地底還有不同舖設為他們提供優質生活。  

 透過問卷數據分析，學生找出人們回收行動欠主動的原

因，並基於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  

 學生利用膠樽創作生活用品，例如：食物保鮮器、海棉和

雨傘溺水器等，實踐「轉廢為物」的行動。  

 「綠色地球」環保組織代表到校向學生講解地球現時受全

球暖化威脅的情況及如何在生活實踐「綠惜」行動。  

 跨科學習延伸至長假期，學生在家中進行探究活動，自製

環保酵素清潔劑和測試除污力，探討更多「綠惜行動」。  

五

年

級  

香港歷史掌故  

 學生以虛擬遊踪方式，經歷孫中山先生一生不同階段的重

要事蹟，同時了解往昔香港在國家歷史中所發揮的重要角

色。  

 藉著電影欣賞及美荷樓導賞活動，感受香港五、六十年代

舊日情懐，以及基層居民的生活面貌。  

 配合雄仔叔叔說深水埗故事，認識舊區深水埗從過去到現

在的發展，並體會人與人之間濃濃的人情味。  

 在懷舊遊戲製作環節中，學生親身製作懷舊玩意外，還領

略昔日遊戲之美。  

 整項活動結合了虛擬和動手做的活動，學生認識歷史名人

及比較香港古今生活的異同之餘，還從欣賞香港前人的努

力，學會珍惜現今擁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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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活動主題  內容  

六
年
級  

生命因你動聽  

 學生透過一系列思考生命的活動，學會欣賞自己和身邊的
人，並以生命的正能量去克服困難和面對未來的挑戰。  

 「生命寶盒」及「幸福氣球」活動使學生能從多角度認識
自己的長處和不足的地方；同時，學會接納、肯定及欣賞
自己，並且明白每個人是獨一無二的。  

 「歷奇及共融體驗」活動就讓學生體驗身體殘障的困難，
明白克服困難必須擁有堅定的信心。  

 老師在各項活動中，引領學生思考自己的未來，如何從簡
單的事情開始讓世界變得美好，鼓勵他們發揮個人的天
賦，為自己訂下目標，並努力實踐。  

 

關注項目二：著重生命教育，培養學生積極、正向的人生觀，並學會付
出及關愛  

1 .  優化校本「生活成長課」課程的具體工作  

  本年度「生活成長課」繼續使用由台灣彩虹愛家設計的《活出彩虹》
作為教材，以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環境及人與生命作架構，課程主
要運用多元藝術（故事  /  音樂  /  戲劇等）、繪本教學、體驗活動及
關懷輔導等模式進行。各級在級統籌帶領下優化教材及教學活動，使
課程內容更多元和豐富，以更符合本校學生的需要。  

  本年度各級開展了「電影教育課程」，透過電影欣賞、分享、討論及
延伸活動，讓學生置身於「情境教學」中，反思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從而建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同級教師定期進行共備會，商討教學安排及進行專業交流。  

  根據教師問卷，任教老師認同本年度的優化工作能令「生活成長課」
的教學資源較前豐富和切合學習重點，另共備會能幫助他們掌握提問
技巧促進學生思考。  

 

2 .  發展校本三至六年級實踐課的整體工作  

  建基於上學年已發展的實踐課進行優化工作，讓學生在動手實踐的過
程中體味並深切省思自己與他人、社會和自然關係，學會付出及關
愛。  

  本年度三至六年級實踐課的活動見下表：   

 主題式實踐活動  

三年級  學生透過「感恩有你」活動，學習「愛之語」，從中明白到人有五種
不同表達愛的形式，包括「肯定的言語」、「服務的行動」、「禮物」、
「精心的時刻」及「身體的接觸」。活動引導學生檢視自己及家人的
「愛之語」，了解彼此的需求，從而增進融洽相處。家長和學生透過
是次實踐課，彼此之間更加了解，更懂得表達關心和愛。  

四年級  學生透過「貧苦體驗活動」中的影片、分享及討論，了解到香港及
各地的貧窮問題。他們亦在課堂時間親身經歷撿紙皮、拾汽水罐、
居住簡陋房屋以及長途拔涉獲得水源的辛酸。活動引導學生思考貧
窮問題不一定是因為不努力而造成的，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他們
反思自己應珍惜所有，有能力之下，可主動與人分享自已所享有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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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生命之園種植課 (P. 1 -6 )、教育劇場 (P. 3 -6 )、桌上遊戲 (P. 1 -6 )、

感恩活動 (P. 1 -6 )、開心果日 (P. 1 -2 )  

  各級實踐課均有學生反思、分享及回饋時間。就教師觀察所見，各級學生於實踐課中

具興趣和表現投入。 

 

3 .  全面檢視、重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建基於上年度已發展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藍圖，當中包括生活成長課、班級經營、

實踐課、早會/周會及主題活動，使其能有機結合，以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

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建立完整的價值體系及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課程配合外間資源的使用，於各級組織講座及活動，如「街坊小子木偶劇場」、「科學

體驗活動: Wonder Wagon」等，使課程內容多元化，學習趣味得以提升。 

 三至六年級實踐課配合關愛主題，由組織班會到關愛校園，再了解社區需要，進而服

務社區，讓學生於四年間層層遞進，螺旋式學習。 

 高年級和低年級早會進行了「人與己、人與人」的主題分享。負責老師運用故事書和

提問，帶領學生思考個人應有的態度和行為、與人相處之道等等，分享和探討內容到

位。 

 

(三 ) 我們的學與教  
我們致力為孩子提供平衡、多元而連貫、豐富卻不擁腫的宏觀課程   

  「學與教及課程」是學校任務的核心，亦是學校組織成敗之關鍵。我們關注

學生日後就業及終身發展的需要，致力提供一個平衡、多元而連貫、豐富卻不臃

腫的宏觀課程，著力培養學生的語文及數理分析能力、多元智能、創新精神、發

掘學生的潛能，鼓勵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和成長，於生活中活用知識與技能，從而

對學習產生興趣和動力。  

 

1.  聚焦核心課程．持續創新發展  

  本校課程重視語文及創意的發展，以核心課程和非正規課程組成，務求讓

學生有均衡的發展。除了各科基礎知識外，同步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多元智

能及自主學習能力。課程強調活學活用，語文科著重訓練學生由說到寫，課堂

活動結合聽說讀寫的元素；數學及綜合生活教育科強調透過手腦並用的探究活

動，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建構知識，通過各種不同的體驗和經歷，豐富學生的

生命。  

 主題式實踐活動  

五年級  學生以小組 ZO OM 的形式進行「義工服務活動」，對象為長者。遊
戲及表演項目全由學生構思、籌備及綵排，老師及導師只從旁指導。
藉此活動，學生學習怎樣以禮待人、關心他人和長者以及學懂從他
人的角度思考別人的需要。  

六年級  本年度繼續舉辦「陽光學長計劃」，讓高年級學生擔任陽光學長 /學
姐，服務小一生。在了解小一同學的情緒和個別需要後，小六學長 /

學姐通過自創遊戲、服務，與小一同學建立一對一緊密的伙伴關係。
此計劃對小一學弟學妹融入校園，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培養歸屬感
提供了不少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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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語文及語言能力的培養  

  語文能力及語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故學校著重培養學生的語文及語言能

力，透過營造優質的語言環境，以及培養學生的朗讀習慣，讓他們能自然、自

信地轉換語言與不同人溝通，並能有效表達自己的想法。此外，我們重視閱讀

興趣及能力的培養，提升理解能力，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讓學生從小積累不

同的詞彙，提高他們的語文修養及應用能力。  

 

3.  校本 Young Maker 課程培養科創能力  

  學校十多年前已推行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及香港中文大學合

辦的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LEAD, Learning through Engineering , Art and Design)，

可見我們早已覺察到 STEAM (S-Science, T-Technology, E-Engineering, A-Arts, 

M-Mathematics)教育的重要。學校已正式在四至六年級的常規課程實施 STEAM

跨學科課程，並成功建立 LEAD LAB，以配合課程的推行。經優化後，STEAM

課程命名為 Young Maker。  

    Young Maker 以「主題式學習」形式進行，配合工程設計的理念，並以生

活的實際需要作為教與學的前設，學生透過小組活動建構課堂知識與生活之間

的關聯，並學習應用所學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改良後的課程可視作

為一個學習平台，讓學生提高綜合和應用知識能力、創意和解難能力，最終培

養學生具備 STEAM 素養，關心社會，並能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科學及科

技發展而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4.  發掘多元智能以全面平衡發展  

  多元智能課、專才課程及展才活動在本校有清晰的定位，學校按學生的學

習需要、學習能力及學習興趣，安排學生參與這些活動。「多元智能課」 (一至

六年級有限制選擇下的必修課 )內分八大多元智能範疇，每範疇內設不同的學

習單元，學生每學年必須從兩個不同的範疇內自選兩個學習單元，以發展學生

各方面的才能，使之發掘個人潛能。「專才課程」 (四至六年級持續專項發展的

必修課 )根據學生能力進行甄選，並在正規課程內進行富彈性的專項訓練，為

的是使不同能力的學生能夠發揮個別潛能；「展才活動」由學生根據興趣自由

參加，為的是向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發展機會，以助孩子全面發展，並讓每一

個孩子享受成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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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命教育及國民教育全面滲透以培養孩子立根香港、心連祖國、放眼世界、開

創未來  

  學校將生命教育及國民教育全面滲透進各式各樣的文娛康體、社會服務、

領袖訓練、班級經營、跨學科活動、成長課中，並按年級調適活動性質及取向，

透過多彩多姿的多元活動，如成長課中對生活事件及個人成長的探討，學習生

活的技能，懂得表達情緒，幫助學生尋找自己的長處，建立自信心及成功感；

如班會、團體遊戲等，培養團隊精神、與人溝通的能力；如社區服務、實踐課

等，培養立根香港、關心社會、服務他人的態度。另外，跨學科活動，如中國

歷史文化的源流和發展探究，能刺激學生的求知欲，提高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培養民族感情，並透過對歷史人物及史事的認識，培養高尚的品德，全面培養

孩子的正面價值觀，學會與人溝通、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包容、謙讓，自

律、自學、自信。同時，學生亦會明白世界事物的多元性，有堅強的意志面對

挑戰，立根香港、心連祖國、放眼世界、開創未來，活出真善美。  

 

6.  培育自主學習的先鋒  

  興趣是推動學習的原動力。學生有了動力，就會進行自我探索、計劃自我、

建構學習，擴闊視野，並自我適時監控、調整學習策略。在學習過程中，透過

老師、同儕的回饋，不時進行自我檢查、自我評價。學生在學校內完成大部分

功課，放學回家後大量閱讀和朗讀優美的文章，並利用網上自學平台進行延伸

學習，形成持續不斷的學習過程。  

 

7.  跨學科主題式學習  

  每年學校都會安排各級學生以跨學科主題方式進行學習，配合不同的境內、

境外學習活動，讓學生以探究、自主學習、閱讀及考察為要，結合學科知識，

運用各種共通能力，展現學習成果。活動期間，一至三年級學生及部分四至六

年級學生可以走出課室，在香港境內進行活動、考察；部分四至六年級學生，

可以衝出香港，分別到訪不同國家，進行深度學習之旅。同級的境內及境外活

動課題相互配合，學生可以在考察及體驗後共同分享所研習的成果。惜本年度

受疫情影響，境外交流活動被取消，跨學科活動只能改以「混合式學習」進行，

讓學生在網課及實體課交替下，獲得研習、探索、動手做的學習經歷。  

 

(四 )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生學習支援  

1.  政策方面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同時亦為學生提供適切及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

助他們融入學校生活。老師會利用不同的評估工具及日常觀察，轉介懷疑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予駐校教育心理學家作進一步評估；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透過家長日或個別學習會議，與家長一起協商支援學

生的策略；  

 由學生支援組訂定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並定期檢視目標及成

效；  

 學校會根據校本的需要及資源有計劃地安排教師接受特殊教育的持續專業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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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方面  

為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績稍遜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資源包括：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  

 學習支援津貼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計劃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津貼  

 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自閉症學生計劃  

 參與由校外機構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  

3.  支援政策及資源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學生發展及支援組主任、學生支援組組長、增

進班老師、班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及各科任老師；  

 增聘 1 名教師、 3 名輔導助理與全校老師共同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輔導教學及活動；  

 安排輔導助理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外購「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學生提供小組 /個別言語治療 /訓練；  

 向有需要學生提供功課、測考及課程調適；  

 為有需要個別加強支援的學生推行個別學習計劃；  

 聘請一名導師，替校內新來港學童進行課後輔導課，主要為支援新來港學

童在應用簡繁體字體上的轉變及英文科基礎知識的補底工作；  

 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校內自閉症學生提供社交小組訓練活動；  

 為校內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小組訓練活動；  

 設立「陽光學長」計劃，為小一學生提供幫助；  

 為小一學生進行及早識別；  

 由東華三院教育心理服務部提供定期駐校的教育心理學家，為本校評估有

學習困難學生提供服務，亦會為本校舉辦工作坊或講座，以提供有助學童

發展的訓練及輔導，同時為個案提供諮詢及支援服務；  

 由香港青年協會青苗計劃提供定期駐校的社工，配合學校的三年發展關注

事項安排不同的級制活動，如小一自理訓練、小二護蛋行動、小三 LIFE 闊

生命課程、小四貧苦體驗活動、小五及小六服務學習計劃，於生命教育課

時段進行，使課堂更多元化；  

 由香港青年協會提供 SEN 駐校社工，協助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支援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為 IEP 學生訂立個人目標，進行針對性的個別訓

練，並開設社交小組及專注力訓練小組，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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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人員透過個案及諮詢服務支援有需要學生、家長及教師。本年度

共有 22 宗個案，以「情緒或心理問題」為主，佔整體個案 81.8%。全年共

有 1294 人次接受諮詢服務，內容以「家庭環境問題」為主；  

 家長方面，學生輔導人員定期安排講座、小組、義工聚會予家長，支援家

長的管教，並促進家校合作，而教育心理學家亦曾於學期初為全校家長舉

辦了一次培訓，題目是「向死記硬背說不」；  

 學生輔導人員及教育心理學家為教師提供諮詢服務。  

 

支援資優學生  

資優教育政策及相關活動  

 本校參考香港資優教育政策的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發展資優教育。目的旨於有系

統、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資質優異的學生。  

第一層次：  

A：在正規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等三大資優

教育元素。  

B：在正規課堂按學生的特質實施分組教學、增潤及延伸專門性學習領域的課

程內容。  

第二層次：  

C：以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一般性增潤課程。  

D：以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專科 /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  

 

本年度相關活動  (受教育局的防疫措施所限，以下部分活動未能如期進行 )：  

 

多元智能範疇  校本抽離式增益課程  

語文智能  

小小辯論家、我是演說家、校園電視台、  

Creative English Artists、旭報（中 /英）、  

小司儀（中 /英 /普）、英文 /中文 /普通話朗誦比賽培訓  

邏輯數學智能  數學拔尖訓練、 LEAD (創意科藝工程 ) 

空間智能  C r e . A r t  S t ud i o 藝術尖子團、書畫、皮影  

肢體－動覺智能  
田徑、武術、獨輪車、籃球、巧固球、  

中國舞、排球、欖球、拉丁舞、爵士舞  

音樂智能  直笛、手鐘、中國鼓樂、敲擊樂、非洲鼓、合唱團  Dolce Voci  

人際及內省智能  幼童軍、小女童軍  

自然觀察智能  探險家  

第三層次：  

E：推薦特別資優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或由教育局、大專院校所提供的資優課程。  

 



21 

 

本年度相關活動：  

 已推薦一位四年級學生及一位六年級學生參加中大暑期資優課程；  

 已提名 4 位四年級學生參加【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已提名 6A 班許家銘參加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 2020-2021）。  

 已推薦 2 位五年級學生參加羅氏慈善基金和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合辦的【明

日領袖】小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21 

  

 

 

  



22 

 

(五 ) 教育局各項津貼及支援計劃簡報  
 
津貼 /支援  

計劃名稱  

主要活動 / 

任務 /計劃  

津貼 /支援計劃的  

進展或成果  

校 本 新 來 港

兒 童 支 援 計

劃津貼  

購買繁簡對照及帶有漢語拼音的繁體

字書籍，由輔導助理帶領新來港學童

進行朗讀及識字遊戲，主要為支援新

來港學童在應用簡繁體字體上的轉

變。  

能有效使新來港學童學習中

文繁體字，以及儘快融入香港

的學習環境，成效理想。  

資 訊 科 技 綜

合津貼  

購買全校寬頻服務，以及購置配合學

校資訊科技發展的器材。  

寬頻服務及所購置的設備能

配合教學及行政運用資訊科

技的發展，成效理想。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學校運用津貼資助合資格學生購買長

柄拍子繩，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運

動。  

本年度因新冠疫情關係，並沒

有開辦課後活動。資助學生購

買體育用品，有助學生於課餘

時間有健康的身心發展。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本年度津貼主要用以聘請三名教師助

理、一名資訊科技助理，以減輕現職

老師的教學工作。  

教師認為有關津貼能幫助老

師們拓展更多空間。非教學方

面的支援人員減輕了教師的

文書工作，加強同事間的溝

通，有效地支援教師教學以外

的工作，協助學與教的發展。  

促進香港與

內地姊妹學

校交流試辦

計劃  

本年度津貼主要用在購置本校與內地

姊妹學校進行網上交流活動的器材及

交流物資。  

本年度所有五年級學生及 21 位專題

研習課老師參與了本計劃，於 2021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8 日與北京豐台區

東高地第一小學的六年級學生進行線

上交流活動。  

整體活動順利。透過資訊科技

器材，突破地域限制，在不同

語言、學習方法和文化上進行

交流，增加了學生對國民身份

的認同。  

閱讀推廣  已運用津貼購買創客科圖書閣專用圖

書及為五年級添購專題研習主題書。  

圖書館順利為該學科添購有

關資訊科技、科學及創意等相

關研習圖書 120 本。為教師提

供學習輔助教材及參考書，並

作為學生延伸閱讀之用。  

為配合教大「蒸蒸日上 STEAM

專題研習計劃」，圖書館按照

計劃需要，為五年級全級學生

購買 100 本 (連同教大贈書 50

本 )有關科學、科技探究和人文

數理等相關圖書，以配合該計

劃所需之閱讀教材。該批圖書

以漂書模式傳閱，活動頗受學

生歡迎，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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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學生表現  

  受停課影響，校外比賽的機會比以前減少了，甚至部分已報名參加的比賽被取

消了。以下是 2020-2021 年度校外比賽成績，本年度共有 163 個校外獎項 (以下只

列出部分獎項 )。  

 

全國性及國際性獎項  

 

1 .數學  

活動  人數  獎項  

2 0 21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獲銀獎進總決賽 )  1  銀獎  

 

全港性獎項  

 

1. 語文 

活動 人數 獎項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1 最佳表現獎(高小組)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1 特等獎 

The 21st Annual English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in Yuen 

Long 2020-2021 

1 CHAMPION 

HKYPAF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

術節 2020- 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1 冠軍 (小學 P1-P2 自選組) 

1 冠軍 (詩詞獨誦女子 P2 組)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 冠軍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1 亞軍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Certiicate of Merit 2020 

(Intermediate Primary Group) 

1 銀獎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作文比賽 
1 三等獎 

元朗區小學生科普閱讀分享 

演講比賽 2020 
1 優異獎 

教協硬筆書法比賽(小學組) 1 優異獎 

「漫長的疫假」全港中小學生徵文比賽 3 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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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數學  

活動  人數  獎項  

2 0 20 香港學節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小三奧數組 )  1  冠軍  

「華夏盃 ®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全國數學奧

林匹克邀請賽  20 20  （香港賽區初賽 )  

1 3  二等獎  

1 6  三等獎  

2 0 20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小三奧數組 )  2  銅獎  

 

 3 .音樂  

活動  
人

數  
獎項  

2 0 20 菁藝盃音樂比賽  1  金獎 (小學鋼琴  P1 - P 2 組 )  

聯校音樂大賽 20 20（小學鋼琴獨

奏 )  
1  金獎  

e - Co n t e s t  comp e t i t i on s  1  G o ld  Aw ard  

網上音樂節 20 20  1  
1 ST R U NN ER  UP  

( D RU M SE T- GR A DE  5)  

韓國亞洲音樂藝術家大賽 (釜山 )  

2 0 20  
1  

S ILV E R  P R IZE  

(鋼琴組別 )  

2 0 20 全港兒童歌唱比賽  1  銀獎  (初級組 )  

聯校音樂大賽  20 21  1  銀獎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1 銀獎 

2 0 21 香港音樂新星大賽  1  鋼琴銀獎 (初級組 )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  銀獎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  1  銀獎  

第 7 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  2 n d( G r ad ed  P iano  S o lo - G r ad e  o ne )  

1  
Br o nz e  Aw ard  

( D es can t  R eco r d er  S o lo )  

1  
Br o nz e  Aw ard ( G raded  P i ano  So lo - Gr ade  

Tw o )  

2  
S i lv e r  Aw ard  (G r aded  P i ano  So lo - Gr ade  

T h r ee)  

3  
S i lv e r  Aw ard  (G r aded  P i ano  So lo - Gr ade  

Tw o )  

1  
S i lv e r  Aw ard ( G r aded  P i ano  So lo - Gr ade  

F i v e )  

第五屆香港演藝精英盃音樂大賽  1  第五名  (鋼琴組 )  

元全一叮  20 21  才藝比賽  2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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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  

活動  人數  獎項  

第 6 4 屆體育節全民體育舞
蹈  

十項全能公開賽  

1  
冠軍  12 歲男女混合組查查查、  

倫巴舞及牛仔舞  

1  冠軍  12 歲男女混合組森巴舞及鬥牛舞  

1  冠軍  12 歲男女混合組倫巴舞  

1  冠軍  12 歲男女混合組查查查  

1  冠軍  12 歲男女混合組牛仔舞  

赤子全港公開三人籃球賽
2 0 21  

1  亞軍  投籃賽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
賽  

1  亞軍  (街舞 / H i p  Ho p / Fun k y 獨舞 P3 -P 4)   

第 2 5 屆世界表演藝術錦標
賽  

1  銀獎  (亦獲晉級賽參加資格 )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2 0 21  

1  第二名  

2 0 20 全港學界舞蹈及音樂
盃比賽  

1  季軍  (高小組 )  

全民體育舞蹈十項全能公
開賽  

1  季軍  12 -1 3 歲男女混合組牛仔舞  

1  季軍  12 -1 3 歲男女混合組查查查  

1  季軍  12 -1 3 歲男女混合組倫巴舞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
2 0 21  

1  銅獎  嘻哈舞 (單人 )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第二組
長池  

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1  第三名  女子 9 -1 0 歲組 5 0 米蝶泳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1  第三名  女子 9 -1 0 歲組 5 0 米蝶泳   

 

5 .視藝  

活動  人數  獎項  

小學組 (旗袍填色設計比賽 )  

旗袍 "禮 "遇 @愛回家  第二屆全港旗袍比
賽  

2  中小組優異獎  

[關愛社區 和諧共融 ]  <海洋樂悠油 > 

填色比賽  
9  優異獎  

萬鈞教育基金 [天水圍的孩子 ]獎勵計劃
2 0 21  

4  嘉許獎  

 

6 .其他  

活動  人數  獎項  

元朗區文藝之星  1  文藝之星  

數理人文閱讀報告比賽 (公開組 )  1  冠軍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 20 - 20 21  1  嘉許獎  

第五屆元朗區至叻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1  嘉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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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回饋與跟進  

  經過校長、教師及職工對過往一年的工作評估及反思，我們計劃在未來一年，

把學校工作聚焦在朗讀及閱讀習慣的建立、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運動習慣的

培養及生命教育等方面。  

  根據學校發展計劃的規劃及針對自評討論結果，我們 2021-2022年度會繼續

圍繞下列兩個關注項目發展：  

一 .  提升學術水平，培養負責任的自主學習者。  

二 .  著重生命教育，培養學生積極、正向的人生觀，並學會付出及關愛，以不同

生活技能應對各種挑戰  。  

  詳細的跟進、優化工作羅列於各科各組 2020至 2021年度的工作報告及 2021

至 2022年度的工作計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