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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別：中國歷史科〔2021-2022 年度周年計劃〕 
 
關注事項（一）：改善學生學習積極性，推動學生主動學習。 

發展目標及相關措施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人員 所需資源 
1. 在學與教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成為「積極」和「主動」的學習者。 

相關措施：1.1 透過網上自學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多

使用本校 Google Classroom，及由各

學習領域或學科建議使用其他網上學

習平台，讓學生進行課前自學、課堂

互動及課後延伸學習，引發他們的學

習興趣，促進他們主動學習。 
1.1.1 本校繼續參加教育局和中國文

化研究院協辦的「篇篇流螢」

跨課程網上閱讀平台及「認識

國情」學生網上自學平台，提

升學生的閱讀歷史課外書的興

趣和能力，及加強閱讀與學科

學習的連繫。 
1.1.2 購買「AR 互動平台歷史篇」及

「教圖中史通一站式中史平

台」，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全學年 70%學生認同網上

自學獎勵計劃能引

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及促進他們主動學

習 

1. 科組會議紀錄 
2. 問卷調查 
3. 外間機構提供

的本校學生參

與紀錄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推動中國

歷史及文化

的一筆過津

貼」 

 2. 加強教師運用不同學習策略的能力，促進學生學習，提升他們學習的積極性。 
相關措施：2.1 課堂完結前設定 3-5 分鐘反思時間，

讓學生寫下當天課堂所學的總結，並

善用家課延展學習，鞏固課堂所學。

同時，每次下課前提一條與下一節課

相關的問題，讓學生預習，促進學生

主動學習。 

全學年 1. 70%學生能完成

「下課前反思」

活動 
2. 60%學生能透過

反思，了解個人

的學習表現及所

學知識，從而回

饋學習。 

1. 科組會議紀錄 
2. 教師觀察學生

表現 
3. 問卷調查 

科任老師 1. 科 組 財 政

預算 
2. 「 推 動 中

國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一

筆過津貼」 
 

 



Y:\!學校文件總覽\學校周年發展計劃\2021-2022 年度周年發展計劃\2021-2022 Yearly Plan (總表) (各科目部分).doc 

 
關注事項（二）：推廣價值觀教育，持續提升學生品德素養。 

發展目標及相關措施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人員 所需資源 
1. 強化常規課程中的價值觀元素，以建立學生正向品格。 

相關措施：1.1 透過學習領域組統籌和協調，有規劃
地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融入學科的學
與教活動，協助培育學生正向思維。 
配合國民教育組舉辦「中華文化周」，
於推廣周內舉辦多項中華文化推廣活
動，包括： 
早會：趣味性高的中華文化資訊介紹 
周會：（待定，如中華歷史文化常識
問答比賽、國家社會文化推廣等） 

全學年 1. 70%學生認為有
關活動能培育他
們的品格情操和
個人素養 

2. 教師觀察所見，
70%學生能投入
學習及積極參與
活動，並給予正
面評價。 

1. 科組會議紀錄 
2. 學習活動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活動表現 
4. 問卷調查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1. 科 組 財 政
預算 

2. 「 推 動 中
國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一
筆過津貼」 

相關措施：1.2 與歷史科合作，舉辦午間活動、參觀
博物館等，持續培養學生品德情操及
世界觀，深化他們對價值觀元素的掌
握。 

全學年 70%學生認為有關
活動能培育他們的
品格情操和個人素
養 

1. 科組會議紀錄 
2. 學習活動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課堂表現 
4. 問卷調查 

1. 中國歷史科
科主任 

2. 世界歷史科
科主任 

3. 科任老師 

科組財政預
算 

2. 強化非常規課程中的價值觀元素，為學生提供更有利培育價值觀的學習條件。 
相關措施：2.1 於中史科壁報板上，透過介紹歷史人

物之功過，培養同學的良好品格和正
面思想；張貼學生參與活動及比賽的
花絮，加強同學的自信心，同時幫助
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自尊自律的
精神，學會尊重他人、勇於承擔和積
極樂觀的態度。 

全學年 70%科任教師認同
推行多樣化的學習
計劃及活動，能讓
學生實踐良好行
為。 

1. 科組會議紀錄 
2. 檢視學習活動

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表現 
4. 問卷調查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科組財政預
算 

相關措施：2.2 與校內其他組別合作，例如透過「一
帶一路 ── 機遇與挑戰」探索學習
計劃、香港與內地學校交流活動、中
國文化學習及《基本法》推廣等全方
位學習活動，加強學生的品德培育，
對中國文化、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之
認識及國民身份之認同。 

全學年 1. 70%學生認為有
關活動能培育他
們的品格情操和
個人素養 

2. 教師觀察所見，
70%學生能投入
學習及積極參與
活動，並給予正
面評價。 

1. 科組會議紀錄 
2. 檢視學習活動

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表現 
4. 問卷調查 
5. APASO 數據 
 

1. 科主任 
2. 通 識 教 育

科、國民教育
組 

1. 科 組 財 政
預算 

2. 校 本 境 外
交 流 津 貼
計劃（辦學
團 體 資 助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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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提升教師評估素養，加強回饋學與教。 

發展目標及相關措施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人員 所需資源 
1. 善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提升教學成效。 

相關措施：1.1 透過教師專業培訓，讓教師掌握不同

學習策略，尤其照顧學習差異的調

適，並定期在中史科務會議上按各班

學生的能力和表現，檢視調適課程、

教學策略、課業及評估內容，課業及

測考安排能否照顧學習差異，讓學生

投入學習，培養他們對學習的積極性。 

全學年 教師於每一課堂中

能採用多元的提問

技巧，照顧學生多

樣性，讓不同能力

的學生有參與課堂

活動的機會。 

1. 科組會議紀錄 
2. 課堂教學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表現 
4. 學習評估數據 
5. 問卷調查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 

2. 持續使用不同類型的評估資料和數據回饋工作成效，適時調適教學內容、課程規劃及課業設計。 
相關措施：2.1 教師持續透過觀課和教研，善用課堂

上不同的進展性評估策略，如提問、

課堂習作紙、默書等，以掌握學生的

學習進度，並因應學生的表現適時調

整教學步伐，發揮以評估促進學習的

效能。 

全學年 1. 70%科任老師的

評估素養有所提

升，能掌握不同

學生的能力表

現，有效落實「學

──教──評」

循環，發揮評估

回饋學與教的效

能，促進學生學

習。 
2. 50%科任老師能

準確評估及善用

評估數據促進教

學 

1. 科組會議紀錄 
2. 課堂教學設計 
3. 觀課 
4. 教師觀察學生

課堂表現 
5. 學習評估數據 
6. 問卷調查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科組財政預

算 

 



Y:\!學校文件總覽\學校周年發展計劃\2021-2022 年度周年發展計劃\2021-2022 Yearly Plan (總表) (各科目部分).doc 

 
發展目標及相關措施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人員 所需資源 

相關措施：2.2 學科善用校內外的測考數據，回饋教
學、課程及課業等各方面的規劃和相
關策略。 

全學年 1. 科任老師能分析
和比較學生校內
外的評估數據，
掌握學生的學習
能力和強弱項，
為不同級別制定
規劃時有更全面
的參考。 

2. 科任老師能善用
測考數據資料，
帶領教師辨識學
生的學習難點，
繼而提出具針對
性的改善建議，
調整教學策略及
優化課程和課業
等規劃，提升學
與教的成效。 

3. 學生的整體學業
表現有進步。 

1. 科組會議紀錄 
2. 課堂教學設計 
3. 教師觀察學生

課堂表現 
4. 學習評估數據 
5. 問卷調查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科組財政預
算 

相關措施：2.3 修訂科組會議議程指引，加入以下議
題進行專業探討：(1) 透過科內專業
交流，優化課堂教學，讓有效的教學
策略及良好的教學經驗或設計得以承
傳。(2) 改善科內評估策略，促進利
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成效。(3) 善用
校外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和評估素
養。 
配合學校修訂科組會議議程的指引，
於中史科科務會議進行專業探討。 

全學年 100%中史科會議
議程有探討相關項
目 

科組會議紀錄 
 

科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