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2023-2024年度中文科週年報告書 

1 本科目標： 

1.1 培育學生善用美德，實踐目標，追求卓越，提升成就，並能表達感恩。 

1.2 持續發展混合式學習，善用電子資源，展示學生自學成果。 

1.3 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1.4 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升語文素養。 

 

2. 本年度工作計劃總表 

● 2.1 回應關注事項一：培育學生善用美德，實踐目標，追求卓越，提升成就，並能表達感恩。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成就及檢討 

1. 培育學

生 善 用 美

德，實踐目

標，追求卓

越，提升成

就感。 

*仁愛(愛與

被愛、社交

智 慧 、 仁

慈) 

*正義(領導

才能、團隊

精神、公平

公正) 

*超越(幽默

感、對美欣

賞、心靈信

1.1 透過校本及科組的活動，增 

加課堂內外展示機會。 
 
-P1-3 與視藝科合作舉行「感恩
卡」比賽， P4-6 舉行「感謝
信」寫作比賽，鼓勵學生表達感
激之情。得獎作品將上載到學校
網頁及於校內壁報展示。 
 
-P1-6 舉行硬筆書法比賽，培養
學生對美的欣賞。得獎作品將上
載到學校網頁及於校內壁報展
示。 
 

-P1-6 老師在課堂上分享學生的

作文佳作，鼓勵學生互相學習，

追求卓越，並收集學生作品，於

家長日展示。 

 

 

 

 

 

 教師在教學上能培養學

生正向情緒。 

 持份者問卷顯示，70%學

生同意「學校積極培養

我們的良好品德。」 

 持份者問卷顯示，80%教

師同意「學校積極幫助

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 

 學生能有展示學習成果

機會。 

 APASO 中「對學校的態

度」的「機會」這副量

表的數據，平均值高於

全港常模(學生認同學校

給予足夠的學習機會)。 

 學生能欣賞自己及他人

成就。 

 

● 老師觀察 

● 學生分享 

● 學生作品  

● APASO數據 

● 持份者問卷 

 全年  根據持份者問卷，84.3%學生同

意「學校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

品德」。 

 根據持份者問卷，87.5%教師同

意「學校積極幫助學生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 

 硬筆書法比賽、「感恩卡」比

賽及「感謝信」寫作比賽的得

獎作品已上載到學校網頁及於

校內壁報展示；作文佳作已在

開放日展示。根據老師觀察，

學生透過互相觀摩，建立欣賞

文化，提升成就感。 

 根據本年度 APASO Ⅲ「學生：

心理健康」中的「滿足感（學

校）」這副量表的數據，本校

平均值高於全港學校平均值(本

校 Q- 值 112，全 港平均值

100)，表示學生得到不同的展

示機會，從而獲得滿足感。 

 



仰、感恩、

希望) 

1.2 1.2給予機會，鼓勵學生分享他 

們的「正向成就」。 

 
-與圖書科合作，學生閱讀有關
「仁愛」、「正義」和「超越」 
 的圖書或新聞後，分享實踐相 
 關美德的經歷。P1至 P3以小冊 
 子形式作分享，P4至 P6則以影 
 片形式作分享。 
 
-P1-2進行繪本教學，主題配合 
 六大美德中的「仁愛」和「超
越」。透過戲劇習式，培育學生
「社交智慧」、「仁慈」和「感
恩」的品格強項。 
 
-P4設計繪本教學，主題配合 
 六大美德中的「超越」及「仁
愛」。透過閱讀策略及戲劇習
式，培育學生「感恩」、「希
望」和「仁慈」的品格強項。 
 

 從 P1-3「仁義感恩伴我行」小

冊子及 P4-6 的學生影片，可見

學生能選取及閱讀與「仁愛」、

「正義」、「超越」相關的實體

圖書、電子圖書或新聞作主題

作分享，並能簡介相關內容及

實踐美德的方法。 

 於 P1《豬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

友》中，學生能於工作紙上寫

出跟不同朋友可以進行的活

動，可見他們知道如何與同儕

相處，老師表示學生之間的關

係較之前和睦。 

 於 P1《朱家故事》中，不少學

生於家務紀錄表中紀錄了自己

每天都有分擔家務，部分學生

比之前主動或多做家務。透過

家長的話，可見家長欣賞子女

的於做家務的付出及進步。 

 P2《霸王龍》中，學生能於感

謝卡上表達謝意，部分能力較

強的學生寫出較具體的內容，

可見他們能感恩。 

 P2《不要命的死神》中，學生

製作了結局創作小圖書，大部

分學生能於故事中表達友情的

可貴，但亦有個別學生僅僅改

寫了故事結局，讓作品顯得平

淡。學生在犯錯後能主動道歉

的情況有所改善，表示責任感

也有所提升。 

 P4 進行了《市場街最後一站》

的繪本教學，學生在心意卡上

寫下對同學的鼓勵或建議。不



同能力的學生都能給予正面的

支持，甚至能力稍遜的學生也

能針對同學面對的不如意事

情，寫出簡單的鼓勵語句。這

顯示學生之間的感恩和關愛文

化已經形成。 

 

反思及來年展望： 

1. 繼續透過校本及科組的活動，增加課堂內外展示機會，以強化學生正向價值觀。 

2.繪本教學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來年將配合國安教育，P1-3推展「當古典文學遇上繪本」。 

 

 

 

 

 

 

 

 

 

 

 

 

 

 

 

 

 

 

 

 

 

 

 

 



2.2 回應關注事項二：持續發展混合式學習，善用電子資源，展示學生自學成果。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成就及檢討 

1.持續發展

電子學

習，加強

學生自學

能力，展

示學生自

學成果。 

 

1.1善用混合式學習中的自主學

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模式，提升學 

教效能。(持續) 

 

(1) 讓學生能進一步熟習和善

用資訊科技進行自主學習，

如課前預習、課堂學習及延

伸活動。 

 

(2)科任共同設計教學，讓學生

能進一步展示「自主學習」

的五個元素，包括:「設定

目標」、「自我規劃」、

「自我監控」、「自我評

價」和「自我修訂」。 

 

 

● APASO「獨立學習能力」

的「學術探究」這副量

表的數據中，平均值高

於全港常模(學生能主動

學習)。 

● 持份者問卷顯示，75%學

生和教師同意「教學觀

感」，包括：學習方

法，如課前預習、運用

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

資源等。/課堂上安排學

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

和口頭報告等。 

● 持份者問卷顯示，學生

同意「學習觀感」比去

年有提升，包括：學習

方法，如課前預習、運

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

上資源等。/課堂上安排

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

論和口頭報告等。 

● 教師能依教學設計表要

求設計有關教學內容，

讓學生能展示自主學習

元素。 

 

● 持份者問

卷 

● APASO 

● 觀課表 

● 共同備課

紀錄表 

● 教學設計

表 

 全

年 

 根據本年度 APASOⅢ中「共通能

力」的「主動」這副量表的數據

中，本校平均值高於全港學校平

均值(本校Q-值103，全港平均值

100)，表示學生能主動學習。 

 根據持份者問卷，分別有 83.7%

學生和 97.9%教師同意「教學觀

感」，包括：學習方法，如課前

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

上資源等。 

 根據持份者問卷，分別有 76.5%

學生和 91.7%教師同意「教學觀

感」，包括：課堂上安排學習活

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

等。這表示教師需安排更多相關

學習活動及多元學習經歷。 

 根據持份者問卷顯示，約 63.6%

學生同意「學習觀感」比去年

(77.1%)下降，包括：學習方

法，如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

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 

 P1-5 已完成全年不少於 4 次

Blended Learning 教學設計，P6

則 已 完 成 全 年 不 少 於 2 次

Blended Learning教學設計，共

同備課紀錄內已顯示相關內容。 

從自主學習@Blended Learning 

教學設計表可見，能依教學設計

表要求設計有關教學內容，讓學

生能展示自主學習元素。本科主

要 運 用 預 習 短 片 、 Padlet 、



Mentimeter 、 Google Form 

Wordwall、Nearpod 及 Kahoot 作

課前預習、課中學習，以提升學

習興趣、課堂的互動性及即時回

饋;另多以 Padlet、Classkick 及

拍影片等讓學生作課後延伸。部

分相關設計及課業已於課程及科

務會議中分享，如六年級的閱讀

策略，學生於 GC 觀看預習短片及

完成切分句群的任務，於課堂上

運用 Classkick 讓學生分組找出

中心句，並寫成段意，教師利用

電子學習工具增強課堂互動性及

即時回饋，提升學與教效能。 

2.持續推展

STEAM 課

程，提升

探究及自

學能力。 

2.3本科或跨科加入 STEAM元 
    素，以配合校本 STEAM課

程發展。 
 
-跟常識科合作，於 P3進行 
 ，學生養殖豐年蝦後，寫一 
 篇文章記述當中的經過和感 
 想（反思/教訓）。 
 
-配合常識科 STEAM課程的匯 
 報，於 P1-6教授口頭報告 
 技巧，促進學生的匯報能 
 力。 
 

● 本年度 APASO中「對學

校態度」的「經歷」這

副量表的平均值高於全

港常模。 

● 本年度 APASO中「獨立

學習能力」的「好奇」

這副量表的的平均值高

於全港常模。 

 

● APASO 

● 老師問卷 

● 老師觀察 

● 學生作品 

上學期  根據本年度 APASOⅢ中「共通能

力」的「喜歡挑戰」這副量表的

數據中，本校平均值與全港學校

平均值相同(本校Q-值100，全港

平均值同是 100)。 

 根據本年度 APASOⅢ中「共通能

力」的「主動」這副量表的數據

中，本校平均值高於全港學校平

均值(本校Q-值103，全港平均值

100)，表示學生能主動學習。 

 配合常識科飼養豐年蝦的進度，

中文科於 6 月進行相關寫作。大

部分學生都能於文章中記述飼養

豐年蝦的經歷及抒發個人感受，

可見學生對活動深感興趣，十分

難忘。 

 配合常識科 STEAM課程的匯報， 

中文科老師於課堂上向學生簡介

匯報內容，提醒學生以口語進行 



匯報，並需注意匯報時的態度、

聲量、語調及語速。 

3.營造良好

的閱讀環

境，繼續

推動校內

閱 讀 風

氣，以培

養學生成

為自主學

習 小 博

士。 

3.2繼續推行跨學科或組閱讀 
活動或計劃。 
 
-與圖書科合作，學生閱讀有關
「仁愛」、「正義」和「超
越」的圖書或新聞後，P1 至 P3
以小冊子形式作分享，P4 至 P6
則以影片形式作分享。 
 
-與圖書科合作，在 P1-3課堂內
介紹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
學生閱讀後作出分享；圖書科
亦會配合相關主題，於校內展
示相關內容，強化閱讀風氣。 
 
 

● 在持份者問卷(學生)中

「我經常在課餘閱讀課

外讀物，例如課外書及

報刊等。」的平均值有

所提升(>3.5) 。 

● 學生喜歡借閱老師推介

的圖書推介圖書的借閱

率比去年有所提升。 

● 圖書借閱

紀錄 

● 持份者問

卷 

● 老師觀察 

● 學生作品 

全年  在持份者問卷(學生)，「我經常

在課餘閱讀課外讀物，例如課外

書及報刊等。」的平均值有所提

升(>3.5)，學生平均值達 3.7。 

 根據APASO閱讀(非指定讀物)(Q-

值 101)，本校學生閱讀非指定

讀物的人數與香港其他學校的學

生相若。 

 根據 APASO 閱讀(休閒閱讀時間)

偏高(Q-值 106)，本校學生比香

港其他學校的學生花更多時間在

休閒閱讀上。 

 P1-6已於 11月、1月及 6月分別

選取及閱讀與「仁愛」、「正

義」、「感恩」相關的圖書或新

聞，作主題式分享（P1-3 學生完

成小冊子；P4-6 學生拍攝影片分

享內容。透過教師觀察，學生較

之前主動借閱或於網上搜尋配合

主題的實體圖書、電子圖書及新

聞。 

 本年與圖書科合作，配合課本內

的單元，在P1-3課堂內介紹與中

華文化相關的書籍，學生閱讀後

作出分享。P1、 P2、 P3主題分

別為「中國節日」、「古詩」及有

關智慧的「中國歷史人物故

事」。根據學校圖書借閱紀錄，

學生共借閱了 204 本與中華文化

相關的書籍，可見活動能提升學

生閱讀興趣。 

 根據教師問卷，任教 P1-P3 的教



師均同意學生願意分享中華文化

書籍。部分能力較佳的學生能夠

深入理解書籍內容並在分享中表

達感受。然而，較多學生的分享

內容流於表面，需要教師的指導

以提升其深度和質素。 

4.教師專業

發展，提

升課堂教

學效能，

有效促進

學生學

習。 

 

 

 

 

4.1 教師專業發展： 
 4.1.1參與教育局及大學的 

專業支援計劃，提升教 
師實施多元化教學的技 

      巧。 

 
-P5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的運用動

畫、編程、認知工具作為教學法

促進學科學習、自主學習和運算

思維發展:中國語文科與編程教

育，拓寬教師視野及提升教學效

能。 

 

-配合六大美德──「仁愛」、

「超越」，由專業支援帶領P4科

任老師設計繪本教學單元。 

 

● 教師能參與有關課程。 

● 教師能運用所學落實於

教學工作中。 

● 教師能於不同會議中分

享。 

 

● 課堂教學

影片 

● 共備紀錄 

● 中文科會

議紀錄 

全年 

全年 

 張永德博士帶領P4科任老師以繪

本《市場街最後一站》設計教學

單元。 

 全體中文科老師已於 27/10/2023

參與由張永德博士主講的中文繪

本工作坊。 

 P4 科任老師已於本年中文科第二

次大會及課程會議上分享教學設

計及學生課業。 

P5 配合電腦科進行香港教育大

學計劃──編程與創意寫作，計

劃配合編程學習寫作描寫文，當

中包含不少自學元素，有自學影

片，也能讓學生自我檢視學習進

度。本年因課時較為緊張，建議

來年剪裁內容，讓學生有更多的

時間掌握學習內容。 

 老師在中文科第二次大會議中，

分享自主學習的課堂或教學策

略。 

 在第二次會議，鄧騏俊老師分享

P4 繪本《市場街最後一站》的教

學單元；另黃麗妙老師分享P2感

謝卡寫作教學設計。 

 在課程會議，陳虹老師分享 P1

「擬人法」教學設計；張嘉明老

師及鄧騏俊老師分享 P4 繪本教

學；吳少媚主任分享P6議論文教

4.2 教學交流分享： 
  透過課程會議或分科會議等
進行專業交流及分享應用有
關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的心得。 

 
-安排老師於中文會議作教學 
 分享，並以學生為主導的課堂
或教學策略為重點 
 



學設計；鄭婉雯老師分享P6閱讀

策略教學設計。 

 專業交流能拓寬老師視野，啟發

新教學點子，從而提升教學效

能。 

 

反思及來年展望： 

1.繼續邀請老師於中文會議作專業分享，以提升教學效能；並舉辦專題工作坊，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2.加強跟圖書科合作，推行跨學科活動，並安排多元化的閱讀分享活動（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或多媒體展示），以推動閱讀風氣。   

 

 

 

 

 

 

 

 

 

 

 

 

 

 

 

 

 

 

 

 

 

 

 

 

 



2.3科本/科組發展：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成就及檢討 

1.提升學生 

  的說話能 

  力。 

1.1 教師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

動、課前預習及課業，提供更多

機會給學生作口頭分享、錄音及

錄影等，讓學生對口頭表達有信

心，並以完整句子、有條理地表

達。 

1.2 配合常識科 STEAM課程的匯 

 報，於 P1-6教授口頭報告 

 技巧，促進學生的匯報能 

 力。 

● 教師能運用多元化的課

堂活動、課前預習及課

業。 

● 學生在相關的學習活動

和課業中，表現自信，

能以完整句子、有條理

地表達。 

● 教師認同學生在相關的

學習活動和課業中，表

現自信，能以完整句

子、有條理地表達。 

 

● 老師觀察 

● 老師問卷 

● 學生作品 

 

全年  根據教師問卷，100%教師同意在

日常課堂運用多元化的課堂活

動、課前預習及課業。 

 透過學生作品（如「仁義感恩伴

我行」影片）以及老師對學生課

堂表現的觀察（如小組討論、角

色扮演、同儕互評等），可見學

生在口頭表達方面的自信心增

強。他們大致能夠使用完整句

子，較有條理地表達。部分能力

較強的學生能深入清晰表達外，

更能分析問題並提出具體例證。

然而，仍有學生在表達時顯得緊

張，顯示自信心仍有提升空間。 

 常識科老師表示，學生於 STEAM課

程的匯報中，大部分學生能清晰

地以口語進行匯報，但流暢度和

自信心仍有提升空間。部分程度

較好的學生展現出較強的口語能

力，能自信地使用完整句子。在

態度方面，部分學生在面對同學

時仍顯得緊張。學生大多能以適

當的聲量及語速匯報，但部分學

生語調變化較單一，未能強調出

重點。 

2.提升學生 

  對中華文 

  化的認 

  識，提升 

  語文素 

  養。 

2.1 認識文言經典，每級設一本
小冊子，學習文言經典內容， 
並請學生背誦古詩及以不同形式
演繹古詩，欣賞古詩文之美。 
 
2.2 與圖書科合作，在 P1-3 課堂
內介紹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
學生閱讀後作出分享；圖書科亦

● 學生能完成文言經典

冊。 

● 完成相關活動。 

● 學生積極參與相關活

動。 
 

 老師觀察 

 老師問卷 
全年  從影片可見，學生能背誦相關的

古詩文，部分學生會配合動作演

繹，表現積極、投入。 

 根據學校圖書借閱紀錄，圖書科

於 P1-3 課堂內介紹與中華文化相

關的書籍後，學生共借閱了 204



會配合相關主題，於校內展示相
關內容，強化閱讀風氣。 
 
2.3 與德公組合作，於 P4-6 進行
文化遊蹤，讓學生透過有趣的活
動認識中華文化。 
 
 

本相關的書籍，可見活動能提升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此外，學生以影片作分享，例：

P1 學生分享節日活動、P3 學生介

紹一位智慧的中國故代人物。老

師於課堂上播放影片時，學生專

心觀看，表現投入，並在老師指

引下作簡單回饋。 

 學生進行文化遊蹤時，表現雀

躍，過程中跟組員觀看不同中國

歷史人物的影片，然後完成多元

化的任務，例如選擇題、錄音、

拍短片等，不少學生完成後更重

玩，可見學生喜歡透過此活動認

識中華文化。 

 93.4%教師同意學生積極參與文化

遊蹤。 

 

反思及來年展望： 

1. 繼續安排多元化的活動及課業，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分享學習成果的，以提升其口語表達能力。 

2.為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來年申請參加賽馬會「看動畫‧讀名篇‧識古文學習計劃」。 

3.引入專家顧問，協助老師設計「當古典文學遇上繪本」校本課程，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文學的興趣。 

 

 

中文科 

23-24中文科財政預算： 

項目 預計支出 實際支出(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1. 中文科「一站式套裝」 600.00 550.00 

2. 購買參考書籍及教材/禮物 1500.00 106.40 

3. 粵語朗誦技巧工作坊、示範聲檔及模擬評審 5000.00 3625.00 

4. 「自信小主播」課程 13000.00 / 

5. 購買繪本 7000.00 2698.00 



6. 繪本校本計劃 20000.00 20000.00 

7. 「快樂學習中文字」課程 16000.00 14700.00 

總數: 63100.00   41,679.4 

 

註 1：中文科本學年預計支出$63100，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共支出$41,679.4，盈餘$21,420.6。 

 
 

工作計劃小組成員: 

工作計劃小組成員︰  

組長︰鄭婉雯、鄒卓穎 

組員：陳燕貞、吳少媚、關正勇、郭偉安、陳嘉頴、陳淑媚、季郁郁、鄧棋駿、吳嘉賢、張梅燕、張嘉明、陳虹、黃麗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