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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1. 秉承天主教的辦學理想，通過全人教育宣揚福音精神。 

2. 以信德之光啟發學生，讓他們認識「愛與生命」的價值，從而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愛主愛人。 

3. 致力為學生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使他們能愉快及舒適地學習。 

4. 抱著有教無類的精神，透過德、智、體、群、美、靈的培育，使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貢 

 獻社會。 
 

【我們的學校】 

【校    訓】   榮主愛人、明道修身。 

【學校背景】 

 
本校屬於屋邨型校舍，位於荃灣梨木樹邨，是一所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之政府資助全日制小

學，創辦於一九七五年九月，迄今已歷三十載。由於要符合現代優質教育的需要，於一九九

七年進行校舍改善工程。九八年秋工程已告完成，在原校舍旁加建了一座八層高新翼校舍。 

 

本校設備完善，除有二十四個標準課室外，更設有多個特別室，包括環境教育資源中心、祈

禱室、中央圖書館、英語樂園、學生活動中心、電腦室、學生輔導室、會客室、教具室及教

職員室等。七樓禮堂設有舞台，可供進行禮儀及表演。所有課室均已安裝冷氣。此外，本校

的禮堂及操場可容納全校學生集會及進行各項學藝及體育活動。學校花圃，環境舒適，植物

種類繁多，可讓學生進行實地學習及園藝活動。為提高教學質素，二至六年級課室均設有電

腦、電視機，錄音機，投影屏幕，圖書櫃及儲物櫃；而部分課室更設置投影機。 

 

【學校管理】                        校董會架構 

 
 

.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 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畫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 26 

 學生人數                           【學生出席率】                         
級 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67 71 69 82 76 70 435 

女生人數 62 69 71 61 65 71 399 

學生總數 129 140 140 143 141 141 834 

【學位空缺率】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02/03 5. 1 0 0 0 1 

03/04 4 1 0 0 0 2 

04/05 4 1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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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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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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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發展】 

作為一所天主教學校，本校秉承基督的精神，以愛育人，讓學生在關愛中成長，

從而體會到「愛與生命」的價值。我們透過宗教課、生活教育課、成長課、全方位學

習活動及周會，向學生灌輸正面的價值觀。 

本校著重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早年參加教統局的種籽計畫，在中國語文課程內

加入文學元素，時至今日，文學教學已在我校中文課程內佔有一定的重要性；近年中

文組亦積極回應教統局的新課程指引，嘗試用單元的模式規劃課程。英文科方面，我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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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教師資訊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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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於 2003/2004 年度開始在幼聯的協作下，進行大規模的課程改革，放棄使用傳統的

教科書，而改用英文圖書進行教學，再配合多元語文活動及寫作活動，學生在英語學

習的接觸面大為擴展，對於英語學習的興趣亦大大提升；此外，為加強學生英語閱讀

策略的訓練，我校亦與教統局合作，進行 PLP-R 計畫，透過分享閱讀及小組閱讀指導，

學生掌握閱讀策略；我校亦非常重視學校與家庭的配合，因此設有家庭閱讀計畫，鼓

勵家長與子女共同閱讀，既可增進親子感情，亦可提升學生閱讀英語讀物的積極性。

令人鼓舞的是，2004/2005 年度小一及小二學生在 PLP-R 計畫中的前後期閱讀級別測

試中，有 97.8 %的學生的閱讀級別有所提升，平均上升了 2.9 級。 

我校亦重視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2004/2005 年度學校以創意迎三十為主題，除了

重點的計畫「多媒體藝術綜合學習」外，各個科組亦設計了一系列的教學活動提升學

生的創意，學生的作品都刊登在學生創作集-《童心‧意趣》；此外，為了使學生有機 

會表現個人的特長，提升他們的自信，學校舉辦了「創意迎三十綜合表演晚會」，當晚 

演出的學生超過 200 位，學生的演出亦大獲好評。 

       我們深信課堂教學對學生學習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全體教師均為邁向優質課 

堂教學而努力，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等方式作教學的交流，並引進校外的教

育機構進行協作，教師對這些專業發展的方式持正面及積極的態度，我們的教師群體

已漸漸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組織。 
 

中
文 

普
通
話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藝
術
教
育 

(

音
樂
及
視

覺
藝
術) 

電
腦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跨
學
科
課
程 

共
同
備
課 

協
作
教
學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一年級 
 

二年級 

種
籽
計
畫 

小
學
英
語
閱
讀 

計
畫 

英
語
教
學 

計
畫 

 

中
國
文
化

周
– 

農

曆
新
年 

外
籍
英
語
教
師 

計
畫 

三年級 

 

校
本
課

程-

度
量 

 

 

學
生
支
援
小
組 

四年級 
普
通
話

教
學
試

行
計
畫 

五年級 

課
程
調
適 

中
國
文
化
周 

– 

中
國
藝
術 

六年級 

 
趣
味
默
書 

 

 

語
音
教
學 

 

專
題
研
習 

科
技
及
科
學
教
育 

專

題
研
習 

多
媒
體
綜
合
藝
術
學
習
計
畫 

學
校
文
化
日
計
畫 

校
本
課

程
設
計 

學
習
評
估 

網
上
自
學
天
地(

各
科) 

 

各
科 

小
學
加
強
輔
導
計
畫 

 

【學校上課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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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閱讀習慣】 

  

主要關注事項【成就及反思】 
 

【關注事項一】：發展學生的創造力 

成就 
� 推行「多媒體綜合藝術學習計畫」，在藝術的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教師在藝術教學方面更多運用資訊科技，而學生亦能運用多媒體進行創作。約 25%學生
認為這單元讓他們有更多機會與同學分享和交流。在創作機會方面有 29%學生認為這個
單元增加了他們進行音樂創作的機會。根據課堂觀察，學生透過多媒體的學習，能提升
對藝術學習的興趣。 

� 97%的教師參加了「藝術綜合學習」的工作坊，97%的教師認為綜合藝術學習模式，對學
生學習有幫助；95%藝術領域教師參加了進階課程，教師認為藝術教育對學生、教師及教
學均有正面評價，並認為工作坊對日後教學具啟發性。 

� 透過進行綜合晚會及印製學生作品集，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表現
自己的才華，提升了學生的自信和對創作的興趣。 

反思 
� 「多媒體綜合藝術學習計畫」是一個跨學科的課程計畫，學生的創作不局限於一種藝術

形式，而是以跨藝術形式整合，涉及視藝及音樂科，在推行過程中，較大的問題是兩科
教師的默契，由於課程的設計著重兩種不同科目內容的交錯教學，因此時間的配合非常
重要。下年度再進行這些綜合藝術單元時，需要加強視藝科及音樂科教師的溝通。 

� 於推行「多媒體綜合藝術學習計畫」，教師在多媒體軟件運用的技巧上仍有待改進，下年
度會安排有關軟件培訓課程的進階，讓教師可更全面掌握軟件的應用。 

� 計畫本安排學生利用學習歷程檔案作反思，可惜進行的時間較短，學生所蒐集的資料較
為零散，下年度再嘗試使用這個方式時，需要作更全面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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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建立完善的學校自我評估機制 

成就 
� 就本年度教師持分者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去年評分較低的項目，「教職員的專業發展」及

「學生學習」均稍有提升，前者的平均分提升 0.03，後者為 0.02；教師對教學策略和技
巧的評分由 4.14 上升至 4.26。 

� 學生問卷涵蓋了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在各項目有 17-20%的增長，但「與
同學分享閱讀心得」方面仍是六個項目中表現較遜色的一項。 

� 本年度已完成體藝及圖書組的科組自評工作，表現例證的蒐集包括文件檢視、觀課紀錄
及問卷調查。 

� 學生於本年六月進行了「香港小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問卷調查，範圍包括學
習態度、自我概念、人際關係及價值觀。在「學習態度」、「學業自我概念」及「樣貌自
我概念」方面，學生與香港常模沒有明顯差異。 

� 至於德育及公民教育問卷則顯示 90%學生認為學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能提高他們的
德育及公民意識。 

 

反思 
� 從教師持分者問卷分析顯示，較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教師對學校領導層及中層管理人員的評

分有輕微下跌。 
� 本年度只進行了教師的持分者問卷調查，並沒有進行家長及學生的持分者問卷調查，日

後會每年度進行所有的持分者問卷調查，以確保能比較持分者對學校不同層面意見的改
變。 

� 科組自評的學生問卷調查於 7 月才進行，但整理數據及分析需時，未能確保建議的跟進
項目能涵蓋在下學年的科組計畫。因此建議於 5 月或 6 月初進行科組的學生問卷調查。 

� 「香港小學生情意及社交範疇表現指標」顯示學生的「人際關係及社交」較值得關注，
學校來年會加強這方面的培育。 

� 學校對自評仍處於一個摸索階段，在時間的掌握仍有待改進。 
 
【關注事項三】：配合課程改革方向，進行教師培訓 
成就 
� 本年度教師培訓的表現非常理想，每位教師的平均進修時數為 173.2 小時，遠遠超出原

定的目標 35 小時，亦較 2003/2004 年度增加了 72 小時，教師進修的積極性可見一斑。 
� 各科組亦就科組的需要，進行校本的教師專業發展項目，其中包括藝術學習領域、中文、

普通話、英文、常識、電腦科。 
� 全年有九個學科曾進行共同備課，94.6%的教師認為共同備課能提升專業知識和能力；

89.4%教師認為同儕觀課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 透過與校外專業團體協作發展校本的課程，教師均表示成效理想，平均 84.8%參與的教

師認為校外的專業團體協作能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和能力。 
反思 
� 本校進行教師培訓的形式不多，大多是工作坊及講座等，可考慮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

教師的協作及觀摩等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讓教師更有信心面對種種的課程改革。 
� 教師的專業發展不一定要邀請校外人士主講，學校的經驗教師更了解學校的狀況及教師

的能力，因此可嘗試由校內的教師主持教師發展活動。 
� 不少學科已進行共同備課，但教師反映在時間配合上遇到頗大困難，建議學校為一些常

設共同備課的課程在時間表內安排固定的共同備課時段。 
� 本年度亦鼓勵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但由於課堂時間難於配合，能進行同儕觀課的教師不

多，建議同儕觀課與共同備課掛鈎，教師於共同備課後，如時間表能配合，則可進行同
儕觀課，而每一共同備課會議必須配合一課後會議，交流進行教學時的心得及評估學生
的表現，以進一步改善教學設計及實際的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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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          958,620.80   

承上結餘(學校普通經費帳)          299,045.60   

承上結餘承上結餘承上結餘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    1,257,666.40 1,257,666.40 1,257,666.40 1,257,666.40       

I. 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行政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904,320.00          898,150.00  
    2. 學校及班級津貼         317,617.09           251,855.97  
    3.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32,568.00            24,580.60  
    4. 科目津貼(包括普通話津貼、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等)           10,757.00             2,685.20  
    5. 培訓津貼            6,094.00             3,000.00  
    6.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13,337.00           158,064.46  

    7. 其他津貼          178,850.00           117,396.59  

     (包括補充津貼、增補津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等)     

小結：       1,663,543.09      1,663,543.09      1,663,543.09      1,663,543.09     1,455,732.82  1,455,732.82  1,455,732.82  1,455,732.82     
  (乙) 特殊範疇     
    1. 有關學生支援津貼     
     (包括為新來港學童而設的校本支援計劃)          12,149.00           10,393.00  
    2. 有關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12,036.00           12,198.00  
    3. 學校發展津貼         509,183.00          535,818.57  
    4. 其他津貼                     -                           

-    
小結：        533,368.00        533,368.00        533,368.00        533,368.00             558,409.57         558,409.57         558,409.57         558,409.57     

 (2) 家具及設備津貼        153,456.00        153,456.00        153,456.00        153,456.00             118,954.60         118,954.60         118,954.60         118,954.60     
II. 學校普通經費帳學校普通經費帳學校普通經費帳學校普通經費帳 (一般津貼一般津貼一般津貼一般津貼)     
 (1) 租金、利息收入           21,082.45                         

-     (2) 捐款           74,613.60            41,486.70  
 (3) 籌款         154,485.50            43,484.90  
 (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包括空調電費)         200,340.00           165,598.64  

小結：          450,521.55          450,521.55          450,521.55          450,521.55             250,570.24         250,570.24         250,570.24         250,570.24     
2004 / 052004 / 052004 / 052004 / 05 年度總盈餘年度總盈餘年度總盈餘年度總盈餘                       2,800,888.64    2,800,888.64    2,800,888.64    2,800,888.64            2,383,667.23        2,383,667.23        2,383,667.23        2,383,667.23     
                  

2004 / 05 年度(政府帳)終結總盈餘         1,175,890.90    
2004 / 05 年度(學校普通經費帳)終結總盈餘           498,996.91    

2004 / 052004 / 052004 / 052004 / 05 年度終年度終年度終年度終((((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政府資助及學校普通經費帳))))結總盈餘結總盈餘結總盈餘結總盈餘            1,674,887.81         1,674,887.81         1,674,887.81         1,674,887.81       

   

【學生表現】 

2004 / 2005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校外比賽獲獎紀錄校外比賽獲獎紀錄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類別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獎項 
中文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五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散文獨誦（粵語）小學一年級女子組【母愛（節錄）】 
詩文集誦（粵語）小學三、四年級男女合誦【牡丹】【雷雨】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努力】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小狗讀報】 
散文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螞蟻過冬】 
詩詞獨誦（粵語）小學四年級女子組【最好的鞋】 
散文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下雨天、真好】 

 
冠軍、季軍 

季軍 
季軍、優良 
季軍、良好 

優良 
優良 
優良 

顧超文中學 荃葵青區小學數學競賽 優良 數學 

李賢堯中學 葵青區小學數學比賽 二等獎 

英文 牛津出版社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語說故事比賽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Primary 3 Girls【My House】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Primary 5 Girls【Two Sisters】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P.1 to P.2 Boys【The Mirror Man】 

Solo Verse Speaking（Non-Open）P.1 to P2 Girls【Undertable Land】 

良好 

優良 
優良 
優良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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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八屆荃灣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男甲及男丙 100 米 
 

第 2 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區小學校際七人足球賽 亞軍 

跆拳道聯會 全港跆拳道搏擊大賽 最佳選手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區小學校際排球賽(男子組)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荃灣區小學校際排球賽(女子組) 殿軍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四屆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第八名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
誦協會 
 
 

第 5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一級） 
鋼琴獨奏（二級） 
鋼琴獨奏（三級） 
鋼琴獨奏（四級） 
小提琴獨奏（一級） 
中國器樂獨奏 --- 琵琶、柳葉琴、二胡（初級組） 

 
良好 

優良、良好 
良好及優良 

優良 
良好及優良 

良好 
康文署及南洋商業
銀行 

2005 年香港花卉展覽： 
學童繪畫比賽 

 
高小組嘉許獎 

視覺
藝術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
會 

「好•鄰居」共建美好社區計劃： 
「守望相助梨木情」填色比賽 

優異 

香港教育學院 「常識百搭」專題設計比賽 優良獎 
康文署及南洋商業
銀行 

2005 年香港花卉展覽： 
盆栽種植比賽(非洲紫羅蘭) 

 
優異 

香港小童群益會美
孚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第三屆荃葵及深水埗區 
小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殿軍 
優異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全港電子明信片設計比賽 優異 

荃灣區防火安全委
員會 

防火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其他 
 

香港學校戲劇議會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舞台效
果、劇本演

繹、劇本創作   

【學生的體格發展】 

學生在體適能獎勵計劃中 4 項目 (屈膝仰臥起坐/坐地前伸/耐力跑/手握力) 所獲取總得分的平均分數 

 

 

 

 

 
 
 

【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1. 進行課程改革，提升學生語文水平 

2. 建立完善的學校自我評估機制 

3. 全面改善學習評估的策劃和推行 

4. 培育學生「盡責任、願承擔」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