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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會康樂中學 

2024-2027 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關注事項 (一)：培養學生掌握自學技巧，提升學生高階思維及解難能力，促進自主學習 

上一個三年學校發展計劃中(21-24)的第一個關注事項：「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學與教效能」，推行得十分成功，學生

已掌握「每日必做四件事」︰預習、製作筆記、做功課、溫習。學校可以再進深讓學生掌握自學技巧，並提升學生高

階思維及解難能力。根據外評報告，學校須繼續完善照顧學生多樣性的課堂學與教策略及優化學校 STEAM 教育的規

劃。上周期中，「根據學校報告數據(HKDSE)，分析題目難度，按學生能力分配題目」及「製作分層工作紙」這兩項

策略已定為恆常化項目。  

 

目標 策略大綱 
推行時間 

24-25 25-26 26-27 

1. 學生能學會自學，學

習效能得以提升 

1a.  透過「自主模式」的教學，協助學生積極主動學習 

1b.  透過學習平台(PowerLesson2 及 Microsoft Teams)，增加學生課堂

 以外的學習時間 

1c.  推行 BYOD 及運用軟件，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1d.  建立學生作品的平台，培養學生互相學習和互相欣賞的文化 

1e.  學校須繼續完善照顧學生多樣性的課堂學與教策略，透過觀課/同

 儕觀課/評課，聚焦探討有關「教學過程(六大部分)」中其中兩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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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學習氣氛及課堂互動 (分組) 

ii)  提問技巧 

1f.  加强教師的專業培訓 

 

 

 

 

 

 

 

 

 

2. 透過 STREAM 相關

學習活動，學生的創

造力 / 創新思維

(Creativity 

/Innovativeness)、協

作(Collaboration)及解

決問題能力(Problem 

solving skills)得以提

升 

2a.  各科組在課程中加入 STREAM 的學習元素，學生的創造力 / 創

 新思維(Creativity /Innovativeness)、協作(Collaboration)及解決問題

 能力(Problem solving skills)得以提升 

2b.  加强教師的專業培訓 

 

 

 

 

 

 

 

 

 

 

 

 

 

 

 

 

 

 

 

 

 

 

 

3. 透過人工智能(AI)，

學生和教師在教與學

的效能得以提升 

 

3a.  透過人工智能(AI)，學生在學習知識、培養技能、激發興趣、自主

 學習和學習分析等各個方面得以提升 

3b.  透過人工智能(AI)，教師在傳授知識、分析數據、激發興趣、自主

 學習和教學效率等各個方面得以提升 

3c.  加强教師對人工智能(AI)的專業培訓 

3d.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及人工智能(AI)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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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推展核心價值教育，培養學生樂觀積極的態度 

價值觀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通過各學習領域 / 學科課程的學與教，以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

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方能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學校可培育學生十二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誠信」、「仁愛」（於 2023 年 12 月優化）、「守法」、「同理心」、「勤勞」（於 2021 年 11 月加入）、「團結」和「孝親」

（於 2023 年 12 月加入），作為推動價值觀教育的方向。 

 

目標 策略大綱 
推行時間 

24-25 25-26 26-27 

1. 學生的抗逆力及精神

健康得以提升 

 

1a.  學生能透過講座及科部組學校活動，裝備學生以樂觀、正面和積

 極的態度面對逆境 [預防] (附件 1) 

1b.  學生從老師、社工及外間機構得到支援和協助 [支援] 

1c.  推展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興趣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學生能培育出十二種

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 

2a.  優化各級價值觀教育培育重點 (附件 2) 

2b.  把十二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與聖經元素相互結合 (附件 2、 

 附件 3) 

2c.  按學生需要，訂立不同重點的全校主題 

    「堅毅、勤勞、(忍耐、節制)」(2024-2025) - 個人 

    「尊重、同理心、(仁愛、溫柔)」(2025-2026) - 家社 

    「承擔、責任感、(信實、和平)」(2026-2027) - 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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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三)：加深認識國家安全，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因應社會的關注，上一個三年學校發展計劃中 (21-24)的第三年(23-24)加入了第三個關注事項：「認識國家安全，提升

國民身份認同，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透過各科/部/組全方位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國家

發展的認識及增強歸屬感，提升國民身份認同。由於只施行了一年，因此有需要進深和有系統地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透過「家」、「校」、「社」、「國」四個層面，提升學生、家長、社區認識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目標 策略大綱 
推行時間 

24-25 25-26 26-27 

1. 學生、家長、社區認識

國家安全的重要，提

升國民身份認同，成

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1a. 「家」： 

 透過親子活動及講座，讓本校學生和家長認識祖國的發展，

 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感 

1b. 「校」： 

 各科/部/組教授有關國家安全教育之課題並推行相關之學習活

 動 

1c. 「社」： 

 透過學生服務，讓學生向社區傳達國家安全、國民身份認同及

 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的訊息 

1d. 「國」： 

 學生透過內地交流團，認識祖國的發展，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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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What is Positive Education and the PERMAH Model? 
 

https://www.bangkokprep.ac.th/wp-content/uploads/What-is-Positive-Education-PERMAH-1.pdf 

 

 
 

 

https://www.bangkokprep.ac.th/wp-content/uploads/What-is-Positive-Education-PERMAH-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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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級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重點 

價值觀和態度學 

(校本) 

與教育局相關十二個正確的價值觀和 

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 (配合教育局) 

聖靈果子 9 種素質 

(配合基督教教育) 

中一：認識自我、自律、歸屬感 守法、團結 喜樂、節制 

中二：自信、責任、尊重自己及別人 尊重他人、仁愛、同理心、孝親 仁愛、恩慈、溫柔 

中三：正義、勇氣 誠信、守法 良善 

中四：進取心  創作力 堅毅、勤勞 喜樂 

中五：承擔承傳、批判共欣賞 責任感、承擔精神、同理心 信實、和平 

中六：堅毅、接納多元 堅毅、勤勞、團結 忍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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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價值觀教育課程規劃表 

學年：  相關關注事項： 推展核心價值教育，培養學生樂觀積極的態度 學科／組別：  

 
培育學生的 
價值觀和態

度 
相關學習範疇 學習期望建議（包括態度和行為） 

推行策略 

課堂學習 全方位學習 實踐與服務 全校氛圍 

☐ 

☐ 

☐ 

☐ 

☐ 

☐ 

☐ 

☐ 

☐ 

☐ 

☐ 

☐ 

☐ 

☐ 

☐ 

☐ 

☐ 

堅毅 

尊重他人 

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 

誠信 

關愛 

守法 

同理心 

勤勞 

團結 

孝親 

 

 

 

 

☐ 

☐ 

☐ 

☐ 

☐ 

☐ 

☐ 

☐ 

☐ 

☐ 

☐ 

☐ 

☐ 

☐ 

☐ 

☐ 

☐ 

品德及倫理教育 

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憲法》及《基本法》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 

禁毒教育 

生命教育 

性教育 

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可持續發展教育 

人權教育 

誠信教育 

守法教育 

健康生活教育 

家庭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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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例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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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例子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