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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195上課日以及新的課程計劃表時，

由於本校過往已基本符合，故實際調整不大。

而在實施每週不少於150分鐘的體育活動方面，

我校在每週的體育課外，主要是以課間操、眼保

健操的方式進行，但發現效果均有待改善。課間

操方面，由於學生一般穿�校服（非學校運動

服）進行，故做某些動作時會有所不便，特別

是女同學穿裙進行，也不太合適，因而目前正思

考校服制度上如何能有所突破；而課間操、眼保

健操對學生而言也較沉悶、枯燥，故未來希望可

以加入一些舞蹈操等，增加趣味。在兩節課間為

學生安排休息時間上，我校過往已基本符合，但

隨�《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即將頒佈實

施，《教師雜誌》從本期起，將陸續邀

請不同學校的教學人員，從不同角度分享學校在

推動課程改革的一些經驗。

青洲小學從2011/2012學年起，先後參與

幼兒教育階段、小學教育階段的“課程先導計

劃”，在校內率先實施《正規教育課程框架》

（以下簡稱《課框》）的相關內容，包括︰學年

上課日數調整至不少於195日、幼兒及小學教育

階段新的課程計劃（科目設置及課時規定）、

兩節課之間安排休息時間、在小學教育階段將

餘暇活動納入常規課程、為學生提供每週不少

於150分鐘的體育活動等。

本期《教師雜誌》很高興邀請到青洲小學

張捷校長，為我們分享在校內推動課程改革的

寶貴經驗。

張校長，可否與我們分享學校在實
施《課框》時的一些經驗？特別是
為學校帶來的影響。
張校長︰首先，在實施《課框》的過程中，我

校發現《課框》十分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不

僅是智育，還包括對視覺藝術、體育的培養鍛

鍊，這方向學校是十分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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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課間操可以在操場上進行，故將原有的“大

小息”時間稍作調整，以配合操場的使用；而休

息時間的管理上，主要由學生風紀、值日老師、

各級班主任負責。

我校在 2008年已為小學學生提供餘暇活動，

當時屬自由參加性質；至2009年，除小部分學

生由於家庭因素申請豁免外，全體小學生須參加

餘暇活動，且已建立評核制度，學生參加餘暇活

動的評核結果也納入成績表內。對學生參加餘暇

活動的評核內容，包括︰出席情況、態度表現、

掌握技能三方面，以等第方式，如︰A、B⋯。

故此，在實施《課框》時，有關餘暇活動的規

定並不困難，只是按日常課程要求一樣，學生

必須參加、記錄出席情況及進行評核。而我校

的餘暇活動導師，主要由學校老師擔任，學校

老師有自由選擇擔任與否的權利，當老師選

擇擔任餘暇活動導師時，會有額外報酬，且

不在《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

架》（以下簡稱《私框》）所指的每週36小時

工作時間內，是獨立的制度；而少部分的校外

導師主要由老師推介，一般較少與校外機構、

總會合辦，主因是限制會較多。

學校在實施《課框》時，主要做
了哪些準備工作？有何困難及解
決方法？
張校長︰若要說困難處，恐怕是在先導計劃期

間，由於現行的課程法令仍需要遵守，因而在

設計學校課程計劃時，既要按現行法令，又需

配合新的《課框》，故彈性有限。這情況相信

在《課框》正式實施時便不會出現。此外，在

安排科目課節及為老師“排課”上，剛好《私

框》、拋節指引等政策的出台，學校需要兼顧

的情況較多，這是負責教務行政的人員最需要

小心處理的。幸好經協調後已得到解決。

而在小學實施《課框》初期，由於學校整年

教學日數未有大改變，但每週課時卻有所減少，

總體而言學年的總課時較過往是減少的，這對

教師的教學確實帶來挑戰。考慮到過往的教學

內容相對豐富，在新課時下，教學內容有必要

進行調整，如刪減不必要或重複的內容，減少

用於複習或鞏固的時間，調整教學方法，從而

提升教學效率，加上在先導計劃進行時還需要

配合相關的“基本學力要求”，因而教師需要

在課程內容上加以分析及優化。

整體而言，在實施新的課程時，學校行政領

導主要針對課程編排、管理等方面，而教師則關

注具體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

作為校長，您認為應如何領導學
校進行課程改革？當中有哪些值
得關注的問題？有沒有具體可行
的方法步驟？
張校長︰要領導學校進行課程改革，必須要讓

學校全體人員對改革有所共識，同心協力。以

我校為例，當學校需要推行新的課程或教學政

策時，會先與教學機關的主管人員溝通，讓大

家對政策的推行有所了解，共同探討可能遇到

的困難，人力資源、財政資源或其他方面應如

何配合，在充分醞釀後形成推行改革的具體計

劃。之後，會通過與各科組長的聯席會議，讓

各科組長對改革計劃有充分的討論，並將計劃

轉化為各項執行措施，並作分工；同時也會在

校務會議內與全體老師共同探討課程改革的理

念、方向，以及社會動向等，加強教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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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識。此外，有需要時也會聘請校外專家

為老師進行培訓。

最後，針對課程改革的成效，也需要有相關

的評估機制。目前，我校的評估主要有︰一、學

生的學習成果，任何課程與教學改革都是為了學

生，學生的學習表現、學習動機是否有所提升是

十分重要的；二、教師教學，了解教師在實施新

的課程或教學上是否存在困難，是否對他們的教

學有所幫助；三、觀課，從而具體了解課堂教與

學的模式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教研活動

者到校進行校本培訓，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專

家學者更駐校進行實務性質的支援，與老師一起

共同設計、實施、評估新的教學。

如何推動教師進行課程改革？如何
提升教師的課程發展意識？
張校長︰根據教青局的《學校運作指南》，學

校有需要建立教研制度，促進課程與教學的發

展。個人認為，要建立同儕備課的教研制度仍

需一段較長時間，因而不妨先從建立“觀課”

文化開始，通過同儕間的觀課，讓教師反思自

己的教學，習慣開放課堂，讓同儕一起對教學

進行探討。而“觀課”的目的，不在於指出老

師的缺點或不足，而應�眼於提升老師的教學

能力。通過觀察教師在“觀課”期間的表現，

可以了解教師對課程發展的意願及能力，從而

提供相關的支援、培訓。

以過往學校曾推行合作學習為例，除了在校

內成立專責的教研組負責外，更邀請相關專家學

學校在推行新的課程或教學改革
時，如何讓家長知悉並認同，作
為學校校長，如何讓家長配合學
校的課程發展？
張校長︰學校的任何政策都需要家長的支持。為

此，我校成立了家長會，定期進行溝通會面，藉

此向家長報告學校情況、宣傳新政策，同時爭取

支持；但是，目前家長會所發揮的聯繫、凝聚不

同家長的作用仍不大，故此我校更通過校內舉行

的不同活動，如︰開放日、生日會、每年兩次的

家長講座活動等，向家長宣導學校的新政策、

方向。特別一提，學校每年為家長舉辦的兩次

講座活動，其內容以切合學校發展方向需要為

主，以便家長對學校的發展有較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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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校每週均有升旗禮活動，家長也

可參加，而活動安排有校長或其他學校人員的講話

時間，藉以針對學校政策、措施進行講解。而對於

重要及影響較大的政策措施，學校更會向家長發

出正式通知，內容包括政策措施的理據、解說、

新安排的具體內容等，務求所有家長都能知悉及

支持。多年來，我校也建立起家長入園的氛圍，

歡迎家長到校與班主任、學校領導等直接進行

溝通，從而使校政獲得家長的支持並順利推行。

後記
課程改革需要學校全體人員、家長的積極配

合。張校長深深明白這一道理，特別強調學校

不同持分者的“參與”，發揮好校長對教師工

作的支持作用。由校長與教師共同推動的課程

改革，才可以有效及持久。相信，隨�校長、

教師的課程專業水平不斷提升，在學校推動課

程改革已不再是“洪水猛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