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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和使命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於 2000 年創辦，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直屬小學，與青年會中學是全港第一對一條龍學校。本校秉

承母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以耶穌基督的聖訓，施行「愛的教育」，啟導兒童：愛天

父、愛學校、愛家庭、愛鄰舍、愛社會、愛國家；以學生為本，致力「完人教育」，除培養學生良好品 德、高雅情操與豐富

學識外，更期望他們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烈的社會意識；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

命。 

施行方針 

對外聯繫辦學團體內各單位，對內開放渠道賦權與能；為學生及教師開拓豐富多彩的視野，增加正向積極的經歷，提供嘗試

機會及愉快的全方位學與教平台，逐步建立服務社區為主、中小幼聯緊密連繫的青小特色。 

青小信念及願景 3Ls 

LOVE & CARE 施行「愛的教育」，在上主為我們準備的場所發光發熱，竭力追求卓越 

LEARNING GROUP 建立「學習型社群」，以開放態度彼此協作擔待，攜手並肩邁往專業感長 

LIFE EDUCATION 致力「健康生命教育」，培育孩子身、心、社、智、靈五方面正向積極發展 

2022/23-2024/25 年度關注事項 

1. 提升學生靈活性、抗逆能力及勇於挑戰的精神

2. 透過「多向度」的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及自學能力，進入新世紀數碼世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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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三年發展計劃 (2022-2025) 

現況 

強項 

1. 學生品性純良、受教；學生資訊科技能力提升，P4-6 已全面BYOD，有

助應付及提升新常態學習模式的效能

2. 教職員團隊專業及各有專長，願意接受新事物，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團隊資訊科技能力提升，有助應付及提升新常態教學模式的效能

3. 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並能配合教育趨勢安排參與學與教的培訓，以改進

教學

4. 硬件配套足夠，近年引入不同有關學習的科技

5. 學校重視全人教育，學生均有不同平台發展

6. 與幼稚園及中學建立良好的溝通及協作伙伴關係，能為學生提供一站式教

育

7. 學校對外聯繫網絡廣闊，於上一周期建立的「情牽中華」及「寰宇教室」，為培

養國家及世界良好公民打好基礎

8. 大部份家長認同本校辦學理念，支持學校發展工作，有助推行各項課程

弱項 

1. 由於疫情的緣故，停課、網上課堂及半天上課等安排對學生、家庭及學校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學習方面，需要時間及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以

彌補滯後的進度，學生學習差異變得更大；由於缺少在學校與同學的互動，

學生的社交及溝通能力亦相對比較弱，關係容易疏離，致使自信心不足；

部分家庭於疫情期間也面對不少壓力，在家中亦容易產生衝突，影響學生

學習情緒

2. 使用電子工具學習猶如兩刃的刀，學生需要時間建立時間管理及自制能力

3. 部分學生缺乏家庭支援，生活經驗不足

4. 學生評估數據可以進一步善用

5. 學生閱讀興趣未夠濃厚

6. 教師團隊相對年青，仍須累積更多教學經驗

契機 

1. 半天上課讓學生多了做功課時間或進行不同活動

2. 社區內有不同資源及設施﹝例：濕地公園、水資源教育中心﹞，為學生提

供更廣泛的體驗學習機會

3. 母會為國際性的組織，支援學校安排不同的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學

校亦與青年會中學及幼稚園關係密切，可提供更多合作機會

4. 學校近十年的發展在區內外建立了口碑，學校收生人數穩定，加上區內

認同全人發展教育的家長數目增加，學校可把握機會建立各項課程特色，

吸引更多跨區的家長報讀本校

危機 

1.  適齡入學學生人數逐年下降、內地仍未通關及移民潮因素，區內競爭激

烈，將影響未來數年收生的穩定性及各級的學生人數，並會影響各科課程

發展進程

2.  疫情仍然反覆，因而仍有機會收緊防疫政策，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亦影響

各科課程編排(包括跨境班)



關注事項 1：提升學生靈活性、抗逆能力及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 時間表 

目標 預期成效 策略大綱 22/23 23/24 24/25 

培養學生靈

活性 

學生能從多角度進行思考和

學習 

1.各科在課程上加入多角度思考的教學策略/課堂活動 ✔ ✔ ✔ 

2.各科舉辦/參加能訓練及提升學生思維能力的活動 ✔ ✔ 

培養學生勇

於接受挑戰

的精神 

學生嘗試接受新任務/ 更有挑

戰性的任務，並重視學習過

程，懂反思，從而肯定自己，

提升成就感 

1. 安排學生參與不同類型活動，以培養學生不怕失敗，敢挑戰的態度和精神 ✔ ✔ ✔ 

2. 課程中加入分享/反思部分，鼓勵學生分享學習過程 (例子：成就、從錯誤/失敗中的學

習、欣賞自己/別人的努力、新的/對自己有用的學習策略、筆記等等)

✔ ✔ 

3. 加入任務/課業的選項，增加擁有感及動機完成課業 ✔ 

4. 安排及準備親子學習進程分享日，讓學生重視學習過程，肯定自己 ✔ ✔ ✔ 

通過基督化

的校園氛 

圍，讓學生

學習從信仰

角度正面面 

對困難 

學生能認識天父，在遇到逆境

時會交託祈禱，學習倚靠神 

1. 於早禱、P12 校本聖經課程及 P3-6 靈育課程，介紹有關堅毅的聖經人物和金句，讓學

生認識信仰，學習在困難中倚靠天父的供應

✔ ✔ ✔ 

2. 透過 P6MI「團契遊樂園」活動，讓六年級學生更深認識天父和教會，學習在升中適應

和學習壓力中交託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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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透過「多向度」的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及自學能力，進入新世紀數碼世界的學習 時間表 

目標 預期成效 策略大綱 22/23 23/24 24/25 

1. 加入多元化

教學策略及

「多向度」

的學習體驗

學生的參與度及學習成

效均有所提升 

1. 各科分別於三年內加入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

a. 動手做的體驗式學習(Learning By Doing)

b. 照顧學習多樣性(Catering for learning diversity)

c.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 ✔ ✔ 

活動，提高

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學習

效能

2. 教師參與主題課研(Lesson Study)，提升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的能力 ✔ 
中英數常 

1 級， 

1 課題 

✔ 
中英數常 

2 級， 

各 1 課題

術 

1 級 

1 課題 

✔ 
中英數常 

3 級， 

各 1 課題

術 

1 級 

1課題 

2. 加強自學方

法的培養，

提升學生自

主自律的學

習能力

學生能養成自主自律的

學習態度和習慣 

1. 舉辦工作坊、分享會及安排參與專業進修，以協助教師認識及理解自主學習理論及策略，

並作課程規劃

✔ 
掌握理論 

及策略 

✔ 
規劃課程 

✔ 
修訂規劃 

2. 各科訂立具體要求及策略，協助學生掌握自主學習技巧及培養自主自律的學習能力 ✔ 
訂定學習

目標、自

我規劃、

自我監控 

✔ 
自我評 

價、自我

修訂，並

主動尋求

更多自學 

內容 

3. 善用回饋，

提升學習效

能

學生學習成效能有所提

升 

1. 透過具體回饋(包括教師、同儕、家長口頭及書面回饋)，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改進學習表現 ✔ 
教師回饋 

✔ 
教師、同

儕回饋 

✔ 
教師、同

儕及家長 

回饋 

2. 善用各類評估數據(包括課堂活動間即時性、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各科定期收集顯證(包

括課堂觀察表現、檢視課業及檢視測考成績、引入新的學習平台以發展電腦化數據等)，檢

視及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完善教學策略及課程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P4 試

行電腦化 

數據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電腦

化數據 

✔ 
活動及測

考評估數

據、電腦

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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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翁惠思女士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2023-2024 年度 

培養國家及世界良好公民周年工作計劃 

背景：本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 2000年創立。由於辦學團體是國際性組織，創校以來，在辦學團體的鼓勵及支援下，透

過母會各部門及組織，如國際及內地事工部、Global-Y 網上海外義工服務、Uni-Y 等與世界各地聯繫，青小學生能有多元化機會放眼世界，並作跨

地域交流。另外，透過締結姊妹學校，學生也能參與內地及跨國學校的交流及學習，放眼世界及情牽中華。上一周期學校積極回應所訂立的關注事

項：「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培養學生成為國家及世界良好公民，建立與中華文化相關的課程，並已成為校本課程及恒常活動的一部

分。本年度開展新的三年發展週期，關注事項包括：(1) 提升學生靈活性、抗逆能力及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及 (2) 透過「多向度」的學習體驗，提

升學生的學習及自學能力，進入新世紀數碼世界的學習。此外，青小仍繼續關注學生的身心發展及提升學習能力，為將來的社會及國家培養人才。 

範疇 1：學校行政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專責小組  培養國家及世界良好公民各項工作計劃，執行及監察

納入學校行政小組工作範圍內，並於行政小組會議作

定期跟進 

檢視周年工作計劃及報告 

檢視會議記錄，並交校長

審閱 

全學年 副校長 

行政組 

2. 加強持份者的

溝通及協作

 學生層面：各科目均加入相關元素於課程及活動中 詳見以下範疇二及三之安排 

 教職員層面：透過校務會議和工作會議向教職員介紹

教育局相關資訊，並傳閱相關文件及通告 

教職員閲讀有關資訊後簽

名及檢視會議記錄 

校務會議 校長 

副校長 

 家長層面：透過家教會常務委員會議，向家長代表介

紹學校處理相關課題的行政方向 

檢視會議記錄 家教會會

議 

副校長 

 辦學團體層面：透過法團校董會及辦學團體行政會議

互相溝通，落實執行相關政策 

檢視會議記錄 校董會議 校長 

 公眾層面：配合教育局指引，於校網上載政策文件供

公眾閱覽 

檢視上載文件 九月 學校建設及 

資源組 

3. 其他檢討及監

察工作

 教師專業操守由行政組同工協助跟進，並按情況向校

董會匯報或作跟進討論 

檢視跟進紀錄(如有) 全學年 校長及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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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既定程序進行選書工作 檢視選書表格 
全學年 課程主任 

各科科主席 

 

 定期抽查及檢視校本小冊子及工作紙 檢視抽查紀錄 10 月、3 月 課程主任 

各科科主席 

 

4. 確保一個安全

有序的學習環

境及資源管理

(校內外) 

 檢示及修訂行政政策及程序 檢視行政程序及指引、教

師手冊及採購及合約文件 

9、12、6

月 

12 月、3 月 

副校長 

行政組 

 

 每年兩次盤點校產及教具，確保學校資產安全有序紀

錄，檢示與機構合作的外間資源 

抽檢紀錄 全學年 學校建設及 

資源組 

 

 透過教職員考績制度的執行，確保教職員專業的職責

中獲得最大的發揮空間 

 聘任園藝專責職員及外判清潔公司，確保有良好的學

習環境 

 定期進行環境巡查及檢查 CCTV，確保環境及設備安

全且運作正常 

抽檢紀錄 全學年 副校長 

行政組 

 

 
範疇 2：人事管理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5. 聘任時加入相

關的程序 

 聘任教職員，外聘導師及協作團體，需申明學校及辦

學團體政治中立的立場，並要求準僱員應保持政治中

立 

 新入職同事需閱讀相關守則(教師手冊) 

 根據教育局最新發出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指引，

查察及聘任教職員 

 

 

 

新入職同事會議匯報 

檢示聘任文件 

九月 副校長 

行政主任 

 

6. 危機小組  如果有本校持份者，當中包括教職員、家長或學生涉

及與國家安全及教育有關的事件，學校會按既定程成

立專責小組跟進事件，並把事件記錄在案，亦會按需

要諮詢專業意見及尋求支援 

檢視事件跟進記錄 全學年 校長 

副校長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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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3：教職員培訓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晉升 PSM及 SPSM前需依教育局指引的要求，參

與相關培訓 

 2023/24年起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按教育局要求須

於三年週期完成指定時數的核心培訓，當中包括「教

師專業角色、價值觀及操守」及「本地、國家及國際

教育議題」兩大範疇的專業發展課程/活動 

 推薦中層教師參與教育局舉辦相關議題的講座 

 鼓勵教師參與國民教育/國安教育核心及選修培訓，

並參與校外其他相關培訓 

檢視 e-service紀錄 全學年 副校長 

課程主任 

 

 
範疇 4：學與教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8. 培育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以能面

對未來生活上

的挑戰，成為

負責任、有承

擔的公民 

 各科在正規及非正規課程中加入「品德培養/公民責

任」的學習元素 

檢視周年計劃 

檢討會議及記錄 

檢視周年報告紀錄 

9月 

全學年 

課程主任 

科主席 

學生培育組 

 

 各科透過安排學生參加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培養

良好品德、資訊素養及公民素養 

科主席 

各範疇組長 

 

 在常識科及圖書課等加入資訊素養課程，培養「網絡

公民」的素質，負責任及合適地使用電子裝置 

課程主任 

科主席 

 

9. 建立學生對國

家 的認識及國

民身分的認

同，以能珍視

中華文化及關

心社會和國家 

 中文、普通話、常識及音樂科在正規課程中加入「國

民身分認同」的學習內容 

檢視教學進度表 全學年 課程主任 

科主席 

 

 透過安排學生參加校內、校外活動及比賽，增加對祖

國的認識及培養歸屬感 

檢討會議及記錄 

教師觀察 

檢視周年報告紀錄 

 

全學年 科主席 

各範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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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歌唱國歌和遵守唱國歌的禮儀 檢視音樂科進度表 9月 課程主任 

音樂科主席 

 認識及學習升旗禮儀 檢視常識科進度表 9月 課程主任 

常識科主席 

 訓練制服團隊參與升旗儀式和步操，提升隊員的自

信，發掘隊員的領導才能，及提升質素 

 於上課天的逢星期一及特別日子(如典禮)進行升旗禮

及奏唱國歌，以促進國民教育及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

的認同 

教師觀察 

檢討會議及記錄 

全學年 制服團隊－ 

幼童軍及 

基督少年軍 

領袖生 

10. 培育學生成為

具國家觀念、

香港情懷和國

際視野的青年

 各科在正規及非正規課程中加入「認識中華文化」的

學習元素 

檢視教學進度表 全學年 課程主任 

科主席 

 各科舉辦和參加各類與「認識中華文化」相關的活動

及比賽，以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檢視周年報告及活動檢討

紀錄 

教師觀察 

全學年 科主席 

各範疇組長 

11. 透過「寰宇教

室」舉辦交流

活動，促進不

同國家文化交

流，培養「世

界公民」質素

International here 

 安排德國交流生到校交流 

 參與各類與本地活動及比賽，讓學生在各範疇上互相

切磋交流 

 舉辦訪港交流活動，與兩岸姊妹學校進行交流 

International there 

 透過「寰宇教室」舉辦交流活動，促進兩岸多地文化

交流 

檢討會議及記錄 

檢視周年報告紀錄 

全學年 學生表現組 

科主席 

$180,000 

姊妹學校

計劃

$150,000 

全方位學

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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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5：學生訓導及支援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2. 透過不同預

防性工作及活

動，例如：課

程、級週會、

獎勵計劃及學

生成長活動建

立正向校園文

化 

 透過校本的健康生命課程、不同類型的班級經營活動

及班本獎勵計劃等向學生表明學校對他們品德及言行

的期望，讓學生懂得關愛、同理心、責任、守規等品

德及公民責任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學生培育組 

班主任 

駐校社工 

$92,000 

學生輔導服

務津貼 

 舉辦輔助小組及計劃，培養學生優良品格： 

✧ P3元子動歷計劃-同理心及學懂尊重他人 

✧ P4-6成長的天空計劃-抗逆能力 

✧ P5義工服務計劃-關愛、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學生培育組 

各專責小組 

/計劃帶隊

老師 

$51,000 

學生輔導服

務津貼 

 透過級週會及班級經營活動，向學生清楚表達學校對

校園欺凌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並解釋互相接

納、包容、和而不同為普世的正面價值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學生培育組  

13. 建立學生團

隊，加強德育

及國民教育 

 組織領袖生團隊及制服團隊如基督少年軍和童軍等加

強學生關愛、守法、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領袖生及制

服團隊領隊

老師 

$25,000學

生輔導服務

津貼 

14. 透過不同補救

性工作，培養

學生「成長思

維」 

 透過恆常訓輔工作例如「行為改善計劃」，引導學生

明白「承擔」及從「錯誤」中學習的重要性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班主任 

學生培育組 

駐校社工 

 

 透過持分者問卷、老師觀察及學生個案檢討，按學生

情況舉辦講座（學生或家長）/活動，以改善問題 

檢討會議及記錄 9-7月 學生培育組 

駐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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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6：家校合作 

策略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5. 建立家校合

作溝通渠道 

 組織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校方於家教會常務會議向家長解釋培養學生正確價值

觀的方法，從而讓家長在家配合學校的教育 

檢視會議記錄 9-6月 家長教師會委

員及校方代表 

 透過家教會常務會議的機會，向家長收集有關培養學

生關愛、同理心、責任、守規等品德、公民責任等意

見 

檢視會議記錄 9-6月

16. 促進家庭品

德培養、加深

中華文化的認

識、關心社區

的態度 

 舉辦親職講座，透過多元化的講題，提升家長在家培

養孩子品德情意的效能 

家長出席人次及

問卷調查 

9-6月 福音事工組 

駐校社工 

一筆過家長教

育津貼 

$145,000 

 舉辦「家校新春團圓暨中華文化日」活動，加強親子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檢討會議及記錄 1月 家長教師會 

中文科科主席 

家教會撥款 

$4,000 

校監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楊彼得律師 

校印 日期 ： 2023年 10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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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2/23

預算結餘

23/24

年度預算撥款
本年預算支出 預算結餘

政府津貼
EOEBG 非指定津貼
基線指標津貼 (Baseline) 一筆過支付以下項目 2,218,282.54 1,605,635.99 3,823,918.53

- 學校及班級津貼 (School & Class Grant) (300,000.00) (300,000.00)

- 升降機保養津貼 (75,000.00) (75,000.00)

-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02,000.00) (102,000.00)

- 綜合家具及設備-資產 (200,000.00) (200,000.00)

- 綜合家具及設備-維修 (200,000.00) (200,000.00)

- 行政津貼-增聘文書助理 (250,000.00) (250,000.00)

- R & D (399,500.00) (399,500.00)

- 學校夥伴 (180,000.00) (180,000.00)

小   計 2,218,282.54 1,605,635.99 (1,706,500.00) 2,117,418.53

EOEBG 指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Revised Adm Grant-職工薪金) 1,628,964.00 (1,628,964.00) 0.00

學校發展津貼 (CEG-非常額文員薪金) 815,216.00 (470,068.00) 345,148.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ITG) 551,697.00 (551,697.00) 0.00

空調設備津貼 350,000.00 (350,000.00) 0.00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津貼 (NAC) 10,000.00 (7,700.00) 2,300.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部份社工支出) 500,000.00 (482,000.00) 18,000.0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48,708.00 (145,336.00) 3,372.00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415.00 (3,500.00) 4,915.0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8,415.00 (3,500.00) 4,915.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2,596.00 0.00 52,596.00

小   計 4,074,011.00 (3,642,765.00) 431,246.00

EOEBG 合計 2,218,282.54 5,679,646.99 (5,349,265.00) 2,548,664.53

營辦津貼以外
學習支援津貼收入 (Learning Support Grant) 41,050.99 1,274,345.00 (1,239,863.60) 75,532.39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SBG) 132,780.37 153,000.00 (176,986.00) 108,794.37

額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津貼-費用 (NCS) 316,508.34 1,019,029.00 (1,126,500.00) 209,037.34

在校午膳津貼 0.00 500,000.00 (500,000.00) 0.00

香港學校戲劇節 6,759.63 0.00 0.00 6,759.63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0.00 190,000.00 (190,000.00) 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ITSS-IT員工薪金) 0.00 363,812.00 (363,810.00) 2.00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社工支出) 0.00 651,916.00 (651,916.00) 0.00

社工諮詢服務津貼 (社工支出) 0.00 138,716.00 (138,716.00) 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28,416.20 159,955.00 (163,000.00) 25,371.20

學校閱讀推廣 5,883.37 43,464.00 (46,000.00) 3,347.37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0.00 103,230.00 (103,230.00) 0.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160,629.66 946,697.00 (981,100.00) 126,226.66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SAS) 0.00 66,850.00 (66,783.00) 67.00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EO Grant) 0.00 573,524.00 (565,172.00) 8,352.00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8,768.70 0.00 0.00 8,768.70

一筆過家長教育津貼 200,000.00 0.00 (145,000.00) 55,000.00

小   計 900,797.26 6,184,538.00 (6,458,076.60) 627,258.66

薪金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合約教師) (TRG) 190,106.38 4,997,232.00 (3,101,115.00) 2,086,223.38

小   計 190,106.38 4,997,232.00 (3,101,115.00) 2,086,223.38

總額政府津貼 3,309,186.18 16,861,416.99 (14,908,456.60) 5,262,146.57

財務預算報告 (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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