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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的目的和原則 

（一） 評核的目的 

1. 讓學生適切地知道自己的學習情況，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從而反思

自己的學習方向，為未來的學習訂下恰當的目標，提升學習效能。 

2. 通過收集學生學習的顯證，讓老師客觀地分析教學效能，及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

需要，不時檢視及修訂日常的課堂教學，協助學生訂立個人的學習目標，作出適

時及適切的回饋，使學生提升學習效能，並完善教學策略及課程。 

3.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及成效、在學習上的需要，為協助子女在學習上發揮

最大的潛能作出配合，並為子女訂下合理的期望。 

4. 學校適當地採用不同的評估模式，從而對學生在不同方面的知識、能力、價值觀

和態度，有更全面的了解，並且利用評核結果策劃學習的組織工作，例如分班、

分組、拔尖保底及評核的政策等，從而提升學習的成果，優化表現管理。 

（二） 評核的原則 

1. 評估必須配合課程目標。 

2. 評估內容必須能夠反映學生學習成效。 

3. 評核必須具持續性，包括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4. 評核必須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 

5. 評估能夠為回饋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有用的資料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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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階段學習成果的期望 

（一）第一學習階段學習成果的期望 

1. 認識基督信仰及宗教情操。 

2. 表現良好的品格，初步建立自信心及責任心，並培養自我反省的意識。 

3. 願意在團隊中遵從團隊的規則，並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 

4. 專注學習，有想像力及基本的創造能力。 

5. 認識訂定學習計劃的重要性。 

6. 有體育精神並愛護學校。 

7. 初步了解中國文化，學習中國的傳統智慧及學術文化。 

8. 讀、寫、聽、說等語文能力提高，能初步與人溝通。 

9. 掌握基礎的運算能力。 

10. 能夠分辨明顯的事實與意見，懂得訂定問題、作出推測，推斷出簡單但符合邏

輯的結論。 

11. 有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強健的體魄，身心健康。 

12. 對藝術有初步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13. 按照指導找出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  

（二）第二學習階段學習成果的期望 

1. 學習宗教情操，建立積極及正確的人生觀。 

2. 表現良好的品格，建立了自信心及責任心，具自省能力。 

3. 能夠積極參與討論及提問，樂於與別人交流意見，並反思不同意見。 

4. 有責任感、自律及主動學習的精神。 

5. 自愛自重、肯定自我價值有正面的自我形象。 

6. 專注學習，能獨立思考、分析，能訂定學習計劃，配合想像及創造能力，加強

學習的果效。 

7. 有體育精神、團隊合作精神，並愛護學校。 

8. 明白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義務，關心社會，能適應社會的轉變，成為一個愛

國愛港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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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了解中國文化，欣賞中國的優良傳統，有民族意識。 

10. 通過資訊科技，能提升個人的學習效能，並能自學，擴闊視野。 

11. 積極參與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發揮個人潛能，身心得以均衡發展。 

12. 讀、寫、聽、說等語文能力進一步提高，運用各種表達方法解釋意念，達到與

人溝通、協作的目的。 

13. 進一步掌握基礎的運算能力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的需要。 

14. 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問題，有客觀的科學精神，能夠分辨事實與意見、資料與證

據，就明顯的偏見、宣傳成分、缺漏和較為不明顯的謬論提出疑問。 

15. 有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強健的體魄，身心健康。 

16. 對藝術有一定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17. 根據所獲的支援及收集的意見，學習選擇及查驗所選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評核內容 

（一）學科成績 

1.  中文科：閱讀、寫作、默書、書法、聆聽、說話 

2.  English：General English, Dictation, Speaking, Listening, Penmanship, Writing, 

Reading 

3.  數學科：數、圖形與空間、度量、數據處理、代數 

4.  常識科：健康與生活、人與環境、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社會與公民、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5.  視藝科：創作過程、學習態度 

6.  音樂科：創作、聆聽、演奏 

7.  體育科：體育技能、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8.  普通話科：聆聽、說話、閱讀、拼寫 

9.  宗教科：知識、技能、態度 

10.  電腦科：知識、技能、態度 

11.  圖書科：閱讀技能、策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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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及行為表現 

學生能遵守學生守則所定的內容 

1. 勤學 

學生能保持良好的學習表現，如學生能依時繳交各科習作、認真完成功課、保持

功課整潔、準時上課、攜備上課應用的課本及用具、因應自己的能力勤於學習、

有良好的課堂學習表現、有良好的學業成績表現、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等。 

2. 操行 

學生能保持良好的行為表現，如愛護公物、保持校園清潔、謙恭有禮、誠實不欺、

友愛同學、尊敬師長、服從指導、熱心服務、保持整潔的儀容、平易近人、樂於

助人等。 

 

（三）評估準則 
 
1. 各科主導原則，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均依照學生表現評分轉化為以下六個

等級。 
 

分數等第對照表 

 等級 分數 

及
格
等
級 

A 90-100 

B 80-89 

C 70-79 

D 60-69 

E 50-59 

不
及
格
等
級 

F 0-49 

2. 學生的操行、勤學按學生表現轉化為以下等級。 

優  優- 良+  良  良- 中+  中  中-  可+  可  可-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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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保證 

老師必須按照擬卷指引、審卷指引及評卷指引進行既定的評卷程序。 

 

回饋 

（一） 目的 

1. 學生方面 

1.1 為學生提供明確的建議，讓學生能有所改善或鞏固所學。 

1.2 讓學生理解學習的目標，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2. 學校方面 

2.1 老師通過利用多元化及多角度的評核結果，為學生的學習診斷，修訂學習目

標、課程設計、課堂內容等。 

2.2 老師根據學生的評估表現，評鑑教學的成效，改善學與教策略。 

3. 家長方面 

3.1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表現和強弱項，從而協助子女提升學習效能。 

3.2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潛能，並對子女有合理的期望。 

 實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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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領域的回饋形式 

1. 學生方面  

1.1 課堂的回饋：老師通過課堂上的教學，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即時回饋，

同時調整教學策略。 

1.2 日常課業的回饋：通過給予評語（包括老師、家長、同儕等）、評量表及個人

的反思，為日常的課業、專題研習或學習歷程檔案等，作出回饋，改善學習

效能。 

1.3 考試的回饋：老師通過評鑑學生在考試卷上的表現，調整學習目標、教學策

略以及評估方法；並通過回饋工作紙向學生重溫學習難點，從而讓學生改善

學習上的弱點。 

1.4 科組學習活動的回饋：通過獎項、禮物、獎狀等回饋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

現。 

   1.5 課業及活動表現稍遜的輔助 

1.5.1 設中、英、數小組學習班。 

1.5.2 設中、英、數輔導班。 

1.5.3 設功課輔導班。 

1.5.4 以合作學習形式於課堂學習(按能力分組)，讓表現較佳的同學輔助較弱

的。 

1.5.5 設大哥哥及大姐姐計劃，讓四、五、六年級同學協助一、二、三年級較

弱的同學。 

1.5.6 專題研習亦以分組形式(按能力分組) 進行，每組由一位顧問老師定時指

導，表現稍遜的同學，亦可得到同學的輔助而有所改進。 

2. 學校方面 

2.1 校內及校外評核的回饋：科主任在科務會議中報告校內考試評鑑表及校外評

估的數據，協助老師反思並改善教學。 

3. 家長方面 

3.1 家長日：教師對學生在學校中學習的表現作出評價及建議，並蒐集家長對子

女學習表現的意見。 

3.1.1 每級設兩次家長日。第二次家長日，家長及學生可與教師就學生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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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況作面談，內容包括：學生的學習態度、上課情況及行為表現。

同時，亦可收到第二次考試的成績表。 

3.2 日常溝通：透過日常面談、電話聯絡、家課、學生手冊、小測成績、傑出學

生獎勵計劃卡、持續性評估等，作適時的回饋。 

3.2.1 讓家長了解子女學習的強弱項。 

3.2.2 家校合作的表現。 

3.2.3 讓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表現負責。 

 

 

（三） 學生行為的回饋形式 

1. 口頭回饋(讚賞、鼓勵、認同) 

1.1  提問(讓學生反思改善/解決問題的方法) 

1.2  指正(示範/建議學生怎樣做才可達到要求) 

2. 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自評問卷、評語、貼紙、印章、獎狀、積點、證書、評鑑表等

各種形式回饋。 

 

回饋後之跟進 

（一） 學習領域回饋後之跟進  

1. 透過學生於評核的表現(進展性及總結性)，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

援。 

1. 1   設中、英、數小組學習班(於課堂時段抽離)。 

1. 2   設中、英、數輔導班(於課前進行)。 

1. 3   設功課輔導班(於放學後進行)。 

1. 4 為有需要作學習調適的學生，設計個別學習計劃，讓輔導主任/教育心理

學家作個別跟進。   

1. 5   於課前或導修課時段，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作個別指導。 

2. 透過評核表現(進展性及總結性)，讓學生清晰明白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並給予

鼓勵。 

2.1 於周會、校內頒獎禮或畢業禮內，獲頒發獎學金、優異獎、進步獎、傑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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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獎等獎項，以表揚各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3. 透過評核表現(進展性及總結性)，讓家長清晰明白子女在學習上的強弱項，而作

出協助及跟進。 

3.1 於日常與老師面談、電話聯絡、家課、學生手冊、小測成績、傑出學生獎勵

計劃等，作適時的回饋跟進。 

3.2  有需要時給予轉介。 

（二） 學生行為回饋之跟進 

1. 表現理想的： 

1.1 口頭讚賞(即時讚賞、鼓勵、認同)。 

1.2 表揚學生(如於在周會表揚正面行為的學生，在瑪小獎賞存摺上蓋印，積點

在完成服務或比賽後登記在傑出學生獎勵卡等)。 

1.3 平日獎勵(派發小禮物、印章、書簽等)。 

2. 表現欠理想的： 

2.1 與學生訂立個人計劃。 

2.2 與家長、學生面談，使他們得知計劃內容從而作出配合。 

2.3 安排輔導主任跟進。 

2.4 定期與家長及科任老師溝通。 

2.5 鼓勵參與特定的講座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