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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及目標 

 

學校本著基督精神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除積極為幼兒創設一個富有童趣的學習環境外，

更努力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幼兒在德、智、體、群、美及靈方面得到全面的發展，奠下

終生學習的基礎。同時更致力協助幼兒發展其個人的潛能，使他們日後能成為一個懂得欣

賞自己、尊重別人、愛護社會的人。 

 

1.2 兒童情況 

 

學校本年度開辦 6班，共有兒童 180人；班級編制及兒童人數如下： 

班級 
上午班 下午班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高班 0 0 2 60 

低班 2 60 0 0 

幼兒班 1 30 1 30 

總數 3 90 3 90 

 

1.3 教職員情況 

 

(1) 教職員人數 

‧ 除校長外，機構共有 11 位全日教師、1 位兼職助教及 3 位非教學人員。 

 

(2) 教師(包括校長)的資歷及人數 

教師資歷 
本科碩士 
課程 

本科學士學位 
課程 

非本科學士 
課程 

幼稚園教育證
書課程 

人數 3 6 1 2 

% 25% 50% 8.3% 16.7% 

 

(3) 教學經驗 

教學經驗 0 – 3年 4 – 6年 7 年或以上 

人數 0 4 8 

% 0 33.3 % 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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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專業發展情況 

鄭儼娥校長 ‧ 於 2022-2023年度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校本

支援服務：培養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 參加由中西區校長聯會舉辦之講座：校園危機、投訴和

應對傳媒 ABC 

‧ 參加由香港大學舉辦之講座：香港大學非華語幼兒學習

中文 

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講座/工作坊/分享會如下： 

‧ 加強支援幼稚園的措施簡介會 【網上模式】 

‧ 優化幼兒評估促進學與教效能：多元化模式及策略 

‧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教師的專業∙專業的教

師」專業交流會暨「卓越教學節」啟動禮主環節 

‧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教師的專業‧專業的教

師」專業交流會暨「卓越教學節」啟動禮平行分享環節 

‧ 浙港幼稚園學習交流會——從安吉的實踐看遊戲學習 

郭家寶主任 ‧ 修畢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幼兒教育文學碩士學位」

課程  

‧ 於 2022-2023年度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校本

支援服務：培養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 參加由中西區校長聯會舉辦之講座：校園危機、投訴和

應對傳媒 ABC 

‧ 參加由協康會舉辦之課程：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

的進階課程 AF班 

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講座及分享會如下： 

‧ 追本溯源、感悟文化—二十四節氣與現今生活 

‧ 2022/23學年幼稚園校本支援服務年終經驗分享會 

衞可欣老師 ‧ 於 2022-2023年度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校本

支援服務：培養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 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網上自學課程：及早識別及處理懷

疑虐待兒童個案 

‧ 參加由香港大學舉辦之講座：香港大學非華語幼兒學習

中文 

‧ 參加由協康會舉辦之課程：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

的進階課程 AE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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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花老師 ‧ 於 2022-2023年度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校本

支援服務：培養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參加由協康會舉辦之課程如下： 

‧ 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的基礎課程 

‧ 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的進階課程 

賴美卿老師 ‧ 參加由青田教育基金會舉辦的網上講座：「朗讀的力量 

── 化無聲為有聲的表達藝術」 

‧ 參加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舉辦之分享會：培養幼兒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 

‧ 參加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舉辦之校本

分享會：差異分層與全校參與 - 非華語幼兒有效學習中

文 

陳嘉晞老師 ‧ 修畢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課程 

譚蘊靜老師 ‧ 修畢由香港大學舉辦的「教育碩士學位」課程 

古天恩老師 參加由教育局舉辦之講座如下： 

‧ 教育局—饒宗頤文化館「香港的前世今生」歷史文化講

座系列第三講︰「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與貢獻 

(從維新啟蒙、辛亥革命到共產黨人在香港)」 (新辦) 

‧ 優質教育基金 25 周年匯展暨教師專業交流月 2023開幕

暨頒獎典禮及主題講座 

‧ 優質教育基金 25 周年匯展暨教師專業交流月 2023 

(第一時段-分享環節 1) 

‧ 優質教育基金 25 周年匯展暨教師專業交流月 2023 

(第二時段-分享環節 2) 

‧ 優質教育基金 25 周年匯展暨教師專業交流月 2023 

(第三時段-分享環節 3) 

‧ 基金計劃展覽、基金主題網絡展覽及攤位遊戲(網上參觀) 

Ms. Kato Ryozuikei ‧ 修畢由香港大學舉辦的「教育碩士學位」課程 

教師發展日（一）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2 年 8 月 24日舉行之保護兒童教師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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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日（二）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2 年 10 月 29 日舉行之正向教育支持幼兒

價值觀發展 

教師發展日（三）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3 月 31日舉行之性格透視 & LEGO 

Serious Play 

教師發展日（四）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7 月 14日舉行之「認識非華語學童

之需要」教師培訓工作坊 

學校家長講座 

(網上) (一)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2 年 10 月 22 日舉行之認識幼兒情緒發

展，講員為吳芷嫣女士 

學校家長講座 

(網上) (二)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2 年 12 月 3日舉行之「9 個凝聚家庭之

道，建立良好家庭關係」家長講座 

學校家長講座 

(網上) (三)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2 月 25日舉行之「從遊戲中促進親

子關係」家長講座 

學校家長講座 

(網上) (四)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5 月 20日舉行之「夫婦同心．孩子

稱心」親職管教之道家長講座 

家長教師聯誼會 

PTA講座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2 年 12 月 2日舉行之學業與精神健康兩

者協得，講員為崔永豪醫生 

聖公會堂校社服 

發展日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5 月 30日舉行之主乃磐石‧教會為家 

幼稚園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 

全體教師參與於 2023 年 7 月 14日舉行之差異分層與全校參

與：非華語幼兒有效學習中文校本分享會 

 

1.4 管理及行政 

(1) 校董會成員及其職能 

‧ 校董會成員包括校監和 13 名校董。 

‧ 本校按法例設立校董會，負責監督和管理本幼稚園。校董會成員以義務方式擔任校

董，並藉著各人的專長和專業知識，參學校的管理。校董會每年舉行三次會議，檢

討幼稚園的日常運作和訂合適政策，配合社區發展，與時並進。 

‧ 校董會於 2023 年 3月成立幼稚園校董會小組，並於 2023年 6 月 20 日舉行等一次

幼稚園校董會小組會議。 

‧ 幼稚園的日常運作和行政，乃由幼稚園校長處理，並向幼稚園校監及校董會負責。

校長會列席校董會會議，在會議上須向校董會就學校的日常運作，並與教育、人事、

賬目及行政有關的事宜，提供資料；及就學校的改善措施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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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架構 

 

 

 

 

 

 

 

 

 

 

 

 

 

 

 

 

  

 

 

幼兒班 

級長：蔡明花 

教師：譚蘊靜 

助教：古天恩 

文員：杜翠翠 

兼職簿記員： 

黃宇霞 

校工：蔡美紅 

      趙燕玲 

英語老師： 

Ms. Kato Ryozuikei 

Ms. Christine Au   

(9 月至 1 月) /  

Ms. Evelyn Wong 

(2 月至 7 月) 

普通話老師：李雪梅 

校董會 

管浩鳴法政牧師(主席)、 

阮曾媛琪教授、張周白菡博士、何錢每豐女士、 

葉錦輝牧師、李天帆先生、莫綺文女士、 

吳頌恩小姐、石禮謙議員、故定旭教授、 

余穎怡女士、鄔秀琳女士、鍾詠雪女士、周維珠女士 

校監：周維珠 

校長：鄭儼娥 

低班 

級長：郭家寶(主任) 

教師：陳嘉晞 

兼職助教：何詠儀 

 

高班 

級長：衞可欣 

教師：賴美卿 

 

駐校社工：詹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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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校的安全與衞生設備及措施 

‧ 學校設有安全指引及危機處理指引，以助教職員處理緊急事故、兒童意外受傷及

傳染病蔓延等情況。 

‧ 全校均安裝自動防火感應器及煙霧系統。 

‧ 備有滅火筒、滅火喉。室內遊戲場均放置安全地墊，減低兒童跌傷危險。 

‧ 校務處及醫療室均設有急救箱；各課室則設有小型藥箱。 

‧ 定期由兩位持急救證書之教師負責檢查藥箱。 

‧ 定期檢查及維修各類設施，確保兒童安全。 

‧ 進行戶外活動學習前，教師先視察場地。於活動當天，帶備手提電話及家長緊急

聯絡資料以備不時之需。 

‧ 設有兒童請假記錄表、意外事件記錄表及健康記錄，以監察兒童健康狀況。 

‧ 教育局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健康校園津貼」，用作改善校內通

風系統。 

 

1.6 全年活動安排 

月份 班級 活動 

8 月 幼兒班家長 新學期家長會（實體） 

高班及低班家長 新學期家長會（網上舉行） 

幼兒班 新生適應日 

9 月 高、低及幼兒班 開學適應週 

高班家長 小一入學申請家長簡介會 

高、低及幼兒班 中秋節慶祝會 

10 月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學生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接種計劃(免費) ─  

注射式疫苗 (第一針) 

高、低及幼兒班家長 「認識幼兒情緒發展」家長講座(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上學期第一次家長會 (網上舉行) 

申請 2023-2024 年度

低及高班新生 

新生面見日(網上舉行) 

11 月 申請 2023-2024 年度

幼兒班新生 

新生面見日(網上舉行) 

12 月 高、低及幼兒班 聖誕節慶祝會 

高、低及幼兒班家長 家長教師聯誼會周年會員大會 

高、低及幼兒班家長 「9 個凝聚家庭之道，建立良好家庭關係」家長

講座(網上舉行) 

1 月 獲取錄 2023-2024年

度幼兒班新生 

新生註冊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學生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接種計劃(免費) ─  

注射式疫苗 (第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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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及幼兒班家長 上學期第二次家長會(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上學期散學禮 

高、低及幼兒班 農曆年慶祝會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家長 

「伴孩成長」- 幼兒情緒發展家長講座 

(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幼營喜動校園「健康生活小勇士」獎勵計劃 

2 月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學生及家長 

步行籌款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學生及家長 

親子遊戲日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家長 

「從遊戲中促進親子關係」家長講座(網上舉行) 

3 月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學生及家長 

親子旅行日 

高、低及幼兒班 復活節慶祝會 

5 月 高、低及幼兒班 「開心『果』月」大行動 

低班參加學生 「小一面試分享」家長講座(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參加家長 

「夫婦同心．孩子稱心」親職管教之道家長講

座 (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家長 

家長來校觀課(實體) 

6 月 高班 「小一適應分享」家長講座(網上舉行) 

高、低及幼兒班 

學生及家長 

畢業典禮 

高、低及幼兒班 中華文化周 

7 月 高班學生 畢業旅行 

高、低及幼兒班 下學期第三次家長會(實體) 

2023-2024學年度 

幼兒班新生家長 

新生註冊日 

高、低及幼兒班 

非華語幼兒及家長 

中華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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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開支摘要 

 

 

 

 

 

 

 

 

 

 

 

 

 

 

 

 

 

 

 

1.8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學生小一派位資料 
 

本年度共有 60 名高班學生，包括 2名男生及 58 名女生參加小一派位，其獲派學校資料

如下： 

於「自行分配學位」獲派本校小學的學生人數 23 

於「統一派位」獲派本校小學的學生人數 6 

獲派本校小學的候補學生人數 16 

升讀其他小學的學生人數 15 

升讀其他小學的學生人數百分比 25% (截止 31/8/2023) 

本幼稚園女生升讀本校小學的人數百分比 75% (截止 3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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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自我評估 

2.1 檢視本年度工作計劃的成效 

 

關注事項(一)目標：藉著價值觀教育，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工作計劃所運用的策略及工作 憑證： 

1. 藉著價值觀教育，培育幼兒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正面的態

度 

2. 提升教師設計及推動價值觀教育 

3. 推動家校合作，提升家長對價值觀教育的知識 

 

 

 

 

 

 

 

 

 

 

 

 

 

 

 

 

 

 

 

評述工作計劃的成效 

（一） 藉著價值觀教育，培育幼兒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正

面的態度 

1. 透過綜合模式的課程，幫助幼兒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2. 持續透過「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活

動，培養幼兒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有的一切，並建立積

極樂觀的態度，勇敢面對問題。 

3. 在教育局校本支援組的帶領下，各級組長與校長及高級

課程支援主任的共同備課及觀課，將相關的內容滲透入

主題單元的活動內容中，培育幼兒正確價值觀，效果理

想。 

 

（二） 提升教師設計及推動價值觀教育 

1. 透過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講座或研討

會…等，接受適當的培訓。 

2. 由三位級組長參與教育局到校專業支援服務「培養幼兒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3. 藉教育局支援組所研習的內容，加強全體教師對價值觀

教育基礎認識，設計多元學習經歷，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

觀和態度。 

4. 各級組長已修訂各級下學期進度，將切合幼兒能力及配

合主題單元的品德項目編寫入課程中，如幼兒班於《胡蘿

蔔火箭》主題中學習感謝幫助我們的人、低班於《建築師

傑克》主題中培養幼兒堅毅的精神，遇到困難時不輕易放

‧ 教務會議記錄 

‧ 學與教發展小組會議記錄 

‧ 管理與組織小組會議記錄 

‧ 自評策發小姐會議記錄 

‧ 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的支

援小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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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高班於《不是垃圾》主題中培養幼兒愛護環境的態

度，成效理想。幼兒能在課堂中或日常生活中展現出相關

的態度，甚至幼兒能將課堂所學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

教師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有效提升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期望來年可繼續將不同的品德項目滲透到各個主

題單元中。 

5. 教師透過與教育局校本支援高級課程支援主任研習所

得，於下年度推展中華文化周，三級幼兒能圍繞同一主

題：涼茶以進行較深入的探究，幼兒能有不同的感官刺

激，如觸摸及觀察菊花、夏枯草及金銀花等，品嚐菊花茶

等，以認識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識中華文化，加強幼

兒的國民身份認同。 

6. 教師認同中華文化周成效顯著，幼兒參與活動時投入、雀

躍，建議來年可繼續安排時間推行中華文化周，三級幼兒

共同圍繞同一主題進行活動，讓幼兒有混齡學習的機會

及提升校內對中華文化學習的濃厚氛圍。 

 

（三） 推動家校合作，提升家長對價值觀教育的知識 

1. 加強家校合作，透過學校通告及校訊、學校網站家長園

地、家長日、家教會活動、親子活動等，持續提升家長對

價值觀教育的價值觀、態度和知識。 

2. 校內網頁『家長園地』內資訊，能提供更多及最新有關幼

兒教育資訊專頁，以提升家長對價值觀教育認識。並鼓勵

家長支持、理解和配合，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攜手培育

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樹立意識 

組織學習理論：90%以上教師認同在教師發展日安排全體教

師參與正向教育支持幼兒價值觀發展能提升教師對價值觀

教育的認識及如何透過綜合模式的課程培育幼兒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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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評估制度： 

‧ 教師在主題評估中加入評估項目，評估幼兒對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的基本認知。 

‧ 教師在「我的小任務」加入家長回應部分，75%以上家

長認同幼兒能培養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生活態

度。 

60%以上家長認同透過「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主題活動，培養幼兒常存感恩之心，珍惜擁

有的一切，並建立積極樂觀的態度，勇敢面對問題。 

 

總結 

   關注事項的目標是提升幼兒認識正確價值觀教育，培育

幼兒懂得感恩珍惜，以積極樂觀正面的態度生活。透過教育

局校本支援組帶領校長、三位級長和教師進行的檢討及推動

校本課程發展和教學觀課等，全體教師均認同在參與支援組

的到校服務，認識價值觀教育的基礎，將相關的內容加入校

本課程之中。在課程中落實「認識、體會、體驗、反思」四

個層面規劃價值觀教育。而在規劃課程時，加入中華文化元

素，藉此讓幼兒從小認識和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家長透過主

題活動「我的小任務」課業及家長觀課日的家長講座中，加

深了解及認同學校的發展方向。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發展空間 

1. 校方可安排更多適合教師參與之講座及工作坊，讓教師學習及體會，設計綜合教育

活動時，如何更有效地加入價值觀及中華文化元素以加強設計學習活動內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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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目標：透過「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撥款計劃，推行與國民教育和國家安

全教育相關的學習活動 

工作計劃所運用的策略及工作 憑證： 

1. 「國民德育及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定期檢討並持續協助

學校策劃、協調及檢視本校課程的規劃和設計適切之活

動。與老師研習資料進行備課及課堂活動設計，協助及

提昇幼兒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公民意識、協

助幼兒認識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及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幫助他們初步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培養國民身份認

同。 

2. 透過「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活動，幫助幼兒認識香港

是國家的一部分及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3. 讓幼兒認識國旗及升國旗的禮儀。 

4. 讓幼兒懂得尊重國家、民族的文化、習慣和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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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工作計劃的成效 

（一） 透過推行與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學習

活動，加強幼兒的國民身份認同。 

1. 在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國慶日前，校長在早會及午

會和幼兒分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三周年慶祝的

大日子。校長藉著教育局「國民教育一站通」網上平

台的「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及區徽專頁」，介

紹國旗的規格。並播放學校升旗儀式示例，讓幼兒觀

看升旗儀式及學會在升掛國旗和奏唱國歌儀式時應有

禮儀。 

2. 學校於 2022-2023年度下學期在三級的主題中，各自

設計一本建立幼兒價值觀的校本繪本，製作校本學與

教資源，幼兒班《雷電波爾卡》：關愛、低班《小水滴

的神秘之旅》：珍惜用水、及高班《愛護動物小葵花鳳

頭鸚鵡》：尊重生命、其他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二） 提升教師對設計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

學習活動專業知識 

1. 透過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講座或研討

會…等，接受適當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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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教師推行對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之活動。 

 

（三） 推動家校合作，提升家長對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

教育相關的知識 

1. 加強家校合作，透過學校通告及校訊、學校網站家長園

地、家長日、家教會活動、親子活動等，持續提昇家長

對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知識。 

2. 而學校鼓勵家長支持、理解和配合，發揮家校合作的精

神，攜手促進幼兒加深認識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的

重要性。 

3. 新增校內網頁『家長園地』內資訊，能提供更多及最

新有關幼兒教育資訊專頁，以提升家長對國民教育和

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知識。 

4. 學校於十月一日國慶日、一月一日元旦日、七月一日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前安排全體師生在早、午會觀

看升旗儀式，並認識參與升旗儀式時需保持肅立，以學

習正確的禮儀。 

5. 學校選購與中國傳統節日相關的圖書，讓各級教師在課

堂中選用，亦放置於課室內的圖書角讓幼兒在自選活動

時間閱讀，以加深幼兒對不同中國傳統節日的認識及加

強國民身份認同。 

6. 各級教師在課堂中或在特定節日前後選用相關節日的

圖書，亦將節日圖書放置於課室內的圖書角讓幼兒在自

選活動時間閱讀，如：端午節等。節日圖書的插圖及設

計吸引，幼兒會主動拿取圖書來閱讀，而且對節日相關

的習俗感興趣，如吃糉子、划龍舟等，可見幼兒對不同

中國傳統節日有基本認識。 

 

評量結果 

建立評估制度：教師已於 2021-2022 主題評估中加入評估

項目，有助持續評估幼兒對國慶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日的基本認知。幼兒能透過綜合模式的課程，認識香港是

國家的一部分及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80%教師認同培訓能提升教師對設計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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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關的學習活動專業知識。推動教師成為反思型的課

程設計及實踐者。 

 

95%以上家長認同透過中華文化活動，加深幼兒對中華文

化的興趣及知識。 

總結 

透過「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撥款計劃，學校持續推行

與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相關之學習活動。幼兒從早、

午會中的新聞分享，讓幼兒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中

國的時事，關於大熊貓的生態、航天員的太空任務、救援

隊與及拯救犬在土耳其的救援行動等報導。幼兒對航天員、

熊貓飼養員、救援隊隊員及警務人員的新聞深感興趣，從

而培養幼兒的國民身份認同。三本校本繪本有助幼兒學習

遵守法規，愛護動物、尊重生命和他人、關心和同理心，

學習成為良好公民。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發展空間 

計劃在 2023-2024 學年持續發展家長教育，繼續推行多元化活動及中華文化工作坊，

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以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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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們的學與教 

評述工作成效 憑證： 

1. 學校參照《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的原則和發展方向重

點編擬校本課程。課程能涵蓋不同的學習範疇，內容全

面而均衡，而各級的教學進度以螺旋式發展，課程規劃

適切。教師參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簡易版）》的

資料，以修訂各級下學期進度，將切合幼兒能力及配合

主題單元的品德項目編寫入課程中，期望藉此培養幼

兒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2. 學校重視幼兒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教師會按幼兒的

生活經驗和發展特徵，商討主題學習內容，擬訂教學大

綱，並通過雙軸心課程包括繪本、音樂等元素來開展多

元化的活動，以配合幼兒的學習需要。 

3. 學校的日程編排均衡，安排活動動靜交替，為幼兒規劃

每天參與音樂、體能和自選活動的時間，亦有全班、小

組和個人的學習機會，促進他們的身心發展及建立自

主學習的能力。 

4. 學校能夠傳承多年來促進幼兒語文和藝術發展方面的

經驗，以主題故事和「音樂綜合活動」的形式推行課程，

教師一方面以音樂作為媒介，讓幼兒通過聆聽不同意

境的樂曲，了解音樂旋律所傳達的故事和訊息，感受靈

活多變的節奏，並籍著肢體律動發揮聯想力；另一方面

再運用故事繪本豐富的構圖和文字，仔細觀察和投入

學習中。課程由以往選材含較多西方的材料，現已加入

更多中華文化的元素，如音樂「月光光」、繪本《湯圓》

等等，課程的內容更見多元化及豐富。 

5. 學校成立不同的功能小組，教師在不同崗位如自評策

發、學與教、管理與組織、管理與組織、國民德育及公

民教育、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的支援等，各展所長，協

助學校更有效檢討及推行政策。 

6. 學校有妥善的課程統籌、監察和檢討機制，教學團隊清

晰知道課程發展工作的權責。管理層帶領級代表與班

任教師商討教學大綱和設計活動，在審閱教師教案期

間給予回饋。教師己建立反思的習慣，能專業地對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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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教學活動依照幼兒的表現作出反思。並會在完成

主題教學後，進行反思作為修訂課程內容的參考。管理

層發揮專業引領的角色，藉觀課了解教學推展的情況，

就教師的活動設計、環境創設和課堂管理等方面給予

意見，並通過會議，與他們分享教學技巧和心得。學校

落實「策劃─推行─評鑑」的自評理念，持續調整課程，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7. 學校校舍環境清幽，活動空間寛敞，教師致力設計多元

化和富有啟發性的學習環境，亦會認真規劃和佈置課

室，設立具不同特色的興趣角如圖書角、美藝角、建構

角、模擬角、傾心角等，讓幼兒在不同學習區角內透過

探索和親身體驗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學習基本知

識和生活技能。更藉不同的遊戲活動，發揮幼兒的創意

及在同儕互動中提升社交技巧。幼兒與同伴於模擬角

扮演吃團年飯，認識不同賀年菜餚的寓意，或扮演年宵

攤位店主及客人等，體驗參與年宵活動的樂趣。幼兒在

美藝角運用多元化材料製作各種生肖的圖工和揮春。 

8. 課程規劃已包括透過故事、角色扮演、圖畫、兒歌等活

動，以及閱讀有關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品德教育等的

繪本或圖書，幫助學生認識傳統節日、音樂、藝術，感

受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逐步建立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基礎。 

9. 幼兒通過不同模式的遊戲，加深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及

增進與同伴的互動交流。教師運用具操作元素的遊戲

促進幼兒班幼兒的小手肌發展。 

10. 教師因應幼兒的體能發展設計合適的活動，靈活運用

室內和戶外活動場地，配合不同的器材和教具，與幼兒

進行多元化的體能活動。幼兒發揮創意設計他們喜歡

的循環遊戲，進行個人或合作遊戲。教師從中細心觀察

幼兒大肌肉協調能力，適時協助及指導有需要的幼兒。 

11. 教師善用實物、圖卡、遊戲等輔助教學，有效吸引幼兒

的專注，也令幼兒在互動中彼此學習。教師能運用合適

的提問技巧引領幼兒思考，給予他們充足的回應機會，

同時尊重他們的想法。 

12. 教師關注幼兒的學習多樣性，引導幼兒從遊戲中表達

‧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 校本課程制定基制 

‧ 各級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各班時間表 

‧ 活動計劃記錄表/手冊 

‧ 教務會議記錄 

‧ 學與教發展小組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主題教學評估記錄 

‧ 全年教學總評估記錄 

‧ 作品、課業 

‧ 兒童發展評估記錄 

‧ 同儕觀課記錄 

‧ 教師問卷   

‧ 教師觀察記錄 

‧ 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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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抒發情感，有耐性地處理他們的情緒，並根據他們的

需要和能力，運用個別照顧、語言提示，或參與幼兒遊

戲等策略作介入，使幼兒繼續他們的遊戲或萌生新的

遊戲。 

13. 教師每天會於總結時段和幼兒清晰地提示及回顧學習

活動及重點，有助幼兒鞏固所學之內容。 

14. 幼兒班教師設計「親子樂」課業，讓幼兒班幼兒於家中

在家人的協作下，完成一些小任務或遊戲。各級教師設

計校本「我的小任務」課業，幼兒班以「我是小農夫」、

配合價值觀教育元素，低班以「關愛之路」、及高班以

「環保小先鋒」，讓幼兒從主題中與家長一起完成與主

題相關之小任務。家長大都認同和支持學校課業的安

排，能有效幫助幼兒在家開展學習和應用所學的內容，

並培養幼兒的正面價值觀。 

15. 教師擬訂評估項目及準則，持續觀察幼兒的表現，對應

教學目標客觀地對幼兒作出評估。評估內容包括兒童

發展的項目，有助教師和家長跟進幼兒在不同年齡階

段的成長和進度。學校記錄幼兒的學習片段，描述並分

析他們在活動中的對話和行為，亦蒐集幼兒的圖工作

品，佐證幼兒的成長。學校定期總結幼兒的表現，教師

整合和分析不同方面的評估資料，並能與家長分享幼

兒的發展特徵。學校亦參考幼兒評估資料來修訂課程

內容和調整支援幼兒的策略，能回饋課程的設計和照

顧幼兒的多樣性。 

16. 本校一直致力培育幼兒情緒智能的發展，教師及駐校

社工定期通過會議，了解各級幼兒整體及個別需要，從

而設計適切的校本情緒課程及使用由香港教育大學

「3Es 情+社同行計劃」，並由駐校社工推展與低班及

高班幼兒以故事及遊戲方式，讓幼兒認識如何處理及

表達情感及教導幼兒提升社交情緒能力的發展。於上

學期 10 月至 12 月期間推展校本情緒課程，讓低班幼

兒辨識不同的情緒及需要，進而思考提供幫忙的方法。 

17. 駐校社工於下學期為高班幼兒提供「情緒小跳豆」的課

程，於模擬小一階段為幼兒升小適應作準備，為各班提

‧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 校本課程制定基制 

‧ 各級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各班時間表 

‧ 活動計劃記錄表/手冊 

‧ 教務會議記錄 

‧ 學與教發展小組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主題教學評估記錄 

‧ 全年教學總評估記錄 

‧ 作品、課業 

‧ 兒童發展評估記錄 

‧ 同儕觀課記錄 

‧ 教師問卷   

‧ 教師觀察記錄 

‧ 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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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三節課堂，向高班幼兒預告升小的轉變、鼓勵幼兒分

享對升小的想法及情緒，以及運用「抒緩情緒‧五指心

法」來處理不同升小的情境，成效滿意。 

18. 學校運用政府給予的閱讀津貼豐富校內的閱讀資源，

購買圖書給予幼兒，且向幼兒班的家長推介富趣味、與

幼兒生活經驗相關的優質圖書並提供輕鬆的親子共讀

方法，藉此改變家長就伴讀時只針對幼兒認識詞彙或

句式的要求。大部份幼兒都能專注聆聽成人(包括父母、

教師)朗讀或講說故事，且會主動翻閱圖書，反映能有

效幫助幼兒建立閱讀的習慣。 

19. 學校重視幼兒的品德發展，團隊且對目標一致，能細心

部署及推行有關策略，有效地協助幼兒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本學年繼續透過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了「我

的行動承諾 -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計劃。藉老師設

計的活動，讓幼兒學習感恩珍惜和積極樂觀的態度。 

20. 學校安排於 2023 年 7 月 10 日舉行學生講座，邀

請布偶劇團以生動有趣的型式，帶出故事主題：孔融讓

梨。幼兒從故事中學習懂得遵守公序良俗，從而認識中

國文化。布偶劇團與幼兒講解布偶的背景由來、製作過

程、由古至今的運用。幼兒從故事中認識布袋偶，幼兒

在本校禮堂能近距離接觸布袋公仔，和布偶劇團成員

以布袋偶互動，幼兒們都十分投入，感到十分有趣。 

21. 學校透過製作高班校本繪本：愛護動物小葵花鳳頭鸚

鵡，讓幼兒學習尊重生命及其他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發展空間  

1. 配合高班幼兒的發展需要，調整幼小銜接活動及課業內容。 

2. 2023-2024 學年參與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安排的專業學習社群，加強自由遊戲中的

探索元素及運用多元策略，照顧幼兒的多樣性。 

3. 因應質素評核報告中建議，檢視自選及主題學習活動之安排，並作出適當的調適，

以進一步提升幼兒自選區角活動的學習效能。 

‧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 校本課程制定基制 

‧ 各級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各班時間表 

‧ 活動計劃記錄表/手冊 

‧ 教務會議記錄 

‧ 學與教發展小組會議記錄 

‧ 各級課程大綱及每日教

案、反思 

‧ 主題教學評估記錄 

‧ 全年教學總評估記錄 

‧ 作品、課業 

‧ 兒童發展評估記錄 

‧ 同儕觀課記錄 

‧ 教師問卷   

‧ 教師觀察記錄 

‧ 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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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們對兒童和教師的支援 

評述工作成效 憑證： 

1. 學校關愛幼兒，尊重幼兒的多元需要。學校亦能善用社

會資源，為有不同背景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支援，如本

學年繼續參加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舉辦的「愛‧孩子」

計劃而獲提供註校社工服務，支援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

庭。同時學校除備有清晰的辨識和轉介機制外，亦採用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舉辦的「愛童行」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協助教師提供專業意見和培訓、按幼兒的學習需要

度身訂造訓練計劃和為有關家長提供支援，有效達成學

校、家庭、社區共同攜手支援有需要的兒童的目標。 

‧ 校務會議記錄 

‧ 與外界機構合作記錄 

‧ 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的支

援會議記錄 

‧ 駐校社工記錄表 

 

 

 

 

‧ 校刊 

‧ 通告 

‧ 《偕同》刊物 

‧ 家長問卷 

 

 

 

 

 

 

 

2. 學校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又將學校計劃、課程資料

和幼兒活動相片等上戴至學校網頁，幫助家長認識學校

的理念和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學校更能善用校內、外

資源為家長提供講座，提高他們的親職效能及與幼兒情

緒發展有關主題，促進家長對幼兒情緒發展的認識及提

升回應幼兒情緒的能力，以促進正向家庭關係。家長講

座記錄如下： 

2022年 10 月：「認識幼兒情緒發展」 

2022年 11 月：「9個凝聚家庭之道，建立良好家庭 

關係」 

2023年 1 月：「伴孩成長」 

2023年 2 月：「從遊戲中促進親子關係」 

2023年 5 月：「夫婦同心．孩子稱心」親職管教之道 

3. 學校會定期派發校刊、通告等，讓持份者知悉學校的最

新動態，更藉聖公會福利協會出版的電子版《偕同》月

刊，讓家長認識子女在不同階段成長的需要，進一步掌

握有關教養孩子的技巧。學校能得到家長的認同和支持，

有效攜手推動學校持續的發展。 

4. 學校與中、小學互為相連，關係密切，能共用中、小學

的設施和場地，如禮堂和操場等，讓幼稚園的教學資源

更豐富，有助各類活動的開展，幼兒對學校整體環境熟

悉，使他們有如生活在一個互助互愛的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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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為升讀小一的幼兒及家長提供多項支援，如舉辦

「升小一家長簡介會」，向家長講解小一入學及選校資

料、介紹小學的學習情況，又舉辦網上小一適應分享會

和派發《童‧長大》升小一家長錦囊，同時推行小一模擬

課堂活動，讓幼兒了解小學的學習模式。並安排高班幼

兒參觀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有效為高班幼兒作

好升讀小一的準備。 

‧ 通告 

‧ 幼小銜接記錄 

‧ 家長問卷 

‧ 《童‧長大》升小一家長錦

囊刊物 

 

6. 管理層與教職員關係融洽，教師對學校有歸屬感，定期

安排會議商討課程內容，能共同努力提升教學質素，實

踐學校的辦學理念，營造學習型團隊的氛圍，推動學校

向前邁進。學校非常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為他們提供

相關資訊，鼓勵他們按興趣和教學需要規劃個人的培訓

目標。學校又會配合校本課程的方向和工作計劃，為教

師組織講座和工作坊，提升他們推行課程支援幼兒的能

力。管理層重視教師對培訓活動的回饋，與他們共同檢

討活動成效，促進團隊的專業交流和成長。 

‧ 管理與組織小組會議記錄 

‧ 教職員進修培訓記錄 

7. 家長教師會能發揮家校溝通橋樑的作用，不但會就學校

的發展提出建議，更積極協助校方籌辦多樣化的家長教

育活動，如於 2022年 12 月 2 日邀請講員崔永豪醫生於

2022-2023 年度會員周年大會擔任主講嘉賓進行專題講

座，講座題目為「學業與精神健康兩者協得」；統籌幼

稚園及小學部家長捐贈校服予有需要之幼兒。家長教師

會能成功凝聚家長力量，大部份家長樂意擔任義工，熱

心參與推動學校發展，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的工作。 

‧ 家長教師聯誼會會議記錄 

‧ 家長教師聯誼會舉辦活動

記錄 

8. 學校與外界機構保持良好關係，歡迎本港教育工作人士

到校參觀，有效促進彼此學習交流。 

‧ 校務會議記錄 

9. 學校能善用社區資源，如參加衞生署舉辦的「開心果

月」，讓幼兒建立健康飲食及持續吃水果的良好習慣；參

‧ 學校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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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幼營喜動校園「健康生活小勇士」獎勵計劃讓幼兒建

立健康生活的良好習慣；分別邀請由貓爸媽親子學院舉

辦中華文化布偶劇，演釋中國著名品德故事《孔融讓梨》

和《司馬光砸缸》；學校還邀請惜食堂安排講座，透過影

片和互動問答遊戲，讓幼兒了解「分享」及「關愛」的

重要性，認識食物浪費、環保、飢餓與貧窮問題，藉此

啟發幼兒實踐珍惜食物及關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培

育他們成為具責任感的世界公民。 

10. 本校尊重多元文化及種族，為支援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

幼兒及家長。首先本校為非華語幼兒家長提供中英文版

的入學申請表，同時也接納家長讓認識中文的親友陪同

幼兒面試及翻譯。此外，本校為非華語幼兒簡單翻譯學

習內容，因應個別幼兒的需要及能力而調整學習目標及

內容。支援非華語學童學習需要，讓他們能循序漸進地

在華語語境的環境下學習，並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讓

非華語幼兒透過遊戲課程學習中文。此外，本學年學校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四日邀請非華語家長到校參加文化

共融活動，並安排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馮振輝講

師主講「有趣學中文」家長講座及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

四日為教師提供「認識非華語學童之需要」教師培訓工

作坊，藉此提升教師對非華語學童需要的認識。 

 

 

 

 

 

 

 

 

‧ 校務會議記錄 

‧ 通告 

‧ 家長問卷 

‧ 支援非華語學童資助計劃

記錄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發展空間 

1. 2023-2024學年參與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安排的專業學習社群，運用多元策略，照顧

幼兒的多樣性。加深教師了解幼兒不同多樣性的學習需要，提升調適課程的能力，營

造融和的學習氣氛，提供合適的跟進及支援，讓幼兒各展所長。 

2. 持續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舉辦的「愛童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協助教師提供專

業意見和培訓、按幼兒的學習需要度身訂造訓練計劃和為有關家長提供支援，有效

達成學校、家庭、社區共同攜手支援有需要的兒童的目標。 

3. 為家長提供合適的講座及工作坊，發展校本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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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發展計劃 

3.1 探討持續發展的工作 

未來的重點工作 發展基礎 機遇/挑戰 

藉著遊戲策略，培

育幼兒品德發展，

認識中華文化 

‧ 參考 2022-2023 學年教育局

校本支援組所研習的內容，

設計對有關價值觀教育的多

元學習經歷，加強教職員對

價值觀教育，培育幼兒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 

 

‧ 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組專業

學習社群，提升教師加強自

由遊戲中的探索元素及運用

多元策略，照顧幼兒的多樣

性 

 

‧ 持續發展校本自由遊戲課

程，提升幼兒主動參與自由

遊戲的動機，並提供家長工

作坊及講座 

 

‧ 透過中華文化校本學習活

動，讓幼兒及家長初步認識

中華文化 

‧ 加強規劃有系統的價值觀

教育課程、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培育幼兒正面價值觀、

態度和行為，並幫助幼兒初

步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培

養國民身份認同。 

 

‧ 建立教師以自由遊戲為教

學策略的概念，提升教師配

合課程目標及內容，設計、

帶領及反思。為幼兒提供自

由探索學習的機會，引發幼

兒的探索精神及發揮創意 

 

‧ 本校獲教育局校本支援組

邀請擔任 2023-2024學年校

本支援服務 – 專業學習社

群「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其

中一所領航學校，全年將參

與 6 次研習活動 

 

‧ 教師能與其他幼稚園教師

共同組成學習社群，以促進

聯校協作、分享經驗和資

源。通過共同探討不同的教

育議題、協作規劃和落實最

新的課程 

 

‧ 學校設計合適幼兒及家長

的自由遊戲親子活動、工

作坊及中華文化活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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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家長一起參與，從

而讓家長了解及認識遊戲

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及 

認識中華文化 

 

3.2 關注事項 

1. 藉著遊戲策略，培育幼兒品德發展，認識中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