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靈愛小學 24-25年度 

評估及家課政策 

《本校的評估政策》 

   「評估的最終目標必須是促進學生有效學習，誘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和好奇心，循序漸進

地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打好『學會學習』的基礎，為終生學習作好準備。」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分章 5.2》 

  本校善用「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兩種模式來搜集學生的學習顯證，並給予回

饋，以促進學生學習；總結性評估是在學期或學年終結時進行，以總結學生的學習表現或成

果。進展性評估是全年進行，目的是讓學生認識自己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並幫助他們不斷

改進，亦讓教師檢視和完善教學目標、教學計畫及教學策略等。                         

本校設有以下多元化的評估方式： 

一.「對學習的評估」-總結性評估 

一至四年級全年共兩次考試及一次測驗(一年級上學期以多元化評估代替考試)；           

五、六年級全年共三次考試。可避免在長假期後考試，又可以讓同學在假期內可以有

空間享受餘暇。 

   

 

 

以下是總結性評估的安排: 

 

1. 擬題老師及呈交程序由學校安排，所有題目兩年內不可與之前考試重複。 

2. 考試範圍會由同級科任商量決定，經科組長審閱及審核主任審核，再由校長最後簽核才

可付印試卷。 

3. 所有試卷除了標準答案外，亦會接受合理答案，但同級批改方式和標準要一致。 

4. 考核內容的比重會根據各科制定的考核要求擬題。 

5. 除呈分試的試外，所有試卷會派回給學生及要求家長簽署。 

6. 科任試後填寫考卷評估表，並根據整體表現，跟進學生的學習問題。 

 

二.「促進學習的評估」及「作為學習的評估」-進展性評估及多元化評估 

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在每一個單元/課題設有一至兩個進展性評估。此外，還會透過多

元化評估，例如不同模式的評估、多方參與及以不同策略評估質素等，促進學生學習。 



A 進展性評估安排: 

1. 就單元/課題的學習重點設計進展性評估。 

2. 評估設了四個學習表現指標「優異」、「良好」、「一般」和「仍須努力」，成績不會計算在  

成績表內。老師除了用分數及等第外，還會用評語給多學生具體的回饋。 

3. 科任須就學生的學習表現反思及提出建議，並記錄在反思紀錄表中(內聯網內)。 

4. 科任須根據學生評估的表現，了解和跟進學生的學習問題，並在每個學期作出整體性檢   

討，完善教學及調整策略，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B 多元化的評估: 

1. 不同模式的評估(例如專題研習、學習歷程檔案等)配合學習目標、學習成果和過程。 

2. 多方參與(例如學生自評、同懠互評、教師作評估/家長作評估)。 

3. 利用電子評估推動「作為學習的評估」分析學生在學習上的強弱和學習難點，提供適時

的回饋。 

4. 以不同策略評估學習的質素，提供適合學生能力及富挑戰性的評估。 

 

《本校的家課政策》 

   「計畫周詳而精心設計的家課，既幫助學生鞏固知識，探究問題，應用所學，同時可讓

學生學習承擔責任，建立自信及培養獨立學習的能力。優質的家課更能有效促進學生高層次

思維能力，又能激發他們訂立目標，追求卓越。」《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分章 8.4》 

                                                                        

一.家課的目的 

1. 家課是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有一個延展的學習。 

2. 讓學生預備未來課堂的學習工具。 

3. 讓學生更瞭解學習的問題，促進自學。 

4. 讓老師調整教學策略，促進學習效能。 

5. 讓家長更掌握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並能作出適時的支援。 

 

二.家課的設計：老師設計多元化的課業，為求質量的平衡，制定了以下的策略 

1. 完成課堂上所學的內容，如作業、書後的延伸練習等。 

2. 在知識的基礎上提供富趣味性的內容，如解難題、思考題、創意題等。 

3.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讓學生搜尋相關資料等。 

4. 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習慣，與不同科目進行跨課程閱讀及課外的延伸閱讀等。 

5. 培養學生的創造的能力，讓學生進行專題研習、STEAM等。 

6. 為照顧學生多樣性，設計不同的工作紙及活動。 

7. 家課的內容以鞏固學習為主，不主張大量抄寫和過度操練，減少內容重覆的課業。希望

能為學生創造空間，令學生全方位學習，從閱讀中學習，讓學生偷快學習。 

8. 採用不同類型與方式的家課，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通過提供饒富趣味和具挑戰性的

課業，例如實驗、調查，自由創作，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以及發展他們的獨立和

創造精神。 



9. 教導學生善用不同的學習資源，例如圖書館及其他社會資源、互聯網、電子學習平台

等，從而發展他們學會學習以至於獨立學習的能力。 

10.安排學生較熟悉的情境和主題，能把課堂所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連繫起來，有助於提升

他們的學習興趣。 

11.校本協調機制，適當協調各科在不同班別的課業分配，以免學生的家課過量及無意義及

機械式的抄寫。 

12.長假期安排自學任務《我的開心暑假篇》，讓學生善用假期充分休息及發展個人興趣。 

 

三.家課的跟進：每天完成課堂後都有課後延續的學習 

1. 老師會向學生解釋每份家課的目的、要求和建議完成的時間等。 

2. 老師會給予適當的家課數量，平衡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需要，為學生創造空間。 

3. 老師批改家課會給予等第和評語，並根據學生的表現給予讚賞和鼓勵。 

4. 如學生未有按時完成家課，班主任會先了解原因，沒有合理原因則視作欠交家課處理，

並記錄在手冊內。 

5. 如學生因能力或特殊情況未能完成家課，班主任會與家長了解情況，並會按需要轉介訓

導處或學校社工跟進。 

6. 老師會因應學生的特殊需要而提供功課調適的安排。 

7. 評估政策組定時檢討家課政策，收集不同人士(如家長)的意見，並適時作出修訂。 

8. 可參考各科組的家課準則和要求。 

 

四.一年級課業政策 

   課堂學習會多連繫學生的日常生活，安排小組協作、「動手做」等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讓小一新生逐漸適應和了解小學的學習模式和學習要求。 

 

1. 除了紙筆課業外，老師還設計多樣化的課業，以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 

2. 各科修訂學期初工作紙/課業，延遲及盡量減少抄寫，並以「圈出」、「連線」等方式為 

主，協助小一新生過渡適應期。 

科目 課業調適安排 

中文科 

1. 優化校本教材《漢語拼音》及《自學手冊》，提升小一學生的拼音及認字能力。 

2. 使用部分「為有讀寫困難的小學生提供加強支援-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的教材，並

優化校本教材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3. 修訂上學期工作紙，盡量減少抄寫，並以「圈出」、「連線」等方式為主，協助學生過渡適應期。 

英文科 
1. 以多元化課業來評估學生學習進度，例如填顏色、剪貼、網上閱讀、網上遊戲、自學小冊子。 

2. 抄寫課業如 New Words 及 Copybook將於第一次評估後才開始。 

數學科 

1. 修訂課後工作紙 A、B冊(上學期)內容 

A. 除必要的數學概念外，減少其他以文字作答的題目，改為選擇題/配對題等模式 

B. 簡化應用題中較複雜的詞語，並盡量以圖畫取代應用題中的物件 

2. 調整學習單元次序，應用題(單元三)改為上學期最後才教授，減少學生因識字量影響題目的理解 

3. 開學首週會以實物練習數 1-20 相等數量的物件，並以配對遊戲等方式數數。第二週才正式教授

課本內容。 

4. 上學期部分進展性評估會改為實作評估，以生活化的情景評估學生學習進度。 

常識科 
1. 修訂自學秘笈(上學期)，減少抄寫題型，改以「圈出」、「連線」等方式的題型。 

2. 與 LBD進行跨課程學習，讓學生多動手做，教授學生收拾書包等生活技能，加強學生自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