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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學發展中心簡介

支援學校   邁向卓越教學
「卓越教學發展中心」於2015年成立，前為「小班教學中心」及「課堂學習研究
中心」，現隸屬香港教育大學「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為一所教學專業發展中心。
本中心宗旨以支援學校、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推廣有效課堂教學為目標，以提升
教與學水平，邁向卓越教學。

在過往的十多年，本中心曾支援超過400所學校，期望透過院校協作，與時並進，
提升教師在不同學習領域的專業教學效能，以達至卓越課堂。

使命
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羣，提升教師教學成效，以達致卓越
水平；

2. 研發優質教學理論，發展有效教學方法，推廣優秀的教學成果，從而促進學生
的學習效能；

3. 加強與本地學校、教學團體，以至海外教育機構的協作，推動教學專項研究。

願景
成為香港以至亞太地區，具領導地位的教學發展中心，培育優秀的教師，發展卓越
的課堂。

為了實現使命，中心：

 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提供校本顧問與支援服務，以提升
教師的教學成效，使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得到適切的教學和培育；

 組織教學觀摩研討活動，建立教師教學交流平台，建設優質教學資源庫；

 出版論文與書刊，總結與推廣教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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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目的：
 協助學校訂定校本自主學習發展方向；
 深化教師對自主學習相關概念的理解；
 發展教師運用自主學習的元素，設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課堂；
 讓學生掌握及懂得適時選擇及運用不同的自主學習策略，並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支援重點：
 透過院校協作模式，中心導師與教師一起設計含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透過備課、觀課及評課，
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教學水平，並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為本中心最早發展的教學主題之一。在過往的八年，我們透過校本專業支援服務、教育局資助
的校本計劃，以及五星期在職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等，已為數千位教師提供自主學習的培訓。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
領導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校本／
科本自主學習的發展需要。

2. 1 3小時全體教師
工作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提升教師對自主學習的
概念及課堂實踐的認識。

3. 1
 （一科）

 （一級）

(一科
   一級)

2小時科組工作坊 科組教師 透過科組工作坊，讓教師認識如何在
科本教學設計中加入自主學習的元素，
如預習的設計及跟進、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的教學法、延伸學習的設計及
注意事項等。

5. 3 1.5小時科組備課會議 科組成員 透過共同備課，與科組教師共同設計
含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

4. 1 2小時學生工作坊 學生 教導學生運用各種的自主學習策略，如
摘錄筆記、思維技巧、自擬問題、閱讀
策略等。

6. 2 2小時教學實踐 科組成員、課程
發展主任、科主
任等

科組成員可進行兩次試過，中心導師與
科組成員及中高層領導進行觀課，並於
觀課後進行課後討論，給予回饋，以進
一步優化自主學習課堂。

7. 1 1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科組成員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持續
發展方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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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校本
生涯規劃的發展需要，商討來年的發展
方向，從而設計適合校本的生涯規劃教育
支援計劃。

2. 1 3小時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教師的生涯規劃教育認知對教學的效能有
直接的影響，期望透過全體教師工作坊，
讓教師認識生涯規劃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以助教師日後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活動及
相關課堂。

3. 3 1.5小時備課會議 核心教師 透過共同備課，與教師一起設計生涯規劃
教育活動及/或課堂。

4. 2 1-2小時活動 / 
課堂觀察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教師推展活動/教學，中心導師與教師及
中層領導進行觀察。

5. 1 1小時活動 / 
課堂回饋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中心導師與教師及中高層領導於活動/教學
後，進行檢討會議。

6. 1 1.5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科組成員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B

一、校本課程發展

目的：
 讓老師了解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及元素；
 提升教師策劃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效能；
 協作教師設計、實施及評鑑生涯規劃教育課堂與活動；
 讓學生認識自己、規劃及管理升學及探索未來的工作世界；
 建立協作與創新的文化融入於校本生涯規劃教育。

支援重點：
 與教師協作，共同設計校本生涯規劃課堂或活動，以擴闊學生視野，讓學生探討對未來生活和工作
世界的不同可能性，深化他們在課堂與活動中所學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

本中心為回應教育局建議全港小學高年級於2024/25學年開始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率先在2022/23學年
開展小學生涯規劃教育支援計劃，以提升小學教師生涯規劃教育的知識和技能，協助學校策劃和推行
生涯規劃教育。總結過往的經驗，參與學校評價正面，認為計劃不但有助學校作初步試驗，還得以提升
老師專業能力，汲取的經驗有利學校日後推行校本生涯規劃教育的教學與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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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校本生涯
規劃的發展需要，商討發展方向，從而設計
適合校本生涯規劃教育的活動。

2. 1 3小時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教師的生涯規劃教育對教學的效能有直接的
影響，期望透過全體教師工作坊，讓教師
認識生涯規劃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以助教師
日後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活動及相關課堂。

3. 1
(一級)

1小時學生工作坊 學生 透過動物的互動，讓學生認識該動物的特性
及與該動物的相關的職業所需要的價值、
態度、技能與知識。

4. 3 1.5小時備課會議 核心教師 透過共同備課，與教師一起設計教學活動及
課堂，拉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視野。

5. 2 1-2小時活動 / 
課堂觀察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教師推展活動/教學，中心導師與教師及
中層領導進行觀察。

6. 1 1小時活動 / 
課堂回饋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中心導師與教師及中高層領導於活動/教學
後，進行檢討會議。

7. 1
(約20位
學生)

2小時體驗式學習 核心教師與
學生

透過親身體驗，探索與動物相關的職業的
特性，了解各職業需要的技能、態度、技能
和知識。

8. 1 2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核心教師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二、動物輔助生涯規劃教育

目的：
 了解與動物相關的職業及該職業所需要的價值、態度、技能
與知識；

 拉闊學生視野，讓學生透過活動明白不同職業都同樣需要
核心的價值、態度和技能；

 建立學生未來的世界觀，為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作好準備；
 提升教師策劃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效能；
 協作教師設計、實施及評鑑生涯規劃教育課堂與活動。

支援重點：
 透過體驗活動(如與動物的接觸及動物服務)，探索與動物相關的工作行業，並設計活動後的跟進
課堂，進一步擴闊學生對未來職業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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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校本生涯
規劃的發展需要，商討發展方向，從而設計
適合校本的生涯規劃教育的活動。

2. 1 3小時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教師的生涯規劃教育認知對教學的效能有直
接的影響，期望透過全體教師工作坊，讓教師
認識生涯規劃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以助教師
日後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活動及相關課堂。

3. 3 1.5小時備課會議 核心教師 透過共同備課，與教師一起設計體驗式學習
教學活動及活動後的跟進課堂，以拉闊學生
對工作世界的視野。

4. 1
(約20位
學生)

2小時體驗式學習 核心教師與學生 安排學生到不同的職場親身體驗，探索各種
職業需要的技能、態度、技能和知識。

5. 2 1小時課堂觀察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教師推展體驗式學習後的跟進課堂，中心
導師與教師及中層領導進行觀察。

6. 1 1小時課堂回饋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中心導師與教師及中高層領導於教學後，
進行檢討會議。

7. 1 2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核心教師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三、職業體驗生涯規劃教育

目的：
 透過親身體驗，了解不同行業的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
 拉闊學生視野，讓學生在親身體驗後的課堂，明白不同職業
都有共通的價值、態度和技能；

 培養學生有積極、堅毅等的價值觀；
 建立學生未來的世界觀，為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作好準備；
 提升教師策劃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效能；
 協作教師設計、實施及評鑑生涯規劃教育課堂與活動。

支援重點：
 透過職業體驗活動，探索不同工作的環境及工作性質相關的工作行業，並設計活動後的跟進課堂，
進一步擴闊學生對未來職業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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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校本的
發展需要，以及解釋如何運用性格強項問
卷和優先價值觀問卷數據結果，設計適合
支援學生情意及品德的課堂、活動或個人
輔導環節。

2. 3 1.5小時備課會議 核心教師 了解發展現況及期望。透過共同備課會議，
講解性格強項問卷和優先價值觀問卷及
詮釋數據技巧，以設計適合支援學生情意
及品德的課堂、活動或個人輔導內容。

3. 1 1-2小時觀課/活動/
輔導觀察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教師可進行試教，中心導師與核心教師及
中層領導進行觀課/活動/輔導觀察。

4. 1 1小時觀課/活動/
輔導評價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核心教師

中心導師與核心教師及中高層領導進行
觀課/活動/輔導觀察及評課/活動/輔導
評價。

5. 1 1.5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核心教師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發展方向。

四、學生情意及品德培育 — 性格強項和優先價值觀

目的：
 透過學生的性格強項和優先價值觀問卷，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及了解個人的性格強項；
 協助教師能夠從問卷數據中，加深對每一位學生的性格強項和價值觀取向的了解；
 加強老師在課堂與課程設計、實施及評鑑中教授十二個優先價值觀的策略與技巧，深化學生認識
十二個優先價值觀。

支援重點：
 與教師一同協作，加深教師認識詮釋問卷數據結果技巧，推動教師以課堂、活動或個人輔導等方式，
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性格強項和優先價值觀，支援學生的情意及品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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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心成立至今，我們已為不少學校進行校本觀課及評課
的培訓，讓教師了解觀課及評課的理念、技巧及態度，
藉以讓老師能透過同儕的互動，彼此增進教學效能。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3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全體教師觀課
與評課工作坊

校長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讓校長及教師認識觀
課與評課理論和實踐，建立對觀課
與評課標準的共識，讓全校有統一
的參照，能有效地運用在同儕備課、
課研及評課中，藉此提升評課和
學與教的效能。

2. 按學校
需要

按學校
課堂時數

觀課 教師 中心導師及該校教師一起進行到校
觀課。

3. 按學校
需要

每節
1小時

評課 教師 支援人員及該校教師進行課後
會議，不單就所觀課堂進行討論，
以優化課堂設計及教學技巧，同時
導師會就各教師的評課技巧給予
回饋。

4. 1
(一科)

1小時科組回饋工
作坊

科組成員 導師於科組層面進行整體回饋，
探討學生的課堂表現、教學設計，
以及就觀課及評課技巧給予建議。

5. 1 2小時總結會議 學校領導及
核心小組

就之前進行的觀課及評課，向學校
領導及核心小組匯報整體觀課分
析，並提出跟進和發展方向建議。

觀課與評課

目的：
 讓教師了解觀課及評課的目的及相關的理念；
 讓教師認識觀課及評課的技巧；
 透過觀課與評課，為教師創設一個交流平台，
協助學校發展優質的觀課文化；

 與教師協作，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優化教與學的方法。

支援重點：
 本計劃透過觀課及評課活動，務求聚焦於學生的學習成果，優化教學設計。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C     

卓越教學校本支援服務 2024/25 7



小班教學

目的：
 幫助教師認識先進的教育理論，掌握有效的教學
方法，在小班環境中，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

 了解「六大小班教學原則」，以提升教師在擬定、
施行及評估小班課堂的能力；

 透過課堂設計及策略的應用，加強教師對教學的認知和反思。

支援重點：
 中心導師與教師一起設計運用小班教學原則組織課堂活動的課堂，透過備課、觀課及評課，以提升
教師的專業水平及學生學習效能。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3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全體教師工
作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讓教師認識小班
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2. 3 1.5小時科組備課會議
(一科一級)

科組成員 了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期望。
透過共同備課，與科組成員一
起設計小班教學的課堂活動。

3. 2 2小時教學實踐 科組成員、科主任、
課程發展主任等

科組成員進行兩次試教，中心
導師與科組成員、科主任及課
程發展主任進行觀課及評課。

4. 1 1.5小時總結會議 科組成員、科主任、
課程發展主任、學校
中高層領導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
未來發展方向。

香港教育大學於2005年開始進行各項的小班教學
發展計劃，至今已達19年，是最早發展小班教學的
大專院校。除了承辦教育局的小班教學課程外，
同時亦為個別小學進行校本的小班教學培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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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溝通、協作及表達等能力，是疫情過後不少學校在教學上面對的
難題。合作學習是其中一項能有效地培養學生學會表達所思所想、學會與
別人協作溝通的技巧和態度的教學方法。本中心的導師支援學校推展合作
學習已有十多年的經驗，成效顯著。

合作學習E

目的：
 發展教師運用合作學習設計課堂活動的能力，以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
 讓教師釐清合作學習與一般小組學習的分別；
 培養學生廿一世紀的能力，如溝通、協作及表達能力；
 建立協作、創新及同儕觀課的文化。

支援重點：
 中心導師與教師一起設計含合作學習元素的課堂活動，透過備課及評課，
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並培育學生溝通及協作的能力。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1. 1 1.5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
校本 / 科本的發展需要。

2. 1 3小時全體教師
工作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讓教師認識合作學習
的要素、理念及與課堂教學設計
例子。

3. 3 1.5小時科組備課會議
(一科一級)

科組成員 了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期望。透過
共同備課，與科組成員一起設計
含合作學習元素的的課堂活動。

4. 2 2小時教學實踐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等

科組成員可進行兩輪的試教，中心
導師與科組成員、科主任及課程
發展主任進行觀課及評課。

5. 1 1.5小時總結會議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學校
中高層領導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
持續發展方向。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卓越教學校本支援服務 2024/25 9



本中心早於2018年已邀請新加坡和上海的STEM專家來港，
分享課堂教學及整體校本STEM教學的規劃和支援。隨著
STEAM在學校的發展和推行，本中心於多項的支援計劃及
課程中，均加入STEM/STEAM的教學元素，以裝備小學教師
在學校有效地進行STEAM教學。

STEAM課堂教學

目的：
 讓小學教師了解STEAM課堂教學的理念及要素；
 加強小學教師在設計和實施跨學科STEAM課堂的能力，
從而提升小學教師的教學效能；

 促進校內協作、創新及同儕觀課的文化。

支援重點：
 支援主要從現有的科目/課程框架出發，與小學教師協作，設計能提升學生創意及解難等能力的
STEAM課堂。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2. 1 2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全體教師
工作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讓教師認識STEAM
的理念與實踐。

1. 1 1.5小時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與學校中高層教學人員會面，了解
校本/科本的發展需要。

3. 3 1.5小時科組備課會議
(一級)

科組成員 了解科組的發展現況及期望。透過
共同備課，與科組成員一起設計
STEAM課堂教學計劃。

4. 2 2小時教學實踐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等

科組成員可進行兩次試教，中心
導師與科組成員、科主任及課程
發展主任進行觀課及評課。

5. 1 1.5小時總結會議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學校
中高層領導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
持續發展方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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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範疇學習已成為香港教育未來發展的新趨勢。跨範疇學習是打破分科學習的局限，將各學科的學習
重點連結起來及重新整理，加入體驗式或走出課室的元素，讓學生綜合地認識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
和技能。本中心在過往幾年，推行了不少的跨範疇試驗計劃，與多所學校並肩而行，一起設計及推行
跨範疇學習。

跨範疇學習（可考慮與STEAM教育一同策劃）

目的：
 加深教師對跨範疇學習的認識，深化其對跨範疇學習相關的理論；
 提升教師實踐跨範疇學習的能力，促進不同科目教師的協作；
 推動校內跨範疇學習實踐的文化。

支援重點：
 支援主要從現有的科目/課程框架出發，與教師一同協作，提升教師應用跨範疇學習的專業能力，
設計成功的跨範疇學習個案

* 學校可按需要調整個別活動次數

建議支援內容：

項目

2. 1 2小時

對象 目的 次數* 每次時間

教師工作坊 全體教師 透過工作坊，讓教師認識跨範疇
學習的理念與實踐。

1. 1 1.5小時校本需要分析
及籌備會議

學校中高層領導
和科組成員

了解校本的發展需要，以設計適合
校本跨範疇教學的支援計劃。

3. 3 1.5小時科組備課會議
(一級)

科組成員與課程
發展主任

了解不同科組的發展現況及期望。
透過共同備課，與科組成員一同策
劃和設計跨範疇學習的教學計劃。

4. 2 2小時教學實踐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等

科組成員可進行試教，中心導師與
科組成員、科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
進行觀課與評課。

5. 1 1.5小時總結會議 科組成員、
科主任、課程
發展主任、學校
中高層領導等

反思及總結支援服務，商討未來
持續發展方向。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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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範疇學習主題例子：

價值觀教育（包括正向及生命教育）
 透過了解導盲犬及治療犬的故事，學習尊重生命，建立人與動物及大自然的共融社會；
 設計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學習如何以正面的態度表達想法和感受；
 提供機會與導盲犬及治療犬作出互動，提升學生的社交情緒能力和同理心，改善行為及情緒問題。

全方位學習及服務學習：
 透過提供真實情境學習的機會（例如：參觀導盲犬協會或參與導盲犬及治療犬到校講座)，學生能夠
親身接觸更多不同類別的人和事，並從中反思體驗活動中的學習歷程；

 培養學生了解導盲犬及治療犬使用者的故事和需要，反思導盲犬及治療犬對不同社區人士的價值與
需要，以及社區服務對導盲犬及治療犬使用者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教育：
 了解與導盲犬和治療犬相關的職業，明白各職業需要的技能與性格特質；
 讓學生反思自己的性格特點，從中發掘潛能；
 透過學生親身與治療犬的接觸，探索與治療犬和動物的相關行業，擴闊他們的職業視野。

跨學科學習：圖書科、常識、視覺藝術、STEAM
根據現有的課程框架，與不同科目作有機結合，設計適合校本的跨範疇學習活動，為學生創造深度學習
的機會。包括：

 圖書科：閱讀與導盲犬或狗隻生活相關的圖書；
 常識：可配合「人與環境」及「社會與公民」，認識動物、社區設施、和諧相處等課題，進行教學；
 視覺藝術：設計海報讓公眾了解導盲犬的工作及應如何與導盲犬在社區共存；
 STEAM：製作適合視障人士和動物生活相關的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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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本中心針對學校的發展需要，提供以下不同主題的一次性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以提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教學實踐的能力。

中心提供的主題工作坊包括：

自主
學習

合作
學習

生涯規劃
教育

觀課與
評課

摘錄
筆記

評估
素養

提問
技巧

STEAM
課堂教學

工作坊

跨範疇
學習

卓越教學校本支援服務 2024/25 13



查詢
如欲了解詳情及收費，
請與本中心項目主任郭小姐聯絡：

電話：(852) 2948 8299

網址：www.eduhk.hk/celt

電郵：rhykwok@eduhk.hk

傳真：(852) 2948 8555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