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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 1991年創校

•全日制津貼男女中學

•位於西營盤(中西區)

•校訓 :仁愛勤誠

•學校發展方向:
• 樂享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 正向教育(推動健康校園)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數目: 大約25% 
• 近年人數不斷上升

• 有多於一個類別的人數亦不斷上升

•學習支援津貼: 達指標3 



學校架構

校長

• 主要成員: 
• 副校長
• SENCO
• 3名SENSTs 

(中文、英文、
數學)

• 1名教育心理
學家

• 1名言語治療
師(待聘)

• 2名駐校社工
• 2名輔導員
• 2名教學助理



學生支援組

SENCO

SENST
(中文)

SENST
(數學)

學術發展組

副校長(學與教)

主要科目
科主任

學生支援組

SENST
(英文)

訓輔組

生涯規劃組

課外活動組

教務組

校長



B. 學校領導層的推動



學校領導層的推動

1. 按校本需要作決策

2. 確立全校參與的方向

學校政策

(全校參與)

制定指引

(學生支援組)

科本執行

(科主任及SENST)



1. 按校本需要作決策
學校方向 –正向教育、注重學生全人發展

(學習、課外活動、社交、情意發展)

多元學習需要

學習能力較強/較弱
學習動機較強/較弱
社經地位較高/較低

一般學生
新來港
學童

非華語
學生

有特殊
教育需要
學生

有特殊教
育需要非
華語學生



2. 確立全校參與的方向
•老師的角色及職責
•訓輔、生涯規劃、照顧學習差異……

•妥善安排教師接受相關培訓
•確保每個學習領域均有一定比例老師完成
修讀基礎及高級課程
•與學生成長相關的組別老師優先修讀專題
課程(情緒及社群發展需要類別)



加強支援有需要的班別/學生

•雙班主任/三班主任

•經驗及專責老師任教有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班別
•訓導主任/輔導主任/訓輔老師/SENCO/SENSTs

•以便加強對學生的個別支援
•行為改善計劃
•IEP的推行及監察



初中小班分組教學
(每級一班-有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班別)

中文 英文 數學 科學 班主任

中一 中文SENST
中文老師

英文SENST
英文老師

數學SENST
數學老師

輔導主任 中文SENST
訓輔老師
其他老師

中二 中文SENST
中文老師

英文SENST
英文老師

數學SENST
數學老師

SENCO SENCO
英文SENST
訓輔老師

中三 中文老師
中文老師

英文SENST
英文老師

數學SENST
數學老師

訓導主任 數學SENST
其他老師
其他老師



C. 科組協作



學生支援組策劃及推行

•學生支援組制定相關政策及
指引

•各科組按校本政策制訂相關
安排及支援策略

學校政策

(全校參與)

制定指引

(學生支援組)

科本執行

(科主任及SENST)



主要科目及SENST互相配合
•教學計劃
•BAT培訓安排
•科務會議
•科本家課政策
•科本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措施

學校政策

(全校參與)

制定指引

(學生支援組)

科本執行

(科主任及SENST)



學生支援組協助制定相關指引

•支援、轉介及跟進指引

•校內考試調適指引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業調適指引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校本默書調適
指引



全校共識
學習差異存在每個教室，不
論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非華語學生、新來港學
童等，教師都應以不同方式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手冊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課業調適指引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校本默書調適指引

教師手冊



學校政策/指引配合科本執行措施

•讓科組自行制訂相關安排及支援策略

•信任老師，給予老師彈性，容讓老師以
不同方式照顧學習差異



教學計劃 (中文科)



BAT培訓安排(中文科) 有較多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班別



科務會議討論(英文科)



科本家課政策(英文科)



照顧學習差異指引(數學科)



例子（英文科-默書的額外獎分）
•鼓勵較弱的學生

•彈性計分制度—額外獎分



主要組別及SENCO互相配合

•課後學習支援規劃

•情意及社交成長支援



課後支援規劃
•全校參與

•去「標籤化」

•讓學生及家長按能力及意願選擇學習
活動



課後支援規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類別 學習/
技能提升

活動 學習/
技能提升

學習/
技能提升

活動

參與
形式

初、高中學
生自由參加

中一至中五
學生按參加
之課外活動

留校

初、高中學
生自由參加

初中學生必
須留校

中一至中五
學生按參加
之課外活動

留校

時間 4:00-5:00 4:00-5:30 4:00-5:00 4:00-5:00 4:00-5:30



課後支援課程



共同支援學生情意及社交成長
•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緊密協作
•同一教員室(訓導主任、輔導主任、SENCO、兩
位輔導員、訓輔老師、支援助理)
•定期個案會議(由學生培育副校長領導)
•輔導主任、SENCO、社工、輔導員

•嚴重個案會議(訓導主任、輔導主任、SENCO、
社工、輔導員、全體任教該學生的科任老師)
•各級級會



全校參與訓輔支援策略

•「學行提升」計劃

學生違規/
犯錯

懲處
行為改善
計劃

1.課堂表現
2.行為表現
3.服務
班主任、科任老師、
社工、輔導員監察
及鼓勵。



D.善用電子學習平台



全校推行統一電子教學平台
(LoiLoNote)
•背景
•在疫情期間，對網課
學與教效能的關注
•2021-22年度學校關
注事項: 發展教學平
台，加強師生互動



全校推行統一電子教學平台
(LoiLoNote)
•配合教育大方向
•STEAM教育
•培養未來科技人才

•校本需要
•學生特性/不同學習需要
•單一平台有助教師及學生管理學習內容
•熟練的使用有助提升課堂學習效率
•特色功能有助監察學生學習進度，照顧學習多樣性



全校推行統一電子教學平台
(LoiLoNote)
•學校政策
•資訊科技組統籌(帳戶、培訓、支援)
•先導小組試驗及分享(中文科)
•其他行政配合
•同儕觀課重點
•習作查閱要求



師生互動‧知識共融‧電子平台促進教學

分享老師：黎蕊萍

中國語文科



讀

寫

中國語文科 電子學習
預習任務



讀

中國語文科 電子學習
便利堂課分析

即時練習：拍照提交、評改與自我修訂

展示答題：分析不同能力學生的作答步驟

詞彙建構：靈活配合其他電子平台

AI工具應用：展示全班課後練習
檢視學習成果，提升興趣



寫

中國語文科 電子學習
預習任務



聽

中國語文科 電子學習

說

互評與反饋



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調適，創設成功的機會

創設平台，
建立信心

善用網上多媒體及繪本，激發興趣

學習夥伴，
同儕互勉 多元策略，

促進學習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