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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  (2010 / 2011) 

教学实践卓越表现指标  

德育及公民教育  

前言 

本指标旨在为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10 / 2011）的评审工作提供参考。 

在制订本指标时，我们曾参考相关的数据及课程文件（见第10至11页参考数据），亦顾及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冀能反映

教师在不同范畴的能力表现。 

本计划所指的卓越教学实践须具备下列条件： 

(i) 杰出及/ 或创新并经证实能有效引起学习动机及/ 或帮助学生达至理想学习成果；或 

借鉴其它地方示例而灵活调适以切合本地（即校本及/或生本）情境，并经证实能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成果； 

(ii) 建基于相关的理念架构，并具备反思元素； 

(iii) 富启发性及能与同工分享，以提升教育素质；以及 

(iv) 能帮助学生达至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学习目标（指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处理与个人及社会相关的议

题；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及加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以作出合理及明智的价值判断及建立学生对社会与国家的身

份认同和承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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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分为下列四个范畴：（1）专业能力、（2）培育学生、（3）专业精神和对小区的承担，以及（4）学校发展。首

两个范畴旨在肯定教师的卓越教学表现，另外两个范畴则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培养卓越教学的文化。 

本指标只应作为确认卓越教学表现的一个框架，而非为每位教师树立固定的卓越典范。本指标除可作为评审工具外，亦

能显示教师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表现卓越的素质，藉此推动教师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 

所有得奖者均须具备专业教师的基本素质，如专业精神、爱护和关怀学生等。我们会采用整体评审的方法，审视以上四

个范畴，以专业知识和判断，来评审每一份提名。由于本教学奬的重点为学与教，我们希望能选出富启发性、能与同工

分享、可作示例而有效的教学实践。在评审组别提名时，我们还会评估每位组员的贡献、组员之间的协作，以及整个组

别所付出的努力如何达至理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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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评审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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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教学实践卓越表现指标  

1. 专业能力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课程 1.1 课程设计及

组织 

教师能： 

 因应学生的需要，配合当前课程发展及新推出的教育措施，发展及制订持续而有系统的校本课程及学

习活动，以培育学生正面价值观和积极态度，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有效地培养学生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国民身份认同、承担精神、关爱和诚信这七种首要价值观

和态度 1，并结合学校情况及办学宗旨，订定清晰及实际可行的学习目标，以装备学生迎接社会及时

代的需要，帮助学生成为有识见、富责任感的公民。 

 在课程设计中有效地将德育及公民教育与各学习领域、学科课程及/或其它学习经历紧密结合，彼此

相辅相承，为学生提供全方位而多元化的学习经历。 

 因应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期望，配合「个人成长及健康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

「社交生活」、「社会及国家生活」和「工作生活」六个生活范畴，规划及进行切合学生成长及生活

需要的校本课程，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 

 有效地采用各方面的「生活事件」事例，灵活地融入课程设计和学校运作中，作为学习情境，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以及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及探讨价值冲突的问题。 

 

                                                 
1
 除了這七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根據《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2001），學校可納入其他核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度於學校課程內，以培養學生全人發展。詳

細資料參閱《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附錄 II-2。 



 

 4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1.2 课程管理 

 

教师能： 

 有效协调各学习领域、学科课程及/或其它学习经历，与各统筹主任紧密合作，持续发展和优化校本课

程，提升学与教的成效。 

 建立完善的机制，监察和检讨课程的成效，通过有效学习评估，评鉴学生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表现，

掌握及促进学生全人教育的状况。 

 开发及汇聚学与教资源，以支持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有效促进学生学习。 

 与同侪紧密交流，促进团队协作，持续优化学与教的成效。 

 

教学 1.3 策略和技巧 

 

教师能： 

 以学生为中心，规划配合学生成长需要的教学计划及活动，并适时评估学习成效，灵活调整教学策略，

以确保学生能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 

 有效协调各学习领域、学科课程及/或其它学习经历，灵活运用各种学习机会，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多元

的学习经历，以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并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善于利用真实的生活情境，设计生活化并配合学生成长需要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学习活动。 

 把握不同的学习过程，向学生提供适时及适切的意见和指导，让学生以多角度认识及反思价值观和态

度。 

 担当学习促进者的角色，营造开放的学习气氛，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学习过程中建立尊重

不同观点的文化。 

 成功引入校外资源，与家长、学校社工、校外团体（例如大专院校、专业团体、纪律部队、制服团队、

社福机构等）及小区等协作推动计划，使学生获得充足的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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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1.4 专业知识和

教学态度 

 

教师能： 

 透彻掌握当前有关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的目标、理念和新趋势，以及培育学生价值观的知识和技巧，

积极发展校本课程，紧密跟进并重视检讨和反思工作成效。 

 在不同范畴（例如国情教育、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宗教教育等）中，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拥有敏

锐的时事及生活触觉，并能有效运用于学与教。 

 积极推动团队协作，引入新的理念模式和推行策略，优化学生的学习经历。 

 以开放的态度，运用不同的学与教策略，建立学生自信心及自省能力，以培养学生正面、积极的价值

观和态度。 

 对学生抱支持、忍耐和鼓励的态度，使学生感到受重视，营造关怀和尊重的文化。 

 与学生融洽相处，建立互信关系。 

 自觉，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有效地为学生示范不同的价值观和态度。 

 关心学生全人发展，态度热诚，富责任感，对学生抱有适切的期望。 

 

学习评估 1.5 评估策划和

数据运用 

 

教师能： 

 以「促进学习」和「优化课程」为评估目的，善用进展性评估，持续优化课程规划和学习策略，以提

升学与教的质素。 

 灵活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式，通过自我评估、同侪互评及家长评估等互动过程，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和

讨论，巩固所学。 

 重视学习过程，收集各持份者的观察和意见，持续而有系统地了解学生在价值观和态度上的表现和进

展，以评估推行成效，并优化课程及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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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给予优质的回馈、反思的机会、适当及适时的鼓励，正面而建设性的改善方法，以帮助学生建立正面

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 

 发展校本评估模式、设计适切的评估活动，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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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学生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培育学生 2.1 态度 

 

教师能： 

 加深学生对品德和价值观的认识，建立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及培养积极的态度。 

 帮助学生发展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国民身份认同、承担精神、关爱和诚信这七种首要价值观和态度 2。 

 有效地培养学生尊重殊异，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及价值观。 

 鼓励学生关爱家人、关心社会，成为有识见及富责任感的公民。 

 有效地培养学生对社会与国家的认识和身份认同，并愿意为社会与国家作出承担。 

2.2 知识和   

技能 

 

教师能： 

 配合社会需要，加强学生认识各学习领域所包涵的中国文化元素（例如历史、艺术、科技发展、杰出华人成就），

并全面和多角度认识祖国和《基本法》，加深对国家和「一国两制」的认识，以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加强学生掌握各范畴（例如环境教育、健康教育等）的知识和技能，养成正面价值观和态度，促进全人发展。 

 因应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需要，加深学生对个人及健康、家庭、学校、社交、社会及国家和工作等各范畴知识

的认识，并提升学生面对各学习阶段所需要的技巧，达至全人发展。 

 帮助学生发展和体现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使他们能够在实际生活情境中作出明智和合理的决定。 

 帮助学生当面对与个人及社会相关的价值冲突时，能辨识及判断当中蕴涵的道德及公民价值，并采取适当的行

动。 

 培养学生自省能力，检视特定事件中蕴涵的价值观及对自己的启发。 

                                                 
2
 參頁 3，註解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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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精神和对小区的承担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专业精神和对

小区的承担 

3.1 对教师专业       

和小区作出

的贡献 

教师能： 

 致力持续自我改进和追求专业发展。 

 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设计优质的教学示例、积极参与行动研究或发表与教学有关的文章。 

 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教师专业培训和分享交流活动，持续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 

 积极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工作，乐于分享教学心得，为其专业作出贡献。 

 与小区及外间机构保持良好沟通各紧密联系，主动支持小区服务或义务工作。 

 支持新入职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在教学实践方面推广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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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发展范畴 

范围 表现指标 卓越表现例证 

学校发展 4.1 支持学校发展 教师能： 

 领导和协助同侪认同和实践学校的愿景、使命及信念，与各持份者协力推动学校持续发展，发扬学

校的优良传统文化。 

 领导同侪设计校本课程活动，启发同侪持续优化学习效能和策略。 

 积极促进各学习领域、学科课程及/或其它学习经历协作，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把学校发展成一个

专业学习社群。 

 灵活引入政府部门及非政府机构所提供的资源支持，并协同家长参与，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及生活化

的学习环境。 

 了解同侪的专业发展需要，并鼓励参与适当的培训活动，以提升同工的相关教学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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