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校觀課所見，教師講解清晰生動，能因應個
別幼兒不同能力，為幼兒學習提供鷹架。幼兒表現
踴躍積極，主動擴展已有的基礎知識，投入愉快學
習。課堂完結後，小組教師持開放的態度進行實質
性的教學檢討，他們能明確指出教學的亮點及幼兒
的學習難點，並提出實質的建議，顯示小組教師的
高反思能力。小組教師亦積極進修，努力裝備自身
的專業知識及領導能力。
　　整體而言，小組教師要在教師團隊相對較為穩
定的環境改變固有的課程及教學模式，殊不容易。
然而，他們共同努力推動課程改革，嘗試結合理論
與實踐，在課程上作出適度的改變，為學校建立團
隊學習的文化，亦為業界提供一個良好的校本課程
發展模式作參考。小組教師的課程領導能力，在課
程發展及幼兒培育方面均見具體成效。

　　小組教師藉着當年新校長接任的契機，重整學
校功能小組架構，增設教研組，帶領教師團隊廓清
課程發展的基本理念、兒童發展及學習活動的關係
以及家校配合等，藉此突破同儕既有的思維和工作
模式，更新學校文化，帶動發展學校整體課程。
　　小組教師擔當教師、顧問、教練及主要課程改
革促進者角色，通過「計劃、實踐、反思、再計
劃」的循環，釐清幼兒教育課程設計、課堂策劃和
學習進度的關聯性，確立一個兼具順序結構及螺旋
式學習進度的整體校本課程藍本，以改善幼兒全語
文經驗為切入點，建基於幼兒發展特徵的理解，訂
定清晰的學習目標，培養幼兒運用語言為思維工
具，通過其他學習範疇內容，連繫美藝創作、發展
小肌肉動作協調活動、訓練幼兒以圖像或符號表達
理解、從遊戲中學習等，促進共通能力的發展；並
滲入德育元素，使主題學習課程更為全面。
　　小組教師持續檢視校本課程的框架，以綜合、
開放的模式，結合語文的學習元素，再適當地結合
數學、科學與科技、個人與群體、體能與健康及藝
術等範疇，發展一個綜合而多元化的幼兒課程。小
組教師通過教研組，推行各級共同備課會、同儕觀
課和行政觀課的課程監察機制，有系統地連繫個人
學習與團隊學習。在觀察小組領導教研組的會議
中，各組員均能主動分享、反思和討論共同備課的
效能及觀課時發現的問題，發揮團隊精神和建立互
信的工作環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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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範疇
‧ 建基課程發展理念，審視教育新趨勢，領導同儕發展整體校本課

程，提升學與教成效。
‧ 有效協調相關學習領域、學科課程及其他學習經歷，發展均衡的課

程架構。
‧ 有效管理課程政策及推行，採取具體而有效的課程評估及跟進措

施，善用數據及學習顯證，促進驗證為本的實踐。
‧ 成功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反思能力，維持課程發展及優化教學

的動力。
‧ 成功領導專業教師團隊，建立學習社群，營造校園學習文化。

培育學生範疇
‧ 學生積極主動，善用學習策略，通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建立共通能

力、自學能力和自信，建構知識及培養正面價值觀。
‧ 學生的學習差異得到照顧，他們的能力和自信得到提升。
‧ 學生喜歡學習，師生及朋輩關係融洽，樂於協作與分享。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致力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知識和能力，追求卓越，以身作則，樹立

榜樣。
‧ 擔當領導角色，積極實踐學習社群的理念，培養課程領導人才。
‧ 凝聚共識，有策略地加強教師專業交流和分享文化。
‧ 建立良好的專業網絡，推動業界及社區專業學習和分享交流活動，

積極提供支援。

學校發展範疇
‧ 領導和協助同儕實踐學校課程願景和使命，推動學校持續發展。
‧ 有策略地引進外間資源，起動或優化課程項目以配合學校願景及發

展方向。
‧ 積極啟發同儕改善學與教，透過教學研究，促進團隊協作，發展學

校成為專業學習社群。
‧ 鼓勵家校協作，積極與社區及專業機構保持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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