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將軍澳幼稚園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課程領導發展與優質學前教育計劃」 

課程領導經驗分享(Leadership Story) 

學校名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將軍澳幼稚園 

文章分享者 鄧佩枝校長 

本校過去十多年的歲月中，仍然堅守校本課程的推動，雖有領導者的轉

替，但最感恩的是教學團隊仍然不變。本人於 2011年到職接任校長一職後，

有感老師在課程設計上可再提升，無論在編寫課程、還是統整學習範疇，都

是學校當前之急務。為此，學校於 2013-14年度，決定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之「課程領導發展與優質學前教育計

劃」。過去我們課程統整概念較鬆散，期望能透過是次計劃持續地改善課程

及教學效能、建立校內協作及反思文化，給予教師參與的機會，讓校本課程

趨向完善。面對導師到校支援和給予回饋，讓我們重新檢視校本課程，亦深

明課領者帶引「改革」的重要。參與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困難，其實內心

存有恐懼、予盾與疑問：要怎樣改？怎樣取捨課程內容？怎樣邁向完善？ 

 

透過逐步實踐、檢視和反思，我們有著以下的體會及心路歷程： 

1)釐定課程目標：以往老師在教學設計時，會較偏重學生在知識上的學

習，而忽略了在技能學習和態度培養。參與計劃後，在編排主題教學時，會

留意六大範疇的均衡性，注重讓學生全面發展，亦關注幼、低、高級課程的

螺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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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人才方面：參與計劃後，明白到課程改革要有清晰的計劃，課領

者和教師的步伐一致很重要。團隊要懷著彼此同行的心，課領者鼓勵老師多

些分享，給予足夠空間，帶領著老師一步一步前進。過程中，讓課程小組核

心成員更清晰課程發展的概念，以兒童為本，讓他們能自主學習，也明白教

學重點應平衡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注重兒童的全面發展。 

 

3)在校內建立協作文化：學校以往編寫教案的模式，一般是先交由個別

老師負責編撰，再在級會中討論。這樣做法雖較省時，卻常會受制於個人的

思維。經過是次協作計劃的體驗，學校開始建立三級共同備課的機制，讓各

位施教老師也有機會發表意見，互相討論，交流教學經驗與心得，分享班內

學生的情況，並反思以往教學可改善之處，再一起訂下以兒童為本的教學重

點。這樣，老師除了對主題的施教方向及目標會更清晰外，夥伴集思廣益，

互相支持，更能感受群體的力量。 

 

4)改善教學效能：學校以往較多參照教材套編寫教案，思考比較局限，

教學的焦點也容易被教材套所訂定的主題名稱所影響，如：《公主生病了》

這主題名稱引導教師把關注點落在疾病上，當教師共同備課後，發現主題其

實可以涵蓋更合適兒童需要的課題，例如保護口腔、眼睛、骨骼等課題。此

外，以往學校的科學活動只考慮學生在活動中能吸收什麼知識，卻忽略了探

研過程中所學到的技巧和建立的態度。參與計劃後，老師依據兒童為主概念

及以 5E元素來設計活動，提供更多操弄、嘗試、探索的機會，老師相信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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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是主動的學習者，學習賦權兒童，鼓勵他們主動觀察及表達，目睹兒童愈

來愈投入科學活動，知識、技能和態度都有所增長，我們更肯定教學改革的

效能。 

 

    感謝導師每月到校與我們共同策劃課程、檢視教案、反思活動效能、釐

訂適切本校「孩童為本」理念的課程，讓孩子在愉快中成長學習。此外，本

計劃也提供了與聯繫學校分享和交流的寶貴經驗，感受最深的是兩校能坦誠

分享自己的校情和強弱項，我們相信兩校日後在互相支持下，能為兒童提供

更優質學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