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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們的學校  

 

一   教育方向  

1  學校抱負與使命  

抱負：秉持鳳溪公立學校校訓「謙信勤敏」的精神，引領學生拓展豐盛人生。  

使命：為學生提供愉快及積極學習的理想環境，致力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陶造

積極及正面價值觀，培養學生自律及終身學習精神，畢業後能夠成為對社會有貢

獻的良好公民與領袖。  

 

2  辦學目標  

本校秉承「鳳溪公立學校」一貫辦學宗旨，以「謙、信、勤、敏」為訓，實施涵

蓋德、智、體、群、美的全人教育。本校透過優良愉快的學習環境及全面而均衡

的課程，鍛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並協助他們發展潛能，建立正確及積極人生

觀，為日後回饋社會作好準備。  

 

3  校訓  

謙、信、勤、敏。  

 

4  教育信念：  

我們相信：  

(1)  每一個學生都是未來社會的棟樑，所以我們珍惜每一位學生，重視每個個體

的獨特性；  

(2)  透過團隊協作，讓教師創新求進，不斷提升教學效能；  

(3)  藉著嚴而有愛之策略與團隊協作的精神，培育學生全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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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  

(1)  發掘學生潛能，培育學生建立勤奮的學習態度；  

(2)  培育學生領導才能及建立健康的價值觀；  

(3)  培育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良好公民。  

 

我們期望：  

(1)  提供一個理想學習環境，使學生能愉快及積極地學習；  

(2)  能培養學生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3)  學生能重視紀律，有自學能力及終身學習的精神；  

(4)  提升學生關懷社會的意識，以便將來服務社群；  

(5)  每一位學生在離開校園時能夠擁有 L.M.S.T.四大特質：  

Leadership  領導才能  

Morality  品德  

Scholarship 學問  

Temperance 自律  

 

我們期望我校學生能夠擁有 L.M.S.T.四項特質，協助他們在人生路上繼續追求

卓越，活出健康及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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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簡介  

1 學校性質及班級結構  

本校於 1996 年由鳳溪公立學校開辦，為一所政府資助、全日制男女子中學。本

校推行平行班制， 2021 至 2022 年度全校共開設 28 班，學生共有 885 人，班級

結構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班數  5 5 5 5 4 4 

 

2 教師團隊  

本校常額教師共 59 人，為提高教學效能，本校靈活運用撥款，聘任 5 名教師及

多名教學助理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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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舍建設  

本校校舍為一標準現代化校舍，設有禮堂、課室、各科特別室、圖書館、籃球場、

排球場及有蓋操場。為了配合「學與教」及「學生成長」的發展，本校先後申請

優質教育基金，優化校舍建設：  

在 2002 年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進行「學校改善工程」，興建校舍新翼。校舍新

翼高達 7 層，已於 2004 年落成。落成後，學校之標準課室增至 30 間。新翼啟用

後，本校的教學及活動空間大為增加，令學生能在更優美及完善的環境下學習。  

學校已參與「採電學社：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援計劃」，於校舍安裝

太陽能發電系統，學校亦可以將太陽能發電系統融入教學，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以及探索科學的興趣。  

 

為強化英語學習，學校以「英語街」（Man Shek Avenue）概念規劃新翼三樓，設

立「語言學習室」（Cyberland）及「英語角」（ Funland），為英文科創造空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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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媒體教學及舉辦多元化英語活動。為照顧學生多元學習需要，本校編配 2 間

「輔導教學室」，供各科進行小班教學；又開設 2 間自修室，在放學後及假期開

放，供學生留校溫習。此外，本校特意開設 2 間「教學資源室」，存放各科參考

資料、電腦及攝錄工具，以便教師設計校本教材、備課及製作教學影片。  

 

此外，本校於新翼七樓設立「學生活動中心」，供學生進行舞蹈及話劇等活動，

以促進他們體藝方面的發展；本學年舊翼有蓋操場增設摺門，可以劃為另一室內

活動空間。新翼設立了「德育室」及「輔導室」，讓有關組別有更多空間推展學

生成長工作。  

 

本校辦學團體獲香港賽馬會撥款 1 億 2 千 8 佰零 8 萬，興建一座室內暖水游泳

館。游泳館設有一主池，長 25 米，共 10 條線道，並附設一預備池，長 15 米，

共 5 條線道。泳館預計於 2023 年啟用，屆時學生可以於體育課及課後接受恆常

及正規的游泳訓練。  

 

4 校園設備  

在教學設備方面，本校透過 Wifi 900 第一及第二期計劃，全面鋪設無線網絡系

統，令全校的電腦，包括課室、圖書館、實驗室等皆可連接互聯網。所有課室皆

裝設電腦、實物投影機及電子白板（ Smart Board），配合平板電腦等流動學習裝

置，全面推動電子教學。學校會定期更換課室電腦，以便師生使用各式教學軟件，

提升教學效能。此外，本校禮堂設置了大型 LED 屏幕，讓演講與表演的模式更

富變化。  

 

本校所有特別室均設有該科的專業設備，務求使學生能在一個先進的環境中學

習。以設計與科技室為例，為配合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 STEM）的發

展，該課室的電腦裝有 Lego Digital  Designer、Bridge Designer 及 Corel Dra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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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設計軟件，協助學生掌握設計及結構學的基本理論；又配備 3D 打印機

及鐳射切割器，讓學生能製作立體工件。而電腦室等則添置了 VR 電腦、mBot

機械模型車、RoboMaster 機械模型車及航拍機等，方便學生學習電腦編程技術。  

 

受新型冠狀病毒病影響，部份內地學生未能跨境回校上課。為此，學校於每間課

室設置 iPad，配合 Webex、Schoology 及 Microsoft 365 等軟件，實時直播課堂教

學，與學生保持互動，讓他們能在家中參與課堂，維持正常學習。此外，學校參

與「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計劃，

申請撥款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借用，並為因居住環境所限而

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學生提供上網支援。此外，學校亦調撥資源，添置 iPad

供老師使用；又為每位班主任提供流動電話及電話卡，方便他們在停止面授課期

間與家長及學生緊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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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管理  

1 校本管理  

本校於 2000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於學校行政架構中加入「校本管理組」。其成

立目的旨在貫徹校本管理精神，建立更開放、更具問責性和廣泛參與性的學校管

理架構，靈活及妥善運用資源，提升行政管理及教學質素。  

 

2 法團校董會  

本校於 2005 年 7 月率先成為全港首間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法團編號

0001），透過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校友及社區人士組成法團校董會，

共同參與校本管理，進一步提高管理效能及教學質素。  

本校校董會成員共有 18 人，除辦學團體成員外，校長、教師、家長及校友亦有

代表參與。 2021-2022 年度本校法團董會名單如下：  

職位  校董  替代校董  

校監  馬紹良校監  /  

辦學團體校董  廖其昌校董   廖興業校董  

廖超華校董   廖卓凡校董  

廖佩珊校董   廖詠聰校董  

廖力行校董   廖匡平校董  

廖曉暉校董  

當然校董（校長）  范志文校長   

教員校董  朱國輝老師  謝錦輝老師  

家長校董  黃美鳳校董  黃亞芳校董  

校友校董  張芷琪校董  /  

獨立校董  文志賢校董   李遠文校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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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 2022 年度學校行政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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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一   培養良好學習態度及習慣  

 

簡介：  

因疫情緣故，學生未能回到校園上面授課堂，長時間的網課更需要學生本身的自

律。因此良好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習慣」尤為重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

以及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不僅能提高學習效率更能奠定自主學習的基礎，助其

更好地對面疫情下的學習挑戰。  

 

成就：  

本年學生應考文憑試的成績有所提高，有 50%畢業生升讀本地及海外大學學位

課程。這批同學中一入學時的能力水平雖然不算理想，但在本校的用心教導下取

得極大幅度的進步，教育局提供的數據亦可證明他們於絕大多數學科之中取得

進步。  

 

1 從「反思」至培養良好態度  

1.1  為增強學生預習以及自習的能力，學務組規劃了各科的學習策略。為初

中同學舉辦學習技巧課程，從「 2022 年學習習慣問卷」結果分析可見學

生認為自己能將筆記與教科書互相參照，學會自行摘錄筆記用作溫習之

用。  

1.2  為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表現，各科老師協助學生訂立「學習目標」以及「學

科目標」，舉辦午膳以及課後溫習班，由 AC prefect 輔導學生解決課業

問題。  

1.3  因疫情原因教育局要求學校提前放暑假，下學期統測無奈取消，但校方

仍為學生定時安排假期功課，並在開學後，為學生安排測考了解其學習

情況。年終大考繼續安排「異地同考」，盡力以正規的方式為兩地的學生

進行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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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更好的英語學習風氣  

2.1  根據 2020 及 2021 兩年的 SSPA 成績，本校連續兩年中一新生的英文水

平均超越局方所設的門檻，得以在自 2022/23 學年由中一開始開設一班

英文班，然後逐年擴展至其他級別。  

2.2  高中方面，文理科均設有英文班（如世界歷史、地理科及經濟科等），

有助學生進一步學習英文，令其英文水平持續進步。  

2.3  在推動英文學習方面，英文科舉辦不同活動包括 English Speaking Day、

English Calligraphy Class，務求校園充滿濃厚英文氣氛。又利用 Goal  

Award Scheme 和 Online Vocabulary Learning Platform 等不同的英語學

習方式，進一步提升教學效能，幫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  

 

反思：  

1 由於收生人數增加，與以往相比，初中學生整體英文水平無可避免出現下降。

根據「初中 EMI 學習信心問卷調查」學生對高中選修 EMI 科目的信心持續

下滑。  

2 根據教育局的防疫指引，學校也未能進行英文口試及口試訓練。學校大多數

與英語有關的延展活動及課外活動都受到影響，未能順利進行。  

3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未能進行以下工作：  

3.1  「學習英文狀況」問卷調查  

3.2  「學生學習習慣」問卷調查  

3.3  「學生參與之教學評估表」  

3.4  跟進「尾 5」學生  

4 疫情持續，經歷停課以及三月的特殊假期，不斷變換的上課模式對學生來說

是很大的挑戰。內地學生全年無法回港上實體課，本地學生亦停課在家網課，

下學年「學業再出發」計劃為受疫情所困的中一至中五同學提供額外支援，

讓他們在學業上重回正軌，並爭取較佳的 DSE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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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養同學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簡介：  

1 近年從 APASO 及學生問卷中均觀察到同學有不少負面情緒，而從近年處理

的訓輔個案亦見同學在面對家庭、學習及交友等問題，往往傾向以負面的方

向思考。培養同學積極正面的價值觀不單是成長組屬下各組的工作方向，也

應是各學科和行政組別的共同努力目標。  

2 「培養同學積極正面價值觀」的方法：透過調節學校不同政策，以及透過科

組不同類型的校內活動、參觀及工作體驗等，讓同學從中建立良好價值觀。 

3 是年因疫情緣故，學校經歷了長時間的停課／取消面授教學，故學校不少活

動都受到影響而不能進行；學校雖未能透過面授課堂培養同學積極正面的價

值觀，但也透過網上課堂、與家長及同學電話聯絡等方式盡力落實這關注事

項。  

 

成就：  

1.  疫情停課／取消面授課堂／復課安排：  

學校於疫情期間透過不同方法確保同學的身心健康發展，例如班主任一直定

時與家長聯絡，了解同學在家學習及情緒狀況；老師會特別留意學生在疫情

下是否需要特別支援（尤其是跨境生），找尋不同的社會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同

學及家庭；復課後與教育心理學家及社工合作，透過問卷了解及跟進同學不

同的情緒需要等。  

2.  持份者問卷：  

根據 2021-2022 年度持份者問卷數據所得：  

2.1.  「學校學生成長支援工作」：老師（ 3.7/5）、同學（ 3.7/5）、家長（ 3.8/5）。  

2.2.  「學校氣氛」：老師（ 4.0/5）、同學（ 3.8/5）、家長（ 4.0/5）。  

有關數據跟去年相若，均屬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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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石鄰舍服務隊：  

在疫情之下，鄰舍服務隊取消了大量義工服務。在疫情之下，仍安排青協到

校協助學生進行網上義工活動（探訪長者）。學校在 2020-2021 年度全校義工

服務時數高達 25,584 小時，榮獲香港青年協會頒發的《有心學校》亞軍。  

 

4.  「行行出狀元」周會：  

學校以「行行出狀元」為主題，安排周會，讓不同行業的舊生來校分享生活

體驗，讓同學了解生涯規劃及堅毅學習的重要。是年「行行出狀元」校友分

享會，應邀出席的傑出校友包括從事物業管理行業的任秀怡校友；涉獵會計

及銀行業的孫楊塵校友，及在保健行業任職營養師的朱寶明校友。他們分享

個人事業發展經歷及行業資訊，引導學生對生涯規劃作出反思。學校更組織

學生參加「 JA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提前體驗職業生涯，培養其溝通和營銷

能力等，增加學生對本地商業環境的認識。  

 

5.  德育組各級德育課安排：  

5.1.  安排中一至中五同學進行德育課，協助學生掌握正面價值觀。  

5.2.  安排傷健協會人員到校向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分享「好笑融活動」。  

5.3.  安排中四至中五的同學到禮堂欣賞 ICAC 互動劇場。  

 

6.  輔導組活動：  

6.1.  「正能量指數」：透過統計學生在閱讀量、校服儀容、出席率以及遲到率

等方面的比率或改善情況，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成就感。是年學生均能

在出席率、借閱圖書率及校服儀容表現作出改進，減少違規行為並建立正

面價值觀。  

6.2.  「愛傳萬石」：是年以「愛」為主題， F.1 同學以「藝術創作」深化學生

愛家人的正面形象；F.2 同學透過「班際相簿設計」的比賽表達對「同學」

的愛。藉此激發同學對人際關係的反思，提升對自己、同學和家人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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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 F.1 及 F.2 順利進行及評選作品。  

6.3.  「講男講女」：性教育小組旨在探討兩性相處之道，澄清對兩性之謬誤，

讓學生了解自我價值及對愛情的態度，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6.4.  「向中一出發」：活動目的是向中一的新生簡介本校學務政策、訓育政策

和認識校園等，期間高年級學生協助進行中一活動，透過不同的破冰活動

建立團體歸屬感，幫助新生盡快融入校園生活。  

 

7.  公民教育組：  

7.1.  「公益金便服日」：本年為學校第 8 年舉辦公益金便服日，共為公益金籌

得 $21,825，共 84.1%本地學生參加便服日。  

7.2.  「國情大放送」：與中國歷史科合作舉辦「橋」和「我國的超級工程」等

不同主題問答比賽，確立學生國民身分，並增進學生對祖國的認識。  

7.3.  「國慶展覽」：撰寫國慶心意卡，舉辦國慶展覽及國慶相關問答比賽，慶

祝祖國成立七十二週年，加強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  

7.4.  「做個出色升旗手」：共有 29 位同學參與「做個出色升旗手」暑期活動

及升旗禮培訓班，提供認識和學習升旗禮儀動作的訓練及宣傳國民教育，

培養學生成為出色升旗手。  

 

反思：  

1 「APASO」數據分析及一些現況分析  

1.1  學習上缺乏信心及成功感；  

1.2  同學與同學間的支援不足；家庭支援嚴重不足；  

1.3  同學欠缺一些「可投入」／「可委身」的校園服務崗位，以建立他們對

學校的歸屬感。  

 

 



17 

 

2 因疫情及停課緣故，以下活動需作出調整：  

2.1  簡化了「 2021-2022 十大傑出學生」選舉過程，並由校長帶領成長組會

議議定得獎名單  

2.2  取消了「跑出自信 2021-2022」計劃  

2.3  鄰舍服務隊取消大量義工服務  

2.4  取消了 Excursion Day 及 OLE Day 

2.5  取消是年所有境外交流活動  

2.6  取消了「學生成長獎勵計劃」  

2.7  取消「萬石 Busking」  

2.8  取消了「中六糖水會及惜別日」  

2.9  取消初中同學賽馬會健康服務中心進行身體檢查  

2.10  取消「學生成長問卷」，轉為學生情緒問卷（復課後進行）  

2.11  取消「廖正亮紀念獎學金」（傑出服務獎）  

由以上可見，本學年未能充份推展與關注事項相關計劃，來年可特別留意加

強。  

3 學校會透過開學初問卷及老師觀察，檢視同學身心狀態，並作出適時幫助。 

4 加強訓育及輔導工作，讓同學重回紀律生活之餘，也幫助同學面對及適應新

學期不同的壓力。  

5 各科組宜增加活動，強化師生關係及同學間的朋輩關係。各科組來年可多舉

行不同類型的課外體驗及學習活動，讓學生獲得更活潑和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拓寬視野，提升學習動機和興趣，促進全人發展。  

6 透過各組不同的計劃及活動，減少同學的「負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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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我們的學與教  
 

一  實際上課日數 

* 只計算面授課堂的上課日數。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

故面授課堂的上課日數少於其他學年。  

 

二  學習領域的課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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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發展 

本年最新發展如下：  

1 由 2022-23 學年起，本校可以設立一班正式英文班，以全英教學。其他為校

本數理英文班，自 2022 年由中一開始，於不同術科派發英文筆記，為學生進

行全面的英文教育。  

2 自 2021-22 學年起，為培養同學的閱讀習慣，將從中一以及中二的課程中抽

調一堂視覺藝術科作為閱讀課。本課程設計旨在讓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掌握

不同價值觀及能力，提升同學的學習技巧及心靈素質。  

3 在教育局的安排下重整 21/22 學年的中四課程結構：  

3.1  中四級各班不會按教學語言分班，即不會再設立英文班或中文班。以

2022-23 學年的中四級為例：4A、4B 班會有較多同學以英語修讀 DSE 課

程； 4C、 4D 及 4E 則有較多同學以中文修讀 DSE 課程。  

3.2  能力較高的中四同學可選讀三個選修科，其餘同學只會選讀兩個選修科。 

3.3  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經濟及歷史此六科設立中文組及英文組。同

學如欲修讀英文組的選修科，須在英文科方面有較佳的成績。校方十分

鼓勵同學選擇入讀各科的英文組。  

4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延展課堂學習，以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開拓視野，

鞏固及深化課堂所學。例如組織學生參加「RoboMaster 2021 青少年挑戰賽」，

加深學生對編程的認識與能力，同時培養解難與協作能力。  

 

 

四  改善學生學習 

1.  本校學生在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接近百分之五十

的學生能夠升讀本地或海外大學的課程。  

2.  本校全部 15 學科的 2 級率均遠高於全港水平高，當中有 10 科的成績更達

100%。4 核心科 2 級率如下：包括中文 (100.0%)、英文 (96.7%)、數學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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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識 (96.7%)。2 級率方面，高於全港平均水平的學科包括化學 (94.1%)、中

史 (100.0%)、中文 (69.7%)、文學 (66.7%)、經濟 (80.8%)、地理 (80.0%)、資訊及

通訊科技 (80.0%)、通識 (75.2%)、數學 (75.4%)、數學二 (90.9%)、物理 (76.5%)、

視覺藝術 (81.8%)。全校整體 4 級率與全港平均水平相若， 4 級率超過 45%的

學科包括：數學 (47.5%)、數學二 (54.5%)、化學 (67.6%)、經濟 (50.0%)、地理

(52.0%)、視覺藝術 (45.5%)及中史 (56.0%)。  

3.  增值表現方面，絕大多數學科繼續維持正增值。這可證明本校一直有能力為

同學爭取超乎其本身能力的成績。  

4.  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學務組設立了三大板塊，分別是「學校」、「學科」

以及「家庭」，從不同方面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然而疫情之下，學生欠交作

業的情況愈發嚴重，對學業造成影響，未能給予學生足夠支援。  

5.  學務組第四年舉辦學習技巧講座，分別為中一以及中二的學生推廣高效的讀

書方法以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因疫情原因相關的講座改成網課模式，學生需

要於家中自行學習並完成工作紙。  

6.  本校每年均會參考中一新生的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三 TSA 成績。然

而，因疫情及停課影響，本年學校缺乏這些數據以檢視本校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的果效。  

7.  本年尚能勉強為中四及中五同學預測公開試成績，為中、英、數、通四個核

心科作出適當部署（尤其藉此調整保底策略），以爭取優良的公開試成績，協

助學生考獲最低大學入學資格。  

 

 

五  學生學業評估 

1 為提醒同學在停課期間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科主任經討論後決議改動平時

分的比重及分佈，亦修訂了「學習態度等級」。  

2 受疫情影響，今年的口試取消。  

3 本校設有一般中學常設的學術獎勵，並增設兩種標準獎狀，以嘉許測驗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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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中每班表現最佳及進步最多的學生。  

4 學校會要求學生在主要學科中定立「我的學科學習目標」。同學需要按照自己

的校內測考成績，為下一階段的學習定立目標，當中包括成立分數上及行為

習慣上的目標。學校要求同學自行檢討其學術表現。  

 

六  照顧特殊學習需要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

調配教育資源，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

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此外，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

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1 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1.1  成立學生支援組，由組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學

生輔導員和學科教師等；  

1.2  根據教育局指引及學生需要，安排教師參與特殊教育培訓。2021-2022 學

年培訓紀錄如下：  

-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或同等課程： 10 人  

-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或同等課程： 9 人  

- 專題課程或同等課程： 9 人  

1.3  聘請言語治療師，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定期提供小組／個別言語治療／

訓練；  

1.4  邀請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支援老師全年到校 10 次，期間提供寶貴意見予

本組及科任老師，並協助學生利用合適工具提升學習效能；  

1.5  增聘 1 名教學助理協助落實各項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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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識別及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學校透過不同渠道搜集資料，結合常模參照量表，識別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個案，有需要時轉介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其他外間機構評估；  

 

3 課堂、課業及考試調適：  

3.1  安排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英文及數學輔導教學；  

3.2  安排教學助理，利用適合教材在課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為

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暑期功課輔導；  

3.3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

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4 照顧個別需要：  

為個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立特定的學習計劃，對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情

緒支援。  

 

5 家長教育：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培訓班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同時亦會對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情緒支

援。  

  



23 

 

第四部分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針對青少年在成長需求，學校設立不同學生成長組包括訓育組、輔導組、課外活

動組、公民教育組、德育組和學生會，以關懷和愛護為前提，推行一系列措施及

計劃，促進學生身心成長。學校多年來積極推廣及實踐關愛文化，獲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嘉許為「關愛校園」。  

 

一   生涯規劃，整全發展  

致力於推動生涯規劃，培養學生認識自我能力，及早訂定目標並作出個人規劃。

如舉辦「性格透視工作坊」，幫助學生認清自己內在的性格強項以及能力，作出

明確的升學或就業選擇。並如上所述，舉行「行行出狀元」校友分享會及組織學

生參加「 JA 學生營商體驗計劃」，讓學生認識及體驗職業生涯。  

本校為應對不同階段學生的需求，進行生涯規劃教育。如中三舉辦選科講座，鼓

勵學生訂立學業目標，建立職業性向與學科選擇的連結，以準備高中升學。為中

六學生舉辦 JUPAS 講座及一人一輔導計劃，幫助學生檢討個人興趣、能力和抱

負等，讓他們更全面認識自己，助其訂立學業或事業目標。  

 

二   照顧身心需要，促進全人成長  

在成長方面，舉辦「壓力鬆一鬆」及「靜觀小組」活動協助學生減輕壓力，建立

抗壓以及抗逆能力。此外，加上「愛傳萬石」和「愛心響鈴．萬石送關懷活動」

等活動，提升其自信心，重建學生的人際關係，在疫情期間向朋友表達關心。  

在德育方面，以「助人自助」為宗旨，鼓勵學生走出校園多參與不同種類的義工

活動，例如「關愛零距離」透過網絡探訪長者，培養學生承擔社會責任，建構正

面人生觀。此外，廖族秋祭活動透過主題週會和問答遊戲，加深學生對「慎重追

求遠，飲水思源」的了解。  

在公民教育方面，「公民教育組」舉辦國慶國情展覽與問答比賽，確立學生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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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並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歸屬感。  

在環境保育方面，為建立環境保護的文化氛圍，學校舉辦了林地考察活動，令學

生關注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學校的太陽能設備已與中電公司共同測試以取得上

網電價證，透過宣傳向全校師生報告及推廣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促進學生的環保

意識。  

 

三   藝術陶養，德藝雙馨  

本校為實現發展學生多元化才能之教育理想，推行「一人一樂器」計劃，為學生

提供大提琴、小號、長號、單簧管及長笛等樂器訓練，透過音樂教育培養學生欣

賞藝術的能力。視覺藝術科鼓勵學生將高中作品裱畫畫框，並陳列於梯間以強化

學生自信心及和欣賞別人的正面價值觀。「女子設計師」活動透過手工創作，讓

同學在過程中自我探索，加深認識自己，並學習以藝術表達想法和情緒。  

 

四   豐富學習體驗，培養領導才能  

為配合學生的全人發展，學校亦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拓展學生在課堂以外的

學習經驗，發掘學生的興趣並激發其潛能。例如招募不同學會成員，確保每個學

生至少參加一項課外活動，更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如校際音樂及朗誦節、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等。學生在參與課餘活動的同時，能加強師生之間的

聯繫、責任感及歸屬感，提高學習積極性和培養同學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五   各方合作，齊心育苗  

自開校以來，鳳溪公立學校一直全力支持本校發展。本學年董事局延續「鳳溪公

立學校董事局精英獎學金」及「上水鄉廖萬石堂文昌勵學金」，連同其他多年來

提供的獎學金，切實推動學生勤勉向學，力爭上游。我們非常重視家校溝通與合

作。各班主任早於學期初已主動致電全體家長，初步了解學生成長背景，及讓家

長了解學校的期望與要求。在疫情之下，本校以網上形式舉行中一新生家長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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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家長晚會，讓家長與教師進一步溝通，深入了解學生在家庭及學校的情況與

需要。與家長溝通期間，我們會觀察家長在管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然後針對他

們的需要，出版家長輔導錦囊、舉辦家長講座及約見有需要的家長作深入訪談，

讓他們掌握更有效的管教子女方法，合力處理學生學習或成長的需要。  

  



26 

 

第五部分   學生表現  
 

一  公開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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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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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外活動表現 

今年多項國際及學界比賽因停課而取消，但學校仍能在有限的賽事中取得優異

成績，實在難能可貴：  

 

 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

術  

Chemists Online Self -

study Award Scheme 2021  

Hong Kong Virtual  

University & EDB 

Diamond 2 項、Platinum 1

項  

Gold 1 項、  

Bronze 23 項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2021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Distinction 2 項、  

藝

術  

亞洲青年音樂家大賽   優異獎  

第 74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

會  

冠軍 1 項、季軍 2 項  

優異 18 項  

 第十四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局  獲獎  

其

他  

Robomaster 2021 

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

（香港站）  

艾思能達（香港）

有限公司  

八強  

分組賽冠軍  

北區歷史及文化報告比賽  新界地方協會  銀獎  

 

  



29 

 

第六部分   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  (政府基金及學校基金 ) 7,158,783.19  

I.  政府基金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2,290,122.34   

* 行政津貼  (包括額外文員 ) 4,795,708.00 4,009,295.00 

* 學校及班級津貼   802,410.00 

   (日常運作開支，包括雜用開支 ,  清潔費 ,  郵費 ,  

交通費 ,  印刷費 ,  消耗品 ,  維修保養費用等 )     

* 科目津貼  (不同科目 )   487,130.00 

   科目 ,  功能組別及委員會開支      

*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及訓育德育計劃經常津貼    151,840.00 

* 推廣閱讀津貼  73,326.00 85,650.50 

* 綜合傢俱及設備    423,310.00 

* 其他津貼  (包括訓練及發展津貼 ,  增補津貼等 )   0.00 

小結 :  7,159,156.34 5,959,635.50 

(2) 其他政府津貼      

      

 * 空調設備津貼  695,454.00 704,025.00 

 * 資訊科技綜合教育  625,748.00 817,665.00 

 * 學校發展津貼  642,934.00 605,822.01 

 * 中學學習支援津貼  620,278.60 482,347.90 

 *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21,795.70 411,894.00 

 * 行政主任  540,268.60 729,466.45 

 * 全方位學習津貼  1,354,677.00 679,081.80 

 * 公民科津貼  300,000.00 10,434.00 

小結 :  5,101,155.90 4,440,736.16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 堂費  (租金 ,  售校簿 ) 617,110.78 560,643.26 

* 捐款  (獎學金 ,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24,000.00 24,000.00 

* 籌款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提高學習效能計劃 ) 256,500.00 72,452.00 

小結 :  897,610.78 657,095.26 

總結 :  20,316,706.21 11,057,466.92 

2021/22 年度總盈餘    9,259,239.29 

2021/22 年度完結總盈餘  20,316,706.21 20,316,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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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回饋與跟進  
 

一  培養良好學習態度及習慣 

因疫情緣故，學生未能回到校園上面授課堂，長時間的網課更需要學生本身的自

律。因此良好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習慣」尤為重要。校方主要從「培養良

好態度」以及「營造更好的英語學習風氣」兩方面著手，藉此提高學習效率更能

奠定自主學習的基礎，助其更好地對面疫情下的學習挑戰。疫情緩和以至平息，

校方將繼續執行本關注事項的各個工作項目，並再重點地照顧疫情期間較疏懶

的同學，協助他們重回正軌。  

 

二  培養同學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是年因疫情緣故，學校經歷了長時間的停課／取消面授教學，故學校不少活動都

受到影響而不能進行。在恢復面授之後，各學科以及成長組透過調節學校不同政

策，以及透過科組不同類型的校內活動、參觀及工作體驗等，讓同學從中建立良

好價值觀。同學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家庭、學習及交友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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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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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資訊科技綜合津貼運用報告  

項目  預算支出

($) 

支出項目  實際數量

及單位  

實際開支

($) 

1.1 購買了 wordwall  教

學網站 10 個許可証  

$2,000 購買了 wordwall 

教學網站 10 個許

可証  

10 個使用

權  

$2527  

1.3 購買 Chromecast (給

老師平板投影之用 ) 1 部  

$1,000 Chromecast  1 $525 

2.1 PEVO V4K 超高畫

質 USB 實物投影機  

2 部 (禮堂活動用 )  

 

$3,000 

投影機及實物投影

機  

 

投影機  :  2

部  

 

$2,160 

2.2 更換 221 室打印機 2

部、 1 部在校務處用  

$15,000 hp laserjet  pro 

M501dn  

hp laserjet  M610dn 

hk$9496 

2 

1 

$4535x2 

=$9,070 

$9,496 

2.3 更換 Rm223 switch ×  

3,core switch ×  1 

$5,0000 交換器  (48 埠  )  4 $4,0000 

2.4 更換 207 、 212、  

222 電腦室及各教員室

的電腦  

$160,000 電腦 60 部  60  $269,100 

2.6 電腦室控制系統 (222

室、 207 室、 212 室、 83

部機 ) 

$40,000 222 電腦室控制系

統  

207 及 212 電腦室

控制系統  

41 

42 

$18,010 

$16,500 

3 資訊科技小組活動  

3.1  I.T. 領袖生  章  

$2,500 疫情關係，項目暫

停。  

0 $0 

8. 其他支出 :  $565,920 1G 和記寬頻服務  1 年  13,440 

WiFi900 年費  1 年  66,660 

購買資訊科技儀器

及教學消耗品  

如打印機炭粉、LCD

的燈泡及 mouse 等  

1 年  30,000 

智能學生證  250 張  20,000 

伺服器及電腦硬件

保養  

1 年  84,639 

  eClass MDM 

Licenses (Ipad)  

80 個使用

權  

$5,520 

  TSS 技術支援服務  1 年  $22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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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增支出   eClass teacher app   1 $3,750 

總額：  $839,420  總額：  $8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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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津貼  

 

公民科社會發展科津貼  

2021/2022 學年運用報告  

 

項目  評估  開支  

Aristo Ed Press 公民科教育網站

使用權（ 1 年）  

  準時購買。  

  所有科任老師認同網上資

源有助老師準備教材及測

考題目，提高教學效能。  

$4,999 

教圖公民科網上教學資源庫  

（ 1 年使用權）  

  準時購買。  

  所有科任老師認同網上資

源有助老師準備教材及測

考題目，提高教學效能。  

$4,999 

明報教學資源庫（ 1 年使用權）   準時購買。  

  所有科任老師認同網上資

源有助老師準備教材及測

考題目，提高教學效能。  

$535 

 總計：  $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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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層

面年終檢討表  

 

 

2022/8/24 下午3:06 教育局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SEMIS) - Ver 3.2 (Build 041)

https://seninfosec.edb.gov.hk/semis_sec/YEESchoolQuestDetails_sec_big5.jsp?action_type=View 1/6

主⽬錄 English 有⽤資料 離開
  

 

  登入: 鳳溪廖萬⽯堂中學 - S518379000133

「 全校參與」 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學校層⾯年終檢討表
(供學校⾃評及呈交教育局作參考⽤)

來源： 「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零⼆零年⼗ ⼀⽉更新版) 附錄⼆⼗ ⼀

2021/22 學年 
 

 回到主⽬錄   將學⽣數⽬以 [百份比] 顯⽰   列印  

 

學校名稱(英文): FUNG KAI LIU MAN SHEK TONG SEC SCH

學校名稱(中文): 鳳溪廖萬⽯堂中學

學校註冊編號(SCRN): 5183790001331

資料最後更改時間: 24-Aug-2022 15:04:35

本表格遞交時間: 24-Aug-2022 15:04:35

 

1. 本校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的情況如下 : 

(請在適當的地⽅點選你的選擇)

I 校園文化

⼗

分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有

待

改
善

a)
領導層⽀持「 學⽣⽀援組」 推動「 全校參與」 模式融合教育， 建構校本共融

文化

b) 教職員能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並願意承擔⽀援的責任

c) 教職員認同「 全校參與」 的理念， 並透過互相⽀援來落實推⾏

d) 學⽣朋輩間能接納彼此的獨特性及個別差異

e) 學校安排學習活動時， 能配合學⽣的能⼒

f) 教職員普遍認同⼈⼈平等及有參與校內任何活動的權利

g) 學校與家⻑有良好的伙伴關係， 經常溝通以了解學⽣的進度

II 學校政策

⼗

分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有

待

改
善

a) 領導層訂立有關⽀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的政策， 並定期檢視⽬標和成效

b)

學校資訊透明度⾼， 並已在學校報告及學校概覽內清楚闡明校本融合教育政

策、 所獲得的額外資源和向學⽣提供的⽀援措施， 有關家⻑亦清楚⼦女的⽀

援層級及進展

c)
已訂定⾏動計劃安排教職員接受特殊教育的持續專業培訓， 並預期會符合教

育局訂定的培訓⽬標

d)
有效地參考《 照顧學⽣個別差異 --- 共融校園指標》 ， 為學校的整體需要與

發展釐定學校發展計劃和學校⾃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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