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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於二零零五年創校，是同一辦學團體「伊利沙伯

中學舊生會教育推廣機構」屬下的第二所中學。學校是一所政府津貼的男女校。  

校舍面積合共 8,000 平方米，空間寬敞，除千禧校舍及標準設施外，還包括大禮

堂、學生活動中心、有蓋操場暨多用途活動室、圖書館及自學資源中心、校園電視台、

英語學習中心、三個電腦室、五個科學實驗室、地理室、學生培育室等。學校建有溫

室及可再生能源互動學習中心，以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此外，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均

安裝實物投影機，並以無線網絡覆蓋。學校購置近 300 部平板電腦及 50 部數碼多媒體

播放機，配合電子學習平台，實施電子教學。  

 

學校管理 

    學校自創校年開始，已成立了法團校董會，在管理模式、原則、政策及問責均能

符合校本管理要求。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  12 位來自辦學團體的校董、校長、2 位教

員校董、2 位家長校董及 2 位獨立校董。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結構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4 班  24 班  

男生人數  80 78 75 65 53 62 413 

女生人數  52 40 39 42 43 38 254 

總註冊人數  132 118 114 107 96 100 667 

學位餘額狀況 

全校：14.05% 

學生出席狀況 

中一至中三：  97.0% 

中四至中六：  97.8% 

初中至高中原校升讀狀況 

中三升中四：  92.98% 

學生提早離校情況 

全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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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 

學校除了根據資助則例的常額編制外，還利用其他資源額外聘請了 6 位教師，令整個

教師團隊增至 61 人。  

老師教育資歷 

碩士或以上：50.8% 

學位    ：100% 

接受師資訓練 

已接受師資訓練：93.4% 

教師的教學年資 

0 至 4 年   ：13% 

5 至 9 年   ：6.5% 

10 年或以上  ：80.5% 

 

我們的學與教 

正常上課日數：151 日  (實際上課日數：103 日) 

學習活動日數：40 日  (實際學習活動日數：19 日) 

初中(中一至中三)八個學習領域時數分配  (註 1) 

中文(15.2%)、英文(18.2%)、數學(13.7%)、個人、社會與人文(18.9%)、科學(8.9%)、

科技(6.7%)、藝術(5.2%)、體育(4.4%) 

高中(中四至中六)學習領域時數分配 (註 2) 

中文(15.6%-16.7%)、英文(17.8%-18.9%)、數學(15.6%)、通識教育(12.2%)、選修科目

(24.4%)、個人、社會與人文(8.9%)、體育(4.4%) 

公開考試結果 

考試 項目 19/20 

我校 全港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五個科目中考獲第 2 級或以上的成績 

(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 
34% 71.2% 

整體優良率 4% 35.6% 

整體及格率 63.3% 85.4% 

 

學生體適能 

學校在上學期為學生進行了體能評估，因疫情關係，下學期取消體育課及體適能評估，

所以，本年度沒有全年體適能的評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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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初中各科目每週節數分配  

科目 
中文和 

普通話 
英文 數學 

社會與

人文 
科學 

電腦和

家政 

視藝和 

音樂 
體育 

閱讀與

寫作和

成長課 

總計 

中一級 7 8 6 9 4 3 2 2 4 45 

中二級 7 8 6 9 4 3 2 2 4 45 

中三級 6.5 8.5 6.5 7.5 4 3 3 2 4 45 

總時數 20.5 24.5 18.5 25.5 12 9 7 6 12 135 

百分比 15.2% 18.2% 13.7% 18.9% 8.9% 6.7% 5.2% 4.4% 8.8% 100% 

 

註 2: 

 

高中科目每週節數分配及開設之選修科目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教育  
選修科一  選修科二  體育 

閱讀與

寫作和

成長課 

總計 

中四級 7.5 8 7 5.5 5.5 5.5 2 4 45 

選修科：經濟、地理、歷史、生物、化學、物理、企會財、資通、視藝、體育 

中五級 7.5 8 7 5.5 5.5 5.5 2 4 45 

選修科：經濟、地理、歷史、生物、化學、物理、企會財、資通 

中六級 7 8.5 7 5.5 5.5 5.5 2 4 45 

選修科：經濟、地理、歷史、生物、化學、物理、企會財、資通 

總時數 22 24.5 21 16.5 16.5 16.5 6 12 135 

百分比 16.3% 18.2% 15.6% 12.2% 12.2% 12.2% 4.4% 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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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一 )：優化教與學，提升學生學習表現，藉此照顧學

生學習多樣性。  

1.1 通過跨科協作，建構及推行「教師課堂提問及引領討論技巧」的校本教

學專業執行手冊，提升課堂學生互動及參與度 。 (課堂提問的層階涵蓋不                   

同程度 )  

根據本年度計劃，各科組負責人就課堂教學進行班本行動研究，在本學

年內透過跨學科課堂教學分享，以 Danielson’s  Framework 作為評鑑工具，作

跨學科專業交流，評價課堂中教師的提問及引領討論技巧。全學年分享及評

課會議共進行了 8 次。會議上大家共同探討各科所設的問題層階，及如何提

高學生的課堂投入程度。  

 

反思： Danielson’s  Framework 能協助教師就課堂教學內容設計不同層次的提

問，並藉著提問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所以老師均認同利用提問及引領討論技

巧有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惟老師宜多留意及檢視課堂中的問題內容的層階，

提問須涵蓋不同層次，並有助引發及提升有質素的師生互動。此外，課堂討

論氣氛有賴學生的主動性與學習習慣，對能力稍遜及行為問題較多的學生的

班別而言，效果並不顯著，需要繼續探討其他提升學與教效能的教學法。此

外，部分學科課程受本質及考核模式限制，需要繼續探討如何在課堂上更有

效運用提問及引領學生討論，從而提升學與教效能。  

 

1.2  通過跨科協作，優化電子學習，建構及試行「電子學習」教學策略評鑑

標準 /清單 (校本教學專業執行手冊 )  

電子學習在停課期間各科組均廣泛地應用。各科組均有透過不同電子平

台及電子學習軟件發放及收集學生課業。此外亦有利用錄像及 Zoom 軟件作

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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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不論教師及學生在停課期間均能掌握及熟練地靈活運用多個電子教學

軟件，以支援停課期間的教學需要。教師善用網上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 room 

或 Schoology，配合不同課題及按學生需要，設定網上學習。現階段電子學

習以課後評核為主，未來可探索如何提升學生自學能力，例如：多製作錄像

教學片段，以支援學生在家溫習及自學。建議學校持續完善師生硬件及軟件

設備，並為老師及學生訂購教學應用程式。此外，網上授課時，師生互動減

少，較難監察學生，建議教師可多提問，以使學生時刻專注課堂。  

另一方面，電子學習只是輔助角色，電子學習能在一段短時間內提升學

習興趣。惟電子學習宜配合各課題實際需要，及須要考慮公開試考核的模式，

學生書寫的準確度與速度要恆常訓練，電子學習可作為提升學習的輔助之

用。  

 

1 .3  增加高中選修科目，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性向  

本年度增設了體育科及視藝科兩選修科，在 20/21 學年亦將再增設科技

與生活科及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以提供更多選擇以迎合學生的不同程度

及興趣需要。  

 

反思：老師普遍認為增加選修科目可照顧學生不同的興趣及發展。科目錯配

情況有所減少，有助教師的課堂教學。建議增加協助學生選科的導向工作，

以減少學生誤入非志願科目或能力未能應付的科目。  

 

1.4  優化學生課後學習支援，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政策以成績低於 40 分作分界線，作分階段補課。  

 

反思：老師普遍支持做法，可給予學生一個短期目標，也創造了空間給老師

處理最弱的一批學生。本年度分階段復課後，補課能有效集中協助學習能力

稍遜的學生。建議考慮增設拔尖時段，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另一方面，

暑期全班全科進行補課，以便追回課程進度。學校並會探討開放星期三放學

時段，予中六同學額外補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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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加強同學以科目為本的學習活動，推動全方位學習，照顧學生多元發展，

拓闊視野  

老師均認為全方位學習能擴闊學生視野，讓他們從實際體驗中學習知

識。  

 

反思：因疫情關係，很多學習活動要取消。由於課程緊迫，建議安排成長課

時段或試後活動期間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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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二 )：推行以學生為本及價值為主導的人生規劃教育  

2.1 提升教師價值教育及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能量  

2 .1 .1 透過教師發展凝聚共識，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人生規劃教育  

根據原有計劃，本學年原訂安排兩次教師專業培訓活動，上學期安排老

師參觀香港公開大學，下學期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校外機構合辦，以「如

何透過培育學生的性格強項以促進人生規劃」為主題，舉辦教師工作坊。上

學期的活動，由於籌備工作未能配合，決定另定日期舉行。至於有關性格強

項的教師工作坊，因疫情關係，活動將順延至下學年舉行。  

 

反思：基於疫情反覆，加上教育局就「教師專業角色、價值觀及操守」及「本

地、國家及國際教育議題」兩大範疇的專業發展建議，及過往已安排不少大

專院校的教師參觀活動，建議將價值教育和生涯規劃教育兩個主題合併為一

個工作坊，並於下學期的試後活動期間在校內舉行。  

 

2 .2  鞏固價值教育的實踐，裝備初中學生建立人生規劃  

學校於本年度繼續由中一級開始，透過提升同學的自律性和責任感，並

於中二級，加強同學的自信心和承擔精神，以裝備同學為自己訂立學習目標

和規劃人生。  

 

 

2.2 .1 分階段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裝備學生訂立目標和規劃人生  

 學校於學期初的啟導日課堂，由班主任指導同學，在學習和不同方面訂

定目標，並於學期中段和完結前進行反思和檢討。中一級方面，我們讓同學

認知並學習表達面對階段轉變時出現的情緒；認識生涯規劃的基本步驟；及

認識自己的強項和弱點，學習訂定全年目標。中二級方面，班主任為同學提

供指導，學習自我檢討；從學年規劃中實踐生涯規劃的基本步驟，並訂定全

年目標。延展課程組於 9 月舉辦班際壁報設計比賽，中一級和中二級的主題

分別是「自律和責任感」及「自信心和承擔精神」。  

 本學年早會時段，不同老師就自律、責任感、承擔精神和自信心與同學

分享個人經驗，探討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習慣中，建立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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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長課時段，學校邀請校外人士，與初中學生分享如何提升自制能力及專

注力，戒掉陋習。  一月中旬，學校舉辦大掃除和寫揮春活動，協助同學訂立

下學期的學習目標。培育組以「自律人生」為主題，讓同學明白為自己訂立

目標，有助培養自律。班主任和同學討論自愛、自控和自省的重要性，並引

用例子，鼓勵同學學習延遲滿足，建立良好的學習常規，並教導同學認識自

律的具體行為表現，包括準時交功課。另外，培育組以「傷健共融」為主題，

邀請傷健人士與同學分享共融設施不足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讓同學認

識傷健人士的需要，藉此學習尊重及關心他人。學校透過跨組別合作，因應

級本學生特質和成長需要，持續優化各級成長課的內容。  

培育組增加朋輩輔導員的人數，吸納二十位具愛心和耐性的同學，培訓

他們輔導技巧，協助中一同學培養自律和責任感。此外，朋輩輔導員亦積極

參與校外共融活動，並協助舉辦級本輔導活動和社交小組。  

 

反思：因疫情關係，學校於下學期的成長課未能按原訂計劃進行，將檢視各

級同學的需要，重新編排課節，將涉及核心價值和重要主題的課堂在新學年

進行。單向式的講座形式令同學感到沉悶，建議日後加入更多體驗式學習元

素。一如以往，學校會持續分階段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協助同學因應個人

實際情況，訂立學習目標。此外，學校在不同方面支援學生的成長，包括在

不同級別，推行級本獎勵計劃。學校亦會從不同方面收集數據，檢討措施和

活動的成效。  

 

2.2 .2 為學生提供不同層面的學習經歷，拓闊視野，發掘潛能，裝備學生訂立  

目標和規劃人生  

學校整理去年中一級同學在多次生涯規劃課中所得的資料，並將資料整

合成人生規劃檔案，讓中二級班主任於培育同學時作參考和跟進。檔案內容

包括：同學的夢想、職業興趣偏向測試結果、有興趣的職業及中一班主任對

同學的評價，包括強項和成長需要等。  

由於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原本計劃為中一級上學期考試成績優異同學

舉辦的大學參觀活動，以及透過西餐禮儀學習英文的獎勵活動均需取消。另

外，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安排的課後職業體驗活動亦未能如期進行。  

中一級成長課方面，學校於 12 月份為中一級同學進行職業偏向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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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上系統讓同學了解自己的興趣偏向，以及相關的學科及職業選擇。另

外，於 10 月份以「建立腦力」為主題的生涯規劃課，則鼓勵同學透過學習及

課外活動，建立多項與將來的夢想職業有關的重要能力。由於疫情關係，學

校與信義會原定於 2 月份合辦的中一級能力庫儲存日活動，將延至下學年中

二級舉行。  

中二級成長課方面，學校於上學期以「從興趣出發」為主題，鼓勵中二

同學勇於嘗試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拓闊視野，裝備自己建立不同能力，培

養有長遠價值的興趣，尋找將來可以發展的方向，讓同學明白發展個人興趣

對生涯規劃的重要性。而 11 月份則以「發掘多元智能」為主題，讓同學明白

不同人有不同的專長，智能亦有很多方面，希望藉此鼓勵同學發掘個人專長，

並加以發展。  

 培育組於上學期完成兩次全校性午間活動，包括湯中徒手開碌柚大賽及

湯中大笪地活動。超過 80%同學認同活動在提升師生關係、班級歸屬感方面

有正面影響。參賽者和觀眾均能感受校園生活的歡樂氣氛，高年級同學更表

示活動可以舒緩學業壓力。  

 學校為同學提供不同層面的學習經歷，拓闊視野，發展潛能。學校於上

學期考試後安排中二至中五女子欖球隊到台北美國學校作比賽交流。比賽不

論規則、場地及球證均達國際水平，有助考驗同學的體能、心理素質、團隊

精神及逆境自強能力，使球隊整體和球員個人方面素質均有所提升，實是難

得的學習經歷。  

學校原訂於中一級透過班會幹事領袖訓練活動提升班會幹事的責任感，

及於中二級透過讓班會幹事參與級本活動的籌備工作，提升同學的承擔精神。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關係，延展活動數量大幅減少，相關訓練活動亦告取消。

下學年，學校會為中一及中二級班會幹事領袖提供訓練活動。至於中三級的

乘風航領袖訓練活動，亦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學校為增強高中學生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認識，鼓勵同學以小組形式參與

全港中學生職業專才教育推廣挑戰賽。參賽隊伍以視像會議形式提案，本校

同學以舊曲新詞形式，鼓勵青少年以興趣為主，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帶出「行行出狀元，業業有專才」的訊息。本校同學與另一隊伍共同奪得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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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因社會事件和疫情關係，大學參觀活動及下學期舉行的課外活動均未

能如期舉行。各大學均透過網頁發放升學資訊，並以網上會議形式舉辦課程

簡介會。我們預計下學年各大學仍會以網上發放資訊為主，因此，學校會積

極鼓勵同學參與各院校的網上簡介會，暫時取代外出參觀院校。  

 

2 .2 .3 透過家長教育，與家長分享如何協助子女訂立目標和規劃人生  

由於疫情關係，家長日取消，班主任改以電話聯絡家長。原定於家長日

舉行的中一及中二生涯規劃家長講座亦取消，而中三級選科講座則以網上形

式於 6 月下旬舉行。  

原訂於 5 月份為初中家長舉辦以「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習慣」為主題的家

長教育活動，因疫情關係，將延至下學年舉行。  

 

反思：疫情停課期間，學校仍與家長和同學以電話及網上會議形式保持溝通，

透過班主任了解同學的作息習慣和身心健康情況，相關組別和學校社工適時

為有需要的家長和同學提供支援。另外，學校亦為家長提供支援熱線，包括

升學資訊及查詢，讓中三及中六同學可以按時報讀各院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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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三 ): 提升學生抗逆力，共同建立健康校園文化  

3.1  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及個人成長，加強學生面對成長挑戰的心理力量  

3 .1 .1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共創青雲計劃」  

培育組與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和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合作推

展計劃。由老師挑選中一和中二部分較活躍的同學，參加不同的興趣班。整

體活動出席率超過 70%，超過 80%學生對活動有極正面的評價，活動滿意度

平均分在 3.5 至 4.5 分之間，滿分為 5 分。  

本年度，學校致力提升學生的歸屬感及正向觀感，主要工作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保留原有恆常的全校性大型聯歡活動，持續營造校園正向快樂的

氛圍，例如：舉辦湯中徒手開碌柚大賽、「試前為您打打氣」午間音樂會、「新

春拜早年」午間活動等。第二方面，將「衛星組織」規模擴大，開展其他新

類型的午間及課後活動，發掘同學多元才華。在原有的四個衛星組織之上，

新增多三個衛星組織，包括：水晶膠飾物製作班、花繩隊及影片攝製隊。多

元化衛星組織可以發掘同學的多元志趣，同時營造多姿多彩的正面校園氛圍，

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情意連繫。第三方面，活動由「校本」定位滲入並結合至

「級本」層面，協助班主任強化班級經營，並強化同學對所屬班級與年級之

間的歸屬感與身份認同。學校於中一級暑期銜接課程，加入「塗鴉—繪出我

大門」活動，透過新同學與班主任合力設計並繪畫班徽及標語，協助新同學

適應新環境，初步建立班級團隊氣氛。同時，活動讓學校及早識別有特別關

顧需要的學生，使學校社工和相關組別能夠適時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另外，

學校於各級開展「挑戰一分鐘」的午間級本活動，各年級的學生均有機會參

與班際競技比賽，建立並鞏固班級的良好士氣與友愛氣氛。  

本學年推出「修己」和「善群」計劃，並由培育組統籌和推行。針對輕

微違規的同學，透過午間手工製作班，由同學製作小禮物，再由義工於探訪

活動時贈予弱勢社群。學校致力透過「快樂工場」和「青雲計劃」，結合義工

服務，進一步為同學提供自省和自我完善的學習機會。學校將「正面行為計

劃」與「學校及社區服務」結合，讓違規學生透過參與學校及社會服務，累

積貢獻社群的個人成長經驗，促進學生得到正面及健康的發展機會，加強學

生面對各種成長挑戰的心理力量，同時亦能透過參與活動作出實際貢獻，以

註銷違規紀錄。在「快樂工場」午間工作坊，同學可參與製作各類家品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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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日後義工活動贈送社群之用。  

 學校改革「暑期特別約令」，由以溫習及補做功課為主導的課堂，改以

提升學生個人成長及多元價值觀培養為宗旨的綜合學習課程，課程內容包括：

團隊建立、文化影片導賞、社區義工服務及體能訓練等，為約令賦予正向教

育意義。  此外，培育組與其他組別持續推動品德情意教育，教育活動包括製

訂成長課教材，以輕鬆有趣手法製作不同主題的短片，並於早會環節分享；  

於早會進行核心價值主題分享，更定期舉辦全校性的聯歡活動。  

 另外，學校於本年度獲頒樂繫校園獎勵計劃的「行動連繫特別獎」，計

劃目的是鼓勵學校建立著重連繫的校園氣氛，促使不同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得

到關注，從而能與學校建立互信關係，長遠提昇學生的投入感和對群體的承

擔，預防學生因疏離感引發的不同問題。計劃提供平台讓學界分享及交流，

共建一個充滿活力與正能量的學習環境給下一代。  

 

反思：惟受社會運動和疫情影響，活動只能在上學期舉行。建議下學年繼續

舉辦相關活動。學校會繼續積極發展不同的興趣活動，為具有不同專長的同

學，提供多元學習和成功經歷。以上計劃進一步為行為偏差的同學提供自省

和自我完善的學習機會之餘，更結合社區長者服務、傷殘和智障人士服務，

提升學生對社區人情關愛的關注度，並作出身體力行。  

 

3.2  提升學生抗逆力，促進精神健康，並提高教師和家長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3 .2 .1  與學校社工合作，推行「好心情 @學校」計劃  

「好心情@學校」計劃由培育組與駐校社工合作推行。計劃為不同性向

和能力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提升同學的抗逆力、服務精神和領

袖才能。上學期已完成以問卷識別抗逆力較低及精神壓力較高的中一和中二

學生，並已開展小組工作坊支援，提升同學的抗逆力和自信心。全年活動因

應疫情停課關係，未有進行活動問卷調查。根據負責教師和帶領活動的社工

觀察，學生參與率有 90%以上，活動參與投入。  

上學期已完成教師工作坊， 80%教師認同工作坊有助加深他們對精神健

康的認識。但家長講座卻因為疫情停課關係，需要延期至下學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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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明年將延續各項已定的計劃。另外，已參與計劃的中二級同學，將於

下學年升讀中三級，而由於計劃不包括中三級同學，故學校將會安排延伸活

動，由培育組與駐校社工或校外專業社工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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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1 .  本 年 度 共 有 1 0 0 位 中 六 同 學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整 體 表 現 如

下 ：  

  三 成 四（ 3 4 . 0 %）同 學 於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等 五 個 科 目 中 考 獲

第 2 級 或 以 上 的 成 績 。  

  科 目 整 體 及 格 率 為 6 3 . 3 %。  

2 .  學 校 為 同 學 提 供 全 人 教 育 及 均 衡 課 程，發 展 同 學 在 學 術 和 藝 術 文 化

方 面 的 潛 能。由 於 社 會 事 件 及 疫 情 關 係，大 部 份 比 賽 均 未 能 如 期 舉

辦 。 以 下 是 同 學 在 不 同 範 疇 的 獲 獎 項 目 。  

  通 識 教 育 科 方 面 ， 一 名 中 四 同 學 在 香 港 電 台 通 識 網 舉 辦 的 通 識

徵 文 比 賽 中 ， 獲 得 踴 躍 參 與 金 獎 。  

  歷 史 科 方 面 ， 在 由 教 育 局 及 香 港 大 學 電 子 學 習 發 展 實 驗 室 舉 辦

的 初 中 歷 史 科 電 子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中 ， 一 名 中 三 同 學 獲 頒 優 異 獎

狀 ， 另 外 ， 十 四 名 中 一 同 學 及 六 名 中 三 同 學 獲 頒 嘉 許 獎 狀 。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科 方 面 ， 三 名 中 四 及 一 名 中 五 同 學 在 香 港 科 創

教 育 協 會 舉 辦 的 全 港 L u m i e L a b s 科 創 專 題 研 習 報 告 短 片 比 賽 中 ，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主 題 ， 獲 得 中 學 組 優 異 獎 。  

  音 樂 方 面 ， 在 屯 門 區 中 西 樂 器 比 賽 中 ， 管 樂 團 獲 頒 中 學 合 奏 組

亞 軍 。 在 音 樂 圈 聯 會 舉 辦 的 亞 洲 線 上 音 樂 大 賽 中 ， 本 校 同 學 在

長 笛 獨 奏 初 級 組 和 中 級 組 共 奪 得 2 項 冠 軍 、 1 項 亞 軍 和 1 項 優

異 獎 ， 在 小 號 獨 奏 中 級 組 取 得 亞 軍 ， 在 單 簧 管 獨 奏 中 級 組 獲 得

優 異 獎 。  

  職 業 專 才 教 育 推 廣 方 面 ， 三 名 中 四 及 一 名 中 五 同 學 在 企 業 技 術

學 院 網 絡 舉 辦 的 全 港 中 學 生 V P E T 推 廣 挑 戰 賽 中 ， 以 舊 曲 新 詞

形 式 ， 推 廣 職 業 專 才 教 育 ， 鼓 勵 青 年 人 以 興 趣 為 主 ，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發 展 方 向 ， 帶 出 「 行 行 出 狀 元 ， 業 業 有 專 才 」 的 訊 息 。

最 後 ， 本 校 和 另 一 支 參 賽 隊 伍 一 同 奪 得 冠 軍 。  

  一 名 中 六 同 學 在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舉 辦 之 明 日 之 星 計 劃 中 ，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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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上 游 獎 學 金 。  

 兩 名 中 六 同 學 獲 頒 尤 德 爵 士 紀 念 基 金 高 中 學 生 獎 。  

 

3 .  本 校 同 學 在 體 育 運 動 表 現 出 眾 ， 獲 獎 項 目 如 下 ：  

 游 泳 方 面 ， 在 元 朗 區 學 界 游 泳 賽 中 ， 女 子 甲 組 奪 得 2 0 0 米 四 式

接 力 殿 軍 。  

  欖 球 方 面 ， 在 全 港 中 學 校 際 七 人 欖 球 比 賽 中 ， 女 子 甲 組 奪 得 第

8 名 。 此 外 ， 男 子 甲 組 在 新 界 區 中 學 校 際 七 人 欖 球 比 賽 及 深 水

埗 區 觸 式 欖 球 比 賽 中 ， 分 別 奪 得 盃 賽 亞 軍 和 中 學 組 冠 軍 。  

  田 徑 及 越 野 方 面 ， 在 元 朗 區 田 徑 運 動 大 會 中 ， 本 校 運 動 員 共 奪

得 6 項 冠 軍 、 6 項 亞 軍 及 4 項 季 軍 的 佳 績 。 此 外 ， 在 元 朗 區 學

界 田 徑 賽 中 ， 本 校 亦 獲 得 1 項 亞 軍 、 3 項 季 軍 和 5 項 殿 軍 的 成

績 。 在 全 港 學 界 越 野 之 王 長 跑 比 賽 中 ， 一 名 中 二 同 學 在 男 子 甲

組 奪 得 大 棠 站 個 人 冠 軍 ； 在 元 朗 區 學 界 越 野 賽 中 ， 三 名 同 學 分

別 奪 得 女 子 丙 組 殿 軍 、 男 子 甲 組 第 5 名 及 男 子 丙 組 第 7 名 。  

總結及展望 

在師生的協力同心下，同學在體育及藝術方面均能將潛能展現出來，取

得理想成績；本校期望同學能進一步將這種潛能在公開試中發揮出來，並以

堅毅不屈的精神去努力學習，在文憑試中爭取理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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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務簡報 

 

2019 至 2020 年度學校財政簡報 

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 

(準確至百位) 
 

 

 

 

賬戶 

盈餘結轉 

(18/19) 

(a) 

本年度資助 

(19/20) 

(b) 

總開支 

(19/20) 

(c) 

盈餘/(虧損) 

餘額 

(19/20) 

(d=b-c) 

盈餘結轉 

(19/20) 

(e=a+d) 

政府賬： 

擴大的營運 

開支整筆津貼 

(非特定用途) 

$2,393,800 $7,766,600 $7,075,600 $691,000 $3,084,800 

政府賬： 

其他 
$5,290,500 $7,910,900 $6,756,700 $1,154,200 $6,444,700 

學校賬： 

食物部租金及

堂費 

$1,032,400 $451,200 $166,000 $285,200 $1,317,600 

學校賬： 

獎學金及 

其他特定用途 

$2,180,700 $254,300 $166,400 $87,900 $2,268,600 

總額 $10,897,400 $16,383,000 $14,164,700 $2,218,300 $13,1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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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學校發展津貼財務報告  

2019-2020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財務報告 

 

項目 支出 

支援語文教學: 

聘請教學助理英文科及中文科各一名 
$367,537 

學校發展津貼總支出: $36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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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活動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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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多元學習津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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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財務報告 

 

2019-2020 年度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財務報告 

 

項

目 

項目名稱 實際支出 津貼的收入/   

(赤字) 

1. 購買圖書   

 實體書 - 讀書會贈書 $3,427  

 實體書 - 圖書館實體圖書 $8,152  

2. 網上閱讀計劃   

 其他計劃：HyRead 雲端電子書圖書館 $21,800  

 其他計劃：英語網上閱讀計劃 $4,000  

3. 閱讀活動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1,100  

 書展 (全年 2 次) - 書券   

 閱讀獎勵計劃 - 「閱讀致富儲分計劃」 $401  

總支出 $38,880  

2018-19 累積結餘  $13,700 

2019-20 撥款  $60,000 

2019-20 累積結餘  $3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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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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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