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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專業素質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因素，素質的維持需要教師本

身持續不懈地學習，從而提升個人的專業素養。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

會(師宮1I 會)在2003年發表了一份題為《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教

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及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件，提出了有關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的架構，並建議為該架構設立「試行期 J '讓學校和教

師嘗試和探索不同的做法。

在2006年，我們發表了第二份報告一《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中期報告> '就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現況作出評估和

反思。我們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進度感到鼓舞，並深切感謝各位校

長和教師的大力支持和推動。鑑於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極為重要，我

們認為現在發表本報告，正是適當的時機，可以藉此總結通往的推行

經驗，以及釐定今後的發展方向。我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成為另一個

平台，讓我們與教育界及社會人士之間的專業對話得以延續，使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文化得以不斷發展。

我謹代表師當1I會特別感謝各位夥伴和持分者，當中包括教育界內外人

士，尤其是那些曾在不同階段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專業意見、以助我們

制訂有關建議的人士。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核心目的，是改善學生的

學習和發展。我們期望今後能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並能加強彼比的

協作，進一步推動教師的專業發展。

jì1 法
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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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的核心工作是培宵學生，喝應學生全人發展和不同的學習

能力等方面的需要 9 周材施教，讓他們具備終身學習以及面對

轉變及考驗的能力，在將來能夠通看充實尚有意義的生活。

1.2 香港是個瞬息萬變的知識型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襄教宵學生，

實非嘉事。教師除了要面對學生學習及成長的轉變外，還要適

應日新丹真的知識與科技、不同的制度與政策、迅速發展的社

會經濟環境 9 還要面對家長及社會人士的期望。教師工作的多

元怯和稜雜性可想而知。

1.3 要面對這種種轉變及挑戰，教師需要具備為水平的專業素質。

像管本塔大部分教師已接受過職前或在戰師資培訓，對教師的

角色有充分理解，也曾學習有關教師職務的知識和技能，但教

師仍需要在專業上持續發展，才可以緊跟社會的步伐，與時並

主義。教師透過持續的專業學習及反思，可以增長知識，開閑視

野，提升個人的專業素揍，從而促進學校的發展和學生的學

習。

1.4 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培育學生，教師扮演關鍵的角色。我

們認為一支贊索高的教學隊伍，也應該是一支專業學習的隊

伍。事實上，教育界一直拖持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要追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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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專業發展，認定教育工作者「應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 ...努

力不懈地改進，以滿足社會對專業的期望 J 1 0 因此，教學人員

的終身學習，是教育專業在當代的發展及面對的挑戰所必然產

生的結果。

教師持續專業學習的信念

1.5 師訓會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建基於下列信念Z:

﹒教學是一門學習的專業。教師應像其它專業界別的人士一

樣，展現終身學習的承擔和能力，以提升專業水平;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核心，是教師的專業學習 3 .目標是為了

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從而促進學生的學習與發展;

﹒教師是持續專業發展的主體。教師在專業發展漸趨成熟後，

可專注於特定領域，以便史上層樓;

﹒教師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學習，以更新專業發展所需要的知

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故此，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必須

多元化，以切合他們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學習需要;

1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1990) 。

2 師會I[會成員名單，參閱附件一。

3 專業學習指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個人及分享性質的培訓及發展機會。這些學習活動提

供機會，讓參與者進行專業對話、互動、實踐、反思和分析，並可以透過面對面，網

上或通過其他方式進行。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祖d Training (2004). 

Profe.姐姐'alLearning: Policy for Sch~∞1/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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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是學校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必須針對學校的情景，才能加強兩者的聯繫，使學校

得益;

﹒學校本身便是一個學習社群。在學習社群中，每一位教師都

是學習者。他們透過互相學習、彼比支持、分享經驗及實踐

所學，可以激發其他教師一起學習，追求專業發展及成長，

從而提升學校的整體能力，並有利整個教師隊伍發展成為一

個更大的學習社群;及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需要教育界以及其他界別的參與和支持。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第一份及第二份報告

1.6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涵蓋職前師範教育、

初職教師入職放導及在職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三個階段。在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方面，師訓會在2003年發表第一份有關文件:

《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 I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及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 (下稱《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在文件中，

師動l會提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及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

建議，並設定首三年為「試行期」。學校可於2003/04學年或

2004/05學年開始首個持續專業發展周期。

1.7 在「試行期」間，師會I1會成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導向委員會生，

4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導向委員會成員名單 ，參閱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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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的推行情況;又透過研究及與有關

人士會面，蒐集資料數據及意見。師當11會於2006年4月發表第二

份報告: (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中期報

告) (下稱《中期報告) ) ，匯報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自 2003年以來

的進展。

1.8 三年「試行期」現已結束，學校也已開始新的持續專業發展周

期。因此我們特別擬訂《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 ，與

各教育界人士分享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在過去數年的進展情況，

並就未來發展路向，提出建議。

本報告的組織

1.9 在構思建議時，師會11會特別重視如何維持教師在專業學習方面的

動力，以及如何強化教師專業學習的影響，為教師個人的專業成

長、學校的發展和學生的學習，帶來更大祥益。

1.10 本報告第二章將簡述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及「教師專業能力理

念架構J 的內容。第三章則報告師宙11會最近一次研究的結果5 。

我們會在第四幸討論相闊的問題，而且提出建議，以期進一步推

動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本報告的結語則載於第五章。

5 2007年9月，所訓會委託香港大學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進行一項關於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的研究 。 研究結果，載於本報告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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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己上栽於穌會1) 會網寶: http:// 

www.acteq.hk 0 我們歡迎各教育界人士通過電郵、傳真及信函作

出回應:

@電郵地注: pdotpd2@edb.gov.hk 

@傳真號為: (852) 2537 2哇哇6

@郵寄地址:香港中環花園道美利大廈17棲1703室

教育局師會1I 與師資誇詢委員會及專業發展組

{查詢電話: (852) 3150 8006 / 3150 8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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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

的落實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

2.1 為了建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文化，師訓會在2003年 11月發表

《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6 ，提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旨

在確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機制，鼓勵教師在不同的專業範疇

內持續學習，提升專業水平。架構的重點色括:

﹒建立持續專業發展的客觀指標一為教師制定一個三年內參加

150小時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軟指標J '讓教師可參照這指

標，計畫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內容;

﹒對持續專業發展採納寬庚的定義一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涵蓋各

種有助於教師強化專業實踐的學習機會。一般來說，教

師樂意參與的正規培訓課程，大致上均屬於「有象統的學

習」類別。不過，要強調的是，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也應包括

各類型校內和跨校非正式的專業學習活動。這些活動可被歸

類為「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活動7;

6 (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可於所當1I會網站(h句://www.acteq.hk)下載。

7 I有無統的學習」色括長期及短期課程、研討會及會議、工作坊、高說學歷課程、

以及境外考察學習。「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活動色括教學工作增益活動、教

學起導、實踐學習及參與教育界及社會服務。(詳見《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盟企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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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均衡及多元化的專業學習經歷一建議教師在每三年內，

用不少於50小時進行「有Jl，.統的學習 J ;另外不少於50小時

用作進行「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 J 活動，使教師能有均衡

為豐富的專業學習機會;

@以 I -Í學童自主 J }.丈「校本自決 j 的精神椎動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一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成效，取決於活動是否能夠滿足教

師和學校的需要。故此，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強調教師和

學校根雄專業自主的原則，制定切合學校情況的持續專業發

展菜器和計鑫;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應與學校發展互相聲色令一個別教餘的專業

發展需要必須結合學校的發展方向，才能促進學校發展。學

校在釐定個別及全校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需要時，讓教師參

與有闖進程 F 將有劫於雙方達致共識;及

@強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索 j 一教師的積藤參與，對

營造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極其重要。不過，在鼓勵教師

參與的同時，師動|會強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贊索此數受重

要，因為教師專業發展的首要向標是令學生、學校及教師

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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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

2.2 師訓會於《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中同時發表「教師專業能

力理念架構 J 8 (下稱「架構J) ·旨在為學校和教師提供參

照，讓他們計畫及評估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內容。「架構」並為

教育同工提供一套共通語言，以促進彼此的專業對話。

2.3 I 架構」的設計和內容，看重教師的專業成長，以教師的個人

發展及核心專業價值為大前提，按「教與學」、「學生發展」、

「學校發展J '以及「專業群體關你及服務j 等四個主要範疇，

逐項描述教師在不同專業發展階段所需的專業能力9 。

2.4 依據該「架構」的各項描述，教師可了解本身的情況，並因應

已有的專業經驗，制定達至下一階段的持續專業發展計畫。學

校也可透過「架構」了解教師的整體能力，從而制定切合學校

特殊需要的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促進學校發展。

試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的中期進展

2.5 為評估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在「試行期」中段的發展情況，師訓

會委託了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及教育評議會進行「師訓會研

8 r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的電子文本，可於師宮11會網站(http://www.acteq.恤)下載。

9 根據「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J '教師專業發展進程可分為「基本要求」、「力能勝

任J 及「卓越境界」等三個階技。詳情請參閱《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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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0SJ 。研究結果和觀察所得，以及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的中期建議，詳載於2006年4月發表的《中期報告) 10 內。

2.6 (中期報告》顯示，教師普通確認持續專業發展的重要性，也

認同持續專業發展是教師的專業責任。過去數年，教師和學校

積桂進行各類型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他們對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架構的理念及目標、推行的原則、參與時數的建議、四大主

要專業發展範疇、發展模式的分類以及活動的確認安排等，普

通表示支持。有見及此，師會11會在《中期報告》中提出延續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的精神及推行方針，藉以繼續推動教師持

續專業發展。

有待探究的問題

2.7 在探討相關議題時，師訓會的關注點，是如何可以在現有的良

好發展基礎上，進一步促進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師訓會認為

以下問題，尤為重要。

2.8 師訓會覺察到在過去數年間，有些學校在椎動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耍了解這些學校取得成效所需的

條件，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

﹒甚麼因素可以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甚麼因素會阻礙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10 {中期報告》可於師動11會網站ht句://www.ac叫.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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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二，在各項椎動因素中，教師本身對教學的鸝皮和持續專業

學習的看法級其重要。為推動更多教師進行持續專業發展，我

們也須探討以下問題:

@是甚麼力量使教師對教學懷有熱誠?

@他們對教師學習有甚麼看法?

@在持續專業學習方面，他們有甚麼心得可以分享?

2.10 第三，因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透過提升學校及

教師的能力，以達到改善學生學習的成果，所以成們需妥思考

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效益的問題，以期取得有用的資料，在

未來數年間探索教師持續專業學習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相關的

問題包括:

@如何有效地通過教師的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

@教師應該學習甚麼?

@甚麼形式及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最有按益?

2.11 第四，教師在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上付出了不少時肉，但有時候

會對活動的質索及效用感到不滿。

@有何方法可以提升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聲索?

2.12 這些問題環環相扣，有助揭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如何能夠協劫

學校及教師提升專業能力，以面對在專業發展及教學生涯中不

斷增加的挑戰。這些問題均屬於「師訓會研究2007 J 的範園，

詳情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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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轉讓11草草研究單串串7J

3.1 為了丈深入地了解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情況，師會11會於2007年

9月，委託了香港大學改革二十一有限公司進行研究(以下簡稱

「師刻會研究2007J) .以革集數量及臂受兩方面的資料。受

性數據主要來自以校長及教師為對象的問卷調委，而質量資料

則來自學校探訪以及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教師的訪談。

研究的設計及方法，請參閱附件三。有關問卷請參閱附件濁。

輔寬輔臣哥

3.2 研究的目的包括以下幾方面:

1傳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進展;

2. 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的態度;

3. 學校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提供的支援;

也 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效益的看法;及

5. 椎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因素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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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結果

-•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進展

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情況

3.3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二教師在2006/07學年曾參與超過

50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11 。在中、小及特殊學校當中，小學

及特殊學校教師的比率較中學教師暮高。超過半數校長及約四

分之一教師更表示，教師通往兩年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情況有

明顯增長。這些資料和我們在近數年得到的回應已提供有力的

證據，顯示大部分教師不難達到「軟指標J 的要求。

3.4 時間分配方面，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偏重於「教師專業能力理念

架構j 中的「教與學」範疇。教師用於這個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時

間約佔60% '而用於其他三個範疇的時間則每個約佔10%至15%12 , 

11 為了方便雄集數攘， I師宙11會研究2007J 的問卷調查只邀請教師提供一年內參與持續

專業發展的情施。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及教育評議會於2004年進行的研究也顯示大

部分教師一年內己參加了不少於50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時數的活動。詳情見〈中期報

告〉第 11頁。

12 根據「師動l會研究2007 J '教師在四個範疇的時數分配為: 58%在「教與學J : 15% 

在「學生發展J : 13%在「學校發展J : 10%在「專業群體闢偉及服務J :另有4%屬

「其他無別」。教師重視「教與學」範疇的現象較「師宙11會研究200SJ 史為明顯。根

據「師謝11會荷究200SJ '教師在四個範疇的時數分酷為:的35%在「教與學J : 20% 

在「學生發展J : 20%在「學校發展J : lS%在「專業群體關你及服務J :少於10%

在「個人成長與發展」方面。詳情參閱《中期報告〉第 13及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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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教師對教與學的重視。以學校類划分析 9 中、小及特殊學

校的情況大致相同。

持續專業掛展的種親

3.5 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在不同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模式的參與情況已

頗為平均:約的%屬於「有無統的學習 J .而其餘的%則屬於

「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 J 。中、小及特殊學校的參與情況，十

分類似。由此可見，教師認同持續專業發展具有寬庚的涵義。

他們也能持開放的態度，參與不同稜類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以獲取豐宮的學習經歷。

一. 教揮重草持續專業發展的錯度

教師對指標的看法

3.6 校長辛辛遍認為教師在三年內完成 150小時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

「要求 J 適當;部分教師則認為有關「要求J 偏高。研究數據

同時反映，這些認為指標妥求過高的教師，相對地也較少參與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此外，我們從校長及教師的訪談中發現，

在已實施各種措施協助教師進行持續專業發展的學校中，較多

教師接受持續專業發展的指標，並表示三年內參與150小時持續

專業發展活動難度不大。雖然研究結果已經顯示大多數教師均

13 



能夠達標，但師會11 會也注意到部分教師仍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的時數「要求」有保留13 。

3.7 師動|會相信教師認為有關「要求J 客為偏高，部分原因與確認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計算時數，以及支援的性質及數量等問題

有關。故此，進一步釐清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涵義和分

類，提供更多專業發展機會，以及加強對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

展活動的支援，均可幫助教師理解達到軟指標並不困難，從而

釋除對持續專業發展時數的疑慮。

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基本原則的看法

3.8 絕大多數教師和校長均認同以下各項有關持續專業發展的基本

原則:

﹒教師應對自己的專業發展負責，堅持終身學習;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個人發展需要;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對整所學校的集體智慧有所祥益;及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學校的發展需要。

3.9 超過90%校長及約三分二教師也認同以下兩項持續專業發展的基

本原則:

13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於2008年3月進行的「小學教師對特區教育改革」問卷調查顯

示，在631位小學校長及教師的回應當中'的三分二回應者同意及不反對「教師每三

年需參與不少於150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J '的三分一回應者則表示不同意 。 另外，

78位同工(佔回應人數12.4%)認為土述要求需要暫緩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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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安排應由個別教師與所為學校

議定;及

@教師應該為同事的專業發展作出實獻。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內容

3.1。對於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底否識蓋 f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J 四

偽範疇中各項專業能力，大部分校長表示贊成，反映校長認同

教師工作的廣泛性及多元性。

3.11 教師方面 p 贊成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應泊蓋「教與學 j 範疇的比

率最高，約90%教師同意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應包括為於這範疇

的各項專業能力。教師贊成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應涵蓋「學生發

展j 及「學校發展J 兩個範疇的比率也很高，贊成的比率分別

達到 82%及75% 。

3.12 在 f專業群體關你及服務J 範疇中，雖然贊成 f參與有關教育

的社區服務及志顧工作 j 及「與社會大眾保持互動關你 J 兩項

專業能力的比率相對地低於其他各項，但仍有約的%教師認為有

必要將這些元素納入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內。

3.13 雖然大部分校長和教師均贊成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廳、溺蓋「教

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J 中各項專業能力 p 但校長表示贊成的比

率一般高於教師。在下列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應包括有關「學校

發展j 的項目，逾90%校長表示贊成，較持相同意見約 75%教師

的比率為出不少:

15 



@ 配合和實踐學校的信念、顧景和使命;

@ 了解及四J蓮、社會轉變及其相闋的社會價值觀;及

@ 了解和執行學校政策、程序及措施。

3.14 整體而言，雖然部分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要求 J 表示

關注，但校長及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均持積藤正面的麓度，而

且一致同意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也應顏及學校的發展。基於教師

職責的廣泛性，他們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應為議「教師專業能

力理念架構J 四個範疇支持的程度很高。

一. 學校高教皇軍持續專業哥華麗攘攘的支援

影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時素

3.15 調查顯示， 73%教師及72%校長認、為時間不足，是影響他們進行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主要原閱。有關活動的時問能否配合本身

工作的時間編排會也是絕大部分教師考廳的重要因素。此外，

約三分二教師認、為有關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能否增加個人的發展

機會，以及能否獲得經濟及資源上的支援，也是影響他們參與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重要因素。以學校類別分析，中、小

及特殊學校教師在影響因素方面的看法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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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論就

3.站在教師問毒品中，研究顧問共列出 13項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

措施，讓教師回答他們的學校是否已經採用這些措施，以及它

們是否有用。這些措施包括:

@ 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有特定的要求;

@ 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有特定的要求;

@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機會，以實踐從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中所學

習到的知識或教學方法;

@在財政上作出適當的安排，以支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 在教節的安排上作出適當的配合 9 以支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 定期邀請校外人士和教師分享教學法和經驗;

@ 定期為校內教師安排教學分享活動;

@ 鼓勵教師參與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搜集有關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料;

@為教師建立機制，以協劫教師記錄專業發展活動;

@ 與個別教師討論個人的專業發展;

@ 與教師共同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政裝;及

@ 建立機制以統i享有關教師專業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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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超過70%教師表示學校已採為下到五項措施，以促進教師持續尋

業發展;

@ 定期邀請校外人士和教師分享教學法和經驗;

@ 定期為校內教師安排教學分享活動;

@ 鼓勵教師參與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為教師建立機制，以協劫教師記錄專業發展活動;及

@建立機制以統籌有關教師專業發展事宜。

3.1話這些措施主要是利使教師進行專業發展的行政安排。約90%教師

表示這些措花在一定程度上有劫於他們進行專業發展活動。

3.19 除上述措施外，超過80%教師表示以下措施也對他們進行專業發

展活動有幫助;而大約一半教師表示學校已採用這些措施。尚

未有這些措施的學校可考處;

@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機會，以實錢從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中所學

習到的知識成教學方法;

@在財政上作出適當的安排以文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在教節的安排上作出適當的記令以支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搜集有關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料;

@ 與個別教師討論個人的專業發展;及

@ 與教師共同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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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問卷調查中，約40%教師表示學校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內容

及時數有特定的要求。相對於第3.17段及第 3.19段所列的 11項措

施，以下兩項措施得到教師認同的百分比最低14:

. 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有特定的要求;及
• 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有特定的要求。

3.21 與中、小學相比，較多特殊學校已推行不同措施，協助教師進

行持續專業發展。從學校探訪取得的資料反映，這些利使措

施，對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可以發揮頗大的作用。在推行較

多支援措施的學校中，教師一般對持續專業發展的參與和看法

都較為積極。

四. 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獲益的看法

「有象統的學習」及「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是否有用

3.22 研究資料顯示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的效益有正面的看法。中、

小及特殊學校教師的看法相近。根據問卷調查，超過90%教師認

同「有無統的學習」活動，例如教師專業發展日、工作坊、講

座及研討會等，均有助於他們的專業發展。

14 問卷已附載於本報告的世企空。《中期報告〉也指血， í滿足改策對持續專業發展活

動時數的要求」是三個動機中最少得到教師認、同的其中一個。見《中期報告》第 1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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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泊在各項「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j 活動中，超過80%教師同意與

校內/校外人士分享教學經驗和心得、同儕觀課、集體備課、

於學習小紋中分享閣官費心得和教育理念等活動，對他們有粹

益。雖然教師相對地較少進行教學敘導及行動研究等活動，但

約 70%教師表示曾參與這些活動，立主確認這些活動對他們有幫

坊。

3.挺進半數教師表示曾在專業發展活動中擔任導師、促導員及講

券，也曾參加與教宵事務委員會有闋的工作或撰寫學街文章。

尚未有參與這些活動經驗的教師，可以考處參與這些專業學習

活動，從而豐玄學習經歷。

能吾土主再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向轉

3.封閉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教師認為最重要的目標均與 I教與

學j 及「學生發展j 範疇有關。這些目標包括:

@增強個人教學能力;

@ 幫助提升學與教的效果;

@加強對學科知識內容的了解;及

@提高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能力。

3.26 校長的看法大致與教師接近。不過，四分一校長認為「加強校

內教師之間的交流和協作的意識j 也應該是持續專業發展最重

要的開操之一 9 商為教師闊的分享交流，有紛向儕增長知識、

技能及培養績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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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研究數據顯示，超過90%教師同意透過持續專業發展，在一定程

度上能夠達到上述第 3.25段列出的各項濃重要的目標。

3.28 此外，超過80%的教師認為在不同程度上能夠達到下列有關學校

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的商標:

@提高個人對教學專業的認同感;

@加深對教育政策的認識;

@ 且是了解僧人的專業發展路向;及

@加強校內教師之間的交流和協作的意識。

3.29 在問恣列出的各項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閱標中，雖然認為能

達到「幫助改善家庭與學校協作 J .及「幫助了解本地及世界

社會與經濟發展j 的教師相對較少，但仍有約 70%教師認為能達

到上述兩項的閱標。

教師的工作滿足感及專業島主權

3.3。這次問卷調委也嘗試探討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與教師工作滿足感

及專業自主權的關你。調查發現，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時數較多

的教師一般有較大的工作滿足感及自主的感覺。這是一個令人

鼓舞的信息，顯示了這樣一個「良性循環j …就是參與持續專

業發展愈多，帶來的工作滿足感及專業自主的感覺愈強烈。

3.31 整體而言，問卷調查也反映，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教師對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看法大致相同。此外，在校長與 f基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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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J 之間， I 中層教師 J 在大多數項目土的看法，與「基層教

師」的看法較為接近15 。

五. 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因素及條件

3.32 除了問卷調查外，師訓會委託的研究顧問也通過探訪學校及訪

問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得獎教師，了解椎動持續專業發展的

因素。受訪者均表示，教師對教學工作的熱忱及承擔，是維繫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指出，下列各項也是重要

的推動因素及條件:

. 學校管理層，尤其是校長的信任及支持;

• 學校開放及協作的氣氛;

﹒尊重和體恤教師之間的差異;

. 學校在教師工作量、設施、時間上作出通切的安排及支援;

及

﹒提供觀摩、協作、創新及回饋的機會。

3.33 受訪教師認為，引入外界的專業意見能讓教師接觸新意念及良

好的措施，可以為學校帶來提升創新能力及轉變範式的契機。

lS r 中層教師」色括首席學位教師/高級教育主位、高組學位教師/教育主任、小學學位

教師、首席助理教席、 高級助理教席及助理教席。「基層教師」色括學位教師/助理

教育主任、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及丈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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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概括而言. I 穌會1)會研究2007 J 讓我們了解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的進展情況，以及有利於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因素及條件。尤

為重要的是，教師普遍感到持續專業發展有劫於提升他們的專

業素養。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希望能夠參考相關文獻，進一步

探究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單單輾轉轉纜車專業是聽聽體朧鵲鸝嘻嘻

3.35 整體而言，師會1) 令所得的資料顯示，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在過

往數年間已有明顯的進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風氣苗盛。校

長和教師一致確認持續專業發展是一個具有延續性、而且與專

業實踐緊緊相遠的過程，他們也認同終身學習，追求專業發展

是教師的專業責任。

3.36 此外，我們也觀察到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在以下幾方面有明顯的

進展:

(1) 過去數年悶，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形式日趨多元化。

教育局、師資培訓機構及其他獨體已閒辨不同類型及形式

嶄新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包括與其他機構合作在校內或

校外進行行動研究及協作項瀉。而學校學辨校本專業發展

活動，也愈趨普遍 9 這些活動就能促進教師的持續專業發

展，也配合學校的需要。此外，校內向儕交流、觀課、教

學啟導及垮校網絡活動，已是頗常見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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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很多學校已將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訂定為學校的發展重點。

按照專業自主及信任的精神，許多學校也已建立了校本持

續專業發展架構，並藉此推動校內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

其中有成效的措施包括:

﹒邀請教師共同識別校內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需要。學校

整體及各科、組的持續專業發展需要，也清楚地納入於

學校的發展計畫中;

﹒強調校本持續專業發展16及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

學校重視校內同工的專業知識及潛能，並積極推動校內

同儕彼此觀摩及支援的風氣;

• -5 1 入校外資源，例如參與教育局或大專院校的夥伴計

畫，邀請有關專業人士到校給予講座及分享專業心符，

以促進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

﹒盡量提供機會，讓教師實踐所學、反思求進;

.在時間編配上作出特別安排，創造空間，讓教師參加校

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及

﹒著重運用學生的學習成果，以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的優

次。

(3) 學校及教師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關注，已由時數逐漸轉

移至對學生學習和發展的影響及效益方面。持續專業發展

16 學校已放視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重要基地或場所，以達致改善學校發展和學生學習

的目的。在教師的工作環境中，可以安排多元化的校本教職員發展活動，色括在校內

舉辦與工作有關的同儕分享活動、學校之間的網絡活動，以及引入外界資源和邀請專

業人士到校提供培訓和專業丈援等。見《中期報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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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化指標雖仍具椎動的作用，但教師更為著重活動的質

素以及活動是否對他們的專業發展有幫劫。

3.37 扼要而言，這些正面的經驗和證據，顯示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

一直進展良好，沒有即時需要關注的迫切問題。儘管如此，師

謝11 會明白推行方式仍可繼續改進。舉例來說，統籌持續專業發

展職務的學校人員所發揮的專業角色，如能進一步提升，將會

為教師及學校的發展帶來更大效益。此外，教師對時悶不足以

及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質素等問題，表示關注;這些問題在一

定程度土會妨礙教師進行持續專業發展。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這些問題，益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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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體聾

未來發展建議

輔音

是.1 師當時會在過去數年問蒐集得到的資料己、經證明，現時推行的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方式是合適的，也得到校長和教師的支

持。因此在推行的方向、原則及方式上，辭海1I 會不建議有重大

的改變。下一階段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應建基於就有良好的

發展基礎，及聚焦於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索及實效上。

4.2 師告ÙI!會的建議可歸納為下列四個主題:

L 專業會主及校本自決

2. 學校為本的持續專業發展

3.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意與重點

也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與支援

主草草一哥華華自主君是驢車自換

1 冀籲不硬盤接結教師持鐘專業哥哥麗的數若是

壘.3 要成功落實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計盒，教師的專業自主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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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重要，由上而下的強制性要求可能會帶來反效果。調查結

果及持份者的回應均指出，教師進行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已不

再是教育界關注的重點。故此，師當1)會認為應該延續《持續專

業發展文件2003) 所載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的精神，不

應對教師作出硬性的要求，也不應制定-~列強制性的規則。

在持續專業發展的質、量和模式上，應讓學校運用專業自主權

和判斷力，作出最切合其專業發展需要的選擇。

生A 侮制會建議

繼續採用《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的建議，不以硬性方

式推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重點包括:

(1) 三年內進行約150小時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指標;

(2) 由學校確定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模式和內容;及

(3) 讓學校運用專業自主權來檢視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實

施情況。

2. 持續專業發展模式的記錄方式

4.5 我們在《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03) 中，建議「有象統的學習」

及「其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兩種活動模式，旨在鼓勵教師參

與多元化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包括正式及非正式的持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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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師會rJ 會知道仍有個別學校誤解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

定義，將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等同於純粹參與校外舉行的正規專

業培訓活動。其實，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是指各種可以幫助教師

加強專業實踐的學習機會，是教師專業生涯的一部分。因此，

所有在校內和校外舉行的各類型「有看見統的學習」及「其他持

續專業發展模式」活動均應獲得承認，並列入於教師持續專業

發展的記錄內。有關詳情亦可參閱第二章2.1段。

4.6 為了擴間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經驗，學校和課程主辦者在兩種

模式以外，同時融合這兩種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模式的情況日趨

普遍。不過，教師對如何按照現行的分類模式，記錄這些混合

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頗感困惑。

4.7 由於「師動|會研究2007J 結果顯示，現時教師參與這兩種模式

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已頗為平均。故比，師會rJ 會認為應該消除

教師對記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模式的疑慮。

生且 每調會建議

(1) 教師應繼續均衡地進行不同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

動，以獲取豐當及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2) 教師在記錄專業發展活動時，只需單一記錄該活動的

時數，無須再分別記錄「有象統的學習」以及「其他持

續專業發展模式」兩類活動模式的參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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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撞車二串鞭2撞車揖持黨黨專業聽聽

L 麓本持鑽專業童醫展單單撞

是.9 I 師謝1I會研究泊的j 及{師當1I會研究2007 J 均顯示，一般教師

都贊成不同類型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同樣能提供有用的學習機

會。上述兩項研究同時反映，雖然教師認為校外舉辦的持續專

業發展活動有劫於他們認識新的教育思維和措施，但在過去數

年悶，校本持續專業發展也愈來愈受到重視，因為校本的專業

發展活動能針對個別學校特定的發展優次及學生的學習需要。

是.10 顧名忠義，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可以理解為在學校程舉行的

專業發展活動 9 但也可視為針對學校情況的專業發展活動。校

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形式各異，包括:研討會和工作坊、校

內教師分享、教學放導、指導、共同備謙、同儕觀課、行動研

究和參與白教育局、師資培訓機構或其他專業團體舉辦的校本

持續專業發展項目。

是.11 以學校為本位的專業發展可以凝聚校內教師 9 就學校共同關注

的議題，一起探討廳、對方法，這有助於卷進發體的學習文化。

學校引入外界合作夥伴提供專業意見和知識，則有助於擴閑視

野、啟發思維。

4日本校本持續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教師往往能夠參與其中。教師

的參與能促使他們思考和討論自己的需要以及學生的需要，從

草書



而加強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與學校發展需要兩者之間的聯繫。教

師的參與也可以加強同儕間的協作，令他們更樂意肩負學習的

責任。學校也可將資源適當地運用於教師最能受忌的領域。

4.13 師動|會認、為學校是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重要基地，故此必須強

調校本持續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生.14 每 ih/會建議

(1) 學校可致力舉辦更多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

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動機與成效;

(2) 學校可進一步應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來推行

或完善校本持續專業發展工作，利用該架構為教師提

供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實質內容;

(3) 學校可提供更多機會讓教師從實踐中學習，並透過反

忠和跟進學生的學習成果，釐定更明確的持續專業發

展目標;及

(4) 引入外界專業意見及經驗，提升教師專業學習的層次及

擴闊專業學習的範園。

30 



2. 協作性質的持續專業發展 17

4.15 以協作方式來進行教師持續專業學習，可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

改善學校教育的質素18 。協作性質的持續專業發展強調分享、實

踐和善用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事實上，個別教師的教

學經驗，就是一個豐富的資源庫，可供全校教師共同擁有。

4.16 協作持續專業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教師親自己為「學習社

群J 的成員。他們參與互動、對話交流、四饋和反思;視同事

為學習夥伴，並樂意為同儕的學習作出貢獻。這種學習模式有

助於改變教師的學習行為及擴闊他們共享的知識基礎。

4.17 根據「師動|會研究2007 J '雖然大部分教師樂於參與協作性
質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但是只有約三分二教師認同「教師應

該為同事的專業發展作出貢獻」。因比，師會rj 會認為應積極推

17 協作性質的持續專業發展的定義是: r在持續的基礎上，與一個或多個相關的同事，

為有可能影響教與學的確認目標，一起努力學習。」其特點包括:

-觀摩

-回應

-借鑑外界的專業知識

-有利於進行、加強和組織專業對話的措施

-讓教師確定自己學習重點的空間

-強調同儕互助比管理手法更為重要

(參加.den臼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臼。吋詛ating Centre (EPPI-臼ntre) (2003). 

The Im戶ctof白I/la.如II'ative CPD on αa姐vom Teac1血pgandLeam函'IJ. pp.17 and 51.) 

18 在「師訓會研究200SJ 中，很多教師認為「同儕互相支持和分享經騎」很有用。

(見《中期報告〉第三章。)在「師訪1]會研究2007J 中，教師認、為非正式的同儕闊

的分享與觀摩是最有用的持續專業發展形式，對他們的教學實踐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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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師即協同學習者 j 的概念，以產生對其他教師良好的影

響，營造集體學習的文化及氣氛，從而推動改革。長遠而言，

比舉也有助於推動及軍回校內、校外專業社群的持續發展。

4.18 同儕觀摩和指導早已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持續專業發展方式，

可以多加運用。「師當1)會研究2007J 反映，很多教師對觀摩相

同或相近學習範圍的教學表示很有興趣，並認、為同儕觀摩是一

種非常符合成本效益和有用的專業發展機會。事實上，良好的

觀課文化是教師之間專業分享和協作的強大推動力量。

4.19 總括來說，師會1) 會認為教育局及學校應締造更多協作性質的持

續專業發展機會，以助教師任教的學校以至其他學校發展成為

有動力的學習社群。

生.20 侮調會建議

(1) 學校應畫畫安排任教同一科間或經別 、 或屬同一行政

9且別的教師共同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透過組織架

構，為教師進行協作學習提供方便;及

(2) 更多利用同儕觀課來推動教師彼此學習、反思求進。

學校在推廣同儕觀課時，應考慮教師是否已準備就

緒，並應釐定適當的推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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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持續專業發展和學校發展之闊的務費

4.21 I 師動|會研究2007J 顯示，絕大多數教師認為教師的持續專業

發展應顧及教師個人和學校的發展需要。事實上，只有當學校

和教師共同確認、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才能使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對教師的專業成長和學校的發展產生最大的效益。

4.22 教師和學校透過討論釐定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優次，這種情況

目前並不普通"。師宮1) 會認為在識]1]持續專業發展優次的過程

中，有需要增加教師的參與，以加強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和學校

發展之間的聯繫，使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能具有助於提升教師

及學校的專業能力。

4.23 I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可以為教師提供參考，協助學校和教

師以學生發展需要為核心，探索共同的專業發展目標和需要。

生.24 侮調會建議

(1) 加強教師在釐定持續專業發展需要和制定校本持續尋

業發展決策上的參與程度;

(2) 在訂定持續專業發展的優次上，學校、各科組/行政組

]ù和個 ]1]教師應加強相互之間的配合;及

19 r 師會11會研究2007 J 指出，與個別教師討論其專業發展需要的做法並不普遍。在教師

的參典及討論下制訂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政策，也非學校普遍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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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學校多使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J '分析校

內的專業發展狀況，從而制訂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主題三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素與重點

1. 持黨專業發展的質素

4.25 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素受很多變數所影響，例如:活動的籌畫是

否周詳、能否切合學校的需要及能否達到教師的期望等。一般

而言，在眾多影響活動質素的因素中，教師通常會關心有關活

動能否有效幫助他們解決學生學習的需要，更認為這是評定質

素非常重要的一項準則。

4.26 我們認、為如果在策畫專業發展活動的過程中，學校及課程主辦

者能夠特別留意學校及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參加者的期望以

及有關活動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將有助於改善專業發展活動的

質素。

4.27 此外，有象統地評估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也是提升活動質素的

方法之一。持續專業發展的評估可以泊蓋不同層次，包括:教

師對活動安排的回應、教師的學習和應用情況，以及活動對學

與教的影響等。透過評估，主辦者可以取得有關活動質素的資

料，從而改善日後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策畫和組識。因此，我

們鼓勵課程主辦者及學校逐步強化及拓展評估持續專業發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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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機制，並利用有關數據及分析作為改善活動的依據。在學

校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應有機會接受培訓，以

掌握評估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知識及技能。他們也應有機會與

其他學校履行相關職務的同工分享策畫、組織及評估活動的經

驗，使他們能作迫切的調整，改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質素。

生.2包侮割舍建議

(1) 學校及課程主辦者在規畫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時，

應特別留意學校及教師的發展需要、參加者的期望及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2) 提供培訓，讓學校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

更充分掌握評估所需的知識及技能;並需提供機會，

讓他們分享策畫、組織及評估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經

驗;及

(3) 鼓勵學校及課程主辦者加強評估的機制，以提升持續

專業發展活動的策畫和組織的質素。

2. 按鐘專業發展的重蠹

4.29 師宮11 會的研究顯示，教師在進行持續專業發展時，相當著重參

與「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中的「教與學」範疇，而較少參

與其他範疇方面的發展。師訓會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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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 j 範疇是教師工作的核心。不過，學生的學習涵蓋學

術性及其他方面的發展，如: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以及情感

和社交的發展等;而且現今社會不斷變化，有關學生發展的問

題仍會不斷湧現。故此，師會1I會認為在策畫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的時候，也應同時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需要。此外，教師也應

提升在「學校發展」方面的專業能力，因為教師對教育政策、

學校背景以及學校政策的熟悉，有利推動學校的發展。

4.30 教師在事業及專業成長的不同階技，會有不同的專業發展優

次。因此，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及有志追求更大專業發展空間

的教師，也應更多關注「學校發展」和「專業群體關你及服

務」兩個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從而提升領導才能，推動學校

發展。

生.31 師調會建議

(1) 教師應加強在「學生發展」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以

切合學生的不同學習及發展需要;

(2)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也應聚焦在一些近年出現在學

生學習及發展上備受關注的問題;

(3) 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及有志追求更大發展空間的教

師，也應更多關注「學校發展」和「專業群體關靜、及

服務」兩個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以提升領導才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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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與不同持分者(如家長和其他專業或社會團體)之

間的合作，為教師締造更多不同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

機會。

主題四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與支援

1. 按鐘專業發展的領導

4.必要推廣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學校必須清楚表明對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的重視。只有讓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理念融入學校的辦

學理念中，並輔以良好的組織架構支援，教師持續專業學習的

文化才會茁壯成長。

4.33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是整個機構全體成員的責任。因此，學校上

下(特別是學校管理團隊和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的人員)必須群

策群力，有關工作方能水到渠成。

4.34 初職教師的入職放導，是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階段。

學校須將他們的入職成導納入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架構及政策

中，並作整體性的規畫，使他們能順利開展專業發展旅程。

辦學團體

4.35 辦學團體一直對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相當重視，並且為屬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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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樣持續專業發展機會，例如舉辦聯校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和安排教師駐訪友校學習觀摩等。部分辦學團體史提供財政和

資源上的支援，激勵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生.36 每當時會建議

在現有的良好發展基礎上，辦學團體應為屬下學校教師提

供更多聯校持續專業發展機會，以便教師分享交流，建立

跨校專業支援的學習網絡。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4.37 在學校層面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

理委員會的支持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生主B 每 Ì!I/會建議

在學校發展計畫中，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應

協助學校訂定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為優先發展項目之一。

學校管理層

4.39 學校的管理層，特別是校長，對專業學習的熱誠和重視是推動教

職員的重要原動力。故此，師當1I會認為必須特別表揚校長及學校

的管理層在培拉持續專業發展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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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的詩割舍建議

(1) 把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訂定為學校的重點發展項目;

(2) 學校管理層應經常與教師分享學校在推廣持續專業發

展方面的願景和目標;及

(3) 鼓勵教師關注及反思持續專業發展對教師專業成長、

學生學習和學校發展的影響，從而釐定迫切的持續專

業發展路向。

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

4.41 現時，頗多學校已委派專人負責統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職

務。這些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的人員，在協助校長協調教師

與學校的持續專業發展需要及制定適切的整體性策客上，可以

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們需要全力協助校長處理的工作，包括:

識別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需要、制定整體性策墓、策畫專業發

展活動、處理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行政事務、跟進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的情況，以及進行專業發展活動的評估。

4.42 由此可見，統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職務範圍頗為廣泛。負責

有關職務的人員在推動同儕的持續專業發展上起看舉足輕重的

作用。要有效地履行職務，校長及同儕的支持至為重要。不

過，目前學校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的人手調配並不穩定。他

們所擔任的角色，在不同學校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穩定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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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對於持續專業發展的推行較為有利。現時已有不少學校

委派副校長或職級較高的教師承擔這項職務。師會11會認為統籌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職務十分重要，而且庭、被視作一項專責職務。

這項統籌職務應該由職級較高的人員，例如副校長擔任，因為他

們的崗位有利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與學校情況的配合。

4.43 教育局及有關的持份者應為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

提供培訓，讓他們掌握相闋的知識和技能;也需協助這些人員

建立跨校網絡，分享信息和彼院學習，從而擴開有關知識基

礎，提升專業能力。

4.44 侮調會建議

(1) 將統籌及拓展持續專業發展視作一項專責職務，而且

應由職級較高的學校人員負責這項職務;

(2) 應為負責及協助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提供培

訓，以協助他們發揮專業角色;及

(3) 應積極拓展跨校網絡，以促進各校負責及協助統籌持

續專業發展的人員分享交流及結合實踐經驗。

學校中/督管理

4.45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在學校層面及各層級同時進行，有利章周及

深化成效。因此，中層管理人員便要擔當橋樑的角色，以聯繫

科紅的專業發展與及學校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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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的詩割舍建議

(1) 中層管理人員將學校的發展需要，納入其科組及行政

組別的持續專業發展計畫當中;及

(2) 科組和行政組別的負責人應與負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

職務的人員緊密合作，盡量創造其組別及跨組別的協

作與學習機會，以促進同儕的持續專業發展。

2. 持續專業發展的支援

4.47 適切的設施及有利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環境(例如休息室、教職

員的座位編排和內聯網) ，均是在校內椎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

重要條件。

屯的侮調會建議

(1) 學校的設施及環境，應盡量利使教師的專業交流和對

話;及

(2) 改善資源管理，以便教師更易獲取有關資源及學習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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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另一個重要因素與時間有關。由於工作緊迫，教師通常難以將

時間分配於不同的事情上。因此，師會tJ會鼓勵教師透過不同模

式進行專業學習，包括:自學模式，如參加網上課程及閱讀網

土資料等。這些學習途徑更具彈性，讓教師可按照自己的步

伐、工作的編排和需要，調較自己的學習進度。

4.5。在支援措施方面，學校必須將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融入學校的

發展計畫中，並在資源及時間上作整體的規畫及迫切的調撥。

現時很多學校已採用不同的措施，旨在為教師創造空間。其中

部分學校僱請額外人手，分擔教師非教學性質的職務，為教師

騰出空闖進行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也有部分學校在時間的編排

上，為教師設立特定的時段，讓教師協作學習和分享經驗。學

校的環境、資源和能力，各有不同。因比，學校在策畫各項有

利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措施時，須把上述因素考慮在內。學校

之間的經驗分字，可成為其他學校寶貴的參考資料。

生.弓1 師動i會建議

(1) 鼓勵教師嘗試採用多種學習模式，包括以自學方式學

習，因為這些學習模式更具彈性，較易配合教師自己

的時間及進度;及

(2) 提供更多機會及途徑，讓學校在創造空間、資源調配

及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策暮上，分享經驗及.\;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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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以上我們爐列了多項建議，嘗試加以整合，看眼點主要在教師

的專業為主、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發展的臂索及迫切

性，以及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及支援等方面。我們希望能為教

師提供一個椎動及支援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

成為積梅、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

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 '1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間

地挂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為方便查闕，各項建議的

撮委已列於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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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五章

結 盟
隔

5.1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持續發展的過程。教師須與時

並進，透過不斷學習和分芋，對專業知識基礎作出貢獻，以提

升專業素揍，最終促進學生的學習和全人發展。

5.2 過去數年推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架構所獲得的經驗，證明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在確立機制及凝聚動力等方面，已取得了顯著的

成果。故此，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試行期 J 以及推行《持續

專業發展到的》文件中各項建議，可視作香港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5.3 社會正在不斷轉變 9 對教師的期望有增無已。教師的專業發展

繼續備受整個教育行業關注。隨著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童心由

「教堂 J 轉向「質索 J '以及專業發展的「迫切性J 上，師動!

會預計「持續專業發展在促進學生學習方面的成效如何j 及

「如何使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史其成效」等問題，將繼續受到

教育同工的高度關注。

5.4 展望將來，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關鍵依然在於 f學習」。我們

的教師隊伍委發展成為一個學習社癖，教師就必須積褲投入專

業學習，而且對校內、以至校外其他教師的學習有所承搶，並

作出貢獻。

5.5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未來發展，有賴於所有教育工作者能閱應

制度上和國際間的轉變，不時反思和檢討各類可行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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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立起有闋的發展工作出謀獻策。鑑於新高中學制改革即將

推行，以及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影響，師誨11會期望教宵界各持

分者能共同努力?為落實本報告所載述的各項建議提供穩定、

有利的環境。在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現有穩健的發展基礎上，師

謝11 會將繼續探討相關問題，立宜與各持分者緊密協作，為教師持

續專業發展向前邁進繼續努力，以實現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讓學生的潛能充分發揮的共同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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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冉一

師首11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姓名

1. 張百康先生， BBS (主席)

2. 張鳳儀博士

3. 張文彪博士， MH

4. 張黃頓瑤博士， JP

5. 戴何天美女士

6. 詐俊炎先生， MH

7. 高彥鳴教授， JP

8. 李子建教授， JP

9. 麥陳尹玲女士， BBS 

10. 伍國雄博士

11.謝錫金教授

12. 黃美美博士， JP

13. 黃素玉女士

14. 黃若嫻修女

15. 楊子信先生

16. 葉錦菁女士(當然委員)

17. 鄭文耀先生， JP (當然委員)

(至2009年2月)

葉曾翠卿女士(當然委員)

(由 2009年2月起)

18. 李煜輝先生(秘書)

(至2009年2月)

李沙崙先生(秘書)

(由 2009年2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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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機構名稱

港島民生書院

宏信達顧問有限公司

崇具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拔萃女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

教育推廣機構

明愛樂勤學校

香港大學

德貞女子中學

香港創價幼稚困

嘉諾撒聖心學校

捷成洋行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岫件二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導向委員會成員名單

姓名

1. 蔡香生先生， MH (召集人)

2. 張文彪博士， MH

3. 趙志成博士

4. 那潤歡女士

s. 林智中教授

6. 麥惠貞女士

7. 伍國雄博士

8. 蘇那美眉女士

9. 袁夭仿牧師

10. 張百康先生， BBS (當然委員)

11.李煜輝先生(當然委員)

(至2009年2月)

李沙崙先生(當然委員)

(由2009年2月起)

12. 余羅少文女士

13. 陳碧華女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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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機構名稱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

教育推廣機構

崇具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香港教育學脆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明愛樂勤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港島民生書院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輪轉三

f轉譯11會輔寬租車7J

研究方法

1. 是次研究同時蒐集了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資料。為了蒐集數量E

資粹 9 研究顧問在2007年9月進行了一項以校長及老師為對象

的問卷調查，並透過隨機抽樣，退出共213鬧中學及小學，當中

15是問學校的校長對調查作出回應，比率為72% 。而 157問學校共

5，晶晶6名老師也填妥問卷交訝，四處的比率達74% 。總括而言，

回應的比率令人滿意會而用於是次調查的問卷己載於附件訝。

2. 為了蒐集質量資料，研究顧問在2008年 1 月jL 5月期間，探訪了

入問學校(包括三間小學、四閩中學及一間特殊學校) ，與校長及

老師作深入的路談。研究顧問根據學校參與持續專業發展的情

況，退出學校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平均時數為於整體平均持毅、

與整體平均時數相芳，及低於整體平均時毅等三類學校，旨在

透過這三類學校，了解校長及老師的看法。

3. 此外 P 研究顏間也在2007年 12月至2008年2月期問訪問了五位行

波長官卓越教學獎的得獎教師，旨在找出使他們成為傑出教師

的各項相閥割素，其中包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對他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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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轉譯11會輔寬租車7J

書畫擺開著書

輪轉國

以下的選擇時擾，講只選 1 個最合適的答案，然後在其中一個方路中加上“V""

獲(指定筒題餘外}

1. 任職校長年期; 年

2 本主見待所屬學校任職校長的年期:一一一一一年

3. 年齡: (1) 已 30歲或以下 (2) 口 31 個 40歲 (3) 口創- 50歲

(是)白 50歲以上

壘， 最高學歷: (1) 口中學 (2) 口專上學院 (3) 臼大學 性)口研究院

5. ~專業資格及和教師專業有繭的學歷: (可還多項)

(1) 臼教育證奢

侈}口博士

(2) 臼教育文憑

(的白其他，請泣明:

(3) 口學士 {的口碩士

岳， 實枝在鼓勵教師追求持續專業發展上有否逃到以下的阻力? (可還多平頁)

(1) 口教師沒有興趣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8) 口沒有意見

(2) 臼教師沒有時間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即且沒有遇到以上約情況

(3) 臼沒有合遠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倆口大部分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質素差

(5) 臼贊索好及合適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學舞昂費

(6) 臼合適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學額不足

(7) 白其他，請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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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實校有否安排或協劫教侮追求持續專業發展?

(1) 口有 (2) 口否 (3) 口沒有意見

如「有j 的話，安排是: (可還多項}

(1) 日學校成立無統以統盡早有賜教師專業發展事宜

(例如:教師專業發展小組)

(2) 口學校與教師共同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政策

(3) 口學校與個別教師討論僧人約專業發展

(哇} 且學校為教師建立機制，以協助教師記錄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5) 口學校搜集有關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料，從而協劫教師參與有關課程

(的 口學校鼓勵教師參與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7) 日學校定期為校內教師安排教學分享活動

(8) 口學校定期邀請校外人士，和教師分享教學法和經驗

(9) 口學校會在教節的安排上作出適當的配合，幫助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

展活動

(10) 口學校會在財政上作出適當的安排，幫劫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11) 口學校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機會，以實踐從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中所學習

刻的知識豆豆教學方法

(12) 口學校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有特定的要求

(13) 問學校對個耳目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內容有特定的要求

(1釗且其他，請泣明:

如「否 j 的話，原肉是: (可是甚多項}

(1) 且主讀書史教師自動追求持續專業發展，不常委學校作主動

(2) 口教師追求持續專業發展與杏，非學校可以控制的

(3) 問學校沒有資源協劫及鼓勵教師追求持續專業發展

阱且其他，請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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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說法?

非常 頌 頗 非常 沒有

同意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意見

(4) (3) (2) (1) (0) 

a) 與其他專業人士一樣，教師應對自己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專業發展負責，終身學習

b) 教師是學校群體的一份子，他們的持續專業

發展對整所學校的集體智慧有所祥益
口 口 口 口 口

c) 教師應該為同事的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口 口 口 口 口

d)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個人的發展需要 口 口 口 口 口

e)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學校的發展需要 口 口 口 口 口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安排應由個別
口 口 口 口 口

教師與所屬學校議訂

9. 請問你對以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要求有甚麼意見?

請在合適的方格上加上“ν" 號。以 (1 )至 (5) 分為評分標準。如不欲表達

意見，請在“沒有意見"的方格中加土“ν" 號。

時數 時數 時數 沒有

過低 合適 過高 意見

(1) (2) (3) (4) (5) (0) 

a) 在每個三年周期內，參與不少於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b) 在一個三年的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用不少於50 小時作有象銳的學習

c) 在一個三年的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

用不少於50小時參與其他模式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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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體來說，請悶在過去兩年貴校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有沒有明

顯的改變?

(1) 口有明顯的增加

(4) 口沒有意見

(2) 口沒有明顯的改變 (3) 口有明顯的減少

11. 整體來說，請悶在過去兩年貴校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性質(倒如模

式、內容)有沒有明顯的改變?

(1) 口有明顯的改變，這些改變是:

(2) 口沒有明顯的改變

(3) 口沒有意見

12. 請問你認、為貴校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是否需要色括以下各方面的範疇?

非常 需要 不大 完全!沒有

需要 需委不需要|意見

(4) (3) (2) (1) : (0) 

教與學範疇:

a) 學科內容知識 口 口 口 口 口

b) 課程及教學內容知識 口 口 口 口 口

c) 教學策墓、技巧、媒體、語言 口 口 口 口 口

d) 評按及許估 口 口 口 口 口

學生發展範疇:

e) 理解和識別學生的不同需要及提供支援 口 口 口 口 口

。與學生建立互信闢餘 口 口 口 口 口

g) 為學生提供關顧服務 口 口 口 口 口

h) 策畫、組織及參與多元的學習計畫 口 口 口 口 口

i) 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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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需要 不大 完全!沒有

需要 需要不需要|意見

(4) (3) (2) (1) : (0) 

學校發展範疇:

j)配合和實踐學校的信念、願景和使命 口 口 口 口 口

k) 營造關懷和情悅的校園氣氛 口 口 口 口 口

1) 了解和執行學校政策、程序及措施 口 口 口 口 口

m) 家庭典學校協作 口 口 口 口 口

n) 了解及回應社會轉變及其相關的社會價值觀 口 口 口 口 口

專業群體關都及服務範疇:

0) 校內協作關餘 口 口 口 口 口

p) 與他人分享知識和經驗 口 口 口 口 口

q) 為教師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口 口 口 口 口

r) 教育政策的參與 口 口 口 口 口

s) 與社會大眾保持互動關你 口 口 口 口 口

t) 參與有關教育的社區服務及志願工作 口 口 口 口 口

其他:

u)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口

l3. (A) 請問你認為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目標應該是甚麼?

請在以下 (A) 項中有關的方格中加上“1/"號。(可還多項)

(B) 你認為整體上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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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教師參與 若這是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

持續專業 活動的目標，請問你認為整體

發展活動 上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到?

的目標 完全 大部份小部份完全 沒有
(可還多項) 達到 達到 達到不能達到意見

(1) (4) (3) (2) (1) (0) 

a) 增強個別教師的教學能力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b) 加強個別教師對學科知識內容的了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c) 增強個別教師教學的自信心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d) 提高個別教師對教學專業的認同感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 讓個別教師晃了解他們的專業發展路向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提高個別教師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的能力

g) 增強個別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及情緒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問題的信心

h) 讓個別教師認識怎樣進行教學投龍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研究及評估

i) 提高個別教師的組織能力

(例如:組織課外活動及與校外團體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經驗等活動)

j)幫助提高學校整體教師對持續專業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發展的參與

k) 幫助加強校內教師之間交流和協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的意識

1) 加深個別教師對教育政策的認、識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m)幫助個別教師了解本地及世界社會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與經濟發展

n) 幫助改善家庭與學校協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0) 幫助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p) 幫助提升學與敦的效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q)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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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 請參考上述 a) L 哩}項，指出 3 項你認為最重發約教會F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月棒。(只須填以上項闊前的英文字母}

濃重要閱樣:

第 2 重要寫樣:

第 3 委要寫樣:

(0) 口沒有意見

1也 請問你希莖貴校的教姆在未來兩年參加甚麼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15阻 請問你對教師釣持續i畢業發展，有甚麼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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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輔讀11會輔寬租車7J

賽是轉瞬草書

IJ，(下的選擇跨題，讀只選 1 個最合適的答案，然後在其中一種方按中隸主 "V'''

發(據定閱題像外)

L 任職教每年期: 年

2. 表現E守所為學校任教的年期: 今

3圖 請問你的職級是: (請選擇1個最適合的答業}

(1) 口首席學位教師/高級學位教師/小學學位教師/首席劫理教席/

為經劫理教席/助理教席/高經教育主任/教育主任

(2) 口學社教師/助王里教育主任/劫王蚓、學學位教師/文憑教師/其他

是. 年齡: (1) 口 30歲或以下 (2) 口 31 徊的義 (3) 口創制 50歲

{的口 50歲以

5. 性別: (1) 口第 (2) 口女

6. 最高學歷: (1) 口中學 (2) 口專上學院 (3) 口大學 (4) 日研究院

7. 專業資格及和教師專業有憾的學歷: (可還多項)

(1) 日教宵證書

(2) 臼教育文憑

(3) 口學士

{的口碩士

5聶

(5) 自縛士

(6) 口其他，華青說明:一一一一一一



8. 請問你在 2006/07 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總時數是多少?

(1) 口少於26小時

(2) 口 26-50小時

(3) 口 51-75小時

(4) 口 76 -100小時

(5) 口 101-125小時

(6) 口 126 -150小時

(7) 口 151- 200 小時

(8) 口 200小時以上

9. 請問你在 2006/07參與以下不同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範疇佔總時數的百分比是

多少?

佔2006月7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百分比

的教與學範疇 % 

b) 學生發展範疇 % 

c) 學校發展範疇 % 

d) 專業群體關悴，及服務範疇 % 

e) 其他 % 

以上 5 項百分比的總和應為100%

10. 以下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對你是否有幫助?

非常 頗有有少許完全!沒有 沒有參與
有幫助 幫助 幫助沒有幫助!意見 這些活動

(4) (3) (2) (1) i (0) (99) 

I.有車統的學習:

a) 參與為期三個月或以下的學習課程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b) 參與為期三至六個月的學習課程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c) 兼讀為期六個月至一年的學習課程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d) 兼讀為期一年或以上的學習課程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 研討會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講座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g) 工作坊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h) 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57 



非常 頗有有少許完全 沒有 沒有參與
有幫助 幫助 幫助沒有幫助意見 這些活動

(4) (3) (2) (1) (0) (99) 

i)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II. 其他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j)校內/校外人士分享教學詩和經.鞍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k) 學習小組內分享閱讀心得和有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教育專業的意念

1) 教學敵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m) 參與觀課計畫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n) 參與集體備課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0) 進行科目成學術行動研究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p) 撰寫學街文章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q) 參與教育事務委員會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r) 為專業發展活動擔任導師/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促導員/講者

s)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1. 請問你在2006/07參與不同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模式佔總時數的百分比是

多少?

佔2006/07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

時數百分比

的有無銳的學習 % 

b) 其他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 

以上2項百分比的總和應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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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悶在過去兩年你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有沒有明顯的改變?

(1) 口有明顯的增加

(4) 口沒有意見

(2) 口沒有明顯的改變 (3) 口有明顯的減少

13. 請悶在過去兩年你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性質(例如模式、內容)有沒有

明顯的改變?

(1) 口有明顯的改變，這些改變是:

(2) 口沒有明顯的改變

(3) 口沒有意見

14. (A) 請問你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目標是甚麼?請在以下 (A) 項中有關

的方格中加土“1/"號。(可還多項)

(B) 你認為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到?

(A) (B) 

教師參與 若這是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

持續專業 目標，請問你認為整體上這些目標

發展活動 是否已經達到 P

的目標 完全 大部份小部份完全 沒有 暫時還

(可還多項) 達到 達到 達到不能達到意見 未知道

(1) (4) (3) (2) (1) (0) (99) 

a) 增強個人教學能力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b) 加強對學科知識內容的了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c) 增強教學的自信心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d) 提高個人對教學專業的認、同感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 史了解個人的專業發展路向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提高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能力

g) 增強處理學生行為及情緒問題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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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教師參與 若這是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

持續專業 目標，請問你認為整體上這些目標

發展司活動 是否已經達到 2

的目標 完全 大部份小部份完全 沒有 暫時還

(可還多項) 達到 達到 達到不能達到意見 未知道

(1) (4) (3) (2) (1) (0) (99) 

h) 認、識怎樣進行教學妓龍的研究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及評估

i) 提高組織能力(倒如:組織

課外活動及與校外團體為學生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提供全方位學習經驗等活動)

j)幫助提高學校整體教師對持續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專業發展的參與

k) 幫助加強校內教師之間交流和

協作的意識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 加深對教育改策的認識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m) 幫助了解本地及世界社會與

經濟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n) 幫助改善家庭典學校協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0) 幫助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p) 幫助提升學與教的姓果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q)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4. (C) 請參考上述的至 q) 項，指出 3 項你認、為最重要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目標。(只須填以上項目前的英文字母)

最重要目標:

第 2 重要目標:

第 3 重要目標:

(0) 口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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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請問你在決定參與某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時，是否會考慮以下的因素?

(可還多項)

(B) 請問你認為這些因素是如何重要?

(A) (B) 
這是決定 若這是閣下決定參與該項持續

參與該項 專業發展活動的考慮因素，

持續專業 請問你認為這因素是如何重要 P

發展活動

十分 頗 頌 十分 沒有的因素

可還多項 重要 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意見

(1) (4) (3) (2) (1) (0) 

的經濟上能否負擔該項持續專業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活動

b) 時間編配土能否妥善地安排參與該項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c) 該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內容是否生動

有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d) 學校會否提供適當的支援以便參與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該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e) 該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是否得到校方
口 口 口 口 口自口

認可

。參與該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能否增加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個人的發展機會

g) 參與該項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能否增加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個人的就業安全感

h) 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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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有關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說法?

非常 頗 頗 非常 沒有

同意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意見

(4) (3) (2) (1) (0) 

a) 與其他專業人士一樣，教師應對自己的專業
口 口 口 口 口

發展負責，將身學習

b) 教師是學校群體的一份子，他們的持續專業

發展對整所學校的集體智慧有所祥益
口 口 口 口 口

c) 教師應該為同事的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口 口 口 口 口

d)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個人的發展需要 口 口 口 口 口

e)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學校的發展需要 口 口 口 口 口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安排應由個別

教師與所屬學校議訂 口 口 口 口 口

17. 請問你對以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時數要求有甚麼意見?

請在合適的方格上加上“11'''號。以 (1 )至 (5) 分為評分標準。如不欲表達

意見，請在“沒有意見"的方格中加土“11'''號。

時.. 時數 時數 沒有

過低 合適 過高 意見

(1) (2) (3) (4) (5) (0) 

a) 在每個三年周期內，參與不少於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鷗在一個三年的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用不少於50 小時作有象銳的學習

c) 在一個三年的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

用不少於50小時參與其他模式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62 



18. (A) 請問貴校有沒有以下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安排?假如有的話，請在

方格中加上“t/"號。(可還多項)

(B) 你認、為這些安排有沒有幫助?

(A) (B) 

學校有 芳貴校有這些安排，請問你認為

以下的
這些安排有沒有幫助?

安排 非常 頗有有少許完全 沒有

(可還多項 有幫助 幫助 幫助沒有幫劫意見

(1) (4) (3) (2) (1) (0) 

a) 學校成立雞就以統籌有關教師專業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事宜(例如:教師專業發展小組)

b) 學校與教師共同制定教師專業發展政策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c) 學校與個別教師討論個人的專業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d) 學校為教師建立機制，以協助教師記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e) 學校搜集有關專業發展活動的資料，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從而協助教師參與有關課程

。學校鼓勵教師參與個人的專業發展活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g) 學校定期為校內教師安排教學分享活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h) 學校定期邀請枝外人士，和教師分享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教學法和經驗

i) 學校會在教節的安排土作出適當的配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令，幫助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j)學校會在財政上作曲適當的安排，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幫助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k) 學校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機會，以實踐

從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中所學習到的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知識或教學方法

1) 學校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

活動的時數有特定的要求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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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學校有 若貴校有這些安排，請問你認為

以下的
這些安排有沒有幫助?

安排 非常 煩有有少許完全 沒有

(可進多項 有幫助 幫助 幫助沒有幫助意見

(1) (4) (3) (2) (1) (0) 

m) 學校對個別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活動的內容有特定的要求
口

的其他(如有，請註明):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9. 你在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上有否遲到以下情況? (可還多項)

(1) 口沒有興趣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8) 口沒有意見

(2) 口沒有時間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0) 口沒有遇到以土的情比

(3) 口沒有合適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4) 口大部分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質素差

(5) 口質素好及合適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學費昂貴

(6) 口合適的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學額不足

(7) 口其他，請註明:

20. 請問你認為你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是否需要色括以下各方面的範疇?

非常 不大 完全 !沒有

常委 需要 需要不需要|意見

(4) (3) (2) (1) i (0) 

教與學範疇:

的學科內容知識 口 口 口 口 口

b) 課程及教學內容知識 口 口 口 口 口

c) 教學策墓、技巧、媒體、語言 口 口 口 口 口

d) 評核及評估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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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大 完全 l 沒有

需要 需要 需要不需要|意見

(4) (3) (2) (1) : (0) 

學生發展範疇:

e) 理解和識別學生的不同需要及提供支援 口 口 口 口 口

。典學生建立互信關你 口 口 口 口 口

g) 為學生提供關顧服務 口 口 口 口 口

h) 策畫、組織及參與多元的學習計畫 口 口 口 口 口

i) 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 口 口 口 口 口

學校發展範疇:

j)配合和實踐學校的信念、願景和使命 口 口 口 口 口

k) 營造關懷和愉悅的校園氯氣 口 口 口 口 口

1) 了解和執行學技政策、程序及措施 口 口 口 口 口

m) 家庭與學校協作 口 口 口 口 口

的了解及回應社會轉變及其相關的社會價值觀 口 口 口 口 口

專業群體關總及服務範疇:

0) 校內協作關你 口 口 口 口 口

p) 與他人分享知識和經驗 口 口 口 口 口

q) 為教師專業發展作出貢獻 口 口 口 口 口

。教育政策的參與 口 口 口 口 口

s) 與社會大眾保持互動關都 口 口 口 口 口

t) 參與有關教育的社區服務及志顧工作 口 口 口 口 口

其他:

u) 其他，請註明: 口 口 口 l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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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你是否同意以下的說請?

非常 頰 頗 非常 沒有

同意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意見

(4) (3) (2) (1) (0) 

a) 因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表現主要是受到

他們家庭環境的影響，所以我所能做到的， 口 口 口 口 口

是非常有限

b 如果我史努力，便可以改變最難教和最沒有
口 口

學習動機的學生
口 口 口

吋我希望能繼續教學工作 口 口 口 口 口

d) 假如我有機會再選擇，我仍然會加入教師行列 口 口 口 口 口

司儘管我花了許多時間，也難以做好教師的工作 口 口 口 口 口

。我可以自由選擇認為好的教學方譜和策客 口 口 口 口 口

g) 我可以自由地採用創新的教學方法 口 口 口 口 口

h) 我在課程設計上有很大的自主權 口 口 口 口 口

22. 請問你在未來兩年希望參加甚麼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23. 請問你對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有甚麼其他意見?

問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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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件五

建議摘要

第四章各項建議表列如下:

主題一專業自主及校本自訣

副題 建議 段落

1. I (1) 三年內進行約凹崎持續專業發|第 4.3 段

貫徹不硬性推| 展活動的指標;
至

行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的做法

2. 

持續專業發展

模式的記錄方

式

I (2). 由學校確定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模|第 4.4 段

式和內容;及

(3). 讓學校運用專業自主權來檢視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的實施情況。

(1). 教師應繼續均衡地進行不同模式的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獲取豐當及

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2). 教師在記錄專業發展活動時，只需

單一記錄該活動的時數，無須再分

別記錄「有象統的學習」與及「其

他持續專業發展模式」兩類活動模

式的參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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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第 4.8 技



主題二 學校為本的持續專業發展

副題 建議 段落

1. (1). 學校可致力舉辦更多校本持續專 第 4.9 段

校本持續專業 業發展活動，以提升教師參與持
至

發展活動 續專業發展的動機與成效;
第 4.14 段

(2). 學校可進一步應用「教師專業能

力理念架構」來推行或完善校本

持續專業發展工作，利用該架構

為教師提供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

和實質內容;

(3). 學校可提供更多機會讓教師從實

踐中學習，並透過反思和跟進學

生的學習成果，釐定更明確的持

續專業發展目標;及

(4). 引入外界專業意見及經驗，提升

教師專業學習的層次及擴開專業

學習的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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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學校為本的持續專業發展

副題 建議 段落

2. (1). 學校應盡量安排任教同一科目或 第 4.15 段

協作性質的校 級別、或屬同一行政組別的教師
至

本持續專業發 共同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透
第 4.20 段

展 過組織架構，為教師協作學習提

供方便;及

(2). 更多利用同儕觀課來推動教師彼

此學習、反思求進。學校在推廣

同儕觀課時，庭、考慮教師是否已

準備就緒，並應釐定適當的推行

步伐。

3. (1). 加強教師在釐定持續專業發展需 第 4.21 段

加強持續專業 要和制定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決策
至

發展和學校發 上的參與程度;
第 4.24 段

展之間的聯繫
(2). 在訂定持續專業發展的優次上，

學校、各科組/行政組別和個別教

師應加強相互之間的配合;及

(3). 鼓勵學校多使用「教師專業能力

理念架構J t 分析校內的專業發

展狀況，從而制訂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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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素與重點

副題 建議 段落

1. (1). 學校及課程主辦者在規畫教師持 第 4.25 段

持續專業發展 續專業發展活動時，應特別留意
至

的質素 學校及教師的發展需要、參加者
第 4.28 段

的期望及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對學

生學習的影響;

(2). 提供培訓，讓學校負責統籌持續

專業發展職務的人員更充分掌

握評估所需的知識及技能;並需

提供機會，讓他們分享策畫、組

織及評估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經

驗;及

(3). 鼓勵學校及課程主辦者加強評估

的機制，以提升持續專業發展活

動的策畫和組織的質素。

2. (1). 教師應加強在「學生發展」範疇 第 4.29 段

持續專業發展 的持續專業發展，以切合學生的 至

的重點 不同學習及發展需要;

第 4.31 段

(2).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也應聚焦

在一些近年出現在學生學習及發

展上備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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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質素與重點

副題 建議 段落

2. (3). 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及有志追求 第 4.29 段

持續專業發展 更大發展空間的教師，也應更多 至
的重點 關注「學校發展」和「專業群體

第 4.31 段
關你及服務J 兩個範疇的持續專

業發展，以提升領導才能;及

(4). 加強與不同持分者(如家長和其

他專業或社會團體)之間的合

作，為教師締邊更多不同範疇的

持續專業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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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與支援

副題 建議 段落

1. (1). 在現有良好發展基礎上，辦學團 第 4.32 段

持續專業發展 體應為屬下學校教師提供更多聯
至

的領導 校持續專業發展機會，以便教師
第 4.46 段

分享交流，建立跨校專業支援的

學習網絡;

(2). 在學校發展計畫中，校董會/法團

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應協助學

校訂定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為優先

發展項目之一;

(3). 學校管理層把教師的持續專業發

展訂定為學校的重點發展項目;

(4). 學校管理層應經常與教師分享學

枝在推廣持續專業發展方面的願

景和目標;

(5). 學校管理層應多鼓勵教師關注及

反思持續專業發展對教師專業成

長、學生學習和學校發展的影

響，從而釐定適切的持續專業發

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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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與支援

副題 建議 段落

1. (6). 將統籌及拓展持續專業發展視作 第 4.32 段

持續專業發展 一項專責職務，而且應由職級較
至

的領導 高的學校人員負責這項職務;
第 4.46 段

(7). 教育局及有關持份者應為負責及

協助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

員提供培訓，以協助他們發揮專

業角色;

(8). 應積梧拓展跨校網絡，以促進各

校負責及協助統籌持續專業發展

的人員分享交流及結合實踐經

驗;

(9). 中層管理人員應將學校的發展需

要，納入其科組及行政組別的持

續專業發展計畫當中;及

(10). 科組和行政組別的負責人應與負

責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職務的人

員緊密合作，盡量創造其組別

及跨組別的協作與學習機會，

以促進同儕的持續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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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持續專業發展的領導與支援

副題 建議 段落

2. (1). 學校的設施及環境，應盡量利使 第 4.47 段

持續專業發展 教師的專業交流和對話;
至

的支援
(2). 改善資源管理，以便教師更易獲 第 4.51 段

取有關資源及學習材料;

(3). 鼓勵教師嘗試採用多種學習模

式，包括以自學方式學習，因為

這些學習模式更具彈性，較易自己

合教師的時間及進度;及

(4). 提供更多機會及途徑，讓學校在

創造空間、資源調配及促進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的策暮上，分享經

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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