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教育局「幼小銜接」重點視學報告 

.視學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五日及十日 

 

1.視學方法 

教育局視學人員於二零二二年十月進行重點視學，通過不

同學科的觀課、與不同持分者面談、審閱文件，以及巡視校園運作等，評估學校在

促進「幼小銜接」方面的工作成效。 

2.視學結果 

 學校對「幼小銜接」的工作和需要有清晰理念，團隊亦有明確共識，能有效推行和

落實相關的支援措施。多年來，學校從多角度入手，包括加強家校協作及與幼稚園

的聯繫，優化課堂教學及學習評估，提供合適的情緒、社交與個別支援，以及營造

愉快的學習環境，讓小一學生能逐步融入校園生活。 

 學校每年都通過開放課堂及校長簡介，讓區內幼稚園學生的家長認識學校。在完成

小一入學註冊後，學校透過手機短訊與小一家長保持緊密聯繫，適時提供迎新及入

學資訊。每年七、八月，除派發家長手冊及安排講座外，學校亦安排小一「起步試」，

通過簡單評估活動，讓學校對每個小一學生的需要和特質有更深入了解，方便分班

和提供合適照顧。 

 觀察所見，有非華語的兄妹被編排在同一班，方便彼此提醒；幾位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亦獲分配在不同班別，避免加重科任教師的教學和照顧負擔。 

 每年九月，學校亦為小一家長安排互助小組；十月舉辦與科任教師會面的家長會，

共同處理學生在適應過程中遇上的學習問題，十二月亦會舉辦百日宴，共同分享學

生在成長路上的成果，肯定各人所付出的努力。 

 學校整體的規劃和編排，兼顧學生、家長和科任教師的需要，能為小一的「幼小銜

接」奠定穩固基礎。 

 學校一直以來都以全校協作模式，讓小一學生能盡早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課程組

及各科統籌教師通過訂定需要重溫的幼稚園基礎知識，編訂有助過渡的銜接課程，

以及釐定較有效的教學方法和能為學生減壓的評估方式，能令學生學得更好。 

 校風、學生支援、學習支援、德育及公民教育，以及活動等組別，通過強化家長教

育，及定期檢視和跟進學生的社交和情緒支援情況，特別是個別需要較大支援的學

生，讓小一學生都能穩步成長。 

 學生事務組負責學生的健康生活、防疫注射、午膳、接送、課室日誌和學生手冊等

問題，能有效幫助學生建立應有的生活常規，幫助學生適應和過渡。 



 學校因此在學習、成長支援，以及建立常規和習慣方面，都能照顧學生的需要。 

 疫情期間，學校雖然暫時擱置一些經常舉辦的適應活動，如開學前的親子日營和開

學後的大哥哥大姐姐支援計劃，但學校仍努力為小一學生的「幼小銜接」尋求新的

出路，如通過製作視訊短片並在學校的網上頻道發放，讓小一家長和學生對入學須

知和各科組的工作，特別是對如何能順利銜接學校的英文學習，有清楚了解。 

 學校亦善用其他資源，如教育大學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製作的升小銜接資源

套，讓小一家長和學生通過故事、遊戲和活動，在家中掌握升小竅門；特別是在疫

情之下，校內師生和生生互動的機會相應減少，學校以其他方式幫助小一學生掌握

升小技巧，更形重要。 

 學與教方面，課程組和各科統籌教師除編排能鞏固小一學生已有知識和有利他們順

利過渡的銜接課程，學校亦著意以聲情教學、在遊戲中學習，以及加強探索、與生

活聯繫和培育學生價值觀等學習元素，讓學生學習更有趣味；又提供機會讓家長適

度參與，使家長能及早知悉學生的學習情況。 

 課堂上，教師經常運用肢體活動和口訣，幫助學生投入和專注，亦有利建立課堂常

規。教師亦能善用兒歌、圖卡和圖片、讚賞及鼓勵等，增強學生的記憶和自信心，

以及幫助他們學會如何表達自己。學校亦在不少課業加入學生自評和家長評量等元

素，幫助學生養成反思習慣，以及讓家長參與評鑑學生的進度，適時鼓勵他們的子

女努力進步。 

 從與科主任的會談可見，各科教師通過每周的備課會議，除緊密跟進學生的學習進

度，亦能清楚了解各自推行支援措施的成效，按需要適時調整；各科又能概述預期

的達標時間和情況，展現合理的監察能力。個別科目亦能就疫情引發的異常情況，

如部分小一學生在學習中文時異常低的起步點，適時調整策略，幫助學生追上進度。 

 總的來說，各科都能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幫助大部分學生順利完成學習上的過渡。 

 學習評估方面，學校近年已著意推動學生學習評估的變革，並以常識科的學習評估

為起步點，期望能引進新的學、教、評文化。因應要培育學生的正向思維、學習興

趣和多元能力，學校強調要善用多元化評估及進展性評估，適度取代側重評鑑學生

知識掌握的總結性評估，亦讓學生的學習評估更能緊貼各科的課程目標。 

 一些科目如電腦課、體育科及聖經科，已以多元化的評估方法，並以學生日常的課

堂及課業表現，來評鑑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業表現。 

 常識科亦在今年的小一及小二引入更多元化的評估，如學生在學習冊、專題研習、

探究活動和課堂的表現，來檢視學生的學習和進度，以鼓勵學生持續學習，並聚焦

培育他們的好奇心和探究能力。 

 總的來說，相關的變革除有助孕育新的學、教、評文化，亦有助清除小一學生升上

小學時經常遇到的學習困難和心理障礙，有利「幼小銜接」。 

 日常課業和默書方面，大部分科目已能按學習目標設計多元化的課業，減少不必要

和機械式的操練。學生在工作紙上回答問題的方法亦盡量以簡易和有趣的方法為主，

如多運用配對題和選擇題，並用填色的方法以表示學生所作出的選擇，以維持學生 



的學習和做功課的動機。 

 部分科目更以實作活動配合課業所要求的抽象思維，幫助學生完成課業。 

 學校今年亦刻意免除小一學生要重做改正，避免剛升讀小一的學生，因發育快慢所

引發的學習問題，成為學生與家長衝突的原因，影響建立和諧關係。 

 學校已刻意減少默書次數，以及以簡單單字及常用詞語作開始，幫助學生建立默寫

習慣。 

 情緒和心理培育方面，學校能營造關愛的校園氛圍，提升學生的歸屬感。觀察所見，

師生關係不俗，學生情緒穩定，能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家長亦反映學校關顧學生，

子女都喜愛上學。學校每年開學前安排小一新生的「踏出成長新一步」適應課程，

由社工及專業機構負責，通過遊戲、參觀校園和認識不同學科經常會進行的學習活

動，讓準小一學生能盡早適應。 

 開學後，學校鼓勵學生攜帶心愛的玩具放在課室內，營造熟悉環境，讓學生建立安

全感。有班主任更善用學生的玩具，於陽光時段引導學生作感恩分享，幫助學生建

立正確價值觀，以及師生間的互信關係。 

 開學後，成長課先以「表達心事」為題，讓學生認識並學習表達不同情緒。學校又

安排社工及教學助理於整個九月提供入班支援，讓學生能在更富安全感的環境下學

習。 

 課堂上教師經常鼓勵學生互相表揚，有助建立學生正面的自我形象和社交能力。 

 自理方面，學校鼓勵學生自己照顧自己，在課室內整齊擺放書包和書本；放學時迅

速收拾個人物品，並幫助身邊有需要的同學。集隊時，教師經常提醒學生要留意自

己的視線和站姿，幫助學生由細微處開始建立自律。學生的社交能力不俗，普遍能

和同學友善交流，小息期間亦會互相分享心愛玩具，與朋輩建立不錯的關係。 

 照顧學生多樣性方面，學校除通過「起步試」了解學生需要，配對合適的師生組合，

學校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如小一識字班、英文輔導班及功課輔導班等，

提供針對性幫助。 

 觀察所見，大部分科任教師和教學助理都能適當利用視覺提示，引導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安坐於位，或適時與學生溝通，解決學生疑難，讓學生能投入活動，避免

情緒波動。 

 學校亦安排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教師擔任相關學生的班主任；兩位非華語學生在中文

課堂都願意參與課堂朗讀活動並回答教師問題，教師又能提供適時讚賞，有助學生

建立自信和融入中文學習。 

 總的來說，學生普遍自律守規，與同學相處融洽。無論在小息進食、上洗手間或在

休息時間與同學交流，小一學生都能保持井然秩序；自理能力較高的學生，更能幫

助其他學生解決簡單問題。 

 課堂內，學生都能依循教師指示完成學習活動，回答教師問題；不少學生亦已養成

舉手作答的習慣，表現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