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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公眾人士可到學校網頁或小學概覽參閱有關資料。） 

辦學宗旨 

本校以「慎思篤行」為校訓，致力培養學生凡事要謹慎思考明辨事理，信守真理切實履行，在此日新

月異的世界，我們仍將綽有餘裕，邁步前進。同時，我們本著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宗旨，為學生提

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及編訂均衡的課程，讓學生愉快地學習，有充分機會發展個人潛能，培育學生成為

「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好學生和積極向上、獨立思考、不斷學習、富責任心的好公民。 

學校簡介 

本校成立於一九六零年，於二零零零年，推行小學全日制，上午校遷出，下午校在原址繼續辦學，名

為「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本校有標準空調課室十二間，還有七個特別室，包括圖書館、Inno 

Space、AI 資源中心、音樂室、輔導室、英語室及球場，並設置 STEM Path 及 Reading Path，讓學生享

受多元學習經歷。學校以先進科技發設備，配合新時代教育發展，智能教室已啟用，提供納米智能黑

板、足夠三班同時使用平板電腦，讓學生應用高端科技進行互動及自主學習，此外，學校行政系統、

學生資料管理及家長溝通都以全面電子化，以高效率、高素質提供優質教育管理。 

學校管理 

本校法團校董會由 14 位成員組成，分別是： 

 

成員 

年度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2023-2024 7 1 2 2 1 1 

班級組織 

 

本校的一至六年級均設兩班，合共十二班。 

教師資歷 

(I)教師編制： 

本校共有教師 29 位，包括校長、2 位助理校長、5 位學位教師、21 位助理學位教師 (包括圖書館主任

及外籍英語教師)。 

 

(II) 教師學歷 ： 

 

  碩士、博士或以上 學士 認可教育文憑 

48 % 100%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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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教師教學年資： 

 

具有一至四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26 % 

具有五至九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30 % 

具有超過十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44% 

(IV) 、 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年度所有教師包括校長均曾參加專業發展講座和培訓課程，包括校內及校外機構(如教育局及其他

教育機構)舉辦的研討會及進修課程，總進修時數達 2105 小時，平均每人 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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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回饋與跟進 

● 關注事項一：持續拓展學與教新空間 

成就 

l 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均以發展翻轉教學為目標，以課堂進深教學為發展方向，由科

任、科長或創組成員組成學習圈，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共設計10個新翻轉學習課件。 

● 從觀課所見，課堂活動能展現進深教學元素，令學生更鞏固所學外，亦透過多元化形式、

生活化題材，協助學生深入學習。 

● 教師反思進行翻轉教學有效節省課時，課堂有更多時間進行討論及匯報，並以多元化方法

進行教學，有助學生學習，例如：中文科利用易記的口訣教導學生寫作要訣，數學科訓練

學生量感，英文科小書製作，是良佳的設計可以讓學生練習及分享 ，並能在課堂中加入價

值教育及電子書延伸。整體而言，學與教效能確是提升了效能及素質。 

● 在課件的質量及課堂教學方面，當中有不少良佳示例，足見同事對校本翻轉教學要求: 教學

組織、流程原則設計短片及課堂進深教學方面已能掌握。 

 

 

               六年級中文科                                                二年級常識 

● 此外，透過優質翻轉教學示例分享會，讓同事彼此交流、觀摩，從問卷調查所見，100%教

師認為分享會，有助提升個人對提升教學效能的認識，也有助個人專業發展。 

● 教師藉電子學習工具檢視學生在課堂外的學習情況，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翻轉學習的學習

要點，部分內容未掌握的，教師在下一節調整教學進度。 

● 學生普遍能完成課前預習，部分學生也能在課堂上摘錄筆記及圈劃重點。 

● 學生大致能按教師要求完成預習或自學部分，而在持分者問卷中主動學習、學習有自信及

課外閱讀方面有80%同意度，未達85%以上，可見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及責任感仍有待提

升，而學生亦較少反思個人的學習進程或策略。 

反思 

l 從上周期至今，翻轉教學的理念已被同事所認同，大家對翻轉教學的效能及技巧都有一定掌

握；學生亦熟習運用課前短片進行自學的習慣，已建立持續發展的基礎。 

l 本年度學習圈的成員除科任、創組成員外，加入科長作支援，於備課、觀課及評課時，能以科

本角度提出專業建議；科任二人合作形式製作翻轉學習課件，起集思廣益之效。 

l 經過兩年推展，宜進一步結合翻轉教學及課堂教學，把教學一體化，並就過往多年來不同級別



 

 

製作多個課件，各科各級宜作整理，做好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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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本學年共設計10個新翻轉學習課件，設計均能展現進深教學元素。部分翻轉短片結合Nearpod設計，

加入不同互動功能，而且教學內容精準、易理解、富趣味，達到提升教學效能，優化教學組織目

標，惟有小部分課題需加 入更多互動元素，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下年度會進一步優化混合式學

習(課堂教學及翻轉教學)課件，從整理過往自主學習的經驗，進一步推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及責任

感，也推廣反思學習的習慣和能力，使學生對自己的學習產生更大的擁有感，逐步成為自主學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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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建立新世代的學會學習能力_STEM_AI、創意及解難 

成就 

發展校本AI人工智能學習課程 

建立初小AI人工智能課程，並完善21-22年度已發展的高小AI人工智能課程，一至六年級均能學

習AI 

P.1 生活事例、Quick/Auto Draw     建立 

P.2 人工智能例子、不插電活動、Scratch人臉識別和Zenbo進行

文字變語音 

P.3 AI背景知識、分類活動、Teachable Machine圖像辨識、文字

識別 

P.4 Radio廣播、Zenbo、MLFK圖像辨識和KOI 外置零件    完善 

P.5 Zenbo (語音變文字、小小翻譯專家)、MLFK文字辨識、語音

辨識和KOI 圖像辨識、Text to Speech 

P.6 Teachable Machine(聲紋辨識)、MLFK(聲紋辨識) 、AIOT－網

路時間，KOI 語音辨識 

小一至小三學生能體驗人臉識別、文字識別和圖像識別等人工智能範疇，亦接觸如Teachable 

Machine、Zenbo、Scratch等具AI功能的編程工具。小四至六學生在常識科能利用AI人工智能科技

製作各種辨識系統，例如：動物分類等，體現他們對新科技的掌握，並提升創意和解難能力。 

  

問卷 

100%P.1-3創新科技科老師皆認同學生能學會人工智能的相關科技學習內容。 

100% P.3 學生在創 新科技科的 AI 評估 中達標(達 70%或以 上)  

100% P.4-6 常識科 教師認為學生能運用 AI 製作各種系統 

 

反思 

 

l 2022年，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加強推動AI教育在校之發展。 

l 我們規劃了校本AI人工智能科技教育架構，設計課程並建立課件。我們建立縱向課程架構，讓

學生能有系統地、循序漸進地學習，也是成功的關鍵。 

l 其中一項主要原因是我們重視教師專業能力的培育。在課程中引入創新科技，我們認為最重要

是讓教師掌握和學會創新科技的原理及操作。當老師掌握了，才能有效地教授學生，令學生學

會。 

l 在學習AI人工智能學習課程之外，本校也強調資訊素養，當中包括道德選擇等，因此宜整理有

系統資訊素養學習，使學習循序漸進。 

l 以往本校推動STEAM教育，也著重人文學科中浸入STEM學習，而藝術方面主要引入設計思

維，學校可進行其他科，例如：語文科及視藝科，進行跨學科學習。 

 

P



 

 

 

回饋與跟進 

1. 校本AI人工智能課程已建立，學校將持續強化初小與高小之間的人工智能課程銜接，並配合科技

發展不斷加入不同的新元素，亦會加強創常教師培訓(編程/創意發明)，若有需要可再度外聘導師協

教和進行教師工作坊。 

2. 反思現行STEAM課程中可再優化： 

l 為有效配合教育局七個學習宗旨中「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資訊素養

框架宜進行重整，以加入新的內容和減少學科之間重複的部分。 

l 本校STEAM課程可加入應用AI人工智進行藝術創作和藝術評賞。 

l 以級作為試點，嘗試應用VR虛擬實景技術，進行跨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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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培養正向人生，建立國民意識 

成就 

1.建立正向校園文化，培育學生正向行為及品格 

  A) 在常規課程中導入品格強項的培育--喜愛學習、寬宏、自我控制，並提供體驗活動，以及閱讀活

動，讓學生通過認知、情感、實踐建立正向行為及品格 

● 在自擬問卷中有90%以上學生表示在這一年參與正向學習活動時感到快樂，並在學習新事物的過

程中有滿足感，而同樣有90%以上學生表示在活動中學會不同控制情緒的方法，從而懂得包容自

己和別人 

● 而在持分者問卷中，85%以上學生認為老師能幫助他們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問題，如身心發展、

交友及學業方面等；90%以上學生認為學校積極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及教導他們如何與人相處。 

● 100%教師認同學校能幫助學生發展與人相處的技巧和態度，例如尊重他人和易地而處及帶領科

組協作，積極推行價值觀教育。 

● 因此透過多元方式學習經歷能使學生學會喜愛學習、寬宏、自我控制，從而建立學生正向行為

及品格。 

 

 B) 藉培訓老師及家長，使兩者於教育中或生活中運用正向語言及態度，從而建立正向氛圍 

l 原定計劃進行一場約2小時的教師運用正向語言培訓工作坊，講者為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兩

位副校長，惟因受疫情影響，在原定的工作坊取消後兩校未能協調補辦的日期。因此，最終改

為我校以五位代表教師出席李金小學於2月18日舉行的正向交流活動，然後於全體教師會議中

分享所學。 

l 按教師問卷顯示，100%教師同意引入校外專業支援能認識在課堂運用正向語言的方法及分享

及交流有效的正向教育策略能幫助推行正向教育。 

l 而正向小組為同事提供了合共9句，供教師於高低小年級運用的課堂正向語言示例，並持續鼓

勵同事於課堂中多運用正向語言。教師們試行自選一名學生運用正向語言作溝通。於第二次會

議中，兩位教師均表示該學生在行為表現及學習態度上均有明顯改變，對抗性的行為明顯減

少，亦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 

l 小組成員喜見教師對正向教育的專業交流活動態度積極，期望來年能繼續舉辦相關學習祉交流

活動。 

l 另外由社工帶領的家長小組活動，工作坊透過認識理論知識、家長經驗分享及情境練習，由

淺入深去掌握正向管教的方法。雖然家長出席人數不算多，但參與的家長積極投入活動，除

樂於分享個人經驗之外，亦主動嘗試即場做示範，令工作坊的內容更充實及有意義。另外，

學校加入親子早會，讓家長與學生一同享受校園生活，活動包括棋藝、運動等，有助提升校

園正向氛圍。大部分家長及學生表示享受及期待親子早會，能有助家校溝通。 

l 從學校問卷中（家長日問卷），大部分家長表示學校的正向工作：正向語言、設置活動，都

能營造正向氛圍，部分意見如下： 

-孩子開學後很快樂，被安排的角色（副車長）更讓他有了自信及反思。 

-充滿正能量，關顧學生，學校雖小但盡力提供多元化活動。 

-正向教育使校長老師會欣賞同學各方面的才能，不會只重視成績，讓每個小朋友都能發揮所長。 

-注重孩子的正向品格教育 養成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 



 

 

-也特別欣賞每年學校完成曬所有考試會請全校小朋友食雪糕， 讓他們知道勤力過後，有人欣賞，。 

l 學校多元化，英小舞台很有創意，讓小朋友發揮所長 

2.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及國民身份認同 

A）通過科目、人生教育課、全方位學習活動、國旗下講話等，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國民教育學習經

歷，提高國民身份認同及 責任感 

 

l 課程主任、訓導主任、科主任等規劃課程架構及檢視施行情況，適時了解和監察校本價值教

育架構的實施情況，確保內容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和活動。 

l 參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以規劃校本課程及活動，學校已完成校本價值教育架

構：《憲法》及《基本法》、守法、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並會透過會議匯報有關內容。 

l 配合各科課程籌辦跨學科學習活動，發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從而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和態度，懂得珍視中華文化，學習成為具備良好個人品德的公民。 

年級 跨科主題 《國家安全教育》 

範疇 

價值觀 科目 全方位學習 

P.1 中國傳統節

日、習俗及禮

儀 

範疇七： 

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文化承

傳、國民

身分認同 

中英常音 文化體驗(饒宗頤文化

館) 

P.4 中國傳統建築 文化承

傳、國民

身分認同 

中數常視 參觀「嶺南之風」 

P.6 中華傳統美德：

勤勞 

關愛、勤

勞、國民

身分認同 

中常體閱 體驗耕田 

l 問卷調查顯示，96%學生認同參觀活動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對國民身分的認同(成功準則

為80%)。(跨學科學習) 

l 學校積極推動姊妹學校計劃，於9月透過視像交流活動，安排兩地學生進行分享、匯報，增進

彼此對兩地社區的認識和了解，擴闊視野，讓兩地學生加深相互認識及促進交流，增加對國家的歸

屬感、國民身份認同。觀察所見，兩地學生都投入參與，樂於就對兩地社區情況提供正面回饋，反

映他們積極投入有關活動。 

l 從情意問卷中，可見學生對國家的態度極正面，同意度有85-90%，表示學生認同國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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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強教師、家長培訓，加強不同持分者的國民意識，從而提高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及責任感 

 

l 學校鼓勵教師持續進修，會按時檢視和跟進教師進修情況，並會完善進修紀錄表。透過教育局

專責的國情教育工作坊、網上培訓和校本國安教育課程，增強教師對國情教育的認識。本年度

教師參與《香港國安法》相關範疇的進修時數為457小時，平均每人進修時數為17.6小時，故教

師對《香港國安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l 學校持續透過不同途徑 (如政府發放的相關資訊)，讓所有教職員及家長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義。並於18/1舉辦聯校教師發展日，主題為「校園法理基礎 」。根

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教師認同活動能增加自己對校園法律的認識及能加強法律意識。 

l 學校已透過多元化的家長教育活動，持續提供渠道讓家長參加多樣化的國情教育講座及活動，

於19/12舉辦「正向親子關係講座」。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家長認同講座有助自己

實踐正向親子溝通的意識及認識正向心理學的積極式回應。 

 

反思 

1.建立正向校園文化，培育學生正向行為及品格 

l 學校在上課時間表內設立班級經營課及英小主人翁活動，進一步加強及有系統地推動正向工作，

能學生正向行為及品格。 

l 就持分者問卷顯示學生主動學習、學習有自信同意度較低（家長意見），學校可作跟進。 

 

2.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及國民身份認同 

l 本年度教師積極進修，平均每人進修時數為17.6小時。而學校持續透過不同途徑 (如政府發放的相

關資訊)，讓所有教職員及家長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義。故教師對

《香港國安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l 學生方面，學校持續透過開展跨科組協作等課程內容及學習活動，初步已建立學生的國家觀念

和國民身份認同，並培養他們對家國民族的責任感。 

l 在情意問卷中，學生對國家的態度的大致達80%以上同意度，惟「對國家的保護性感受」宜加

強，學校可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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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l 來年推動品格強項-好奇心、勤奮、欣賞，以加強學生主動學習、學習自信，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

正向的學習態度。 

l 持續檢視已訂立的「校本價值教育架構_國民及國安教育」，參照《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 試 行 

版 ）(2021)， 為推展國民教育制訂清晰的發展目標，依據學生於不同學習階段的特質和需要，訂立具

體的學生學習期望，強化國安教育元素。除跨學科學習外，學科也需自然連繫，有機結合課程內容中

加入國家安全教育之課題及學習活動，讓學生明白自己在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角色和應履行的

責任，並關注本身的福祉。 

l 配合教育局「國民教育 ——活動規劃年曆」，全面及有系統地規劃適切的校本國民教育學習活動，如

升掛國旗儀式及講話、參觀、展覽、比賽等，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國家發展的認識及增強歸屬感，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持守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l 設計科目教學因應課程內容，自然連繫和有機結合國家安全教育的知識進行施教，除教授知識外，也

加入情感層面提升學生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觀念，或在科目教學設計中結連學生生活經歷，藉着分享、

討論、綜合解說等學與教策略，讓學生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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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表現 

 

u 簡述學生的態度和行為 

學校致力培養學生正向人生，本年度透過三個品格強項的重點培育學生的成就感，包括喜愛學習、寬宏

及自我控制。校方在非常規課程中導入品格強項的培育，利用午會宣傳、周會及總結年度主題活動，當

中包括《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推展價值教育，並提供體驗活動，讓學生能發掘及強化三

個重點品格強項。在日常集會中，學生能自律守規，尤其在升旗典禮進行期間，全體學生能肅立、向國

旗行注目禮、唱國歌，以莊重、嚴肅的態度參與儀式。在全年各個體驗活動中，學生能展現對學習新知

識的好奇心，也能提供讓自己冷靜的方法，同時學懂寬宏使自己放鬆及平靜。從學生日常的表現，喜見

他們能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u 簡述學生的參與和成就 

  1.學生的學業表現 

● 在升中派位方面，2022-23 年度，升中派位成績令人滿意，83%的畢業生可升讀以英文為教學語

言的中學及開辦英文班的中學，70%獲派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中學。派往學校包括：英皇書院、

皇仁書院、聖保祿學校、聖若瑟書院、英華女學校、聖士提反書院、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港大同

學會書院、聖嘉勒女書院、聖類斯中學、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華基金中學、保良局羅氏基

金中學等。 

● 在圖書閱讀方面，本校於近兩年加強推行電子閱讀，借閱量除了計算本校實體書外，亦計算各個

電子圖書平台數據。電子圖書平台包括 Hyread 英小圖書館、知書閱聽電子圖書館及 Epic 英文電

子圖書平台。由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學生的總借閱量約 31591 本書(包括實體

書及電子書)，平均每人閱讀約 115 本圖書。 

 

    2.學業以外表現 

 

獲獎表現：本校學生在不同的校際活動中，獲取多個獎項，表現卓越。 

獎項種類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STEAM 2022 機械人「夏季」挑戰賽(Online)-比賽 金樂高獎 

STEAM 2022 機械人「夏季」挑戰賽(Online)-比賽 最佳工程設計 

STEAM 2022 機械人「夏季」挑戰賽(Online)-比賽 銀樂高獎 

STEAM 2022年大灣區STEM卓越獎(香港區) 銀獎 

STEAM 2022年大灣區STEM卓越獎(香港區) 銅獎 

STEAM 5G STEM AI Water Filter Design Competition「點滴是清泉- 

STEM A.I. 濾水器設計比賽」 

最具科學設計創意

學校獎 

STEAM Discovery Education Coding Challenge Sliver Award 

STEAM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金獎 

STEAM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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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種類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STEAM ROBOFEST機械人大賽 銅獎 

STEAM 大灣區智慧交通校際挑戰賽 嘉許獎 

STEAM 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冠軍 

STEAM 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亞軍 

STEAM 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季軍 

STEAM 少訊中銀STEM-Up 創新科技大賽2022 傑出表現獎 

STEAM 少訊中銀STEM-Up 創新科技大賽2022 嘉許獎 

STEAM 全港學界相撲機械人比賽 亞軍 

STEAM 全港學界相撲機械人比賽 金獎 

STEAM 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比賽 一等獎 

STEAM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生創新獎 銅獎 

STEAM 第十七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銀獎 

STEAM 第三屆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之「愛‧創耆樂」 金獎 

STEAM 第三屆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之「愛‧創耆樂」 銀獎 

STEAM 第四屆未來工程師大賽 二等獎 

STEAM 機械人「冬季」挑戰賽2023 金獎 

STEAM 機械人「冬季」挑戰賽2023 最佳工程設計 

STEAM 機械人「冬季」挑戰賽2023 最佳表現獎 

STEAM 機械人「冬季」挑戰賽2023 銀獎 

STEAM 機械人「冬季」挑戰賽2023 銅獎 

音樂 2022印西國際音樂比賽 銀獎 

音樂 2022亞洲學生音樂比賽 冠軍 

音樂 2022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冠軍 

音樂 2022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亞軍 

音樂 2022香港學界口琴比賽 季軍 

音樂 International Global Music Talent Contest 2022 First place 

音樂 International Mozart Competition Vienna First prize 

音樂 London Classical Music Competition Honorable Mention 

音樂 The 3rd Bangkok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Gold Prize 

音樂 第15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第一名 

音樂 第7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冠軍 

音樂 第7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亞軍 

音樂 第7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季軍 

音樂 第三屆香港校際口琴音樂比賽 冠軍 

音樂 第三屆香港校際口琴音樂比賽 亞軍 

音樂 第三屆香港校際口琴音樂比賽 季軍 

音樂 聯校音樂大賽2023 金獎 

朗誦 2022亞洲學生朗誦比賽 冠軍 

朗誦 2022亞洲學生朗誦比賽 亞軍 

朗誦 2022亞洲學生朗誦比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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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種類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朗誦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 

朗誦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朗誦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數學 2022-2023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金獎 

數學 2022-2023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銀獎 

數學 2022-2023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銅獎 

數學 2022-2023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銀獎 

數學 202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金獎 

數學 202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一等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二等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三等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一等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二等獎 

數學 2023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 一等獎 

數學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銀獎 

數學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2022 銀獎 

數學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2022 銅獎 

數學 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2022 銀獎 

數學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3 金獎 

數學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3 銀獎 

數學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3 銅獎 

數學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2 金獎 

數學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2022 銀獎 

數學 第29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數學 華夏盃晉級賽2023 一等獎 

數學 華夏盃晉級賽2023 二等獎 

數學 華夏盃晉級賽2023 三等獎 

數學 華夏盃總決賽2023 金獎 

藝術 Asia Students Arts Festival 2023 2nd runner-up 

藝術 HKCCI 香港文創薈 - 世界清潔地球日繪畫比賽 金獎 

藝術 HKCCI 香港文創薈 - 夏日熱辣辣暑假難忘的回憶填色比賽 金獎 

藝術 HKCCI 香港文創薈 - 歡聚一堂慶中秋設計比賽 (填色) 銀獎 

藝術 上‧文化周年繪畫大賽 2022 金獎 

藝術 我和我的動物朋友繪本比賽 最具創意銀獎 

藝術 走進未來城市繪畫比賽 金獎 

藝術 走進未來城市繪畫比賽 銀獎 

藝術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亞軍 

藝術 第九屆國際公開繪畫比賽 第二名 

藝術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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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種類 比賽名稱 獎項名稱 

藝術 第十一屆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彩繪夢想 冠軍 

藝術 第十一屆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彩繪夢想 特別榮譽獎 

藝術 第十二屆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 冠軍 

藝術 第十三屆2022「勇闖新天地」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藝術 視覺空間智能之第五屆香港紫荊盃國際繪畫大賽 金獎 

體育 2022 - 2023 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季軍 

體育 2022/2023 分區青年軍羽毛球全能大比武 冠軍 

體育 2023新星游泳挑戰賽 冠軍 

體育 22-23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殿軍 

體育 Checker Obstacle Race 2022 position 1 

體育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3 冠軍 

體育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3 亞軍 

體育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3 季軍 

體育 全港兒童跳繩比賽2022 金獎 

體育 全港個人分區跳繩比賽 冠軍 

體育 全港跳繩錦標賽2023 亞軍 

體育 全港跳繩錦標賽2023 季軍 

體育 香港男子跆拳道比賽2023 季軍 

體育 香港跆拳道正道舘 崇德盃2023 亞軍 

體育 香港跆拳道正道舘 崇德盃2023 季軍 

體育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23 冠軍 

體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冠軍 

體育 葵青區速度跳繩錦標賽2022 冠軍 

體育 葵青區速度跳繩錦標賽2022 亞軍 

體育 葵青區速度跳繩錦標賽2022 季軍 

體育 寶馬山扶輪社盃全港跳繩團體賽2023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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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務報告（31/8/2023） 
政府資助  收入(HK$) 支出(HK$) 

(1)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887,242.78  

(A) 一般範疇    

 1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1,106.45 

 
2 普通話津貼  

- 

 
3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4,672.00 

 
4 學校及班級津貼  

388,717.22 

 
5 聘請文書助理津貼  

151,749.50 

 
6 升降機保養津貼  

18,540.00 

 
7 培訓津貼  

9,000.00 

 
8 增補津貼  

519.09 

 
9 補充津貼  

363,572.29 

 10 供推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計劃  
9,068.15 

 
11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36,319.99 

  小結 887,242.78 993,264.69 

(B) 特殊範疇    

 
1 行政津貼及修定行政津貼 1,181,448.00 

1,244,471.01 

 
2 學校發展津貼 420,385.00 

16,150.0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19,780.00 

189,376.23 

 4 言語治療津貼 98,117.00 93,100.00 

 
5 成長的天空 145,936.00 

142,900.00 

 
6 空調設備津貼 221,604.00 

216,808.28 

 
7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14,252.25 

0 

 
8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1,615.00 

2,500.00 

  小結 2,553,137.25 1,905,305.52 

2022/2023 年度擴大營運開支整筆津貼盈餘  541,809.82 

2021/2022 年度擴大營運開支整筆津貼總盈餘  1,691,189.66 

2022/2023 年度擴大營運開支整筆津貼總盈餘 # 2,232,9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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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津貼 收入(HK$) 支出(HK$) 

 1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32,400.00 10,540.00 

 2 學習支援津貼(餘額:52,924) 461,135.00 550,603.70 

 3 
3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社工及諮詢費用(餘額:453,977) 
790,632.00 698,000.00 

 4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餘額:294,644) 327,588.00 354,740.00 

 
5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  (按年撥款)(第 6 及 7 項共餘

額:392,987.77) 106,832.50 145,473.00 

 
6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凍結)-(第 6 及 7 項共餘

額:392,987.77) 1,528,975.00 1,621,028.60 

 7 全方位學習基金(餘額:392,987.77)) 
464,529.00 647,245.45 

 
8 

推廣閱讀津貼(餘額:3,485.98)) 
21,328.00 23,465.75 

 9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餘額:21,255) 
159,955.00 163,700.00 

 10 家長教師會津貼 (按年撥款) 
25,855.00 25,855.00 

 11 香港學校戲劇節 (餘額歸還,按年撥款) 
- - 

 12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餘額歸還,按年撥款) 30,400.00 18,240.00 

 13 學生活動津貼  (餘額歸還,按年撥款) 12,250.00 3,518.00 

 14 支援非華語津貼 (餘額:40,544) 153,769.00 194,100.00 

 15 特別支援 (8/2024)(餘額:140,979.5) 
- 99,175.00 

 16 QEF A1 人工智能科技教育計劃 
512,200.00 514,895.00 

 
17 防疫津貼(8/23) 

30,000.00 30,000.00 

 
18 德育及國民教育(結餘 530,000, 沒有年限) 

530,000.00 - 

 19 奇趣 IT 
282,033.00 277,033.00 

 20 一筆過家長教育津貼 200,000.00 - 

  小結 5,669,881.00 5,377,612.50 
2022/2023 年度其他津貼盈餘及結餘  292,268.50 

2022/2023 年度總津貼盈餘  2,525,267.98 

#: 22/23 年度平均每月約 HK$284,855，連同 21/22 年度結餘扣除 22/23 年度開支， 

結餘為 HK$2,232,999.48，以 22/23 年度撥款額計算大約 7.8 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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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2022/2023 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二零二二/二三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報告表 

 

學校名稱 :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計劃統籌人姓名 : 張雄高老師 聯絡電話 : 2547 7468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共 12名(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 0 名，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7名及 C.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5 名) 

 

B.   各項活動資料 

 
*
活動名稱/類

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

人數# 

平均出

席率 

活動舉辦期間/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

機構名稱 

  

  

備註 

A B C 

  

導 

 

0 

 

7 

 

5 

  

99% 

2022年 10 月至2023年 6月   

$10,540 

  

問卷調查及課

堂觀察 

  

星佑教育有限公司 

  

－ 

活動項目總

數：   1                                

                  

＠學生人次 0 7 5    總開支  $10,540   

**總學生人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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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

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學生人次：指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A) + (B) + (C)的總數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C.  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 ✔」號 

               改善 沒有改變   

下降 

  

不適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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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學生的人生觀     

✔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整體觀感   ✔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 

o) 學生的歸屬感           ✔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 

體觀感 

          ✔ 

 

D.   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 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 未能識別合資格學生( 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 

○ 伙伴/ 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 導師經驗不足， 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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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_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報告 (2022-2023 學年) 

學校名稱：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王志文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舉辦與首都師范大學附屬小學進行視像交流活動。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 描述 編號 🗹 描述 

A1 □ 探訪/考察 B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 會議/視像會議 B3 □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計劃 

B4 
□ 

擴闊學校網絡 

A5 □ 其他(請註明) : B5 □ 擴闊視野 

   B6 □ 建立友誼/聯繫 

   B7 □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 完全達到 C2 □ 大致達到 C3 □ 一般達到 C4 □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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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 描述 編號 🗹 描述 

D1 □ 探訪/考察 E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 觀課/評課 E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 促進專業發展 

D5 □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 提升教學成效 

D6 □ 專業發展日 E6 □ 擴闊視野 

D7 □ 其他(請註明) : E7 □ 建立友誼/聯繫 

   E8 □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 完全達到 F2 □ 大致達到 F3 □ 一般達到 F4 □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 描述 編號 🗹 描述 

G1 □ 探訪/考察 H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 課堂體驗 H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 生活體驗 H3 🗹 擴闊視野 

G4 □ 專題研習 H4 🗹 建立友誼 

G5 🗹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 促進文化交流 

G6 □ 文化體藝交流 H6 🗹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 書信交流 H7 🗹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 其他(請註明) : H8 🗹 豐富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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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 □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 1 🗹 完全達到 I 2 □ 大致達到 I 3 □ 一般達到 I 4 □ 未能達到 

 

 

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 描述 編號 🗹 描述 

J1 □ 參觀學校 K1 □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 家長座談會 K2 □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 分享心得 K3 □ 擴闊視野 

J4 □ 其他(請註明) : K4 □ 加強家校合作 

   K5 □ 加強家長教育 

   K6 □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 完全達到 L2 □ 大致達到 L3 □ 一般達到 L4 □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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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 監察/評估方法 

M1 🗹 討論 

M2 🗹 分享 

M3 🗹 問卷調查 

M4 □ 面談/訪問 

M5 □ 會議 

M6 □ 觀察 

M7 □ 報告 

M8 □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0 

N2 □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0 

N3 🗹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25,000.00 

N4 🗹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114,000.00 

N5 🗹 交流物資費用 HK$24,700.00  

N6 □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0 

N7 □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0 

N8 □ 其他(請註明) : HK$0 

N9 🗹 學年總開支 HK$ 163,700.00 

N10 □ 沒有任何開支  

 

 

反思及跟進： 

編號 🗹 內容 

     O1 🗹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及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P23 
 



 

 

O2 🗹 本校利用購買的LED WALL及直播系統與首都師大附小就兩地文化及教育於 2023年 9 月 27 日作網 上研習交流報告會，畫面質素較往年

佳，活動過程順利，兩地學生分享彼此研習所得，亦作生活交流，有效達至預期目標。學生詳盡及有組織地介紹了首都師大附小的教育

體系及校園生活、校園設施，而本校則介紹本校教育體系及校園生活、校園設施，以及學校的社區。 兩校的交流豐富了彼此對教育的認

知，大家均期望在合適時間舉辦實體交流 活動，亦可在已知基礎上安排實地考察，例如參觀兩地文化及自然環境，再獲有益的經驗。 

是次交流的相片及影片已上載到校網與公眾人士分享。 在活動形式上，影片有效提升兩地學生對課題的興趣了解，網上交流可多依仗這

類影片。 
O3 □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

號 
🗹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0人次 

P2 □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0 人次 

P3 🗹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60人次 

P4 🗹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10人次 

P5 □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0人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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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_運用閱讀津貼報告(2022-2023 學年)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 

1. 透過閱讀優質讀物，提升學生的道德情操及文藝品味。 

2. 積極參與學校閱讀活動，建立校園共讀文化。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 

津貼的運用集中在添購館藏、推廣每年的閱讀日。 

Ø   本年度添購了 247 本經常性館藏，主要增加了適合中小閱讀的故事書，適合高小閱讀的跨課程閱讀圖書，以及與中國文化主題相關的圖書。 

Ø   本年度的閱讀日活動，以中華文化及中國傳說神話故事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讓學生認識及加深中華文化的知識。在閱讀日的活動計劃

中，與中文科、視藝科、體育科、數學科協作，用不同的活動介紹各項優質的閱讀材料，包括以沙畫形式介紹中國神話故事、以攤位遊戲學習關於六

藝的知識，又從神話故事解謎遊戲中運用了數學科的邏輯思維，同學均能寓學習於遊戲，加深對中華文化及中國神話傳說故事的認識。 

本年度的閱讀日於六月舉辦，根據全校學生問卷調查結果，99%同學積極參與閱讀日活動，94%同學認為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認識，93%同學認為活動

讓他提高了對中國神話傳說的閱讀興趣。大部分同學反應良好，積極投入活動，亦享受活動過程。 

 

2.  策略檢討 

因應疫情發展，本校上學期以分班形式使用圖書館，下學期則恢復全校自由使用。在整體的借閱量方面，全年總借閱量為 5158本，而網上閱讀則約有

26,433 本，總閱讀量 31591 本書，平均每人閱讀約 115 本圖書。於安排下年度推廣閱讀計劃方面，會投放更多資源於推介電子閱讀圖書。另外，亦會

參考本年度經驗，因應情況對閱讀日的活動計劃作出調整，無論教學形式如何改變，都能因時制宜，繼續恆常地舉辦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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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19,051.39 

-主題圖書 

-經常性圖書 

-跨課程閱讀圖書 

2. 閱讀活動 2361.58 

  

  

-閱讀雙周主題活動：科探STEM (跨科組協作) 

-作家講座/工作坊 

-校外比賽/交流 

3. 其他活動：參觀書店/圖書館 0 

總計： 21,412.97 

津貼年度結餘： 5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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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_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報告(2022-202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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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_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2022-202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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