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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基金  

公帑资助学校专项拨款计划  

乙部：计划书  

 

计划名称 :  

校本文化及自然遗产课程 

计划编号 :  
(由「网上计划管理系统」编配) 

 

学校名称 :  __优质教育中学__  

 

直接受惠对象  

(a) 界别 :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特殊学校  (请在适当的空格加上号 )  

 

(b) 受惠对象 :  (1) 学生 :    1,000 (中一至中六)  ;  (2) 教师 :    100  ;  (3) 家长 :    100   ;   

                    (4) 其他 :    2,500            

 

计划时期 :    9/2018   至   8/2019   

 

此模板只作参考之用，申请学校可删去不适用的项目。基金已把有关「公帑资助学校专项拨款计

划」的申请指引上载于基金网站。 
 

1.  计划需要  

1.1 计划目标 

 
透过了解传统围村文化习俗增加学生对文化及自然遗产的认识，并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自信心及相关能力，如探究能力、沟通能力、

信息素养等。 

1.2 创新元素 

 
过去十年间，本校把元朗生态与文化探究划纳入初中正规课程，协调科

学科、地理科、综合人文科等不同领域知识以推行校本课程。本计划会

透过口述历史、录像、访问等形式，展现及记录传统围村文化习俗，并

以遗产教育为元素，开拓跨科研习平台，增加学生对文化及自然遗产的

认识。 

1.3 计划如何配合校本 / 

学生的需要 

 

计划会透过校本及户外学习，让学生于综合人文、科学、通识教育等科

目，强化他们对区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认识；亦会配合社会趋势及学生

需要，提升其运用信息科技、综合和应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 

2.  计划可行性  

2.1 计划的主要理念/依据 

 
计划以本校邻近的围村为主要考察地点，透过：(1) 校本教学设计、 (2) 

电子、户外学习，及 (3) 科学实验，以提升学生的 (i) 知识 (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ii) 技能 (信息素养、明辨性思考能力) 及 (iii) 培养他们欣赏

围村文化的人文内涵，并对历史传承及文化保育抱正面的态度。 

2.2 申请学校对推行计划

的准备程度/能力/经

验/条件/设施 

 

本校从开校至今一直着力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并于2000年开始发展出

一套校本的跨科课程。有了这些经验，我校提供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各

种小区服务及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2.3 校长和教师的参与程

度及其角色 

 

负责团队老师包括通识教育科、初中综合人文科、生物科、地理科及中

文科老师，亦会与其他科任老师组成不同的协作小组，以主题式学习的

方式进行课程设计。 

2.4 家长的参与程度 

(如适用) 

 

家长会获邀参与围村导赏活动，促进家校合作。 

2.5 计划协作者的角色  不适用 

示例編號﹕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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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2.6 推行时间表  

推行时期 

(月份/年份) 

计划活动 

 

9/2018 – 6/2019 推行校本学习课程：中一级（地理和科学）、中二级（地理和生物）、中

三级（综合人文）、中四至中六级（中文、通识教育和生物）等 

10 – 12/2018 教师培训 

10/2018 – 4/2019 人物专访 

11 – 12/2018 本校邻近围村打醮采访 

7 – 8/2019 计划评估 

 

2.7 计划活动的详情  (请删去下列 (a )- (f )任何不适用的项目。 )  

a.  学生活动  (如适用)  

活动名称 内容 

(包括：主题、推行策略 / 模式、目
标受惠对象及其挑选准则等) 

 

节数及每节

所需时间 

参与教师及/或

受聘人员 

(包括：角色、讲
者 / 导师的资历及
经验要求的等) 

  

预期学习成果 

 

1. 湿地与围村

实地考察 

湿地与文化(中一级学生) 1节(每节1

小时30分

钟) 

地理科老师 

科学科老师 

认识生物特征及

分类、湿地生态

价值和围村文化 

树木与文化(中二级学生) 了解风水林及本

土树与围村文化

的关系 

2. 城市与围村

的生活质素 

香港城市与围村现况(中三级

学生) 

综合人文科 

老师 

认识香港城市与

围村的发展，并

反思及比较居住

在城市与围村的

生活质素 

3. 保育文物及

生态的挑战 

酸雨对文物的破坏(中二级学

生) 

科学科老师 

生物科老师 

地理科老师 

了解酸雨对保育

围村文物的破坏 

养蚝业(中六级修读生物科学

生) 

加深对生态学的

认识，并以养蚝

业及基塘养殖业

作切入点，让学

生掌握生态学理

论的应用 

基塘养殖业(中六级修读生物

科学生) 

4. 文物保育与

传统节庆的

传承 

生活质素 ─ 保育与发展的平

衡(中四级学生) 

通识教育科 

老师 

中文科老师 

认识文物保育的

过去与现在，并

分析其得失；并

建议如何体现传

统节庆的承传 

文化全球化 ─ 传统节庆的去

向(中五级学生) 

5. 人物专访 访问围村父老有关乡村的风

俗习惯(中四级学生) 

5节(每节2

小时) 

中文科老师 受访人亲述围村

生活和经验，让

学生对围村的了

解和文化内涵有

较立体的认知和

欣赏，唤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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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围村历史文化

遗产的关注和体

现传统习俗的文

化传承 

6. 打醮采访 参观打醮活动(中一级学生及

家长) 

1节(每节4

小时) 

综合人文科老

师 

掌握采访打醮活

动的技巧，并懂

得使用GPS 追踪

应用程序进行探

究式专题研习 

 

b.  教师培训  (如适用)  

活动名称 内容 

(包括：主题、推行策略 / 模式、目标
受惠对象及其挑选准则等) 

 

节数及每

节所需时

间 

受聘人员 

(包括：角色、讲者 / 

导师的资历及经验要
求等) 

  

预期学习成果 

 

教师培训 

 

从认知昔日围村文化入手，带领

教师实地了解围村的基本格局和

建筑特色及背后的文化底蕴，了

解本地围村的建筑特色，并向他

们介绍欣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部与吉祥图案的文化内涵及人

文价值 

2节(每次

3小时) 

文化及环境保育

专家，具5年或以

上文化及环境保

育相关的资历。 

参与教师能提升对

围村文化的认知与

正面观感，加深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和提升他们带领

学生进行历史文化

考察活动的能力 

举办与传统技艺相关的工作坊，

加深参与教师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c.  设备  (包括建议添置的装置及设施)  (如适用)  

 建议购买的设备详情 

 

该项设备如何有助达成计划的目标 

及如适用，预期的使用率 

不适用 

 

d.   工程  (如适用)  

 建议的工程项目详情 

 

该项工程如何有助达成计划的目标 

及如适用，预期的使用率 

不适用 

(公营中学、小学 (包括直接资助学校 )、特殊学校请参阅学校行政手册第  8 .6段及其他相关的段落。已参加新
幼儿园教育计划的幼儿园，请参阅幼儿园行政手册第1.2段 (1 )(g)。 )  

 

e.  校本课程的特色  (如适用)  

不适用 

 

f .  其他活动  (如适用，并阐述这些活动如何有助达成计划的目标)  

不适用 

 

2.8 财政预算   

      申请拨款总额 :  HK$ 524,999  

开支类别* 

开支细项的详情 理据 

(请提供每项开支细项的理据，包括所聘
请人员的资历及经验要求) 

开支细项 金额 (HK$) 

a. 员工开支 代课老师1名(连强积金) 

$28,865 x 12 个月 x 1.05 

$363,699 申请人须持有本港颁授主修有关

学科的学士学位，主要负责执行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SAG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Admin%20Guide%20Chi%201718%201.0.pdf


- 4 - 

 

教学职务，预算为综合人文科代

课老师，让负责老师可有更大的

空间进行课程和活动统筹。 

半职计划助理1名(连强积金) 

$7,500 x 12个月 x 1.05 

$94,500 申请人须具备带领学生活动及行

政工作的经验，主要负责联络、

设计、排版、物资管理、活动日

程安排、带领学生参与活动、编

写网页或软件等工作。 

b. 服务 导师(教师培训活动) 

$800 x 6小时 

$4,800 申请人须具备5年或以上文化及环

境保育相关的资历，筹备文化工

作坊与城市考察活动，让教师能

在学科以外，加深对相关课题的

认识。 

流动应用软件/网页开发 $25,000 开发流动应用软件/网页，供学生

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实地考察时，

记录第一手信息，并在进行专题

研习时灵活运用所得数据作出分

析。 

c. 设备   不适用 

d. 工程   不适用 

e. 一般开支 交通费 

$1,500 x 10次 

$15,000 供师生进行考察及探访活动的交

通费 

展览品制作 $10,000 制作相片集及展览品供展览/讲座

之用 

制作知识册/学生及教师用书 $6,000 派发予参与学生，作为进行实地

考察前预习之用；教师亦可于进

行实地考察时用作指导学生，及

完成实地考察时作巩固学生所学/

引导学生进行反思。 

杂项(如：印刷、文具等) $1,000 / 

f. 应急费用   不适用 

g. 审计费用  $5,000 / 

申请拨款总额 (HK$): $524,999  

*   

( i )  在订定预算时，申请人应参阅基金的价格标准。员工的招聘和货品及服务的采购必须以公开、公平及具
竞争性的方式进行。申请人可删除不适用的开支类别。  

( i i )  如计划涉及学校改善工程，可预留一笔不超过总工程费百分之十的应急费用。  

( i i i )为期超过一年的计划，可预留应急费用，但一般不应超过扣除员工开支及总工程费 (包括工程的应急费
用 )后的总预算额的百分之三。  

 

3.  计划的预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学与教资源    教材套  

专题研习报告 

 电子成品*(请列明) _文化遗产专题作品集_ 

 其他 (请列明) _学生作品_ 
*如申请人计划将电子成品上载于香港教育城，可致电 2624 1000 与香港教育城联络。 

3.2 计划对优质教育 / 学校发

展的正面影响 

参与老师会制作文化遗产教育的课程地图，促进不同科组老师的协作。 

 

http://qef.org.hk/tc_chi/application_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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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鉴   

请建议具体的评鉴方法及成功准则。  

(例子：课堂观察、问卷调查、重点小组访问、前测  /  后测 )  

 

评估项目 评估方法及成功准则 

1. 学生对文化及自然遗产的

认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

动性、自信心及相关能力，

如探究能力、沟通能力、信

息素养等 

1. 比较前测及后测的结果，当中 80%以上参与计划的学生对围村

历史文化的认知及保育意识能有效地提升 

2. 从学生及教师的问卷调查和焦点访谈中，显示 80%以上学生的学

习兴趣、主动性、自信心及相关能力(如：探究能力、沟通能力、

信息素养等)获提升 

2. 教师对围村文化的认知与

正面观感，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和带领学生进行历史文

化考察活动的能力 

3. 从教师的问卷调查和焦点访谈中，显示 80%以上教师对围村文

化的认知与正面观感，以及对带领学生进行探究式历史文化考

察活动的信心、能力有所提升 

 

********************************************************************************************* 

如申请拨款总额超过  $200,000，请完成第 3.4 及 3.5 部份。  

 

3.4 计划的可持续发展   

本计划会借着不同的活动，如：讲座、分享活动、培训工作及展览等，增加教育界及公众人士对可

持续发展的认识。有关活动的安排如下： 

 

活动性质 次数 预计参与对象 人数 

1. 分享讲座 1 次 区内、中小学生及教师 500 

2. 教师培训工作 2 次 区内教师 100 

3. 展览 1 次 区内、中小学生及教师、公众人士 2500 

 

负责老师亦可透过教育局的教师专业交流活动、培训等网络，安排分享环节或观课活动，使计划的

成功经验得以传承。 

 

3.5 推广  

请拟备计划向学界推广计划值得分享的成果。  

(例子：座谈会、学习圈 )   

本校会透过以下途径进一步推广计划成果： 

 透过电视录像、校讯、教师培训、学生作品集、早会等于校内宣传此计划 

 透过展览于校外展示优异的学生作品，包括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口头汇报、反思等 

 透过教师培训活动、小册子、展览及分享会等分享成功经验 

 于网页/应用程序及社交媒体等向公众人士推广保育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