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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书撰写小锦囊 

(适用于200,000元以上的拨款申请) 

(仅供参考) 
  
评审准则(以下各点只供参考，计划书不需要涵盖所有。)  

 
一、计划需要  

 计划是否回应学校／学界的需要及具备创意及／或崭新发展 （包括提升／

调适现行的措施）；  

 计划中的新意念／新方法能否配合个别学校或整体教育界的现行状况，或

增补其不足之处，提升业界的能力及学与教的成效；  

 计划是否配合申请机构的使命及政府就教育发展所订的优先项目，并可融

入或配合学校的发展计划，并为机构增值；  

 购置设备的需要与促进学习成果的关系； 

 申请人是否以证据为本评鉴对计划的需要，计划成果是否有证据支持，计划

所带来的益处能否与学校课程及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及  

 计划的范围、目标及长远成效是否实际可行，并以具体及明确的方式适当地

清楚列出。  

  
例子：某小学的学生在数学科表现稍逊，学生在各年级的数学科评估表现不

理想。此外，各持份者也一致认为学生在数学学习上面对较多困难。于是，

该校提交计划书，检视校内数学科学与教现况，探讨如何针对学生学习需要，

发展校本数学科课程，运用有效的学与教策略，提升学生的数学水平。除校

内的学生外，该校也希望有关的校本课程可惠及其他学校，尤其协助数学学

习表现稍逊的学生。  

  
二、计划可行性  

 计划是否有完备的基本理念架构／基本原理／专业守则／理据及周详的设

计，并有具体的施行／研究方案及方法予以配合；计划是否具备切实的范围

和具体的目标；  

 申请人能否证明已为推行计划准备就绪，计划书具备切实可行的推行时间

表等充足的推行细节；   

 教师在计划中的参与程度是否足够，以促进教师及校长的专业发展，并显示

教师间的协作、团队及分享精神，计划是否与学界的专业网络有连系；  

 计划是否可以充分利用申请机构的现有设施、设备及资源；  

 申请人能否得到其他机构协助，例如学校、教育团体及商业伙伴等，以发展

及生产计划的产品；及  

 计划的预算是否与计划的目标、范围、活动、直接受惠人数及预期成果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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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计划又能否善用获得资助而购置的设备／资源去达成计划目标，每项主

要开支又是否具充分理据支持。此外，计划有否引进来自其他非政府资源的

等额资助。  

 
例子：承接上面数学校本课程的例子，计划书应列出学校如何为推行计划准

备，如搜集相关的课程资料、邀请学者顾问、要求有关教师接受有关培训、

为计划成立工作小组等。计划书须重点介绍计划的推行方案，例如制订课程

框架、设计教学材料、教学策略的运用、推行时间表、设定计划的评鉴方法

及准则等。财政预算方面，必须清楚列出各开支项目，例如要求聘请计划职

员，必须列出所要求职员的学历及工作经验、工作范畴、薪金、聘请时间等。  

  
三、计划的预期成果  

 计划是否有清晰的准则及可以证据为本的评鉴方法评定是否达到目标（例

如学生的学习）；  

 建议书有否列明各主要阶段，以便将来监察计划的进度及成效；  

 在计划完成后，计划的成果／成效是否能够持续，在计划中购置的设备及资

源是否妥善调配或重复使用；及  

 除了个别机构外，计划、经验或预期成果(包括产品)，是否有向学界广泛推

广或知识转移的价值与潜力，及／或是否具备商品化的价值或潜力。  

 
例子：承接上述校本数学科课程的例子，计划推行的过程中，会否作出中期

／阶段性的评鉴，以探讨计划的推行有否提升学生在数学科的表现、数学科

任老师对教材的意见、课程是否需要作出调适等。计划完成后，亦须为计划

作出总结评鉴，检视学与教效能。此外，学校一方面要列出计划成果如何在

校内扎根；另一方面则要列出如何将经验及成果推广至其他学校，如上载教

材到学校网页或举行分享会等。  

 
一般计划书未获批准的原因：  

一. 计划书的内容空泛，设计欠周密  

 过度介绍学校／机构的背景，而又未能指出计划如何针对学校的需要；  

 未能交代清晰的计划目标及／或核心理念；  

 未有交代如何将理念付诸实行；  

 建议的活动与所订的目标无直接关系，如计划内有教师前往内地交流数天，

却未有交代交流目的；及  

 未有交代工作坊／训练课程的目的或内容。  

  
二. 未能配合学校发展的需要  

 计划与学校的发展计划的需要／优次不配合；  

 计划可能过度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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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教师的参与或教师培训。  

  
三. 计划的目标、理念及设计欠创意  

 未能阐释建议的计划活动所具有的新意，或改善／使用其他计划／实践方

法以切合学生的需要／学校的背景; 或活动欠缺新意／独特性; 或只直接

抄袭其他学校／教育团体／志愿机构的活动；及  

 未能提出新的或已调适的理念架构／基本原理／专业守则或理据以配合学

生／学校新的需要。  

  
四. 申请拨款的项目欠缺理据支持、成本效益欠佳  

 要求与计划无直接关系、超过合理价格的器材、设施及其他物资；  

 就计划的规模而言，受惠人数太少；  

 要求过量的职员，及未有交代这些职员在计划内担当的职务；  

 邀请海外专家，却未有交代这些专家的专长及为何不在本地邀请，亦未有交

代这些专家将提供何种服务；及  

 要求拨款印制通讯、刊物或教材，却未有提交这些产品的扼要内容／大纲等。  

  
五. 欠持续及推广计划的方案 (如适用)  

 计划活动只属于一次性而欠说明成效；及／或  

 计划的成果、产品欠缺参考／推广价值以让实践经验延续。  

  
六. 其他不符合申请指引的要求的例子  

 计划建议的开展日期并没有考虑处理申请所需的时间 (如计划的建议开展

日期为申请日期后的一个月，未有计算评审及准备协议书的时间) ；   

 超出页数限制：计划详情超过 15 页，或计划撮要多于 1 页；  

 字型过小；及  

 以相同档案上载计划撮要及计划详情。  

 
  
  
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