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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撰寫小錦囊 

(適用於200,000元以上的撥款申請) 

(僅供參考) 
  

評審準則(以下各點只供參考，計劃書不需要涵蓋所有。)  

 

一、計劃需要  

 計劃是否回應學校／學界的需要及具備創意及／或嶄新發展 （包括提升／

調適現行的措施）；  

 計劃中的新意念／新方法能否配合個別學校或整體教育界的現行狀況，或

增補其不足之處，提升業界的能力及學與教的成效；  

 計劃是否配合申請機構的使命及政府就教育發展所訂的優先項目，並可融

入或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並為機構增值；  

 購置設備的需要與促進學習成果的關係； 

 申請人是否以證據為本評鑑對計劃的需要，計劃成果是否有證據支持，計劃

所帶來的益處能否與學校課程及學生的學習聯繫起來；及  

 計劃的範圍、目標及長遠成效是否實際可行，並以具體及明確的方式適當地

清楚列出。  

  

例子：某小學的學生在數學科表現稍遜，學生在各年級的數學科評估表現不

理想。此外，各持份者也一致認為學生在數學學習上面對較多困難。於是，

該校提交計劃書，檢視校內數學科學與教現況，探討如何針對學生學習需要，

發展校本數學科課程，運用有效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水平。除校

內的學生外，該校也希望有關的校本課程可惠及其他學校，尤其協助數學學

習表現稍遜的學生。  

  

二、計劃可行性  

 計劃是否有完備的基本理念架構／基本原理／專業守則／理據及周詳的設

計，並有具體的施行／研究方案及方法予以配合；計劃是否具備切實的範圍

和具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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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能否證明已為推行計劃準備就緒，計劃書具備切實可行的推行時間

表等充足的推行細節；   

 教師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是否足夠，以促進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並顯示

教師間的協作、團隊及分享精神，計劃是否與學界的專業網絡有連繫；  

 計劃是否可以充分利用申請機構的現有設施、設備及資源；  

 申請人能否得到其他機構協助，例如學校、教育團體及商業伙伴等，以發展

及生產計劃的產品；及  

 計劃的預算是否與計劃的目標、範圍、活動、直接受惠人數及預期成果相稱，

而計劃又能否善用獲得資助而購置的設備／資源去達成計劃目標，每項主

要開支又是否具充分理據支持。此外，計劃有否引進來自其他非政府資源的

等額資助。  

 

例子：承接上面數學校本課程的例子，計劃書應列出學校如何為推行計劃準

備，如搜集相關的課程資料、邀請學者顧問、要求有關教師接受有關培訓、

為計劃成立工作小組等。計劃書須重點介紹計劃的推行方案，例如制訂課程

框架、設計教學材料、教學策略的運用、推行時間表、設定計劃的評鑑方法

及準則等。財政預算方面，必須清楚列出各開支項目，例如要求聘請計劃職

員，必須列出所要求職員的學歷及工作經驗、工作範疇、薪金、聘請時間等。  

  

三、計劃的預期成果  

 計劃是否有清晰的準則及可以證據為本的評鑑方法評定是否達到目標（例

如學生的學習）；  

 建議書有否列明各主要階段，以便將來監察計劃的進度及成效；  

 在計劃完成後，計劃的成果／成效是否能夠持續，在計劃中購置的設備及資

源是否妥善調配或重複使用；及  

 除了個別機構外，計劃、經驗或預期成果(包括產品)，是否有向學界廣泛推

廣或知識轉移的價值與潛力，及／或是否具備商品化的價值或潛力。  

 

例子：承接上述校本數學科課程的例子，計劃推行的過程中，會否作出中期

／階段性的評鑑，以探討計劃的推行有否提升學生在數學科的表現、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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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師對教材的意見、課程是否需要作出調適等。計劃完成後，亦須為計劃

作出總結評鑑，檢視學與教效能。此外，學校一方面要列出計劃成果如何在

校內扎根；另一方面則要列出如何將經驗及成果推廣至其他學校，如上載教

材到學校網頁或舉行分享會等。  

 

一般計劃書未獲批准的原因：  

一. 計劃書的內容空泛，設計欠周密  

 過度介紹學校／機構的背景，而又未能指出計劃如何針對學校的需要；  

 未能交代清晰的計劃目標及／或核心理念；  

 未有交代如何將理念付諸實行；  

 建議的活動與所訂的目標無直接關係，如計劃內有教師前往內地交流數天，

卻未有交代交流目的；及  

 未有交代工作坊／訓練課程的目的或內容。  

  

二. 未能配合學校發展的需要  

 計劃與學校的發展計劃的需要／優次不配合；  

 計劃可能過度增加教師的工作量；及  

 欠缺教師的參與或教師培訓。  

  

三. 計劃的目標、理念及設計欠創意  

 未能闡釋建議的計劃活動所具有的新意，或改善／使用其他計劃／實踐方

法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學校的背景; 或活動欠缺新意／獨特性; 或只直接抄

襲其他學校／教育團體／志願機構的活動；及  

 未能提出新的或已調適的理念架構／基本原理／專業守則或理據以配合學

生／學校新的需要。  

  

四. 申請撥款的項目欠缺理據支持、成本效益欠佳  

 要求與計劃無直接關係、超過合理價格的器材、設施及其他物資；  

 就計劃的規模而言，受惠人數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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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過量的職員，及未有交代這些職員在計劃內擔當的職務；  

 邀請海外專家，卻未有交代這些專家的專長及為何不在本地邀請，亦未有交

代這些專家將提供何種服務；及  

 要求撥款印製通訊、刊物或教材，卻未有提交這些產品的扼要內容／大綱等。  

  

五. 欠持續及推廣計劃的方案 (如適用)   

 計劃活動只屬於一次性而欠說明成效；及／或  

 計劃的成果、產品欠缺參考／推廣價值以讓實踐經驗延續。  

  

六. 其他不符合申請指引的要求的例子  

 計劃建議的開展日期並沒有考慮處理申請所需的時間 (如計劃的建議開展

日期為申請日期後的一個月，未有計算評審及準備協議書的時間) ；   

 超出頁數限制：計劃詳情超過 15 頁，或計劃撮要多於 1 頁；  

 字型過小；及  

 以相同檔案上載計劃撮要及計劃詳情。  

 

  

  

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