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學校計劃（2022/23學年）

［須於2022年11月30日或之前提交］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致：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7樓）

教育局發展及支援組

本校會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 以確保本校非華語學生 與華
語同儕享有同等學習中文的機會，並建構共融校園。本校亦會因應需要與持份者（包括非華語
學生的家長）溝通，讓他們了解學校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支援。

本校在2022/23學年的具體計劃已獲校董會通過。□
本校在2022/23學年的具體計劃已獲法團校董會通過。☑

1

本校在2022/23學年的具體計劃已獲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
現就有關計劃，闡述如下：

(一)
1.

整體規劃
16 名，其中有 7 名教授非華語學生。

本年度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科的教師當中，分別有 1 名為首年任教、

3 名已任教1至 3 1 名已任教4 至 6年及 2

在2022/23學年，本校共有中文科教師

年、

(i)

名已任教7年或以上。

就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提升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意識，並建構共融校園，本校

已安排以下教師負責統籌有關事宜：

統籌團隊（包括總統籌）人數： 人［如統籌團隊人數多於一人，請填寫所有成員的

姓名

職位（例如:副校長／科
主任／主任／副主任／
教務主任／課程發展主
任／科任老師／其他）

教授中文科
的經驗
（年）

教授非華語學
生中文科的經

驗（年）
負責統籌的年級

（例如小一至小三）
朱蓓妮

（總統籌）
科主任 中一,中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六
34 9

岑穎欣 非華語統籌教師 中一,中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六

6 6

(ii)

2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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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教育支援措施時，「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均歸納為非華語學生。1：

2. 在2020/21學年及2021/22學年，本校已完成相關培訓（例如：參加研討會、工作坊或修
讀有關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等）的現職中文科教師有 16    名，當中有
名於本學年教授非華語學生。

7

(i)

完成培訓活動的人數詳列如下（每學年獨立計算，毋須累計）：

16

22協作教學•

16同儕觀課•

單次性有關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分享會／研討
會

•

為期數日有關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短期課程•

• 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為期五星期的「為非華語學生而
設的中國語文教學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 教育局通函第21/2019號及第16/2022號所載的
「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 下
的課程

2

0 0

0 0

6 6

完成培訓活動人數

2020/21學年 2021/22學年

0 0

教授非華語學生的教師經驗分享會／研討會• 6 6

•
教師網絡活動（請說明）：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
(2021/22)

0 4

00• 其他（請說明）：

本校有至少一名教師在上述學年已完成多於一項相關培訓。☑ 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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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預計(ii)

教育局通函第21/2019號及第16/2022號所載的「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
修津貼計劃下的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為期五星期的「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中國語文教學專業進修課程
證書」

□

□

訓，當中有

名現職中文科教師在2022/23學年，會接受一項或多項專業培7

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本校會繼續安排他們參與相關培訓，計劃如下︰（可選多
於一項）

名教師於本學年教授非華語學生。為提升中文科教師教授中文7

單次性有關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分享會／研討會☑
教授非華語學生的教師經驗分享會／研討會☑
為期數日有關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短期課程□

同儕觀課

協作教學☑
☑

☑ 教師網絡活動（請說明）：
賽馬會「觸境生情」虛擬實境中國語文教學計劃、初中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2/23)

其他（請說明）：□
教育局通函第21/2019號及第16/2022號所載的「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包括香港
理工大學開辦的「對外漢語教學深造文憑（香港學校中文第二語言教學專業）」、「中國語文文學碩士
（中文第二語言教學專業）」及「對外漢語教學文學碩士（香港學校中文第二語言教學專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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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23學年，本校3. 已經 參加由教育局專業人員／大學／其他專業機構提供與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相關的校本支援服務

賽馬會「觸境生情」虛擬實境中國語文教學計劃、初
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
(2022/23)

）。（計劃名稱：

(i)

本校之前曾參加相關支援計劃（計劃名稱︰□
如沒有參加，主要考慮因素包括：（可選多於一項）

），現正鞏固有關經驗年份︰
；

本校在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方面已有足夠經驗，暫時無需相關支援服務

本校需優先處理其他關注事項（例如︰

□
□
□

本校將試行專業發展課程（包括「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獎勵津貼計劃」）所提供的方法

）

□其他（請說明）：

(二)「學習架構」的推行

本校在推行「學習架構」的策略和支援模式時， 考慮的因素及相關計劃包括︰
(i) 本校於2022/23學年非華語學生

4.
人數 如下：

級別 總數
非華語學生人數 39 39 34 33 33 28 206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本校非華語學生(a)

開始學習中文
的學習階段 幼稚園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非華語學生
人數 117 80 8 1 0

開始學習中文的階段 如下：

名非華語學生約 117

名非華語學生為本學年的

(b)

或未曾在本港任何學校（包括幼稚園）就讀超過一年的學生］，本校為這些學生提

0

供的支援措施包括：

(c)

曾就讀提供本地課程的幼稚園

 ［即在入讀本校前抵港不足一年，新來港學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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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本校☑

本校於□ 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並按學生能力

分班，每級只有部分學生就讀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班別

本校於□ 年級全面（即所有班別／組別）以普通話

其他安排（請說明）：□

沒有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教授中文

(a) 本校非華語學生 就讀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班別 的人數如下：

級別 總數
非華語學生人數 0 0 0 0 0 0 0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b) 本校為

安排密集中文學習模式（例如：抽離學習、小組學習、增加中文課□

節、課後支援班等）

發展／調適校本教材以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提供拼音輔助或配有音頻的教學材料，教授拼音輔助學習□

其他（請註明）：□

就讀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班別 的非華語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非華語學生適用》（《評估工具》），每學年評估非華語學
本校按教育局通告第8/2014號第10段及第8/2020號第7段，採用緊扣「學習架構」的

［註： 有關的評估資料主要用於輔助學校規劃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的措施，學校應靈活運用《評估工具》，評估並整合記錄非華語學生
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的學習表現，以便適時按他們的學習進度及
需要策劃／調適支援措施。

(1)

學校須因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及學習中文的年期，為他們安排
相應程度的評估課業（一般而言，入門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剛開始學
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學習中文年期較
短的非華語學生。）

(2)

(3)

(iii)

生的學習表現，並按評估結果，為非華語學生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以及為他們安排適
切的密集中文學習模式。有關的評估結果載於

就非華語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學校可按校本情況概括劃分非華語學生
的能力為高、中、低。］

附錄 。

5. 編班方面，本校非華語學生的 中國語文課堂安排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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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3-5 節中文課，每節 50

所有
非華語學生（ 名）

所有

□
□

☑

每週

人數
節數

有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中一

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同班
部分

非華語學生獨立成班

與華語同儕同班或部分課堂與華語同儕同班 ，詳情如下：

6. 就校本情況而言，本校安排非華語學生在

他們的中文學習表現大致理想，約 名能應付本校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

為他們提供適切支援，幫助他們應付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詳見第8項）

為他們提供豐富的語言環境，有助同儕共融互勉

教師會因應非華語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採用分層教學（包括安排不同程度／內容

的學習活動、工作紙等）

□
□

□

□ 其他考慮因素（請說明）：

本校非華語學生零散地分布各級，適合安排他們與華語同儕同班□

□

中文課與華語同儕同班 ，主要考慮因素包括：
（可選多於一項）

7.

教師更能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本校非華語學生人數較多，適合獨立成班

在中文課堂以外，本校非華語學生有很多機會與華語同儕一起學習和成長，例如：
在其他科目與華語同儕一起上課

☑
☑

與華語同儕一起參與校內聯課活動☑

☑

有

☑

□ 透過聯校活動，認識華語同儕及互相交流，增加接觸中文的機會
其他（請說明）：☑ 和華語同儕一起參加科組活動、課外活動等

本校 安排非華語學生在
因素包括︰（可選多於一項）

）。若有，主要考慮中文課獨立成班 （或進行 抽離學習

☑ 其他考慮因素（請說明）：教師能按學生能力編寫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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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 本校參考非華語學生使用《評估工具》的結果，配合校本情況，於2022/23學年推行以下
密集中文學習模式

［註：請於第17項進一步闡述相關人手安排和開支］

在中文課堂安排 抽離學習 （即把非華語學生抽離原有的中文課堂，到另一地點上
課），詳情如下：

☑

抽離小
組數目

每組每週
約(   )節年級 每組人數

對象(例如：高
／ 中／低*能力)

跨級分組
(以✓表示)

中一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2 19-20 5

中二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2 18-21 5

中三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2 17 5

中四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2 16-17 5

中五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2 15-18 5

中六 能力(高),能力(中),
能力(低)

1 28 3

(a)

的 : (可選多於一項)

在中文課堂將同級／跨級的學生重新組合，進行□
，一般適合錄取非華語學生較多的學校，以降低每組師生比例，加強

（分拆成小組後，小組學習

跨級分組
(以✓表示)

每組每週
約(   )節年級 每組

人數
原有
(   )班

分為
(   )小組

(b)

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詳情如下：

小組數目

會多於原有班數

□ （請勿將其他科目的課節轉為中文課），詳情如下：增加中文課節

年級
每週原有

(   )節中文課
每班／組

每週約增加(   )節
每級有

(   )班／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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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課堂進行 協作教學

年級
班／組
數目

每班／組
每週約(   )節安排在課堂上提供支援

中二 1 5教師入班協作

種族的助理在課堂上提供支援；只須填報入班協作的
(d) （即安排兩名或以上教師一同授課或安排教學助理／不同

額外人手 資料），詳情如下：

□ 跨學科中文學習，相關科目（例如：圖書課等）包括：

每班／組
每週約(   )節相關科目年級

班／組
數目

［請注意：

(e)

跨學科中文學習的重點在於中國語文科知識的學習及／或鞏固，其他學習領域的課
題皆可作為主題，                                                                      。
如跨學科中文學習活動以「每月」、「每學期」或「每學年」等形式進行，請按比
例化為「每週」計算有關節數，可用小數表示。］

i.

ii.
如教師只以中文教授其他科目則不計算在內

☑ 課後支援 ，詳情如下：

年級
課後支援
小組數目

每組每週
(   )節

每節
(   )小時

每組
人數

跨級分組
(以✓表示)

24 111中一

24 111中二

24 111中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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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5項「每節中文課的時間」作換算，為非華語學生安排的課後支援每週共

節。3.6

課後支援的人手安排 每週負責的節數

中文科教師

教學助理

不同種族的助理（入班協作）

外聘導師 3.6

本校安排兩名或以上教學人員負責同一節課後支援。□

［請注意：此項每週節數將顯示在第8(ii) 及17項的相關項目中，例如：課後支
援每週為2小時，以每節中文課為40分鐘作換算，即相等於3節中文課。］

(i)

(ii)

(iii)

(iv)

□如學校同時安排教師／教學助理／不同種族的助理與外聘導師負責課後
支援，請提供各人的大致分工：

教師：

教學助理：

不同種族的助理：

外聘導師：

☑ 其他 支援：（可選多於一項）

每週約
(   )節

每節(   )
小時參與的非華語學生人數課程／活動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學習中文
支援中心

☑ 28 5 2暑期銜接課程

□伴讀計劃

□中文話劇訓練

□新來港兒童適應課程

□其他（請說明）：

(g)

□ 所有中文課堂均與華語同儕同班的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學習上所獲得的額外支援（請
參閱第5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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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確認下列本學年運用額外撥款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提供的支援及人手分配
【有關資料由系統從第4(i)、5及8(i) (a)至(f)項匯入】：

密集中文學習模式年級 每週節數

中一 抽離學習
小組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協作教學
跨學科中文學習
課後支援

協作教學

課後支援

中二

增加中文課節
小組學習
抽離學習

跨學科中文學習

中三
小組學習

跨學科中文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協作教學

課後支援

抽離學習

跨學科中文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協作教學

課後支援

抽離學習中四
小組學習

跨學科中文學習

中五

課後支援

小組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協作教學

抽離學習

1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節1.2

10 節
0 節
0 節
5 節
0 節

1.2 節

1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1.2 節

1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1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非華語學生： 39 名)

(非華語學生： 39 名)

(非華語學生： 34 名)

(非華語學生： 33 名)

(非華語學生： 33 名)

19-20人)(

0 人)(

人)(24

18-21人)(

0 人)(

24 人)(

17 人)(

0 人)(

24 人)(

16-17人)(

0 人)(

0 人)(

15-18人)(

0 人)(

0 人)((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每組

安排與華語同儕同班
或部分課堂與華語同
儕同班的非華語學生

數目

0 名

0 名

0 名

0 名

0 名

0 節)(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2 班/組)

2 班/組)

2 班/組)

2 班/組)

2 班/組)

0 班/組)

1 班/組)

0 班/組)

0 班/組)

0 班/組)

0 班/組)

1 班/組)

1 班/組)

0 班/組)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1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8(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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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中文學習

跨級抽離學習

密集中文學習模式年級 每週節數

中六 抽離學習
小組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協作教學

跨級小組學習

課後支援

跨級課後支援

3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0 節

節0

0 節

節0

節61.6共

(非華語學生： 28 名)

28 人)(

0 人)(

0 人)((每組

(每組

(每組

安排與華語同儕同班
或部分課堂與華語同
儕同班的非華語學生

數目

0 名

節)( 0

1 班/組)

0 班/組)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 0 班/組)

節61.6共

密集中文學習模式的人手安排 每週負責的節數

中文科教師

教學助理

不同種族的助理

外聘導師

58

0

0

3.6

(i)

(ii)

(iii)

(iv)

9. 安排華語學生參與上述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沒有 。如有，詳情如下：

(i) 支援項目：

□協作教學 跨學科中文學習□ 課後支援□
□抽離學習 □小組學習 增加中文課節□

本校
（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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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銜接課程 □伴讀計劃 □中文話劇訓練

□其他（請說明）：

(ii) 參與(i)所述的支援項目的非華語學生共有

名(年級：

(年級：

)；

)

名

華語學生共有

安排華語學生參與的考慮因素：(iii)

10. 課程／教材發展方面，在2022/23學年，本校將採用以下策略︰（可選多於一項）

☑ 根據「學習架構」發展校本教材，共 單元，涵蓋的年級：

☑ 參考教育局上載「學習架構」專頁或「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學與教資源」內聯網的
配套資源，並按需要發展／調適校本教材

26
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採用出版社、大學／專上院校出版的教材，包括：□

□
文學與教材料》（適用於小三及小四非華語學生）

採用／參考教育局發展的《中國語文 (非華語學生適用)》教材及／或《非華語學生中

項目，詳情如下：
□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發展校本課程／教材，或推展其他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其他（請說明）：□

模式評估支援措施的成效：（可選多於一項）
11.

校內評估的結果
持份者（例如：有教授及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教職員、家長、非華語學生等）的回饋

非華語學生在中文活動的表現（例如：戲劇、校園小記者、朗誦、徵文比賽）

☑
☑

☑
□ 其他（請說明）：

☑ 教師觀察非華語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

除了在學年結束前及／或下學年開始時使用《評估工具》的結果外，本校會透過以下

此外，本校會按教育局通告第8/2014號第11段，於學期結束時報告整體非華語學生的總結
性評估結果，特別是預期可銜接主流課堂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中學方面，包括預期學生選
擇各項出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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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共融校園(三)

12. 本校除了將《學校概覽》（由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出版）翻譯為英文版及提供相關支援措
施的資訊外，亦會透過以下方式，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可選多於一項）
☑ 提供

□
所有 主要學校通告的英文版本

由班主任／教學助理／其他人士（例如：
）

3

協助非華語學生家長了解學校通告的內容

☑ 提供英文版本的其他資料，例如： 家長手册與選科資料

□

聘請不同種族的助理，直接與非華語學生家長聯絡□

購買翻譯服務，

因應需要在家長日或家長會提供即時傳譯安排教職員翻譯，☑

次），讓非華語學生家長了解其子女的學習進度3.00☑ 舉辦家長講座（共

及學校提供的支援情況

☑ ）向非華語學透過家長日／其他模式（例如：

生家長講解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包括中文能力、銜接主流中文課堂的進展等），以期
透過家校合作，鼓勵非華語學生努力學習

☑ 其他（請說明）：

通過家長教師會活動，加強非華語學生家長與學校教師的溝通

本校會提升教師和學生的文化及宗教敏感度，並在校內營造多元文化的環境，具體措施包13.

向教師闡釋有關政策及措施，並定期匯報推行措施的進展

舉辦／安排教師參與相關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

舉辦多元文化活動，讓教師、學生及家長認識不同族裔的文化，例如︰節日、習俗等

□
☑
☑

□ 其他（請說明）：

為學生推展同儕互勉計劃，鼓勵不同族裔的學生互相學習□

括：（可選多於一項）

已制定與建構共融校園相關的政策，並籌劃推行措施和各種安排□

由2018/19學年起，《學校概覽》已新增「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的欄目，所有獲額外撥款的學校均須在該欄目列出學校為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提供的額外支援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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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透過以下途徑，為非華語學生在學校或課堂以外，提供更多接觸華語同儕的機會：14.

與錄取較多華語學生的學校建立學習圈／結成伙伴學校□
(伙伴學校名稱︰ )

（可選多於一項）

☑

☑ 其他（例如： 聯校體育／藝術活動）（請說明）：

□

參與校外機構舉辦的才藝比賽及寫作比賽

安排非華語學生參加政府／不同機構舉辦的活動（例如：商校合作計劃、由扶貧委員會
籌劃的「友‧導向」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營辦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所舉
辦的共融活動等）

安排非華語學生參加制服團隊（例如：童軍、聖約翰救傷隊、航空青年團等）

安排非華語學生參與社區服務☑

在2022/23學年，本校15.

有關機構為學校提供服務☑

會 與非政府機構協作，支援非華語學生。若會，本校
會透過不同途徑， 監察及確保非政府機構的服務質素，而協作模式包括 ︰（可選多於一

機構名稱︰ 香港中文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

項）［註：如有關服務的開支需以額外撥款支付，請於第17項列明］

服務範疇／內容︰ 協助設計教材，定期教學分享，以VR形式協助非華語學生提升寫作
能力，了解香港社會

機構名稱︰

□安排非華語學生／家長參加有關機構舉辦的活動（例如：共融活動、社區服務、家長班
／講座等）

活動名稱／內容︰

其他（請說明機構名稱及其服務內容）：□

在2022/23學年，除了在《學校概覽》提供相關支援措施的資訊外，本校還透過以下
途徑，讓非華語學生家長及其他持份者了解本校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可選
多於一項）

16. 3

☑ 已將中、英文對照的支援摘要（2021/22學年）在2022年11月30日或之前上載

（請提供有關連結： http://www.hkmadavidli.edu.hk/ ）

4本校網頁（只適用於2021/22學年獲額外撥款的學校）

）http://www.hkmadavidli.edu.hk/

除上述支援摘要外，本校網頁的其他內容5☑
（請提供有關連結：

學校宣傳特刊本校其他刊物，例如：☑

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的學校發展計劃／學校周年計劃／學校報告文件內闡述支
援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措施／情況，並上載學校網頁供持份者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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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請說明）：□
家長日☑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8/2020號第18段，獲有關撥款的學校須提供一份中、英文對照的摘要，闡述學校於上學年如何支援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文及建構共融校園，並上載學校網頁，以供家長參閱。學校應在學校網頁主頁的當眼位置設置圖標或簡單的英文提示，讓家長
在瀏覽網頁的主頁時能即時知悉如何獲得英文版的資料。

4

5 學校可在學校網頁的主頁當眼位置設置圖標，連結英文版《學校概覽》網頁，或提供可用英語／其他語言溝通的聯絡人資料，以便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查詢和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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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及全職教學助理 7名
教師薪金總計：）全職

元1,500,000

教學助理薪金
總計：

元

由上述增聘教師／騰空原任中文科教師及／或聘請教學助理負責以下相關
工作：

按第8項資料所示，☑
58 節

單元26發展校本課程／教材（包括電子教材），共☑
（涵蓋的年級：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每週 5 節

節1)，每週中一至中五共同備課（年級：☑
□ 建構共融校園
□
□

□

安排共融活動，每週
與非華語學生家長溝通及／或翻譯學校通告／其他資料，每週

其他相關工作（請說明) ：

節

節

按第8項資料所示，□
節0

教學助理 協助／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每週共

教師 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額外教學工作，每週共

。他們負責的有

關教擔／工作與校內一般全職教職員的教擔／工作相若。

8

8

全年預算開支項目

撥款的運用(四)
17. 按照2022年9月點算非華語學生人數的結果，

1,537,500 在2021/22學年完結時， 0
元 (如適用)。本校2022/23學年額外撥款的運用計劃如下：（可選多於一項）

2.3

聘請中文科／其他科（請說明：☑
教師 7名

7 教職員的人數以職位計算，負責上述有關的教擔／工作應與學校一般全職教職員的教擔／工作相若。如同一職位先後由不同的人員
任職，亦應以1名全職人員計算。如該職位或職位的工作量並非全職，可按比例填報，例如: 全職教師0.5名／教學助理1.5名。開支
以年薪計算。

元，

6

6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8/2014號附件二及教育局通告第8/2020號第5段，有關撥款只適用於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建構共融校園。

本校在2022/23學年可獲額外撥款(A)
額外撥款的累積餘額為(B)

學校只須填報以額外撥款支付的薪金開支。如部分薪金開支以學校的其他資源支付，請在第18項補充其他相關資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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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資源
購買／發展教學資源（請簡述相關資源及其用途）：□ 0 元

□ 僱用專業服務以舉辦課後中文學習班（請簡述服務內容）： 元

□聘請全職不同種族的助理 名 7 ，主要負責以下工作：

元

與非華語學生家長溝通，翻譯學校通告／其他資料，協助講解學校政□
策及行政安排等

□
□
□ 其他（請說明）：

協助教師安排共融活動
於中文課堂及／或課後支援入班協作，每週 0 節

不同種族的助理
薪金總計：

8

預算開支 (元)

項目 全年預算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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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元37,5002022/23學年的預算結餘［(A) + (B) - (C)］=

□其他相關開支（請說明）： 元

1,500,000 元

(D)
9

全年預算總開支=

全年預算開支項目

%2.442022/23學年的預算結餘佔本學年額外撥款的百分比
[ (D) ÷ (A) x 100% ] =

□建立文化共融的學習環境：
□ 僱用翻譯服務以翻譯通告、網頁資訊或信件（請簡述服務內容）： 元

元僱用專業服務以舉辦共融活動（請簡述服務內容）：□

□由學校籌辦與建構共融校園相關的活動 項 0 元
（請提供各項活動的名稱、主要內容及預算開支）：

活動名稱 內容 預算開支(元)

9 資助學校、直資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可保留部分額外撥款，惟累積餘款不可超過該學年所獲撥款的總額，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須歸
還教育局。教育局將根據學校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餘款。官立學校可將不超過該財政年度撥款總額的結餘轉至下一
財政年度，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會在財政年度完結時予以取消。

18  / 23學校計劃（2022/23學年）



□本校會檢視現有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並充分運用額外撥款，加強支援非華語
學生，照顧他們學習中文和融入校園上的需要。本校累積高水平額外撥款餘額的原因及
改善建議如下：［只適用於在本學年完結時，額外撥款的餘額預計累積至高水平（70%
或以上）的學校］

原因：

改善建議：

18. 本校會充分運用獲得的額外撥款，支援本學年的非華語學生，預計不會有大量餘款。同時，

調撥其他資源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及建構共融校園。若會，暫時不會
請簡述︰

本校

其他(五) （如有需要，可填寫其他補充資料）

本校會確保以上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的安排，符合現行的香港法例
（包括《教育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等），以及教育局不時修訂的相關通告和指引。本校
亦會遵照教育局通告第8/2014號有關「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第8/2020號有關「加
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新撥款安排」的要求，確保額外撥款只用於加強支援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及建構共融校園。就本人所知及所信，本計劃一切內容均屬全面、完整及真確。

Mr. TIEN Puk Sun

統籌教師姓名 ：

2022 年 11 月 5 日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學校名稱 ：

日期             ：

Chu Pui Ni Florence

cpnflorence@yahoo.com.hk統籌教師電郵 ：

26269100學校電話 ：

校監簽署 ：

校監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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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
年級

整
體
表
現

所得分數的百分比
（高、中、低能力組
別所得分數的百分

比以校本準則劃分，
應可涵蓋 0%-100%
得分率的學生。）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閱讀的
篇章

2021/22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1/22學校計劃匯入，以作參考】

入
門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閱讀的
篇章

入
門
階
段

2020/21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0/21學校計劃匯入，以作參考】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閱讀的
篇章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人數
（小計）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2022/23學年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入
門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中一 29

7

4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40

3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29 人

約 7 人

約 4 人

約 150 字
#

17

11

6

約 17 人

約 11 人

約 6 人

約 150 字

約

約

人 150 字

33

人

0

6

約約

6

0

人33

中二 3

7

23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40

3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3 人

約 7 人

約 23 人

約 180 字
#

9

12

14

約 9 人

約 12 人

約 14 人

約 180 字

9

約

約

人

28

180 字

人

約約

9

2

人28

2

中三 0

13

21

高

中

低

 % 或以上60

40

39

 %至 59 %

 % 或以下

約 0 人

約 13 人

約 21 人

約 200 字
#

0

16

17

約 0 人

約 16 人

約 17 人

約 200 字

約

約

人 200

2

字1

人

約約

2

1

人3131

中四 2

17

14

高

中

低

 % 或以上50

30

29

 %至 49 %

 % 或以下

約 2 人

約 17 人

約 14 人

約 250 字
#

9

14

8

約 9 人

約 14 人

約 8 人

約 250 字

約

約

人 250

9

字6

人

約約

9

6

人1818

中五 6

11

13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40

3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6 人

約 11 人

約 13 人

約 300 字
#

0

2

29

約 0 人

約 2 人

約 29 人

約 300 字

約

約

人 300

3

字2

人

約約

3

2

人2828

中六 1

1

25

高

中

低

 % 或以上65

40

39

 %至 64 %

 % 或以下

約 1 人

約 1 人

約 25 人

約 350 字
#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0 字

約

約

人 350

2

1 字

25

人

約約

2

1

人25

附錄 (閱讀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表現
閱讀（或識字）能力*

學校須因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及學習中文的年期，為他們安排相應程度的評估課業（一般而言，入門階段的評估課業
適用於剛開始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學習中文年期較短的非華語學生。），並按有關的評估
結果及「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他們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

*請分別填寫非華語學生讀、寫、聽、說的學習情況。
#請按級別(即小一,小二.../中一,中二...)填寫該年級非華語學生的整體表現。

人共約 197人共約 164 人206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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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寫作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表現
寫作（或寫字）能力*

就讀
年級

整
體
表
現

所得分數的百分比
（高、中、低能力組
別所得分數的百分

比以校本準則劃分，
應可涵蓋 0%-100%
得分率的學生。）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寫作的
篇章

2021/22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1/22學校計劃匯入，以作參考】

入
門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寫作的
篇章

入
門
階
段

2020/21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0/21學校計劃匯入，以作參考】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中等能力的
非華語學生

一般能寫作的
篇章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入
門
階
段

2022/23學年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中一 38

1

1

高

中

低

 % 或以上70

40

39

 %至 69 %

 % 或以下

約 38 人

約 1 人

約 1 人

約 80 字
#

17

11

6

約 17 人

約 11 人

約 6 人

約 80 字

27

4

8

約

人

80 字

約27

人

4 人

約

約

8

中二 4

9

20

高

中

低

 % 或以上60

30

29

 %至 59 %

 % 或以下

約 4 人

約 9 人

約 20 人

約 100 字
#

1

12

22

約 1 人

約 12 人

約 22 人

約 100 字

30

7

約

人

100 字

約

2

人

2 人

約

30

約

7

中三 3

7

25

高

中

低

 % 或以上50

30

29

 %至 49 %

 % 或以下

約 3 人

約 7 人

約 25 人

約 170 字
#

0

3

30

約 0 人

約 3 人

約 30 人

約 170 字

1818

約

人

170 字

約

人

1 人1

約

約

1515

中四 13

13

7

高

中

低

 % 或以上44

30

29

 %至 43 %

 % 或以下

約 13 人

約 13 人

約 7 人

約 250 字
#

5

0

26

約 5 人

約 0 人

約 26 人

約 250 字

1414

約

人

250 字

約

人

6 人6

約

約

1313

中五 3

15

12

高

中

低

 % 或以上70

50

49

 %至 69 %

 % 或以下

約 3 人

約 15 人

約 12 人

約 300 字
#

0

0

31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31 人

約 300 字

2424

約

人

300 字

約

人

2 人2

約

約

77

中六 1

5

21

高

中

低

 % 或以上54

37

36

 %至 53 %

 % 或以下

約 1 人

約 5 人

約 21 人

約 300 字
#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字

6

約

人

300 字12

6 約

10 人

12 人

約

約

10

學校須因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及學習中文的年期，為他們安排相應程度的評估課業（一般而言，入門階段的評估課業
適用於剛開始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學習中文年期較短的非華語學生。），並按有關的評估
結果及「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他們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

*請分別填寫非華語學生讀、寫、聽、說的學習情況。
#請按級別(即小一,小二.../中一,中二...)填寫該年級非華語學生的整體表現。

共約 198 人人164共約 人206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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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聆聽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表現
聆聽能力*

就讀
年級

整
體
表
現

所得分數的百分比
（高、中、低能力組
別所得分數的百分

比以校本準則劃分，
應可涵蓋 0%-100%
得分率的學生。）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2021/2022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1/22學校計劃匯入，以作

參考】

入
門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入
門
階
段

2020/21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0/21學校計劃匯入，以作

參考】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2022/23學年

人數
（小計）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入
門
階
段

中一 36

2

2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50

4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36 人

約 2 人

約 2 人

#
29

3

2

約 29 人

約 3 人

約 2 人 18

人4

18

4 約

約

人

17

約

17 人

中二 12

16

5

高

中

低

 % 或以上60

30

29

 %至 59 %

 % 或以下

約 12 人

約 16 人

約 5 人

#
22

3

10

約 22 人

約 3 人

約 10 人 18

人6 6

15

約

約

人

15

約18

人

中三 11

13

11

高

中

低

 % 或以上50

30

29

 %至 49 %

 % 或以下

約 11 人

約 13 人

約 11 人

#
32

1

0

約 32 人

約 1 人

約 0 人 12

人

17

5約

約

人

17

約12

人

5

中四 4

18

11

高

中

低

 % 或以上70

40

39

 %至 69 %

 % 或以下

約 4 人

約 18 人

約 11 人

#
15

12

4

約 15 人

約 12 人

約 4 人 15

人

16

2約

約

人

16

約15

人

2

中五 7

13

10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40

3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7 人

約 13 人

約 10 人

#
16

0

15

約 16 人

約 0 人

約 15 人 19

人

11

3約

約

人

11

約19

人

3

中六 1

4

22

高

中

低

 % 或以上60

35

34

 %至 59 %

 % 或以下

約 1 人

約 4 人

約 22 人

#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0 人 14

人3

11

約

14

約

人

11

約

3

人

學校須因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及學習中文的年期，為他們安排相應程度的評估課業（一般而言，入門階段的評估課業
適用於剛開始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學習中文年期較短的非華語學生。），並按有關的評估
結果及「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他們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

*請分別填寫非華語學生讀、寫、聽、說的學習情況。
#請按級別(即小一,小二.../中一,中二...)填寫該年級非華語學生的整體表現。

共約 198 人人164共約 人206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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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說話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表現
說話能力*

就讀
年級

整
體
表
現

所得分數的百分比
（高、中、低能力組
別所得分數的百分

比以校本準則劃分，
應可涵蓋 0%-100%
得分率的學生。）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2021/2022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1/22學校計劃匯入，以作

參考】

入
門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人數
（小計）

入
門
階
段

2020/21學年
【有關資料從2020/21學校計劃匯入，以作

參考】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2022/23學年

人數
（小計）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採用有關評估工具的
非華語學生人數

入
門
階
段

中一 1

10

29

高

中

低

 % 或以上90

50

49

 %至 89 %

 % 或以下

約 1 人

約 10 人

約 29 人

#
3

23

8

約 3 人

約 23 人

約 8 人 13

人2

13

2 約

約

人

24

約

24 人

中二 6

17

10

高

中

低

 % 或以上80

60

59

 %至 79 %

 % 或以下

約 6 人

約 17 人

約 10 人

#
19

12

4

約 19 人

約 12 人

約 4 人 10

人9 9

20

約

約

人

20

約10

人

中三 10

9

5

高

中

低

 % 或以上90

60

59

 %至 89 %

 % 或以下

約 10 人

約 9 人

約 5 人

#
10

4

19

約 10 人

約 4 人

約 19 人 7

人

21

6約

約

人

21

約7

人

6

中四 15

4

14

高

中

低

 % 或以上100

80

79

 %至 99 %

 % 或以下

約 15 人

約 4 人

約 14 人

#
8

12

11

約 8 人

約 12 人

約 11 人 5

人

22

6約

約

人

22

約5

人

6

中五 15

7

8

高

中

低

 % 或以上100

80

79

 %至 99 %

 % 或以下

約 15 人

約 7 人

約 8 人

#
3

18

10

約 3 人

約 18 人

約 10 人 14

人

12

7約

約

人

12

約14

人

7

中六 9

10

8

高

中

低

 % 或以上90

50

49

 %至 89 %

 % 或以下

約 9 人

約 10 人

約 8 人

#
約 0 人

約 0 人

約 0 人 3

人13

12

約

3

約

人

12

約

13

人

學校須因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及學習中文的年期，為他們安排相應程度的評估課業（一般而言，入門階段的評估課業
適用於剛開始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生；第一學習階段的評估課業適用於學習中文年期較短的非華語學生。），並按有關的評估
結果及「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他們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

*請分別填寫非華語學生讀、寫、聽、說的學習情況。
#請按級別(即小一,小二.../中一,中二...)填寫該年級非華語學生的整體表現。

共約 187 人共約 164 人 206 人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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