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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理念

提升學與教
效能

教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學
Assessment as 

learning

評
Assessment 
of learning



背景
2008-2017學年

網上基本能力評估平台(SA)

2016-2017學年
網上學生評估平台(STAR）

STAR的定位：
• 課堂前測?
• 課後小測?
• 課後延展學習?
• 假期功課?
• 自學平台? 



STAR平台特點
評估重點 基本能力
涵蓋範圍 中文、英文、數學
類型 選擇題、填充題（中文科適用）、排序題目、

下拉式選單題目、配對題目、拖放題目、文
字題、數字及符號鍵盤（數學科適用）

批改形式 電腦化評卷、自動批改
報告 學生表現分析報告
學與教支援 學習評估資源庫WLTS
使用裝置 平板電腦、手提電腦、桌上電腦

本校關注事項
1. 強化教師專業能量，發展校本綜合解難及創意課程，持續優
化卓越教學團隊。

2. 善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教學、自主學習，實踐創新思維。
3. 培養學生謹言慎行、謙遜禮讓的態度及實踐健康生活模式。



應用STAR網上學生評估平台目的：

1. 靈活運用上課及課餘時間，強化學生在
各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

2. 照顧學生多樣性學習，因應學生的學習
需要和進度，製作個別化評估課業

3. 根據報告及學生成績表現，提供適切的
跟進、回饋

4. 為學生提供額外的增潤及鞏固的練習，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工作流程

規畫

編擬材料

教師工作坊、家長網絡會
議、開學周學生培訓

監控
進度

收集數據

會議檢討



項目 時間
規畫 7月- 8月

編擬材料 8月
舉辦培訓工作坊 9月

使用平台 10月-5月
監控進度 約兩個月一次
收集數據 1月-2月、5月-6月
檢討成效 6月-7月

工作流程時間表



校本STAR 網上學生評估平台運作
• 使用日期：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第一年試用)

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第二年)
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第三年)

• 對象：小三至小六學生及中、英、數科任
• 組織、規劃及分工：

課程管理及發展組 科組長 科任

• 下載及整理中、英、
數學習評估平台的
題目庫

• 針對本校學生的強
弱項，擬定各級學
習能力點

• 每月安排學生在課
堂時間進入該網站
完成預設的網上評
估練習

• 編擬家長通告、教
師及學生手冊

• 協助科任將預設的
練習題目於網頁內
發給學生

• 安排學生回家自行
完成自訂的網上評
估練習

• 編擬三至六年級網
上學習時間表

• 檢視學生表現報告，
查閱學生遞交的進
度及成績

• 安排中、英、數教
師工作坊

• 因應學生的強弱項
作出適當的指導



教師手冊(試行版)
• 分科：中文、英文、數學
• 操作指引
• 學習範疇、學習階段、練習名稱、課
業編號、評估時間

• 評估摘要

(試行版) (現行版)





中文：閱讀、聆
聽、視聽
資訊

English：Reading 
Listening



學生手冊
• 分級
• 操作指引
• 分科，分設學習範疇
• 展示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習能力
• 評估題目、評估時段
• 學習表現評估：自我評估、老師評語、改
善方法

• 建議學習資源



(現行版)

學生手冊



形式
1.預設評估：

A.針對學習重點，配合教學進度，定期評估各級各班學生
在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習成效

B.每月不少於一次安排學生在課堂進行預設的網上評估練
習

C.學生必須完成，老師即時公布、展示成績，學生得到回
饋

2. 自訂評估：
A. 恆常性練習
B.老師按班本、學生需要設定題目，供學生在家完成，建
議每星期一次及在假期時進行，每次練習時間約15-30
分

C.學生可按自己能力選擇練習次數(完成不少於兩個練習)



特別跟進









成效評估

學生層面：
1. 了解學習目標
2. 即時了解自己的強、弱項
3. 培養網上自學的習慣
4. 嘗試利用不同途徑加強及改善學習







閱讀範疇改善方法：

• 多看課外書

• 上學習網頁

• 看教育電視



聆聽範疇改善方法：

• 記下內容重點

• 圈下題目



視訊範疇改善方法：

• 專注、留意影片內
容

• 看圖書



Listening and Reading 
Improved methods：
• visit learning websites
•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 write a dairy everyday
• ask teachers



數學改善方法：

• 多看數學課外書

• 多找實物量度體積



成效評估 學校、教師層面

科任 課程組 科組長

• 定期給予學生回饋
• 填寫「評估摘要」，
紀錄每班學生的強、
弱表現

• 收集中、英、數科
組意見

• 了解各科各級學生
的學習情況

• 收集各班科任
「評估摘要」，
協助各級檢視學
生學習能力點的
強弱表現

• 找出學生學習能力
稍弱或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製作適切
的評估課業

• 跟進「評估摘要」，
修訂來年的題目庫

• 科務會議中檢討
成效

• 向科任提供教學
建議，以改善學
生學習情況

• 備課會討論
• 找出合適的策略和
題型，擬訂補充工
作紙、評估卷

• 與科組長商討找出
改善學生學習情況
的方法



教師評估摘要

• 根據題型、學
習能力點，列
出班中學生表
現的強、弱項
各3項



2016-2017年度中文科



2016-2017年度英文科



2016-2017年度數學科



• 只需✓／✕相
關項目的學生表
現

教師評估摘要(修訂)

年終教師問卷:
• 學生很投入



2017-2018年度中文科



2017-2018年度英文科



2017-2018年度數學科 第一學習階段



STAR對各持分者的影響

持分
者

正面影響 困難/擔心

學校 • 有效運用數據及資料審視現
況，優化校本評估政策，策
劃未來工作

• 培訓未來人材

• 行政工作繁重
• 難監察發放練習的情
況

教師 • 強化專業知識
• 減少批改工作
•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資源，
照顧學習多樣性

• 能掌握、追縱學生個人及整
體學習進度

• WLTS學習材料多元化，適
時適用

• 增加教師工作量
• 未能掌握學生的思考、
運算過程

• 影響課時
• 未能照顧資優生需要



STAR的影響

正面影響 困難/擔心
學生 • 深化課堂學習，增加閱讀量

• 減少紙筆抄寫練習
• 了解自己的強弱項，自我監控
自主學習

• 提供多元學習模式
• 訓練解難能力
• 得到即時回饋，比對個人表現

• 成績稍遜的學
生功課量增加

家長 • 練習材料多元化 • 功課量增加

未來計劃
• 新增分享評估，公開各班情況，互相監察、一同進步
• 代替紙筆小測
• 善用WLTS資源庫
• 為學生提供更多改善方法的途徑



總 結

學

教

評

適時適用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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