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鈞伯裘書院  (2023-2024)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津貼」報告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張家港市第二中學   

2. 北京中學 

3. 廣州市增城區第一中學 

4. 杭洲台州市路橋區峰江街道中學 

5. 鄭州市第十一中學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比賽交流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比賽交流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243,102.10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0.00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0.00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108.24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0.00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0.00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0.00 

N8  其他(請註明) : HK$0.00 

N9  學年總開支 HK$243,210.34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在管理層面上，與姊妹學校的交流確實能帶來顯著效益，尤其是在促進國情理解和教學管理的協同作用方面。針對去年只安排高階管理層（首席

以上）及一次學生發展部主任參與活動的情況，以下是一些建議： 

1. 擴大參與範圍：鼓勵中層管理人員積極參與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這樣可以促進不同層級之間的經驗分享和相互學習。 

2. 定期交流計劃：制定定期的交流計劃，確保每年都有中層管理者參加相關活動，並設置明確的交流目標。 

3. 跨部門合作：鼓勵各部門主動尋找與姊妹學校的合作機會，這不僅限於管理層，也包括教學和行政部門。 

4. 分享經驗：安排參與交流的管理者在回校後分享所學經驗，以便讓更多人受益，增強整體管理水平。 

這樣的措施不僅能提升管理層的協作能力，還能加強學校之間的聯繫，促進教育質量的提升。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上年度，本校透過 Zoom 和實體探訪的方式進行交流，這兩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 
網上會議的優勢： 
時間和地域的靈活性：網上會議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方便各方參與，縮短了交流的時間成本。 
便於快速分享：適合進行工作進度的更新和信息分享，能夠高效解決問題。 
實地探訪的優勢： 
豐富的體驗：實地探訪能提供更直接的學習和交流體驗，讓參與者更深入了解姊妹學校的文化和運作。 
拓寬學生視野：透過面對面的互動，學生可以建立更深厚的人際關係，並獲得寶貴的實地經驗。 
 
未來，建議可以考慮結合這兩種方式，以達到最佳效果。例如： 
混合模式：定期安排網上會議以進行基礎交流，並安排實地探訪以促進深入了解和合作。 
學生參與：鼓勵學生在實地探訪中發表觀察和學習，增強他們的參與感和責任感。這樣的安排不僅能提高交流的效率，還能讓學生獲得更全面的學

習體驗。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510___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55____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450____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34____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__26____總人次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