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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QA/SBSK)/ADM/50/1/1 

教育局通函第 19/2021 号 

分发名单：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

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校本支援服务  (2021/22) 

幼稚园教育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全港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

稚园班级的学校 (以下统称幼稚园 )申请 2021/22 学年由教育局提

供的校本支援服务。  

 

详情 

2. 校本支援服务是因应教育的最新发展和幼稚园的需要而设

计，以促进优质幼稚园教育的发展。透过支援人员与教师和校长

之间有系统及紧密的互动讨论，以及专业人员与经验教师的专

业协作，期望参与同工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得以提升。此外，透过

不同的基金 /资源，支援服务的模式更趋多元化，例如：专业学

习社群及主题网络，以推动幼稚园持续发展。我们在 2020/21 学

年推行先导计划，把多元化的阅读策略融入各项支援范围，以培

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成效良好。建基于成功经验，自

2021/22 学年开始，推广阅读将被订定为各校本支援服务的基本

支援重点。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与幼稚园协作，运用有效的教

学策略，促进幼儿全人发展。  

 

3. 2021/22 学年的支援重点及各项支援服务如下，详情请参阅

附件 I-V 及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bss)。 

支援重点  

- 发展课程领导及有效的教学策略  

- 培养幼儿正面价值观和态度  

- 推动阅读和促进幼儿全人发展  

- 促进从游戏中学习  

- 营造关爱及支持的学习环境  

- 照顾幼儿的多样性（包括非华语幼儿）  

- 加强幼小衔接  

  

http://www.edb.gov.hk/sb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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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务  

附件  支援服务 范围  

I 到校专业支援服务  

 

 

 培育幼儿正面价值观和

态度  

 创设丰富语文环境，促

进幼儿语文发展  

 推动从自由游戏中学习  

 培养幼儿探索精神 (大自

然与生活 ) 

 

II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

及协作计划  

 

 推行多元化视觉艺术活

动  

 推行多元化体能活动  

 

III 专业学习社群   照顾非华语幼儿多样

性，促进全人发展  

 推行自由游戏以促进幼

儿从探索中学习  

 推行多元化音乐活动  

 

IV 为录取非华语幼儿的

幼稚园提供的校本支

援服务 1 

 成长易—高效能多元文

化中文学习及幼小衔接  

 教学相长、家校共融—

非华语幼稚园学生学习

中文支援计划  

 

V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大专院校 2 

 

 游戏‧学习‧成长  

 

 

4. 校本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每所幼稚园可按优次最多申

请两项校本支援服务。为加强支援录取非华语幼儿的幼稚园，幼

稚园除按需要申请两项支援服务外，还可额外申请与非华语幼儿

有关的支援服务（在附件 III 及 IV 内以灰色底纹标示）。  

                                                      
1 本计划是 2018 年施政报告公布对少数族裔的加强支援措施之一，旨在为录取非华语幼儿的幼

稚园提供校本支援服务，以提升教师教授非华语幼儿学习中文的专业能力。 
2 
本计划是教育发展基金资助的「大学—学校支援计划」的延续。教育发展基金已于 2019年 8

月底终止运作。本计划藉着大专院校具研究基础的教学法和课堂实践的经验，为幼稚园提供多

元化的支援服务，以照顾幼稚园不同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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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以上的校本支援服务外，教育局亦透过以下计划，为幼稚

园提供支援，详情请参阅附件 VI：  

 

附件  支援服务 范围  

VI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  

 共建卓悦校园  

 推动正向教育‧迈向全

人发展  

 

 

6.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今年不会举办简介会，改为透

过网上平台发放各项支援服务的详情。幼稚园可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在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bss)参阅

有关资料。  

 

7. 请校长传阅此通函，让校内全体教师知悉上述事宜，并鼓励

他们参与上述校本支援服务。有兴趣的幼稚园可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30 日，透过教育局网页申请附件 I 至 V 的支援服

务。本局已把申请详情及网上申请系统的用户编号和密码通知各

幼稚园。有关「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的申请事宜，详见

附件 VI。逾期的申请将不获处理。申请结果将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布。  

 

查询 

8. 如有查询，请致电幼稚园校本支援组叶汉邦先生（电话：

2152 3137），以及附件 IV 至 VI 所载各相关组别的联络人员。  

 

 

 

  教育局局长  

  洪远志代行  

 

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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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援范围及重点 

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会与幼稚园结成伙伴，发展配合幼儿需要的校本课程，

透过以下支援范围的研习，提升教师在结合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方面的协作

和反思能力： 

 

培育幼儿正面价值观和态度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W1) 

 协助幼稚园配合课程目标及校本需要，创设互动的学习环境，以培养幼

儿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设计多元化活动，让幼儿学会自律守规、彼此关怀，也懂得尊重及欣赏

他人 

 培养幼儿认识自己、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让他们明白自己在不同

生活范畴中的角色和责任 

 善用阅读与其他多元教学策略，促进幼儿全人发展 

 照顾非华语幼儿的多样性（如适用） 

 

创设丰富语文环境，促进幼儿语文发展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W2) 

 协助幼稚园发展适切的阅读教学策略，促进幼儿的语文发展 

 创设生活化的语文环境，培养幼儿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协助幼儿建立稳固的语文学习基础，为他们升读小学作好准备 

 照顾非华语幼儿的多样性（如适用） 

 

推动从自由游戏中学习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W3) 

 协助幼稚园配合课程目标，推行自由游戏，让幼儿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

态度，学习知识及技能 

 加强教师在自由游戏中作为学习促进者的角色 

 协助教师通过观察和分析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回馈校本课程设计 

 善用阅读与其他多元教学策略，创设有利的情境，提升幼儿自主、自由

地参与游戏的动机 

 照顾非华语幼儿的多样性（如适用） 

 

培养幼儿探索精神(大自然与生活)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W4) 

 协助幼稚园透过校本课程，设计具探索元素的活动，以培养幼儿的好奇

心和乐于探索的精神 

                                                      
3请参阅校本支援服务网上申请系统 (网址 :  http://sbssapplication.edb.gov.hk/)内的申请表

格，教育局已把申请详情及网上申请系统的用户编号和密码通知各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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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幼儿尊重、欣赏、珍惜身边环境和大自然的价值观和态度 

 引导幼儿运用多感官和不同的技巧探索和认识生活与大自然的现象 

 善用阅读与其他多元教学策略，让幼儿了解大自然的现象与日常生活的

关系，启发幼儿主动求知和解难的能力 

 照顾非华语幼儿的多样性（如适用） 

 

2. 支援模式 

学校发展主任会与幼稚园协商，就选取的支援范围，定期与教师共同备课，

进行观课及课后讨论，亦会安排专业发展活动，并鼓励参与计划的幼稚园分

享其校本经验。  

 

3. 对参与学校的期望 

为善用支援服务，我们期望参与服务的幼稚园能作下列安排： 

 选派合适的教师成为核心小组成员； 

 按需要作行政上的配合，以便核心小组成员参与相关的专业活动，包括

研讨会议、跨校交流等； 

 积极参与跨校交流，开放课堂，为教师提供分享教学心得的机会，以及

拓宽他们的视野； 

 允许学校发展主任在研习期间搜集学习活动录像片段及照片、教师反思

资料、幼儿作品等，作校内研习及课后讨论之用； 

 鼓励核心小组成员与校内同工分享参与服务的经验和资源（该等材料的

版权将由教育局与有关幼稚园共同拥有。教育局亦保留汇集和修改的权

利，以作教育推广用途）； 

 恪守法律上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遵守版权条例；及 

 向业界分享发展成果、经验及资源。 

 

4. 其他事项 

 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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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习范围及重点 

推行多元化视觉艺术活动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X1)  

 加强教师对幼儿美感发展的认识，善用幼儿作品做布置和展示，创设环

境，营造艺术的氛围 

 提升教师对艺术与创意范畴的专业能力，藉多元化和富趣味的视觉艺术

创作，培养幼儿的美感、想象力和创造力 

 培养幼儿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推行多元化体能活动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X2) 

 设计多元化体能活动，协助幼儿发展强壮的体魄，建立对参与体能活动

的兴趣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培养幼儿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2. 研习模式 

幼稚园在计划期间可参与由内地专家教师主持的工作坊，掌握不同的学习重

点和教学技巧。内地专家教师会定期驻校，与教师作不同形式的协作，例如

进行集体备课、观课和课后讨论，共同发展适切的多元化视觉艺术或体能活

动。 

 

 

3. 对参与学校的期望 

为善用支援服务，我们期望参加计划的幼稚园能作下列安排︰ 

 选派一位能操普通话的教师作为内地专家教师在校内的主要伙伴，担当

内地专家教师与幼稚园之间的沟通桥梁； 

 选派一位学校代表领导及统筹有关计划，并与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协作； 

 为内地专家教师安排驻校时所需的资源及支援，包括电脑器材、书桌、

文具等； 

 选派合适的教师成为核心小组成员； 

 按需要作行政上的配合，以便核心小组成员参与相关的专业活动，包括

研讨会议、跨校交流等； 

 积极参与跨校交流，为教师提供分享教学心得的机会，以及拓宽他们的

视野； 

 允许学校发展主任/内地专家教师在研习期间搜集学习活动录像片段及

照片、教师反思资料、幼儿作品等，作校内研习及课后讨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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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核心小组成员与校内同工分享参与服务的经验和资源（该等材料的

版权将由教育局与有关幼稚园共同拥有。教育局亦保留汇集和修改的权

利，以作教育推广用途）； 

 恪守法律上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遵守版权条例；及 

 向业界分享发展成果、经验及资源。 

 

4. 其他事项 

 内地专家教师不会担任课堂教学工作。 

 内地专家教师主要以普通话为沟通语言。 

 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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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习范围及重点 

为促进校本课程发展及建立幼稚园互相交流的文化，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

内地专家教师协助幼稚园就共同研习的主题建立专业学习社群，为幼稚园提

供专业交流及分享实践经验平台，以促进幼稚园间的协作及提升教育质素。

学习社群的详情如下: 

 

 

学习社群一 

研习范围 照顾非华语幼儿多样性，促进全人发展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Y1)  

研习重点  通过多元化的活动，营造融和的学习氛围，让非华语幼儿

愉快地学习 

 创设生活化的语文环境，培养非华语幼儿阅读的兴趣和

习惯 

支援人员 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 

 

 

学习社群二 

研习范围 推行自由游戏以促进幼儿从探索中学习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Y2) 

研习重点  通过创设环境，设计自由游戏，引发幼儿探索和发挥创意 

 善用阅读与其他多元教学策略，创设有利的情境，提升幼

儿自主、自由地参与游戏的动机 

 照顾非华语幼儿的多样性（如适用） 

支援人员 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 

 

 

学习社群三 

研习范围 推行多元化音乐活动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Y3) 

研习重点  加强教师对幼儿美感发展的认识，推行有关歌唱、韵律、

音乐欣赏等活动 

 培养幼儿阅读的兴趣和习惯 

支援人员 内地专家教师及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 (活动主要以普通话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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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习模式 

教育局学校发展主任/内地专家教师会定期举办学习社群活动，让参与的幼

稚园通过研讨、实践、反思等不同的形式，研习具效能的学与教策略和交流

经验。 

 

3. 对参与学校的期望 

为善用支援服务，我们期望参加学习社群的幼稚园能作下列安排︰ 

 选派两至三位代表（如课程领导和教师）成为核心小组成员，参与学习

社群活动； 

 按需要作行政上的配合，以便核心小组成员参与学习社群活动； 

 允许学校发展主任/内地专家教师在研习期间搜集学习活动录像片段及

照片、教师反思资料、幼儿作品等，作学习社群研习及课后讨论之用； 

 鼓励核心小组成员与校内同工分享参与学习社群所得经验和资源（该等

材料的版权将由教育局与有关幼稚园共同拥有。教育局亦保留汇集和修

改的权利，以作教育推广用途）； 

 恪守法律上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遵守版权条例；及 

 向业界分享发展成果、经验及资源。 

 

4. 其他事项 

 内地专家教师主要以普通话为沟通语言。 

 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 

 

 



附件 IV 

为录取非华语幼儿的幼稚园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务 

 

附件 IV –第 1 页 

 

 

1. 支援范围 

 

主题及统筹机构 目标 
网上申请表 

编号 3 

成长易—高效能多元文

化中文学习及幼小衔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

文教育研究中心） 

 

 提升幼稚园教师教授非华语幼

儿学习中文的专业能量 

 促进非华语幼儿顺利由幼稚园

过渡至小学阶段 

网络学校： 

I1 

 

种子学校： 

I2 

教学相长、家校共融—

非华语幼稚园学生学习

中文支援计划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

院） 

 

 为幼稚园提供校本专业支援，

以提升教师教授非华语幼儿学

习中文的效能 

网络学校： 

I5 

 

种子学校： 

I6 

 

 

2. 支援模式 

提供「网络学校」及「种子学校」两种支援模式供学校选择： 

 网络学校：按学校需要提供全年至少 4 次的到校支援服务，为发展校本

课程的不同层面提供顾问服务，帮助非华语幼儿学习中文 

 种子学校：按学校需要提供全年至少 8 次的密集式到校支援服务，与教

师进行共同备课、观课及课堂回馈，制定及优化校本课程 

 

 

3. 对参与学校的期望 

为善用支援服务，我们期望参加计划的学校能作下列安排： 

 组成一个最少两名教师的核心团队与计划团队协作，其中一名教师必须

为团队统筹人员（如学校管理层成员、主任或专责教师），以便统筹计

划相关事宜； 

 为教师创造空间，安排共同备课会议、同侪观课、课后回馈的时间； 

 选派核心团队教师参加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并开展相关课堂实践，也鼓

励其他教师参与课程和尝试实践所学； 



附件 IV 

为录取非华语幼儿的幼稚园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务 

 

附件 IV –第 2 页 

 

 协助搜集资料以助分析幼儿学习成效（数据报括幼儿课业等）； 

 安排教师参与计划举办的教师学习社群、分享会、工作坊等专业交流活

动，分享校本实践经验； 

 鼓励家长参与家长学习社群；及 

 恪守法律上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遵守版权条例，以发展校本学与

教材料。 

 

4. 注意事项 

 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 

 详情请参阅教育局网页(http://www.edb.gov.hk/sbss) 

 

5. 查询 

成长易—高效能多元文化中文学习及幼小衔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计划负责人：张慧明博士 

联络人    ：黄绮玲小姐 

查询电话  ：3917 4147 

查询电邮  ：ewyl@hku.hk 

 

教学相长、家校共融—非华语幼稚园学生学习中文支援计划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计划负责人：关之英博士 

联络人    ：彭志全先生 

查询电话  ：3762 0972 

查询电邮  ：ken.pang@hkuspace.hku.hk 

http://www.edb.gov.hk/sb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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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名称：游戏‧学习‧成长 (网上申请表编号
3
：Z1) 

 

1. 支援服务统筹单位 

教育局 质素保证及校本支援分部 校本专业支援组 

 

2. 支援服务提供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 

 

3. 支援范围 

计划旨在为幼儿教育界提供专业支援，加强课程领导及发展，提升教师专

业能量，设计和实践促进从游戏中学习的校本课程，促进幼儿全人发展 

 

4. 支援重点 

 强化校长及主任作为课程领导的角色，为幼儿的全人发展订定促进从游

戏中学习的校本课程发展路向 

 向教师提供专业支援，设计和实践促进从游戏中学习的校本课程，让幼

儿的潜质得以发展 

 加强家校协作，推动从游戏中学习 

 建立校内与学校之间的专业学习社群，以促进经验交流 

 

5. 支援模式 

 为课程领导和教师提供由大学教授、支援团队及前线顾问主持的工作坊 

 由支援团队定期访校提供为期 12 个月的到校支援： 

 计划学校—访校 12次或以上，支援两个教学循环的设计及实践；培

训课程领导，带领教师进行共同备课及作观课后讨论，以协助学校

持续发展 

 联网学校—访校 7 次或以上，支援一个教学循环的设计及实践 

 就学校的校本课程规划及教学设计提供专业意见 

 带领教师共同备课及作观课后讨论 

 举办家长工作坊，以配合学校推展从游戏中学习的校本课程，促进幼儿

全人发展 

 通过组织学校的交流网络活动，扩散经验，建立专业学习社群 

 

6. 对参与学校的期望 

为善用支援服务，我们期望参加计划的幼稚园能作下列安排︰ 

 选派不少于三位合适的教师成为「课程发展小组」，并选派一名教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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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负责与支援团队联络； 

 积极参与跨校交流，对专业支援持开放及接纳的态度； 

 对推动从游戏中学习及幼儿全人发展有很强的承担； 

 按需要作行政上的配合，包括安排时间进行讨论、共同备课及同侪观课； 

 允许计划上载教学设计至此计划的网页，与其他参与学校交流； 

 建立「学习历程档案」，以记录计划的发展及反思，促进知识管理及经

验传承； 

 鼓励课程发展小组成员与校内同工及业界交流，以建立专业学习社群； 

 参与全年两次行政会议及一次年度分享研讨会，以分享成功经验及面对

挑战的有效处理方法； 

 与其他同工分享校本课程发展的经验和资源，如工作计划、学与教材料、

研究报告、学生作品等（该等材料的版权将由优质教育基金拥有）；及 

 恪守法律上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遵守版权条例，以发展校本学与

教材料。 

 

7. 注意事项 

 支援服务一般为期一年 

 详情请参阅教育局网页(http://www.edb.gov.hk/sbss)及优质教育基金网页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7) 

 

8. 查询 

 计划负责人：吴家杰先生 

查询电话：3943 9405 

查询电邮：ngkk@cuhk.edu.hk 

 联络人  ：李美英博士 

查询电话：3943 9404 

查询电邮：nmyli@cuhk.edu.hk 

 

9. 计划网页 

http://play.fed.cuhk.edu.hk/ 

 

http://www.edb.gov.hk/sbss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7
mailto:nmyli@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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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援范围及重点 

主题及统筹机构 支援重点 

1.共建卓悦校园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

杀研究中心) 

计划目的是协助参与学校发展成为以

「幸福感」为本，并以幼儿的幸福感为

优先考虑的学校。计划包括开发、建立

和培育三个阶段，透过生理、心理和社

交层面，推行全面的健康教育。 

 

2.推动正向教育‧迈向全人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大学

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 

计划旨在向学校推广正向教育，鼓励

学校建立正向文化，以培养幼儿对学

习及人生持正向态度。透过优化教学

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能量，协助学校深

化家校合作的模式，从而促进幼儿的

全人发展及鼓励教师社群作专业交

流，为日后成立学校网络奠定基础。 

 

 

2. 注意事项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旨在连系不同幼稚园及教育团体，建立专业

发展网络，以推广成功经验及加强幼稚园持续的专业发展和交流。有关

上述基金主题网络的详情，请参阅基金网上资源中心网页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4)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的统筹机构会为参加学校提供不同模式的支

援服务及项目。各统筹机构将会直接邀请学校参加其主题网络计划 

 如有查询，请联络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袁嘉颖女士(电话：2123 6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