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資優教育政策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根據Bloom's Taxonomy (1956)，下列六項思考技能，有助
高層次思維的發展：

知識：a.資料儲存在長期記憶系統中，以備需要時使用
b.蒐集資料以便整理

理解：理解已知資料
包括閱讀資料、辨別已知資料、注意資料來源等

應用：應用已知資料
如何應用已知資料？如何篩選？如何集中焦點？

分析：分析已知資料，檢視內容細節及彼此關係
綜合：將資料相關部分組織起來
評鑑：就某些意見是否合理及這些意見的質量作出評價

其他有助高層次思維發展的技能包括：
比較：比較資料，洞察其中的異同
分類：把資料分類
衍生：轉化資料，靈活運用於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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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課業、分層提問全班式
教學



校本資優教育第一層次
課程優化計劃

級別：一年級和四年級
科目：常識科
內容：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前課程發展
主任與本校教師共同備課，於正規課堂滲入高階
思維十三式。

全班式
教學



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引用美國聯邦教育局對資優的
定義肯定了資優特質應朝向多元化的界定。
資優兒童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
潛能的兒童：

1.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2. 對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3. 有獨創性思考，能夠提出創新的意見；
4.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表演藝術方面

特具天分；
5.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在推動他人完成目標方面

有極高能力；
6. 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方面有突出天分。

資優的定義
全班式
教學



全班式
教學

本校武術隊屢獲殊榮

一年級學生逢星期三體育課武術培訓，
由專業教練任教。

一年級武術培訓



資優評估 評估報告

抽離式
計劃

資優評估



在特定範疇有突出表現的學生接受有系統的
訓練，持續提升學生的能力。

專門課程抽離式
計劃



校外
支援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為具備卓越才華的學生
提供有系統、富連貫性
及具挑戰性的校外培訓
課程



教師培訓

安排教師參與由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舉辦的培訓，增加教師
對資優教育的認識。

校外
支援



資優比賽



2017-19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5-17年度教育局外籍教師
英語組舉辦木偶劇比賽

(Puppetry Competition)

第一名



2016-17 年度教育局外籍教師
英語組舉辦短片製作比賽(ClipIT)



得獎作品



第71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英文獨誦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冠軍 亞軍



武術比賽

第三屆全港中小學武術錦標賽

集體(學校組)兒童組初級劍術第一名
集體(學校組)兒童組初級棍術第一名
女子公開高小組初級刀術 第一名
男子公開高小組 初級槍術第一名
男子公開高小組 初級南拳第一名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比賽2018

五步拳冠軍
初級長拳第一路(一、二段)冠軍
第五、六級章別動作亞軍
初級劍術亞軍



STEM比賽

金獎



體育比賽

冠軍



音樂比賽、繪畫比賽



故事演講比賽、急救比賽



舞蹈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