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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背景資料 

1 1982 年，海外顧問團報告書中指出： 

 只歸咎「教師力有未逮，須受訓補救」的觀點的不足  

 認為多數人只談及「制度帶動」的專業發展，忽略了由「教師帶動」專

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2 1992 年，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教師專業）發表： 

 小學教師學位化  教師職級及晉升 

 教育學院升格  成立教師專業組織 

 改善教師工作環境  

3 2003 年，《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發表： 

 教師最重要的信念是：每個學生均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以及他們人

人都能學習，並且可以學有所成。憑著這些信念，教師自然會關懷愛護

學生、尊重學生各有不同背景，以及對培育每個學童的全人發展有所承

擔 

 「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突顯的重要信息，是個別教師可作專門發展

或追求卓越；而學校需要具不同才能及長處的教師 

 「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中的四個範疇：教與學、學生發展、學校發

展、專業群體關係及服務。四個主要範疇之下，各自分為四個領域。每

個領域皆有多個分項，而其中的階段描述，列出教師在各專業階段具代

表性的專業能力。各專業階段並非以教學年資區分，而是採用了『基本

要求』、『力能勝任』、『卓越境界』等詞來描述，從而標示出教師在專業

成長進程中的各個階段 

 建議：所有教師，不論其級別和職務，均應在每個三年周期內，參與不

少於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教師參加由學校每學年舉辦三天的

教師專業發展日活動，其時數應全部被確認為持續專業發展要求的進修

時數 

 在一個三年的持續專業發展周期內，用不少於 50 小時作有系統的學習

（例如短期訓練課程、研討會及會議、工作坊、教育學士或碩士課程

等）。另外，亦用不少於 50 小時參與其他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例

如與校內／校外人士分享良好或創新教學法、在學習小組內分享閱讀心

得和有關教育專業的意念、教學啟導、參與教育事務委員會、為專業發

展活動擔任導師／促導員／講者等）。教師可按個別需要自行分配餘下

時數於各種模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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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6 年，《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 –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中期報告》發表， 

建議： 

 有成效的持續專業發展，專業取決至為重要。基於校本專業自主精神，

教師和學校可因時制宜，籌劃和進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多元化和多樣化是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特性 

 三年不少於150小時的「軟指標」，對落實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很有幫助，

應予維持 

 在制定校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的過程中，採用「由上而下」和「由

下而上」的雙向策略 

5 2009 年，《學習的專業、專業的學習 –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發

表，建議： 

 貫徹不硬性推行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做法 

 維持三年內進行約150小時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指標 

 辦學團體應為屬下學校教師提供更多聯校持續專業發展機會 

 在學校發展計劃中，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應協助學校

訂定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為優先發展項目之一 

 讓學校運用專業自主權，確定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模式和內容, 可進一

步應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來推行或完善校本持續專業發展工作 

 學校可致力舉辦更多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教師參與持續專業

發展的動機和成效  

 提供更多機會及途徑，讓學校在創造空間、資源調配、及促進教師持續

專業發展的策略，以促進各校分享交流及結合實踐經驗 

 學校應盡量安排教同一科目或級別、或屬同一行政組別的教師共同參與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亦可利用同儕觀課來推動教師彼此學習、反思求進 

 鼓勵學校及課程主辦者加強評估的機制，以提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策

劃和組織的質素 

 將統籌及拓展持續專業發展視作一項專責職務，且應由職級較高學校人

員負責這項職務 

 教師應加強在「學生發展」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

應更多關注「學校發展」和「專業群體關係及服務」的持續專業發展 

 加強教師在釐定持續專業發展需要和制定校本持續專業發展決策上的

參與程度 

 鼓勵教師嘗詴採用多種學習模式，包括以自學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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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動議方案 

1 「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是一個作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參考的框架。應

防止把此框架標準化而強加於教師身上，否則只有令教師的專業進一步受

到打壓。 

2 長遠而言，應在制定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政策層次上，加入各種不同背景

的教師，讓他們共同協商發展持續專業發展的方向、優次，以體現「專業

自主」的精神，及令持續專業活動更切合教師當下和長遠發展的需要。 

3 在學校的層次上，應盡量靈活地締造一個理想的空間，讓教師能真正賦權

承責，協商校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內容、形式，以提高相關活動的果效。 

4 應本著相信教師的理念，放手讓個別教師按他們工作的需要，採取更多元

化的持續專業發展的模式，自發地養成自我進修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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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問與答 

1 當課程改革等逐一落實之後，教師對持續專業發展的即時需要可能會減少

了一點。那 150 小時的軟指標，屆時會否成為教師的一個壓力／束縛？  

現時在政策的層次，沒有硬性規定持續專業發展的時數、內容和形式。換言之，

關鍵是辦學團體、學校領導和教師本身如何理解、定義「專業發展」，以及如何

善用這個軟指標。只要按實際情況的需要，實事求是，而不是淪為數字競逐的遊

戲、或者行使權力者的工具，它不應該構成教師的一個壓力／束縛。 

若教師認為這持續專業發展為他們帶來壓力的話，估計問題可能出在什麼地方？ 

2 在現時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形式、內容及時間安排方面，是否真正能夠讓

教師有多元的選擇？教師的需要是什麼？ 

現時的學校或者教師經常會擔心，教師持續專業發展可能會影響了教學進度。教

師在參與一些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時，現時往往可能是以下的形式或安排進行： 

一、 週日上課時間內； 

二、 週日放學之後； 

三、 週末／假期； 

四、 短期帶薪的復修課程； 

五、 校內集體備課、同儕觀課； 

六、 學校之間交流觀摩； 

七、 自己到院校進修； 

八、 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師覺得還有什麼有效／可行的安排？例如： 

 停薪留職進修；  網上課程； 

 帶薪停職進修；  資助到外地進修研習…… 

3 在發展持續專業發展的問題上，亦涉及到如何定義「專業」、「專業發展」，

以及誰去定義的問題。在學校要面對要處理一些層出不窮的新挑戰時，對

教師的聲音能否被尊重？  

例如近日的校園驗毒措施，應否屬於教育專業處理的問題？教師的看法是怎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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