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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錦泰小學 

家課政策 

目的： 

1 鞏固課堂學習，並讓學生為新課題作準備，在教師的適切指導下，促進學生自學。 

2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啓發思考，培養他們的好奇心，以及積極、主動探索日

常生活問題的態度，應用所學，延展學習，同時可讓學生學習承擔責任，建立自信

及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3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問題，繼而尋求解決疑難的方法。 

4 讓教師找出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以調整教學計畫及策略，提供適時回饋，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5 評估學生在汲取知識、掌握技能及培養良好態度和正面價值觀等各方面的表現，有

效回饋課程的規畫與實施。 

6 讓家長瞭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從而能適時作出支持。 

7 讓家長瞭解學校課程的要求，攜手合作，共同幫助學生改進學習。 

 

基本方針： 

1 家課內容宜配合課程，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2 根據課堂的教學進度，安排有效益的家課，以助學生鞏固學習與發展概念。 

3 家課能引發學習動機，激發思考，使學生積極主動學習，並能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

和創造能力。 

4 初小學生的家課類別要多元化，宜加入富趣味性及創作性的元素，避免死記硬背。 

5 高小學生的家課類別亦要多元化，宜加入富思考、重分析及發揮創造力的元素。 

6 家課的設計宜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師因應學生的程度，調節家課的深淺程度。 

7 家課的設計宜激發學生自學的精神，有需要時查閱課外書尋找合適的資料，並培養

學生良好的課外閲讀習慣。 

8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並從小培養學生的閱讀素養，透過融入閱讀元素的課業設計，

協助學生由「從閱讀中學習」推展至「跨課程閱讀」，為終身學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9 部份家課的設計可具挑戰性，以培養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 

 

修訂程序： 

1 這項政策須參照教育局及保良局有關守則指引，並會定期檢視及作出合適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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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長安排負責人員進行更新及修訂事宜，統籌整理後供全體教職員閱覽及遵循。 

3 學校須注意家課的布置和安排，制定校本協調機制，適當協調各科在不同班級的家

課分配。 

4 學校應在學年初向家長及學生詳細解釋家課政策及具體實施安排，並將有關政策上

載到學校網頁，供家長及公眾查閱。 

5 學校須定期(每學年至少一次)通過不同渠道(如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家長

日)，蒐集持份者(包括教師、學生、家長)的意見，以檢視及優化校本評估及課業

政策，並因應校情、學生和家庭背景訂定相應的策略，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 

 

政策：  

1 在每學年開始時，把學校家課政策上載學校網頁及通知家長，讓全校家長知悉。 

2 家課的數量、批改方法及家課簿冊的運用，應清楚列明在各學科科務指引內及適時

向教師講解。 

3 家課類型： 

3.1 家課類別除一般作業、工作紙外，也可包括閱讀、課文預習、溫習默書、背誦

佳句、做實驗、做模型、網上學習、資料搜集、專題研習、訪問報告等。教師

宜按照學生的能力和學科目標，適切安排及指導。 

3.2 家課分為在短期或較長期的時間完成，學生可以個別或小組形式完成家課。 

3.3 應設計可鼓勵學生思考、發揮創意和主動學習的家課，避免過多機械式操練、

重複抄寫以及偏重強記的練習，只會令學生覺得沉悶。 

4 家課的數量： 

4.1 因應學生程度分配份量適中的家課，宜考慮學生學習和身心健康的均衡發展。 

4.2 課程統籌主任及科主任會在各學科會議內訂定家課的數量與種類，按各班需要

安排家課。 

4.3 任教同一班的教師宜互相協調，平衡學生每天的家課份量，以確保學生有充足

的時間休息、遊戲及發展個人興趣。 

4.4 因應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減輕其家課量，容許他們以其他方式代替書寫，展

現學習成果，或容許他們在限期以外呈交家課。 

4.5 在試前時段家課宜以溫習為主，以減輕學生的壓力。 

5 教師適當的指導： 

5.1 向學生清楚說明該份家課的意義、目的及要求，建議完成家課所需的時間及方

法；如有需要，可說明家長參與的程度。 

5.2 應靈活運用全日制的優勢安排家課，給予學生適當的指導，避免過多欠缺教師

指導或回饋的所謂「自學」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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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於導修課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幫助他們解決在家課上所遇到的困難。 

5.4 可安排學生在課堂上試做家課，好讓學生回家有所依從。倘若學生有疑難，教

師亦可即時指導。 

5.5 學校應配合學生需要，提供不同支援，例如：「同儕互助計劃」、「大哥哥大

姐姐計劃」；為有學習困難或未能跟上學習進度的學生提供家課調適；在放學

後設家課輔導小組，能有效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6 教師的回饋： 

6.1 應準確仔細地批改家課，給予分數、等級或評語，如有需要，宜列明改進方法，

並記錄學生家課的表現。若學生有卓越的表現，可加以讚賞，以激勵學生努力

向上。 

6.2 可利用網上平台提供學習回饋，幫助他們懂得如何改進自己的學習表現，提升

學習成效。 

6.3 應給予針對性的回饋，評語應避免過於籠統空泛或嚴苛，也需要訂定合適的批

改準則，特別在學生書寫方面，在字形結構上並無錯誤的情況下，避免過於偏

執或嚴苛。 

6.4 應多勉勵及讚賞學生，肯定學生為學習而付出的努力，鼓勵他們養成勤勞的習

慣，學習解難及發揮創意，並建立自信。 

6.5 同儕回饋可使學生學習如何評價自己及他人努力的成果，亦有助培養他們的同

理心，能欣賞他人與接納不同意見的正面態度。 

6.6 應鼓勵學生自評，了解自己的不足，從而調節學習計劃和策略，增強對學習的

擁有感。 

6.7 設計學習任務時可考慮讓家長參與回饋。家長的肯定及支持，可激勵學生奮發

進取，並促進親子關係。 

6.8 多方面的回饋有助推動「作為學習的評估」，讓學生在課業以至整個學習經歷

中不斷求進，追求卓越。 

6.9 家課冊內的「家課日誌」紀錄應每天由家長或監護人加簽，每周由班主任加簽。 

6.10 學生有合理原因而不能完成家課，教師宜盡量給予機會，如有需要，教師可加

以指導，讓學生完成家課。 

6.11 學生如欠交功課，先寫手冊通知家長。若經常積欠，要與家長聯絡，並寫手冊

或致電通知家長後才留學生在校補做。 

7 家長配合： 

7.1 協助子女安排固定的家課時間，並提供有助學習的環境，如關閉電視及音響，

預備足夠的文房用具，盡量減低各種影響他們做家課的干擾。 

7.2 清楚明白家課的目的與要求，向子女提供適當的指導，引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思

考問題，找出可行解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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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詳加細閱教師派發批改後的家課，多了解子女的長短處，從而協助他們改進。 

7.4 與學校教師溝通，以瞭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及適時向學校反映子女在家中的學

習態度。如果遇到困難，亦應及早與教師商討解決的辦法。 

7.5 應多為子女安排多元發展的活動，並教導他們善用閒暇，適當地編訂作息時

間，並避免讓子女到校外其他機構或地方作機械式的應試操練。 

7.6 應培養子女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指導子女於「家課日誌」上加上標示，再依照

家課項目自行完成所有家課，然後按上課時間表收拾書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