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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家課政策 

一. 目的 

 為老師提供清晰的家課指引

 方便老師進行家課調適或增潤

 老師透過日常觀察、學生習作、進展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等，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再釐定學生在家課方面是否需要調節，讓學生學習進展

得以鞏固

二.  家課在學習中的作用(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 

 既鞏固課堂學習，延伸和應用日常所學知識，又讓學生為新課題作準備，促進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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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教師找出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以調整教學計劃及策略，提供適時回饋，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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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回饋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讓家長瞭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從而能適時作出支援。

 讓家長瞭解學校課程要求，攜手合作，共同幫助學生改進學習。

三. 設計有效益的家課，應注意下列各項﹕ 

 目標明確﹕配合課堂的學習，具有明確的學習目標，能有助發展或鞏固學生的概

念，但一份家課不應涵蓋過多概念。此外，家課所定的目標和要求，應是學生容易

掌握的，不會過深或過淺，並能激勵學生盡力做好。

 加強閱讀﹕本校重視學生閱讀，以閱讀作為家課，可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與習慣，

為終身學習、學會學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多樣化﹕採用不同類型與方式的家課，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通過提供饒富趣味

和具挑戰性的課業，能激發學生高層次的思維，例如實驗、調查、自由創作、預習、

筆記、資料搜集、閱讀報告、口頭練習、剪報、朗讀文章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習慣，以及發展他們的獨立和創作精神。教師可安排學生感興趣的學習活動或方式

作為家課。同時，家課亦能有助學生鞏固學校的學習。

 重思維協作﹕家課設計應能幫助學生提升思維能力，並加強他們對特定主題的

 深入理解。如家課需要小組合作去完成，如專題研習，老師需作出適當的安排  

 及指導，如分組、分工等，讓每位學生有參與的機會，給予充分的時間完成， 

 發展學生的溝通、組織與協作能力。 

 生活化﹕安排學生較熟悉的情境或主題，能把課堂所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連繫起

來，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運用學習資源﹕教導學生使用不同的學習資源，例如圖書館、互聯網、電

 子學習平台及其他社會資源等，從而發展他們找尋資料、篩選資料及整理資料 

 的能力，學會學習以至於獨立學習的能力。 

 具彈性又具針對性﹕老師要因應學生能力，適當地調整功課量，務求照顧學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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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力及特性，例如﹕只要求學生做單數或雙數的題目﹔又或將習作分拆成較少

的題目，以便易於完成。 

 適量而具意義的記誦﹕教師可適當地選擇背誦或其他形式的記誦方法，例如對文學

作品的理解、欣賞、記誦，以助學生打穩語文根基。 

 指示清晰﹕老師給予簡單、明確、具體及容易理解的指示範例。如有需要，重複有

關指示、提示及解釋，並於課堂上著學生重複一次或試做數題，以確保他們完全明

白家課內容及有關要求。 

 分量恰當﹕各科教師宜小心調節功課量，避免在同一日給予過多家課，避免操練、

強記硬背。 

 各科家課﹕科主任於學期開始時與科任協調全年的功課類型，定期檢視個別學 

    生家課。 

 功課上網﹕一至六年級每天的家課將上網，讓家長檢視。本校仍要求每位學 

    生寫家課冊，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四. 教師處理家課注意事項﹕ 

 班主任負責檢視班內各科的功課量，擔當協調的角色，確保每日家課量相近，各科

均衡分配。 

 各科課業由科任老師隋堂收，如當天沒有堂，科任與班主任協調，由班主任代收。 

 作業種類應按照學生及科目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分配(詳見家課種類表)。 

 閱讀、學習、蒐集資料與書寫作業應該佔同樣重要的地位。書寫不應佔去太多時間，

而且無意義、機械及重複性的抄寫應該避免。 

 教師分配家課時應該清楚地向學生說明該項家課要在何時及如何完成。 

 謹慎調節星期五的功課頻率，以免學生在星期六日有過多家課，安排延伸閱讀、溫

習、資料搜集、具創意的功課。 

 作業應該適當地評分、給評語及紀錄，可確保學生得到適當的回饋，同時也為教師

和家長提供一個評估學生進度的簡便監察方法。 

 家課應清楚列明於家課欄。 

 家課要盡快批改發還給學生，讓學生盡早知悉學習表現，作出相應之改善。 

 考試前，全部練習及作業簿冊均須批改妥當(包括改正)，發還學生，以便溫習。 

**學教課程組定期檢視各班功課量 

 

五.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家課調適安排 

 有報告的學生跟據教育心理學家的建議作出適當的功課調適。 

 科任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可與負責特殊學習支援老師聯絡，小一學生會安排 

 先做小一適別，科任與教育心理學家商討，再做測定。 

 學生未診斷任何問題前，亦可做適當的功課調適，但班主任須與科任老師、負責特

殊學習支援老師商討調適安排，並得家長同意才能進行，同時亦須在級會中報告及

向校長報告。 

 參考《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因應為非華語學生能力調適功課內

容及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