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三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22-23  學年 

1. 目標成果檢討：（例如校園閱讀氛圍、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和學生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程度等） 

2022-2023年度，圖書館進行大裝修，至2023年4月底才正式開放，加上在5月份又有全方位學習周推行，而學生在6月初就要考試，所

以在短短一個月內，難有作為；加上疫情網課時期較長，同學在很多常規上、學習上都出現問題，更遑論喜歡閱讀，所以在推廣閱讀

進展也未如理想，而本年度學生問卷的回饋，較去年略高1% (只有49%學生喜歡閱讀，當中尤以中二、中三級情況較差)，可見本年度

在推動閱讀的成效不高。不過，有超過3成同學對書展的評價正面，可見部分閱讀項目仍是受學生歡迎；而來年各項情況應大致復

常，期望可以在建立閱讀氛圍方面有所進步。 

 

2. 策略檢討：（例如推行多元化及富趣味性的活動以促進閱讀、跨課程閱讀和家校合作等） 

    在策略方面，本年度繼續在時間表內特意加入閱讀課，不過，由於新老師不少，似乎對運作情況不大熟識，未能有效地指導同學 

運用閱讀紀錄冊的協助，去整理、記錄閱讀所得，成效一般，負責老師可能需要再多加指引。另外，本課程亦屬新辦，有不少地方仍

需改善，負責小組會按老師的意見，作出檢討，期望來年能更切配合學生的需要及令運作推行更順利，使計劃發揮得更好、更有效。

在推廣電子書平台方面，因仍未能配合校方的「自携裝置」計劃，較難在課堂中向學生推廣，但亦有科目以電子書作閱讀要求，可算

是踏出了第一步；根據問卷數據，中一、四及五的使用率都有超過30%或接近30%，尚算可接受，但中二及三的情況較差，平均來說超

過8成學生沒有使用電子平台，而整體來說，中二、三的各項數據均不理想，故此，來年可能要就著這兩級加多些項目去推動。另

外，本年度亦著力推動各級、各科的「閱讀框架」，期望可擴闊同學的閱讀範疇、視野。本年度的閱讀框架為新開設項目，大致各

科、組都有照安排選取合適的讀物作輸入，但不同老師或會按自己的方法處理，形成果效的差距較大。部分老師會於閱讀後，與學生

討論並設計相關工作紙讓學生進行反思，效果當較純粹派發書籍作閱讀為佳。要有好果效，老師的參與程度會有頗大影響。另外，從

學生問卷數據中，中一(約62%)及中四(約54%)有正面回饋，而該兩級主要是語文科的輸入，而相關的輸入材料可能與學生往常接觸的

較類近，故較易對學生產生影響。閱讀框架是新推行項目，仍需多些時間觀察它的成效。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36741.6   實體書 

 🗌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14160    e 悅讀學校計劃 

 🗌 其他計劃：   

3. 閱讀活動  

 

3320 

 

 🗌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服務提供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習活動 

 🗌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 科本閱讀框架、閱讀課、書展、主題書籍介紹等  48210.47 

 總計 102432.07 

 結餘 (-2432.07)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或以文字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