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家課政策 

預期目標： 

1. 讓學生利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所學。 

2. 協助學生加強對課題的理解，建構知識。 

3. 讓學生鞏固課堂所學，為新課題作準備，促進自學。 

4.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問題，繼而尋求解決疑難的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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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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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從而能適時作出支援。 

8. 讓家長了解學校課程的要求，攜手合作，共同幫助學生改進學習。 

 

設計概念： 

1. 配合學校課程，設計具有明確學習目標的家課。 

2. 因應學生不同程度，設計分層課業，以激勵不同程度學生樂於嘗試及完成。 

3. 致力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與習慣，為終身學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4. 採用不同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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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以及發展學生的獨立和創造精神。  

5. 著力幫助學生提升思維能力，並加強學生對特定主題的深入理解。 

6. 通過小組合作的家課，發展學生的溝通、組織與協作能力。 

7. 於家課中，設計學生較熟悉的情境和主題，協助學生把課堂所學與日常生活互相連繫，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  

8. 教導及鼓勵學生善用不同的學習資源，例如圖書館、「校本翻轉課堂短片」、互聯網及不同的

電子學習平台等，從而發展學生學會學習及獨立學習的能力。  

9. 相同的設計配以不同的要求或彈性安排，務求照顧不同學習能力及特性的學生，藉此了解不同

學生的學習表現，以便進一步照顧個別差異。  

10. 適當地選擇適量而具意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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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以家課協助學生計劃及調控自己的學習進度，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平衡及安排： 

1. 每天均設有核心科目家課，即中文科、英文科和數學科，以鞏固所學。 

2. 學校統籌及協調各科家課分配原則，鼓勵各科互相配合，平衡每日功課量。 

3. 善用課時，於課節內設「導修時段」，指導學生完成部分家課，以減輕家課壓力，使學生享有

更多課餘空間，促進學生長遠的學習動機及目標。 

4. 採用多元化評估，除教師評估外，部分課業設學生自評及家長評估。 

5. 將星期三定為「輕鬆家課日」，讓學生可騰出空間延伸「跨課程閱讀」。 

 

 



檢討： 

學校會定期檢視家課政策，以配合學生及課程發展的需要；並會因應家課的質量、類型及均衡性，

與各科教師互作評鑑，以持續推行有效益的家課及其政策。 

 

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課程發展議會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