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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政策 

 
一、家課的目的 
    家課是學習過程中重要的一環，有效益的家課有助學生建構知識，加

強理念，聯繫概念，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將所學應用出來。另外，學校

推行家課政策的目的，亦希望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培養自

律、負責、愛學習等正確態度和價值觀，從而終身受益。   
 
二、 家課在學、教、評中的作用： 

1. 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和加強學生的學習，幫助學生建構知識。 
2.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認清自己須改善的地方。 
3. 鞏固課堂學習，讓學生準備好學習新課題。 
4. 讓教師了解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以便進一步加強教學。 
5. 教師可藉家課評估學生的表現。 
 

三、本校設計家課的方針 
1. 設計有效益的家課 

a. 設計予學生之家課必須具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內容亦應着重思考

及分析，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b. 在語文科方面，會安排作適量的寫字練習，但不會作沒有意義之

「機械式」抄寫。 
c. 鼓勵學生使用各種資源，搜集資料以進行自學，發展學生獨立及

創造精神。 
d. 設計予學生之家課會採用不同的類型，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功課項目除一般作業及練習外，亦包括工作紙、補充練習、時事

分析、資料搜集、專題研習、模型製作等。 
e. 教師安排的家課不會過深或過淺。教師在分配學生家課時，亦會

有適當之指導或讓學生有共同討論的機會。 
f. 除課本之作業或練習外，老師會因應課程及學生學習需要為學生

提供合適之工作紙或補充練習。 
g. 教師不會以家課作為懲罰學生之手段。 
h. 教師會鼓勵學生多閱讀，以提升其自學能力。 
 
 

 



2. 家課的分配 
a. 教師會因應學生能力給予適當之家課。 
b. 中、英、數三科每日均需給予學生適量的家課。 
c. 各班教師會根據每日上課時間表作詳細考慮及分配適當之功課。 
d. 如教師發現該日的功課量已不少，會批准學生延遲繳交本科之功

課，以免學生難於應付。 
e. 學生如有特別理由，例如：生病、家事等，以致不能依期完成家

課，可由家長用書面、致電或直接到校通知老師，理由充足者教

師會准予延遲繳交。 
    

3. 家課的安排 
     a. 教師會利用家課冊內「每科科目之簡寫表」指導學生將每項功課

寫於家課表上。 
     b. 教師會利用課室黑板上設置之家課表紀錄每日之家課，以方便學

生抄錄。 
     c. 學生應在家課冊內抄錄教師所分配之家課，家長亦必須每日簽閱

以示監察。 
     d. 每班設課室日誌，教師須如實紀錄每節之家課。校長會定期查閱，

作出監察。 
     e. 校方會於校網上登出一、二年級之家課，方便家長跟進。 
     f.  學生必須完成所有家課，以便檢視學與教的成效；而一些需較長

時間才能完成的家課，如專題研習等，教師會為學生安排工作進

程表，讓學生能依時完成。 
 
  4. 在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 
     a. 教師在設計家課方面會因應學生的能力，照顧個別差異。 

 b. 學校制訂支援計劃以幫助不同需要的學生，如「小老師」計劃、

課後功課支援計劃等。 
     c. 如學生有學習上的需要，例如被診斷有讀寫困難者，老師需與教

務主任聯絡，為該生安排功課調適。 
 
  5. 收集家長對家課政策的意見 
     a. 校方會在適當時間向家長發出問卷，收集家長對家課之意見，並

不時作出檢討。 
     b. 校方會利用家長會、家長小冊子或通告等書面形式向家長解釋校

方之功課政策。 
 
  



 6. 回饋 
     a. 學生完成習作後，教師會給予建設性的回饋，有助學生了解自己

的強、弱項，以改善學習。 
     b. 部份家課亦會安排學生自評、同學互評，讓學生學習如何評價自

己及別人，培養他們與人合作的社交能力及反思能力；同時，亦

會安排家長評估，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 
     c. 教師會給予欠交功課或做功課欠妥善之學生有改過或補做之機

會。 
     d. 功課如有錯誤，學生應加以改正，惟改正須力求簡單有效。 
     e. 教師會表揚成績突出的學生，以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亦會勉勵

嘗試改善而成績有進步的同學。 
 
  7. 培養學生做家課應有的態度 
     a. 校方會透過推行不同的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準時完成功課，培養

他們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b. 鼓勵學生認真完成所有家課，提醒他們做家課時，不能抄襲或假

手於人。  
 
四、家長在學生家課上的配合 

家課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目的，而家長亦在幫助

學生培養良好的研習技巧和習慣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長若能配

合以下建議，將有助發揮家課在學生學習上的效益。  
1. 協助子女安排固定的做課業時間；  
2. 儘量為子女營造適當的環境（如較寧靜或較少受到滋擾的環境）；  
3. 指導子女的課業；  
4. 細閱學生家課冊和批改後的課業，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需要；  
5. 與教師保持聯絡，互相了解學生的學習環境、學習態度、進展和需 

要；  
6. 家長對子女功課的正面回饋，可為學生在改善學習上提供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