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例四 

 

 

 

I. 背景 

 

示例四來自一所位於新界的資助小學。這所小學共開辦30班，教職

員超過80人。就發展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方面，校長認為處理人力

資源是一項長遠的投資。教師的專業發展做得好，學校才會有美好

的前景；相反，若人力管理未如理想，將會對教師團隊及學校整體

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為此，學校規劃出校本發展及培訓中層領導人

員的計劃。 

 

 

II. 計劃內容 

 

培訓中層領導人員的計劃建基於學校的核心價值，其中主要原則包

括以身作則，由自己做起。 

以身作則 自己做起 

學校界定了中層領導人員各方面的角色及責任，包括建構學校文化

、規劃學校發展、推行策略、執行政策及監察工作，並期望他們以

身作則，由自己做起，能夠為其他教職員樹立榜樣。 

 

學校沿用既有的行政架構，以「校政委員會」作為發展及培養中層

領導人員的培訓平台，並建立「師徒制」的支援模式。「校政委員

會」主要職責是管理學校的運作，其下設有三個發展委員會，分別

 

學校的核心價值 



是「學校發展委員會」、「學教發展委員會」及「校風及學生發展

委員會」。每個發展委員會管理有關範疇內的五至七個小組。「校

政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擔任委員長的副校長及部分資深教師，校長

則擔任顧問一職。三個發展委員會則由學校中層領導人員及有潛質

擔任中層領導工作的教師組成。 

 

這樣的組織及安排給予資歷較淺的成員直接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的機

會，也為教師提供「師徒制」的支援。其中校長與「校政委員會」

的成員配對為一組師徒，而三個發展委員會內的中層及未升任中層

的教師為另一組師徒。 

 

師徒支援 人影響人 

師徒支援涉及的內容廣泛，全方位涵蓋各相關科組日常事務的工作

，包括如何策劃、統籌、協調、推展、監察及評估各科組的工作，

還有撰寫文件、主持會議、匯報工作進度等。此外，校長秉持「人

影響人」的信念，相信通過「以身作則」的方法培訓相關的對象。

因此校長亦實踐這信念，支援中層領導人員，並配合以下策略發展

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 

 

用人唯才 人性調配 

 學校用人唯才，並從人性化角度考慮工作調配。學校管理層按中

層領導人員的能力、興趣及個人專業發展需要調配工作和安排崗

位，例如學與教範疇表現優秀的中層領導人員，會獲安排主要集

中負責在學務及課程等方面的工作；管理及行政工作較強的中層

領導人員則主要處理學校行政工作。同時，學校亦會顧及教師的

其他需要，在安排工作上盡量予以配合。例如教師若在健康或家

庭方面出現特殊情況，校方會適當地調動和配合，支援教師應對

挑戰。 

 

善用會議 增強能力 

 學校有效以會議作為發展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的機會。在任何中

層領導人員會議中，除了處理一般的行政工作，亦分析和討論相

關個案或議題，包括學校發展、團隊協作、學生的學習與支援、

家校合作及危機管理等。藉着意見交流及經驗分享，促進中層領

導人員的反思，有助提升他們在學校行政、管理與領導、學與教

和學生支援等方面的認知和能力。除了個人專業發展外，通過會

議而建立的團隊協作關係，亦給予教師適當的情緒支援。 

 

良好表現 適時表揚 

 中層領導人員的良好表現亦會適時獲得表揚。校長透過全體教師



大會表揚中層領導人員在各方面工作的良好表現，例如關懷學生

、主動承擔學校事務、計劃及推行具遠見的行政策略等。中層領

導人員工作表現得到認可，有助增強他們的信心及鞏固他們在團

隊的領導地位。 
 

調配工作 賦予權責 

 為賦權予中層領導人員，學校在調配工作時，會適當地讓中層領

導人員負責新工作，並由較資深的管理層人員從旁觀察及給予適

時的啟導和鼓勵。這樣的安排能賦權予中層領導人員，加強他們

實踐管理工作的能力及帶領團隊的經驗，讓他們通過實踐達至個

人專業成長，以及對學校的工作更具歸屬感。 

 

配套得宜 更見效果 

 學校在推展中層領導人員的發展及培訓計劃時，在以下方面作出

相應配合： 

 

- 確保分工明確 — 學校有清晰的行政架構，詳細列明各科

組工作及各崗位的職責，並確保校內同事，包括不同職務

的教職員清晰明白，令各部門的運作能互相配合，提高行

政效率。 

- 為教師創造空間 — 學校通過適當分工，使教師課擔不會

過重，並且靈活安排科組的會議時間，讓中層領導人員在

兼顧行政工作之餘，亦能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 循序漸進的安排 — 學校在推行新政策，或規劃新學年的

工作時，會給予中層領導人員足夠的時間、空間作準備，

使他們能全面規劃及籌備工作。 

- 一致的處事原則 — 學校已建立清晰的核心價值，並傳達

予全體教師，特別是中層領導人員，以作為工作的方向，

務使全體教師能按一致的原則，致力達成學校的願景。 

 

 

III. 學校領導層經驗分享 

 

學校管理層認為發展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是從經驗中學習的過程，

故學校必須具備以下配套，令中層領導人員從實際經驗中明白如何

做管理與行政，親身感受優秀的管理與行政所帶來的果效。 

 

 明確的核心價值：全校上下，包括非教學人員，都須明白學校的

核心價值，以讓全體員工可沿著同一方向工作，有利中層領導人

員管理團隊。 



 營造互愛互助的團隊文化：正面的團隊文化非常重要，這有助發

展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進行各階段的各種工作，有利學校發展。 

 人性化的工作量及工作崗位調配：學校須接納教師包括行政人員

也有個別的強項及限制，宜因應情況調節工作及調配工作崗位，

發揮個人潛能和提高工作效率。 

 

 

IV. 總結 

 

有效發展及培養中層領導人員，令他們更了解學校的發展方向，並

在工作上掌握可依循的原則。中層領導人員的行政及管理能力有所

提升，才能更有效處理及配合學校事務，使學校行政工作更有效

率。 

 

中層領導人員的發展及培養對教師團隊帶來正面的影響，包括學校

的工作氛圍正面，教師之間互相支援、互信及包容。正面的工作氛

圍令教師團隊穩定，亦鼓勵他們主動承擔，勇於負責，令學校發展

更為完善。特別是「師徒支援模式」令資歷較淺的教師在情意上得

到支持，工作壓力得以舒緩，才能逐步強化教學能力和對工作的熱

誠，在工作上獲得更大的滿足感。 

 

學校對中層領導人員的支持及培訓，除有效團結教師，建立同事之

間和諧氣氛外，亦對學校氛圍有正面的影響。例如教師得以改善學

與教，令學生受益。教師的正向精神，亦能幫助他們有效聯繫家

長，與家長建立互信，令家長教師更積極參與及支持學校活動。 

 

反思學校中層領導人員的培訓及師徒支援模式後，總結出理想的培

訓與支援應具備以下的條件： 

 導師無私的分享，以實踐作引導，內容如學與教、處理人事管

理、如何優化工作成效。 

 在師徒支援的安排上，互動宜緊密甚或即時，而且以協助形式，

非監察性質，才能建立互信。 

 導師應持開放的學習態度，明白在指導學員時，自己也在學習，

雙方都可獲益。 

 在每個學校行政架構層級中的成員，都應作為榜樣，不論是校

長、中層領導人員及非中層領導的教師，都可以作為其他人學習

的榜樣，這樣的「身教」效果更明顯，更有效發展教師的素養及

強化學校的專業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