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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 學 宗 旨                                                                         

本校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辦，奉耶穌基督為主，以聖

經真理為基礎，本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之基督精神，

推行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進之基督教完人教育，

以建立學生的基督化人格為教育之最高目標，亦致力倡導及

培育學生肩負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眼世界，努力建設一

個文明、有愛心的香港。  

 

(二) 使 命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實踐「敬神愛人」之校訓。我們以聖經

真理為基礎，培育學生能自信求學、謙虛求道及感恩求真，

從而可以與神、與人、與己及與世界建立和諧互愛的關係，

使他們的潛能得以發揮，學效主耶穌基督的精神，服侍人群，

愛人如己，榮神益人。  

 

(三) 校 訓                                              

敬  神  愛  人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是愛人如

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至

三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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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 政 架 構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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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 

校 監 

校 長 

校政執行委員會 

教務發展委員會 
 

學生發展委員會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數 學 

通識教育 

宗 教 教 育 

人文科學 

 

科 學 
 

融合教育 

基督教教育 
 

 

生涯規劃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行政及支援委員會 
 

聯課活動 

行政事務 

商 業 

其他學習經歷 

安全及危機處理委員會 

資訊科技-影音支援 

會計及資源 

入學及公共關係 

多媒體支援 

公開考試  

資訊科技發展委員會 
 

資訊科技-行政支援 
 

體育  

教師發展委員會 

學生關顧 
 

校友會 

資訊與通訊科技 

 

健康學校 

課後延伸學習  創意及表演藝術 

網上校管系統   
 

 

STEM    
 

 

G21-賦權學習   
 

 社會服務 



   

 

 
(五) 我 們 的 現 況                                                         

我們的成就：  

  「青中 G21 賦權學習」已推行了三年，並於下學年推展至中五。在本學年長

期停課期間，「賦權學習」讓我們能為學生切實做到「停課不停學」，見證我

們過去努力的堅實成果。  

  2020-21 學年為青中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在過去校董會、校長、家長及師生

的共同努力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加上近年中一新生報名人數及水平也大

幅提升，反映學校表現深受家長認同。  

  全體教師獲得谷歌教育家的認證 (Google Cert if ied Educator)，教師們懷著謙

虛感恩的心，協助全球學校在教育上的範式轉移，利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推動電子自主學習，培育 21 世紀的人才。  

  學生們品性純良，有禮貌、守規、講理受教，並熱心服務、彼此接納，相處

融洽。  

 

我們的反思：  

  近年香港的社會事件及新冠病毒的疫情，帶來教職員巨大的負擔及壓力，我

們需要繼續為教職員提供適時適切的支援及培訓。  

  新冠病毒的出現與及科技的一日千里，急速推動了學與教的轉變，我們仍會

以謙虛的心持續發展「賦權教育」，引入「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 的

教學模式，並配合我們已發展多年的教學策略及工具，(如「明知固問」、30-70、

3 Minutes Teacher Logbook、COUNT-Student Comprehensive Review」等 )，

力求繼續使每一個學生在學業及成長上的獨特潛質可得以充分發揮。  

  因應香港近年急劇改變的社會環境，我們會加強培育學生邏輯推理和獨立決

斷的能力，促使他們可以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判斷是非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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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優勢：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具有龐大的專業網絡，為師生提供不同類型的學

習經歷。  

  校董會成員為專業人士，具豐富專業知識及行政經驗，積極熱心投入教育事

務，有效領導學校發展，盡心盡力支持學校各項發展。為配合發展需要，下

年度校董會將加入家長代表、老師代表及校友會代表，不同持分者的經驗將

有助優化學校發展。  

  老師普遍年輕，有魄力，勇於追求創新，有利於在疫情反覆的情況下推行「混

合學習」模式 (Blended Learning)。  

  學校資源豐富，每年均會按學生需要修訂高中選修科目組合，配合學生特質，

發揮潛能，讓學生有更寬廣的前路。  

我們的挑戰：  

  估計疫情在未來一年仍會影響學校的運作，故在策劃來年各項活動時，也會

從多方面考慮及計劃，我們力求減低對學習的影響。  

  未來香港小六升中一的學生人數仍較為波動，直接影響官津學校的班級結構

及收生水平。雖然我們近年中一報名人數及水平均有大幅提升，但我們仍需

與時並進、力臻完善、以人為本，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最優質的基督教教育服

務。  

  教育局近年在教育上的新措施對直資學校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在教師全面

學位化及中一自行收生學位提早公佈的政策上，我們須因應改變，制訂策略，

化危為機，爭取優勢。  

  因應教育局最新要求，我們須分階段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的建議，加

上《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我們亦須分階段安排各級人員掌握有關法例的

重要訊息及適用範圍。故此，老師未來的工作負擔將無可避免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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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 要 關 注 事 項 的 成 就 與 反 思                                   

關注事項 1：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業表現  

 

A. 成  就                                                        
 

  老師加強了教學常規的建立及執行，有效培育學生運用自學工具及策略學習，

培養及鞏固自學能力。  

  我們務求學生對考核的知識有充份的掌握，於考試後繼續要求學生尋找不足。

因此，試後未達標同學須重考試題以達致應有的水平。  

  老師於考試時為學生擬備不同能力的試題，締造更多機會讓學生進行自主學

習，提升學習效果。  

  各科在初中考試卷設有基礎 (~70%)及高階思維題目 (~30%)，而對於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同學亦有提供個別加時，以照顧學生不同學習能力和需要。課程劃

分令學生容易掌握基本內容重點，大部分學生努力完成基礎問題部分，積極

回答問題。   

  各科根據學生的測考表現進行檢討，以便調適往後考核卷的深淺度、教學進

度及優化教學內容及策略，有利學生提升學業表現。  

  透過生涯規劃組的策劃及班主任與學生的溝通連繫，讓學生能更了解自身的

優點和潛能，提升學生對自己在各方面學習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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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業表現  

B. 反  思                                                       

  為了減低新冠疫情反覆而對學校正常教學活動的影響，我們正積極研究重新

規劃分班分組措施，期望能減少轉堂時的人流，繼續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和照

顧學生學習上的不同需要及減低標籤效應。  

  由於新冠疫情反覆，加上 e-learning 發展一日千里，故此我們必須加強對老

師就資訊科技應用的適時培訓，以便老師能滿足網上實體混合學習模式

(Blended Learning) 的要求。  

  因應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要加強對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了解，盡早為他們擬

備個人化的學習計劃，讓他們能獲取其能力可達的知識和技能。  

  加強培訓老師運用校本「學生表現全面評估系統」，完善對學生橫向及縱向的

追蹤評鑑，制訂更合適的課程及教學策略。  

  加強對高中同學進行文憑試成績預測，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強弱，使他們能

進行更適切的個人化備試工作。   

  透過生涯規劃，提升學生對自己在各方面學習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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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深化賦權學習，照顧個別需要  

A. 成  就                                                                                                             

  因為疫情停課的緣故，本校老師製作的教學短片的質量均有所提升，豐富了

網上學習資源，以備學生進行預習或重溫課堂教學重點，鞏固學習。  

  加強裝備老師，為老師提供 Microsoft Surface Pro 手提電腦及進行網上校本

培訓，全面提升老師應用谷歌教育平台各項軟件的能力，在停課期間繼續為

學生提供優質的雙向互動教育服務。  

  現有 6 位老師獲取認證訓練講師資格 (Google Certif ied Trainer)。  

  在疫情肆虐下，我們加強了利用即時通訊軟件，成功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交

流，互相分享網上教學心得。  

  「賦權學習」計劃已實施三年，中一至中四學生自攜裝置上課，成效理想。

加上自攜裝置措施在學生進行網課期間帶來極大幫助。  

  各科能根據課程的內容及進度，設計相應的電子教材 (例如 Kahoot、Jamboard、

Lino 等 )，除了令課業更多元化之外，更可以優化課堂，幫助學生學習，於課

堂上進行練習及即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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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深化賦權學習，照顧個別需要  

B. 反  思                                                       

  為了加強防疫措施，提高學校衛生水平，我們於新學年的編班及分組方法也

需要有所更改，目標在盡量減少學生轉堂時的流動，也同時照顧學生的學習

差異。  

  在資訊科技設施的支援下，我們計劃來年於課堂全面推行混合學習 (Blended 

Learning) 模式，要求老師於課堂前預先錄製影音片段，以便於課堂上老師

能創造空間，加強照顧同學的個別需要。  

  因應學生成長需要，我們要持續加強培訓教師對有特別需要學生 (SEN)的認識

及支援。  

  計劃於來年就核心科目設立全面支援教師 (Resourceful Teachers)，期望能為

有需要學生提供課前、課堂期間及課後的支援，加強培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減低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  

  為配合賦權學習的落實，我們檢視及優化推行多年的社評閱讀及聯課時段英

語新聞廣播的安排，雖然疫情影響了我們原來的計劃，但也為我們提供更多

時間預備，期望在新學年的新安排能鞏固學生語文的基礎及建立良好的語文

學習習慣。  

  由於疫情持續，初中跨境生長時間未能回校參與面授課堂。為此，我們會於

新學年加強照顧他們個別的需要，力求提供最適切的學與教，減少對他們在

學習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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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完善校本課程，加強培養邏輯推理、批判思維、獨立決斷的能力  

A. 成  就                                                        

  因應香港近年急劇改變的社會環境，我們除了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亦會著

重培養學生邏輯推理和獨立決斷的能力，力求使他們可以有足夠的知識和能

力，判斷對錯。為此，我們決定於新學年在初中加入地理科及歷史科。  

  除學科學習外，我們於停課期間的網上學習時間表中，還包括早上由班主任

老師負責的  Morning Blessing 時段，由老師與學生分享正面訊息，關顧學生

在逆境時的需要，提高他們的價值判斷能力及正能量。  

  夥伴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天霖堂 )每週預備網上的主日崇拜、主日學、查經成長

分享小組等也繼續為同學進行關顧、牧養等靈命工作。  

  初中的英語文法課程  (English Grammar Program)進行重新整理及全面電子

化，期望能為初中學生建立學習英國語文的堅實基礎。  

  逐步建立各體藝校隊及服務團隊的委身及傳承文化，以團隊利益優先，認同

齊心協力達致目標或勝利才是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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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完善校本課程，加強培養邏輯推理、批判思維、獨立決斷的能力  

B. 反  思                                                       

  我們計劃於新學年增聘老師，加強與高中學生分享聖經的真理，讓他們有更

多機會領受基督的福音，亦學習多從基督的角度認識宇宙，明辨是非，從而

與神與人與己復和。  

  因應教育局最新要求，我們需分階段安排老師參加培訓，提高老師在「教師

專業角色、價值觀及操守」及「本地、國家及國際教育議題」兩大範疇的認

識。期望老師於培訓後能於課堂中運用相關知識，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故此，老師未來的工作量將無可避免地增加。  

  下年度為本校創校六十週年校慶。我們除了欣喜教育工作踏入新紀元之外，

更希望藉著與姊妹學校  -「西安市第三十中學」的文化藝術交流，加深學生

對中港文化的認識及了解，增進兩地學生和諧、共融的關係  ; 無奈疫情反覆，

令各項慶祝活動增加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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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 校 管 理                                                         

 

校董會成員 (2019– 2020)   人 數 

辦學團體成員的人數  10 

獨立成員人數  2 

校長  1 

合計   13 

 
 
 

(八) 我 們 的 教 學 團 隊 (2019-2020)                                        

 

教  師  專  業  資  歷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人  數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人數  45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51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教師人數  0 

合計  96 
 

教師教學經驗   人  數  

具有  0 至  2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18 

具有  3 至  5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17 

具有  6 至  10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23 

具有  超過  10 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人數  38 

合計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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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 們 的 學 生                                                     
 

過去一年，因為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而多次停課，影響了中六學生備戰

文憑試，中六結業試最終也只能以網上型式進行，而中學文憑試更因疫情嚴峻而要

押後四週開始。  

在停課期間，老師透過網上實時及視頻學習，配合谷歌學習平台進行評估，繼續與

學生攜手同行，盡量減低停課對學生備戰文憑試的影響。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我

們在中學文憑試的整體合格率也與全港水平相若。同學們經過六年來不斷的努力，

亦能考獲一定的成績，實屬感恩。  

本屆文憑試成績總結如下：  

  共有 7 個科目「2 級百分率」超越全港水平。  

  共有 8 個科目合格率在 9 成或以上。  

  共有 3 個科目合格率達 100%。  

  中學文憑試整體合格率逾 8 成，與全港水平相若。  

  李卓軒同學於中學文憑試獲取最佳 6 科成績為 33 分。  

 

中六畢業生出路  

近 9 成學生成功升讀本地大學學位、大專課程及前往海外 /內地升學。餘下學生主

要選擇重讀中六或投身社會工作。詳情參考圖一。  

圖一：中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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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緣故，大部分學界賽事取消 )  

A. 體 藝 成 就 獎 項 

A1. 全 港 賽 事 ( 團 體 項 目 ) 
 

 金馬倫山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 2020 

中學公開組 

S1 盧恆樂、S1 林鈿竣、S1 單焯瑤、S1 譚梓熹 

S2 陳思同、S2 林梦迪、S2 馬凱淇、S2 陳梓瑜 

S2 黃子熙、S2 饒梓妍、S2 余承恩、S3 盧永樂 

S4 林梓杰、S5 洪兆熙 

全港總冠軍  

 

第二十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少年組 

S4 何朗天、S4 達泰然、S4 黃偉雄、S4 顏納天 

S4 陳嘉熙、S4 羅敬裔、S5 霍沛霖、S5 林晉樂 

S5 羅敬毅 

亞 軍 

 

 2019 年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 

男子公開組隊際 S5 甄立坤、S6 徐瑋樂、S6 馮俊羲、S6 夏展華 亞 軍 

男子乙組隊際 S5 鍾凱煜、S6 徐瑋樂、S6 余俊言、S6 夏展華 亞 軍 

女子公開組隊際 S6 吳善琪、S6 譚凱而、S6 阮秀軏 季 軍 

男子乙組隊際 S4 謝力恒、S5 甄立坤、S6 馮俊羲 季 軍 

 

 

 

 

 

 

 

 

 

 

 

 

 

 

 

 

A2. 全 港 賽 事 ( 個 人 / 小 組 項 目 ) 
 

2020 年香港體育舞蹈代表隊選拔 S3 鄒梓卿 香港代表隊  

 

 2019 香港代表隊選拔賽  

  12-15 歲男女混合組 

  拉丁舞五項公開賽 
S3 鄒梓卿 冠  軍  

 

ADSF 亞洲青年體育舞蹈專項錦標賽 香港 2019 

  15 歲男女混合組 

  拉丁舞五項排名賽 
S3 鄒梓卿 冠  軍  

  12-15 歲男女混合組 

  拉丁舞五項公開賽 
S3 鄒梓卿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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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2. 全 港 賽 事 ( 個 人 / 小 組 項 目 ) 
 

 金馬倫山獅子會盃全港跳繩挑戰賽 2020 

4X30 秒單車速度比賽 

中學公開組 
S1 單焯瑤、S2 陳梓瑜、S4 林梓杰、S5 洪兆熙 冠 軍 

1 分鐘四人大繩 

中學組 
S2 陳梓瑜、S2 余承恩、S4 林梓杰、S5 洪兆熙 冠 軍 

1 分鐘四人大繩 

中學組 
S2 林梦迪、S2 馬凱淇、S2 黃子熙、S3 盧永樂 亞 軍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比賽 

中學女子組 
S1 單焯瑤、S2 陳梓瑜、S2 余承恩、S2 饒梓妍 亞 軍 

1X30 秒前繩速度跳比賽 

中學女子組 
S2 余承恩 亞 軍 

1X30 秒單車速度跳比賽 

中學女子組 
S2 陳梓瑜 亞 軍 

1X30 秒二重速度跳比賽 

中學女子組 
S2 陳梓瑜 季 軍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比賽 

中學男子組 
S1 盧恆樂、S1 林鈿竣 季 軍 

30 秒單側迴旋速度比賽 

中學男子組 
S2 黃子熙、S3 盧永樂 殿 軍 

 

 2019 年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 

男子 15 歲或以上雙人同步 S5 甄立坤、S6 徐瑋樂 亞 軍 

女子 15 歲或以上雙人同步 S5 陳芷希、S5 岑媛琪 亞 軍 

男子乙組個人 S5 甄立坤 季 軍 

 

 

 

 

 

 

頁 14 



   

 

 

 

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3. 國 際 賽 事 ( 個 人 / 小 組 項 目 ) 
 

 第二十九屆全國體育舞蹈錦標賽 暨 第五屆中華體育舞蹈公開賽 

  業餘 16 歲以下組拉丁舞 S3 鄒梓卿 冠  軍  

 

 WDSF 台北公開賽暨亞洲錦標賽 

青少年二級 C 組拉丁舞 S3 鄒梓卿 銀  牌  

A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校際比賽  ( 團 體 項 目 ) 
 

元朗區校際比賽 

女子甲組籃球 

S1 陳貝莎、S1 鍾曉蕾、S1 周凱娸、S3 干潁堯 

S5 歐殷慈、S5 陳樂婷、S6 陳諾言、S6 羅雅穎 

S6 劉穎琪、S6 温玉莹、S6 麥明慧、S6 嚴詠儀 

冠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甲組手球 

S4 陳嘉熙、S5 羅敬毅、S5 丘仁輝、S5 袁駿樂 

S5 BILAL MUHAMMAD、 S5 蔡宇謙 

S5 陳智鈞、S5 陳文盛、S6 陳淦浩、S6 陳沐林

S6 張 彥、S6 陳文諾、S6 李承謙、S6 陳承恩

S6 鄺君樺 

冠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女子甲組手球 

S3 干潁堯、S5 歐殷慈、S5 周煊桐、S5 黃希晴 

S5 張凱怡、S5 樊嘉鈴、S5 陳樂婷、S6 温玉莹

S6 嚴詠儀 

冠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女子丙組游泳 

S1 陳蔚楠、S1 陶洛兒、S1 陳清韻、S1 陳嘉渝

S2 林卓童、S2 謝玅阡、S2 鄧恩言、S2 謝宛珊 
冠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丙組越野 

S1 曾浩東、S1 李凱華、S1 伍立熙、S1 劉祖維

S2 杜旻軒、S2 陳綽軒、S2 胡子謙、S2 袁駿誠 
亞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女子丙組越野 

S1 蕭曉彤、S1 何桂瑩、S1 黎穎兒、S2 劉穎怡

S1 游靖琳、S1 張曉晴、S2 蘇凱琳、S2 柯穎桐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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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校際比賽  ( 團 體 項 目 )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甲組游泳 
S5 羅敬毅、S6 謝震昇、S6 劉焯熙、S6 馮嘉樂 季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女子甲組田徑 

S3 干潁堯、S4 陳莉媛、S4 温 晴、S5 陳清祈

S5 歐殷慈、S6 嚴詠儀、 S6 楊凱晴 
季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丙組田徑 

S1 李凱華、S1 黃柏羲、S1 陳栢翹、S1 蔡銳童

S1 伍立熙、S1 邱宇鋒、S1 曾桉基、S2 胡子謙

S2 陳綽軒、 S2 袁駿誠 

季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甲組越野 

S4 達泰然、S5 羅敬毅、S5 霍沛霖、S6 陳淦浩 

S6 鄒浩天、S6 黃偉杜、S6 劉焯熙 
殿 軍 

 

元朗區校際比賽 

男子乙組越野 

S3 張俊諺、S3 李永恆、S3 何絡民、S3 楊濠駿

S4 陳瑋聲、S4 顏納天、S4 麥海峰 
殿 軍 

 

A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校際比賽  ( 個人 /小組 項 目 ) 
 

  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200 米個人四式 S6 劉焯熙 冠 軍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 S5 羅敬毅、S6 謝震昇、S6 劉焯熙、S6 馮嘉樂 冠 軍 

女子甲組 50 米蛙泳 S6 林頌賢 冠 軍 

女子甲組 100 米蛙泳 S6 林頌賢 冠 軍 

男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S3 劉晋熙、S3 陳浚匡、S3 關浩年、S4 陳健尉 冠 軍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S3 陳浚匡 冠 軍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S3 李詩淇 冠 軍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 S2 謝玅阡 冠 軍 

女子丙組 100 米蛙泳 S2 謝玅阡 冠 軍 

女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 S2 謝宛珊 冠 軍 

女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 S2 謝宛珊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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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校際比賽  ( 個人 /小組 項 目 ) 
 

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S2 林卓童、S2 謝玅阡、S2 鄧恩言、S2 謝宛珊 冠 軍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S2 袁駿誠 亞 軍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 S1 劉祖維、S2 尹梓軒、S2 袁駿誠、S2 黃子熙 亞 軍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S2 鄧恩言 亞 軍 

女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 S2 林卓童 亞 軍 

女子丙組 200 米個人四式 S2 林卓童 亞 軍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S6 劉焯熙 季 軍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 S2 黃桸桐、S3 李詩淇、S3 徐尉庭、S3 葉可茵 季 軍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 S2 袁駿誠 季 軍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S6 馮嘉樂 殿 軍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S6 馮嘉樂 殿 軍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S6 謝震昇 殿 軍 

男子甲組 100 米蛙泳 S5 羅敬毅 殿 軍 

男子乙組 50 米仰泳 S3 陳浚匡 殿 軍 

女子丙組 50 米蝶泳 S2 鄧恩言 殿 軍 
 

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遠 S6 楊凱晴 冠 軍 

男子乙組 100 米 S4 陳銘澤 冠 軍 

男子乙組擲鐵餅 S3 楊堯鈞 冠 軍 

女子乙組跳高 S4 梁愷礽 冠 軍 

男子丙組跳高 S2 胡子謙 冠 軍 

男子甲組跳高 S5 羅敬毅 亞 軍 

女子甲組標槍 S6 楊凱晴 亞 軍 

男子丙組 400 米 S2 胡子謙 亞 軍 

男子丙組推鉛球 S1 曾桉基 亞 軍 

男子甲組標槍 S5 丘仁輝 季 軍 

女子甲組擲鐵餅 S4 陳莉媛 季 軍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S3 干潁堯、S5 陳清祈、S5 歐殷慈、S6 嚴詠儀 季 軍 

女子乙組 400 米 S4 梁頴言 季 軍 

女子乙組跳高 S4 鄭芷筠 季 軍 

男子丙組 1500 米 S2 陳綽軒 季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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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6. 其他賽事 
 

YMCA 褔音籃球賽 2019 

男子 M15 組別碟賽 

S1 簡仲賢、S1 邱宇鋒、S1 劉祖維、S1 鍾祖冲 

S3 楊濠駿、S3 甘睿智、S3 李永恆、S4 達泰然 

S4 鄧梓鴻、S4 黃偉雄、S4 顏納天、S4 余雋朗 

S4 羅敬裔 

冠 軍 

 

YMCA 福音籃球賽 2019 

女子 F15 組別碟賽 

S1 何桂瑩、S1 李卓桐、S1 林梓洇、S1 黃皓月 

S1 黎穎兒、S1 石寶怡、S1 蕭曉彤、S1 鄭思睿 

S1 洪洋洋、S2 高詠妍、S2 林可盈、S2 吳海蕾 

S2 黃曉楠、S2 劉穎怡、S2 林卓童 

冠 軍 

 

新界西足球會 

2019 學界熱身賽 

S4 陳嘉峰、S4 呂浩弘、S4 曾慶泓、S4 劉勇希 

S4 伍浚鎬、S4 黃世朗、S4 陳瑋聲、S4 梁凱俊 

S4 麥海峰、S5 陳錦峰、S5 張星宇、S5 李藹朗 

S5 梁顥鐙、S5 巫曉明、S5 邱榮浩、S5 利頌朗 

S5 陳俊言、S5 陳錦文、S5 陳泳璁、S6 黃諾謙 

S6 蔡文龍、S6 陳淦浩、S6 許澤朗、S6 黃鉦鋯 

S6 陳承恩、S6 鄺君樺、S6 黃世諾、S6 王舜賢 

冠 軍 

A5.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元朗區校際比賽  ( 個人 / 小組 項 目 ) 
 

  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推鉛球 S1 邱宇鋒 季 軍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S1 蕭曉彤、S1 黎穎兒、S1 游靖琳、S1 張曉晴

S2 柯穎桐 
季 軍 

女子甲組 1500 米 S5 歐殷慈 殿 軍 

女子甲組 800 米 S5 歐殷慈 殿 軍 

男子乙組跳高 S4 陳銘澤 殿 軍 

女子乙組擲鐵餅 S4 謝懿頴 殿 軍 

男子丙組 800 米 S2 陳綽軒 殿 軍 

女子丙組 200 米 S2 柯穎桐 殿 軍 

女子丙組跳遠 S2 郭美恩 殿 軍 
 

越野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 S2 陳綽軒 季 軍 

男子丙組個人 S2 胡子謙 殿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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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A6. 其他賽事 
 

YMCA 福音籃球賽 2019 

女子 FO 組別盃賽 

S1 麥殷瑩、S1 蘇幸兒、S1 游靖琳、S1 周凱娸 

S1 林鏮堯 
亞 軍 

 

YMCA 褔音籃球賽 2019 

男子 M15 組別盃賽 

S1 黃柏羲、S1 黃宇謙、S1 曾桉基、S2 李 滔 

S2 胡子謙、S2 陳綽軒、S2 梁浩軒、S2 梁以諾 

S2 杜旻軒、S3 林旻聰、S3 盧 毅、S3 陳浚匡

S3 林明亨、S3 李建廷 

季 軍 

 

YMCA 福音籃球賽 2019 

女子 FO 組別盃賽 

S2 柯穎桐、S3 干潁堯、S3 周映彤、S3 李詩淇 

S3 吳思恆、S4 鄭芷筠、S5 陳樂婷、S5 歐殷慈 

S6 嚴詠儀、S6 陳諾言、S6 羅雅穎、S6 温玉莹 

S6 劉穎琪 

季 軍 

 

2019-2020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外展訓練計劃 5 人足球比賽 

(上學期) 男子中學組 

S4 呂浩弘、S4 曾慶泓、S4 陳瑋聲、S4 梁凱俊 

S4 麥海峰、S5 梁顥鐙、S5 巫曉明、S5 利頌朗 

S5 陳俊言、S5 陳錦文 

季 軍 

 

 

 

 

 

 

 

 

 

 

 

 

 

 

 

 

 

B. 學  術 及 音 樂 獎 項 

B1.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二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 S1 袁泳姿 季 軍 

中一級男子詩詞獨誦(粵語) S1 凌瑋翹 季 軍 

中五、六級男子歌詞朗誦(粵語) S6 胡嘉希 優 良 證 書 

中三、四級二人對誦(粵語) S3 陳詩洛、S3 易曉澄 優 良 證 書 

中三、四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 S3 林芷瑩 優 良 證 書 

中三、四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 S3 趙珊珊 優 良 證 書 

中二級女子散文獨誦(粵語) S2 胡卓錡 優 良 證 書 

中一、二級男子散文獨誦(普通話) S2 鄭梓恒 優 良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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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B2. 71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Prose Speaking S3 Girls S3 Lam Ka Yu Monica First 

Solo Verse Speaking S3 Girls S3 Lam Ka Yu Monica First 

Solo Verse Speaking S3 Girls S3 Kaur Sukhvir Third 

Solo Verse Speaking S2 Girls S2 Lung Hin Yau Third 

Dramatic Duologue S3 & 4 S3 Manreet Kaur 
Certificate of 

Merit 

Dramatic Duologue S3 & 4 S3 Tanvir Mayeda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S1 Boys S1 Gurung Ishan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S1 Girls S1 Chan Ching Wan 
Certificate of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S1 Girls S1 Huang Tsz Ping 
Certificate of 

Merit 

 

B3. International European Music Competition 2020 
  

Hong Kong Region 

Aged 13 or Under 
S2 Yu Lap Chi Champion 

 

B4. 卓越盃國際音樂公開賽  香港賽區  
  

公開組 (小提琴) S2 俞立之 冠 軍 

中學二年級組別 (小提琴) S2 俞立之 冠 軍 

 

 

 

B1.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中一、二級女子詩詞獨誦(普通話)  S1 黃筱媛 優 良 證 書 

中一、二級二人對誦(粵語) S1 張匡樂、S1 朱政愷 優 良 證 書 

中五級男子詩詞獨誦(粵語) S5 王顥軒 良 好 證 書 

中一、二級二人對誦(粵語) S1 嚴巧兒、S1 黃綺欣 良 好 證 書 

中一級男子散文獨誦(粵語) S1 劉曉星 良 好 證 書 

中一級女子詩詞獨誦(粵語) S1 張嘉茹 良 好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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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際活動方面的成就 (續 )  

B5.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S2 俞立之 嘉 許 狀 

 

 

 

 

 

 

 

 

 

 

 

 

 

 

 

 

 

 

 

 

 

 

 

 

 

 

 

 

B6.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0 晉級賽 
S2 梁逸安 特 等 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0 初賽 

S3 金龍舜玉 一 等 獎 

S2 鄭卓劻 一 等 獎 

S1 羅理堯 二 等 獎 

S1 蔡其臻 二 等 獎 

S1 王眾樂 二 等 獎 

S3 蔡芷晴 三 等 獎 

S3 鄭嘉寶 三 等 獎 

S2 梁逸安 三 等 獎 

S1 陳瀚森 三 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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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財 務 報 告 (2018-2019) 

 

 

 

 

 

 

 

 

 

 

 

 

 

 

 

 

 

 

 

 

 

 

 

*The % of expenditure on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of the school. This %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provision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chool fee income as 

requir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required provision must be no less that 10%. 

Actually, the % of the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provision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chool fee income for our school was about 36% during 2018/2019 school year. 

Our school confirms that we have set aside sufficient provision for the fee remission/ 

scholarship scheme according to Education Bureau’s requirements. 

 

< 完 > 

Items 
Government  
Funds 

Non-Government  
Funds 

Incom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Income) 

DSS Subsidy 83.9% N.A. 

School Fees N.A. 14.6% 

Donations N.A 0.4% 

Other Income N.A 1.1% 

Total 83.9% 16.1% 
 

Expenditure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The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Staff Remuneration  83.9% 

Operating Expenses  7.5%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5.5%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0.3% 

Depreciation 2.8% 

Miscellaneous N.A. 

Total 100.0% 
 

Surplus for the School Year# 0.54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Accumulated Surplus in the 
Operating Reserve as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6.3 Months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 in Terms of Equivalent Months of Annual Overall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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