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1），頁 112-119 

 

自由評論 

 

第 112 頁 

淺論香港學校科主任課程領導的困難及其改善策略 
陳志賢 

香港播道書院初中數學科統籌教師 

吳善揮 

香港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學術研究小組統籌教師 

 

一、 引言 

近年，全球不同地區都大力推動課程改革，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水平，

使他們能夠應對當前社會的挑戰。面對全球教育改革的浪潮，香港教育當局也積

極推動課程改革，希望能夠藉著建設一個兼具國際性、民族傳統和多元文化之教

育體系，以全面改善整體學生的素質及態度，進而使到社會能夠朝向更好的方向

發展（霍秉坤、葉慧虹，2010）。事實上，課程是教育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這

是因為學生的素養如何與學校課程之實施有著莫大的關係，因此教師需要著重設

計有效的課程，以使學生能夠從中獲益（林智中，2001）。而簡加言（2012）指

出課程改革必須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當中又以教師最為關鍵，這是因為

教師就是課程之創造者、計劃者、撰寫者、施行者、試驗者，沒有教師的積極參

與，有效而具質素的課程便無法得以實施。由此可見，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及個人素養，教師必然需要承擔課程實施及改革的責任，若沒有教師的主動參

與，那麼課程的實施成效便會大打折扣。 

為了推動不同學科的課程實施及改革，香港每所學校都會設置不同學習科目

的主任（等同於臺灣地區的學習領域召集人）（下稱科主任），例如：中文科主任、

英文科主任、數學科主任、歷史科主任、音樂科主任等。事實上，科主任具有極

為重要的功能，例如：管理所屬學科的日常事務、執行學校的行政決議及措施、

領導課程改革、監察課程實施的情況、評鑑團隊成員的教學表現等。由此可見，

科主任能否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帶領同儕就著課程實施及改革共同前進，都對

學校課程的實施成敗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然而，香港學校的科主任在執行工

作、領導學科團隊之時，往往都會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難，甚至是失敗。因此，本

文旨在以香港中學（包含國中及高中）為例，探討課程領導的意涵、科主任的課

程領導角色、香港學校科主任課程領導的困難，以及就此提出相關的改善策略，

以供各位教育同仁作為改善香港學校科主任課程領導困難之參考。 

二、 課程領導的意涵 

所謂課程領導，就是指領導者聚焦於學校現有及應有的課程上，透過設計課

程、發展課程、實施課程、評鑑課程成效、改革課程內容等，以提升課程的品質，

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葉連祺，2014）。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課程領導必須以

革新的教育理念為核心，包括：革新的教學（運用創意設計課程、以關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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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進行批判性之反思、謹慎地實施課程、以同儕合作共創教育願景）、革新

的課程設計及計畫（根據學校的願景及情況後設計課程，並且以研究的方式評量

課程成效）、革新的課程評鑑（全方位進行課程成效之評量），以及革新的學校文

化（建構學習型學校）（楊瑞珠，2014）。此外，課程領導之終極目標，就是在於

透過學校管理人員發揮領導之功能，以影響課程改革之過程及結果，以使學校能

夠完成「保證學生學習品質」之任務（張煌熙，2005）。當然，「領導」一詞強調

相關的人員應發揮影響力，以影響轄下教師的行為，以及引導他們實施課程教學

及改革（游家政，2002）。由是觀之，課程領導是以教師為主導，並以學生學習

需要為本，希望透過學校相關的教學人員發揮領導的角色，以影響團隊內的教師

成員積極參與課程改革的工作，以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而共同努力，並為社會

培育出更多優秀人才。 

三、 科主任的課程領導角色 

科主任應擔當溝通橋樑的角色，化解「教師與教師」或「教師與學校」之間

的紛爭，以利推動課程革新、科務開拓。蕭錫錡、楊豪森、黃天助（2007）認為

課程領導者應適時解決不同持分者的分歧，並積極解決當中所引起的衝突及紛

爭。此外，王秀玲（2010）指出學習領域召集人有主持會議、引導討論之責，並

且需要在特定議題上凝聚教師共識，以及為學科成員向校方爭取應有的教學自主

權；同時，當教師之間出現歧見或爭執時，學習領域召集人需要有效地化解之。

另外，吳善揮（2013）指出學科領導人需要做到「政通人和」，引導轄下的學科

教師進行理性討論，以使彼此能夠心無介蒂並共同努力地執行學科事務之工作。

由此可見，科主任作為學科領導人，需要團結學科團隊的成員，化解彼此之間的

矛盾，並適時地向校方反映團隊教師的意見，以發揮「承上啟下」、「下情上達」

的溝通角色，為開展學科事務工作營造有利的條件。 

科主任應建構學習型組織，為團隊教師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以提升團隊教

師的教學能力及素養。課程領導者應為團隊教師提供在職進修的機會，讓他們掌

握與課程改革相關的最新知識及技能，同時，課程領導者也可成立專業學習的組

織及平台，例如：教育研究會、讀書會、分享會等，以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

最終達到互相砥礪及學習的效果（蔡清田、王全興，2012）。另外，王揚智（2010）

指出由於教學知能是個體內在的知識，所以擔當課程領導角色的教師應推動教室

以外的經驗交流及專業分享，以促進不同教師的專業成長，使他們更有能力執行

教學任務，以及改革課程內容。由此可見，科主任應為團隊教師提供不同的專業

發展機會，以使他們可以精進教學技能，進而提升實施課程的效能，以及改革課

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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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應主動擔當課程改革及實施的任務，並倡導相關的理念、監察教學工

作之實施，也要鼓勵團隊教師盡心盡力地完成課程革新。課程領導者應擔當倡導

者的角色，以宣導課程革新的相關理念，並在發展課程的過程之中扮演激勵者的

角色（蕭錫錡、楊豪森、黃天助，2007）。另外，課程領導者應給予團隊成員應

有的支持及鼓勵，並作為團隊教師的表率，率先示範如何實施課程革新，使他們

對課程改革的工作產生信心，並燃點他們對改革課程、執行教學任務的熱情（陳

錦蓮，2005）。同時，課程領導者應帶領轄下教師共同推動課程發展，並適時對

團隊成員的表現進行評鑑，以確保課程改革的理念及工作得以真正落實（王秀

玲、康瀚文，2013）。簡言之，科主任需要身先士卒推動課程改革的工作，也要

多加鼓勵學科同事盡力實施相關的工作，以使他們都願意跟隨課程改革的步伐，

使課程改革的理念及內容能夠得以成功落實。 

四、 香港學校科主任課程領導的困難 

根據筆者的經驗和中學階段的教育同仁（曾任科主任或現任科主任）之意

見，現時香港學校科主任在進行課程領導時所遇到的困難，如下： 

(一) 難以取得團隊共識 

為了提升教學素質，以讓學生學得更好，科主任必然需要推行課程改革。面

對課程改革，不同教師對於當中的內容、時程及優次都會有著不同的意見，而學

科教師之焦點及視野也會因其任教的級別（國中、高中）、工作量不同而有所差

異。然而，科主任往往在剛開始之時，便把課程改革的議題放到學科教師全體會

議上進行討論，這不但未能取得學科團隊成員的共識，而且更造成了激烈的爭

論，破壞了學科團隊成員之間的感情。而最重要的，就是教師們亦因此而未能就

課程改革進行衷誠的合作，使到課程改革受到阻礙。 

(二) 團隊成員能力不一 

若要課程改革取得成功，那麼學科團隊成員便需要切實地執行改革措施。可

是，基於學校情況、歷史背景不同，學科團隊內的教師之教學、行政等能力也有

所參次。以歷史悠久的學校為例，教師團隊成員的平均年齡一般較高，雖然資深

教師教學經驗豐富，可是他們未必能夠掌最新的教學技術，以及課程改革最新的

內容和方向，使到課程改革未能精確地實施，以致改革成效大打折扣，這對於深

化課程改革造成極大的障礙，也難免打擊到有課程領導之責的科主任之改革熱情

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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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難以保留優秀人才 

香港面對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不少學校因收生不足而被削減資源，甚至被教

育當局指令關閉。面對這樣的情況，大部分學校都因為教師編制位置不足，而只

能以教育局非經性補助聘用年青教師。事實上，年青教師就是課程改革的原動

力，這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改變及挑戰，並且具有高度的教學熱誠，願意學習最新

的教育知識和技術，這對於科主任推動課程革新營造出有利條件。然而，由於大

部分年青敎師都是約聘的（學校因資源有限而無法把他們轉為編制教師），他們

的教職隨時會因為補助不足而被削減，再加上他們也欠缺應有的待遇及晉升機

會，因此他們都會因應實際情況而隨時離職。然而，課程改革是需要長期深耕的，

若執行改革工作的年青教師團隊欠穩定，那麼科主任也難以持續推動具成效的課

程改革。 

(四) 學校行政人員支援有限 

學校行政的支持對於開拓科務或課程改革極為重要，這是因為科主任需要有

足夠的資源及空間，才能夠持續不斷地實施相關的措施。然而，香港學校行政人

員（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等）不但需要處理教學事務，而且還要擔當其他校

務工作，故時間及空間本已非常有限，再加上一所中學開辦的學科課程都非常多

（十五至二十個學科），因此他們未必能夠抽出時間了解所有學科的主任所面對

之困難及需要，最終未能支援他們推動課程改革。事實上，在這樣的情況下，科

主任難免需要單打獨鬥，一力承擔所有課程改革的工作，這都直接影響到科主任

發揮課程領導角色的意願。 

(五) 學科課程領導人工作量過大 

香港教師除了需要承擔教學工作外（每星期平均需要任教 25 節或以上的課

堂），還需要承擔大量的行政職務，包括：班主任（班級導師）、行政部門成員、

課外活動顧問老師、校長特別加派職務等，若教師需要再額外擔任科主任一職，

其工作負擔之大實在難以言喻。同時，礙於經費補助有限，除了中文、英文或數

學的科主任外，其他學科的科主任都不會獲得減少教學課節的數量，在這樣的情

況下，科主任只能勉強完成學科事務的工作，而根本無力推動課程改革或開拓學

科事務，這對於學校的教學素質、學生的學習品質必然有所影響。 

五、 改善香港學校科主任課程領導困難的策略 

針對以上的問題，筆者現提出以下應因應策略，以供各位教育工作者作為參

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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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層討論並交付科會決議 

由於課程發展一般跨越多個年級，並且涉及到多名教師，因此，團隊成員的

意願及意見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筆者建議學科教師先進行分層討論，然後再

交由學科全體會議之上進行決議。所謂分層討論，即由任教相同年級的教師先進

行討論，以讓每一位教師都能夠充分地表達意見，並從中找出解決困難的方法，

以一步一步地達成分層共識。事實上，達成分層共識可使到任教相同年級的教師

有著共同的改革目標。然後，各年級的協調人再把該級別之意見放在學科全體會

議上進行討論，這樣便能夠讓科主任了解到每一級別教師所關注的事項，從而對

課程改革的內容進行適當的調整。而最重要的，就是由分層會議再到全體會議這

種「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可以把團隊的凝聚力發揮到極致，讓學科成員得以

感受到校方的尊重，並減少學科成員對課程發展或改革的抱怨。 

(二) 以評鑑促進改革 

教師是否如實執行課程發展及改革的工作，以全面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實

在是科主任最為重要的責任。因此，筆者建議香港各級學校科主任在進行課程改

革之時，實施主題式的教師表現評鑑。當中具體的作法，就是針對性檢視學科教

師有否按照校本課程發展之最新方向、施教準則來設計教學任務、教學材料等，

並以課程改革的成效作為教師表現評鑑的標準。筆者相信這種「以評鑑帶動課程

改革」的做法，必定能夠推動並確保學科教師能切實地完成課程革新的工作，而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讓科主任通過評鑑性觀課、評鑑性檢查課業設計，掌握課程

改革的進程及實際成效。 

(三) 制定學科教師守則 

教師之教學及行政能力不一，難免影響到課程改革的實施。因此，筆者建議

學校制定學科教師守則，當中的內容涵蓋對學生的義務、對同事的義務，以及對

學科工作的義務。在對學生的義務方面，不同教師都應持守「因材施教」的原則，

引導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並按照學生的能力及需要，訂立適切的教學目標及教

材，以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並激勵他們追求知識，進而增加他們的學習成效。

在對同事的義務方面，教師應與時並進，緊貼教育潮流，以促進教育的成功，因

此，教師應時常進修，促進自己的專業發展，例如：近年香港政府大力推動電子

教學，而年紀較長的教師未必能夠掌握最新的電子教學技術，因此他們也應主動

接受專業的培訓，以配合課程發展及改革的需要，同時也可以避免加重科主任的

工作量。在對學科工作的義務方面，教師要共同制定課程目標、學生功課及學習

評量之要求，並一起全心全意地落實、定期檢討，以及適時地作出修訂。筆者深

信，制定學科教師守則能夠讓科主任行之有據，即在執行學科事務工作時有法可

依，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科主任便能夠按守則辦事，並提升團隊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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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善用行政彈性以重新分配人力資源 

成功的課程發展及改革需要不同的教職員配合。基於優秀的人才可以促進課

程發展與改革，因此筆者建議學校領導人要彈性地分配政府的補助，以優化學校

的人力資源。第一，學校領導人需要善用補助，為教師提供合適的培訓，一方面

以增進學校教師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們適應課程發展中的技術及知

識之轉變，那麼教師的素質便能夠得以提升，進而有助學校推動課程發展或改

革。第二，學校領導人也應善用教育局所提供的額外補助（每所中小學校增加

0.1 教師編制）以保留優秀人才，特別是非編制的約聘教師，學校可以透過設置

良好的績效評估制度，為盡力工作的教師訂立進入編制的時間表，以肯定他們良

好的工作表現，並提高他們的工作動機；同時，學校領導人也可以讓年齡較長、

有意減輕工作負擔的教師轉為兼職教師（0.5 編制），以讓更多有心有力的年青教

師得以成為編制教師。總括而言，優秀的人才能夠有助科主任推動課程發展，而

長遠而言，他們更可以促進學校的整體發展。 

(五) 設置「行政人員－科主任」聯席會議 

科主任在推動學科發展之時，難免會遭遇到不少困難。由是之故，為了讓科

主任可以充分發揮其課程領導的角色，筆者建議學校設立「行政人員—科主任」

聯席會議，一方面讓學校行政人員了解科主任在帶領課程發展或改革時所面對的

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校在行政上加以配合，以減少科主任在學校行政工作

上的負擔，例如：調配資訊科技人員協助發展電子教學、調動學校場地以配合教

學需要、重新編排參與課程改革教師的上課時間（以便他們進行討論及備課）等。

這些做法都可以讓科主任全力地推動課程發展及改革之工作。事實上，學校行政

的配合，不但可以減輕科主任的行政工作壓力，同時也可以大大提升課程發展及

改革工作的效率。 

(六) 增聘教學人員 

科主任工作繁重，若無足夠的協助，他們必然身心俱疲，在推動課程發展或改

革之時自然亦有心無力。因此，筆者建議學校增聘教學人員，例如：教學助理，以

釋放科主任的時間及空間，讓其可以投入更多的努力在課程發展之上。事實上，教

學助理對於科住任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他們可以協助科主任在課前、課

中及課後之教學工作。在課前，教學助理可以協助科主任收集相關授課資料，準備

教具及教材，節省科主任用於備課的時間。在課堂中（非執行教學工作）， 教學助

理可以透過觀課來掌握學生的學習情形，了解他們的學習表現。在課後，他們可以

輔導學習表現落後的學生或為優秀的學生進行拔尖教學，同時，透過他們定期匯報

相關學生的學習情況，科主任便可以了解每一位學生學習的進度，從而使科主任可

以在課堂教學或課程改革上做出有合適的調節，最終提升整體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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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 

最後，香港學校科主任在領導課程發展或改革時必然需要面對不同的困難，

例如：團隊成員未能通力合作、學校行政困擾等，這都使到科主任不能充分發揮

其課程領導的角色。因此，筆者期盼學校能夠在行政上做出適切的配合，以讓學

科團隊成員能夠在和衷共濟的情況下建立共同願景，讓科主任能夠有效地推動課

程發展、改善教學，使我們所愛的學生都能夠建構成功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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