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崇真中學 
遷校計劃書撮要 

在芸芸沙田區的申請者中，沙田崇真中學是否最值得及最有迫切需要搬遷校舍？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 

一. 管理與組織方面：我們冠絕同區。沙崇在 1999年獲質素保證視學報告高度評價，並獲邀巡迴全港分享
校本管理經驗；又於 2001年獲頒「管理與組織傑出學校獎」，並於同年獲邀成為全港二十所資源學校之一，
分享傑出的管理經驗。於 2002 年獲北京師範大學邀請就校本管理發表論文，題為「沙田崇真中學校本管理
之體驗賦權與教師」；同時，我們是沙田區第一批成立法團校董會的中學。我們不單理念上認同教統局，
而且付諸實踐，並經常向友校展示該理念的好處。 

 
二. 學習與教學方面：我們表現優異。沙崇是一所學習型學校，我們重視學生應學什麼：1992年為全港第
一批開設中六通識科的學校，1998年開設「全港首創」（課程發展處嘉許語）校本思考方法科（獲浸會大學
思維工程負責人胡飄博士嘉許及推薦遷校），2001年推出以語文能力為導向的初中中文課程（課程發展處讚
譽我們為最成功中文科課改學校之一，並屢次獲邀分享）；我們更重視學生如何學習及他們的學習成效： 
1. 我們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全腦學習課論的學者認為這是最有效的學習； 
2. 我們推動行動研究模式的「課堂學習研究」，獲香港教育學院視為典範學校，並向全港推廣（盧敏玲博
士推薦沙崇遷校以便進一步發展為課堂學習研究的觀課及交流中心）； 

3. 我們的學生學習成效卓越：  

i. 過往三年，香港學科測驗成績增值卓越及全港系統性評估成績理想。 

香港學科測驗 中一 
2001年 7月  

中三 
2004年 7月 

中一 
2002年 7月 

中三 
2005年 7月 

中文(百份位數) 71.94 78.33 77.83 83.59 
學習成效 增值 增值 

英文(百份位數) 69.41 78.40 72.62 86.36 
學習成效 增值 增值 

數學(百份位數) 72.14 77.37 69.99 82.61 
學習成效 增值 增值 

 

ii. 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持續進步──過往三年，會考的優良率由 29.0%（2004年），升至 42.7%
（2006年），而高考則由 39.7%（2004年），升至 42.7%（2006年）。 

未來展望： 
1. 我們仍會重視學生應學甚麼、學生如何最有效學習及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2. 設計多元的新高中課程：我們是沙田區文法中學中分組教學最多的學校，但很可惜，由於課室的不足，
我們憂慮在開辦新高中課程科目及分組教學數目時受制肘，因而影響學生的選擇及學習成效。我們預備
為每班提供4X供學生選讀三科，部份科目會同時間上課；加上通識教育科將會以一分為二的模式上課，
以便推行探究式的學習。  

3. 推動主題式的「資源教室」：我們打算在每個樓層設立主題展館，包括綜合式的科學館、中國歷史文化
館、藝術館、數學館及英語室等；讓同學在環境氛圍的影響下，進一步提升學習興趣、自學能力及體驗
全環境教育的好處。 

4. 進一步開展「一人一體藝」政策：我們在初中推動一人一體藝政策，但限於球場不足，非體育尖子的學
生沒有機會接受課餘培訓；四隊樂隊亦缺乏演奏場地，以致未能全面發揮，我們相信新校舍能解決場地
不足的問題。我們會在新校舍增設演奏室，加上藝術館及藝術廊的設計，定能推動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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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風與培育方面：我們表現卓越。於 2001年的傑出學校選舉中，沙崇榮獲「校風與培育」優異獎，成
就傲視同區。於 2006 年，沙崇獲世界衞生組織認可，由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健康學校銀獎，其中「校風與人
際關係」範疇更獲最高成就的優異獎。可見沙崇培育學生之卓越表現。在傷健共融上，我們認同教統局在中
學推動融合教育的理念，於 2001 年參與融合教育計劃，並主動取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弱能及弱聽的學
生。其後，我們獲教統局融合教育組推薦與外間機構主講 / 撰文分享共融的經驗，給其他學校參考。 

展望未來： 
1. 校舍更符合傷健共融：我們相信一所千禧校舍分體式空調會較窗口式空調的分貝為低，而我們部份冷氣
機的分貝達七十多，可謂震耳欲聾，這對弱聽學生來說十分不利。同時，沙崇校舍是三十年前設計的，
並未考慮弱能學生的需要，如洗手間、課室、走廊及樓梯的設計等。若沙崇獲編配新校舍，將會是沙田
區首間具備千禧校舍的「融合教育」學校，這肯定是融合生的天大喜訊。 

2. 校舍方便推動由學生管理活動及校園的文化。將目前的學生會、領袖生會的自治模式推廣至社際活動議
會、校園美化議會、食物管理議會、社會關懷議會，讓學生擔任不同職責，藉以培育學生的獨立自主，
發展多元智能，並讓學生透過組閣形式參選，發動全民關注學校發展。校方將會劃分部份校園設施活動
讓相關議會管理，而最重要的，我們會提供部份房間供六大議會作為會議、籌辦活動、接見同學之用。 

3. 校舍方便非尖子同學獲得培訓機會。我們會騰出部份體育場地讓非尖子同學獲得培訓機會，增設如攀石
等歷奇活動的設施，並利用校舍的空間提供其他歷奇培訓及供制服團體訓練之用。 

 
四. 學生表現：學業方面，詳見（二）學習與教學部份；非學業方面，我們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各
類活動，強調服務社群，而成果是明顯的。學校這些方面的表現主要有： 
1. 數理方面：2004年獲恒隆數學優異獎（全港只有八所中學獲獎），今年進入決賽的十五隊中，我們佔其 
中三隊；奧林匹克機械人比賽代表香港往中國比賽。  

2. 香港學校朗誦節：過去五年，共獲冠軍 22名，亞軍 37名，季軍 58名，參與人次為 1040。 
3. 表演藝術：多次獲學校舞蹈節甲等獎及獲香港學校戲劇節獎項。 
4. 音樂：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先後成立管樂隊（65人）、弦樂隊（45人）、管弦樂隊（100人）及中樂隊
（65 人），我們為沙田區唯一一所具備四隊樂隊的學校。我們屢獲殊榮，成就為沙田區之冠。在過往三
年香港學校音樂節中，共獲冠軍 11名，亞軍 15名，季軍 11名，參與人次為 753。而過往三年康文署主
辦香港青年音樂滙演中，我們的中樂團、管樂團及弦樂團共獲五次銅獎。我們的孩子多來自草根階層，
樂器的培訓始自我們開設的樂器班，最終成立樂隊，並參賽獲獎，是十分值得驕傲的成就。 

5. 體育：沙崇過往三年，共有 939人次參與各項校際體育比賽，獲個人及隊際獎項無數。 
6. 社會服務：我們致力培育學生成為為人設想及樂於服務的沙崇人，沙崇學生在過往一年參與學校提供服
務社會活動的人次達 1005；中三各班亦透過籌辦一項社會服務來體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義。 

 
展望未來：因為學習與教學及校風與培育均得以加強，我們學生的表現應會有明顯的提升。 
 

五. 積極推動優質教育：教統局於 2000 年實行教改以來，積極推動「分享文化」，由於我們在管理與組織、
學習與教學及校風與培育均表現卓越，故屢獲教統局邀請開放校園，讓友校參觀，沙崇本着對教育的承擔，
積極配合。過往五年，曾參與下列計劃： 

  1. 資源學校（2001-2002年）   
  2. 種籽學校（2001-2003年） 
  3. 地區教師支援計劃（2003-2004年） 
  4. 專業發展學校（2004年開始中文科） 
  5. 學校支援夥伴學校（2005年開始通識教育科） 
  6. 我們亦為「課堂學習研究」典範學校（數學、物理、化學及綜合科學科） 

因此，到訪學校逾百，到訪老師逾千，除香港友校外，國內各省市、澳門、台灣、新加坡、泰國、英美學者
均曾到訪。 

 
展望未來： 
我們樂意繼續支援教統局及友校推動優質教育，近日，我們已再次獲邀成為專業發展學校至 2009 年，而教
統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近日探訪我們時，盛讚我們自行研發網上學習教材及科技科的校本課程，並邀請我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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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校園，供友校參觀學習。對教統局的邀請，我們將義不容辭；我們會在新校舍設觀課教學室，讓學生在較
寛敞及寧靜的環境下被觀課及學習，並加設適合的音響設備，以便將課堂攝錄，供友校分享及向全港推廣。
同時，我們會增設可容納 10人的多用途小型會議室，及可容納 30人的多用途大型會議室，以便分享交流。 

 
六. 開放校園，面向社區：目前我們將周一至周五晚的校舍，開放給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及民安隊；在
星期六、日，更會開放校園予教統局、考評局、選舉事務處、社區中心如女青年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崇
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循理會社會服務處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及公益團體如獅子會等，與社區人士共
享資源。 

 
展望未來： 
我們會繼續維持校園開放政策，並與社區協作，讓更多人享受學校設施。除現有項目外，我們準備籌辦下列
五項計劃，以照顧弱勢社群、區內基層及中產人士： 

1. 閱讀推廣計劃：開放我們的圖書館，由圖書館大使提供英語、廣府話及普通話伴讀計劃，供小一至小三
區內小朋友參加（於大圍區居住或就讀均可參加），逢星期六早上舉行。是項計劃既可令區內小學生受
惠，又可培育我們學生的學習及品德，可謂一舉兩得。 

2. 資訊科技學習計劃：由於學校具備不少趣味性的教學軟件，不單適合我們學生，亦可開放給區內人士於
星期六、日使用，令社區受惠。同時，我們亦會培訓資訊科技大使以協助社區人士使用，創設雙贏局面。 

3. 校園開放日計劃：於長假期如暑假及聖誕節會設校園開放日，開放各資源教室，並提供音樂演奏，讓區
內人士欣賞、享受校園設施。 

4. 中、英、數暑期社區協作培訓班：與社區中心或非政府組織合作，由本校高年級學生作導師，提供中、
英、數導讀給區內清貧的小學生，發揮鄰里互助的精神。 

5. 家長講座：我們每年均會舉辦不同類型、具質素的家長講座；基於新校舍交通便利及禮堂寬闊，可與社
區協作，舉辦更多惠及社會人士的講座，並推動社區家長學校的概念。 

七、校舍可用面積：沙崇於 1985 年落成，為一所互鎖式(interlock)學校，可用面積為全沙田區最小，因此，
教統局（當時為教育署）於 1996年推出校舍改善工程時，我們自然被編入第一期（幸運？不幸！）但可惜
因地方狹少，不能興建一幢附屬建築，只獲加建「第五層」：有一個教員室、一個教員休息室、一個課室、
一個活動室及兩個面談室，其後政府修改校舍改善工程之圖則，大幅增加第二至第四期學校的可用面積及
設施，以縮窄舊校舍與千禧校舍在設施上的差距。沙崇又再次成為全沙田區可用面積最小的學校，而且懸
殊益甚。相對於千禧校舍，沙崇的佔地面積為 4000 平方米，較馬鐵大圍維修中心少 2115 平方米，而且
沙崇更少了五個課室，沒有小組教學室，更加沒有多用途學習室、電腦室、電腦輔助學習室及語言學習室；
而訓輔需要的訓導室、社工室、升學輔導室及副校長室等亦一概欠缺。沙崇曾向局長李國章及前秘書長羅
范椒芬查詢再加建的可能性，局長及前秘書長均表示暫無再加建計劃，並表示了解沙崇的困難而建議沙崇
盡快申請搬遷校舍。 

 
綜上可見，基於沙崇在各方面卓越的表現、積極配合教統局「分享」文化及開放校園政策，因此我們相信
從往績看沙崇是最值得獲教統局分配新校舍的學校。而且我們會繼續維持這良好傳統，積極因應新校園的
設施及社區位置，進一步提升學習與教學、校風與文化，並會繼續協助教統局推廣優質教育，同時，沙崇
會堅定不移走向社區，開放校園，作社區的鹽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