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5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23-2024 學年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成果檢討：  

1.1營造閱讀氛圍：(推廣電子閱讀) 

-本學年，學校繼續透過全校性推行HYREAD電子閱讀計劃，讓學生嘗試及迎合閱讀新趨勢，打破閱讀地域及時間的阻礙，加上各科

組對電子閱讀的配合，成功營造校園電子閱讀氛圍。 

-於全學年舉行了8次早會及3次午間閱讀分享會，由本校老師及同學向師生們分享閱讀，營造閱讀氛圍，師生皆享受分享時光。   

-參加教圖閱讀報告比賽，其中一名中三學生及兩名中四學生於比賽獲表現優良，獲得證書以茲鼓勵。此活動開闊了學生對閱讀的眼

界，打破閱讀只局限於文本的傳統理念。 

-圖書館主任於9月份到中一課室，教授中一級新生使用HYREAD電子閱讀平台，讓學生易於掌握此電子閱讀系統；方便及配合全校

閱讀計劃之推行。因使用方法較閱讀城更切合學生需要及程度，學生更樂意使用。 

於10月及11月，個別的班別於早讀利課用I PAD試行電子閱讀，學生反應正面，惜全校只有75部I PAD可借早上借用，如老師須在早

讀時使用，必需於當天才能領取I PAD並得於8:15a.m交還到IT部以便第一節之課堂使用。在使用不便的情況下，除非能開放以手機A

PP閱讀，否則並未能盡用此平台推廣閱讀及提升他們使用閱讀APP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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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全校設早讀課，於每循環日三進行，配合閱讀計劃，並由副班主任負責，全校共同合作建立學生閱讀習慣。惜全年只有約20次早讀

時間， 每次早讀亦只有20分鐘，且更要配合科組閱讀；於課節及課時有限的情況下，學生較難建立穩定的閱讀習慣。 

-中英文科均有科本閱讀計劃，其中英文科更使用Raz-Kids閱讀程式鼓勵學生閱讀；初中中文、中史及歷史科亦推動學生閱讀電子

書，在科本的層面上推動學生培養閱讀的習慣；效果良好。此外，各科組亦在選用HYREAD電子閱讀後選取能切合其科組課後研讀

的圖書，全校參與並配合推動電子閱讀。 

-全校推行跨學科閱讀:如中文科、英文科、音樂科、宗教科、體育科、中史、歷史及旅遊科、化學科共九科。科用跨學科閱讀計

劃，把閱讀元素加入課程內，培養學生課後閱讀及延伸閱讀習慣。 

 

策略檢討： 

1.配合營造閱讀氛圍 

1.1繼賽馬會去年撥出10萬元資助校方推行電子閱讀，本學年學校按各科課程需要繼續撥款購入HYREAD電子圖書，支援科組推行科

本閱讀。配合HYREAD電子閱讀獎勵計劃，由電子閱讀平台啟用至6月30日，登入該系統的人次為538，使用冊數為1460。本學年因

跨學科閱讀之配合，為提昇電子閱讀量帶來契機。有老師反映因HYREAD之閱讀平台未能做到派發多重複本之功能，對學生推廣圖

書以後未能做到多人同步借閱，構成推動閱讀的障礙。 

 

1.2舉辦書展： 

本校舉辦了兩次書展，首次是邀請樂文。第二次是聯合新零售。學生的反應踴躍，兩次書展亦擴闊了學生的閱讀經歷及接觸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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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書展時配合科組購買圖書，可讓教師們同場選購科內圖書供學生閱讀，實能節省老師在外購書的人力物力。可見以舉辦書展作

為推廣閱讀的策略，成效甚佳。 

 

1.3. 閱讀周會 

邀請突破機構作家紫砂於周會為學生分享寫作及閱讀心得。因作家本人也是教師，故能明白學生讀書心態;在場氣氛熱烈。會後在靈

風舞台的簽書會，學生即埸詢問作家有關寫作的問題，態度亦真摰誠懇，是一場友好的閱讀交流，亦是師生難得的經驗。 

 

2.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2.1早會及午間閱讀分享 

本學年在午間完成了三次午間分享及八次早會分享。在老師及同學的分享下，對營造閱讀氛圍有良好的影響。在午間閱讀分享環

節，閱讀小組老師反映因在籌備過程需時，老師亦用心分享，但出席人次卻未達預期，深感可惜。來年舉辦此活動可試以不同形式

再多加宣傳，例如圖書館領由生到課室進行宣傳。午間分享會前的早會配合午間分享，又或由負責分享的老師向自己任教的班級進

行宣傳等，務求令學生能多參與。 

 

2.2閱讀小組跟校園電視台合作推動閱讀 

本學年於每一學段開始，加入一節於早讀課時播放學生的閱讀分享片段，從學生層面向同儕分享閱讀心得，藉此提昇同學們閱讀興

趣及培養閱讀習慣。對分享學生來說是一次難忘的經歷。而在課室內觀賞的同學因看到是自己班中的同學負責分享，亦會份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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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惟不論早會分享又或校園電視台負責分享的同學，因許多副班主任揀選學生時都是以一人一職的原則，未必是選取合適分享的

學生，無疑令負責拍攝及訓練閱讀分享的同工增加了不少難度，故在來年大會招募時會班主任們重申選生原則。 

2.3. 科本推動： 

英文科使用Raz-Kids培養學生閱讀習慣，閱讀情況較新冠疫情三年有改善。本學年學生閱讀圖書的平均中位數為84，較諸去年增幅達

一倍(42)。再者，大部份學生都達到每年閱讀64本或每月8本圖書的目標。喜見中二級大幅攀升的閱讀量外，中一及中三級同學閱讀

圖書的數目亦上升超過50% 

中文科方面，高中學生透過閱讀津貼增購實體書，並能在課任老師指引下完成閱讀。以科本形式作為推動閱讀的策略，成效漸見。

而初中學生則利用電子閱讀，加入不同類型的閱讀報告，讓閱讀報告形式更多元化，例如影片製作、錄音及書簽設計等。科任教師

認為學生透過不同形式完成閱讀報告，學生作品的質素較傳統純文字的報告更佳，學生亦更樂意完成。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38432.3 

 

$11256 

 ☑實體書 

 ☑電子書RAZKIDS  

2. 網上閱讀計劃  

$17222 

 

 ☑HYREAD電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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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計劃：中文廣泛閱讀(專題閱讀)  

3. 閱讀活動  

$5500 

 

 

 ☑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閱讀周會禮物 $650 

 閱讀計劃書券（每張$5，共發張）  97X$5=$485 

 RAZ-KIDS(分五學期派發)  $107.4+$171+$196+$365+$240+$300= 

$1379.4 

 HYREAD電子書閱讀活動禮物 

HYREAD電子書閱讀計劃 

$20X9=$180(由賽馬會閱讀基金支付) 

 總計 $75104 

 津貼年度結餘 -9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