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學院 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 

「發展意見統計調查」報告書 

 

序言 

1.  「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為參與學校發展及優化基督教教育，故收集了出席其開幕

禮的來賓的意見，以助擬定項目推行的優先次序，故進行了一項自願性「發展意見統計調

查」。 

統計調查方法 

2. 是項統計調查只使用了一份只有三個問題的問卷（請參附件）。每位參加開幕禮的來

賓在進場時均獲派發一份問卷，即場填寫及在離去時交回。同一問卷以四種不同顏色的紙張

印製，分別給來自幼稚園、小學、中學、及機構的不同來賓填寫。 

3. 收回的問卷共 90 份。以下是基於所有收回的問卷分析得來的結果。 

統計調查結果 

4. 表 1 綜合展示了三個問題，即： 

A. 「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應處理以下哪些議題 

B. 中心日後應舉辦哪類型有關宗教教育的活動 

C. 期望獲得哪些支援 

所得的回應結果。表中除展示全體 90 名回卷者在各問題個別選項的意見外，尚分別把四類別

的來賓的意見展示出來，原因是不同類別的來賓對各選項的喜好可能有不同的強調。 

5. 在表 1 各分表中的選項，皆按回卷者選擇人數的多寡依次列出，而最多人選擇的三個

選項的百分比皆以深色字體凸顯。不過，須注意的是：由於來賓不一定已代表香港所有基督

宗教辦學團體及學校，而同一學校或機構出席的代表是一位至三位不等，故選擇人數的多寡

的詮釋有其局限。 

 



表 1： 按問題、來賓類別、及選項劃分的選擇人數與百分比 

 

全部交回問卷的來賓共90人 人數 百分比 全部交回問卷的來賓共90人 人數 百分比 全部交回問卷的來賓共90人 人數 百分比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 60 66.7     教學工作坊 69 76.7 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 59 65.6

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59 65.6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 58 64.4 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55 61.1

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55 61.1     大型講座 50 55.6 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 50 55.6

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52 57.8    學術會議 44 48.9 宗教課課程介紹 44 48.9

宗教課活動設計及發展 50 55.6    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 41 45.6 與不同校園交流機會 42 46.7

基督信仰的倫理教育 47 52.2    宗教組教師退修會 40 44.4 有關社會課題的信仰理據及影響 39 43.3

宗教課程的應用及發展 45 50.0    香港基督信仰歷史導賞團 31 34.4 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 39 43.3

學校在佈道事工的角色及方向 36 40.0    其他 3 3.3 基督信仰對非基督教家庭支援 38 42.2

學校與堂會／聖堂的共事模式 35 38.9    基督教神學諮詢服務 15 16.7

其他 5 5.6      其他 2 2.2

幼稚園來賓共25人 人數 百分比 幼稚園來賓共25人 人數 百分比 幼稚園來賓共25人 人數 百分比

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19 76.0 教學工作坊 23 92.0 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21 84.0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 17 68.0 大型講座 15 60.0 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 15 60.0

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14 56.0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 13 52.0 宗教課課程介紹 14 56.0

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13 52.0 宗教組教師退修會 12 48.0 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 13 52.0

學校與堂會／聖堂的共事模式 12 48.0 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 10 40.0 基督信仰對非基督教家庭支援 12 48.0

宗教課程的應用及發展 12 48.0 學術會議 9 36.0 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 11 44.0

宗教課活動設計及發展 12 48.0 香港基督信仰歷史導賞團 6 24.0 有關社會課題的信仰理據及影響 8 32.0

基督信仰的倫理教育 12 48.0 其他 1 4.0 與不同校園交流機會 8 32.0

學校在佈道事工的角色及方向 9 36.0 基督教神學諮詢服務 3 12.0

其他 1 4.0 其他 0 0.0

小學來賓共24人 人數 百分比 小學來賓共24人 人數 百分比 小學來賓共24人 人數 百分比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 17 70.8 教學工作坊 17 70.8 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 15 62.5

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15 62.5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 17 70.8 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 15 62.5

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15 62.5 大型講座 13 54.2 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15 62.5

宗教課活動設計及發展 13 54.2 學術會議 12 50.0 與不同校園交流機會 12 50.0

宗教課程的應用及發展 11 45.8 宗教組教師退修會 12 50.0 有關社會課題的信仰理據及影響 11 45.8

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11 45.8 香港基督信仰歷史導賞團 9 37.5 宗教課課程介紹 11 45.8

學校與堂會／聖堂的共事模式 9 37.5 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 9 37.5 基督信仰對非基督教家庭支援 11 45.8

基督信仰的倫理教育 9 37.5 其他 1 4.2 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 11 45.8

學校在佈道事工的角色及方向 9 37.5 基督教神學諮詢服務 5 20.8

其他 1 4.2 其他 2 8.3

中學來賓共22人 人數 百分比 中學來賓共22人 人數 百分比 中學來賓共22人 人數 百分比

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15 68.2 教學工作坊 15 68.2 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 17 77.3

宗教課活動設計及發展 14 63.6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 15 68.2 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 13 59.1

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14 63.6 學術會議 13 59.1 與不同校園交流機會 12 54.5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 13 59.1 香港基督信仰歷史導賞團 13 59.1 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12 54.5

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13 59.1 大型講座 10 45.5 有關社會課題的信仰理據及影響 11 50.0

基督信仰的倫理教育 13 59.1 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 10 45.5 宗教課課程介紹 11 50.0

宗教課程的應用及發展 11 50.0 宗教組教師退修會 7 31.8 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 11 50.0

學校在佈道事工的角色及方向 8 36.4 其他 0 0.0 基督信仰對非基督教家庭支援 5 22.7

學校與堂會／聖堂的共事模式 7 31.8 基督教神學諮詢服務 2 9.1

其他 1 4.5 其他 0 0.0

機構來賓共19人 人數 百分比 機構來賓共19人 人數 百分比 機構來賓共19人 人數 百分比

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14 73.7 教學工作坊 14 73.7 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 12 63.2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 13 68.4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 13 68.4 與不同校園交流機會 10 52.6

基督信仰的倫理教育 13 68.4 大型講座 12 63.2 基督信仰對非基督教家庭支援 10 52.6

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12 63.2 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 12 63.2 有關社會課題的信仰理據及影響 9 47.4

宗教課程的應用及發展 11 57.9 學術會議 10 52.6 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 9 47.4

宗教課活動設計及發展 11 57.9 宗教組教師退修會 9 47.4 宗教課課程介紹 8 42.1

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11 57.9 香港基督信仰歷史導賞團 3 15.8 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7 36.8

學校在佈道事工的角色及方向 10 52.6 其他 1 5.3 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 6 31.6

學校與堂會／聖堂的共事模式 7 36.8 基督教神學諮詢服務 5 26.3

其他 2 10.5 其他 0 0.0

「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應處理哪些議題 中心日後應舉辦哪類型有關宗教教育的活動 期望獲得哪些支援



A. 「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應處理哪些議題 

6. 從表 1 可見，若以全部交回問卷的 90 位來賓合計，認為首三項應處理的議題，依次為

「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66.7%）、「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65.6%）及「宗教

課教學法支援」（61.1%）。「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57.8%）則緊隨其後。（參圖 1） 

圖 1：按「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應處理哪些議題劃分的全體來賓選擇人數及百分比 

 

7.   不過，上述結果在不同來賓類別卻有差異。首項「宗教對學生成長及生活的支援」在

幼稚園、小學及機構類別皆名列三甲，但在中學則僅列第四。次項「宗教課師資培訓課程」

在幼稚園、小學中學皆名列三甲，但在機構類別卻排名甚低。第三項「宗教課教學法支援」

在小學及中學皆名列二甲，但在幼稚園及機構皆只排第四。至於「基督信仰的公民教育」，

在機構及幼稚園皆排三甲之內，但在小學及中學則排名不高。（參圖 1a 至圖 1d） 

圖 1a：幼稚園      圖 1b：小學 

           

圖 1c：中學      圖 1d：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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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心日後應舉辦哪類型有關宗教教育的活動 

8. 綜合而言，以全部交回問卷的 90 位來賓合計，首三項最多來賓選擇的活動，依次為

「教學工作坊」（76.7%）、「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64.4%）及「大型講座」（55.6%）。

「學術會議」（48.9%）則緊隨其後。（參圖 2） 

圖 2：按中心日後應舉辦哪類型有關宗教教育的活動劃分的全體來賓選擇人數及百分比 

 

9. 按不同來賓類別分析，「教學工作坊」在四個類別皆名列榜首，而「課程及教材設計

課程」在四個類別都名列三甲。至於「大型講座」，除了在中學類別排名較低外，在其餘三

類別皆名列三甲。（參圖 2a 至圖 2d） 

圖 2a：幼稚園      圖 2b：小學 

          

圖 2c：中學      圖 2d：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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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期望獲得哪些支援 

10. 綜合 90 位來賓的意見，「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65.6%）、「提升校內基督信

仰氣氛」（61.1%）及「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55.6%）依次為首三項期望獲得的支

援的最高選擇。（參圖 3） 

圖 3：按期望獲得哪些支援劃分的全體來賓選擇人數及百分比 

 

11. 首項「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源」在四類來賓的選擇中皆名列二甲，次項「提升校內

基督信仰氣氛」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及機構的選擇排名中則依次遞減。至於「籌備宗教活

動的培訓及指導」，在小學和中學皆名列三甲，但在幼稚園和機構中則排名不高。（參圖 3a

至圖 3d） 

圖 3a：幼稚園      圖 3b：小學 

         

圖 3c：中學      圖 3d：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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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問題中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組合 

12. 以上分析主要是根據三個問題中的個別選項有多少人選擇。以下分析則是在三個問題

中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組合是什麼。由於幼稚園、小學、中學、機構各組別各自的回卷者較少，

各人選擇相同選項組合的機會亦較小，故這分析僅以全部 90 份回卷為據。 

13. 以第一題「『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應處理以下哪些議題」而言，最多人選擇的選

項組合是前九個選項的全部（即是只不包括「其他」），佔全體 90 位回卷者的 8.9%。 

14. 以第二題「中心日後應舉辦哪類型有關宗教教育的活動」而言，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組

合是前七個選項的全部（即是只不包括「其他」），佔全體 90 位回卷者的 6.7%。次多是「宗

教組教師退修會」、「教學工作坊」及「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的組合，佔 5.6%。再其次多

的是「大型講座」、「宗教組教師退修會」、「教學工作坊」、「基督教文化藝術活動」及

「課程及教材設計課程」的組合，佔 4.4%。 

15. 以第三題「期望獲得哪些支援」而言，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組合是前九個選項的全部

（即是只不包括「其他」），佔全體 90 位回卷者的 5.6%。次多是「提供網上宗教科教學資

源」、「宗教課課程介紹」、「籌備宗教活動的培訓及指導」、「提升校內基督信仰氣氛」

及「教師籌備及帶領學生團契技巧」的組合，佔 3.3%。 

 

結語 

16. 是次「發展意見統計調查」只是簡單地涵蓋有關議題、活動、及支援等三方面的問題，

而且出席來賓交回的意見，不一定已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地涵蓋整體基督教教育工作

者的意見。不過，上述分析結果對三方面的問題都有顯示性（indicative）的作用，可作為中

心發展路向的參考。 

 

 

建道神學院 

拓展部 量性研究組 

2014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