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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擴翼高飛﹣學生抗逆能力培育計劃

申請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YOUCAN-潛能發展中心

丙部計劃詳情

1‧申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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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2015／0052﹙revised﹚ |

「Y0UCAN-潛能發展中心」為本機構綜合青少年服務的其中－個單位’前身為「青少年培育計

劃」’全面為本機構學校社會工作部服務的十所中學推行「共創成長路」及以正向心理為主題的活動。推動
青少年正向發展和發展潛能是本部其中一個工作重點。為強化此主線?本部於2011年9月成立「YOUCAN-
潛能發展中心」（下稱本單位）。

本單位成立後,積極全面以視覺藝術和戲劇等具創意的手法推行嶄新的青少年服務’目的是鼓勵青少
年透過創作表達自已的感受和想法;同時’透過創作的過程’深人探討不同的成長課題’繼而協助他們能夠
積極面對成長的挑戰。

本單位成立至今,除服務本機構學校社會工作部服務的十所中學以外’亦與全港共二十七間其他中學
合作’地區覆蓋至觀塘、西貢、黃大仙、屯門及天水圍等。我們專業的社工圉隊’運用藝術介人手法舉辦不
同的正向青年成長活動、家長教育及教師培訓活動。參與的學生、家長以及老師都對活動有相當正面的評價。

於2013﹣2015年度,本軍位更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推行－名為「喜樂的藝術﹣至正校園文化推廣計劃」。

計劃為期兩年’主要是以藝術活動鼓勵學生探索正面的自已’活出喜樂的生活。計劃共服務了港島東、九龍
東至九龍城區十二間中學的學生、老師及其家長。合作的學校都讚賞該計劃的質素,並令學生非常投人參與。
在計劃完成後’有－些學校更繼績與本單位合作,協助他們在新學年推行相關的教育活動。

2.計劃理念

抗鐘力H立重婁

人生難免會渲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或挑戰’有時更會超出我們已有的應付能力,有一些人能夠重新振
作,但亦有－些人因此委靡不振’弓I致情緒及精神健康有所影響。

這情況在現今的社會越來越普遍。於社會福利處中西區及離島區福利辦事處出版的一個資源冊l曾弓∣
用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抑鬱病趨勢’顯示全球抑鬱症患者超過－億’更相信2020年將成為全球疾病排行第二。
香港的青少年亦受渲疾病困擾’在上述的資源冊亦表示香港的抑鬱病患者有年輕化的趨勢。而於2012-13年
度’17歲以下的抑鬱病患者比前－年增加33℅‧弓∣發抑鬱症的成因隨先天外,後天環境因素及個人面對壓力
的能力都同樣有影響。

此外’香港基督教信義會於2014年進行一項有關青年人的焦慮情緒調查2’訪問了1200多名高中生’
發現近四成學生有焦慮問題,其中一成極有可能患上焦慮症’成因主要包括:面對考試壓力、朋輩關係及家
人。

而抗逆力是指有能力面對及處理生命中困難與挑戰’並能在事後恢復原本的狀態‧從上述的形勢’可

見現今都市人的情緒及精神健康走向下坡’而且’情況更越走年輕化。反映抗逆力更顯得是－個十分重要的
能力。正向心理學正給我們一個好消息’就是相信抗逆力是可以透過學習及鍛鍊來增加的3。透過增強抗逆力’
即增強青少年人面對壓力的能力’有助減少情緒及精神問題。

沉逆力Hi重耍7云壹

研究抗逆力的正向心理學家提出抗逆力包含不同的元素’而總結那些元素’可分為四大項’包括正面

情緒、正面的自我形象、正面思考及正面的環境‧（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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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情緒

渲元素包括了解及調節當下情緒,和能產生正面情緒的能力。正向心理學相信’如果一個人能為過去感

恩’享受當下及對將來充滿希望’就能產牛TF面的信緒1。

2.正面的自我形象

正面的自我形象除了肯定自己的個人強項外’亦需要相信自已有能力運用其強項解決困難,即稱為「能
力感」。

3.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必須具備樂觀戚,及有能力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

』 正面環境

上述的首3項羼於能面對困難的個人內在能力。而個人很難獨力面對困境’因此為要增強抗逆力’建立

良好的支援系統都是十分重要。青少年人重要的支援系統包括家長、老師及朋友。

本計劃就是根據上述理念,協助青少年人發掘自己的內在資源’擴闊外在支援網絡’並學習如何於困

難中運用這些資源’幫助自已面對挑戰。

引／﹙視鑄蠻術及蠅肓字稜

不少的研究證明藝術介人活動的成效都很好,尤其是處理抗逆力的課題上也有不少的研究。根據一些

藝術介人與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及文獻顯示’藝術手法給參與者－個安全的媒介,將複雜的思緒具像化,能

有效協助青少年人表達、探索及整理當中複雜的情緒’並讓青少年人在過程中獲得掌握感（senseofmasteryand

c0nh0l）’以及協助他們能夠建立自我形象虱6。而學習管理情緒、建立掌握感及自我形象正是加強抗逆力的重

要元素。

另－篇關於學校班房內推行﹙classroom戶based﹚不同藝術介人計劃（包括視覺藝術﹑戲劇﹑舞蹈、音樂等）

的研究認為藝術介人探索問題可以讓人較易放下防衛,因而增加參與者探索問題的動機。除有助提升學生參

與的動機外’該研究更發現藝術介人的班房活動能直接有效用地提升學生抗逆及解決困難的能力?。

育旨力得以提升後,責習與鍛鍊亦是同樣重要。戲劇活動的特性就能切合這種需要。「戲劇是檢視自己

的藝術。」:戲劇是表達人與人’又或是人與環境﹑物件之關係。生物中亦只有人類才懂得透過表演來觀看自

己’從中探索生命和生活。劇場教育的學者奧圖曾分享了一個比喻;在課室內’老師利用不同的教學工具協

助教學,如用地圖去解釋世界各地的位置及地理﹑用人體骨骼模型解釋人體結構、數學也有其教學工具。戲

劇就是－個給我們探索人類行為的工具,‧透過想像’參加者進人戲劇情節內’彷如真責地經驗故事人物的這

遇,安全地嘗試回應劇中情節所想探討的課題。換言之,戲劇可以給我們－個採排人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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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正是希望將具創意的藝術介人手法注人抗逆力培育活動中

3.計劃目的

針對增強青少年人抗逆力為計劃主要方向’本計劃目的如下;

●讓青少年認識增強抗逆力的途徑。

●協助青少年人增強管理情緒的能力,及建立正面的情緒。

●協助青少年人建立自己的自我形象及能力感。

●協助青少年人學習正面思考的方式。

●與校方與家長一起建設正面支持的環境’幫助青少年面對生活的挑戰。

』.計劃目標

參與工作坊的中一及中二學生

●能認識有助面對逆境的四個元素。

參與工作坊的中三學生

●肯定自已成長階段的至少╴項成就》從而增加自已的成就感及能力感。

●能對自已的自我形象有正面的評價‧

●透過回想自己的能力而感恩。

參與週會的中四及中五學生

●體會建立抗逆能力的重要。

●指出如何建立正面的朋輩支援系統及自己在當中可以擔任的角色。

參與小組的學生

●能學習至少╴個有效管理情緒的方法﹚並表示嘗試運用在生活上。

●透過創作過程’增加自己的成就感及能力感。

●能說出欣賞自己至少一項的長處。

●能學習至少－項正向的思考方式’並表示嘗試運用在生活上。

參與大使的學生

●能學習至少一項正向的思考方式,並表示嘗試運用在生活上。

●能學習至少一個建立正面朋輩支援的要素。

●能表示在小組內建立正面朋輩支援的相處模式

●在校內將有關抗逆能力的訊息與其他同學分享。

參與工作坊的老師

●表示能夠增強學生抗逆力的理論基礎‧

●表示有興趣嘗試運用－些原則在與學生相處上。

參與工作坊的家庭

●表示能增強子女抗逆力的理論基礎。

●表示有興趣嘗試運用╴些原則在與子女相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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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在過往推行其他正向心理的活動時,學生都特別投人參與,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曾有不少學生

跟我們分享’這類活動讓他們發現一個很正面的自已’比起與他們討論青少年問題的活動有趣得多。

有見及此’雖然是次申請的計劃是鍛鍊學生抗逆能力,但本計劃並不是從「不足」的角度開始’而是

從正向心理的角度問「擁有什麼?」出發,引發學生積極參與’發掘自己已有的內在及外在的資源。

引／﹙新繃哎的7h﹙爭芸

過往在坊間針對提升學生抗逆能力的計劃當中’普遍會較傾向教授性為主。譬如在2009﹣2011年期

間,曾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憂鬱小王子抗逆之旅╴中學精神健康課程」’內容便是按照認知行為的心理

治療方式而設計的課程為主l0。另外’於2011﹣2012期間由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推行的「健康抗逆先峰」計劃

亦主要是以課堂教授及小組討論為主要活動模式ll。除此之外’運用較從經驗學習去探討抗逆力的就是以歷

奇訓練的方式進行’有如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推行的「3G計劃;Goal、Go﹑Growth」’都讓學生參與歷奇

訓練小組和日營’從而提升抗逆能力!2。

相對而言’於提升抗逆力的主題之下’運用藝術作為介人方式的計劃在坊間則較為罕見。本計劃有見

藝術介人手法於外國的成效,特意弓∣人這種具創意及活潑有趣的介人手法於學生活動中。

縉合嗨表琶云簪舫F孵賃孺y繃

本計劃主要是運用視覺藝術及戲劇活動為介人方式。

增強抗逆能力先由建立正面的自已開始,當中包括情緒、思考及自我形象;然後,當逆境來臨時才知

道自己的抗逆力有多少。

而視覺藝術有助個人抒發及整理情感’整理思維。這媒介的特性有助檢視及反思自已。戲劇鼓勵群體

合作,透過想像力’並以行動進行生活責驗。因此’可以預演困難’╴起在安全的想像世界內進行試驗。

本計劃就是結合這兩種藝術手法的特色,讓學生以視覺藝術作整理及反思’發掘內在資源;並運用戲
劇以集體行動學習面對困難的方法,建立互相支持的外在支援系統。

訏釧夕聯縱

計劃重視完結後能否於學校持績舉行’因此’在內容設計上’亦考慮到於計劃完結後,學校能按需要

繼績推行類似活動。

∣老師及學校社工培訓∣

老師及駐校社工在學生成長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計劃將為參與的學校教職員安排工作

坊,讓他們先以參加者的身份體驗計劃內容’認識當中的理論及介人手法’然後邀請主要負責計劃的老師及

社工參與計劃中的不同活動,從協助學生的經驗中’增加對計劃的理念及帶領方法的體驗’有助他們將來舉

辦類似的活動,令計劃得以持績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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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將於各項活動後,提供學校╴些延伸活動建議’供學校考慮在活動過後,按校本需要跟學生進

一步的學習,鞏固成效。

工作坊本身已具備完整性,而延伸課是讓老師按學生興趣及需要更深人與他們繼績探討此課題。

冶適的內容設計及教材套分享∣

在內容的設計將適合老師及社工於學校推行。而計劃會製作教材套’詳細介紹計劃的理論架構﹑介人

手法及不同活動的推行流程,以便學校可於計劃完結後繼績安排教職員推行不同的活動。計劃亦於完結前舉

行工作坊’邀請其他沒有參與計劃的學校教職員參與’向他們介紹計劃的理論及體驗教材套內的活動,令計

劃的持績性推廣至更多學校。

6‧計劃內容

本計劃的內容設計’是按年級的成熟程度,協助初中學生先鍛鍊自已的抗逆能力’而高中學生則學習

成為別人面對逆境的支援。除學生參與外,本計劃亦安排家長及老師的活動’讓青少年身暹最重要的成年人

也╴同參與培育青少年的抗逆能力。

本計劃將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推廣期’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學校可選擇舉辦「表一」其中一項推廣

活動。

﹙表-） 活動類型

初中週會

工作坊

小組

計劃主題

透過分享抗逆經驗與戚受,建立互相支持,增強抗逆資

源。

∣探討感恩的概念’提昇正向思維‧
∣自已的強項’從而建寸TF向的自我.

••

「擴翼高飛」講座

對象;初中學生

形式;一次性全級週會（－人╴故事劇場註l）

內容;

●在一人╴故事盧暢中,學生會分享他們面對逆境的經歷及感受。

●透過分享的過程’明白到眾人都會面對逆境,了解箇中的感受’提升同理心’建立互相之間的支持;知

道更多面對逆境的方法,增加抗逆資源。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一級四班120名學生x5間參與中學﹦600名學生

「擴翼高飛」﹣工作坊

對象:初中學生

形式:╴次性班級工作坊

躂!-人╴故事劇場於1975年由美國J0nathanFox及JoS乩as等創立,是－種互動即興劇場。在一個特定的模

式下’觀眾會被邀請分享自己的故事及其感受,分享後演員即時透過既定的藝術形式’將故事即時呈現出

來。

過程著重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互動,尊重每╴個人都有分享故事及其感霓的權利’欣賞個人的獨特性之餘,

亦從個人故事出發,把人與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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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覺藝術的方式,製作「感恩存摺」,協助學生經驗正向心理學中感恩的概念,藉此確認生活上正面

R<

醞占

的經驗’將此成為自己內在的資源’提昇正面思維。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i每校－級四班l20名學生x5間參與中學﹦600名學生

「擴翼高飛」﹣小組

對象:初中學生

形式:四節小組

內容:

●讓學生深人丁解自已的強項（性格及能力）’從而建立自我形象。

活動時間;每節l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10名學生x2間參與中學﹦20名學生

活動大綱:

節數 內容

打破藝術重視技巧的觀念,提昇參與藝術活動的動機

小組會將藝術創作融人遊戲中’讓學生較輕鬆及自然地參與藝術創作’亦讓他們初

步嘗試透過藝術了解自己’再以分享建立組員間的共鳴。

識認自已強項

正向心理學認為每人都有自已的品格強項’小組先以心理測驗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品

格強項’再以視藝創對此作肯定。

建立自我形象

在初步對自己的識認及肯定後,學生應更能在小組中表達自已更多’組內的戲劇活

動提供－個機會讓學生在－個似假還真的環境下、在其他組員的支持下’建立一個

正面的自已。

肯定自我

在不同的文化中,儀式對肯定個人有著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小組會以－個總結儀

式,回顧學生的創作及成長’慶祝╴個新的自我。

1

2

3

q

而第二階段,為全面推行期,參與的學校將全面推行「表二」的活動

活動類型 計劃主題

抗逆力的四個元素

正面的自我﹑正面情緒

情緒管理﹑正面自我、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正面環境﹙成為別人的支援）

正面思考、正面環境（成為別人的支援）

抗逆力的四個元素﹑師長在當中的角色

（表二）

中－及二級工作坊

中三級工作坊

中三及中四小組

中三及中四大使

中四及中五週會

老師及家長
|·

中一及中二「擴翼」工作坊

對象;中一至中二全級學生

形式;一次性班級工作坊



•

sch蛐u!elP。i!內容;﹡
●介紹有助增強抗逆能力的內在及外在資源。

●播放選取的電影片段’讓學生認識即使是電影中的超級英雄’也有困難及需要面對逆境的時候。

●透過分組討論’以圖－的架構為指弓l,讓學生分析電影的主角利用了什麼╴般人都擁有的能力去面對逆

境。

●以題目為「我是主角」的個人視藝創作’創作人形拼貼剪影,讓學生

外間資源。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級四班120名學生x2級x10間參與中學﹦2400名學生

檢視能協助自己面對逆境的內在及

中三「擴翼」工作坊

對象:中三全級學生

形式:－次性班級工作坊

內容:

●探索增強抗逆力的兩個內在資源。

●透過l∣Shad0wBox’’以「我是誰」為題’讓學生製作面對逆境的法賓盒

●透過創作回想自已的成就’為自己的能力感恩,產生正面的情緒,增強能力感。

活動時問: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一級四班120名學生x1級x10間參與中學﹦1200名學生

「擴翼高飛」週會

對象;中四及中五全級學生

形式;╴次性全級週會

內容:

●運用戲劇形式’讓學生先於情感上投人故事’體會在校園內如有同學遇到困難的情境’了解主人翁與身

暹各人的關係。

●透過戲劇的互動環節’讓學生討論及上台實踐如何支持和協助同學走出困境’藉以鼓勵學生留意別人的

需要 ,－起建甘TF面的支援環境。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級四班120名學生x2級x10間參與中學﹦2400名學生

「擴翼小組」

對象:（必芻等台以﹣Z塌少2駢y叫女三至∞四窘生）

●甚少表現出正面情緒的學生

●表現自我脫離社交關係的學生
●學業成績較差的學生

甄選方法:

由老師推薦

形式:八節小組

內容:

●以表達藝術創作,讓學生重新及深人了解自己的強項（性格及能力﹚,從而建立自我形象。

●讓學生透過藝術抒發自已的情緒,及以此作情緒的調節功能。

●反思自己遇上困難時的思考方式,及對自已的影響。

●探索適合自已面對逆境的思考方法。

活動時問:每節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10名學生X10問參與中學﹦100名學生

活動大綱;

踟h攆dule1P‧﹩2

節數∣內容

1

2

3

q

5

6

7

8

提昇參與小組的動機

小組成員大都為自我形象及生活動力較低的學生,故提昇參與小組的動機為十分重

要,這節會以較有趣的遊戲’從而產生正面的情緒’讓他們繼績參與小組聚會。

打破藝術重視技巧的觀念,提昇參興藝術活動的動機

小組會將藝術創作融人遊戲中’讓學生較輕鬆及自然地參與藝術創作’亦讓他們初

步嘗試以藝術表達個人情感’再以分享建立組員間的共鳴。

認識自己的品格強項（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認為每人都有自已的品格強項,發揮自已的品格強項能提高生活的滿足

感’小組讓學生認識自己的品格強項及與生活經驗聯繫‧組內亦開始共建分享及認

同強項的氣氛,讓學生反思一個正面的自我。

建立自我形象

青少年的自我形象是建立於別人對自已的認同’學生在視藝創作時對自已的品格強

項作反思’在完成創作後,作品好像是一名第三者’給予學生肯定。

建立自我形象

在初步對自己的識認及肯定後’學生應更能在小組中表達自己更多,組內的戲劇活

動提供－個機會讓學生在－個似假還真的環境下﹑在其他組員的支持下,重塑╴個

正面的自已。

了解自已的負面信緒

－般人要面對自已的負面情緒並不容易,故情緒的處理在小組最後’待學生重塑自

我形象後才作探索。學生會以視藝創作呈現自已的負面情緒,在小組的環境中得到

支持及接納。

學習如何處理負面情緒

情緒不只在人的內心’亦潛藏在身體內（如失落時我們會自然地搖頭嘆氣﹚,學生

透過戲劇以身體表達出情感’小組再共同從戲劇中探索及反思面對情緒的不同方

法。

肯定一個新的自我

在不同的文化中,儀式對肯定個人有著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小組會以-個總結儀

式’回顧學生的創作及成長’慶祝╴個新的自我。

「擴翼大使」

對象:（午E至l戶四雲生）

●樂於與朋輩溝通合作
●為人樂觀

甄選方法:

由老師推薦

•

︼

形式;八節小組

內容;

●學生分享生活面對過的困難和逆境’並以戲劇手法重現。
●存冬﹛周插培的約事荊璽’霎牟可Dl田獸虔∣I7〒動代入不同色f在各個逆境的故事裡’學生可以用戲劇行動代人不同角色,嘗試介人’解決當中的困境。從而讓學生對

逆境有較深人的分析’並學習各種抗逆的態度和方法’包括:思考方式﹑尋找支援系統等。

透過小組的互動’建立互相聆聽的正面相處經驗,鼓勵學生成為彼此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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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分享學習成果’讓其他同學都有所得著。

活動時間:每節1’5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12名學生x10問參與中學﹦120名學生

活動大綱;

內容節數

建立可信任的空間’預備學生以身體語言表達

通常學生起初會有點不習慣用身體表達’因此,在第一次見面時’先透過創作大型畫作為任
務’讓學生以較自然及不自覺地熟習以身體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並從分享創作的過程及內

容’建立互相聆聽和聯繫’建立日後分享及－起創作的基礎。

分享面對逆境的經驗

以「困難」為題’運用不同物件進行裝置創作’把逆境這課題具像化】再以身體動作回應面對

作品的想法及感受。從中回想－些面對逆境故事。經過全組的商議後’選擇其中較感興趣的逆

境故事,準備接下來的深化討論。

逆境故事創作

開始學習『論壇劇場」佃ommTheatre）的戲劇形式’並用這種形式進行之後的討論和展現。在論

壇劇場裡’演員會呈現一個短劇’內容指向主角這遇－些困難和挑戰,他曾嘗試解決’但用錯

誤方法而解決不到。演出後觀眾能夠換人其中一些角色’並把自己的解決方法在短劇裡試行,

從而探討更多可能性。

這節學生會先利用上次決定的逆境故事創作短劇’並在創作其間透切地了解該逆境的前因後

果。

探討逆境帶來的影響

∣短劇大致成形後’學生會加深了解該逆境裡的不同角色,探索箇中的背景和想法’知道每個角
色在短劇的決定原因。當中主角尤其重要’學生會發掘他面對逆境的態度和方法值得借鑒的地

方’並嘗試提出更有效的方法。

探討及採排面對逆境的可行處理方法

學生會不斷重演短劇’但每次都能夠換人其中－名角色’嘗試利用更好的解決方法去扭轉結

局。同時’其他學生會依據自己扮演的角色去回應新方法’導致不同的結果。渲種來回的介人

正好促進學生－起想出更多有效面對逆境的方法。

預備將所學習的回饅給校內其他同學

總結於活動就面對逆境的學習’並策劃全校推廣活動。

分享學習成果

於校內推行小型演出／展霓／攤位遊戲’向全校同學推廣面對逆境的正向態度。

最後參與大使的學生作總結,以視覺藝術手法’營造較平靜和獨立的空間’讓學生將過往的經

驗梳理’鞏固學習。

l

2

勺
﹃
︼

￠

5

6-7

8

學生作品展

對象:全校學生

形式;校內展覽

內容;

●於校內展出各活動中學生的作品及介紹有關面對逆境的態度及方法’以對他們作出肯定及營造正向校園

氣氛。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60名學生x10間參與中學﹦600名學生



刀

「如何培育學生的抗逆力-老師培訓工作坊」 Sch翹伽﹜鱷lp‧﹟唸…
如上述’－個人很難獨力面對生活的挑戰。青少年人除家長外’老師就是他們成長階段中擔當相當重

要的角色。如果老師更認識青少年人面對逆境時的需要’為他們建立－個合適可靠的支援環境》便能更鼓勵

青少年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

對象:參與計劃的輔導組老師

形式:講座及工作坊

內容;

●透過短講分享正向心理學理論如何建立－個人的抗逆力。

●工作坊提供老師以視覺藝術及戲劇活動帶領學生探討抗逆課題。

●探討如何將抗逆課題及藝術手法運用於學校的課程中’如生命教育課。

活動時間:2節’每節2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5名老師X10間參與中學﹦50名老師

「活動總結分享會暨教材套發佈」

對象:有興趣以視覺藝術或戲劇手法推動學生活動的老師

形式:講座及工作坊

內容;

●介紹以藝術及戲劇方式推動增強青少年抗逆力的心得

●讓參加者身份親身參與計劃部份的活動’了解帶領活動注要的重點‧

●每位出席的老師可獲教材套乙本以作日後的參考。

活動時間:2小時

參與人數:2次分享會x每次30名老師﹦60名老師

「如何培育子女面對逆境﹣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家長對－個青年人的成長是相當重要。青年人能否面對逆境’家長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保護因素。

因此’在建立╴個正面環境,讓青少年面對逆境時願意尋求幫助,家長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對象:參與學校的家長

形式:請座及工作坊

內容:

●透過短講分享正向心理學理論如何建立一個人的抗逆力。

●透過視覺藝術活動讓家長責踐給予子女正面的支援。

活動時間:1小時

參與人數:每校20名家長x10問參與中學﹦200名家長

7.教師參與計劃程度

本計劃建議老師出席工作坊及週會,觀察學生參與活動的情況’並於活動後就學生的學習給予意見。

另外,設有工作坊後的延伸活動教案’以供參與計劃的學校參考,讓老師們按需要與學生作延伸學習之用。

此外,計劃的負責老師須出席老師培訓工作坊’學習本計劃工作坊及延伸活動的帶領技巧’並探討如

何把相關的知識融人日常教學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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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ul魑1魄﹩徽紮:g‧受惠對象及預期人數

受惠

中學數目

每校

服務次數
服務人次預期人數活動項目

計劃推廣活動

初中

「擴翼高飛」講座

5間中學x╴級120人

﹦600人

5
600人x1次﹦600人次－級l次

初中

「擴翼高飛」工作坊

每班1次

共四班

5間中學X每班30人X4班X1級

﹦600人

5
600人x1次﹦600人次

初中

「擴翼高飛」小組

每組4次 2問中學x10人

﹦20人

2
20人X4次﹦80人次

學生小計 1280人次

中學生教育活動

10間中學x每班30人x4班x2級

﹦2400人

2400人x1次

﹦2￠00人次

中－及中二

「擴翼」工作坊

每班1次

共八班

10

l200人x1次

﹦1200人次

10間中學X每班30人X￠班X1級

﹦1200人

中三

「擴翼」工作坊

每班1次

共四班

10

2400人x1次

＝2400人次

「擴翼高飛」週會 10間中學x一級120人x2級

﹦2400人

兩級1次l0

l00人x8次﹦800人次「擴翼小組」 每組8次 l0間中學X10人﹦100人l0

120人x8次﹦960人次「擴翼大使」 每組8次 10間中學X12人﹦120人l0

600人X5次

﹦3000人次

展口
叩

作生學 每校5次 10間中學X60人﹦600人l0

10760人次學生小計

學生總計 12040人次



少

老師培訓活動

如何培育學生的抗逆力﹣

老師培訓工作坊

活動總結分享會

教材套

家長教育活動

如何培育子女面對逆境﹣

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l0.財政預算

∣項目及內容
∣1.職員開支
∣I.職員薪金﹑強積金

l0

500

l0

社工至少5年經驗】負責統

籌、設計並推行視覺藝術為主

的活動》需懂視覺藝術介人手

法、正向心理’及了解學校運

作及需要‧（5／16﹣』／18）

社工至少5年經驗’負責統

籌﹑設計並推行戲劇手法為主

的活動’需筐戲劇教育的介人

手法﹑正向心理’及了解學校

運作及需要。（5／l6﹣帆8）

2。服務

I‧藝術專才薪金

編寫劇本

戲劇表演採排》需有戲劇教育
的訓練

戲劇表演演員薪金,需有戲劇

教育訓練,負責表演及帶領學
生討論

Schedule1P。!7

2次 l0間中學X5人﹦50人

2次 30人x2次﹦60人

/ 500問中學Xl0人﹦5000人

老師總計

每校1次 l0間中學X20人﹦200人

家長總計

總服務人次

50人x2次﹦100人次

30人X2次﹦60人次

5000人次

5160人次

200人x1次﹦200人次

200人次

12040+5160+200

﹦17400人次

∣單價（﹩﹚∣數量 ∣小計﹙﹩﹚∣項目小計（＄）

27615

＋5℅

強積金

27615

十5℅

強積金

4000

800

2￠月

24月

l劇

4人 15小時

800l4人l.5小時l0間中學

刪

695898

695898

100000

￠000

480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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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般開支

I.中學生教育活動

l中－及二工作坊活動物資
∣中三工作坊活動物資

1g1200

l0間中學

l0間中學
刪
-
柵

450
-

450

36000
-

l8000

中四及中五週會戲劇道具及物

資
l0間中學 200002000

∣中三及中四小組活動物資

∣中三及中四大使活動物資
∣校內展覽物資

Ⅱ.老師培訓活動

老師工作坊活動物資

總結分享會活動物資

總結分享會場地租金

教材套設計

教材套校對

教材套印刷

Ⅲ家長教育活動

∣家長講座物資
Ⅳ.參考書

v雜項（文房印刷、郵費、交通）

VI.審計費

4應急費

8節

8節

l0間中學

10問中學

l0間中學

l6000

l6000

3000

200

200

300

10間中學

2場

4小時

1次

1次

1000本

3000

3600

3200

10000

10000

25000

300

1800

』00

10000

10000

25

2場

10間中學

4本

/

/

皿
Ⅷ
一
Ⅷ
咖

型
刪
耐
咖

8700

l691700總數∣

11’交報告時問表

財政管理計劃管理
|

報告到期日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曰

中期財政報告

l/5/2016-31/10/2016

計劃進度報告

l/5/2016-31/10/2016

30/11/20l630/11/2016

中期財政報告

l／ll／2016﹣30叫／2017

計劃進度報告

l／11／2016﹣30／』∕2017

31/5/201731/5/20l7

•

中期財政報告

l/5/2017-31/10/2017

計割進度報告

l/5/20l7-31/10/20l7

30/1l/20l730/11/2017

財政總結報告

l/5/20l6-30/4/2018

31/7/2018計劃總結報告

l/5/2016-30/4/2018

31/7/20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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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評估及檢討

評估方面將按活動性質分三種包括:－次性活動,及小組和大使活動。

1.一次性活動的評估’主要是按評估活動目標及目的為藍本而設計’直接參加服務的學生、家長及老師

均需填寫及抽樣接受訪問,檢討活動是否已依計劃完成。

2.小組活動,是針對增強學生自我形象及調節情緒的能力’所以’活動檢討將採用「羅森格自信心量表」

及「貝克憂鬱量表」,參加活動的學生需於小組前後填寫,從兩次問卷調查結果的差異評估學生的進

展;

3’大使活動’則著重解決困難的能力及與其他人的聯繫’而來自台灣發展的一名為「青少年復原力量表」

正包含了上述兩重元素。參與的學生亦需要於活動前及後分別填寫》並從兩次結果的差別來檢討他們的

能力有否提昇。

4老師觀察分三個層面。第－’於完成－次性活動後,邀請負責老師就導師的帶領及同學的參與給予意

見;第二’於小組及大使活動後’向負責老師了解同學參與後的成長;第三’於個別學校完成整個計劃

後,與負責老師作檢討會議’了解不同活動的成效。

夕

13.宣傳方法

本單位曾於2013-2015年度舉辦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活動’透過以下網絡宣傳計劃十分成功。因此,本計劃

亦將原用以下方式給有興趣的學校報名參加。

1.本機構學校社會工作部服務觀塘區十所中學’合作關係良好。學校社工已相當掌握學生的需要,故此’

本單位將向學校社工同事簡介是項計劃詳情’再由學校社工協助推介給合適的學校參加。

2.除上述的十所中學外’本單位曾與區內外中學合作’學校對本單位提供的服務十分有信心’有一些學校

更表示如本單位申請任何基金舉辦活動,都希望有機會參與。因此’如計劃獲得撥款’本單位將到訪渲

些學校,向他們推廣計劃。

3.舉辦公開簡介會及工作坊,介紹計劃的理論架構及活動手法。期望藉此除宣傳本計劃外’更期望向更多

學校推廣如何協助學生增強抗逆能力。

1斗.資產運用計劃

數量∣ 總值

(HK$)

I

理據建議的調配計劃類別 項目／說明

成為本軍位設計

活動詳情的藍

本。抽取當中內

容製作成工作

紙、投影片﹑或

筆記。並在老師

培訓工作坊可展

示給老師作曰後

參考。

計劃完成後’參

考書仍然保留於

中心,供本單位

及其他青年服務

單位如學校社

工,於後往舉辦

其他學校活動時

縫績使用。

書籍將存放於本單位的

害櫃內,供社工同事參

考用。

害籍∣計劃參考書籍錘
祀

雲
﹦

＝
﹁

參
』﹦
里

計 4|$l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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