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戶， '‘
_<l-- 優 質 教 育 基 -:?: M:FRJC ‘三‘Qllali川ucal川IIll

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5/0226 

甲部

計劉名稱: 由『心n出發:一個結合藝術治療與學校輔導以提升中學生個人成長的計劃

機構/學校名稱: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計創進行時間:由 "。16 (ftJ/紛至

乙部

8/2017 

填寫此部的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部總結報告壞寫指引.10

諧另頁(A4農民)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l 達成目標
2 . 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創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劉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月l年)

計劃負責人姓名: 一登過金 受款人姓名* 持If做
簽名: 一一一

tιJYht7 日期:

簽名:

日期: {b.';v' Ì/òc7 

可十童自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劉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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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否達成目標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遠標程度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標

的活動 的證據或指標 的理由

為學校輔導引人藝術治療 . 中一情緒及個人成 完全達到 問卷調查
新元素，多兀地關顧學生 長工作坊 個別訪問
的心理需要 觀察

支持學校的中一新生輔導 .教師大使工作坊 完全達到 問卷調查
工作，培訓高年級學生領 個別訪問
袖關愛中一新生 ﹒學生大使工作坊 觀察

. 中一講座

.中一情緒及個人成
長工作坊

促進教師的個人及專業 .教師大使工作坊 完全達到 出席人數
發展 問卷調查

促進學校之間輔導工作的 .聯校分享座談會 大致上撞到 出席人數
交)]it&分享 觀察

2. 計劉影響

本計劃開展之前，大部份參 與的師生均未接觸過藝術治療，而透過這個計創，他們不單對藝術
治療有所認識，並親身見證到藝術治療的成效，甚至敢發他們日後從藝術治療的角度去思考和
處理難題，進而令他們在這方面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對有志於從事學生輔導的教師來說，本
計剖亦為他們帶來一個新路向，可以考慮進修藝術治療作為日後處理學生問題的其中一種有效
工具。就學校整體而盲，本計創引導參 與的學校建立關愛的文化，並透過網上平台為學校與學
校之間提供新的分享及協作機會。

四所學校的老師大使均為校內的輔導組成員或輔導老師，他們認為透過此活動更明白個別中一
生的需要，並藉此活動引發學生對自己成長方面有更深人的討論。但本計創未有跟進老師如何
協助或輔導個別有需要的個案。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受款人 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表二的預算核對表，與報告一併遞交。 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
參 照附件二。

作為一個試驗計創，各方面的資源均有莫大限制，目前難以評估能否還用更低的成本向其他學
校推行類似計創，而保持計劃資料的延續性亦只能透過互聯網頁上的分享，暫時 未有額外的資
源讓計劃在完結後繼續發揮其影響力及推廣至其他學校。

v 可



表二:預算核對衰

預算項目

(根據協議書附表!!)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服務(合共$78，325)

輔導員
計創助理

一般開支(合共$47，675)

工作坊(學生大使及教師)、
工作坊( 中 一學生 ) 、校內展
覽、

聯校分享會、
資源光碟
審計費
CUHK行政贊

總額: $126，伽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見表三

(甲) (乙)

' 

$72，∞o $72，∞o 

蹈，325 $6，215 

$26，241 $26，549 

蹈，∞o $5，故泊

$16，434 $16，434 

$126，α刃 $126，198 

表三:計割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寰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種類、名

及推廣價值評鑑
(例如額式、日期等)

稱、數量等) 及反應

網上資源 可議參與的四問 中學 以 於2017年8月於 中大
外的學校就如何運用蟄 . 網頁內發放
術治療協助中學生進行

$ 自我認識及輔導有敢示

變更

[(乙)-(甲)] / (甲)
+/一%

0% 
-2% 

1% 

0% 
0% 

0%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鐵推廣模式

一 一 一 一一一叫“. . �. 一 一←一



5. 活動一覽表
講列出計制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有IJffP!4可皮革抑件內

表白的桔式，或以簡短段落形式書寫)。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例如座談會 ((ft如日期、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主題、地點幫 (請註明)
表演動

教師大使工作坊 03/09/2016 4 14 100%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
09:30-13:30 意」工作坊內容實用、豐富、有
香港中文大學 趣，並認同工作坊有助提升他們

對心理學及藝術治療的認識和專
業及個人成長。他們均表示會考
慮在日後工作上應用工作坊的活
動。(附件1) 

學生大使工作坊 馬陳端喜 4 5 約t成半受訪者「同意」或「非
01/09/2016， 常同意」工作坊內容有趣，認同l
02/09/2016 自己在工作坊投入參與活動和討
13:30-17:30 論。同時，他們認同工作坊有助

中聖書院 6 增加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並讓他l
們對J心理學及藝術治療有基本的

。7/09/2016，
認識和體驗。若將來有同類工作09/09/2016 

14:00-18:00 坊，他們均表示有興趣參加。(附
件2)

譚李麗芬
4 

10/09/2016， 
17/09/2016 
09:30-13:30 

高雷
6 

21111/2016; 
28111/2016 
16:00-18:00 



中一講座 信草草臨芬
16 

1 6: 1 0-1 7: 1 0 

中聖書院
13/09/2016 

1 5  :30-16:30 

高雷
06/10/2016 

14:55-1 5:40 

l此乃額外安排 譜中一生
識計創的內容及安排上的細節

14 157 

5 

60 



同

中一情緒及個人 譚李麗芬 4 4 33 綜合共164位學生問卷調查的結 |
成長工作坊 23/09/2016 果，學生在「抗逆力 」 和「希望 |

14:55-15:55; 戚」兩個範疇的平均分在工作坊
21/10/2016 後均有輕微的上升，前者增幅為13:55-14:55; 

2.叭，而後者為0.36.唯兩者的增0411 112016 
幅在統計學上並無明顯的差異。13:55-14:55; 

18/11/2016 此外，學生的自評解難能力、受
14:55-15:55 他人的支持和幫助的程度、對中
中聖書院 61 一適應中一校園生活的信J心在工
07/10/2016; 作坊後均有輕微的上升，然而它
21/10/2016; 們的增幅在統計學上亦無明顯的
28/10/2016; 差異。
16/12/2016 
16:00-17:00 

綜合共62位學生個別訪問的結
馬陳端喜 48 

果，他們喜歡工作坊的原因包(A組) 括:). 表達形式特別、2. 鼓勵同0311 0/20 16; 
儕互動、3. 促進自主、4. 增強 自19/10/2016; 
我認識、5. 有助調節情緒和6. 燃0911 1/2016; 

1611112016 點對藝術的興趣。部份受訪學生
16:00-17:00 完成工作坊後在身體、社交、學
(B組) 習和心靈四方面有以下改變，包
05/1 0/20 16; 括:(身體)更覺察自己的身體;(社
2611 0/20 16; 交 )願意開放 自己、結交新朋友，
09111/2016; 學會互 助和以禮待人; (學習 )發掘
16/11/2016 

自己的潛能、提升學習動機、訂16:00-17:00 
立學習目標; (心靈 )學會控制情(C組)

12/10/2016; 緒、處理街突、人變得比較冷靜
31/10/2016; 和開朗。
14/1112016; 
16/11/2016 
16:00-17:00 
高雷 22 
09/02/2017 ; 
16/02/2017; 
23/02/2017 ; 
02/03/2017 
14:55-16:00 



展覽 4 

院書
巧

聖
叫

中
歐

馬陳端喜
8/4 

中大 4 7 
除正式的聯校分享會外，四校的
負責老師亦有至少兩次的互相到

展覽

6. 困難及解決方法

本計劉(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版本大致上相同。



世: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自「心」出發:一個結合藝術治療與學校輔導以提升中學生個人成長的計創
教師大使培訓工作坊

問卷調查結果、 (n= 14) 

第一部份:參加者背景
性別 : 6 男 (43%)， 8女 (57 %)
職位: 3主任(當中 1位兼任輔導員)(21%)， 10教師(7 1%)， 1輔導員(8%)
教學年資:
在 10名教師當中，他們的教學年資如下 :
2人(20%)少於 5年， 1人(10%)6-9年， 2人(20%)10-14年， 5人(50%)15年或以上

第二部份:參加者回饋
非常不 不同意
同意

1. 我認為工作坊的內容實用。 。 。

2. 我認為工作坊的內容豐富。 。 。

3. 我認為工作坊的內容有趣。 。 。

4. 工作坊有助提升我對心理學及藝術 。 。

治療的認識。
5. 工作坊有助我的專業及個人成長。 。 。

6. 我會考慮、在日後工作上應用工作坊 。 。

的活動。

7 工作坊中我最喜歡/難忘/覺得最有意義的部份及原因:
身體繪圖(7 位)
互相寫信
有親身體驗的機會
從習作中再了解活動設計
人體繪畫，可多作自我認識(2位)
自我認識及探究
能透過各項活動認識自我
未來拼貼畫
大型活動印象比較深刻，而且活動鋪排有層次
有反思'繪圖再化成文字，內容豐富有趣

8. 工作坊帶給我在學校輔導及學生相處層面的靈戚/點子:

中立 同意 非常同
意

。 9 5 
(64%) (36%) 

。 7 7 
(50%) (50%) 

。 7 7 
(50%) (50%) 

。 9 5 
(64%) (36%) 

。 8 6 
(57%) (43%) 

。 10 4 
(71%) (29%) 

t 句，



音樂的運用
發掘學生內在能力的重要性
有些靈感/點子可在班中進行
能夠
未有
用顏色
運用不同方法，多些了解學生想法
大使培訓，生瀝規劃

9. 預計學生對藝術個人成長活動的反應及事前準備:
初時會不適應
準備材料
新鮮(2位)、好奇、興奮
反應:清楚了解自己
有些學生較害羞於表達自己

10其他建議/感想:沒有



世: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由「心」出發:一個結合藝術治療與學校輔導以提升中學生個人成長的計劃
學生大使培訓工作坊

問卷調查結果 (n = 21) 

第一部份:參加者背景
性別: 10男 (3 6. 4%)， 11女 (73. 3%)
年級:中三至中五

第二部份 : 參加者因鎖

11. 我認為工作坊的內容 有趣。

12. 我在工作坊投入參與活動和討論。

13. 工作坊有助增加我對自己的認識。

14.工作坊讓我對心理學及藝術治療有
基本的認織和體驗。

15. 若將來有同類 工作坊，我有興趣參
加。

非常不
同意
。

。

。

。

。

1 6. 工作坊中我最喜歡/難忘的活動及原因:

不同意

。

。

。

。

1 

(5%) 

毒自己的活動好難忘，第一次和朋友一起董對方
分享，因為其他同學的分享很有趣 (x2)
在顏色當中認識不同的情緒 (x2)
未來拼貼圖，知道自己未來想做的東西 (x4)

中立

2 

(9%) 
4 
( 19%) 
5 
(24%) 
5 
(24%) 
4 
(19%) 

(x 8) 

同意 非常同
意

15 4 
(72%) ( 19%) 
10 7 
(48%) (33%) 
12  3 

(58%) ( 14%) 
1 1  5 

(52%) (24%) 
8 8 
(38%) (38%) 

小結: 參加者對人體繪害最感興趣，認為能透過活動表建自己，同時享受與朋友互相華對-
5並於小組作分享。其次多參加者提及的思未來拼貼番，有助敢發自己未來發展芳向。亦
有參加者學會以顏色表達不!斤|情緒a

17. 我對自己成為學生大使的期望和戚受:
我希望可以和中一更投契，最好能幫助他們，希望以後可以再參加類似活動 (x5)
希望可以令更多中一新生投人校園 (x3) 
幫助人很開心，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x2)
好開心，可以對心理學更有認識，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似的
投入
成為聆聽者

/1、結:參加者期望能幫助中一同學投入校間，樂於校觸課夕|、知識(如心現學)、煩悶眼界也



' 、

可品產ZZZZZF質/優點，有助你執行大使的任務(如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在
願意幫助人，健談，希望可以透過這活動學習如何與人相處(x4)接受能力高(x2)
耐性
有照顧過低年級同學的經驗(x3)
說笑話
開朗活潑，有責任戚，能與同學玩耍罩畫好，性格開朗，幽默，有責任心(x3)N凶JG、
開放，可以有效與中一溝通

低年級同學的經驗 里豆豆

19.我希望計創導師和學校在以下的方面給我更多支持，5聽我對執行大使的任務有更大的信心:- 我希望屆時可以有雪糕吃，可以與導師做朋友，能夠傾訴。(x4)畫畫和溝通(x3)
更多活動(x3)
延長吃飯時間
增加活動，希望增進在這方面的認識(的)
自助餐，打邊爐，BBQ (x2) 

20.其他建議/戚想:
覺得很有趣，在這裡很舒服
可以讓更多人參與(x3)
縮短活動時間(x2)
BBQ'幫助聯誼

. --- " -' 



世: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由 「心」出發:一個結合藝術治療與學校輔導以提升中學生個人成長的計劃
中一學生 工作坊

活動成效

﹒ 量他數據: 抗逆力
希望廠

﹒ 質性: 自我價值、解難能力、接受他人支持/幫助的程度、適應中一校園生活的信心、在學
校令學生感到快樂和難過的事情

參與學校及人數 (119男，42女==164) 

瞌睡盟區噩噩醫遍重區量圖國疆軍
男生

女生

28 

19 

1 

共 48

抗逆力和希望屬

27 

6 

。

33 

圖圈圈戶一I示:三I
抗逆力1 . (前5J1U)55.48

‘(後測) 58.29 

希望戚2 (前測) 16.30 

. . :: (後測) 16.66 

22 

。

。

22 

16.791 -1.558 

6.245 -.532 

l問卷甲部項目1-35 '每題最高分為3 '最高總分為105。
2問卷甲部項目36-41 '每題最高分為3 '最高總分為30。

42 

17 

2 

61 

矗圓圓
>.05 

>.05 

兩者的平均值均有上升，而抗逆力的升幅較明顯，但數值上的改變在統計學上無明顯的差異

一 . -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司



自我價值

以10 分為滿分，整體上我覺得自己值 :

臨頭 國靨臨頭廠g富國理觀n
問卷乙部項目2評分 6.43 6.38 

學生的自我評分的平均值在活動後稍微下跌，但數值上的改變在統計學上無明顯的差異。

綜觀學生自我評分的原因，有超過三成人的回應偏向正面(如: r我覺得我聰明J、「我認識到很
多朋友」、「我對自己有信心」、「我戚覺良好」、「我樂於助人」、「我專注」等)。

有兩成人的回應偏向負面(如:r我沒記性j.' r我不樂觀」、「我缺乏自信」、「我在某方面未能做
好和容易發脾氣」、「我不夠好J、「我很少幫助他人」等)。

自評解難能力

以10分為滿分，整體上我認為自己解決困難的能力值:

læ數m月 -- lI毛澤 lf 平均值 (後測-
問卷乙部項目3評分 5.94 5.99 

學生的自我解難能力評分的平均值在活動後稍微上升，但數值上的改變在統計學上無明顯的差
異。

當學生被問及個人解難能力時 ，有超過六成學生採取內外歸因來解釋自己的解難能力。正面內
向歸因的例子包括: r我有很多想法」、「我覺得我很容易解決問題J、「我覺得我很聰明」、「我善
於解決問題」。而負面外向歸因的例子則包括 . r我不夠冷靜」、「我經常犯錯」、「我容易放棄」、
「我不是時常都能靠自己解決問題」、「我不懂怎樣聰明地解決問題」。

只有極少數的學生以他人來解釋自己的解難能力，如: r我在學校與朋友解決問題」、「我會找同
學/老師幫助」、「我甚少得到他人幫助」等。

自評對適應中一校園生活的信心

I伊:甘心叫 11平均每(胡門I
問卷乙部項目5評分 6.39 6.5.4. 

學生的評分的平均值在活動後稍為上升，但數值上的改變在統計學上無明顯的差異。



當學生被問及對適應中一校園生活的信心時，最高百份比(約兩至三成人)認為社交是最關鍵的因
素，如:r我有朋友的支持」、「老師對我好」、「同學友善」、「我遇到一個「大姐姐.1l '她很照顧
我」、「我覺得別人不尊重我」、「我沒有很多朋友」等。此百份比在後測有顯著的上升。

最少百份比(少於一成人)認為學業是影響他們適應中一校園生活的最關鍵因素， 如:r太多功
課」、「取得好成績」、「我有高平均分」、「我不肯定是否能夠升中二」等。

注意有近四至五成的回應未能分類 。

共62位學生(51 男、11女 )接受個別訪問。

訪問內容包括:
你最喜歡哪一節工作坊?原因?
a 你喜歡以這個表達藝術的活動形式來探索、認識和表達自己嗎?
b你認為這跟平日課堂或其他活動形式(如純交談輔導、團體遊戲)有甚麼分別?
完成四節工作坊，你有甚麼得著/改變?

學生最喜歡的工作坊(總受訪人數: 72) 
依次序為:

1 . 身體繪圖(共39累)
2. 我的未來拼貼畫(共20票)
3. 我的Pizza :顏色輸(共9票)
4 . 解難漫畫(共4票)

學生對工作坊的回應

部份學生喜歡表達藝術活動的原因

特別的表達的形式: r用較間接的方式J，r有時候難以用言語表達」、「有創意，別人需要猜我的
芒吾 回 -

孟晶動:r平時上課互動較單向」、「分組工作」、「容讓同學在班 上做分享」、「鼓勵分工合作(如:
害羞的同學負責寫，外向的同學負責匯報」
促進自主:r自由設計」、「平時上課由老師主導」、「不用跟隨既定框架J、「能為自己的創作做主」、
「平時上課只顧抄黑板」

增強自我認誡. r刺激我思考(如:我喜歡怎樣的生活、我夢想的未來)J
有助調節情緒
燃點我對藝術的興趣:r我喜歡視藝。 活動有助歐發我創作自己的作品」

部份學生認為此工作坊與平日課堂或其他活動形式的分別
比較輕鬆:r不像平日上課般要達到一定要求」、「在較少壓力下我的記性更好」
比較有趣
容讓同學在課堂上傾談/走動/自由分姐
在學習和玩耍中取得平衡



受訪學生在四節工作坊後的改變

身體
「覺察自己的身體，睡眠更充足。」

社交
「結交新朋友。」

願意多開放自己。」
「明白朋輩互助的重要。」
「學會以禮待人。J

學習
「我變得更有動機學習。」
「我發掘到自己的潛能。」
「我訂立了學習目標。」
「我找到自己學習上的弱點和解決方法。」

心靈
「我變得更冷靜。」
「我學會控制情緒。」
「我在學校裡更開朗。」
「現在當我與家人產生衝突時 ，我比較冷靜。 」

學生的建鐵/意見

時間安排:工作坊與課後活動的時間相撞、在堂上未有足夠時間完成作品(建鐵刪減活動，集中
完成卜2個活動)、希望有更多時間做分享、希望工作坊準時完成

增加互動活動vs. 增加個人活動:同學意見不一，但普遍支持前者
(在活動設計上宜考慮同學各有不同特性，有人喜歡群體工作，有人卻喜歡獨立工作)

加插不同的藝術元素:現行活動多以繪畫為主，建議加插其他活動，如: 摺紙

容許自由分組以結識其他班的同學

導師宜更嚴厲，如:要求同學清理好桌面才離開

一 .-



世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由 「心」出發:一個結合藝術治療與學校輔導以提升中學生個人成長的計創
聯校分享會

人數: 3教師，7學生

1. 我認為聯校分辜會的內容豐富。

2. 聯校分享會促進我與其他學校師生的交流和學習。

3. 我認為計劉總結的資料很有參考價值。

4. 我喜歡延續表達藝術治療體驗活動。

5. 整體而言，我認為本計剖開闊了學校輔導的可能性和
多兀化。

6. 如將來有類 似的學校輔導及表達藝術成長計創，我有
興趣參加。

其他回應:
﹒ 老師

﹒ 學生

給自己更多思考如何推行輔導
可以的話，計劉可加長一點，或加日營
有助更多角度認織學生

喜歡藝術治療的體驗
喜歡不同畫畫的活動
可以用畫畫表達我的目標
人體繪畫可讓我回憶童年
是次活動便沒有藝術細胞的人也可接觸藝術

非常 不同意 中立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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