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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對象:(a)界別 : 中學 (b) 學生 : (1) 初級預防活動約513人 (中一至中四級) (2)次級介人活動約20人(中一至
中二級) (c)老師:約6 0人 (d )家長:約100人

註劃畫

。)計劃需要
(a)請簡要說明計創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劉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1. 及早識別及支援抗逆力低之初中學生;
2. 有別於現行各種「初級預防J (pr imary P rev en tio n)計剖，即對所有學生作一般性預防，本計創建議先以問卷

了 解學生的需要， 同時諮詢教師及 駐校社工的觀察建議，最後揀選 20名有需要學生，提供點對點到校r:次級
介人J (Seco nd ary ln terv en tio n)支援活動;

3. 提升學生抵抗及處理逆境能力及各種促進精神健康的保護因素;
4. 提高支援學生成長人士(家長及老師)對學生的抗逆力的認識及掌握提供支援的技巧。
(b) (i)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回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
回 其他(請列明 ) : 提升學生抗逆力，增強正向生命能量
(ii)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 i)中所提及的需要。

回 學校發展計劉:參與學校的 周年計劉關注事項包括支援學生成長，提升學生自我形象，籍推行「尊重生命 ，
逆境同行J(r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 )，識別及支援有需要學生，並提升學生抗逆力，增強學生正向生命能量。
因 調查結果:參與學校於2016年開始為高中學生進行精神健康問卷 調查，調查顯示，接近 學生表示經常感
到焦慮及壓力過大 ，大部份與學習、人際關係、家庭等問題有關。 教師亦留意到各級部份學生 . 

，再加上社會學童自殺個案不斷，情況令人擔心。 而初中方面，透過學
校社工和教師的觀察，發現校 內中一學生需要較多的支援以助他們加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而中二及中三學生
所面對的成長和學習挑戰越來越多 ，因此需安排針對提升抗逆力的活動讓學生參與，而壓力管理工作坊則有助
高中學生學習運用合適的方法舒緩面對公開考試的壓力，而學校亦會運用其他資源為中五中六學生舉辦減壓工
作坊等教育活動。

回 文獻研究綜述: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普遍。高達 11.32%的青少年患有臨床診斷標準的精神健康問題( 如，
抑鬱症和焦慮症)( Lam et al 2015)。 近期三個大型獨立調查用非臨床診斷工真發現，40%到6 0%的香港青少年有
抑鬱症狀 ，較國外多一半(美國: 28.7% ;墨西哥: 14.8%)。
青少年抑鬱是預測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高達70%到90%死於自殺的青少年在生前被診斷出
精神健康問題(主要為抑鬱) (E sp o sito & Cl um 2002)。 外國研究指，約十分之一的抑鬱症患者最後以自殺結束生命
(Amer ican Asso ciation  o f  Suicidolo g y  2014 ) 。

次級預防旨在篩查出需要提高精神健康的人群 ，並對這些有需要的人 士進行有針對性的支援，從而減少患病風
險。 相較於初級預防，次級預防真有高效益低成本的優越性。研究已經顯示，對青少年抑鬱的次級預防項目的
效果比初級預防項目顯著(Ho ro witz& Garber 2006 )。目 前，全世界有很多針對青少年開鬱的次級預防項目已被開
展。 例如，The Penn-Resil ien cy Prog ram (PRP ;  Gill ham et al .， 1990)篩查出高抑鬱傾向的學生 ，為他們作出支援，
並改變他們對負面生活經歷的看法，以及這些事件所引發的情緒問題。 該 項目有效提高了青少年面對負面生活
經歷的抗逆力及預防了抑鬱症狀。
以往研究顯示，自尊、自我效能戚、社會支持、積極情緒、積極的壓力和情緒應對策略與低抑鬱水平有顯著的
相關性 (Bro wn et al 1986 ;  Gerber et al 2013 ; Muri s 2002 )。 這些都是青少年抗逆力的來源和預防精神健康問題
的保護因素，也可用來預測和預防青少年抑鬱情況。
回 學生表現評估:透過識別工具(建議修訂HKSIFl .l 問卷 )，以及教師、駐校社工的恆常觀察，邀請抗逆力較低、



支援網絡較弱之學生參加「抗逆力培訓IJ 計割。
回 相關經驗:計創將參考過去已驗証的「成長的天空」 之學生需要篩選問卷和活動程序而設計。突破機構、香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公共衛 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及香港小童群益會自 1996年受社會福利署委託 研發「次級預防」項
目﹒ 成長的天空計劉(中學 )，及後於 2001至 2004年 間把計剖 推展至小學，團隊成功制訂出「香港學生資料表格」
的評估工具以識別青少年的發展需要，及發展出一套全面的成長輔導訓練計創。 現峙，成長的天空計劉(小學 )
每年於超過 200多 間小學進行，並由超過 20 間社褔機構提供支援。研究，顯示計劉能提升學生的抗逆力、自尊、學
習熱誠等保護因素。

(c)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 /或 補足學校現行的做法，以促 進學校發展，滿足
其獨特需要 。
1. 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與次級介入(Secondary Intervention) 
多年以來，不少本地及外國學者均強調「初級預防」 和「次級介人J '兩者必須並重， 同時實施。 及早進行「初
級預防」 可照顧較多學生，但支援較普遍，未能有效針對學生的需要。國際文獻己指出「次級介人」成本效益
遠高於治療式及補救式的工作，避免個人因問題產生後所造成可能永不磨滅的創傷。「次級介入」 亦為預防自殺
提供了新的方向，如提升學生抗逆力、促 進「正向認知」、「正面思維」 及「享受生活J' 並建立正面文他。
2. 抗逆力(Resilience)
過去本地應用以CBO (Co mp etenc e， B el o ngi ngness， Op timi sm) 作為發展及培養抗逆力的框架，但經過 多年實踐，
本計創將更新有關概念為 CBB (Co mp etenc e， B ond ing， & B el ief) ，更加人提高抗逆力的元素，如叮，唸e叫l仟f-e臼s t忱e臼e m"
“唸S臼制el仁f- effi c臼a c叮y"γ，‘‘'F am川n叫i l句y s仇叫up仰port鬥t"， and “P os圳it圳tiv e a何倪ec叫 t" ， 同時亦利用「認認、知行為首訕訓11練J (CBTη ) 的手法提升學生抗逆
力，以有效解決他們成長及精神健康的困擾。

1. 個人能力與技巧 (Co mp et en ce) 一通過「培訓刷版J (Exp erien tial L earn ing and T raining)來裝備 /提升個人
能力來處理減低或 克服逆境帶來的損害

11. 內在 個人正面及積極的信念與力量 (B el iet)一利用「整理經驗J (E xp erien ce con sol id atio n )在 不 同活動歷
程中對個人之反省及 檢視，以建立個人/未來的信念

iii. 外 在 的支持及資源 (B ond ing ) 一透過「策略J (Strategic all y  netwo rk b uild ing)以協助建立不 同的支援系統，
包括; 家庭 /家人、社區 /社區人士、學校 /老師、 同學 /朋輩等等

徊。計劃可行，陸
(a)請描述計割的設計，包括:
(i) 方式/設計/活動(申請人宜提供計創/活動的安排，或提供教學的內容。)
1. 計剖得到校長的認 同，並承諾與本中心合作 推行校本活動，應對有需要學生的成長需要。
2. 計劉將由本中心與學校共同協作 推展，本中心會提供充足人力資源，以確保計劉內的活動能按時完成。
3. 使用以成長的天空(UAP )為藍本，更新篩選工具(Sc reeningTool )及真實證的校本程序 。
4. 計創中所聘請註冊社工真備學校工作的經驗，能與校 內各持份者維持有效的溝通合作，亦具備具體執行計劃

的能力及技巧，而本中心具備專業國隊，包括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及資深註冊社工，為計創所聘請
的社工提供支援及督導，確保服務質素及成效。

5. 由於計劉包括初級預防及次級介入的工作，根據過去的經驗所得，推展計創時可減低對參加學生的標籤效應，
有助有需要的學生接受及參與計創。

(ii) 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 11/2017軍10/2018

月份 /年份 內容 /活動 /節目
9/ 2017-

計劃 前預備:學校聯繫及籌備﹒了 解該校學生的需要，商討合作細節和擬定活動內容10/2017 
1 0/2017 計剖前預備:學生需要調查

日期: 10/2017 
具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透過識別工具(建議修訂 HKSIF l.l間卷 )，以及教師、駐校社工的恆常觀察，邀請抗逆力較低、支
援網絡較弱之學生參加「抗逆力培訓IJ計創。
對象、人.數及挑選準則:中一至中二全級學生 (約 259人)

3/ 2018 活動名稱:教師培訓﹒認識青少年常見的精神健康困擾及支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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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 1/3/2 017 (共l 節，約1.5小時)
具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1) 讓教師認識計劉的理念及執行詳情;
(2)透過互動講座、體驗遊戲、討論解說及影片播放形式，讓教師認識青少年常見的精神健康困擾
及支援服務，同時教導教師運用「抗逆力」觀念，支援學生學習面對逆境的態度及方法 ，以助學
生建立正面及積極的信念和力量。
對象 :全 體教師 (約 60人)
講者 :由計劉所聘請的詮冊社工主持

11/2 017 - I 活動名稱 :í正面思維」心理健康 講座
10/2 018 I 日期 : 11/2 017- 10/2 018(共3次，每 級約1小時)

具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1)透過互動講座、體驗遊戲、討論解說及影片播放形式，讓中一學生認識面對環境轉變(小學升
上中學 )最常出現的適應困難 (學習問題、 人際關係等 )，以及其對應的 解難方法，如建立正面的社
交支援網絡 ，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戚 ，訂立目標等。
(2)透過邀請嘉賓分享曾面對的逆境，讓中二、三學生建立「抗逆力」觀念 ，學習面對逆境的態

度及方法，以建立正面及積極的信念和力量 。
(3)透過互動講座、體驗遊戲、討論解說及影片播放形式，讓中四學生認識壓力和負面情緒的來源 ，
並透過認識認知行為模式(CBT )，了解情緒是受人們對事情/事件的看法/信念而改變，學習以積極
的思考方法減低負面情緒產生; 同時學習壓力管理的方法，例如調整合理的期望、培養良好的作
息習慣、認識想法影響情緒的認知行為概念、介紹身心鬆她練習等。
對象、人數及挑選準則:
中一全級學生(約 132 人)
中二至中三全級學生(約2 56人)
中四學生 (約12 5人)
負責人員: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計劃及統籌
講者 :
中一 講 座: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主持
中二至中三 講座 :邀請著 名運動 員或校友擔任分享 講者
中四 講座 :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主持

11/2 017- I 活動名稱 :家長心理健康 講座
10/2 018 I 日期 : 11/2 017- 10/2 018 (2 節，約1- 1.5小時)

真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因應不 同級別學生的特質和需要 (分初中及全校家長各一場)，協助家
長認識子女的需要、生活處境、壓力來源等 ，並讓家長認識培養子女面對逆境的態度、提升子女
情緒管理的能力、支援子女適切處理情緒壓力等問題，以及改善親子溝通的技巧。
對象、 人數及挑選準則 : 全校家長 (約100人)
負責 人 員: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統籌及主持

11/2 017- I 活動名稱 : 逆境同行挑戰計劃
8/2 018 I 日期 : 11/2 017- 8/2 018 

真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
透過 15節 小組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需要及強項，並學習認知行為模式，提升正面的思維模式，處
理壓力技巧及 解難能力，從而提升抗逆力。

成長小組 (6次，每 次約 l 小時 15分鐘 ，共7 .5小時):透過互動授課、體驗遊戲、討論解說及影
片播放形式 ，讓學生學習建立 人際關係、處理衝突、 解決困難及計劃將來的技巧 ，並以培養學生
積極樂觀的態度為基礎 ，發展他們獨立自主，隘的能力。
營地訓練 (1次 2日 l 夜宿營或2 次全日營地活動，約12 小時活動): 透過以「體驗式學習」的歷
奇 體驗活動，讓學生親身 體驗自身擁有的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能力戚和自信心。再者，學生在
參與的過程中獲 得的實際經驗轉化成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例如領導才能、團隊精神、人際關係'
解能技巧等便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義工服務(3次，共 6小時) :安排學生參與義務工作 (1次 ，約3小時)，例如，為長者舉辦節日慶
祝活動，讓學生可為社區有需要幫助的 群體作出貢獻，從而建立他們「有貢獻」 的滿足鼠，並且
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戚。學生需於義務工作前參與 2 次籌 備訓練及會議(每 次1.5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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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1次，約 3小時):透過親子協作活動，協助營 造關懷、正面期望及參與的家庭抗逆力
文忱。

戶外活動(1次，約 6 小時) :安排學生參與團體 合作及具解難元素的戶外 活動(低結構活動)， 以鞏
固他們在營地訓練所 得的體驗。
對象、人數及挑選準則 : 透過識別工具，以及教師、 駐校社工的恆常觀察，邀請抗逆力較低、支
援網絡較弱之20位中一至中二學生參加。
負責人 員 :由計劉所聘請的註冊社工統籌及主持
導師 :聘請營地教練擔任導師負責營地訓練的部分活動

1112017- I 活動名稱 :逆境同 行家長工作坊
8/2018 I 日 期 : 11/2017-8/2 018 (1 節 ，約2小時)

真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透過互動講 座、 討論解說及影片播放形式 ，增強家長協助子女提升抗
逆力的能力及技巧 。 同時，社工亦會於工作坊 內個別向家長 講解子女在小組的表現，令家長可從
可多角度了解及欣賞子女的進步， 並 就著個別家庭的需要， 提供提升親子關係的建議 。
對象、人數及挑選準則 :邀請逆境同 行挑戰計劃的學生家長及其他有需要家長參與 (約2 0人)
負責人員: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統籌及主持

11/2017- I 活動名稱 r 正面思維」宣傳海報
1 0/2018 I 日 期 : 1112017- 1 0/2018 

具體 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 透過於全校每個課室內及走廊、 樓梯、 升降機、有葦操操場等，張貼
「正面思維」的宣傳海報( 合共4 款，上下學期各兩 款 )，強他全校教師及學生積極正面、珍，惜生
命及關愛校園訊息。
負責人 員 :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統籌

1112017- I 活動名稱:提升抗逆力活動 周
7/2018 I 日 期: 11/2017- 7/2018 [於午飯時 間 內進行， 合共4次 ，每次約 1小時 ]

具體 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由于土工帶領參與「逆境 同行挑戰計劃」的學生，共同設計及於午間主
持活動 周的攤位活動，以提升全校師生對抗逆力及正面正活的認識。
對象、人數及挑選準則: 全校學生及教師
負責人 員 :由計劃所聘請的註冊社工計劃及統籌

9/2018- I 活動檢討及評估、撰寫計劃報告
1 0/ 2018 

備註:本機構將採取安全措施確保計劉參與者的安全，以及遵守教育局(戶外活動 指引〉和其他 相關的安全指引。

(b)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創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 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 (時間、類別等 ): 

全校約 60位教師參與培訓 工作坊，協作識別學生需要及提供支援等，並為有需要的學生作出轉介。
(ii) 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 :回 協作者回 服務受眾
本機構將與協作學校共同 訂定、策劃並 推行計劃活動。如在計劃期 間辨識到潛危學生 ( 如需要個別輔導的學生)， 
計剖人員將把該等學生轉 介至校 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團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作即時跟進 。

(c)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200‘000 7r.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項目 款額($)
i)員工開支 一位兼職註冊社工 $146，3 07 

(12個月薪金連強積金)

ii)服務 成功人士抗逆分旱 $1，040 
(中二、 一學生， 1節，共l小時)

嘉賓費用($1，040/小時)
逆境 同行挑戰計劃 $18 ，9 00 

理接

須具備社會工作學士學位或以上、真 相
關工作經驗及計劃管理經驗。
負責統籌行政工作，並設計及執行各項
教育及訓練活動 。 另外，本計剖社工需
與校長及教師保持良好的溝通，並且能
為學校人員提供諮詢建議。
邀請著 名運動 員或校友擔任分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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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訓練
交通 ( $2，000)
營地租 用 ( $7 ，000) (包括 20位學生及
3 -4 位導師)

. 設施借用 ( $2，500)
教 練 費 用( $500/小 時x4小 時=
$2 ，000) 

義務工作
交通 ( $1 ，500)

戶外活動
交通 ( $1 ，500)
場地借用 ( $2，400)

「正面思維」宣傳海報 $1，500 
設計及印刷費

iii) 一般開支 學生心理健康講座( 中一學生， 1 節) $3 ，100 
壓力管理講座(高 中學生 ， 1 節)

. 活動物資
家長 講座及工作坊 ( 2節) $4 ，000 

活動物資
逆境同行挑戰計劃(15節) $6 ，560 

. 成長小組活動物資( $200X 6 節)

. 營地訓練活動物資 ( 訓，500)

. 義務工作活動物資( 訓，360)

. 親子活動物資( $1 ，500)

. 戶外活動物資( 凹，000)
教師工作坊 (1 節) $2，500 

活動物資
提升抗逆力活動週 $10，500 

活動物資
雜項 (如:交通費、影印文具) $593 

iv) 審計費用 審計費用 $5，000 

申請撥款總額($): $200，000 
備註:在選擇服務供應商 時，須遵照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進行報價或投標 ，確保採購程序是
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

(111) 計劃的預期成果
( i)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回 觀察:觀察學生參與計劃活動的興趣及表現 。
回 重點小組訪問:訪問教師 /學生，收集對於 推行計劃及成效的意見。
回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 調查:對被篩選出來參加次級介人的學生，量度他們抗逆力的改變 。
回 學生表現在評估 中的轉變: 80%或以上的參與學生提升了抗逆力。
備註:為使計割的成效得以加強和延續，本機構將在計割完成 後，向校方提交 前測和後測的實證和 數據，以便
學校 跟進。

( ii)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
回 學與教資源:計劃期間所 設計的活動內容及教材均會在計劃完結後整理 ，並交由學校繼續使用
回 教材套: 計劃期間所 設計的活動內容及教材均會在計劃完結後整理，並交由學校繼續使用
固其他(請列明) :製作「正面思維」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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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遲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IIJ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 間
計劃進度報告

1/11/2017 - 30/ 4/20 18 

計劃總結報告
l几112017-31/10/2018 

(v) 資產運用計劃
不適用於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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