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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泌的/0703 (修訂版)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2∞，胸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 -- 計劃書

計劃名稱 |計劃編號2016/0703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一沿途有你( r好心情@學校」微型計劃) I (由「網上計劃管理系統」編配)

基益重盤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 香港家庭福利會(協作學校: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受惠對象

(a) 界別:口幼稚園 口小學 回中學 口特殊教育信系韌聲，可教fjJf一賽第多廣j
(b ) 學生 :(1)初級預防活動約草OÁ (中二級)

(2)次級: 活動約 且主(中二級)
(c) 老師: 約旦主

(d) 家長:約2斗L

註劃晝

。 計劃需要

(a) 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1 . 利用有效識別工具，及早識別精神健康及抗逆力有較大需要的初中學生;
2. 本計劃以「初級預防」及「次級介人」手法，r初級預防」會對指定級別學生作

全面預防教育工作，r次級介人」會以識別工具甄還有較大服務需要的學生，提
供校本支援活動;

3. 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戲，以加強他們處理逆境能力，促進精神健康;
4. 支援家長及老師對學生精神健康及抗逆力的認識及掌握應對技巧。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請獄還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口 提升學與敦，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回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戚發展
口 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回 其他(請列明) :提升學生抗逆力，增強正向信念及自我效能感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 )(i )中所提及的需要。

(請寄j選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回 學校發展計劃:
1. 20 16-17年度，學校的關注事項包括:提升學業成績，培育學生自主學習;

鼓勵學生投人校園生活，加強學生歸屬戚;建立學生正面價值觀，培養健
康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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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本年度輔導組的目標包括:協助同學加深自我認識，建立積極人生

觀和健康的自我形象，達到自我提昇的目的。引導同學經常從實踐中學習
自行檢討得失，從錯誤或失敗中汲取教訓，達至自我改進。發展同學互相
幫助、關心及服務社群的精神。促進與家長的溝通，改善管教子女的方法。
強他輔導老師的輔導知識及技巧。

回 調查結果:
﹒-

• 

-.: 

根據以上數據顯示本校學生對認識精神健康及提升抗逆力相闊的服務有較大
需求。

回 文獻研究綜述:
﹒ 世界衛生 組織(2005)指出提升兒童及青少年在心理(如:自信，解難能力)、家

庭(如:親密的家庭關條)、學校(如:學習上成就帶來正面關U)及社會(如:參
與社區事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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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精神健康檢討報告(2017)指出，香港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患病率是16.4% ' 
報告建議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服務的支持下，提高青少年的抗逆能力，減
少精神病的因素，預防精神病的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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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osito & 

C1um 2002)。外國研究措，約十分之一的抑鬱症患者最後以自殺結束生 命
( Am 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 o1o gy 2014 )。

﹒ 次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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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針對性的干預，從而減少患病風險。相較於初級預防，次級 、具有高效
益低成本的優越性。研究顯示，對青少年抑鬱的次級. \.項目的效果比初級
預防項目顯著(Horowitz & G arb er 2006)。目前，全世界有很多針對青少年抑鬱
的次級 .}頁目已被開展。例如，The P enn-Res i1iency Progr am (PRP; Gillh am et 
al .， 1990) 篩查出高抑鬱傾向的學生，為他們作出平預，該項目有效提高青少
年面對負面生活經歷的抗逆力及預防了抑鬱症狀。香港尚未開展此類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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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rb er et a1 2013 ; Muris 2002)。

回 學生表現評估:
透過識別工真(如學生需要調查 (HKSIF 1.1) ，邀請較有需要(抗逆力較低、
危機因素較高)之學生及其家長參加本計劃。本計劃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允許
使用學生需要調查(HKSIF 1. 1)請防止具，立即歸航麓樂善堂資助香港中文大學優
俗語識別工真。
班主任、輔導主任及學校社工亦會鼓勵在校內觀察較有需要之學生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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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參加此計劃。

回 相關經驗:
香港家庭福利會自1971年起，為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駐校及人校服務，
對兒童及青少年以至其家庭需要有深入了解及豐富經驗。本會自1977年為東
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提供學校社工服務，一向與校方緊密合作並熟悉校內學生
情況。

﹒ 自2002年開始，本會在中小學推展成長的天空(中學版)及共創成長路，我們對
有較大社會心理青少年開展服務有豐富經驗。2015年共創成長路對本會開展
的活動研究數據指出，本會透過問卷甄選參加第二層(有較大社會心理的青少
年)的學生，在抗逆力、自我效能鼠、認知行動能力、生活滿意度、發展正面
與人及社區關條等均有正面轉變(t-value=司0.43 to - 2.08)。
本計劃將參考過去成長的天空(中小學版)及共創成長路(第一層及第二層培育
活動)的活動程序，推行「初級預防」及「次級 \JO利用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制訂的學生需要調查(HKSIFl. l)作為評估工具
甄還有較大服務需要的學生，參加「次級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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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預防與次級

不少本地及外國學者均強調 「初級預防」和「次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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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有效針對陸
學生的需要。國際文獻已指出「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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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次級 」亦為預
防自殺提供了新的方向，如提升學生抗逆力、促進「正面思維J ' 建立正面文他。

2. 加強抗逆力

抗逆輪 (Hend erso n& Milstein， 1996)指出提供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傳達合理而高的
期望，鼓吹關懷支持的氣氛，建立正面的連繫關條，設立堅定清晰的規範，教授
生活及社交技能，能有效提升抗逆力，營造抗逆文他。本計劃會透過抗逆輪的構
念，加強學生的自我效能戚、自尊戲、家庭和學校支持，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此外，我們通過「培訓周11練J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Training)來裝備/提升個人
能力來處理、減低或克服逆境帶來的損書。

3.提升精神健康認知度

本港對推行精神健康教育仍未普及化，有綜合分析研究(Kelly，Claire M.， Anthony F. 
Jorrn， and Annemruie Wright， 2007) 指出精神健康教育能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
知 ，有助他們減少標籤，提高自己及鼓勵朋輩求助比例。

4. 利用認知行為治療作為 ‘手法

本會有超過20年經驗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法幫助有情緒困擾的人士，效果顯著。外
國文獻研究(Ho agwood，瓦，& Erwin， H .  D. 1997)也發 現在學校利用認知行為治療法
對有精神健康的青少年，有明顯幫助。本計劃會利用認知行為治療法的手法 ，幫
助學生提升他們面向逆境的能力。

5. 識別/轉介潛危學生
計創主任與學校社工/輪難且創恃部司，對有個別需要同學 /潛危學生，計劃主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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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國隊、學校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ω 計劃可行陸

(a) 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 i) 方式/設計/活動(申請人宜提供計劃/活動的安排，或提供教學的內容。)
本計劃有別於一般初級預防，引入了次級介入，運用具科學質證基礎的甄別工具，及
早識別學生的需要，進行專業針對性的支援活動，並從以下兩個範疇內的四個精神健
康及抗逆力課題設計活動
1. 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自我意識 2. 提升學生應付成長挑戰的能力

(Self-awarene ss) (C om petenc e) 
1.1提升知識(Knowledge) 2 .1 提升抗逆力 (Resilie nce Building) 
�提升學生精神健康的知識 �通過「培訓尉11練J ( Experiential Learnin g 

a nd Trainjng) 及認知行為介人手法來裝
備/提升個人能力來處理、減低或克服逆
境帶來的損害

1.2去標籤他 (Norm aliza tion) 2.2建立支援網絡(Network Building) 
令以正向生命教育手法強化學生 �建立支援系統，包括:家庭/家人、學校

的精神健康 /老師、同學/朋盟等促進學生主動求助
�減輕標籤效應、 動力和及早識別

�提升家長/教師對精神健康的知識、處理
方法及策略，以成為同學的有效支援諾夫
統

(ii) 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刊且包工至經旦旦

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對象、人數 時數/日 負責人員(請列明資

預期學習成果 及挑選準則 數 歷及參與程00
1 0/2017 學校聯繫 申請機構與校方進行籌備會 計劉主任， 2小時 計剖主任， 學校社

及書警備 議，協調全年活動安排。 學校社工及 工及負責計剖老師
負責計劃老
師/3 -4人

10/201 7 學生需要 自奎 中二級學 l小時八 計創主任β汪主任/輔
調(HKS IF 安排同學填寫學生需要調 生八20人/ 節 導老師

1.1) 查。丑CSIF 1 .1) 全級參與 簡介問卷及安排同
預言士學習成果 學填寫學生需要調

以經實證之學生需要調查 查(HKS IF1.1)
問卷，評估及篩選需作進
一步跟進之同學。

初級預防活動
1 0/2 01 - “正向人 自益 中二級學 16小日寄/ 計劃主任
4/2018 生路" 樂 以正向生命教育手法， \為主 生/120人/ 的節(4 (帶領課堂活動/ 工

觀思維系 題式的課堂活動/工作坊， 包 全級參與 班/4次/ 作坊)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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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 括: 每次l小
1. 成長與家庭:如何在青少年 時)

成長中協調 個人成長與家
庭帶來的角力

2. 朋輩關條處理:如何於朋輩
中 尋找自我定位而不失友
誼

3 . 逆境處理:如何在成長帶來
的挑戰及困頓 中 活 得 自
在、游刃有餘

4. 網絡欺凌:如何善用不密可
分的互聯網，保護自己亦兔
傷害他人。

預計學習成果
透過不同主題學習，強他
學生之抗逆力。

10/2017- 活動通訊 直至 學生、家長 兩期 負責計劃機構制作
8/2018 以單張/電子媒體形式，向 及老師/700

學生、家長及老師，提供加 人次
強青少年抗逆力，及提升精 (每期)
神健康的策略。

預計學習成果
加強學生、家長及老師對青
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的
認識

. 提升學生、家長及老師應對
青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
的技巧和策略

次級介人活動
12/2017- “迎刃有 自3至 已篩選的 營前會: 計劃主任、學校社
4/2018 餘"歷奇 運用歷奇體驗式宿營活動 ，提 同學/20人 l 小時/1節 工、活動助理、老師

成長挑戰 升參加者的抗逆力 宿營: (負責帶領及引導同
營 預計學習成果 2日l夜/3節 學參與活動及討論)

.鞏固理性思考的抽象概念 營後會:

.提升個人解難技巧 l 小時/1節
-強化朋輩間互相扶持
.深化對抗逆境的能力

10/2017- “蜜蜜 自奎 已篩選的 8小時/6 計劉主任、活動助
5/2018 送" 校本 透過校內義工培訓，當中包 同學/20人 節 理、老師 (負責帶領

義工培訓 括互動遊戲、簡報、資訊及 及引導同學參與活
及服務 短片分享，以提升參加者對 動及討論)

青少年精神健康認知及拆

解常見精神病患謬誤。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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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鞏固和諧校園氣

氛，加深互勉文化，義工培

訓環節將包括小手作(小禮

品/朱古力/小食)和心意

卡製作，提供平台予參加

者，分享小手作及心意卡，

宣揚關愛互勵文化，共建友

愛校園。

預計學習成果
-提升參加者對青少年精神

健康認知及拆解常見精神

病患謬誤

-讓參加者以行動在校園宣

揚正面精神健康訊息

.加強校內關愛互勵文他，

共建友愛健康校園。

10/2017- 個人探索 “知己知彼" 精神健康增潤小 已篩選的 4小時/4 計劃主任、老師(負
5/201 8 小車且 組 同學/20人 節 x2組 責帶領及引導同學

自盔 參與活動及討論)

- 運用小組形式 以認知行為治
療法，提升參加者對自己精
神健康的認知，並引領同學
檢視自身價常思考模式及予
以改進。

預計學習成果
.認識認知行為法
-反思不同自我價常思考模式
. 運用認知行為的手法，按自

身情況作正面改變。
6/201 8 聯校/校本 自3至 己篩選的同 2 小日寄/l 計劃主任、學校社

嘉許禮 -讓參加者共聚一堂，共同回顧 學及 家長 ， 節 工、活動助理、老師
及深他在計畫。內的學習。 校長及計劃 (負責帶領及引導同

.嘉許在計劃內表現出色的參 相關老師/ 學參與活動)
加者。 50 人

預計學習成果
-重溫計劃學習重點
﹒深他參加者抗逆能力
.強他家長，老師及朋輩對參加

者的支持
5/2017 「臨危不 自盔 校長及老 3小時/1 自有處理校園危機/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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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一校 -透過模擬校園危機事件，提 師的人 節 學童自殺經驗之導

園危機處 高校內教職員對校園危機意 師主持

理工 作坊 識
- 學會危機介人技巧 和策略
-增強處理危機的信心
預計學習成果

- 提升校內教職員對校園危機
意識

. 能應用危機介人技巧 和策略

. 有信心在校內協 助處理校園
危機

10/2017- 「風雨同 自奎 已篩選同 4小時/2 計劃主任、老師 (負
5/2018 途」家長 .協 助家長檢視其管教子女的 學的家長 節 責 帶領及 引導家長

工作坊 觀念及 價值觀 /20人 參與活動及 討論)

.學習和提升和諧的家庭關條
及 家庭抗逆力的策略。

預計學習成果
-家長學會檢視自身管教子女
的能力及 價值觀

- 加強家長提升和諧的家庭關
條及家庭抗逆力的策略

9/2018 活動檢討 活動檢討及 評估、填寫報告 計劃主任， NA 計劃主任 ， 學校社
及 評估、 學校社工及 工及 負責 計劃老師
填寫報告 負責 計劃老

師/ 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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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程度 (時間、類別等) :
﹒ 全校約70位教師參與 培訓工作坊 ，掌控處理潛危學生的技巧 和策略 ，協 作 識別學生需要， 並

為有需要的學生作 出轉介與校內輔導人員。

心 是訊趕法草lUCÞ官司氧色J.(講剔選適當空樁，可�選一項或多項)

口領袖 回協 作 者

口開發者 回服務受眾

口其他(請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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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詳列 計劃的預算和主要 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且旦旦元

預算項目申 開支詳情(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理據
項目 款額($)

i) 員工 開支 1.職位: 113 計劃主任 $127，349 具學位資格、註冊社工、二
$30，321 x 1/3 x 12個月x1.05(MPF) 至一年專業社工經驗，負責
=$127349 統籌、聯絡及推行本 計劃

2. 職位: 117 活動助理 $22，459 文書、 資料輸人、協 助處理
$12，477 x 117 x 12個月x1.05 (MPF) 財務、協 助帶領活動等

=$22459 

小計: $149，808 

ii)服務 「臨危不亂」一校園危機處理工 作 $9，000 社會工作顧問
坊: (自有處理校園危機經驗之導師 $1，000 x 3小時x3位導師=
主持 ) $9，000 

“迎刃有餘" 歷奇成長挑戰營(2位 $6，400 由有歷奇資歷導師帶領歷奇
導師) 活動

世 00 x 8小時 x2位= $6400 
小計: $15，4∞ 

iii)一般開支 陣 生需要 調杏(HKSIFl.l) $800 

「正向人生路」樂觀思維系列 $3，200 活動物資$200 x 4節x4班=
$3，200 

“蜜蜜送" 校本義工培訓及服務 計劃$2，000 活動物資$100 x 6節=$600

小手作 材料費 (食品材料，包
裝材料 ，心 意卡材料等)
$1，200 
影印$200

“迎刃有餘" 歷奇成長挑戰營 $12，600 包括兩日一夜住宿、來回交
通 費、 活動物資、 雜項 開支

個 人探索小組 $1，600 活動物資$2，00 x 4節 x2組
= $1，600 

「風雨同途」家長工 作坊 $2，000 活動物資$2，000

「臨危不亂」一校園危機處理工作坊 $2，000 活動物資$2，000

階 校/校本嘉許禮 $3，000 活動物資$3，000

5舌動通訊(兩期) $2，000 

皆計費用 $5，000 

做項 (如 : 交通費、影印、文真、義 $592 

|工費 )
小計: $34，792 

申請撥款總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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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請剔選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回觀察:觀察被甄選學生參與計劉活動的表現
口重點小組 訪問 :

回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 卷調查: 被甄選參加活動的學生運用自我效能(General
self-efficacy sc批) / 自尊戚量表(SelfEsteem scale)及精神健康認知問 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量度他們抗逆力程度改變及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度。

回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
1. 75%參加次級: \的學生表示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增加
2. 75%參加次級) 的學生表示加強了抗逆力的技巧
3. 75%參加次級 的學生表示會運用計劉內學到的技巧
4. 75%參加次級 的學生表示計剖加強7他/她的支援網絡

回 其他(請列明)
1. 參加者於每項活動後填寫意見衰，以收集其對活動的目標達成度及意見
2. 75%參加活動的老師表示會運用計劉內學到的技巧
3. 75%參加活動的老師表示提升了處理精神健康有需要的學生的信心
4. 對校長、輔導國隊、學校社工和家長進行訪談，檢視計割成效。

中相關計割成效會於計割完結時 ， 與校方討論 ，以便學校跟進。

(ii) 請列明計劉的產品或成果。
(請剔選適當空格，可觀選一項或多項)

回 其他(請列明) 活動通訊

我們須負責 計劃參與者的安全， 採取安全措施，以及遵守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和其他相關的安全
指引。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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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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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交報告時間衰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創進度報告 30/04/2018 中期財政報告 30/04/2018 

0111012017 - 31/03/2018 01110/2017 - 31/03/2018 

計創總結報告 31112/2018 財政總結報告 31112/2018 

0111 0/20 17 - 30/09/2018 01/04/2018 - 30/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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