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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好心情@CONNECT

基奎重草草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200，000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 -計劃書
h計劃編號

2017/0386 
{修訂版)

學校/機構/臨失名稱: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受惠對象
(a)界別:口幼稚園口小學回中學口特殊教育緝易憊，可剔著一賓主侈揚

(b)學生: �坐一(人數)*及中-�中六/12辛20歲(級別/年齡)*

(c)老師: 59 (人數)*

(d)家長: 56 (人數)*

(e)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皇仁書院

監劃畫

(1)計劃需要
(a)請簡要說明計劉的目標，並詳述建議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計剖編號: 2017/0386 (修訂版)

以「正向心垣學」中「快樂生活」、「美好生活」和r有意義的人生J'做發學生成長中的積極層面，並透過「正

向心理學」的推廣，建立學生正面思維及 情緒，增強抗逆力，減低他們對生命的無助忌。

另外亦透過不同類別的活動， 提供機會讓學生連結個人、朋單、學校及社區 ， 增強他們於不同社會主統的歸

屬戚， 強化學生的保護網， 提升他們的求助意識。

學生層面

增加學生對情結 、壓力及精神健康的關注椎動全校學生參與，透過展覽、講座、流動展板活動、互動工

作坊等多元化正面體驗去廣泛接觸校內學生;

強化學生對學校群體的歸屬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提升學生間的互助及支持，強化朋輩支援網絡，減低

他們對生命的無助居民;

消除負面標籤和增強學生的求助意識以有致營造正面及包容的環境。

教師及家長層面

增加教師及家長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認識與關注， 認識如何支援學生渡過成長挑戰和困難;

協助教師及家長成為青少年的安全網，關顧及支援其精神健康;

(b) ( i )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 請別還適當空格， 可則進一 項或多項)

回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居民發展

回 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i 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提及的需要。

回 學校發展計劃:

自2011年起，學校持續參與由本機構主辨，禁毒基金贊助的Let' s Shine r健康SUN動力」一健康校

園計劃，以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培養健康生活習慣，以對抗毒品的誘惑，從而建立健康生活文化。

另外，由2017學年起，學校除參與禁毒預防健康教育計劃外，亦透過「好心 情@學校」計劃於校園內向

學生 、家長及教師推廣正向思維健康校園文化，鼓勵「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和「享受生活」三大元素，

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回 調宜結果:

浸信會愛萃社會服務處進行之「中學生抑鬱焦慮狀況調查」訪問了15，000名中學生，調查發現呈抑鬱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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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中學生人數高速5 3%， i!p每兩名中就有一名 中學生受抑鬱困擾， 同時約四分之 一(25 .2%)中學生出現高

焦慮徵狀情況， 情況令人擔憂 。

在20 15 -2017年間， 本港共有 7 1宗學童自殺個案， 當中有 37宗不堪學業壓力或居民情困擾的中學生輕生。

防止自殺委員會(2016)認為學生自殺行 為是多方面的因素互相 影響而成，個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及人際關係問

題均會引致青少年的自殺行為， 再一次引證於中學學校提升關注精神健康的需要。

不同國家的研究發現， 只有約18%至34%有嚴重抑鬱或焦慮徵狀的年輕人會尋求專業協助 (CulJjver 

Et al. ， 20 10)。 故此， 防止自殺委員會(2016)亦建議於枝固推廣校本健康校園政 策 ， 致力關注精神健康， 成

低導致學生抗拒求助的負面標籤， 增加學生的求助意識， 以及締造一 個能支援和鼓勵學生發展的環境。

另外，根攝20 17 -2018 年度本機構營運「好心情@學校」的經驗及意見收集結呆， 學校的初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工作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提升學生關注自己精神健康，學習認識及管 理 情緒 ， 處

理 壓力 ; 但學生亦回應指學業、人際關靜、及家庭仍然是 主要壓力來 源 ，於面對逆坡時欠缺可靠的保護網及人

際網絡，容易因成長中的逆境選擇錯誤的方法去處理 。

我們發現「好心情@學校」的參加者 ， 若在過程中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的支援群姐 ， 回饋及參與學校事務，

給予機會與社區 連結， 較知識教授史為有效; 學校教師亦表示協助學生提升求助意識， 建立史強的安全網絡，

讓學生在個人及群體層面更有效的支援。

回 文獻研究綜述:
﹒根據英國諾Ti.其特倫特大學( Nott i ngham Tren t Un i ver s i ty ) 團隊於2016 年研究4000 人對於團體的連結

對生活的影響。研究指出，當人與固體有正面的連結， 例如: 學校、社區等， 認為自己隸屬在某個團體中，

產生了歸屬戚，他們會成到持續的幸福、快樂。

香港健康心理學家鄧;埠榮同樣表示，良好的人際及環境連繫可調和生活精神壓力， 有 助個人身心健康的發

展。 歸屬感能於逆境中提供個人情E義和 物質 的支援。惟近年青少年秩神健康問題漸漸隱蔽化， 他們於逆境及

困難時欠缺有放支援網絡， 故此建立正面而有致的支援網絡能協助學生在戚到無助和孤單時， 成為重要的保

1直因素。

香港城市大學講師郭黎玉品(2001)表示， 青少年在人際層面未能建立足夠的支援網絡， 容易驅使青少年以

自殺去解決問題。 相 反， 獲得正面的支援網絡則可以識低青少年的自殺危機。

心理學家Curt R. Bartol 和 Anne M. Barto 1 研究表示， 人們往往在欠缺某些關鍵的社交技能和不知諸如

何處理不利的社交情境時， 會 有無助戚。 無助戚強的青少年當面對困難的 時候， 會傾向放棄， 認為是沒可能

離開困境的而陷入絕望， 進 而將負面想法深化， 形成惡性循環， 因而容易以不正梭的方法發起情結(羅苑箏，

2016 年)。 因此， 建立一個良好的支援網絡，透過不斷提供正面的經驗予青少年， 讓青少年學習樂觀， 並習

慣運用正向歸困面對逆境， 能避免將結呆歸咎於自身能力多於環i竟因素， 化解這種無助戚，促進 青少年的良

好精神健康，並於困難中向其網絡尋求協助， 減低自殺風險。

口 學生表現評估:

回 相關經輯:

自2011 年起，本機構已在港島區 及離島區 9問官立中學推行 Let' s Shine r健康SU N動力」一健康校

園計剖，推廣無毒校園健康文化。 現時為 34 問中學提供逾 600 項活動及服務逾25，000名學生及家長。

自2017 年起， 本機構於港島及離島區 9問官立中學推行「好心情@學校」計釗， 通過「正向心理學」及「體

過能」活動的配合， 為學生 、家長及教師提供不同層面的精神健康預防 教育活動，促進 身心健康發展，推廣

正向思維健康校園文化。

本機構過往一直與各學校保 持良好合作關候， 並深入7解各校的校本情況， 成功推行 多項具質 素的健康拉

回活動。此等經驗有助本機構繼續以「以校為本、學生為 主」的活動予學生、家長及教師 ， 促進 他們身心健

康發展， 推廣正向思維健康校園文化。

口 其他(請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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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質踐方法來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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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言十劃以「以校為本、學生為本」 的 理 念推行 活動， 於 推展活動期間持續評估學生的需要、學校的方向

及以社會 環境因素作考慮，為學生皮身訂造最有效提升精神健康的活動。

另外， 我們亦重視學生在青少年期間與不同周邊社會系統的連結， 透過rCONNECT J系列活動給學生製

造機會 ， 鼓勵學生參與， 促進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為學生創造校內及社區 的關愛經驗，關顧學生於逆境時出

現的孤獨成及無助戚，強化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戚，達致學造正向健康校園氣氛。

另外，除個別學生參與rCONNECT J系列活動外，計釗亦安排全校性活動及家長 教師發展活動， 讓 計劉

的覆蓋範圍史康， 受患人數能遍及校方的 各個 持分 者 ， 藉此於校園內積極推廣精神使康。

活動設計將運用 不同的手法，包括歷奇活動、藝術及運動元素、聯技活動、家校參與等，以多元及校本

原則 ， 按學生的特質 及需要去設計， 務求言十劃能具專業元素及自由 度去滿足校內 各 持份 者 的獨特需要。

金主主產主

(見附件一)

(11)計劃可行性

(a)請描述計割的設計，包括:

(i) 方式/設計/活動 (申請人宜提供計劃/ 活動的安排， 或提供教學的內容 。)

計金j將於 2018 年 12月至 2019 年 12月期間， 以一 整 個學年推行 活動， 以便於校內推廣精神健康議題及

關顧學生的需要，並於 2019 年 12月五 20 20 年 2月期間進行服務按討會 議， 搶討活動推行及成效，以確保為

參加者 提供有質 素的服務，並為來年制定活動計劃。

由本機構與學校校長帶領學校推行 計剖，以r CONNECT J系列活動為 主幹，藉由 校方篩選支援網絡較弱

的學生， 提供支援服務， 加強他們與社會系統的連繫'強化歸屬戚， 增強個人的支援網絡 。

本計劃著重個別學生需要外，亦關顧校內推廣關注精神健康的氯氣，以及用正面的角度去面對及處理 精

神健康 。 故此言十釗亦透過「校本活動」於校內推廣全校性的精神健康相關活動，以輕鬆的手法將議題帶入校

園，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議題的關注， 減低 負面標籤。

家長及教師同樣是計劃的服務對象， 故 言十劃安排家長 或教師的 培訓活動成減壓活動，除垮訓外，他們的

精神健康亦直接影響學生的狀態，故此將安排活動讓家長及教師能提升關注的意識， 亦能具備足夠的能力和

知識去處理 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

由 於本機構具備條件連結區 內不同的學校，故此會 安排聯技活動， 讓學生能擴閉社交圈子，增加支援網

絡的問度，透過聯技活動促進 更多不同的交流， 培養正向思維 。

(ii)主要推行 詳情

計劃時期: ( 12/ 2018)主 ( 0 2/ 2020)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

rco附E叮�列活動

121 20 18 
活動籌備會站 (一節， 一 小 時)

校方代表
- 與校方商討來年計畫!運作方向及制定策略

1 2/ 2018 - rc肢EJ校園關愛大使 (六節，每節一小時，共六小時) 10位學生

04/ 2019 - 為學生建立正面及對技固有貢獻的身份;

- 以小組活動及聯繫強化關候， 增強提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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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訓學生建立正向思維;

- 鼓勵學生垮養助人心態;

一強化學生求助意識、關愛他人及面對壓力。

12/2018 - rün my sidej心意鼓勵留言版(兩次，每次一星期) 全校學生

4 /201 9 一由rCA他」成員策畫IJ及營運， 於校內設置互相關懷及鼓勵的心意留言版，並於校內室

揚關注精神健康、正向思維及 主動求助的氣氛;

一設置日子將安排在學生情緒 容易受影響的 時間。

2 1201 9 - r Networking j社區關愛行動(一節，每節二至三小時) 10位學生

5/201 9 - 由rCA旭」成員策劃及推行關愛行動;

- 讓學生走 進社區 ，學習關心他人， 建立正向關愛的心。

3 1201 9  - rNettingj午間無氣飯眾(兩節，每節三十五六十分鐘) 10位學生

6 /20 1 9  一定期約見小 組成員 ， 建立長期1I自你;

一以軟性手法，讓小 組成員於小 組完結後 能鞏固及強化關條;

一以飯眾形式讓學生學習互相 支持及鼓勵， 亦可以關顧近況。

11201 9  - rEasy Lifej生命體盼著(兩節，每節三小時，共六小時) 10位學生

5/201 9  一透過戶外活動、體驗，讓學生放鬆心情， 減輕壓力;

一透過日營活動，學生互相關懷和勉勵 ;

5/201 9  - rCome with mej歷情展覽(一次，每次一星期) 全校學生

7/20 1 9  一由rCA悶」小 組成員製作，於校內以自己學習的成呆 ，並於校內展覽;

7/201 9 rTogether j同行體鞍分享聚會(一節，每節一小時) 10位學生

- 總結rCONNECTJ 系列活動學習 ，讓學生鞏固學習經驗;

一於活動中互相 支持，成為彼此的支援網。

校本活動

9/201 9 - 「愛迪繫」精神健康關注同樂日(一節，每節兩小時，共兩小時) 全校學生

10 /20 19 - 以展覽及攤 位形式 ， 於校內推廣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正向思維及支持鼓勵的訊息;

- 營造學校「正向」及「互相 支援」的校園氣氛。

91201 9 - 「心靈強心針」學生互動講座(一節，每節一小時) 120位學生

10 /20 1 9 - 透過全校性活動推廢精神健康予青少年;

-以「正面」角度去讓學生面對精神健康問題。

1 /20 1 9  - r.掌心學堂j (一節，每節一小時) 20位家長

3 /20 1 9 -提升家長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認知;

-鼓勵及強化家長 作青少年的支援網絡 ;

- 按學校需 要，選擇 不同的形式 ， 於校內推廣青少年精神健康關注的家長活動。
9/20 1 9  rl景守防線」教師工作坊(一節，每節一小時) 50 1.立教師

-11 120 1 9  一以工作坊或講座的方式， 讓 教師7解青少年精神健康議題。

- 活動亦可選擇團隊訓練活動， 以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為 主題而設計的困隊建立活動。

-強化學校成為學生的保護網及支援網絡。

10 /20 1 9 - 「心同行」聯技健步行(一節，每節兩至三小時) 每問學校

12 120 1 9  - 鼓勵學生、家長及教師參與 ， 共同參與 營造支援學生及關心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氯氣; 15-50 人

一於近郊敢接近大自然的地區 ， 選擇特定路線 ，並於路線途中設置攤位， 推廣精神健康 (學生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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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同時亦會於事前邀請各校的rCO NNECT J小組為活動擺放攤位， 提升活動氣氛 。

1 /2020- 服務槍討會議( 一節，每 節一 小 時)

2 12020 -檢討活動推行及威主丈

- 制定來年活動計劃

(b)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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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負責監督計劃在校內推行 的進度，支援相 關 服 務的 推行 ; 委派教職員跟 進 服 務推行細節。

長 或教師)

校方代表

﹒ 教職員則負責與本機構制定服務策略; 並安排活動 執行日期及時間表，招募合適的學生、老師及家長參

典， 共同推廣「正向思維健康生活文化」。
• 全校教師參與本計釗內有關青少年精神健康講座或教師團隊培訓工作坊，以協助教師掌握青少年精神健

康狀況的資訊，並促進 教師之間的困隊合作與正向交流，以舒解情緒及壓力。

• 

潛危學生(如需要個別輔導的學生)應轉介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團隊 、學校社工

或教育心理學家)即時跟進。

(ii)老師在計剖中的角色:

口領袖 回協作者 口 開發者 回 服 務受眾 口 其他(請列明) 一一

(c)請詳列計釗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 申請撥款: 港幣 $200.000元

預算 開支詳情(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項目* 項目 款額($)
理攝

聘請持有社會 工作學位或相等學歷之註冊 社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0.2) 工為 O. 2 助理社會 工作主任，負責策劃、協

(12個月)
$88，0 99. 20 

調、 監察及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劃; 處理

每月$34， 960 x 計劃的行政事務， 色括主傳及推廣、 財 政 預算

i )員工
1.05 (MPF) x 12月 x 0.2 及運用以及撰寫拾討報告等。此職位相當於本

機構的社工(I) 。
開支

聘請持有社會 工作文憑或相等學歷之註冊 社
社會工作助理(0.2)

工為 0.2社會工作助理 ，協助推行 「好心情@
(12個月)

$60，5 17.80 學校」計釗; 舉辦各類小姐及活動; 收集及整
每月$ 24，015 x 

王里活動按討數據及財 政記錄。此職位相當於本
1. 05 ( MPF) x 12月x 0. 2 

機構的社工(III )。

小計: $148，617 
rc.組Ej校園關愛大使

$ 1，500 鵡買小 組活動相關物資。
小 姐 物資: $ 250 x 6節

rûn My Side j心意鼓勵留言版

展板製作、消耗品、文儀用品、及其他活 $ 2， 000 設計及製作 留言棍。

動相n自費用:訓，000 x 2次
服 務 rNetworkingj社區開愛行動 提供費用予學生購買物資，至1)社區 內進行關愛

活動物資、消耗品、 學生交通開支，及社 $ 2， 000 社區 的行動， 包括送贈生活必需 品、活動中需

區 關愛活動相關費用 : $ 2，000 x 1次 要的物資 ， 以及學生的交通開支。

rNettingj午間無氣缸眾 $500 於午膳時間除傾談聯誼外，亦會 安排活動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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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散會 時 遊戲物資、活動開支及其他文 戲， 讓學生於相眾時史多互動及交流。

儀雜1頁: $ 25 0  x 2次

rEasy LifeJ生命體輯學

日營費、場地費、交通支出 、活動費用。

( 8名學生及 2名導師) $ 3， 900 供參與 活動的營費以及一切相關開支。

營費: $ 1，500 

交通費: $ 1，400， 活動物資: $ 1，000 

rCome wi油田eJ屋情展覽

展板製作、消耗品、文儀用品、及其他活 $ 2， 000 設計及製作展覽版。

動相n�費用:鈍，000 x 1次

rTogether J同行體睡分享聚會 於 rCO NNECT J系列活動完結時 ，給予同學紀

活動開支、文儀用品及其他活動費用: $500 念品、證書、相片及其他可協助學生鞏固經驗

$500 x 1次 及回憶的支出。

「愛連繫」精神健康關注同樂日
設計及製作攤 位及展板，介紹現今青少年精神

攤 位費用、文儀用品、展板製作、場地開
$ 3， 000 健康資訊狀況， 推廢正向思維，鼓勵互相關愛

文、印刷費， 以及其他攤 位及展覽活動相
的活動開支。

關支出:鉤，000 X 1次

「心靈強心針」學生互動講座(l小時)
邀請講者 分辛生命故事 ，讓學生透過別人的生

講座物資、印刷費、電子器材、文儀開支、
$ 1，500 命來勉勵自己， 學習以正面態度生活，面對逆

吉略者 費用( $ 1，0401小時)及講座開支

( $460) :訓，500 X 1次
境， 克服 困難。

「家心學堂」

展板費用、印刷費、物資費用、場地費及
$4， 000 

按校本需 要，為學校家長安排培訓、工作坊、

其他活動相關支出:鈍， 960 X 1次 小組、講座或展覽活動。

2持者 /導師費: $ 1，040 X 1位( 1小時)

rl緊守防線」教師工作帶

工作坊費用、印刷費 、物資費用 、場地費
$4， 000 

按校本需 要，為教師安排垮合11、工作坊、講座

及其他活動相關支出:妞， 960 X 1次 成減壓活動。

講者 /導師費: $1， 040 X 1位( l小時)

「心同行」聯枝健步行

場地費、交通費、宣傳費用 、活動物資、

印刷費用、展板及攤 位物資、紀念品、戶

外及補給用品、電子儀器及其他攤 位及步 安排戶外場地進行有益 身心的健康步行活

行活動相關開支。 $18， 000 動，並於活動過程中安排具資訊性及推廣性質

活動物資: $ 10， 000 的「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 攤 位或展覽。

攤 位費用 :鉤，000

*其他項目費用將由 其他「好心情

@ CONNECT J計劃內支出。

雜項 $ 2，483 言十盡'1內其他推廢「好心情」之 一切問丸。

一般 交通費 $ 1， 00。 供言十畫'1內的員工活動交通費、物資運輸費。

開支 核數費 $5， 000 審核計割的財 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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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盟

• 本機構選擇服務供應商時 ， 須道照優質教育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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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平及真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

• 本機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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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I )和其他相關的安全指引。

(111)計劃的預期成果
(i)請說明評估計劉成效的方法。

回 觀察: 在活動進行期間，社工觀察活動參與 者 的表現，了解他們能否掌握正向心理學概念及相關情結管

理技巧，以促進 身心健康發展。

口 重點小組訪問:

囝 活動前和後的問卷 調查: 隨機向收集學生/家長/教師， 並了解校內推廣「好心情@學校」 計畫'1的成效。

回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 80%豆足以上 學生認同本計釗 能有效推廣校內關注精神健康的氣氛。

回 其他(請列明): 80%或以上 學生認同rCONNECT J 系列活動能有致協助他們強化支援網絡， 提升關注精神

健康及求助意識。

(ii) 請列明計割的產品或成果。

口 學 與 教資源 口 教材套 口 DVD 口其他(請列明)

爐交報告時間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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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創中期報告 30/6/2019 財政中期報告 30/6/2019 

1112/2018 - 3115/2019 1112/2018 - 3115/2019 

計創中期報告 31112/2019 財政中期報告 31112/2019 

116/2019 - 30/1112019 116/2019 - 30/1112019 

計劉總結報告 3113/2020 財政總結報告 3113/2020 

1112/2018- 29/2/2020 1/12/2019- 29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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