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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學，與「好心情@學校」計劃有關

註劃鐘罣
卜 計剖目的
透過「喜樂同行一 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校本計剖，以多支援層次 全方位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精神健
康 ， 促進他們學習、社交及生活環境的適應。
目標:

1. 1. 提升學生抵抗及處理逆境、情緒壓力及精神困擾的能力
1.2. 加強各種促進學生精神健康的保護因素
1.3. 提高支援學生成長的有關人 士( 家長及教師 )對學生精神健康需要的認識 ， 及掌握跟進輔導技巧

2. 預期對象及受惠人數
預期對象 受惠人數 備註
全校教師 首年 約的人 ，次年約的人

學生 首年 約770 人 ，次年約770 人 以中一至中四學生為主 ， 透過一級預防及一級支援
(中一至中六級) 的活動程序 ，提升個人抗逆能力及精神健康

家長 首年 約30 人 ，次年約30 人

3. 推行方法、過程及時間表
計劉進行時間: 2/20 19一1/2021
第一階段:
11/2018 
第二階段:
12/20 18 

第二階段: 11/20 18 -
1/2019 及 2/2019-
7/2019 

第四階段:8-9/20 19 
第五階段: 10 -12/叩門

第六階段: 12/20 19 
第七階段: 1-12/2020 

第八階段: 1/2021 

4. 產品及成果

為教師提供培訓，內容包括學生篩選 工 真之應用、支援學生精神健康知識及
處理技巧。
籌備及辨織有需耍的學生
社 工與學生及教師建立關條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2018- 19學年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籌備及辨識有需要的學生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 20 19-20 學年中二至中四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中期檢討及修訂服務程序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20 19-20 學年中二至中四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終期檢討及撰寫報告

4. 1. 發展及整理一級預防的工作坊資料及二級支援的程序資料
4. 2. 辨識及照顧潛藏成長需要的學生，並提供支援及輔導 ， 協助他們更有效適應學習環境
4.3. 協助教師辨識及支援學生的需要
4.4. �喪 家長認織學生的成長需要及學習如何引導學生成長
4. 5. 營造關顧及戚恩的校園文化 ，並加強校園建立求助文他

5. 評鑑方法及準則
5.1. 問卷調查:為二級支援的學生以「前測」及「後測」的方式收集可單化的評估數據 ，盈度他

們抗逆力及精神健康能否有正面的改變
5 .2. 抽樣調查: 70% 或以上學生戚到活動有助提升抗逆力
5.3. 校方檢閱: 與學校的主要人員 ， 如:校長、學校社工、輔導國隊、教師和 家長進行訪談
5 .4. 其他檢視: 檢視學校近期校本問卷調查結果和學校發展計劉等，以識別學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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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學.與「好心情@學校」計劃有關

基丕董盤

機構名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協作:粉續樽賢會中學)

計劃詳情
計劃詳細資料
1. 背景分析

1.1. 理論框架
抗逆力:一個可以改善精神健康的菌素

抗逆力的定 義為從逆境中反彈並成功應對壓理情況的能力 ( Con nor & D av idson， 2003)。 研究
顯示它可以預防各種精神健康問題 (Pr ince -Embur y& Saklo fsl仗， 2014)' 包括抑鬱症 (Connor
& D av idson， 2003)及透過支援得以提升 (Pr i nce -Embur y& S aklo fs峙， 2014)。計創二級支援的
概念框架 ，包括三個主要範晴:關愛聯繫、能力(解難能力)及信念(積極思維)。 研究指出，
關愛聯繫、 解難及積極思維與抗逆力及或降低患上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症)的風險顯著有關
(Brown e t  al.， 1986 ; C airn s  et al.， 2014; Du mo nt & Provo st， 1999; Ehrenber g e t  al.， 1991)。 根據
2017- 2018 年度 「尊重生 命、 逆境同行」針，凹的經驗 ，這些範疇將會稍作修訂。

概念框架(根據2017-2018年度「尊重生命，逆境同行l計劃作修訂)

喜樂同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J (修訂)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J (2017 - 2018) 

減低精神壓力的社會必理因薰
除上述三個範疇， 第四個範喘(情緒管理)旨在減低精神壓力 。 負面情緒的例子有偈心、羞
愧、內疚、 搶憂等。這些情緒與精神健康 問題有密切關係 (W a的on e t  al.， 1988) ，包括抑鬱
症(W atson et al.， 1 988)。 情緒管理的支援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的負面情緒和精神健康問題
(Gross & M uñoz 1 99 5)。認知是情緒管理的第一步，很多學生並未察覺自己的情緒， 教師和
社工將會在一些工作坊中接受管理情緒的培訓。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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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own 

et al， 1986; Gerber et al， 2013 ; M u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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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本地大型支援 研究指出正面情戚( 情緒)的增加，自我效能(能力)， 
自尊和家庭支援能減少抑鬱症狀(Y a nge t  al.， 2018)。本計創的二級支援將整合 這四個範喃
來加強有關保護因素。



i萬恩、文fé
戚恩能夠減低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 (Diener， 1984)。一些支援，例如每 日記錄三件值得戚恩
的好事 (三年好事練習 )能有效地增強歐恩文化 (Se li gm ane t  泣， 2006)。因此 ，我們必須在
校內培育戚恩文化 。

二級支援活動
這個二級支援活動目的旨在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減低精神壓力，這框架包括四大範晴:關
愛聯繫、情緒管理、解難能力及積極思維。

加強一級預防活動
本計創聚焦於學生的二級支援，部分資源、亦會用於一級預防活動，其中一個目的是建立校園
的求助文化，為教師、家長及學生提供一些訓練或活動。本計剖尤以加強教師於推行中的角
色，並提供教師培訓工作坊，以協助他們增強於早期識別低抗逆力學生的技巧，以及按需要
轉介及提供所需支援的技巧 。本計創以學校為本，著重二級支援，同時融合了一些一級預防
的項目 。

1.2. 學校簡介、需要及特色
協作學校創立於 1999年，校訓為「進學明道J'期望同學努力進取求學，以致明白及彰顯真
道，而「道」是指上帝之道、公 道、人道和大地之道。教學團隊致力提供優質的基督教教育，
以聖經其道為基礎，講學生在德、智、體、群、英、靈各方面得以均衡發展，慧、{，、栽培擁有
高尚品格的人才。 鑑於近年社會環境及風氣漸趨負面，協作學校希望 1. 提供正向教育 ，提
升整體學生的正能量及抗逆力: 2. 識別有需要在情緒及 心理更多支援的學生 ，巷、切關懷及
幫助;以及 3. 繼續裝備教師團隊，以配合發展正向教育的需要，並講學生得到完善的教導
及支持。

根據2017/ 18 APASO問卷結果顯示 ，校內學生的負面情戚所得數據較全港學校高;而 初小學
生在 測驗焦慮方面數據高 於全港學校 ，在精神健康方面值得關注。學校社工輔導統計亦顯
示 ， 2017/18年度輔導個案中有情緒或 心理健康需要之學生佔 25%'其中學生面對家庭問題、
人際關係或學習困難出現情緒不穩的表現，甚至精神健康 問題。 教師亦留意社會氛圍及自殺
個案上升均影響學生精神健康狀況 ，中一至中三級部份學生出現負面情緒傾向， 而中五及中
六學生面對公 開考試或環境轉變而出現情緒需要，尤其需要個案跟進，情況值得關注。此外，
從串串介個案的數字統計而吉，有 的宗轉介個案是來自學校老師，包括校長、計iI輸部老師及各
班的班主任，經過專業層面的介入後，情況已稍有改善。統計數字顯示老師對學生的需要甚
為關心，若及早識別學生的問題，能使學生的危機獲得更有效的處理。

2. 計釗內容
2.1. 本計剖將達致以下目標
整體目標:透過校本計翻，以多支援層 次全方位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精神健康，以加強他們
學習、社交及生活環境的適應。具體目標:

2.1.1. 及早識別及支援抗逆力較低及精神壓力較高之初中學生
利用問卷 ，辨識潛在抗逆力較低及精神壓力(Me ntal dis tre ss)較高的學生

2. 1. 2. 提升學生抵抗及處理逆境、 情緒壓力及精神困擾的能力、及加強各種促進精神
健康的保護因素
一級預防活動:透過全校性及班級的活動，培育學生處理逆境、 情緒壓力及精神
困擾的知識及技巧 ，利用校園活動及項目推動正面、關懷、歐恩及椒極的文他，
並建立校園的求助文他，創造有助學生健康學習成長的保護因素。
二級支援活動:透過學生問卷、教師和社工觀察等多種方法，提供點對點支援培
訓小組活動，提升學生個人自信、解難及社交能力，加強人際關係、培稜正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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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人生觀，及改善個人精神健康。另亦為曾參與二級支援的學生在一或兩年後
提供跟進「增潤服務J ( Boos ter Serv ice ) .利用校本的課程， 加強他們的抗逆能力
及確保良好的精神健康。

2. 1.3. 提高支援學生成長的有關人士 ( 家長及教師 )對學生的精神健康需要的認識及掌
握跟進輔導技巧
由社工 為教師及家長提供培訓，提升他們對學生提供精神健康知識及處理技巧，
並成立支援學生健康成長的合作伙伴。

2.2. 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2.2.1.一級預防活動

學生 : 首年約770人，次年約770人 ( 中一至中六級 )
教師 : 首 年約的人，次年約的人
家長: 首 年約30人，次年 約30人

2.2.2.二級支援活動
學生:辨識有潛在需要(抗逆力較低及精神壓力較高 )的學生，包括首 年之中一至
中三學生及次年之中二至中四學生
人數: 50位學生

2.3. 教師及校長參與計制的程度
本計創建基全校參與的訓i捕模式，透過計剖同工與校內教師及專責人員的緊密合作，提升
教師的輔導能力。 本計創希望營造關顧的校園文他，校長及教師均扮演重要角色 :

{荷註:

2.3.1.校長角色
由校長統普及監督計創進行，在財政及行政管理上給予支持，協助負責社工 及教
師完成工作。

2.3.2.教師角色
全校 約6 5 位教師參與培訓 工 作坊，協作識別學生需要等，並為有需要的學生作
出轉介。
輔導組:輔導主任負責聯絡各學校相關人 士，以便安排活動;輔導教師會多關心
學生情況 ， 個別與有需要的同學面談。
其他教師 :會配合 各活動推行，支持關顧校園的氣氛。
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班主任協助識別及招募學生參與二級支援的活動，與負
責社工合作推動計劑，並參與有關活動。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班主任一起協作進行有關情緒/壓力處理的工作坊，以提升整
體學生的抗逆能力，協調負質社工 推行一級預防的活動。
上述班主任協助負責社工 進行活動檢討及跟進學生。

2.3.3.機情角色
機構會按需要彈性調配不同專業人手，與學校社工合作進行各項活動及項目，以
確保支援質素。

1. 本機構將與協作學校共同訂定、策創並推行計創活動。 由本計創聘用的人員會出席所
有計剖活動，並會與學校保持 溝通，與學校輔導團隊及學校社工推展計創下的各項工
作，以確保計剖能達到目標，並切合協作學校的需要，以及辦學信念及使命。

2. 如在計劉期間辨識到潛危學生( 如需要個別輔導的學生).計創人員將把該等學生轉
介至校內輔導人員(如學校輔導國隊、學校社工 或教育 心理學家)作即時跟進。

2.4. 工 作計剖及進度表
2.4.1.計剖特色

本計剖強調校本 .r校本」的意思是以學校與服務對象為本的意 思。 整體活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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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回應學校和學生的需要，配合學校發展方向及政策，協助學校提升學生的抗
逆力及精神健康，實現全人教育。基於以校為本的理念，在進行活動過程中，協
作機構將跟學校緊密聯繫'了解學校期望、學生需要以及學生在校內的生活狀況
等，透過這些合作及了解，令計創發揮更大的效能。
強調學生擁有的優點，重點不在於解決毛病及不足:確認學生有內在的自我校正
及成長潛能。 課程內容不著重指出學生的問題或不足，而是鼓勵與肯定學生的表
現 ，包括:學生能突破自己 固我的模式、用新的方式看事物、與別人溝通等。本
計劉強調篩選調查的結果為非診斷性，避免任何標籤殼應 。
透過活動參與，學生將體會受尊重及成功克服挑戰的滿足獻。這些體驗及影響將
遺追超越活動期間，有助學生內他有關能力，促進他們日後個 人成長及發展。
本計劉使用多種數據蒐集方法以辨織低抗逆力的學生 。

2. 4.2.本計劉為兩年之支援學生計劃
由 2 019 年 2月至 2 021 年 1月(當中 3個階段已於 2 018 年 11月開始進行)

第一階段: 11/2018 為教師提供培訓卜內容包括學生篩選 工具之應用、支
援學生精神健康知識及處理技巧。

第二階段: 12/2018 • 籌備及辨識有需要的學生
社 工與學生及教師建立關條

第二階段: 1 1/201 8 -1/201 9 及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2/2 019 - 7/2 0  1 9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

(2018 -19 學年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第四階段: 8 -9/2 019 籌備及辨識有需要的學生
第五階段: 10-12/2 019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
(2 019- 2 0學年中二至中四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第六階段: 12/2 019 中期檢討及修訂服務程序
第t階段: 1-12/2 02 0  為學生提供一級預防的活動

為被篩選出來的學生提供二級支援的活動
(2 019 -2 0學年中二至中四級學生)
為個別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作出適當的轉介

第八階段: 1/2021 終期檢討及撰寫報告

2. 4.3. 計劃內容
2. 4.3.1. 

2. 4.3.2. 

2.4.3.3. 

教師培訓
全校 約 的位教師參與培訓 工作坊，協作識別具有情緒健康需要的學生等 ， 並為
有需要的學生作出轉介。
一級預防的活動
透過全校性及班級的活動，以 「抗逆力」、r [鼓恩文1tJ、「正面心理」的主題，培
育學生處理逆境、情緒壓力及精神困擾的知識及技巧，並利用校園活動及項目推
動正面、關懷、積極的文他， 創造有助學生健康學習成長的保護因素。
二級支援的活動
Joyfu l Teens同行挑戰小組

配合「識別工 具 」的二級支援的活動程序，支援程序將照顧學生的特性及需
要，考慮有效聯繫(E ngage )學生參與程序，並按照他們的學習歷程設計活動，
合共 14節，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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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1 

2-3 

4-5 

6-9 

10-
11 
12-
13 

14 

節數

1 

2 

3 

4 

5-6 

活動內容 主題
抗逆力 精神健康

自我效能 情緒管理 關愛聯繫 積極思維 積極正念

敢動禮 建立聯繫 。 。。。 。

體驗性戶 解難能力及建 。。。 。 。。 。
外活動 立聯繫

成長小組
情緒管理 。。 。。。 。 。 。。

及正面情l鼓

宿營訓練
解難能力及建 。。。 。 。。。 。 。。

立聯繫

成長小組
個人信念培養 。。 。。 。。。 。。
及積極思維

義工 服務
建立聯繫一 。。 。 。。 。 。
學校與社區

個人反思及建
總在吉小§且 立積極自我 形 。 。 。 @@@@ 。。

象
個 人能力與技 巧 (C om pet ence / Ca pa city)一通過「培訓1 /訓 練J (Ex peri entia l 
Lea rning a nd Tra i ni ng)來裝備/提升個人能力，減低或克服逆境帶來的損害。
內在個人正面及積極的信念與力盡(B eliet)-利用「 整理經驗J (Ex perience 
cons olidat i on)不同活動歷程中對個人 之反省及檢視，以肯定個人信念 /未來的

信念(Tra nsformat ion)。
外在的支持及資源(B onding)-透過「策略J ( S t ra t eg ical ly netw ork bu ilding)以
協助連結不同的支援 系統，包括: 家庭 /家人、社區 /社區人士、學校 /教師、同
學 /朋單等等。

Joyful Teens 同行增潤小組(Booster Programme) 

活動內容

增潤小組對象將是完成Joyful Teens 同行挑戰小組(二級支援)的學生，包括
2018 -19 學年曾參與活動學生，或中二有要學生參加，小組約 10人。

真體內容及預期學習成果: 透過增潤小組、體驗性戶外活動、校內或社區服務
及分享形式，讓上一年度曾參與活動學生增強「正面思維」觀念，強他面對逆
境的態度及方法 ，並實踐分享培養積極面對人生挑戰的態度 ，以建立正面及
積極的信念 和 力量。內容包括:

抗逆力 精神健康
主題 自我效

情緒管理 關愛聯繫 積極思維 積極正念
能

成長小組
情緒管理 。。 。。。 。 。 。。

及正面情戚
體驗性戶 解難能力及建 。。。 。 。。 。
外活動 立聯繫

成長小組
情緒管理 。。 。。。 。 。 。。

及正面情戚

成長小組 個人信念 培養 。。 。。 。。。 。。
及積極思維

義工服務 建立聯繫一 。。 。 。。 。 。
學校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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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反思及
總結小組 | 建立積極自我

形象

2.4.3.4 主要推行詳 情
計劃時期: 2/型盟至112021

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預期學習成 果

2/2019 「正面恩 具體內容 :透過 製作展板、攤位及
至 維及文 體驗多元創作活動，讓學生建立
12/2020 他」午間 「抗逆力」觀念，並向其他人推廣

活動[一級 正面思維及文他。
預防活動]

預期學習成 果:學生能認識面對逆
境的態度及方法，以建立正面及積
極的信念和力量。

2/2019 「正面恩 真體內容: 透過 互動講座、體驗遊
至 維」心理 戲及影片播放形式，講學生明白生
5/2020 健康講座 命 中時常會遭遇困難 ，認識每個人

[一級預防 都可以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並增加
活動] 在校園建立求助文他

預期學習成果:學生能了解抗逆力
概念及如何正面思維的方法。

3/2019 「正面思 其體內容:透過 互動工作坊、 體驗
至 維」心理 遊戲及影片播放形式，讓學生認織
12/2020 健康工作 正面思維及抗逆力的元素，以處理

坊 生活處境及挑戰 ，並學習培育廠恩
[一級預防 文化 ， 增加在校園建立求助文忱的
活動 ] 活動。

預期學習成果:學生能認識正面思
維及抗逆力的元素。

2/2019 「正面思 具體內容:
至 維」生命 工作坊 (首年 2節x2姐、次年 3
12/2020 

6 

。。

對象、人數 時數/日數 負責人員(請列明
及挑選準則 資歷及參與程度)

對象及人數: 首年3 負責人員:計創
中一至中五學 節，次年3 註冊社 工( 活動統
生 (首年約300 節，每節 籌及推行) 及與
人 ，次年300 約l 小 學校教師一起協
人 ) 時，共6 作進行

節
挑選準則:全
校學生
對象及人數: 首年 2 負責人員: 計劃
中一至中五學 節，合共 註冊社工( 活動統
生(首年 約6 50 1. 5小時， 籌及推行) 及與
人 ， 分兩節中 次年 l 級別教師一起協
一至中二級全 次，每節 作進行
級; 中四至中 約l 小 論者:由具有推
五全級。 次年 時，共3 行情緒管理/心理
約650 人 ) 節 健康活動機構的

註冊社工負責，
挑選準則:中 並具中學工作經
一至中五全級 驗
學生
對象及人數: 首年 14 負責人員: 計劃
中一、中二及 節，次年 註冊社工( 活動統
中六學生 (首 14節，每 籌及推行 )及班主
年 約400 人 ， 節約l 小 任一起協作進行
次年約 400 時，共 28 有關情緒/壓力處
人 )， 分十四班 節 理的工作坊
進行，每班l [首年中六
節 5 節工作坊 負責計剖社工也

己於 11月 會協助人班舉辦
挑選準則:中 完成] 工作坊(3節x2年
一、中二及中 = 6節)
六全級學生 講者: 因同一時

段人班舉辦工作
坊，由具有推行
情緒管理/心理健
康活動機構的註
冊社工負責，並
具中學工作經驗

對象及人數: 工作坊: 負責人員:計劉
中一至中五學 首年 4 詮冊社 工(活動統



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對象、人數 時數/日數 負責人員(請列明
預期學習成果 及挑選準則 資歷及參與程度)

教育體驗 節 x2 組，每節 2 小時 ) : 透過體 生 (首年約 50 節，次年6 籌及推行 ) 及 班
活動 驗遊戲 (小手工 製作 、 藝術體驗 人，次年 約 50 節，每節 2 主任一起協作進

[一級預防 或競技活動 )，由社工進行解 人)， 分兩組進 小時，共 行有關情緒/壓力
活動 ] 說，通過歐受分草和小組 討 行。 10節。[首 處理的 工 作坊及

論，讓學生可以多欣賞自己及 年 4 節工 戶外活動
別人的付出，並珍惜所擁有的 挑選準則 : 中 作坊已 分 導師:因同一時
事物。 一至中五學生 別於 11-12 段人班舉辦工作
戶外活動 (首年 3節 x2 組，次年 月 完成 ] 坊，由具有推行
3節 x2組， 每節約 4 小時 ):以 情緒管理/心理健
體驗式活動 (歷奇活動 、 生命歷 戶外活 康活動機構的註
程遊戲 )，協助學生以積極樂觀 動: 冊社工負責，並
的 心態去看待生命中的缺失， 首年6

並體會生命的多樣性及發現生 節，次年6
命 中的可能性， 重燃對生命的 節，每節4
希望。 小時，合

共 12節。

預期學習成果:協助學生學習轉他
對挑戰及困境的看法 ， 建立正面及
積極的人生態度，學習如何發掘生
命 中的美好，珍惜。

2/2019 家長心理 具體內容: 透過互動講座、體驗遊 對象及人數 : 首年 i 負賢人員 :計劉
至 健康講座 戲及影片播放形式，讓家長明白家 學生家長(首年 節 ;二次年 l 註冊社工(活動統
12/2020 [一級預防 庭 關你及支持對 于女培育抗逆力的 約30人， 次年 節，每節 籌及推行 )

活動] 重要及了解如何在對 子女的期望與 約30人) 約 l 小 講者:由具有推 |
培育上取得平衡。 時，共 2 行情緒管理/心理

挑選準則:全 節 健康活動機構的
預期學習成果:協助家長認識 子女 校學生家長自 註冊社工負責，
的需要、生活處境、 壓力處理及與 行報名 持有輔導學 士 /社
子女溝通的技巧 。 會工作學 士或以

上資歷，並具中
學工作及家長教
育經驗

2/2019 逆境同行 真體內容: 對象及人數 : 首年 l 負責人員:計剖
至 教師培訓 首年:透過互動講座及體驗活動 形 教師 (首年約 節，次年 l 註冊社工(活動統
12/2020 工作坊 式 ， 讓教師察覺 照顧自己身心的重 的人 ，次年 約 節，每節 普及推行)

[一級預防 要，學習識別具有情緒健康需要的 的人 ) 約2小 講者: 由具有推
活動 ] 學生。 挑選準則:全 時，共 2 行情緒管理/心理

校教師 節 健康活動機惰的 |
次年:透過互動講座及體驗活動 形 [首年 l 節 註冊社工負責，
式，讓教師 掌握相關技巧以識別抗 已於l 月 持有輔導學 士 /社
逆力較低的學生，並回應他們在 心 完成] 會工作學 士或以 |
理、 情緒和 發展方面的需要。 上資歷，並具中

學工作及教師培
預期學習成果:協助教師 掌握辨識 訓經驗
抗逆力較低的學生的技巧， 及協助
教師察覺照顧自己身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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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對象、人數 時數/日數
資
負責
歷

人
及參

員(
與
請
程
列
度
明
) 預期學習成果 及挑選準則

2/2019 - 學生需要 具體內 容 :透過識別工真( HKSIF 對象及人數: 首年l 負責人員:計劃
12/2019 調查 1. 1 問卷 )，以及學生問卷、 教師和 中一學生 (首 節，次年l 註冊社工(活動統

(HKSIF 社工觀察等多種方法邀請 抗逆力較 年約150人 ， 節， 每節 籌及推行)
1.1 ) 低、支援網絡較弱之學生參加「抗 次年約 150人) 約l小
[二級支援 逆力培訓IJ 計翻。 時，共 2
活動] 節

挑選準則:中
一全級學生

2/2019 Jo yful 具體內容 : 歐動禮、成長 首年 14 負責人員:計劃
至 Teens 同行 歐動禮(1節，1.5小時):互相認 小組對象及人 節，次年 註冊社工(活動統
1/2021 挑戰小組 識、簡介計剖活動及目的 數:中一學生 14節， 共 �及推行)及輔導

[ 二級支援 . 成長小組(4 節，每次 1.5小時): (首年約10 28節 組教師或學校社
活動] 提升解難能力、學習情緒管理、 人 ， 次年約10 工一起協作進行

強化個人信念、增加自信心及 人) 有關情緒/壓力處
分享等 理的小組及戶外
戶外活動(2 節，8 小時): 於營 戶外活動及 宿 活動

地舉辦團隊合作及體驗活動， 營訓練對象及 導師: 持有低結
提升學生抗逆力及連繫廠 [ 活 人數:中一學 機技術/ 一級歷
動會額外邀請 8 至 10位同級學 生(包括訓練對 奇教練 證 書課程
生參加 ， 希望協助學生與他人 象學生及其邀 / 歷奇為本輔導
發展正向人際關係，擴闊社交 請同伴)(首年 工作者證書或以
支援網絡。 ] 約20人，次年 上資歷，並真備
宿營訓練(4 節，兩日一夜 宿營): 約20人) l 年或以上歷奇
於營地 進行體驗活動及歷奇活 工 作經驗[導師主
動，透過團體互動，認識及接納

挑選準則:還
要於戶外活動及

自己，提升解難能力，加強情緒 宿營訓練歷奇活
管理及提升抗逆力 [活動會額 過問卷調查， 動擔任]
外邀請 8 至 10 位同級學生參 以及教師和社

加 ， 希望協助學生與他人發展 工 的觀察挑選

正向人際關係，擴闊社交支援 中一學生參加

網絡。]
義工服務(1 節嚮 備聚會， 1.5小
時; 1節義工服務， 2小時):透
過籌備校內 義工 服務 ， 協助學
生鞏固所學，把抗逆力及精神
健康的信息推廣至校內同學，
並 提 升同學對求 助 的 接 納態
度。同時，活動能增加組員的自
我效能戚， 提升他們的自信
嘉許禮(1節 1 .5 小時):總結經
驗，分享成果及所學，為未來訂
下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協助學生建立 「正
面思維」 觀念，學習面對逆境的態
度及方法，並分享培養積極面對人

8 



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對象、人數 時數/日數 負責人員(請列明 |
預期學習成果 及挑選準則 資歷及參與程度) I 

生挑戰的態度 ，以建立正面及積極
的信念和力量。

10 /2019 Joyful 具體內容 : 對象及人數: 共8 節 負責人員: 計劉
至 Teens 同行 . 成長小組(3 節，每次 1小時): 上一年度曾參 註冊社工( 活動統
8 /2020 增潤小組 提升解難能力、學習情緒管理、 與活動學生， 籌及推行)及輔導l

[二級支援 強他個人信念、增加自信心及 或 中二 有需要 組教師或學校社
活動] 分享等 學生( 約10 人) 工一起協作進行

體驗性戶外活動( 2節，每次 3小 有關情緒 /壓力處
時): 於戶外舉辦國隊合作及體 挑選準則: 透 理的小組及戶外
驗活動，提升學生抗逆力及連 過教師和社工 活動
繫凰 的觀察 ，挑選 導師 :由具有推

. 義 工服務(1 節嚮備聚會， 1.5小 上一年度曾參 行 情緒管理 /心理l
時; 1節義工服務， 2小時):透 與活動學生， 健康活動機構的 |
過籌備義工服務，協助學生鞏 或中二有需要 註冊社 工 負責，
固所學，把抗逆力及精神健康 學生參加 並具中學工作經
的信息推廣至校內同學 ，並提 驗
升同學對求助的接納態度。同
時， 活動能增加組員的自我效
能眩 ，提升他們的自信
嘉許禮( 1次 ， 1 小時):總結經
驗， 分享成果及所學，為 未來訂
下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學生增強「 正
面思維」觀念 ，強化面對逆境的態
度及方法 ， 並質踐分享培 養積極面
對人生挑戰的態度 ，以建立正面及
積極的信念和力量。

2 /2019 瑜伽體驗 透過一 系列柔軟的瑜伽伸展動作 對象及人數: 首年 5 負責人員:計劉
至 練習工作 中， 讓學生把注意力帶人身體在 動 中四至中五學 節，次年 5 註冊社工(活動統
7 /2020 坊[二級 作中所產生的經驗裡'並講學生抱 生 (首年約10 節，每節 籌及推行)

支援活動] 著一種開放和戚興趣的心態 ，去戚 人 ，次年約10 約1.5小 導師:由真有推
覺並溫柔地探索自己的極限。 人) 時，共 10 行 瑜珈 活動經驗

節 的導師負責，持
預期學習成果 :協助學生減少疼痛 挑選準則: 透 有瑜伽證書或以
引起的負面情緒，以及有效提昇生 過老師和社工 上資歷，並具中
活質素。 的觀察 ，挑選 學工作經驗

中四至中五學
生參加(首年
約10 人 ，次年
約10 人) ，合

共 10 節
備註:

1 . 本機構將採取安全措施 確保 計劃參與者的安全，以及遵守 教育 局〈戶外活動指引〉和
其他相關的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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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機構將遵守所有有關保 障個人資料與私隱的法例 與 守則。本機構在本計劃中蒐集的
資料，尤其個人資料，不會披露及/ 或轉交 協作學校以外任何團體或人 士。

2.4.4.創 新和新元素
本計創結 合抗逆力與精神健康，為 校本二級支援的活動發 展新方式，篩選工具是專為本
計剖而設計，具嚴謹的理論基礎及 研究實證有效識別抗逆力較低及精神壓力較高的初中
學生。參考 2017 - 2018年度「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計劉，本計劃優他了原有概念框架，
引人幾項新服務元素，包括增潤小 組、建立學校戚恩文 化，並將計創推廣至中四學生。

2.5. 產品 、 預期成果
2.5.1產品
發 展及整理一級預防的工作坊資料及二級支援的程 序資料

2.5.2.預期成果
辨識及照顧潛藏成長需要的學生 ，並提供支援及輔導，協助他們更有效適應學習環境
協助教師辨識及支援學生的需要
讓家長認識學生的成長需要及學習如何引導學生成長
營 造關顧及廠恩的校園文化，並加強校園建立求助文化

2.6.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港幣400‘000.00元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理據
* 項目 款額($)

i) 員工開 社工薪金 $299，880 負責計翻社 工 為 具認可社工
支 $11， 900 x 24月x 1.05(M PF) 學位的註冊社工
ii) 服務 「正面思維及文他」午間活動 $0 

[首年 3 節，次年 3節，每節約1小時，共6
節;首年約300 人，次年約300人]

2. 「正面思 $2，400 由真有推行情緒管理 /心理健
[首年 2節，合共的 小時，次年l 節 ，每節l 康活動機構的註冊社工負
小時， 合共 3 節; 首年約650 人， 分兩節中 責，並具中學工作經驗
一至中三級全級，中四至 中 五 全級;次年約
650 人]

講員 費:$8 00/節x3節
3. 「正面思維」心理健康工作坊 $13，600 因同一時段人班舉辦工作

[首年 14 節 ，次年 14 節，每節約1小時，共 坊，由具有推行情緒管理 /心
28節; 首年(首年約400 人 ， 次年約400 人 )， 理健康活動機構的註冊社工
分十四班進行，每班l 節] 負責，並具中學工作經驗

. 講員 費:$800x6 節(首年)
講員費:$800xll 節(次年) [首年已完成中六級5節工作

坊 ]
4. 「正面思維」生 命教育體驗活動 $28，500 由具有推行生命教育活動的

[工作坊:首年4 節，次年6節，每節2小 時，共 機構 注冊社 工 負責，並真 中
1 0節1; [戶外活動:首年6節，次年6節，每 學工作經驗
節約4 小時，共12節1 .分 2名且進行 ，首年約5 0 因同一時段人 班舉辦工作
人 ，次年約5 0人 ) 坊， 需額外邀請具有推行生

命教育工作坊的機構社工負
戶外活動[ 活動費用(包括: 體驗活動及分 責 ， 並具中學工作經驗
享) : $65 /人 x 25 人 x 2組 x 3次 x2年

nu
 



車費:叭，5 001輛x 1 輛x3 次 x2 年 [首 年工作坊(4節)己分 別於
11-12 月完成]

5 . 家長心理健康講座 $1，600 由 真有推行情緒管理/心理健
[首年l節，次年1節，每節約1小時，共2節; 康活動機構的註冊社工負
約3 0人] 賢，持有輔導學士/社會工作

' ﹒ 講員費 : $8 001小時 xl 小時 x 2 年 學士或以上資歷 ， 並具中學
工作及 家長教育經驗

6. 逆境同行教師培訓工作坊 $1，600 由具有推行情緒管理/心理健
[首年1節，次年1節，每節約2小時，共2節; 康活動機構的註冊社工負

首 年約的人， 次年約的人 ] 賀，持有輔導學士/社會工作
講員費: $8 001小時 x 2小時 x l 年 學士或以上資歷，並具中學

工作及教師培訓經驗
[首年教師培訓工作坊( 1節)
已於1/2 01 9完成]

7. Jo yful Teens 同行挑戰小組 $24，1 00 持有低結 構技術/ 一級歷奇 |
[首 年 14節，次年14 節，共28節，小組首 年約 教練證書課程 / 歷奇為本輔|
1 0人 ，次年約1 0人; 戶外活動及 宿營訓練首 導工作者證害或以上資歷，
年約20人 ; 二次年約20人l 並具備l年或以上歷奇工作
[戶外活動及 宿營訓練會由教師及社工 邀請8至 經驗[歷奇導師主要於戶外活
1 0位同級學生參加，希望協助學生與他人發 動及 宿營訓練歷奇活動搶任]
展正向人際關係，搧闊社交支援網絡，所以

人次較小組活動多l

戶外活動[日營費用 :$1，600、 租用營地設
施: $5 00、車費 :叭，400、歷奇導師費 :
$1，5 00 ( $5 001小時 x 3小時)] x 2 年
宿營訓練[ 宿營費用 :$3， 000、租 用營地設
施: $65 0、車費 : $1，4 00、歷奇導師對 :
$2，000 ( $5 001小時 x 4小時)] x 2 年

8. Jo yful Teens 同行增潤小組 $3，2 00 由具有推行情緒管理/心理健
[共 8節，挑選上一年度曾參與活動學生， 或 康活動機構的註冊社工負
中二有需要學生參加， 約 1 0人]戶外活動[ 活 賀，並具中學工作經驗
動費用(包括:體驗活動及分享)$600、車費 :
$1， 000] x 2節

9 . 瑜伽 體驗練習工作坊 $7，5 00 由具有推行瑜珈 活動經驗的
[首 年 5 節，次年 5 節，每節約 1.5小時 導師負賀，持有瑜伽證書或
共 1 0節，首年約1 0人 ，次年約1 0人 ] 以上資歷，並具中學工作經

導師費用: $5 00小時x 1.5小時 必節 x2 年 驗
iii)一般開 「正面思維及文化」午間活動 $1，2 00 

支 [ 首年 3 節，次年 3 節，每節約l小時，共6
節;首 年約300人 ，次年約3 00人]
活動及 展覽物 質 $60 0x2 年

2. 「正面思維」心理健康講座 $400 
3 . 活動物資: $ 2 00 x 2節x1年
4. 「正面思維」心理健康工作坊 $600 
. 活動物資: $3 00 x 2 年
5 . 家長心理健康講座 $2 00 

L...... 活動物資: $2 00 x I年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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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逆境同行教師培訓 工作坊
活動物資: $300 x 1 年

7. 「正面思維」生命 教育體驗活動
活動物資: $400 x 2 年
Jo yfu1 Teens 同行挑戰小組
[首年14節，次年 14節 ，共28節，小組首 年約
10人，次年約10人;戶外活動及 宿營訓練首
年 約20人;次年約20人]
[戶外活動及宿營訓練會由教師及社工 邀請8至
10位同級學生參加，希望協助學生與他人發
展正向人際關係，擴闊社交支援網絡，所以
人次較小組活動多]

啟動禮~活動物資: $ 100 x 2 年
成長小姐~活動物資 : $200 x 2 年
戶外活動~活動物資 : $200 x 2 年
宿營訓練~活動物資 : $200 x 2 年
義 工服務~活動物資: $500 x 2 年

. 嘉許禮~活動物資: $100 x 2年
8. Jo yfu1 Teens 同行增潤小組

[共8節， 挑選上一年度曾參與活動學生 ， 或中
二有需要學生參加， 約10人]

. 成長小組~活動物資: $200 x 2年
戶外活動~活動物資: $200 x 2 年
義 工服務~活動物資: $500 x 2 年
嘉許禮~活動物資 :$ 100 x 2 年

9. 瑜伽體驗練習工作坊
. 活動物資(瑜伽蟄):叭，950($ 150x13塊)(2年

用)
活動物資 (瑜伽墊清潔用品 ): $ 250 ( 2年用 )

10.核數師
11.雜項 (如:交通運輸費 、影印及文具等)

申請撥款總額(曰:

$300 [首 年教師培訓|工作坊(1節)已
於1 1201 9完成 ]

$800 [ 首年工作坊(4節)已分別於
l 卜12月完成 ]

$2，600 

$2，000 

$2，200 

$5，000 
$2，32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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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計割 成效
3.1. 整體計翻之評估

校方檢閱:與學校的主要人員，如:校長、學校社工、輔導國隊、教師和 家長進行訪談。
其他檢視:檢視學校近期校本問卷調查結果和學校發展計劃等 ， 以識別學校的需要。

3.2. 一級預防活動
抽樣調查:在活動後分別進行簡單問卷調查，70% 或以上學生戚到活動有助提升抗逆力;
社工 或教師觀察 : 80% 或以上學生表示對精神健康有更深人的認識及改善。

3.3. 二級支援活動
成效:參加者抗逆力、自我效能、社會支援及正面情戚的改善，及精神壓力和負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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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低。
問卷調查 . 為二級支援的學生以「前測」及「後測」的方式收集可量化的評估數據，量
度他們抗逆力及精神健康是否有正面的改變。
社工或教師觀察:80% 或以上學生 感到活動有助提升抗逆力;並表示對精神健康有更深
人的認識及改善。

備註:為使計卸的成效得以加強和延續，本機構將在計創完成後， 向校方提交前測和後測的質
證和數據， 以便學校跟進。

4.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進度管理 計創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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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報告 31108/2019 中期財政報告 3110812019 

o 1102/20 19 - 31/07/2019 01/02/2019 - 31/07/2019 

中期報告 29/02/2020 中期財政報告 29/02/2020 

01108泣。19 - 31101/2020 01/08/2019 - 31101/2020 

中期報告 31/08/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1/08/2020 

01/02/2020 - 31/07/2020 01/02/2020 - 31/07/2020 

計剖總結報告 30/04/2021 財政總結報告 30/04/2021 

01/02/2019 - 31/01/2021 01/08/2020 - 31/01/2021 

5. 資產連用計創

體 育 器材 瑜伽墊 13 $ 1， 950 在 計 剖 完 成後 ， 物資 將會 在 學 校 體 育 |
課 中繼續使用 ， 讓學 生 能籍瑜 伽的伸 |
展 動 作 學 習 將 注 意 力 帶 人 身 體 動 作 l
中 ， 並 探 索 自 己 的極限 ， 以 延 續計 創
對 學 生 的 正 面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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