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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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構/個人名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協作學校:中華基督教會譜李麗芬紀念中學)
受惠對象

註劃畫

(a) 界別:口幼稚園口小學回中學口持殊教育f蒜易管p可易管一夜'.$t:多揚
(b) 學生:(1) 初級預防活動: 約 160 人(中一至中三學生

(2) 次級支援活動 : 約20-25Á(CÞ-�C� 一 …"
日次級支援活動仍ι，_.... 

(c) 老師:納15-25人
(d) 家長:你115-25人
(e)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 其他(請列明):

(1) 計劃需要
(a) 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並詳述建過計劃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1.及早識別及支援有潛在需要(抗逆力較低及精申壓力較高)的中一學生 ;
2.為學生提供 I 初級預防 J (Primary Prevention)活動，透過全校及級本活動提升他們對情緒管

理的認知，在校園推動正面、戚，粵、及積極的文化，創造有助學生健康成長的保護因素。
3.篩選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次級支援J (Secondary Intervention)活動，例如點對點支援培訓

小組活動，協助學生發掘長處和能力、加強社交能力及培養正面信念等，改善精神健康。
4. 提高支援學生成長的有關人士(家長及老師)對學生的精神健康的認識，掌握跟進輔導技巧。

(b) (i)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Jjf，教聲鼓掌笠裙，可教舉一男男多獨
口提升學與敦，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固/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回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感發展
口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固 其他(請列明) 增強學生的抗逆力，包括:提升學生情緒管理技巧、解難能力及推動校園
ESJ腎、文他

自)事體嘲嘯譚鵲想想;前聽智體誼會韓紅體鶴空三
項，2015至2018年度定為「關顧師生身心靈，健康J ' 並將 「 關顧師生身心健康活動」定
為學校發展重點計剖，2018至2021更把「培育學生正向價值思維」定為學校關注事項
之一。上述的發展計剖都足證協作學校對學生的身心精神健康的高度關注。協作學校
上年引人服務協姆 「尊叢生命，逆境同行J ( r好心情@學校J微型計劉)作 「初級預
防」及針對性的 「次級支援」服務，師生反應正面，期望能夠繼續舉辦活動，既與學
校發展計劃互相緊扣，亦為學生創造有利的成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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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抑鬱症和焦慮症) (Lam et 吼，2015)。很多中學生明顯有抑鬱症狀。
三個全港大規模有代表性的研究用同一個國際認證的工真，分別找出30%、57.2%及8.8%
的中學生可能患上抑鬱症，這些數字比美國的28%還要高 (Rushton et al.， 2002 )。 次
級預防旨在篩查出精神健康風險較高的人群，並對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平預，從而減少
患病風險。研究清楚顯示，次級干預比初級預防更能有效地減低青少年抑鬱 、焦慮及其
他健康有關的問題 (Horowitz & Garber 2006; Merry et al.. 2012; Sandler et 泣，2014; Stice et 
此， 2009; Teubert & Pinquart 2011)。研究顯示抗逆力可以預防各種精神健康問題(PrinceEmbury & Saklofske 2014 ) ，包括抑鬱症 (Connor & Davidson 2003 );及透過平預得以提升
(Prince -Embury & Sak10fske 2014 )。亦有研究指出，關愛聯繫、解難及積極思維與抗逆
力有密切關係，同時與降低患上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症)的風險顯著有關 (Brown et al.， 
1J86; Caims 2014; Dumont & Provost 1999; Ehrenberg et al.， 1991 )不少香港及外國文獻均
顯示，學生升中後面對各種變化(學習模式、社交圈子等)容易出現適應問題，其自我效能
感(self-efficacy)亦會下降(Angerman & Midgley， 1996)。有機構於2016年的問卷調查亦發
現，近四成香港中一學生有1適應學校困難」問題(香港明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2016)。
因此，支援中一學生的情緒工作及提升他們的抗逆力相當重要。

回 調查結果:根據協作學校駐校社工服務於2016-2017學年收集的學生需要問卷調查(F.I﹒



'、“ 

F.6)結果顯示，在收回的份問卷中，r情緒/精神健康(壓力、焦慮、情緒低落等)J位居
第一，為同學覺得自己/同學最需要的服務。當中初中學生於該方面的需要更有上井的趨
勢，比往年更為顯著。參考學生需要問卷調查的結果及老師觀察，本計劃著意針對校本
需要，為初中學生的情緒/精神健康進行初級預防，當中更進一步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提
供次級支援，以提升學生的抗逆力為重點。而協作學校上年度駐校社工跟進的個案中，
與情緒/精神健康相闊的個案佔32% '可見學校有需要及早識別潛危學生，並透過一連串
的活動，加強學生的抗逆能力。在班主任及任教老師會議中，老師亦反映學生的精神健
康及抗逆力下降。學生面對成長、朋輩、家庭、學業等問題時不懂如何面對，較容易有
情緒波動。初中學生心智未成熟，加上支援網絡弱(如:家庭支援較弱、能力較弱、社區
接觸面小...等)，學生容易有負面思想和無力戚，部份學生更有逃避及抑鬱的傾向。更令
人憂慮的是近年青少年自殺成風。要逆轉不良的影響，學校需要進一步推動提升學生的
情緒健康及抗逆力。

6a. {ð;覺得自己/同學在那方面街服務需要? (ãìl回三項)
6.al學習(續密技巧、時間管理等)

6必成長發展(提升自我形象，自信心等)
6.a3 tll緒I精神健E賢(壓力﹒煞車、惆緒低落尊〉

6.34領袖訓練
6.a5 7t!早就業
6.36家底開除

6.37徑教育(包括與異性相處﹒戀愛等)

6.38閉'1/f.相處
63.9 重量工服務
6.3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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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份比
48% 

43% 

52% 

13% 

37% 

22% 

21% 

32% 

17% 

5% 
﹒節�J(自學校2016-2017年度學生意兒問卷調查(F. I-F.6) 

回 學生表現評估:協作學校每年都採用「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評估學生在情意及社
交範疇的發展情況和需要。調查結果顯示，初中(中一至中三)學生的「負面情戚」高於
常棋，而「機會」及 「社群關條」亦自評低於常模。可見學生需要更多社交的機會、
擴闊其接觸面和預防性的情緒支援工作。而此數據為依歸，協作學校需要從初中開始
進行初級預防工作，並重點次級支援中一至中三級學生的精神健康 ，提升其正面思維
和抗逆力，透過活動增加其社區接觸面、強化其社交圈子， 以防患於未然。

回 相關經驗:在 2017 年， 大約 300問中學在約30間社褔機構的支援下，以優質教育基金
的穹的關展了同名的計劃( r尊重生命、逆境同行」計劉)，他們均用了同一個f

單選工真(the Combined Resilience and Mental Distress Screening Tool: 
CRMDST) 、及相近的抗逆力-精神健康框架。 在 2018年3月，參與學校在中期評估中對
篩選工真和次級干預都有非常正面的評價。協作學校亦於2017年11月開展 「尊重生
命、逆境同行」計剖，對計劉給予正面評價，尤其活動為學生帶來不同的學習經歷，
對學生有正面影響。

回 其他(請列明) 學生在成長中要面對各範疇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社會、 家庭、學校及閉
友等，精神健康容易受影響;教師在學校是最前線面對學生情緒需要的一群，更需要相
關支援以扶助學生健康成長。現時坊間所提供的精神健康活動主要以「初級預防」為主，
學校亦缺乏足夠資源邀請合適的社福機構提供 「次級支援」的專業服務。本計剖運用真
科學質證基礎的甄別工具，及早識別學生需要，進行專業的針對性支援活動，能更有效
協助學生提高抗逆能力。加上學校在過去一年已經篩選了部份有需要的中二及中三學生
作支援活動，為鞏固他們的抗逆力和確保良好的精神健康，他們亦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增
潤服務J (Booster Service)。

(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賣錢方法來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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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ηPrevention)與次級支援(SecondarγIntervention)
多年以來，不少本地及外國學者均強調「初級預防」和 「 次級支援 J ' 兩者必須並重，同時實
施。「初級預防」方面，本計劃聚焦於初中，尤其中一學生要面對新學習環境，好讓學生及早
了解和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同時，正向的校園文化有助學生之間滋養積極及正面態度，因
此，全校的初級預防工作會焦點推動 :戚，恩、關愛、積極思維等正面信息。「次級支援」的對
象主 要是中一有潛在需要的學生，以 「證據為本的次級支援」來提升學生抗逆力及減低精神
壓力。這框架包括四大範疇 :關愛聯繫、情緒管理、發掘潛能及積極思維(見下圍)。計劃部份
活動會招募a)上年曾參與 「逆境同行挑戰計劃」的學生，以及 b)以問卷篩選有需要的學生，
以促使朋輩之間正面影響的效果。2. 戚恩、文他
有文獻指出，戚，恩能夠減低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Diener， 1984)。一些干預，例如每日記錄三
件值得戚恩的好事(三，件好事練習)能有效地增強戚恩文化(Seligman et 吼， 2006)。這種干預措
施是積極心理平預措施的一部分(Seligman et al.， 2006)。因此，本計劃會在校內推廣及培育學
生的感恩文忱。
3. 本計劃透過講座/工作坊加強教師及家長的培訓，讓他們掌握相關技巧以識別抗逆力較低的
學生，並有技巧地於學校內或親子溝通上實踐以回應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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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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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重
l. 計劃將由本處(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與學校合作，共同訂定、 策劃並推行計劃內的活

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 工作服務會 提供充足人 力 資源進行 活動 及 識別工作，
而當識別出有需要的學生時，除提供次級支援活動外， 亦由相同機構(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的駐校社工為學生提供個別輔導。

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就本計劃所聘請的社工將 會以到校形式跟進所 有計劃內的 活動， 期
間亦會與協作學校計劃負責 人 保持緊密的溝通，定期了解學校需要及與學校輔導團隊
(包括學校社工)共同協作推展計劃內的各項工作 ，以確保計劃能順利推行。此外亦會
協助 完成前測、 後測及所需之調查及數據整理 及分析 ，以確保計劃能夠達到預期目
標，配合學校辦學信念和 使 命。

3. 本計劃將以過去一年的「尊重生命、 逆境同行」計劃加以改良，另外亦會參考成長的天
空及 共創成長路的設計，以積極向上、 富趣味性的形式呈現 和開展。 過去及現 時香港
基督教服務處社工有不少提供相關服務及計劃的經驗 ，包括中、 小學的，前線社工均
真備具體執行計劃的基本 能力 及 技巧。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將 為負責計劃的社工提供相
關培訓， 確保服務質素及 成效。

4. 本計劃聚焦於中一至中三級學生的次級支援的 工作，並為 過去一年被篩選出來的部份有
需要的中二及中三學生繼提供 一定程度的「增潤服務J (Booster Service) ，藉此鞏固他們
的抗逆力和確保良好的精神健康。此外，計劃的一小部分資源亦會用於初級預防，其中
更會推廣及培育學校 的鼠，粵、文{七(見理論部分)，根據過去的經驗所得 ，此舉能在推展計劃
時減低對參 加學生的標籤效應 ， 有 助 有需要的學生接受及參與計割。

s. 本計劃使用多種數據蒐集于7式以排織抗逆力較低之學生進行支援，方法包括:
(i) 本計劃運用 篩選工具(theCombined Resilience and Mental Distress 

Screening To01: C郎在DST)進行甄別工作 ， 及早識別有潛在需要的學生， 進行專業
的針對世支援活動，這能更有效協助學生提高抗逆能力。

(ii) 透過協作學校主要人 員，如校長、輔導團隊、 教師、 學校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平
日對學生的觀察及了解 ，辨識及推薦有潛在需要的學生。(山) 分析學生資料，女DAPASO、 家庭背景、 父母婚姻狀況、親子關係及 家庭收人等資

料，辨識有潛在需要或抗逆力較低 的學生，以作支援。
如發現潛危學生， 將轉介專業團隊(協作學校輔導團隊、學校社工或EP即時跟進。

6 本計劃亦十分重視教師參與，同時亦期望能提升計劃成效 的延續性， 使教師於計劃完
畢後繼續能夠在 校內推展 有關 工作 。因此，本計劃特別為老師 提供培訓，以提升教師
對認識及支援低抗逆力學生的 信心、 知識和技巧，日後能有效回應學生在心理、 情 和
發展方面的需要。至於中一至 中三班主任亦會協助識別及招募學生參與次級支援的 活
動 ，與負責社工合作推動計劃及 跟進學生的表現。

(ii)主要挂在詳情 計劃時期: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

日期 計劃活動 具體內容及 對象、人數

預期學習成果 及挑選準則

2018 學校聯繫及開展籌 聯繫校內計畫負責人及老10月 備工 作 師，簡介計ilFJ內容及商討實

施程序，為開展計的作準俑，

2018 學 生 需 要 調查 辨識低抗逆力及有情 中一級學生l至0月 (CR卸的ST) 緒需要的學生 約60人
11月

時數/日數 負責人員
(請列明買賣歷及

參與程度)
10小時 計畫負責社工

(資歷.學位註俯
于土工﹒具青少年精

神健康工作經驗)

每3共日f班3(小3l節小時) 時 計劃負責
社工
(資瞪:學位詮愉
中土工，具青少年新

?申健康工作經驗)



、、

2018 「積極思維」 ﹒學生 具體內容 : 中一至中二 l節 計創負責社10至
2019 心理健康講座 級學生 l小時 工及註冊社
3月 1. 介紹正向 思維及如 約160人 工

何辨識引致負面情 主講
緒的思想陷阱。 (資EE:每位設冊

社工，具背少年精
2.教導學生積極處理 tlll健康工作經驗)

逆 境、壓力及負面
情 緒 的 方 法及技
巧。

預期學習成果:

1. 提升學生積極思維
的能力

2. 提升 學 生處理逆
境、壓力及負面情

緒的能力
2018 「潛能盡展J -學生 具體內容 : 中二級學生 l節 計創負責社10至 心理健康講座 約 80人 1.5小時 工及註冊社2019 
5月 1. 介紹性格強項，讓學 工

生發掘出個人的潛 主講
能，為未來 進人新高 (資鹿:學位注冊

中訂下目標。 ?土工，具背少年粉

?申他防工作經驗}

2. 鼓勵學生正面發掘
個人潛能，學會自
我欣賞。

預期學習成果:

讓學生發掘個人潛能，
思考個人未來發展方

向 ， 學會積極展望 人
生。

2018 級本成長課 具體內容 : 中一級 3節 計創負責社10月 1. 進行性格分析，認學 約60人 每節l小時 工及註冊社至
2019 生發掘個 人性格特 共3小時 工
6月 質。 (資EE:學位註11甘

2.鼓勵學生說出自己 ?土吏，具背少年精

的優點及接納每個 ?申健陳t作鎧�)

人都有缺點 。

預期學習成果 :
1. 寵學生認識自己的

優點及接納自己的
缺點

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
2018 教師培訓工作坊 真體內容: 全體老師 l節 計創負責社10

至
月 l提升教師 對精神健 約40人 2. 5小時 工(資歷 : 學位詮

2019 工{乍坊後增值支 康的關注。 冊?土工，其青少年
8月

還*按:需要與學校駐
2.減壓 方法介紹。 精神他峽工作豆豆
3講解如何辦織有精 驗)

校社工合作 ，於工 神困擾之學生及如 及培訓導師
作坊後為教師提供 何支援 。 (資徑:
個別諮詢，支援老 -具個關大學校位
師識別及輔導低抗 預期學習成果 : -具相關教師培訓|
逆力學生，以回應 1.老師明白精神健康 經驗

學生在心理、 情緒 的重要。
和發展等方面的需 2. 老師掌握提升學生
要。 抗逆力 方法。

3. 老師掌握及減壓的
方法。

4. 老師掌握如何辦識
有精神困擾之學生
及支援的方法。



� 

' 預期學習成果 :
1. 讓老師掌握運用音

樂進行減壓的方法
2. 讓老師掌握如何辦

識有精神 困擾之學
生及提升輔導技巧

和方法。
2018 逆境同行家長培訓 真體內容 : 中 一至中二 l節 計劉負責社
l
年
2

至
月 工作坊(抗逆力活動) 1.教授正向管教概念。 級家長 1.5小時 工及註冊社

• 諾蹺
參與，伊家品長講盤祖館2

哀

磁

妥

之篩員斐
2講解如何辦識有情 約 20-30人 工

2019 緒 困擾之子女 及如 (自由報名) 主講
8月 聖先

的
﹒ 何支援。 (資1M:學位注冊

?土工﹒其家長工作

預期學習成果 : 經驗)

1. 讓家長掌握正向管
敦，學習多欣賞子
女。

2. 讓家長掌撞如何支
援有情緒困擾的子女
的方法和技巧。

2018 逆境同行挑戰計 *參與逆境同行挑戰計卸l重點
12月 活動之學生篩選:

至 1.學生需要調查(CRMDST)2.
2019 透過學校主要人員，如輔導阻
8月 隊、教師及曦的土工針眼生的

觀書寫及了解，辨�及推ïJilfi沼
在衛耍的學生. 3.分析學生資
料，如家庭背景、父過約網;伏
況等資料，辨滋有潛在m要或
統逆力較低的學生4.171l8!;;!
年曾參與次名及支援的學生

1. 抗逆成長活動 真體內容 : 中一級，約 6節 計劉負責社
【小姐/工作坊】 1. 透過解難及小組合 8-12人(透過 每節1.5小時 工

(6節) 作活動，講學生學習 評估調查及老師 (資歷: f.偎依注冊

解決問題的方法，提 觀察去迎還有需 共9小時 ?土工﹒其實?少年精

升自信心。 耍的中一學生) ?巾健峽工作皇室驗)

* 參與抗逆成長活動學生 2. 灌輸正向面對困難

之篩
選: 的意識及鼓勵求助

(追過評估，調查選出抗 文化 。
逆力較弱之學生，並會 預期學習成果 :
綜合及老師和社工觀 1.提升學生的解難 能
察，最終甄還有需要的 力和方法。
中一學生參與) 2. 加強學生的抗逆力，

*其中一節為校外體驗成
遇上困難 會積極

f是活﹒動，例如] :探訪、義」二 面對和尋求解 決
服務或社區體驗遊戲等， 方法。
探索社會不同層面人士的
g:.i育狀況，學習感恩，從升
自我效能戚。

2. 抗逆增潤活動 真體內容 : 中一至中二 4節 計劉負責社
【小姐/工作坊】 1.於小組內強化學生 級，約8-12 每節 1.5小時 工

(4節) 的解難 能力和人際 人(當於17/18 (資瞪:學位立即
關餘，建立互相支援 年參與次被支 共6小時 ?土工﹒其背少年精網絡。

援的學生)
扣11他即工作豆豆驗)

* 參與抗逆增湖j舌!WJ.t}\1:， 2.分享彼此在學校、學
之篩選: 業、家庭及人際關係
(在上年曾參與 等方面的狀況及挑

2017/18年次被支援的 戰，促進個人成長。
學生中，再選出抗迎力
仍較弱之學生，並會綜 預期學習成果 :

合及老師和社工觀濕， 1. 讓學生透過彼此分
最終甄選有需要的中二 享 ，為自己人生進
及中三學生參與，繼續 行反思，促進個人
強化支援。) 成長。

2. 強化學生朋鼓支援
*其中一節為校外體驗成
長:孟動，例如.探訪、技L

網絡。

服務或社區體驗遊戲哼，



探索社會不同層面人士的
生活狀況，學習函，慰，拉m.
自!!(效能感﹒

3. 戶外體驗活動
( 1次共 2 節)

生【態戶探外索活/歷
動奇.體擅驗足】、

* 參與戶外體驗活動學生
之篩選-
(邁過評估調查選出抗

逆力較弱之學生，並會
綜合及老師和社工觀

察，最終甄盤有需要的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參與

4. 成長挑戰營
【宿營/露營】

(2日 l夜)

* 參與成長挑戰管學生之
篩選:
(通過評估調查退出抗

逆力較弱之學生，並會
綜 合 及 老 師 和社工間

察，最終甄避有需要的

中一至 中三級學生參
與，而其他因各種原因
未曾參與逆境同行挑戰
計創中任何活動而抗逆
力較弱之學生亦會考慮.
在內，故成長挑戰日營
的參加人數會絕對較
多﹒)

2019 「抗逆力」及「戚1月
恩文他」 小冊子7至月 (其中一期附設家長
通訊)
(2期 ， 每期720冊)

2019 戚恩、文他推廣嘉年
38至

月
月 華

(推動感恩及求助
文他)

真體內容:
帶領學生進行戶外活動:
追足、生態、探索或歷奇體

驗。

預期學習成果:
1. 提升學生面對逆境

的解難能力。
2. 加強學生的國隊合

作精神。
3.讓學生享受大自然

的樂趣，學習放鬆。真體內容 :
1. 團隊合作活動。
2歷奇活動。

預期學習成果 :
1. 強化學生的國隊合

作精神及與人溝通
的能力。

2.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及有 能戚。

真體內容:
1.介紹抗逆力、分享逆

境 自 強 小 故 事及鼓
勵求助文忱。

2. 介紹感恩文化及分
享逆境自強小故事。

3.家長通訊分享如何
協助子女提升抗逆
力。

預警F羽嘻:l、有考 面對逆

現
境的

嗨
能力及了解

2. 及求助
生掌

相
握

求助途徑及 關

3 提資升源家- 長支援有抗
逆力較弱及 情技緒需要子女的
巧。

真體內容:
透過攤位活動，介紹抗

逆力、解難方法、戚恩
文仕及求助資源。

r暫且耳聾
l 穿草

方
工
及

對逆境
的 能 了解相關

.‘ 

中一至中二 2節 計創負責社工
級 每節4小時 (資瞪:學位註冊社
約15 -20人 共8小時 工﹒主主tf少年精神

能跟工作經驗}及
國隊導師
(資歷:具戶外活動

資絡及f仔少年培訓|

經驗)、2-3位老
師(班主任)協
助帶領活動。

中一至中二 2日l夜 計創負立社工
級 共6節 (資腔:學位註冊?士
約20-25人 工﹒具背少年精神

他五lï工作經驗)及
國隊導師
(資歷:具戶外活動

資絡及背少年培訓

經磁卡2-3位老
師(班主任)協
助帶領活動

全校學生約 2期 計剖負責
400人 社工
及 (資Hl:學位注冊?土

全校家長 工，具青少年精神

他6f!工作經磁)

全校學生 2節 計剖負責，社
約400人 每節1.5小 工

時 (資歷:學位諒自11社

工，具汗少年精神

健m工作經驗) 及
團隊(具 資 少 年

精 神健廠工作慈

驗)



文化。

2019 活動檢討及評估 1. 檢討整個計劃成效 校長及負責 l節 計劃負責社
9月

老師 工2. 延續計劉成果 2小時
(資歷:學位註冊社

工﹒具青少年精神

健康工作徑:驗)
主_. ，酬，ι.. _- 、- ﹒唔 "，，: ， . -可圈， 、.._ - 島�...... ....LI; ....戶--ι_ __1-. . �圓 圓 II_ � I 、. .. 』 一 ....� -L-I、� ， 、- -可"": I _L.t..- .... r呵.-‘ 取

足夠的安全措施，以及遵守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哥1)和其他相關安全指引，安排足夠的 人
手，以保障參與計劃之學生 。

(b) 請說明教師 及 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本計劃希望營造關顧的 校園文化， 校長及教師 均扮演重要角色:
Y長角色:由校長統籌及監督計剖，在財政及行政管理上給予支持，協助社工及教師完成工作。

?與輔導組 及學校社工緊密溝通和合作 ，推動 及展開「逆境同行挑戰計劃J '並
百試拒部務活動納人輔導活動當中並考慮、常規化，以便日後延續支援低抗逆力學生之工作﹒
當中全體老師參與培訓工作坊，協助識別學生需要及個別輔導等，並為有需要的學生作出
轉介;中一至中三班主任協助識別及招募學生參與次級預防的活動，與負責社工合作推動
計劃，並參與有關活動;此外，相關班主任協調負責社工推行一級預防的班訪活動及協助
負責社工進行活動檢討及跟進學生。同時亦會按需要與學校駐校社工合作，於工作坊後為教師
提供個別諮詢，支援老師識別及輔導低抗逆力學生，以回應學生在心理、情緒和發展等方面的需要，
持續發展老師為學生提供支援的技巧並於有需要時進行轉介。
(ii)毛師 在計劃中的角色:(.譜敘聲'.ff!j�!P-辯2可�fji1!-虜�至多獨

u領袖 回協作者u開發者 回服務受眾
u其他(請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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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亮

預算
開支詳情

(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理摟
項目*

項目 款額($)
i) 員工 0.4名學士學位註冊社工 $ 145，450 

王﹒ 要工安排作 篩lllï工 具 、 資料輸入及整開支 0.4名學士學位註冊社工薪金連公積金 理、製作報告x12個月:$12120.9 x 12 • 進行前測及後;�U及數據整理
*由機構提供人手以到校形式 • 聯絡及協調老師和學生

• 設計及帶領學生活動(如小
提供服務(非駐校 形式 ) 組﹒插進位及戶外活動)、統計參

與活動人數
• 進行教師/家長培訓
• 準備給討及財政報告

ii)活動 「積極思維」‘學生心理健康講座 $600 活
具
動
、 虛開玄度t主j抖要印刷教材、文

開支 (中一主中三級學生，約160人)

活動物資(如印刷教材、文具﹒遊戲材料)
.計I1J負責?土工及詮冊?土工(資� 學位

萃的社工，其青少年精神值跤工作經驗

「潛能盡展」﹒學生心理健康講座 $500 活動開支主要印刷教材、 文
(中三級學生﹒約80人) 具、遊戲材料活動物資(如印刷教材、文具、遊戲材料) '計lJl1J負賞?土工及注冊-社工(資歷:學位

誼H甘于土工，具青少年精神健康工作悠驗

級本成長課(中一級﹒共三班，約60人) $1，200 活動開支主要印刷教材 、 文
活動物資(如印刷教材、文具、遊戲材料) 具、遊戲材料

.計J1J負資?土工及註冊?土工(資歷:學位

註閉社工，具背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

教師培訓工作坊 $2，680 活動開支主要印刷教材 、 文
(初中級班主任及輔導老師，約40人) 真、遊戲材料、聘請培訓導師
-ì舌動物資(如印刷教材、文具、遊戲;材料) e計JIfIJ負責?土工資歷:學位誼冊社工，600 具1*f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



﹒員工培訓導師(2.5小時) 2，080 '1苦訓|導師資歷 具棺關大學學位及具
相關教師培訓|經驗

逆 境同行家長 培訓工 作 坊 $600 活動開支主要印刷教材、文
(中一至中三級 家長 ﹒ 2 0-3 0人) 真、遊戲材料
. 活動物資(如印刷教材、文具、遊戲材料) -�I 

aìfl1H土工，具2支援工 作悠驗

4. 抗逆成長活動【小姐/工作坊】 $5，600 小 組支出包括活動物資 、教
(其中一節為校外體驗成長活動) 材、文具、手工材料、筆記及
(6節) (中一級學生， 8-12人) 雜項等開支

﹒小組物資(活動道具、文具、手工材料) 1，000 *校外體驗成長j舌動例如:探訪、竣工服

.校外體驗成長活動*收費200@ 14人 弱或?土區經驗遊戲等，探索社會不同層
宙人士的生活狀況﹒學習感恩，捉到自我

(12學生+2老師及社工) 2，800 敘能戚，
﹒學生來回交通費 1，800 

.�十盒IJ負責?土工資做:學位詮冊?土工，具
青少年精神健跤工作怨驗

5 抗逆增潤活動【小姐/工作坊】 $5，600 小姐支出包括活動物資、教
(其中一節為校外體驗成長活動) 材、文具、手工材料、筆記及
(4節) (中二至中三級學生，8-12人) 雜項等開支

﹒小組物資(活動泌具、文具、手工材料) 1，00。
-校外體驗成長活動*收費200@ 14人 *校外體驗成長活動例如:探訪、發

(12學生+2老師及社工) 工服務或社區體驗遊戲等，探索社
2，800 會不同層面人士的生活狀況，學習

.學生來回交通費 戚思，提升自我效能國﹒

1，800 
-z十JlIJ負責社工資陸 學位註冊?土工，
其背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紹.驗

6. 戶外體驗活動(1次共 2節) $8，320 戶外歷奇支出包括來回交通
【戶外活動: 追足 、生態、探索及歷善于體 殼 、 人場費及物資等開支

驗】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15-20人) .監奇活動是戶外生態探絮及迫足體驗﹒

-歷奇體驗活動*收費240@23人 如位i屋田茲，學習欣:rt大們然及辜受生
j舌﹒

(20學生+3老師及吐工) 5，520 
﹒學生來回交通費 1，800 -g'l世11負賞?土工資l徑:學位泣冊?土」二，具
"雜項(如戶外;i!i動|坊蚊/急救用品欄 資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
1，000 .國隊導師資座:其戶外活動資恰及背少

衣$300、文具$200及活動物資$500等) 年培訓經驗

7.成長挑戰營【宿營/露營】 $15，800 成長 挑戰營支出包括來回交
(2日l夜) (中一至三級學生. 20-25 人 } 通費、兩日一夜管費、場地、

.宿營費用 ($350@x30) 10，500 活動物資及雜項等開支
(25學生+5老師/社工}

﹒來回交通費 1，800 -z十遍IJ負責?上工資Jft.:學位注冊?ι五，兵
﹒活動場地租用 資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
1，500 .珊隊導師資霞:具戶外活動資描及對少

﹒活動物資 1，000 年培訓綴�

﹒雜項(如戶外j苔，動防蚊/急救用品喃
1，00。

衣$300、文具$200及活動物資$500等)
8. I抗逆力」及「戲，蔥、文11:.J小冊子 $1，00。 小冊子支出包括印刷及製作
第l期印製及設計收費 開支，以在全校推應正面思維
第2期印製及設計收費 及提升抗逆力 。

*E-十ImJ負責?土工資服:學位泣冊位工，其
實少年精神健m工作主!í!.�

9感恩文化推廣嘉年華{全校學生400人) $4，500 嘉年華支出 包括攤位及場地
﹒攤位 及場地佈宜 佈畫 、 攤位遊戲製作
500 ($5 00x6) 、 租借展板及雜項(文
﹒攤位遊戲製作($500)(6) 3，000 具)等
﹒ 雜項(如文具， 運費) *g十"J負1立于土工資歷:e依法冊村工，
1，000 其青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及[wl隊資



度:其青少年精神健康工作經驗

iii)一般 1.核數費 1. $5，000 影印費及文具:影印學生需要
開支 2.雜項(活動橫頸、宣傳、鄧質及其他雜項研 2. $3，150 調查、前後測問卷、活動問卷、

-宣傳海報及其他宣傳品 800 文具、文件夾等
- 活動橫額 800 其他項目 鄧質﹒活動花絮光除錄製Wt﹒影印 500 參與挑戰活動之學生及交通開支)

﹒ 其他(如郵費，連費) 1，050 

申請撥款總額($):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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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000 

保採購程序是以公開 、
計劃的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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