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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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名稱 |計劃編號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一沿途有你(í好心 情@學校」 微型計剖) I (由「網上升劃管理系統」 編配)

1、\V九o� S

基丕重重主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香港家庭福利會(協作學校:琶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受惠對象

註劃畫

(a) 界別:口幼稚園口小學 回中學 口特殊教育(請茅。簣，可tJfjjJf-1J軍第三多現

(b) 學生 :(J)初級預防活動約旦QA(中二級)
(2)次級介人活動約旦Á(中二級)

(c) 老師: 約旦A

(d) 家長:約豆立在」

(e )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Q (數目及類型戶

的 其他(請列明):

1日適用，請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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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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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剖以「初級預防」及「次級介人」 手法，í初級預防」會 對指定級別學生作全面預防

教育工作 ，í次級介入」 會 以識別工 具甄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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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劉選適當空樁，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口提升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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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自我效能廠
(i 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 )中所提及的需要。

(請剔選適當空格，可易。還一項或多項}
回 學校發展計劃: 培養學生健康積極的人生態度;提升學生抗逆、盡貴的堅毅意志。
回 調查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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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文獻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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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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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輝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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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鹼檢討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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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7 0%到90%死於自
殺的青少年在生前被診斷出精神(師問題(主要為抑鬱) (Esposito & C 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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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As sociati on of 
Suki dolog y  2014 )。

﹒ 次級介人旨在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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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介人具有高效益低成本的優越性。
研究 顯示，對青少年抑穆的次級介人項目的效果比初級預防項目顯著(Horowi tz & 
Garber 2006)。目前，全世界有很多針對青少年抑鬱的次級介人項目已被開展。例如，
The Penn -Re si li enc y Pro g r am (PRP; Gi l l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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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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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rberet al 2013 ; Mu巾2002)。

回 學生表現評估:透過識別工具(如香港學生資料表格-HK S IF '自我效能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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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本計剖得到香港中文大
學允許使用HK S IF識別工具，並鳴謝九龍樂善堂資助香港中文大學優化這套識別工具。

回 相關經驗:
香港家庭福利會自197 1年起，為香港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駐校及人校服務，對見童及
青少年以至其家庭需要有深人了解及豐富經驗。本會自1982年為可風中學提供學校社工
服務，一向與 校方緊密合 作並熟悉、校內學生情況。
自 2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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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富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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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有較大社會心理的青少年)的學生，在抗逆力、自我
效能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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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3 to - 2.08)。
本計，剖將參考過去成長的天空(中 小學版)及共創成長路的活動程序，推行「初級預防」
及「次級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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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
資料表格」或自我效能問卷 (Zh an g，J.X.， & Schwa r z缸，R.，1995) 作 為評估工具甄選有較
大服務需要的學生，參加r:次級介人」活動。

(c) 請詳述 如何以創新的意 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 調迪、配合 及/或 補足學校現行的做
法，以促進 學校發展， 滿是其獨特需要。

1. 初級預防與次級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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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 進 行「初
級預防」 可照顧較多學生，但支援較普遍，未能有效針對性學生的需要。國際文獻已指
出「二次級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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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次級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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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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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逆輪 ( H end erso n & Mi ls t e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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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抗迎文忱。本計劃會透過抗逆輪 的惜念 ，加強學生的自我
效能閩、自尊戚、家庭和學校支持， 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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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lly，C l剖 re 況 ，A n thon y F. Jo rm， 
a nd A nn e ma ri e  W ri 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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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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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a g wood ，K .， & Erw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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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創會 利用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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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指導服務
計剖工 作員與學校社工/ 輔導組合 作無間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指導服務或轉介至個
案服務，以協助個別學生整理經驗 並促進 其建立正面積極的信念 。

(11) 計劉可行性

(a ) 請描述計割的設計，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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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劉 有別於一般初級預防， 引人了次級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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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升學生應付成長挑戰的能力 (Co mp eten c e)
意識 (Self-a waren e ss)

1.1 提升知識(K n owled g e) 2.1 提升抗逆力 (R e silienc e Bui ld i ng) 
�提升學生精神健康的知識 +通過「培訓11訓練J(Experi en tia l Lea rnin g a nd 

T raining) 及認知行為介人手法來裝備彷訢刊固人
能力來處理、減低或克服逆境帶來的損害

1. 2去標籤 他 (N orma liza tio n) 2. 2 建立支援網絡 (N etw ork B ui lding) 
。以正向生命教育手法強他學 � 建立支援系統，包括:家庭/家人、 學校/老師、同

生的精神健康 學/ 朋單等促進 學生主動求助動力和及早 識別
令減輕標籤 效應 +提升家長/教師對精神健康的知識及處理方法，

'-------一 以成為同學的有效支援系統

(ii) 主要推行詳情

計創時期:旦旦盟主至岱且也且

月的/年份 活動 形式 節數
受惠對象/

參與者
9/2017 學校聯繫 及籌備 會 議 申請機揹 及校

方
強他教師團隊活動: 及早識別 講座/活動 學校老師
與 有效處理工作坊
家長支援服務 r逆風前航」一 講座/ 活動 家長
提升子女抗逆力家長講座

10/2017 學生需要調查(H K SIF) / 自我效 甄選工具 學生
能戚評估

11/2017- 8/2018 個別指導服務 個別指導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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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人生路" 樂觀思維系列 講座/ 活動 16 學生
“蜜蜜送" 校本義工培訓及服 講座/活動 6 學生

務計剖
“迎刃有餘" 歷奇成長挑戰營 營會 5 學生
「心 理學遠人」個人探索小組 小姐/工 作 8 學生

坊
6/2018 聯校結業典禮/校本分享嘉許禮 活動 學生、家長、老

師
活動通訊 (兩期) 單張/電子姆 學生、家長、老

介 師
7- 8/2018 活動檢討及評估、填寫報告 活動 申 請 機構及校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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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位教師參與培訓|工作坊，協作識別學生需要及個別 輔導等，並 為有 需要的學
生作出轉介。

(ii)老師在計劉中的角色: (諾易蟹#!t/ff!2.館，可!J!Ji1f-.虜鹿三多獨
口領袖 回協作者

口開 發 者 回服務受眾

口其他 (請列明)

(c) 請詳列計劉的預算和主要開 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且也元

預算項目中
開支詳情(包括各項目的細項開支)

項目 款額($)
j)員工開 支 職位: 1/3 計劃主任 $127，422 

$29，455 x 113 x 12個月x ]. 05 
(M PF) x ] . 03 (薪酬調整) =
$127 ，422 
職位:117 活動助理 $22，470 

$12，120 x 117 x 12 個月x 1 .05 
(M PF) x 1. 03 (薪酬調整 )=
$22，470  

小計: $149，892 

ii)服務 1. 強化教師團隊 活動:及早 $6，000 
識別與有效處理工作坊，海
師費
2 x $1， 000 x 3 小時=衍，000

小計: $6，000 
iii) 設備 手提電腦 $5，600 
iv)工程 . 

v) 一般開 支 1. 學生需要調杏 (HK S IF) $5 00 
2. “正向人生路" 樂觀思維 $3，200 

工作坊
3. “蜜蜜送" 校本義工培訓 $2，000 

及服務計劃
- 4 -

理據

具學位資格、註冊社
工、二至三年專業社
工經驗 ，負責統智 、
聯絡及推行本計劃
文書、資料輸人、協
助處理財務、協 助帶
領 活動 等

由有處理校園危機經
驗 的臨床心 理學家及
導師主持

活動物資 $200x 16 
節
活動物資$3 00x 6節

= $1，800;影印$200



、. 

4. “迎刃有餘" 歷奇成長挑 $17，000 包括兩日一夜住宿、
戰營 來回交通費、活動物

資、雜項開支
5. 個別指導服務 $500 
6. 「心理學迷人」個人探蒙小 $1，000 活動物資$ 125x 4節

組 x 2吾且=$1，000 
7. 家長支援服務: 「逆風前 $ 2，000 活動物資$ 1，500 ; 

航」一 提升子女抗逆力家 獎品$500
長講座

8. 強化教師團隊活動:及早 $1，500 活動物資制，500
識別與有效處理工作坊

9. 聯校結業典慢/ 校本分字. $3，000 活動物資$ 2，000 ; 
嘉許禮 獎品訓，000

10. 活動通訊(兩期) $1，000 

11. 審計費用 $4，500 

12. 雜項(如:交通費、影印、 $ 2，308 

文具、義工費)
小計 : $38，508 

vi ) 應急費用 . . 

申請撥款總額($): 200，000 

年請刪除不適用者

(111) 計劉的預期成果

( i )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囝 觀察: 觀察被甄選學生參與計剖活動的表現
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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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 neral sel f-e fficacy 

scale ) / 自尊戚量表( SelfEstee m scale )及精神健康拉、知 問卷( M e ntalH e al th L i ter acy 
Scale ) ，量度他們 抗逆力程度改變及對精神健康的詔知 度 。

回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
1. 75%參加次級介人的學生表示對精神健康的詔知 增加
2. 75%參加次級介人的學生表示個強了抗逆力的技巧
3. 75%參加次級介人的學生表示會 運用計劉內學到的技巧
4. 75%參加次級介人的學生表示計 創加強了他/她的支援網絡

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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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計剖內學到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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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請列明計割的產品或成果 。

參考文獻

{請易普選適當空格，可剔選一項或多項}
回 其他( 請列明)還塾盪詛

1. American Associati on of Suicidolog y  2014. De pre ssion and S llicide Risk. Re l.rie ve from 
https://www .su icidolog y.org /portals / L4/docs /re sou rce s /factshee ts /20 1 Llde pre ssionsu icide 20 14.pdf 

2. Esposi to CL ， Cl um GA. Psyc hiatr ic symptoms and the ir rel ationship to sllicidal ide ation in a hig h-risk 
adolescent commllnity sample . J Am Acad Child Psy 200 2;41(1):44- 51  

3. Ge rbe r M， Brand S， Fel dme th AK ， e t  al . Adole sce nts w ith hig h  mental toug hne ss adapt be t te r  to pe rce ive d 
stre ss: A longi tudinal s tudy w ith Sw iss vocational stude nts. Pe rs lndiv Differ 2013;54(7):808-14 

4. Gi川IIham J .， Re iv叫ichK .， J aycox L .， e仗t a訓1. The Pe nn Re s討訓ilie ncy Prog♂r am . Phil adelph圳ia缸: Unive 飢r叫t句Y of 
Pe nnsylvania;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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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en derson， N .， & Milst ein ， M .  (1996). R esiliency in schoo ls .  Thousan d Oaks， CA: Corw in . 
6. Hoagwood， K .， & Erw in ， H .  D. (1997 ). Effectiveness of schooJ-based menlal heal th services for chil dren:  A 

10-year research review . Journal o f  Child and Fam ily Stu dies， 6(4)，435-451. 
7. Horowit z JL， Garb巴r J. T he prevention of depr essive symptom s in childr en and adolescen ts: a met a-analytic 

review . J Co nsult Clin Psychol. 2006; 74:401斗15.
8. K elly， C. M.， Jorm， A .  且，& W r ight， A. ( 2007). Improving m en tal health lit eracy as a st rategy t o  facili tat e 

early int erven tion for m ental disorders. Med J Au仗，187 (7 SlIppl)，  S 26-30. 
9. M u ris P. Rela tionships betw een self-e fficacy and symp tom s of an xiety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in a normal 

adolescen t sample .  Person ality an 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 2， 3 2. 2: 33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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