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乙部 計劃撮要

附件二

計劃名稱: ASAP健康生注規劃:協助學生獲得 | 計劃編號2017/1070

及實踐健康知識和技能

機構名 稱 :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心

( 1 )目 的 : 從健康角度賦予「生涯規剖 」 一個新思維 ， 滲入 「 健康源於每個 微小的選擇及 決定 」 的核 心信息 ， 使

教育同工及持分者能 更有系統 地推展健康教育 。

目 標 : ( i)提倡 「 健康規劉網 Th eH e a1thy ‘P1an-Net' J '並以此為框架統整現有資源、及加人新的教育元素 ，

協助教育同 工更有效 地拓展健康教育 ; (ii) 哥|人新公共衛生學概念 一 質量調整葛命年(詳見 國二)為主幹並配

合其他相關理論 ， 製成教材及提供培訓 ， 深 化教育同工 對健康規 割的 知識 ; ( 山)以科學實證及相關文獻為 依

據 ， 設計教學活動及例子 ， 供教育同 工於推展健康促進活動時參考使用 ; 及( iv) 籌剖以初中為對象的校本體

驗活動及提供支援 ， 加強教育問工於推展健康促進活動上的 信心 ， 並收集整理持分者的活動經驗分享 ， 促進

校與校的聯繫 。

(2)對象 :有 志推行健康教育的教育同工 ， 提升初中學生的健康素養及協助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

預期受惠人數 : 1 2 所 中學 ， 約 4300 名初中學生 ， 計 割完成後成品將 惠及全港 中學 。

(3)推行方案:

﹒ 進行時 期 : 201 9年 3 月 至 2022 年 2 月 ， 共 3 6個 月 。

﹒ 過程用專間表 : 201 9年 3 至4 月 與參與學校溝通及製作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 一部分 ; 201 9年 4 至201 9

年 1 2 月 提供教師培訓及共同製作健康教育質用手冊的第二部 ; 201 9年 9(與上階段重疊) 至 202 1年 8

月 提供校本培訓及共同發展健康教育賀用手冊的第三部連同 一系列 到校課外體驗活動 ; 2021 年 9月 至

2022 年 2 月 評估計 割成效及發布成果 。

﹒ 與其他機構/ 伙伴協作 : 不適用 。

(4)產品 :

﹒ 產品/成果 : 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9個 到校 課外體驗活動連教材 套 、 健康生涯規劃網站 、 至少 12 次培訓

活動及健康教育的支援網絡 。

﹒ 產品/成果的推 介 : 藉大型活動和 郵遞方式向每所中學免費派發計劃的主要成品《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 

並將成品內容發展成網上版 ， 供任何 對健康教育有興趣的人士下載使用 。

﹒ 產品/成果商品化潛力 : 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商品化潛力很高。

(5) 預算 : ( i)員工 開支港 幣3，7 63，2 60 元;( ii)設備 開支港 幣2 1 ，000 元 ; (iii)服務 開支港 幣273，000 元 ; (i v)一 般開支

港 幣1，237， 51 5元 ;( v)應急 開支港 幣2 5，22 5元 ， 合共申請資助港 幣5，320，0 ∞元 。

(6)評鑑 : 按階段使用 合適的 工具 ( 如透過 問卷 、 觀察 、 訪 問等 ) 收集教師和學生 對計 割的評價 ， 並設以下成功

準則 : ( i)完成健康教育質用手冊的起草 ， 內容包括 「 健康規劃網 TheH ea1thy ‘P1a n-Ne l' J 的闡述 ， 並成功

收集來自 12所參與學校的教師的書面意見和回 餒 。 ( ii)成功出版健康教育實用手冊並在最後一次宣傳活動上

收集 讀者意見 ， 獲得超過 90%回應者同意該手冊的內容實用 。 (iii)在兩次教師培訓工作坊後進行意見調查 ，

獲得超過 90%回應的教師同意該培訓能提升教師 對健康教育的認識和推行的 信心 。 (i v)所有參與學校完成至

少 一次 「 校本體驗活動J '並成功收集學生習作 、 反思文章或 問卷調查資料以進行分析 。 ( v)在 「 校本體驗活

動 」 後的檢討會議時獲得超過 80%回應的教師同意該活動的成效理想 。



丙部 : 計劃詳情
1. 計劃需要及申請人能力
教育 局目 標 一直致力發展 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 ， 並 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為學校課程的 七個學習宗旨之 一1 ， 更
於 高中學階設立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課程讓青少年及 早規劃將來的健康生活。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
進健康中心(下 稱本中心或申請人)於 2012 至 201 6年 問所進行的學 童健康調查 (下列數據 取 平均數值) ， 以中三級
學生作為調查 目標 ， 13 -18 歲的青少年每天建議睡眠時間應為 8-10 小時 ， 但 結果 顯示學生的 平均睡眠時間 僅為
7.27 小時 2 ， 更有接近3 成學生(29. 6的每天於凌晨12 時後才會 人睡 2 ， 缺乏充 足睡眠 不但影響學業表現 ， 亦與 慢
性疾病 息息相 關。此外 ， 不 足2 成學生攝取到衛生 署建議的 5份(12.1% )蔬菜和 (12.9%)水果份量 2。於運動量方
面 ， 不 足l成(7.7的學生達到 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每天進行至少 60 分鐘中 度到 高強 度的體能運動 1 ， 相反接近5
成及 7 成學生平均於上課 日(48.2% )及假 日( 69.9% )花上至少 2 小時於電子 遊戲上 “。 此情 況值得 關注 ， 不少 研究
指出 久坐不動及 缺乏運動的生活方式會增加 患上 慢性疾病心(血管病 、 糖尿病等)的風險 。 另 一方面 ， 有達 9 成
學生進行單車活動時 幾乎沒有 或甚少 戴上頭盔或護 膝(90%)2 ， 以及接近半成學生 (49.2%)幾乎沒有 或甚少於乘搭
配有安全 帶的交通工具時繫上安全 帶2 。 從調查 結果可 反映著學生對於健康的生活習 慣及意識 仍未理想 。 再者 ，
有 不少科學實證從事愈少的風險行為與生活質素成正比的 關像3。及 早促進青少年時 期的健康行為習 慣， 不 但
減低預防他們從事健康風險行為 ， 保 障目 前及成年後的健康 狀況 ， 以對將來社會 繁 榮發展有重要的 關像。有見
及 此 ， 盡早於 初中推行健康規劃 ' 全面為各項與青少年健康相 關議題緊扣相連 ， 培養學生精明規劃健康生涯的
能力 。

引 用外國著 名學者的健康信念模式(Hea lth Beli ef Mod el) 4 ， 透過增加知識來改 變個人對健康的認識 、 理解和觀念
等 。 及後 ， 採取 不同的行動如教師培訓 、健康活動 、 資訊等來提升個人對選擇健康的意識 ， 並從 旁協助和引導
他們實踐健康人生 。 在本 地或海外已有成效可見學校 是進行健康教育 最理想的 場所5 ， 在學習過程中可發展學
生的 社交 、 身心和智 力外 乎;亦能為他們提供機會 ， 學習 一些行為和 技 巧以賞踐健康生活方式 ， 需要多 元化 、 廣
泛 、 全面的健康推廣理念來引起年青人的共鳴並實踐健康生活 。 無疑地 ， 活動式教學能夠帶動學生投入 參與活
動 7。透過一 象列 不同形式的校本體驗活動 ， 可深 化他們對健康 甚至其他範疇的思維 。 教育界與醫學界 必須攜手
共同協作 ， 讓教師更為經驗的 掌握健康教學方法 ， 有效的強化學生的健康生活 。

礙於教師對於健康教育的認識如教 授課程 目 的 、 內容和 技 巧等 ， 當在發展健康教育活動時他們 未必能 完全理解
設計策剖該健康活動當中的意義 ， 對教 授學生的健康未 必能發揮 最大成效 。 許多外 圖文獻證明 ， 教師培訓 、 其
他計劃及教學材料的 支援有助學校實施健康教育 89;透過教師培訓提供支援 、 資源和豐富教師於健康範疇的知
識和經驗 ， 為教育和增強學 童的健康作 好準備 狀態 。 人口和流行病學的急 速轉型 ， 新的健康 挑戰不斷逼近 ， 不
論 坊間 抑或網絡上 都充斥著如 星塵繁 多 、 散亂 、 失實及 早已過時的健康資訊 ， 而 且大多數 只聚焦某一兩個健康
主 題 ， 沒有一個全面的健康教育 藍圖。 綜合來說 ， 有效的校園健康推廣 是需要全新和全方位的健康教育概念 、
支援和資源 ， 以更切合新一代年 責人 。

本中心 一直發展 「 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 」 並 令不少的中 、 小學校建立成為健康校園 ， 從而促進和提升學生和
教育同工的健康 狀態 。而獲獎學校均能 被證明可以維 持學生健康行為 、 提升教師於推廣及實施健康促進的專業
發展 、 並以 高標準 持續發展健康促進學校 的 。 本中心 亦曾開辦過 「 健康教育專業文憑課程 」 為不同的教育界 或
醫護界等 人士提供培訓 ， 再加上本中心 是由健康教育專業 團隊組成 ， 當中 包括公共衛生及基層醫 療臨床教 授 、
營養師和 物理治 療師等 ， 於健康教育推廣真有豐富經驗 ， 有助培訓 老師在健康教育 知識的專業發展 。 近期 ， 本
中心出 版了以小學階級向導的 《滋味 營養教 室》教材套 ， 反應正面 。 兼備以上多年來的成功健康教育經驗 ， 是
次計劃將以 初中學生為發展重點 ， 建立 一套全新 、 全面及 互融的健康教育理論實務 手冊 。

2. 目 的及目標

早於 1978年 ， 世界衛生組織已透過 《阿拉木圖宣吉〉宣布健康 是基本人 權il ， 而且聯合國的 2030 可 持續
發展 目標 亦清楚列明有需要確立健康生活方式 (目 標 3)及確保公平的優質教育(目標4) 12。 然而 ， 要 擁有健康
的人生則需要 慎密地規劃 ， 因此促進健康與教育息息相 關 。 「 生涯規劃 」 一詞常與 職業導 向掛鉤 ， 而
ASAP健康生涯規劃 (下 稱 「 本計劉 J) 的 願景 是從健康 角度賦予 「 生 瀝規劃 」 一個新思維 ， 使教育同工及
持分者能更有系統 地推展健康教育 。 rASAP : Assi st St ud ent s t o  Ac quire an d Pra cti se h 叫t h kn owledg e and ski lls J 

是表達 「 盡快」 的常用 英文縮寫 ， 喻意 受眾應 盡早為個人的健康 人生落實規劃 ， 亦帶出本計劃協助學生獲
得及實踐健康 知識和技能的宗旨。 本計劃之 目 的 是在學科內容 、 教學策略及教學情境三方面滲入 「 健康源
於每個微小的選擇及 決定 」 的核心信 息 ， 透過支援教育同工 ， 培養學生於 日常生活中獲得及實踐健康知識

CUHKCHEP I ASAP 健康生涯規劃 : 協助學生獲得及質踐健康知識和技能
ASAP Healthy life planning: Assist Students to Acquire and Practise health knowledge and skills 1. 



和技能 。具體 目 標包括 :

( 1 ) 提倡 「 健康規劉網甘leHeal的 ‘Plan -Net '  J (詳見圖一) ， 並以 社為框架統整現有資源及加入新的教
育元素 ， 協助教 育同工更有效 地拓展健康教 育;

(2) 引人新公共衛生學 概念 一 質量調整壽命年(詳見圖二)為主幹並配合其他相 關理論 ， 製成教材及提供培
訓 ， 深化教 育同工對健康規劃的知識 ;

( 3) 以科學實證及相 關文獻為 依據 ， 設計教學活動及例 子 ， 供教 育同工於推展健康促進活動時 參考使用 ; 及
(4) 苦苦創以初中為對象的校本體驗活動及提供支援 ， 加強教 育同工於推展健康促進活動上的信心 ， 並 收集整

理 持分者的活動經驗分享 ， 促進校與校的聯繫 。

3. 對象及 預期受惠人數
計創透過教學支援來協助教師在健康 教 育上的發展 ， 對 象為有志促進學童健康的教 育同工 ， 包括 但不限於
校政管理層同工 、 教 授通識科/健康管理與社會 關懷科/生活與社會科 或體 育科 老師 ， 以提升 朝中(中一至中
三L學生的健康 素養及協助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 計 釗初 期已 招募有意強 化健康教 育的 旦旦旦聾 ， 尤其 自
覺在 健康推廣方面經驗及支援不足的學校 ， 預 期惠及 鎧旦L名初 中學生 ( 假設每校中一至中 三每級 4 班 ， 每
班 30 人 )。計剖完成後 ， Xi位上開發佈教學內容 、 策略及活動情境並推展 至全港中學 ， 教師可透過成品及經驗
分享繼續拓展本計 剖 ， 而申請人將按需要提供支援。

4. 創意
近年生涯規劃的教 育大行其道 ， 惟教學 元素側重升學就槳， 未有就健康人生範疇納人其中一 環。申請人在
構思本計創時致力融合公共衛生知識及教 育元素 ， 務求發展一 套深入 淺出並 易於使用的教學 素材 ， 為 「 生
涯規剖」 設計一個全面的 藍圖。本計創的新 構想敘述如下 :

〉 從健康角度為「生、產規劃」 發展一個全新的概念圖
「 健康規創網Th eH ealt hy ‘Plan-Net '  J 是申請人在 構思本計剖時 所設計的 概念 國 (詳見圖一 )， 詳細理論可
參考以下網址 : http://www .cuhk.edu.恤/med/h ep/hchsclH ea lthy%20P lan -Net .p鉤。此 概念 圖以作出健康選擇及 決
定為基礎 ， 貫穿日常生活與健康教 育 ， 協助用家有系統地整理及分析如何建立健康人生。此概念 園是借鑒
Nut beam 對學習 素養的見解 ， 包括功能惟賣書Functi.ona1 literacy (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技能) 、 互通唾棄聲
Mm世ve li切的(透過認知及社交技能歸納及理解不同形式的資訊)及 批判性叢書Cri世間l 恤my (能了解並
將健康信 息個人他及作適當應用) 13 ， 以及綜合Linda Mee ks於 C omprehen sive School Health Ed ucati on 一書中
所提倡的學生健康範疇 14 0透過學習不同的健康議題培養 六種共通能力 ， 提升健康 素養 ， 從而促進學生各
階 段的健康需要達致整體融合 ， 接受眾能更 掌握自 身的健康管理及對健康 決定因 素有更 好的調節(包括個人 、
社區和 環境層面) 的。本中心過往的 研究 結果顯示這類的整體融合能增進健康飲 食上的 素養 峙 ， 而 另 一項 研
究 亦指 出 糖尿病人在接 受健康 素養培訓後 ， 他們於飲 食習 慣上有明 顯的改善 悶。 因此 ， 此 概念 固有助學生
在 日常生活中作出健康的規劃 ， 並作明智 抉擇。

CUHKCHEP I ASAP 健康生運規劉: 協助學生捏得及官踐健康知識和技能
ASAP Healthy life planning: Assist Students to Acquire and Practise health knowledge and skills 2. 



圖一 :偉康攝劃網H倒也v ‘Pl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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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線，聞網Healthy Plan-Net (lee A， Chan C叫Tse HHY)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2018

〉 揉合公共衛生理論從宏觀到微觀應用健康教育
面對健康資訊 日益增加 ， 除了要培訓 受眾分 辨內容 的可 信性外 ， 要在 氾濫的資訊中 帶出 信息是現時教育 工
作者 的新 挑戰 。 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定義為 一個 「 身 、 心 、 社 」 都處於 良好水平的 狀態 ， 而坊 間已有不少
針對性的 主 題式教育資源 ， 如個 人衛生 、 運動及飲 食營養等常見主 題 ， 但如何從用家角度歸 納教育內容並
協助其 付緒實 行則 缺乏一個 完成 的籃園 。

在 產單盧重 ， 引用公共衛生學 概念 一質量 盤磁
調整壽命年(詳見聞二 ) 17 ， 帶出 「 健康效用 效用
隨著年歲 的增長而 遞減是不 變的定律 ， 但
下降或退化速度(斜率 ) 則很大程 度與 日
常生活有 關」 的信 息。 縱 然人一出生的起
始生活質量會 因先天因素而 異 ， 卻沒有 人
能從不 良的生活習 慣中倖兔 ， 籍不 變定律
糾正受眾僥倖的心態 ， 不要認為年輕就能
花掉健康 的資本 。 宏觀整個生涯 ， 再深 化
「 生活質量 是由每個時 間點 所積累而成 」

的道理 ， 從而議 受眾反思 人生的主 權及責
任 。
在 盤盟軍直 ， 計劃以 日常生活情景及與健康 一一「
相 關的 熱門議 題切人健康教育 。 以其中 一個 圖二: 質量調整壽命年

健康主 題一日常 所需活動量為例 ， 泛指基礎的 運動量 外亦包括休閒活動 ， 而現今不少學生會視玩電動 遊
戲(俗稱 「 于丁機 J)為重要 的休閒活動 。近年 ， r打機 」 在 社會 上成為了 具爭議性 的話題 ， 有不少社會 人士 或
家長反對學生 「 于丁機 」 亦貼上負面標 籤 ， 但 另 一方 面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將電 競納為 正式比賽項 目 ， 同時又

始
活
章

程
生
質

生活質量磁揖 琵亡

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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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 批學者爭相 研究採用 rARj或 rVRj遊戲是否能增加大眾對 運動的動機 。聯 合國見童 基金會提倡 兒童
應享 受到 遊戲及休閒時間的 權利時， 健康教育則應 確立其 權利並著重 教導學生要懂得節備而非約束。本計劃
在發展健康主 題時 ， 會搜集一 些可信的質用工具，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平衛生活以撞致偉康。在此例 ， 可引述
「 體能活動 金字塔 」 教導 學生選擇及分配時間於每層的體能活動金字塔上 19 。 進行動態 運動 ( 跑步 、 游泳 、

球類 運動 甚或 散步等 ) 有助 鍛鍊心 肺功能 ， 但當青年人不 僅妥善分配時間並 偏頗於靜態活動 (r打機」 、 瀏覽
社交網絡等 ) 時 ，或會引 起當 代青年人的常見健康問題 ， 如網絡成癮及因長期 低頭引致的 肌肉勞損等。計剖
會從賦予 受眾 更多的選擇為 介人點 ， 配以新 元素 、 個人 化元素及互動教 學來提升 學習動機 ， 如引人新興體
能活動 ( 健球 、 水中單車等 ) 吸引 學生參與 。 計劃 旨在培 贅受眾理性地分性個人健康 狀況 ， 給予 學生選擇的
彈性 ，引導他們反思每個選擇對健康的 影響從而培 養分 析能 力。

》 提倡新興的健康教育樓式一融合不同健康主題轉劃生活他的健康推廣活動
傳統的健康教育常以規範性指引或口號式宣傳作為介人的方法 ， 如 「 多 菜少 肉 」 、 「 少 油少 鹽少 糖」 、 「 勤做 運
動 」 等 ， 因而給人一 種單向資訊傳遞及要求嚴苛的 感覺。 而過量的資訊傳遞或使用過多 訴諸恐懼(Fea r Appeal s) 
的方法 ， 會 使受眾造成信息 疲勞 ( In format ion Fat igue) ， 從而選擇 掠過所接收 到的信息 。 現時的健康推廣活
動多以單一主題為本 ， 計割接計割地推展 ， 缺乏連貫性。若要讓所推廣的健康信息得以實踐並持續 ， 則需要
從 受眾 日 常生活中的環境及 氛圍介人 ， 而 學校能作為一個 有效的 場所來提高學生的健康素 養訕。針對校園健
康 ， 一個更廣義的健康教育 涵蓋校內設施、校風、課程及教學方法之間的整體協調訕。教育 局早已推行融合
教育 ， 推動 學科與 學科之間 的 合作 ， 使所想所 學融會貫通 。 本計剖將採用 新的傳廣教育模式， 透過畫室丕固
的健康主題， 再搜集年 輕人的共通 話題及健康迷思 ， 舉辦 一系列嶄新的校本體驗活動(詳見衰二) ， 打破健
康教育的 既定觀念 。成功的健康教育並不是要管制或 批評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 而是要讓 受眾 有能 力權衡
每個選擇及作出長遠對健康 有幫助的 決定 。以 輕鬆的活動 滲入健康信息更能 引起受眾的切身關注 。活動內
容以當 代年 責人的健康需要為前設 ， 並 附以相關數據作支持 ， 再綜合可靠資訊及專家建議 ， 提升 受眾對健
康的 自我保護意識 。

〉 配合教學需要著意推動教師發展
近年健康教育備 受重視 ， 適量的教 學活動及例子能 鞏固 學生的 知識及提升實踐所 學的能 力 ， 惟部分 課題的
教 學配套尚待發展 。 為了 更 有效地發展健康教育 ， 本計劉將以科 學質證及相關文獻為 依據 ， 設計活動及提
供相應例 子 ， 盟富教 學內容 。 同時 ， 申請人將提升教職工籌備健康推廣活動的能 力 ， 有系統地將一系 列的活
動帶入 學校 。 計創 亦會收集統整不同 學校的活動經驗分享 ， 透過教育同工之間的分享 ， 加 強他們於推展健
康教育的信心 。 計剖內申請人更會提供教師培訓活動 ， 從而深化教師對公共 衛生的 知識 ， 再藉由教師回鎖
優他教材 ， 增進教育 界與醫 學界的聯繫 。

5. 理念架構
5.1 發展完整的健康規劃內容
「 健康規劃網 Healthy 'Pl an-N哎， 」 共 有 1 7個健康主題 ， 是次計劉將逐步發展各主題的教育內容 、 策略及情境
(詳見衰一) ， 更能方 便教育同工使用 此教 學工真。有關資源包括以實體版和網 上版健康教育實用 手冊形式 ， 並

製作一 系 列相關的網上教育 短片 ( 8 段或以上 ) ， 以 線上導修課 ( On line Tut orial ) 形式製作 。 每段 影片以 1 5至 20
分鐘為限 ， 闡述相關主題及其與健康的關餘 ， 並解 釋所包含的主要概念 ， 供教師參考及使用 。

現時 高中通識科課程其中一個 單 元為公共 衛生教育單 元 ， 以及 起來 越多 學校 開設與健康生活息息相關的選修科
目 ( 如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 ， 在初中 課程適當地 強調健康教育是相當重要的 。本計劃擬發展教材和教 學示
例 ， 以 便學校在初 中 正規與非正規課程中加 強健康教育 ， 以推廣及實踐校本健康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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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健康規劃網H問l也y 'Plan-Net' 大綱
主題及與健康的關條 主 要 概念

基本需要 :人類最 基本的生活所需 ， 任 何一項得不 到滿足時會對健康構成威脅 。 此層次 涉及我們每天的 恆
常行為 ， 並潛移默化成為習 慣 ， 所以 基本需要是 人們 必先規割的一 環。
l .  個人衛生及謹理 : 個人 〉 能保持個人 衛生 ， 例 如頭屑 、 暗瘡 、 口臭及體 臭的預防和護理 。

護理是每個人的責任 ， 〉 明智選擇個人護理 產品 ， 例 如頭髮護理用 品 、 面部護理 用品 、 身體 清
透過日常基本的個人護 潔用品 、 衛生用品等 。

理習 慣和行為 ， 有效增 );> 練習 正確刷牙及使用 牙線的方法 ， 並 養成 良好的潔齒習慣 。
強抵抗力預防 戚染 疾 〉 認識常見的 口腔 疾病 ， 例 如蛀牙 、 牙周病 、 復發性口瘡 ( 飛滋) 。
病 。

2. 體能活動:進行適量的 》 探討 做體能活動對健康的重 要性 ， 包括與體重 控制的關 條 。
日常體 力活動 ， 以保持 、F、 認識增 強心 肺功能及 柔韌度的體能活動 ， 例 如慢跑 、 游泳等 ， 也接觸
健康的體 魄 ， 減低患上 一些新興 運動 。 (註 : 本計割不會向青少年推廣電 子競技 運動 )
慢性 疾病的風險 ; 透過 );> 知道體能活動的建議 ( 身體活動金字塔 )。
自 由規劃進行 自我 喜好 〉 認識進行 運動的步 驟 ， 包括 熱身 、 運動及 鬆拙 ， 並認識體適能的不同
的體能活動和休閒活 元素 ， 包括心肺耐力 、 肌肉力量 、 肌肉耐力 、 素韌度及身體組織 。
動 ， 亦可放 鬆身心 、 從 〉 明白訂立 運動計創的 原則 ， 並訂立個人 運動計割 。
中獲取 快樂和 滿足廠以 );> 認識社區舉辦的各項休閒活動並積極參與 ， 例 如興趣班 、 義工服務 。
及其他個人層面的發 〉 了解 學業與休閒之間的平 衡 ， 並能有計劃地編 排課餘時間 。
展 ， 以 令生活更能健康 〉 懂得選擇 合適的娛樂內容 ， 例 如電視節目 、 雜誌及電腦 遊戲等 。
愉悅。 〉 能多參與 戶外和身體 鍛鍊的 休閒活 動 。

3 .  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 : J> 認識生命的獨特性及重視生命 ， 能體 恤並 鷗謝父母的 辛勞 。
個人健康與 周遁的 群體 》 認識社會變遷下不同 種類的家 庭 ， 例 如單親 、 離 婚 、 再 婚等 。
有著密切關 係 ， 當 中以 );> 能與家人有效溝通及情 戚表達 ， 學習互相 尊重 、 負責任 、 體 諒及服
重要關 係者的 影響力最 f寺 。
深 。 家 庭是培育個人成 〉 能說出青少年與家人街突時的處理方法 。
畏的核 心場域 ， 良好的 );> 探討選擇 朋友的原則及增進友 誼的方法 。
家 庭環境能支持個人身 );> 認識合作及 團隊精神的意義 ， 建立與別人相處之道 。
心發展 ， 有助建立 良好 );> 能對別人表現關懷並互相 信任 。
生活習慣及面對 挑戰和 〉 評估自己的人際關 係 ， 並訂立改善的 目 標 。
逆境的能 力 。

4. 預防疾病 : r預防勝於治 );> 分 辨各傳染病的 傳染 途徑 ， 例 如空氣 、 食物 、 動 物及 體液等 。
療J '不少導致 疾病的 高 》 認識常見傳染病的預防方法 ， 例 如流行性戚冒 、 肝炎 、 霍 亂 、 肺結核
風險 因素 有機會是從青 等 。
少年階段 開始培 養 ， 如 〉 認識政府部門在 控制及預防 疾病的措施 。
飲 食習慣 、 運動量 、 個 〉 認識管制傳染病的 途徑 ， 例 如保持 環境衛生 、 隔離病 原及檢疫等 。
人衛生意識等 。 從小 養 〉 認識傳染病的預防疫苗。
成健康生活方式 ， 以預 );> 認識健康檢查的重要性 。
防不同類型 疾病的 人 〉 認識各 種癌症與生活習慣的關餘 ， 例如 肺癌 、 肝癌 、 大腸癌等 。
侵 ， 減低患上 疾病的風 );> 認識一起常見的 慢性病與生活習慣的關餘 ， 例 如冠心病 、 中風 、 糖尿
險 。 病 。

);> 認識一般痛症的成 因及預防方法 ， 如胃痛 、 頭痛 、 腰背痛等 。
);> 懂得體諒並接納長期病患者 ， 主 動參與關 懷病 人的行動 。

5. 避免風險行為:青少年 );> 舉出青少年風險行為的例子 ， 如進行局風險 運動 、 不 遵守行人過路指
錯誤地選擇風險行為會 示 、 踏單車沒有 佩戴 頭盔 、 不 佩戴安全帶 、 吸煙 、 飲酒、 濫用 藥物 、
令他們出現早逝 、 疾病 自 我傷 害 、 援交等 。
損傷等問題 。 不 但危害 〉 探討青少年風險行為 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
他們的 目 前健康 狀況 ， 〉 探討青少年採取風險行為的心態 ， 例 如貪新 鮮 、 愛冒險 、 逞強 、 衝
亦有機會 影響成年後的 動 、 妄顧後果等 ， 也探討導致風險行為的 因素 ， 例 如年 齡 、 金錢 、 閉
健康 。 輩影響 、 家 庭結構 、 抗逆力等 。

);> 討論避免風險行為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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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及與健康的關像 主要概念
6 生活環境的質索與安 〉 檢 視家居環境 ， 從安全 、 衛生 、 方便等向 度進行評估 ， 探討 如何 優先

全 : 生活環境的設施及 家居環境 ， 避免家 居意外 。
安全 狀況會 影響人們的 〉 檢 視校園環境 ， 從安全 、 衛生 、 整潔 、 防 火 、 職業安全等 向度進行評
健康 ;良好的社區規 估 ， 探討 如何 優先校園環境 ， 避免員生 受傷 。
劉 、 居所及工作場所有 >- 檢 視社區環境和配 套設施 ， 從安全 、 偷生 、 方便等 向度進行評估 ， 探
助人們自 然獲得健康 。 討 良好社區規劉與市民健康的 關餘 ， 想出一些改善 方案 。

〉 按不同對象的 特性 ， 探討 如何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識 ， 例 如兒童 、 青少
年 、 婦女 、 男士 、 長者 、 外 備等 。

7. 睡眠衛生 : 發成 良好的 >- 認 識睡眠衛 生的意 涵 ， 包括人睡時 間 、 白際睡眠時間 、 睡眠 受打擾的
睡眠習慣 ， 才能足以應 情 況等 。
付日常活動 ， 並使活動 〉 探討青少年有時不能 維持良好睡眠習慣的原因 ， 例 如 : 壓力 、 活動 、
工作能 力保 持在最佳狀 娛樂 、 環境 、 身體 狀況 、 飲食等 。
，一已t42、 • 〉 檢 視個人的睡 眠狀況 ， 分析 影響睡 眠質寰的因素及思考改善 方法 ， 例

如改善時間管理 、 改變 溫習和活動安排 、 改善睡 房環境等 。
8， 飲食與營養:每天能吃 〉 了 解青春期的 營管攝取 ， 及維 持均衡飲 食的原則 。

得 飽足是人的 基本生存 >- 檢 視個人的飲食習慣 ， 訂立 目 標以質踐 良好的飲食習慣 。
條件 ， 不過 忽略食 物的 》 評估不同地點所 販賣的食 物與健康的 關餘 ， 例 如學校 、 鄰近的食 肆。
營養卻會 影響青少年成 〉 認識並實踐出外進食的健康原則 。
長或增加 患上慢性 病的 >- 認 誠營養標 籤及評估不同食 物的 營養價值 。
機會 。 >- 烹調一些健康食物。

》 認識預 備食 物的衛生原則 ， 認識進食時 正確的衛生原則 。
>- 了 解攝取過多 糖 、 鹽 、 脂防對健康的 影響。

計劃性需要: 指一些重要 但得不 到滿足時不會對健康 構成 即時威脅的部分 ， 需要長 遁的規剖才能得到果
效 ， 達致全 人健康的發展 。
9. 形象管理 : 自 我 形象的 >- 從不同角 度 ( 包括健康角 度) 評估個人體重及體型 狀況。

觀戚與健康 息息相 關 ， 、r、 探討潮流中不同的體重 控制 方法對健康的 影響 ， 認識健康而有效的 方
若要 建立 自 信 ，內與外 法 。
同樣重要 ， 不應 側重於 >- 知道人們對外 貌 、 身型和打扮有 美的 追求 ， 青少年可認 誠基本的原
夕|、觀 上 ， 而 建構正確的 則 ， 慢慢尋找適合 自 己的風格 ， 但不 必過分著迷 。
自我價值觀亦尤其重 〉 明 白 維持有修 養的行為 、 吉談 、 舉止和過{義也 是形象 建立的重要一
耍。 環 。

》 探討人們因過分 追求外在 美而有的行為 ， 及其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
例 如因 購買昂貴的 織體會 籍 、 美容療程或健身套餐而導致 欠債;因 醫
學 美容或整容 手術 失敗而 損害容 貌。

10. 個人成長與心靈發展 : 〉 7解自 己的 優點 、 缺點 、 專長 、 興趣 、 性格 ， 也認 誡別人 眼中的 自
除了擁有健康的體格 己 ， 從而更了 解自己 ; 建立 正確的自 我觀念 ， 並能 欣賞自 己 。
外 ， 維持健康的心 靈發 〉 認織每個人 都有 喜 、 恕 、 哀 、 樂 、 懼等不同的 國受 ， 檢 視個人表達情
展才能達致健康 。 它能 緒的 方法 ， 並能適當地 宣洩 。
賦與能 力來適應和應 付 〉 探討 壓力的來源 ， 認識身體遇到 壓力的 徵狀及對健康的 影響 ， 學習一
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挑 在b減壓的 方法 。

戰和 困難 ， 更能提升人 >- 了 解個人心理上的需要 ， 例 如愛 、 關懷及接納等 ， 並學習在 愛 、 學業
們的生活素質 ， 是不能 和 遊戲之間 平衡地發展 。
忽視的一部 分 。 >- 建立人生 目 標和 追求夢想的動 力 ， 培 養樂觀及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心

盤 。
〉 培 養正面及理性思考 方法 ， 避免不合理的想法 ， 例 如以 偏蓋全 、 過度

白質等 。
〉 說明一些能克服自 卑心 、 增進個人自 信心的行動並 嘗試質踐 ; 接成不

亢不 卑的處事態 度 ， 探索成 敗的原因 ， 並多勉勵自己 、 增 強自 信 。

CUHKCHEP I ASAP 健康生濫規釗 : 協助學生獲得及質踐健康知識和技能
ASAP Healthy life planning: Assist Students to Acquire and Practise health k nowledge and skills 6. 



主題及與健康的關像 主要概念
11. ↑脅性教育 : 現 今青少年 >- 討論兩性在家庭及社 會的角色 ，討論與 異性相 處的技巧並能 互相 尊

很輕易能接收到有 關性 重 。
的資訊 ， 但錯誤地接 受 〉 了 解性與 愛的意義 ， 討論並 糾正錯誤的性 ，觀念 。
和理 解性知識 ， 容易 令 〉 了 解來自性行為的責任及後果 ， 學習 拒絕不適當性行為的技巧。
青少年出現 偏差的價值 〉 認識 戀愛關你及 約會進程 ( í朋友以上 ， 戀人未滿」 、 「 收 兵」 、 分手的
觀 。 透過 惰性教育協助 禮儀 ) ， 從 約會的 基本 禮儀探討與伴侶相 處之道(合 宜約會的地點 、 時
青少年在 處理 ，性或兩 ，性 閩 、 衣著及性價值觀 )。
關條等問題 ， 從 中能 作 〉 討論如 何面對 歐惰的 傷害。
出批判性思考和 決定 ， >- 避免不 雅及 擷褻的行為或 吉語 ， 正確處理性 衝動 。
以保護 自 己或他人 。 》 明 白 避孕的方法及重 要性 ， 明 白 未 婚懷 孕的危機 處理方式和 求助途

徑 。
>- 明 白 拒絕性 騷擾 、 性 侵害及 約會 暴力的技巧及 求助的方法 ， 並探討其

他與性相 闊的風險 ( 網絡性 陷阱 、 性 罪行 、 性 病等 ) 。
12.健康消費與財富管理: 〉 了 解正確的 消費原則 ， 包括 購買原因 、 品質 辨析 、 伯格 比較及考 慮後

年 輕的 我們 處於壯年 果。
期 ，但疾病往往難以預 〉 明 白 如 何 正確地使用 零用 錢 ， 探討信用 卡的好 處及 壞處。
料 ， 預先 作好準 備以保 〉 探討崇尚名牌的 影響 ， 明 白 不要盲目 追隨或 炫耀擁有 某些時 尚產品 。
障未來健康 ， 應付未能 〉 辨明不質的廣告 ，例如 藥物 、 護理用品 、 運動器材 、 食品 。
預計的 龐大 醫療費 。 〉 了解廣告及其他推銷手法對 購買行為的 影響。

>- 學會從不同途徑獲 取並分析準 確的健康資訊 。
〉 認識 ;商投者申訴的渠道 及表達意見的 權利 。

1 3  與健康相關的公民實 〉 了 解環境 破壞的嚴重性 ， 培養個人 公德心。
任 : 獲得適當的健康服 〉 檢 視家庭 、 學校及社區的環境 ， 從環保角度提供改變 建議 。
務 是每人 均有的 權利 ， 》 明 白 、 願意質踐及推廣環保生活原則一 拒用 、 減用 、 再用 、 再造 。
而 維護 自 身和他人的健 〉 認識環境保護 署和社區環保機構的工 作 ， 認識與環境保護有 關的政
康也 是公民責任必要履 策 。
行的責任 。 、'、， 探討污染對人體健康的 影響 ， 探討減排和節 約資源的重 要性及 迫切

性 。
〉 認識市民在社會的 基本 權利 ( 例如 : 教育及 醫療 福利)。
〉 認識與公眾健康相 關的 公民責任 ( 例如 : 患病時避免到人多 擠迫的地

方 、 按需要 作準 確的個人健康資料申報等 )。
14. 生命 、 老他與死亡 : r 、、 能 建立 正確的價值 觀 ， 例如 尊敬師長 、 孝順父母及 愛人 愛己等 。

生 、 老 、 病 、 死 是人生 〉 了 解建立人生觀的重要並訂立個人 目 標 ， 積極安排人生各階段的生
必經的歷程 ， 亦 是莊嚴 活 ， 例如升學及就業 ， 培 替敬業樂業的 精神。
的課題 。 應 珍視生 命的 〉 明 白 生 命中會遇到種種困難 ， 以 正面的態度及積極的方法來面對 困
可貴 ， 尊敬及體 恤老年 難 ， 鍛鍊面對 逆境的 求生意 志 。
人 : 死 亡亦不應 視為 黨 〉 7解長者的生理變 化及 常見的 疾病 ， 明 白 長者的情緒及 壓力來源 。
惡的 話題 ，相反應坦然 >- 願意 欣賞並 關懷長者 ， 學習與長者相 處的技巧。
面對及接 受 ， 好讓人生 〉 探討老 化與社會的問題 ( 例如 人 口比例及獨居 老人問題等 ) ， 並認識長
活得有意義而 沒有 追 者服務機構 。
惱。 >- 透過分享別人 勇敢面對死 亡的經歷 ， 明 白 生 命的 堅毅。

〉 探討面對 親友 死亡的 正確態度及調適方法 ， 並明白 喪禮的意義及過
程 。

〉 明 白 捐血及器宮捐贈的 意義 ， 以及相 關機 構提供的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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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及 與健康的關你 主 要概念
偶發性需要: 指一些偶然發生或會 影響健康 的事件，需要預先規劃學習 ， 才能有效 應對及處理 突發性的需
要 。
15. 醫療護理 服務 : 居留地 〉 認識不同 專業及已註冊 的醫護人員角色 ， 例如 救護員 、 藥劑師 、 治療

方 的幣療證理服務及制 師等 。
度 ， 直接 影響人們 的健 〉 認識香港 的醫療機構及所提供 的健康服務 ， 例如 普通科診所 、 牙科服
康，J蔥、備有獲得適切護 務部等 。
理 的權利及能力 。 〉 認識常見 的治療方法並能 辨別其差異 ， 例如傳統治療 、 中醫治療 、 另

類 醫療 。
〉 能 辨別不同程度 的病 徵 ' 並 尋求適當 的醫療服務 。
� 明白不要 到未經註冊 的診所或 醫館求 診 。
〉 明 白 病人 的權益及 責任 ， 包括知情權 、 決定 權 、 保密 權及申 訴榷 。

16. 急救服務 : 急救可在危 >- 了解 急救箱的配備及用法 ， 檢 視學校及家居的急救箱 ， 並認識處理傷
急時 拯救性命 、 保 障自 口時 的注意事項 。
身或別人 的安 全 ，盡量 〉 認識 眼 、 耳 、 口和 科創傷 的處理方法 。
減低偈亡率 。 、F、 認識 肌肉 、 關節 損傷及 骨折的處理方法 。

〉 認識 手腳受傷流血 的處理方法 。
〉 認識 燒傷及燙傷 的處理方法 。
� 學習簡易 捲軸繃帶包紮法 ， 例如四肢包紮法 。
� 學習簡 易 三角巾包紮法 ， 例如手掛及頭部包紮法 。
〉 認識人事不 省的處理和心肺復甦法 。
� 認識 異物U更鑿的處理 。

17. 災禍應變:天然災禍是 〉 學習危機處理 的技巧，明白不 必要 的冒險行為對身體 的害處。
很難預料或完全避免 � 認識 暴雨 、 颱風發生時 的應變措施 。
的，冷靜地應變能 減低 〉 熟習學校 的火警逃生路 線 。
傷 亡的情況 ，以及促進 〉 了解 戶外活動 的基本安全 原則 ， 例如遇上山火或 暴風 雨 、 避免中暑 。
災後復康 。 〉 認識 水上活動 的危機及安全 原則。

〉 探討交通意 外的原因及責任 ， 了解並遵守交通安全 原則。
〉 探討在社區爆發大 型傳染病 的應變措施 。
〉 認識到外地旅遊或進行交流活動時 的安全注意事項 ，以及在可能遇上

不同 事故或災害時 應變措施 ( 稱為 「 旅遊健康 J ) 。

5.2校本 體驗活動

根據上述所發展 的健康規剖內容 ， 是次計創篩選部分 健康主題 ，貫穿成為一諾夫列校本體驗活動 ( 詳見衰二)
供教師作教學例子 。 透過 富趣味性 的內容及活動 ， 緊 貼初 中學生 的話題及 健康需要 ，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並
富起他 們質踐所學 。

表二為參考範例 ， 引用不同 的教學模式如學術研究形式 、 遊戲形式等 套人九個活動主題 ， 讓 健康活動 變得 靈
活多元化 ， 以幫助學生設立 目 標 、 篩選 正確資訊 ， 並提升他們 的批判思考 、 作明智抉擇及管理 健康 的能 力 。

表二 的rfi施方案 」 交 代申請人與參與學校 的統籌 老師 的初步構思 ，第一輪活動 的質行時間大多在 201 9 年 9
月 ( 少數學校會於 2019 年 4 至 5月試行)。大部分教師都表示願意於 202印2021 學年進行 另一輪「校本體驗活
動 j ， 可以讓教師參考他校 的有效質施方式 ， 或質施經修改後的活動計 劃 。 由於大部分統籌教師表示會以全級
形式進行有關活動 ， 因此不需要安 排學生 甄選 。

至於有關引 導學生在活動期間及 /或活動之後進行反思 ， 申請人將要求教師進行「校本體驗活動 」 期間引 導
學生完成習作和反思文章，而申請人亦會就每個 「校本體驗活動」 的內容設計反思習作 的範本供教師參考，
期望通過有關反思活動 ， 了解學生 的學習過程和 感受，以 便蠶固學生所學 ， 更有效 地跟進學生 的進度和學習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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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健康規劃網 H臼l也y 'Plan-Net' 校本體驗活動教學例子
主題 參與學校 對象 學習 目 的 預期學習 目 標 學習任務 / 內容 實施方案

( 關於 ) ( 校址 ) ( 人數 )
一 、 未充電先 中華聖潔會 中二全級 讓學生參與有 ( 1 ) 認識充 足睡眠與健康的關 學生以智能手帶記錄 睡 在中二生物科有關健康生活的市冗中 | 
放電 ( 睡眠衛 盡風'11學 開班 ( 約 關優質 睡眠和 條;( 2 ) 檢視個人 睡眠習慣和 眠狀 況 ， 所得資料用作 質施 ， 主要由一位 老師任教 ， 預計在

生 、 體能活
( 大相i椒樑 124 人 ) 生活習慣的探 質 素;( 3 ) 檢視生活習慣 ， 應 統計和 l分析 ， 那以探討 2019 年 9 月 後進行 ( 共 4 節課 ， 每節

動 )
里 1 號 ) 討 ， 改善青少 用時間管理原則建立健康生活 青少年睡眠不足問題和 40 分鐘 ) 。
林大師 ' 1 1學 巾一全級 年 睡眠不 足的 習慣 ; ( 4 ) 迎JTJ資訊科技測量 建議改善方法 。 由體育科統籌並與數學及資訊科技科
(5Ým銀城 四班 ( 約 問題 。 個人的步行數 目 和|睡眠質， 素鍛 合作進行 ， 於 2019 年 9 月 後試行 ( 共

街 25 號 ) 144 人 ) 據 ， 進行統計 。 4 節課 ， 每節 40 分鐘 ) 。

二 、 帶者行李 香港教師會 'IJ一金級 講學生把握參 ( 1 ) 搜集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傳 搜集資料後設計國家 旅 籍學校每年為中一級策酬的境外交流

去旅行 ( 生活 李興貨巾學 四班 ( 約 與境外交流的 染病資訊 ， 加以整理 : ( 2 ) 探 遊海報和預防 旅遊急 救 計創WJ 間白白伍 ， 出{蔥、育組老師在德育

環境的質素與 ( 大tnH里頭 120 人 ) 11尋機 ， 將各種 討境外交流峙的安全事項和應 藥包 ， 並於交流期間他 課進行 ， 預計於 2019 年 3 至 4 }-:l 質施

安全 、 急 救服
塘咐s )

與 旅遊安全相 變原則 ; ( 3 ) 預備 旅遊急救 驗互相照頤和j合作 ， i在
( 共 4 節 ， 每節 40 分鐘 ) 。

務 、 災禍應 關的概念頁，際 包 ; ( 4 ) 在交流期間將所學知 後分享l��想 。
變) 應用出來 。 識加以!您川 ，11踐安全 旅避 。
二 、 顏值加加 i患闊'IJ學 巾一全級 以健美和美顏 ( 1 ) 認織能章平 衡概念和青少 進行資料搜集和設計訪 在 「 科技與生活科 」 中質施 ， 山一位

加 ( 個人衛生 ( 何文山常 凹班 ( 約 為題幫助學生 年的理想體重範固 ; ( 2 ) 認識 問題 閥 ， 通過訪問 營養 老師任教 ， 預計在 2019 年 10 )J 後進

及護理 、 形象
盛街 21 110 人 ) 建立正面的 白 基本的體重控制和護廚方法 ; 師和俾媒從業員 ， 了解 行 ( 共 4 節課 ， 每節 40 分鐘 ， 另外安

管理 )
號 )

我概念和評估 ( 3 ) 培按健康資訊 素養 ， 正確 他們的工作和對相關課
排訪問和回饋的時間 ) 。

健康資訊的能 分析網上流傳和傳媒報導的健 題的見解 ， 訪問後撰寫
力 ， 避兔不幸 鹿和笑容資訊 ; ( 4 ) 建立正面 見IUI 。

的笑容事故 。 價值闕 ， 從多角皮欣賞， 自 己 。
四 、 健康少年 廠商會1 [ 1學 巾一全級 諾獎勵計剖提 ( 1 ) 認識仰染病的傳播途徑 ; 於學期初摸一份剖，創小 藉學校為中一級而設的 r f建版學生換

獎 ( 預防 疾 ( 深 水妙南 四班 ( 約 升學生對建立 ( 2 ) 認識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 冊子 ， 完成每個階段的 勵計剖 」 的模式進行 ， 111健康教育委

病 、 避免風險
昌街 298 126 人 ) 健康生活的興 ( 3 ) 檢訓個人習慣 ， 學習戒除 任務和參與健康活動後 員會統疇 ， 由班主任負責質施 ， 預計

行為 )
號 )

趣和學習動 壞習倡和士有當健康行為的策 將獲得蓋印 ， 於期終總 在 2019 年 9 月 後進行 ( 約 8 次 ， 每次
15 至 20 分鐘 ) 。

機 ， 預防 壞習 81各 ; ( 4 ) 參與學校舉辦的健康 結成果 。
慣的 形成 。 活動和服務 。

.
假設對象為中三 ， 就參考核校申報於 2018月019 學年之中二人數 ; 如對象為1 �二 ， 就參考該校申 報於 2018/2019 學年之中一人做 ; 如對象為巾一 ， 由於未有收生的預算資料 ，

惟有參考該校申報於 2018/2019 t{l:年之中一人蝕 。
@以上只是參考範例 ， 'tf際執行l時申請人 會與教師一同協調 、 籌備 、 梢思及修定當巾的內容 ， 及1主持續發展JfÆ川於其他他快活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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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參與學校 對象 學習 目 的 預期學習 目標 學習任務 實施方案
( 關於 ) ( 校址 ) ( 人數)

五 、 生命禮îiJt 待定 待定 為學生提供接觸長者 ( 1 ) 學習與長者的溝通和相處 ， 體會長 草草辦長者健康活動 ， 聆 待定

( 生命 、 老他 的機會 ， 幫助青少年 者生活的難處 ; ( 2 ) 認識面對親友離世 聽長者的生命故事 ， 在
與死亡 ) 建立正面的觀念 ， 消 峙的哀傷情緒和心理調過 ; ( 3 ) 替長者 服務後撰寫戚想 ， 並為

除對長者和生死課題 出版紀念冊}向生命表達敬意 ; ( 4 ) 認識 長者編製故事冊 ， 藉以
的誤解 。 器官捐贈和環保礦葬 。 向長者表達敬意 。

六 、 我要威 ， 待定 待定 讓學生參與有關活動 ( 1 ) 認識常見導致意外的風險行為和活 ( 1 ) 校園環境視察 ; 待定

點解唔可以戴 安全和社區安全設施 動 ， 明 白太過街動和冒險的嚴重性 ; ( 2 ) 實地考察區內道路
頭盔 ( 體能活 的探討 ， 提升青少年 ( 2 ) 檢視個人行為和習慣 ， 履行公民責 設施及道路使用者的安
動 、 避兔風險 的安全意識 ， 避免風 任維護自 身及他人安全 ; ( 3 ) 探討 及評 全意識 ; ( 3 ) 在長者家
行為 、 與健康 險行為和安全事故的 估 日 常生活環境 ( 如學校 、 家居及社 居探訪期間進行一次家
相關的公民責 發生 。 區 ) 潛在的安全風險問題 ; ( 4 ) 向大眾 居安全評估 。
任 ) 宣揚安全意識 。
t 、 健康大富 新會商會中學 中 一 全級 讓學生認識醫療護理 ( 1 ) 認織社區提供的醫療護理服務 ; ( 1 ) 訪問市民如何選擇 在中二 「 健康管理

翁 ( 醫療護理 ( 屯門 良景都 ) 兩班 ( 約 服務和探討市民選擇 ( 2 ) 了 解市民選擇醫療服務的因素 ; 醫療服務和就醫經驗 ; 與社會關懷科 」 中

服務 ) 41 人 ) 這些服務的因素 ， 提 ( 3 ) 探討健康是財富的含意 ， 明 白 健康 ( 2 ) 以人生階段為背景 實施 ， 由一位老師

升青少年的整體健康 的身體是做人做事的真正資本 。 設計一份棋盤 。
任教 ， 預計於 2019
年 9 月 後進行 ( 共

意識 。 4-5 節課 ， 每節 35

分鐘 ) 。
八 、 你想、混沌 嶺南鍾榮光博士 中一全級 藉 自 我檢視和參與特 ( 1 ) 檢視自 己的體能狀況和運動習慣 ; ( 1 ) 參與新興運動 ( 如 由體育組老師在中

定運動 ? ( 體 紀念中學 ( 葵浦 四班 ( 約 色活動 ， 幫助青少年 ( 2 ) 認識身體活動金字塔並訂立質踐的 泡泡足球 ) ; ( 2 ) 運用智 一體育課中質施 ，

能活動 ) 教景胡n 95 人 ) 建立體能活動的興趣 目 標和方法 ; ( 3 ) 藉參與新興運動或模 能手帶計算全體的累積 課時待定 。
香港四芭商工總 中一全級

和習慣 ， 減低青少年 型製作 ， 體會運動的樂趣 ; ( 4 ) 懂得選
步數 ; ( 3 ) 製作小型單 由體育組老師質

會黃棟珊紀念中 四班 ( 約 車模型 。 施 ， 課時待定 。
學 ( 深水坦 n 128 人 ) 運動量不足的情況 。 擇合適 自 己的運動和休閒活動 。

九 、 校園厲染 崇真書院 ( 屯門 中二全級 讓學生參與比賽活動 ( 1 ) 認識不同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和預防 舉行班際問答比賽 ， 由 在中二 「 健康管理

實錄 ( 醫療證 良才里 9 號 ) 四班 ( 約 的籌備 ， 提升他們學 方法 ; ( 2 ) 從可靠來源、獲取有關傳染病 學生設計選擇題並由教 與社會關懷科 」 中

理服務 、 預防
118 人 ) 習傳染病防治和健康 的資訊 ; ( 3 ) 籍問答比賽提升青少年對 師和專家設計處境題 ， 質施 ， 出兩位老師

疾病 、 個人衛 生活課題的動機 ， 改 傳染病防治和健康生活課題的學習興 考核學生在面對不同傅
任教 ， 預計於 2019
年 4 至 5 月 進行

生及護理 ) 善青少年忽視衛生習 趣 ; ( 4 ) 認識學校和社區就傳染病的防 染病爆發和危急個案時 ( 共 6 節課 ， 每節
慣的情況 。 治工作 。 的應對方法 。 45 分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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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頃活動的連繫 ， 本計創設最基本的參與門艦為在 2019 年 3 月 至 202 1 年 8 月 期間質施至少一項初中學生為對象的 「 校本體驗活動 J ' 每項計剖為期至少一個
月 。 但已有不少參與學校初步同意在 2020/202 1 學年試行第二輪 「 校本體驗活動 」 。 這樣可以根據第一ili命活動的白}j包經驗進行檢討 ， 然後向是rr升班的學生重複賞施
相同的 「 校本體驗活動 J ' 又或參考他校實施其他主題活動峙的成功經驗和所遇到的困難 ， 如可行的話就會安排在他們的學校中試行其他主題的 「 校本體驗活動 」 。
申請人會通過進度會議促進不同學校教師之間的經驗交流 ， 到計翻終期就可以將不同學校所累積的質施經驗加以整理並作更廣泛的推廣 。 在質施之前申請人將要
求教師提供一份 「 校本體驗活動 」 計劑和教案 ， 經過雙方修定和田伯之後才正式質施 。 申請人在活動期間至少派員訪校一次 ， 以示支持和就往後的檢討會議進行
觀察和資料搜集 。 申請人明 白 教師對於參與本計創的要求和所增加的工作量或會戚到壓力 ， 將會積極與教師溝通並提供所需的支援 。

申請人期望通過電話溝通和到校培訓會議 ， 鼓勵教師選擇主題時考慮校本情況及校本課程的連斃 ， 在實際計剖時與更多來 自 不同科組的教師合作 ， 務求凝聚教師
的專業力量 ， 將 「 校本體驗活動 」 的效果發揮得更好 。 例如 ， 申請人會鼓勵體育科教師與數學及資訊科技科合作進行有關 「 未充電先放電 」 之校本活動 ， 又例如
健康教育組老師在統籌 「 健康少年獎 」 的活動時 ， 除了與初中班主任緊密合作外 ， 申請人選會鼓勵訓輔組老師在適當時支援有特別需要的初中學生 。

5.3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計創將舉行區去以 1 2 所參與學校的教師 的 充怨老師和負責執行校本體驗活動的初中教師 ) 為對象的培訓工作坊 ， 以及至少旦去含有教師經驗交流和培訓元素
的計捌進度會議 ， 期間除了就各校籌辦校本體驗活動和進行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工作進行匯報 ， 也有機會就表三的內容加以分草 ， 達到培訓的作用 ， 期望形成
一個 「 教師學習圈 J ( Learning Circle ) ，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 兩次工作將於 2019 年 6 月 及 2020 年 1-2 月 期間舉行 ， 每次工作坊的時間為 2 小時 ， 學 習 目 標及內容
已歹11於表三 。 工作坊將由申請機構1 和 中心職員主講 。

表三 : 教師專業發展
兩次培訓工作坊的主題 內容 學習 目標

〉 從公共衛生學上講解健康教育的完整概念 〉 教師能以身作則於校園內作實踐健康人生的好榜樣

第一講 : 培養教師自 身的健康素養 ( 一小H寺 ) 》 討論推展健康教育上的實況及困難 〉 教師能更敏銳 日 常的瑣碎事項與健康的關Ir�r.
〉 收集教育同工關注的健康問題及迷思 〉 教師能打破對健康教育的傳統觀念
〉 推薦坊間可信的健康資源及質用工具 〉 教師能為健康教育加入新元素並不限於傳統議題
〉 提供一系列健康推廣活動例子 〉 教師能針對學生的健康需要構思所需的健康推廣活動

第二講 : 深他策噩IJ健康促進活動的思維 ( 一小 〉 安排校本的指導式培訓| 〉 教師能定立更鮮明的健康教育切人點及期望
》 促進校與校的交流彼此學習 〉 教師能以不同學習形式泣跨學科地策創健康推廣活動時 )

〉 教師能貫通及串 連不同的健康主題
〉 教師能與同工問合作更周詳地推展延伸活動

第三請 加強推展健康促進活動 〉 參考及分析過往成功的健康推廣活動 》 教師能貫徹並不偏離所推廣的核心信息、
〉 搜集青少年的流行用語及話題 〉 教師能加人創意元素而非陳腔濫調的技巧 ( 一小時 )
》 提升學生參與{觀音促進活動的策略 〉 教師能促進師生協助培育學生多元發展
〉 提供成效評鑑的基本培訓 〉 教師能擬定簡易並有效的評估工具

第四講 : 增進評估成效的能力 ( 一小時 ) 〉 分享申請人過往的健康推廣計創及成效 〉 教師能就教學內容及活動作有效且客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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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計劉階段 內容 階段性成果 參與者/受惠者
( 一 ) 與參與學 〉 申請人在計剖開展前已聯絡 旦旦有潛質成為參與學校的本地中學 ， 向校方介紹楚個計 》 一場健康校園論壇 》 全港中學 ， 包括

校溝通及製作健 創的理念 、 內容 、 H 標和評估方法 。 其後 ， 再向每所參與學校解說校方將會獲得的支援 》 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1 2 所參與中學
康教育實用手冊 和資助 ， 以及校方的角色和相應的投 入 。 第一部分 : 宏觀層
的第一部分 、F、 申請人將舉辦一場以 「 青少年健康生涯規創 」 為題的 「 健康校園論壇 J ' 並向全港中學 噩

發出邀請 。 屆時 ， 中請人將向與會有講解當代青少年所面對的健康問題及發展趨勢 ， 以
及引述健康生涯規劃的概念 。

).- 發展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一部分 ( 詳見衰六 ) ， 主要 目 標是讓教師認鐵健康教育不局
限於常見的主題 ， 並且對各主題所包含的內容有初步了解 ， 以及了解健陳規酬的完整慨
d'巳�、 o 

( 二 ) 提供教師 〉 申請人將統密各參與學校的負責，老師 ， 舉辦一場教師培訓工作坊 ， 屆時I1守派發健康教育 》 教自iiIî培訓工作坊 〉 參與學校

培訓| 及 共 同 製 作 費用手冊的第一部分初稿 ， 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培訓 ， 深他教f叩對健康教育的7解及相關 ( 第一節 )
(注目2 教 育 質 用 手 的公共衛生學知織 ， 旨在讓教育同工更全而了解健康生涯規卸的概念 。 》 健康教育質問手11甘
冊的第二部分 〉 申請人將會派發及收集團登以評鑑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一部分的難易程度泣易於使 第二部分 : 微觀層

m度 ， 並進行修訂 。 噩
〉 申請人於階段二將會聯同參與學校共同發展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二部分( 詳見衰一 ) ， ( 共 1 7 f閻健康主

申請人會向校方提供指引及例子 ， 旨在收集各校現前守健康教育資料( 包括活動 、 教材 、 題 )
教霖等 ) ， 集廠成裘 ， 逐步整合拓展 17個健康主題 。 此階段 ， 申請人會與參與學校緊密
聯繫 ' 透過教師回飢反對課程的7阱 ， 發展程度適合並附合學生需要的教學內容 ， 而每
參與學校經商論後會負責大約 2 個健康主題 。 同時 ， 申請人亦會搜集文獻 、 坊問可信的
資訊或實用工具 ， 並邀請專業人士或與申請人友好的學校以棋文或其他形式!酬謝日關主
題 ， 皆有一個整全的健康教育資油庫 。

).- 申請人會向參與學校派發派發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二部分初稿 ， 及就教材內容舉辦主
少四場進度會議 ， 透過教師的回餓范質 17 個健康主題的教學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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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階段 內容 階段性成果 參與者/受惠者
( 二 ) 提供校本 〉 申請人向教師派發己統整的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一部分 ， 並講解如何應用健康教育質 》 教師培訓工作坊 〉 參與學校

培 訓 及 共 同 發 展 用手冊第一 、 二部分來策剖健康教育活動 。 ( 第二節 )
健康教育實 用 手 〉 申請人將於階段三舉辦一場教師培訓工作坊 ， 提供在籌創健康推廣活動上的培訓 ， 內容 》 各校所推展的校本
冊 的 第 二 部 連 同 包括從需求評估至成效評鑑之程序 、 相關知識及所需真備的能力等 。 屆時 ， 申請人亦會 體驗活動 ( 共 12
一 系列校本體驗 與部分試行 「 校本體驗活動 」 的學校合作分享 ( 詳見表二 ) ， 內容包括健康促進需求 、 活 士磊 ) 
活動 動理念 、 所帶出的信息及活動流程等 ， 誕校方考慮及揀選有興趣發展的主題 。 》 校本做驗活動教材

〉 其他參與學校在陸續籌備 「 校本體驗活動 」 時 ， 申請會提供合適的支援 ( 如就計會IJ設計 l車

給予意見 、 介紹論員 、 設計教材等 ) ， 以協助教師都怖泣推行該活動 。 屆時 ， 申請人將會 》 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安排每參與學校進行至少一次到校培訓會道 ， 校校本提供相應的協助 ， 以籌備及推行該 第三部分 : 推展健
活動 。 申請人亦將校需要到校拍攝及記錄校方嚮剖或HE行活動期間的真貫情況及活動花 康教育活動的宣星星
絮 ， 並於活動完成後參與評鑑會議 ， 了解教師於發展健康教育峙的困難及得茗 ， 並收集 益型及經驗分享
雖理分享內容 ， 發展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部分 ( 詳見衰六 ) 。

〉 額外安排 : 申請人於期間會過請非發展活動中的學校 ( 其餘 1 1 校 ) 出席各校的 「 校本
體驗活動 J ' 藉此提供更多機會予教師學習不同棋式的健康推廣活動 。 透過鼓勵參與學
校之間的互動 ， 一校落質發展一個 「 校本體驗活動 J ' 能分享到其他參與學校所發展的
教材 ， 互相學習 ， 相得益彰 。 這種做法能激發參與學校在本計割的後期 ( 202印202 1 學
年 ) 考慮實施其他主題的 「校本體驗活動 J ' 或設計更多更有趣的健康教育計創 。

( 四 ) 評估計劃 〉 申請人將於階段四對整個計劃進行評估 ， 統盤及分析所有的數據 ， 了解教育問工對計 》 健康教育質用手冊 〉 參與學校 、 金港
成效及發布成果 劉 、 教材及活動的評價 ， 包括實用性 、 難易度 、 趣味性 、 滿意度及他們於健康教育上 成品 學校

的知識 、 態度和行為上的改變 。 〉 健康校園論壇暨計
〉 申請人將編輯及安持做計健康教育質用手illt成品並印刷成書 ， 預計印刷5∞套 。 自IJ成果展
〉 申請人將會精創及舉辦一 場健康校園論壇暨計割成果展 ， 邀請參與學校進行分事 ， 定 》 介紹本計割的網站

;意誰教育同工進一步認、鐵健康教育的新思維及藍圓 ， 鼓勵其他學校在校推展健康教 及教學成品的網上
育 。 屆時 ， 申請人將會向所有與會者派發健康教育實用手冊成品 。 版本

〉 中請人亦會於網站介紹本計割的理念、及成果 ， 以及將教學成品篩選統整為網上版 ， 供
全港教育同工或其他對健康教育有興趣的人士下載使用 。 於網站內亦會提供指引應如
何應用教材 ， 同時宣傳健康教育質用于冊成品苦 ， 供教育同工申請索取 ， 讓計制得以
延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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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F 
詳細工作內容

9 10 11  12 l 2 3 4 5 6 7 8 
學年

階段一 : 與參與學校溝通及製作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一部分
錯別及舉辦健康校闊論壇並向全港中學發出邀請 * * 

落質 12 所參與學校的詩備工作和發放津貼事宜 * * 

發展健康教育質間手冊的第一部分 : 宏觀層面 * * 

第一次進度會議 * 

階段一 : 提供教師培訓及共罔製作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二部分
20181 
2019 

都創及舉辦教師梢訓|工作坊 ( 第一節 ) 反派發健康教育1'i用手冊的第一部分初稿 * 

派發及收集問卷以評鑑健康教育質用手 illl的第一部分 * 

部分參與學校試行 「 校本體驗活動 」 * * 

第二次進度會議 牢

發展健康教育曰:用手冊的第二部分 : 微觀層面 ( 共發展 17 個健康主題內容 )
* * 車 * 

〉 搜集文獻/其他可信的健康資訊或曰用工具/邀請專業人士解梢部分健康主題
〉 收集各參與學校現有的健康教育資料 ( 包括活動 、 教材 、 教察等 )

牢 * * * 

派發健康教育質用手冊的第二部分初稿及舉辦至少一場教材內容評鑑會議 車 車 * 

:在質 17 個健康主題的教學內容 * * 
20191 

階段二 : 提供校本培訓及共同發展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二部連同一系列校本體驗活動
2020 

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 ( 第二節 ) 及派發健康教育實用手冊的第二部分修訂版 * 牢

「 校本體驗活動 」 的結{捕 、 實施和檢討 * * * * * 車 * 車 車 * * * 

第二次進度會議 * 

第四次進度會議 牢

「 校本體驗活動 」 的詩{捕 、 實施和檢討 車 * * * * 車 * * * * * * 

收集參與學校進行校本體驗活動的成果和活動資料 車 * * * * 車 * 20201 

目在理成果和活動資料 * 
2021 

* 牢 * 牢 牢 牢

階段四 : 評估計割成效及發布成果
統盤及分析計創所得數據並評估計剖成效 牢 牢 * 20211 

編輯及設計健康教育賢用手冊並印刷成書和發放網上版本 * * * * * * 2位2

當創及舉辦健康校園論壇暨計割成果展 ， 以公開發布計制成效及派發成品 牢 牢 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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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每所參與學校須委任一位教師或一個組別統籌 ， 於 2019 年 3 月 至 202 1 年 8 月 期間賀，施一項或多項以初中學生為對象的 「 校本體驗活動 J . 每項計監IJ為胡j至少一
個 月 ( 對象為初中其中一級 ) . 期間需要完成相關記錄 ( 如教學流程設計 、 教材設計 、 成效評估 、 教學心得 ) . 也需要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 ( 如學生習作 、 作
品 、 照片 等 ) 。 如有實際需要 ， 校方也需要協助完成與本計剖有關的成效評估 ( 如學生問卷調查 、 學生訪問 、 聚焦小組等 ) 。 教師也會獲邀出席相關會議和培訓
活動 ， 並就主辦單位草擬的(注!版教育指南給予意見 。 有關教育在本計ill1J不同階段所擔當的角色 ， 請參閱表四 。

中 請人將於計剖期間支援參與學校實施所設計的健康教育計刮 ( 如就剖，自IJ設計給予意見 、 介紹講員 、 設計教材 、 主持教師培訓活動和會議 、 舉辦健眉苦校悶論也
不U嘉許活動等 ) . 也負ft於計的IJ終W�將來 自 各參與學校的教學經驗和教師1心待明錄成苗 ， 編制成一本過月J於本港Ij二l學的健康教育指南 。 在校本體驗活動質施WJ
間 ， 申請人會負責提供適當的安全措施 ， 以確保學生的安全 。 中請人須遵守相關的安全指引 ， 如 「學校聘請兼職運動教練或與體育會合作應留意事項 」 。 此外 ，
中請人會向每所參與學校提供資助 ， 作為tJ'施校本健康教育活動之津貼 。 有關發放津貼和報銷開支的手細 ， 以及使用條款 ， 將會由中請人向參與學校仔細說明
手11跟逛 。

表四 、 教師的角色
階段 內容
一 參與學校的教師應為健康校闊論盾的出席者 ， 並有義務邀訪合適的初中學生一同參與 。 若經挑選成為參與學校 . J舉得到校長支持並在校內行政會議

落實參與本計訓的發展方向 、 負責人及時間 ， 並調配資源 。 在拉個計剖內 ， 參與學校有義務與其他參與學校及申請人維持 良好的合作關 除 ， 互相學
習及支援 。 建議學校至少委任一名主要聯絡人及一位副聯絡人 • 1倉任統疇的角色 ， 負責將本計創內的資訊 、 教學內容及活動帶人學校 。

校方須安排至少一名統籌老師 ( 及其他初中教師 ) 參與教師培訓工作坊 ( 第一節 ) . 而每校亦須填妥問卷 ， 以前2鑑健康教育質問手冊的第一部分 。 校
方須按商議後所分配的 2 個健康主題提供相關的健康教育資料 ( 包括活動 、 教材 、 教案等 ) . 期間校方應按需要與申請人聯絡並明臨指出所需的支援
及作跟逛 ， 協助申請人發展健康教育質用手冊的第二部分 。 統得老師應讀可能與校內的其他教育同工討論所發展的教學內容 ， 精益求精 ， 並安排至
少一名統籌老師參與進皮會議 ， 落1T各個健康主題的教學內容 。

校方須安排至少一名統諒老師 ( 及其他初中教師 ) 參與教師培訓工作坊 ( 第二節 ) 。 教師在 「 校本體驗活動 」 進行期間需要完成相關記錄 ( 如教學流
程設計 、 教材設計 、 成效評估 、 教學心得 ) . 也需要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 ( 如學生習作 、 作品 、 照片 等 ) 。 如有質:際需要 ， 校方也需要協助完成與本計
劃有關的成效評估 ( 如學生問卷調查 、 學生訪問 、 聚焦小組等 ) 。 中諂人會按校本需要提供相應的協助 ， 同共為學校發展健康教育 。 如有質際需要 ，
教師需舉行評鑑會諦 ， 而申請人亦提供對計剖及發展活動峙的評價及意見 。 申請人鼓勵各參與學校出席他校的 「 校本體驗活動 」 進行觀摩 ， 從而學
習到不同的健康推廣模式 ， 將計凹的教師培訓成就最大效益 。

四 校方應就計卸詐，鑑項 目 客觀地對整個計創及教材進行評傲 ， 提供意見並指出可行之處及需要改善的地方 ， 總申請人能優仕將來的計創 。 各校須安排
至少一名統籌老師參與健康教育研討會墜計割成果展 ， 並有義務邀請合適的初中學生一同參與 ， 向其他教育同工簡介計劉的成果 。 計創圓滿結束後 ，
申請人鼓勵各校向其他友校推介計創網帖 ， 報更多學校能接觸到教學成品 ( 網上版或書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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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算 ( 衰五 )

開支項 目 及說明 -z(o
第2z0

一
o1f9o

年/
2
0
) 3 (

第20二20年/03- -2(0
第2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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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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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

總
港

計
幣 )2021/02 ) 

( 一 ) 員工開支
資深導師 X 1 ( $42，000 X 36 月 + 詞，000 MPF J 
他/她將就校園健康教育擔任學術統響 。 他/她將協助項 目 負責人監督學術規剖發展 、 計劉賓Jj恆 、 健
康資源的內容創建 、 增潤及優化 ， 並與其他專業顧問進行學術交流共同發展健康資源 ， 以及提供培 522，000 522，000 522，000 1，566，000 
訓和監測計剖進程 。 他/她須具備與健康領域相闊的碩士學位 ， 並擁有豐富的校園健康促進經驗及領
導健康促進項 目 的工作經驗 。 如 曾發佈與健康促進推廣相關的期刊論文和新聞通訊更為理想 。

項目統籌 X 1 ( $32，060 X 36 月 + 抖，000 MPF J 
培訓和資源、發展是一項繁重工作 ， 而項 目 統草草則需協助項 目 負責人監督各持分者的工作 。 他/她須擔
任計割的行政人員 ， 負責 口 常管理和所有後勤協調 ， 包括協助計剖領導按校本支援校方發展健康校 402，720 402，720 402，720 1，208，160 
園 、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和進行計畫IJ進度報告的最編 。 他/她須具備與健康領域相關的碩士學位及有健
康促進項 目 協調方面的工作經驗 ， 如有發展健康校園經驗更為理想 。

研究助理 X 1 ( $ 1 7，500 X 36 月 J x 1 .05 ( MPF ) 
發展是次計劃涉及大量研究工作 ， 需要有經驗的研究助理負責搜索 、 篩選及統整資料 ， 以發展全新的 220，500 220，500 220，500 661500 
健康教育資源手冊 ， 同時亦需要設計以實證為本的健康介人活動供校方作參考指引 、 並設計評估工
真 。
教學助理 X 1 ( $ 1 3，000 X 24 月 J x 1 .05 ( MPF ) 
他/她將擔任學校與相關組織的第一聯繫人 ， 協助學校教師準備及推行健康活動 ， 並處理計剖中的文 163，800 163，800 。 327，600 
書工作 。 他/她需於大學部門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及能夠與校方 、 專業人士和學者保持 良好溝通 。

小計 ( 港幣 ) 1，309，020 1，309，020 1，145，220 3，763，260 
( 一 ) 設備

手提電腦及多媒體軟件 : ( 作到校培訓 、 活動及製作健康手冊之用 ; 具基本網絡系統支援 、 一般辦 9，000 4，500 4，500 18，000 
公室文書處理軟件 、 編輯製作健康手冊軟件及年費 )
拍攝器材 ( 數碼相機 、 腳架 、 錄音儀器等 : 作記錄校方籌剖推行活動花絮 ， 訪問相關專業人士之 3，000 。 。 3，000 
用 )

小計 ( 港幣 ) 12，000 4，500 4，500 21，000 
( 一 ) 服務

專業人士顧問服務 : ( 為健康主題提供專業意見 、 協助發展健康資源及提供培訓服務 : 約 100 小時 ) 60，000 60，000 60，000 180，000 
製作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 設計及排版 ) 。 。 33，000 33，000 
建立健康教育資源網 ( 設計 、 製作 、 管理及科技支援服務 ) 。 。 60，000 60，000 

小計 ( 港幣 ) 60，000 60，000 153，000 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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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一般開支

製作健康教育實用手冊 : ( 購買書籍 、 網上資源 、 應用程式等 ) 15，000 11，500 。 26，500 
員工外勤交通費 : ( 供冷清|世IJ之 一 位員工的往各中學進行工作坊 、 培訓 、 會議&活動 ) 18，000 18，000 18，000 54，000 
印刷 5∞ 冊健康教育實用手冊之開支 。 。 120，000 120，000 
郵寄健康教育實用手冊之開支 。 。 56，000 56，000 
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 ( 工作坊物資 、 活動教材 、 場租等 : 約 2 - 4 節 ) 10，000 10，000 。 20，000 
到校培訓活動 : ( 培訓活動物質 、 活動教材物質 、 場租等 : 約 8 - LO 節 ) 。 5，000 5，000 10，000 
協助支援 12 問的活動開支 : ( 資助每所學校n'行校本體驗活動的支出 ， 如活動教材套 、 物資 、 器材 200，000 。 。 200，000 
設備 、 服務租用等 )

活動評鑑會語 : ( 評鑑會議物資 、 評估 、 場租 、 服務等 : 約 8 - 10 節 ) 。 5，000 5，000 10，000 
健康校園論壇 : ( 嘉賓摘者賀，用 、 物質 、 場租 、 服務等 ) 10，000 。 10，000 20，000 
雜項開支 4，200 4，200 4，267 12，667 
郵寄費用 ( 用以宣傳本計酬的大型活動 ) 2，734 。 。 2，734 
審計開支 。 。 15，000 15，000 
大學行政費用 : (佔總申請金 1 5% ) 246，143 214，083 230，388 690，614 

小計 ( 港幣〉 506，077 267，783 463，588 1，237，515 
( 五 ) 應急費用 。 。 25，225 25，225 

計副總計 ( 港幣 ) 1，887，097 1，641，303 1，791，600 5，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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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劃的預期成果

表六 : 實質與非實質成果
項 目 內容 對象

實質成果
健康教育賢用 部分一 : 健康教育的宏觀層面 教育同工
手冊 此部分 旨在深仕教育同工對健康教育的理解 ，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核心概

念 。
〉 健康規劃網 Healthy ‘Plan-Net' : 提供一個完整的框架 ， 引述於個

人層面上需要規倒的範略與健康的關偽 。
》 公共衛生學概念 一 質量調整壽命年 : 縱觀健康效用與年歲增長

的定律關餘 ， 反思生活質壘的可塑性 ， 帶出健康教育的價值及個人
健康是需要管理的訊息 c

部分一 : 健康教育的微觀層面
此部分將講解 1 7 個主題與健康的關條及質踐屆面的例子 ， 為教師於發
展相關教材提供切質的例子 ， 並收集統整現有的資源及質用工具 ， 作一
個健康教育的資源庫 。
部分二 : 推展健康教育活動的實務指引及經驗分享
此部分將會綜合本計剖內的 9 個校本體驗活動作例子 ， 從需求評估及每
創到成效評鑑 ， 列出推展健康教育活動的原則 、 程序及注意事項 。 例子
中亦會附上教職員的相關經驗分享 ， 以他們的獨自 剖析當中的難處及得
著 ， 旨在讓教育同工互相勉勵 。

校本體驗活動 本計劉聯同參與學校籌釗共 9 個主題的校本體驗活動 ( 表一 ) ， 計劉將 教育同工
教材庫 按主題發展不同的教育資源 ， 供教師因膠、學生的健康促進需要而構思教

育課程和活動時作為參考 ， 包舍不少於 9 個學習單元的設計理念 、 預期
學習成果 、 教育對象建議 、 學習活動流程 、 延伸活動建議 、 評估工真 、
教師意見書 。 教學資源包含學生工作紙連答案 、 簡報 、 工真製作回示等
電子檔案 。 相關製作經驗將有助項 目 的持續發展並作為將來製作更多創
新課堂策略的鋪墊 。

健康生涯規劃 於本計劉後期 ， 申請人將會篩選部分內容並製作成為網頁 ， 供大眾查 家長 、 學生及其
網站 閱 ， 提升教育同工 、 家長及學生對本計創的認識及進一步拓展健康資 他對健康資訊有

訊傳遞 。 興趣的公眾
非實質成果
知說轉移 ( 不 本計劉提供一定的培訓時數及指引 ， 包括至少提供 2 次大型健康校園 教育問工
同形式的培訓 論壇 、 至少 2 節教師培訓工作坊及按質際需要到校進行的支援和會
活動 ) 議 。 參與的教師將會對健康教育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 ， 並能變他使用

計倒的成品 ， 繼續優 化教學內容及策略 。
健康教育的支 申請人將組織一個健康教育的支援網絡 ， 與有經驗的教師保持 良好關 教育同工
援網絡 (祟 ， 並吸引新血加 人 。 透過教育同工間的互動 ， 及申請人於公共衛生

學上的支援 ， 務求議本計卸的願景延續並發展 。

8. 計劃評鑑
申請人會按階段使用合適的工具 ( 如透過問卷 、 觀察 、 訪問等 ) ， 以收集教師 、 學生和相關持分者對計劉 、
教材及活動的意見及評價 ， 並就買用性 、 難易度 、 趣味性及滿意度評估和分析 。 關於本計創的成功準則 ，
申請人以下列五項為基本的成功準則 :
( 1 ) 完成健康教育賢用手冊的起草 ， 內容包括 「 健康規創網 The Healthy ‘Plan-Net' J 的闡述 ， 並成功

收集來自 12 所參與學校的教師的書面意見和回韻 。 ( 回應計劃 目 標 1 ) 
( 2 )  成功出版健康教育實用手冊並在最後一次宣傳活動上收集讀者意見 ， 獲得超過 90%回應者同意該手

冊的內容質用 。 ( 回應計叫 目 標 1 ) 
( 3 )  在兩次教師培訓工作坊後進行意見調查 ， 獲得超過 90%回應的教師同意該培訓能提升教師對健康教

育的認織和推行的信心 。 ( 回應計剖 目 標 2 )
( 4 )  所有參與學校完成至少一次 「 校本體驗活動 J ' 並成功收集學生習作 、 反思文章或問卷調查資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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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 。 ( 回應計劃 目 標 3 )
( 5) 在 「 校本體驗活動 」 後的檢討會議時獲得超過 80%回應的教師同意該活動的成效理想 。 ( 回應計劉

目 標 4 )

已有參與學校的統籌提出 ， 要求 「 校本體驗活動 」 的實施過程包合可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的題 目 和評估方法 ，
因此 ， 我們在籌劃時會尤其注意這部分 。 以 「 顏值加加加 」 為例 ( 看表二 ) ， 申請人與教師會合作設計評估
題 目 和設計個案分析 ， 所得的結果將可用於反映學生在參與該單元的教育成果 ， 也適用於 「 科技與生活科 」
的評核 。 再以 「 校園戚染實錄 」 為例 ， 申請人與教師會合作設計處境題 目 ， 用於進行 「 班際問答比賽」 之
餘 ， 也可反映學生在參與該單元的教育成果 ， 也適用於 「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 的評核 。

此外 ， 申請人將應用 由她們自 行發展的 「 學童健康問卷調查 」 之中的相關內容 ， 作為個別參與學校學生的
前測和後測之用 ， 用以反映初中學生在參與 「 校本體驗活動 」 前後 ， 對於相關的健康生活習慣和態度的轉
變 。 申請人在過去 20 年多次使用該問卷來反映本地青少年的健康生活習債和趨勢 ， 內容詳盡 ， 涵蓋飲食 、
運動 、 睡眠 、 心理困擾 、 生活滿意水平 、 風險行為等多個範疇 。 本計劃有意因應參與學校所推行的 「 校本
體驗活動」 主題 ， 抽取部分問卷內容作為校本的測試之用 。 以 「 未充電先放電 」 為例 ， 申請人將有意選取
該問卷中有關睡眠的項目 ， 採納 「 匹茲盔睡眠品質量表J (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lndex ) 來測量初中生的睡
眠品質 ， 包括 9 題關於過去 30 天的平均上床休息時間 、 起床時間 、 實際睡眠時間 、 睡眠困擾 、 整體睡眠質
量評價等範疇的題 目 。 教師在指導下就可向學生說明問卷的意義 ， 並指示他們在活動前後進行測試 。 申請
人會提供分析數據的服務 ， 幫助教師知道調查結果 ， 而比較兩次數據就可反映學生參與活動後在睡眠習慣
和品質上的改變 。

再以 「 我要威 ， 點解唔可以戴頭盔 」 為例 ， 申請人將有意選取該問卷中有關青少年風險行為的項 目 ， 採納
其中有關在騎單車時會否戴上保護裝備 、 會否按照交通燈指示橫過馬路 ， 以及會否在乘坐配有安全帶的車
輛時戴上安全帶 ， 並加入新增有關其他常見青少年風險行為的題 目 。 教師在指導下就可向學生說明問卷的
意義 ， 並指示他們在活動前後進行測試 。 申請人會提供分析數據的服務 ， 幫助教師知道調查結果 ， 而比較
兩次數據就可反映學生參與活動後的改變 。

最後 ， 申請人將要求教師有系統地收集學生在進行 「 校本體驗活』動 」 期間的習作和反思文章 ， 期望通過系
統分析 ， 知道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果 ， 以更全面地評價計割的成效 。

9. 計劃成果的延續
本計劉定意作育教學領袖(Train the trainer) ， 將成果拓展至整個教育界 。 本計割的主要成品 一 健康教育實
用手冊 ， 將作為一本推展健康教育的全面指引 ， 並會免費派發及發放網上版供 自 由下載 。 申請人收集並
歸納了不少教師對計劉的貢獻 、 心聲及回饋 ， 展示於成品書內及成果展上 ， 讓計剖外的學校能借鑑拓展
校本的健康促進歷程 。 申請人鼓勵參與學校活躍於計剖內所建立的健康教育支援網絡 ， 同時吸引更多教
育同工參與 。 若學校能以本計劉所提倡的新興健康教育模式 一 融合不同的健康主題作生活忱的健康推
廣活動 ， 大膽創新地實串並組合不同的健康主題 ， 學校將能為健康教育創造無盡可能 。 目 前已有 1 7 個固

定主題 ， 假設以每次串連 3 個健康主題為基礎 ， 將有 680 個可能性 ( C(17，3)= 1 7 !  / (3 ! ( 1 7  - 3)!) =680) 。

10. 推廣計劃成果
承接推行方案的上文 ， 申請人將於計割階段一及階段四舉辦大型的健康校園論壇 ， 邀請全港學校派員參
與 。 於成果展上 ， 申請人會邀請參與學校擔任分享嘉賓 ， 反映教師們的真賞心聲 ， 屆時亦會向每位參與
的教育同工免費派發計割的主要成品 一 健康教育質用手冊 。 於計割的尾聲 ， 申請人將於網站推廣本計
割的理念及成果 ， 並宣傳健康教育實用手冊成品書 ， 供教育問工申請免費索取 。 同時 ， 申請人亦會將成
品篩選統整為網上版 ， 供任何對健康教育有興趣的人士下載使用 。

13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 目 /說明 數量 總值 調配計劃

電腦硬 手提電腦及多 1 / 2. - 18，000 51: 存於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件 媒體軟件 心 ， 供其他優質教育基金項 目 使用 。

拍攝器 數碼相機/腳架/ -3，000 51: 存於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
」主 錄音儀器 心 ， 供其他優質教育基金項 目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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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遞交報告時間表
申請 人承諾按以下 日 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

計劃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計創進度報告
1/3/201 9-3 1 /8/201 9 

計創進度報告
1 19/2019-29/2/2020 

計創進度報告
113/2020-3 1  /8/2020 

計劉進度報告
1 19/2020-28/2/2021 

計劉進度報告
1 /3/2021 -3 1  /8/2021 

計創總結報告
1 /3/2019-28/2/2022 

丁部 、 協作及參與機構資料 : 不適用

戊部 、 聲明

報告到期日
30月/201 9

3 1/3/2020 

30/9/2020 

3 1/3/202 1 

30/9/2021 

3 1 /5/2022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 日

中期財政報告 30/9/2019 

1 /3/201 9-3 1/8/201 9  

中期財政報告 3 1/3/2020 

1/9/2019-29/2/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0/9/2020 

1/3/2020-3 1/8/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 1/3/2021 

1/9泣。20-28/2/2021

中期財政報告 30/9/2021 

1 /3/2021 -3 1 /8/2021 

財政總結報告 3 1 /5/2022 

1 /9/2021 -28/2/2022 

申請人聲明 ， 以所填報資料屬賞 ， 以及並無就已獲其他政府資源資助的相同活動 ， 向基金重複申請撥款 。 如 申
請獲得批准 ， 申請人承諾積極參與各類推廣 、 宣傳及推介此項計創的活動 。 申請人明 白 於計創獲批前需提交由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批簽的文件 ， 以證明計劉是因應中心的實際需要和發展而訂定 ， 並且獲中
心職員及持分者的支持 。

附件 、
同意參與 江SAP 健康生運規劃」 的本地中學 (地區)
l. 崇真書院 ( 屯門 )
2. 嶺南鍾縈光博士紀念中學 ( 葵青 )
3.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 沙田 )
4. 林大輝中學 ( 沙田 )
5.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 大埔 )
6. 新會商會中學 ( 屯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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