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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政策及組織 

1.1 架構 

本學年，學校設立「訓輔組」，學生輔導人員為輔導組成員，與輔導組老師及校長合

作統籌學校整體的學生輔導計劃及服務，包括提供個案及小組輔導、家長支援、教師支援

及危機處理等服務。輔導組透過會議，跟進輔導工作的發展方向，學生輔導人員定期向校

長匯報個案的跟進情況，以及與相關老師商議協助有行為或情緒問題學生的處理策略。 

此外，學生輔導人員亦是學生支援組成員，負責協調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的到校工作，

並且負責兩名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中情緒及行為部分，當中與學生支援組老師及教育心理

學家緊密合作，共同為校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策劃輔導支援服務，並配合學校及外界

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長。 

1.2 轉介機制 

本校的個案轉介機制尚算清晰，當校內老師發現個別學生出現問題時，會轉介校長或

輔導組老師。如發現學生在行為及情緒上有輔導需要，會轉介至學生輔導人員跟進，學生

輔導人員亦會為個別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1.3 統籌進行「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II」工作 

學生輔導人員協助推展校內學生自我評估，七月初透過「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II」

(APASO II)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對學校生活質素的看法。學生輔導人員透過分析報告，讓

輔導組老師了解學生的情況，從而檢視輔導工作的成效和改善空間，協助學生得到適切的

服務。 

 

 

 

 

 

 

 

 

 

 

 

 

 

 

 

 

 

 



 3 

第二章：個人成長教育 

 

2.1 推行概況 

小一及小二每週一堂，小三至小六隔週連堂進行，各級上課時間於學年初編定。學生輔導

人員與三名老師協作教授，按需要為不同年級加入不同的題材元素以切合同學的需要，如

在網上尋找短片作教材及新聞作教材，把同學所學的融入日常生活當中。 

 

日期：全學年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場地安排：課室  

形式：根據下列「學者志」，透過遊戲、角色扮演、分組討論、工作紙、聽故事、歷奇等

去實踐態度學習的目標。 

 

 

2.2 外出活動 

- 低年級(P.1-P.3)學生參加挪亞方舟愛與生命之旅，透過生命教育館的學習式活動，讓學

生從多元化的活動中親身探索及體驗， 建立正面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 六年級學生參與由香港盲人輔導會舉辦的無障礙生活體驗之旅，讓學生體驗感受視障

人士面對的黑暗環境，激勵學生永不放棄的精神。 

 

- 五六年級學生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加深學生對毒品禍害的正確認識和強

化學生堅拒毒品的技巧及決心。 

 

 

 

 

                                                                                    1 2 3 4 

(P)堅毅學者 P1持之以恆 

 

P2忍耐克制 

 

P3見義勇為 

 

P4不屈不撓 

 

(A)主動學者 A1 篤志好學 

 

A2認真投入 

 

A3 排難解紛 

 

A4有勇有謀 

 

(C)合作學者 C1尊重有禮 

 

C2感恩讚美 

 

C3關心體諒 

 

C4支持鼓勵 

 

(T)思考學者 T1要事第一 

 

T2公正無私 

 

T3慎思明辨 

 

T4靈活變通 

 

(S)自律學者 S1自知者明 

 

S2盡責守紀 

 

S3過而能改 

 

S4止於至善 

 

學 者 志 

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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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個人成長教育課檢討及改善建議：  

1. 學生輔導員會入班教授成長課，了解學生需要  

學生輔導人員到各班教授成長課，一方面可讓輔導員觀察學生的情況及了解他們

的需要；另一方面 亦可拉近輔導員與學生的關係。  

 

2. 課程時間適宜  

本年度成長課時間為：小一至小二，一週一節；小三至小六，隔週兩節，時間長度

恰當，老師亦可引發學生思考及反思，並有效教授有關課堂內容。 

 

3. 課程設計欠連貫性及整合性 

今年度學校採取「以問題為本」的模式設計課程，先找出學生所面對的問題者 

是學生的弱項，然後列入課題 ，無疑當中可切合學生需要；但所選課題的編

排、連貫性及整合性容易被忽視，導致課程變得零碎，有效性亦下降。建議下

年度於課程安排上可與其他科目作配合，以提升其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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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個案工作及諮詢 

3.1.1 個案工作 

3.1.1.1   個案數量 

個案 數目 

上年度累積個案 0 

新開個案 8 

結束個案 2 

累積至下年度個案 6 

 

3.1.1.2   個案服務之分佈 

內容 
2017-2018 年度 

個案數目 

學生 

男 

一年級 0 

二年級 0 

三年級 1 

四年級 0 

五年級 1 

六年級 1 

女 

一年級 2 

二年級 1(1) 

三年級 0 

四年級 0 

五年級 1 

六年級 1(1) 

總數 6 (2) 

 (  ) 為結束個案 

 

3.1.1.3  問題性質(主要問題) 

問題性質 
問題 

編號 
分類 

2017-2018 年度 

個案數目 

學習問題 LL2 懷疑為有學習困難 1 

行為問題 CC3 不誠實行為 1 

家庭/環境問題 FF1 缺乏父母恰當的教導和監管 4(1) 

情緒/心理問題 EE3 情緒問題 1(1) 

社交/發展問題 SS1 社交技巧不足 1 

    

總數 6(2) 

(  ) 為結束個案 

第三章：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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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個案活動統計 

性質 2017-2018 年度 

個案數目 

面談次數 63 

家訪 6 

電話聯絡次數 59 

個案會議次數 6 

治療小組節數 0 

信件/轉介/報告數目 10 

與校內有關人仕聯絡次數 48 

與其他服務單位聯絡次數 64 

總數 256 

 

3.1.1.5 個案服務概況 

本年度學生輔導人員共處理八宗個案，個案性質以「家庭/環境問題」為主，佔四宗；

其次為學習、行為、情緒/心理及社交/發展問題，各佔一宗。 

 

在「家庭/環境問題」的四宗個案中，則關於學生的家庭環境狀況令其缺乏家長的妥善

照顧，以致學生在學習及自理上跟不上同儕的進度。有兩名學生來自同一個家庭，是為長

期缺課個案，工作員定時與家長溝通，了解學生在家的情況外，亦嘗試聯繫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社工、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局缺課組、教育局分區進行多次個案會議，以協商學生

長期缺課、家長管教及留班事宜，確保家長有足夠的資源去照顧學生及他家庭成員，避免

引發更嚴重的家庭問題。另外一宗家庭/環境問題個案已聯同家庭社工轉介至保良局新生家

及轉校。 

 

對於懷疑為有學習困難、行為及情緒問題的學生，工作員除了與學生作個別面談外，

亦聯同老師和教育心理學家，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以改善學生的社交、情緒表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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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諮詢服務 

3.1.2.1 諮詢者之分佈 

內容 
2017-2018 年度 

人次 百分率 

學生 

男 

一年級 3 1.8% 

二年級 22 13.3% 

三年級 7 4.2% 

四年級 0 0% 

五年級 24 14.5% 

六年級 0 0% 

女 

一年級 11 6.6% 

二年級 0 0% 

三年級 4 2.4% 

四年級 9 5.4% 

五年級 0 0% 

六年級 5 3.0% 

小計    85 51.2% 

家庭成員 22 13.3% 

教職員 59 35.5% 

其他 0 0% 

總數 166 100% 

 

3.1.2.2 諮詢內容 (諮詢者會有多於一項諮詢內容)： 

內容 
2017-2018 年度 

數目 百分率 

學習問題 15 13.5% 

行為問題 46 41.1% 

家庭環境問題 24 21.6% 

情緒/心理問題 17 15.3% 

健康/生理問題 0 0% 

社交/發展問題 9 8.5% 

其他 0 0% 

總數 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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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諮詢處理形式 

內容 2017-2018 年度數目 

提供資料/建議 80 

分享/討論 75 

輔導 88 

總數 243 

 

3.1.2.4 諮詢服務概況 

 

本年度共為 166 人次提供了 111 項諮詢內容。根據資料顯示，本年度的諮詢內容仍是

以「行為問題」及「家庭環境問題」為主，分別佔整體諮詢內容的 41.1%及 21.6%，當中

以二年級及五年級學生的行為問題較多，而家庭環境問題則分散於各個級別。此外，部分

患有過度活躍症、自閉症的學生都有情緒及社交需要，學生輔導人員會為個別學生、家長

及老師提供情緒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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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組工作 

3.2.1 服務資料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節數 
參與 

人次 

31/1、7/2、28/2、

7/3、14/3、21/3 
自理能力訓練小組 小三學生 六節 4 

29/1、5/2、12/2、

26/2、5/3、12/3 
社交訓練小組 小一學生 六節 4 

5/2、26/2、12/3、

23/4、7/5、21/5 
愛情價值觀小組 小五學生 六節 4 

3.2.2 服務進展 

小組名稱 對象 內容及成效 

自理能力訓練小組 小三學生 

小組共有六節，有 4 名小三自理能力較弱的學生

參與。小組讓學生學習一些日常生活基本的自理

技巧及練習，從而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 

從學生的口頭得知，他們能夠說出執拾書包、摺

衣服等步驟及技巧，但工作員的觀察發現大部份

學生在應用技巧於日常生活方面仍需努力。 

社交訓練小組 小一學生 

小組共有六節，有 4 名小一懷疑有特殊學習困難

或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參與。透過社交互動遊

戲，讓學生學習社交禮儀，提升學生的合作和溝

通能力。 

 

根據學生輔導人員觀察，因 4 名學生的理解能力

及語言有所差異，進行社交互動遊戲時需花上一

定時間作解釋，故建議下年度小組招募同一語言

的組員以提升小組教學進度。 

愛情價值觀小組 小五學生 

小組共有六節，有 4 名小五較成熟的女生參與。

透過不同的情景題及分享，讓學生分享自己對愛

情的看法及意見，從而學生輔導人員引導學生思

考。 

根據學生輔導人員觀察及學生的回饋，學生對小

組內容感興趣，並積極投入小組，願意分享個人

經驗，建議下年度小組可再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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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本輔導活動 

3.3.1.1 服務資料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節數 
參與 

人次 

14/6-15/6/2018 
獨立訓練營 

一二年級 

學生 宿營 36 

28/2-2/3/2018 
戶外教育營 

 

五六年級 

學生 宿營 41 

19/1/2018 
社區服務日 

五六年級 

學生 1 55 

19/1/2018 樂施會世界貧窮講座 全校 1 150 

3/10/2018-12/7/2018 
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創。無限」計劃 

小一至小六

部分學生 40 43 

 

3.3.1.2 服務進展 

活動名稱 內容及成效 

獨立訓練營 

小一及小二共有三十名學生參加獨立訓練營，透過不同活

動訓練自我照顧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透過老師的觀察，

學生積極投入活動，大部分學生的自理能力良好，有少部

分學生有待加強。 

戶外教育營 
 

小五及小六年級共有三十名學生參與戶外教育營，透過營

地教練提供不同團體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團隊精神及自我管

理能力。 

透過老師觀察學生的自理能力及情緒管理有待改進，有數

名學生因未習慣營地教練較嚴謹的口吻引發情緒而想退出

活動；從學生回饋中得知有大部分學生表示活動十分艱

苦，與期望有很大的出入，再參與的意慾不大；但也有部

分學生表示活動有助提升其自信心及自理能力。 

社區服務日 

社區服務日與博愛醫院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合作舉

辦，學校老師帶領五六年級學生在學校附近的羅屋村、新

圍村探訪獨居長者。透過老師觀察及學生口頭回饋，學生

十分積極參與，能夠主動與長者交流，有助增加學生對長

者的關懷，建議下年度再舉辦。 

樂施會世界貧窮講座 

此講座與樂施會合作舉辦，透過講座讓全校學生認識世界

各地貧窮的狀況，提升學生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及關懷

他人之心。 

透過觀察及老師的回饋全程講座以英文進行對初小學生而

言較難困難，故建議下年度若再次舉辦，只供高小學生參

與。 

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創。無

限」計劃 

此活動參與了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創。無限」計劃，當

中有四十三名學生參與舞蹈技能訓練小組，上下學期分別

有二十名學生參與，並安排於聖誕晚會及畢業典禮表演。 

明顯地，此活動有助學生發展所長，並且有助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 

 

https://www.e123.hk/site/pohcssssc/focus_detai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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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支援服務 

4.1 教師活動 

4.1.1 執行目標 

1. 為教師提供諮詢，協助教師認識學生的情緒和成長需要。 

2.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的聯繫工作： 

協調及安排駐校心理學家到校的評估工作，並一同為個案作定期的跟進和介入服

務。 

3. 為兩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社交、行為及情緒部分的個別學習計劃訓練。 

 

4.1.2 分析及建議 

 

支援教師回應學生成長需要 

本年度學生輔導人員為教職員提供的諮詢服務次數共有 59 次，主要是協助教

師處理學生的情緒/心理問題、家庭環境問題及行為問題等。學生輔導人員主要會向

老師了解學生及其家庭狀況、分享與學生面談後的觀察、並在有需要時與老師商討

合作模式及跟進成效等，建議可繼續加強與教師及其他專業的聯繫，以召開個案會

議的方式，讓老師掌握有效的輔導手法協助學生改善問題。 

 

強化教師處理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技巧 

從學生支援組的教師問卷資料所得，教師認為在處理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技

巧上有培訓需要。本年度學校設有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建議可與教育心理學家商討

安排相關的教師培訓工作坊，如今年舉辦了有關「認識個別學習計劃」的工作坊，

增加老師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認識及處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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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長小組活動 

4.2.1  

日期 活動名稱 對象 節數 
參與 

人次 

30/1、1/2、6/2、8/2、

13/2 
家長管教小組 小一至小三家長 五節 6 

4.2.2 服務進展 

小組名稱 對象 內容及成效 

家長管教小組 小一至小三家長 

透過短講、小組討論及實況劇埸，讓參加的家長

認識讚賞孩子的技巧及重要性、親子溝通的問題。 

當中家長的出席率超過 70%，透過家長的口頭回

饋，認為小組有助她們處理子女管教的問題及讓

她們掌握更多改善親子溝通的方法及技巧。 

 

4.2.3 分析及建議 

繼續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 

因學校過往沒有全職的學生輔導人員，故家長對學生輔導人員的認識不多，學

生輔導人員藉舉辦家長管教小組，不但有助提升家長的管教技巧，更可增加家長對

學生輔員人員職責的認識，有助日後推展家長工作，建議下年度可多舉行家長小組。  

 

4.3 家長義工  

爲加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合作及溝通，本校定期有活動邀請義工協助(如：健康小食日、親

子嘉年華等)，及舉辦親子聚會(如：聖誕晚會、燒烤晚會)。通過協助學校舉辦定期或不定

期的活動，家長可更加瞭解學校情况、與老師有及時的交流溝通，亦能加深入地瞭解子女

的學習生活；與此同時，家長義工可以從父母的角度協助學校推行活動，使學生得到更充

分的照顧，使活動進行得更爲順利。 

 

4.3.1 分析及建議 

1. 增加家長義工之聯繫及互動  

本年度各級家長義工均有不少聚會時間，活動常規化，共同策劃不同之活動，加

強各年級間家長義工之互動及聯繫，更能促進與學校間之交流及了解學生在學校之需

要。 

2. 加強家長義工之充權  

家長義工團隊在過往數年亦有在多方面吸取技巧及知識，故本年度亦提供機會予

家長義工把所學到的認用及實踐出來，如策劃及協助親子活動等，均能增加家長義工

之自信心及效能感，本年亦會深化家長義工的參與層面，如在大型活動策劃方面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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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家長義工實習的機會。  

3. 有效建立家長網絡  

本校的家長義工組漸見成熟，義工間關係密切，形成支援網絡。本校宜繼續利用

活動增加家長間的認識及溝通，推動家長間建立網絡，作出互相支援。此外，強化家

長網絡亦有助促進家校之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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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總結及建議 

 

因學生輔導人員為首年於杯澳公立學校工作，工作多花於與學生、家長及老師建立關

係上，所舉辦的活動數目尚算達標，亦因學校地理位置因素而難以找外間機構合作，於未

來一年將積極發掘外間資源，從校內走向社區，以配合主題並取得成效。針對校方來年的

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6.1 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 

學校來年的其中一項關注事項為「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價值觀」，為進一步強化學生

自律盡責的精神，學生輔導人員應繼續聯同各科組老師推展相關活動。例如在「小社工義

工訓練計劃」中，學生輔導人員觀察到參與社區服務日的學生表現投入，樂意服務社區不

同人士，完成服務後感到滿足。因此，建議可把社區服務日活動對象擴闊至初小學生，讓

他們學習關懷、服務他人，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及自信心。 

6.2 加強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家長及老師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校內經常會遇到學習、情緒及社交等問題，如沒有適當的照

顧及支援，可能會讓學生失去學習動機，影響學生的成長。因此，學校為這些學生、家長

及老師提供足夠的支援是相當重要的。 

本學年有教育心理學家駐校，學生輔導人員多與教育心理學家聯繫，加強有關學生的

跟進及提升家長及老師的支援服務。透過跨專業協作，讓家長及老師有足夠的技巧及心態

上準備陪伴學生成長。而隨著學生的成長，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可能更複雜，如能夠緊密地

關心學生的需要，將有效地幫助學生。 

6.3 強化支援服務 

在家長支援方面，學生輔導人員多為初小或有需要家長提供情緒支援或其他諮詢服

務，建議繼續家長小組以提升家長管教技巧，讓家長之間多接觸、分享及交流，藉此強化

他們的社交網絡，協助他們建立自己的支援系統。 

在教師支援方面，由於本年度的初小學生有較多的情緒及行為問題，建議考慮舉辦以

「處理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為題的工作坊，以支援及提升教師對此類學生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