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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目的 

1. 為促進學生身心靈發展， 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2. 透過信心培育的活動，讓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提升自信心，培養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3. 推行校本個人成長教育課程，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協助發展潛能。  

4. 透過家長教育， 提升家長對身心靈健康的認識，從而幫助其子女健康成長。  

5. 透過個案輔導，協助有需要的學生處理成長上的問題﹔按需要轉介適切的專業服務。 

 

(二) 本校現況 

1) 有利的條件:  

1. 校本獎勵計劃(全二魔法大冒險)有效協助學生培養積極正面的態度及個人素質。 

2. 教師關心學生的成長。 

3. 學校重視家長教育 ，提升家長的質素。  

4. 普遍來說， 親子關系良好。部分家長願意付出時間服務學校。 

 

2) 面對的挑戰: 

 1. 部份學生家庭背景複複雜， 學生缺乏父母適切的管教、關懷和溝通,引致學業﹑情緒﹑行為等問題。 

 2. 部份家長過於愛護子女，以致他們慣於倚賴父母,缺乏自我照顧、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 部份家長比較注重子女學業成就，而忽略了對子女的關懷和成長。  

 4. 家長在管教子女及學業問題的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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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學校在 2017/18 學年運用「香港小學生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評估三至六年級學生的成長需要、家長及教師「有關學生的成長需要」持分者問卷調

查、教職員會議檢討等結果，學生培育和輔導工作的分析如下： 

1. 問卷數據顯示，學生「整體滿足感」方面低於全港常模。值得注意是小四男女、小五男女及整級學生數據則較全港常模屬低。 

2. 學生「負面感情」副量表的表現方面，反映學生在校內的整體負面經歷。數據愈低，表示學生負面感情愈低。本校學生在此量表整體平均值卻輕微高於

全港常模。 

 

有見及此，期望能夠透過不同的計劃內容，讓學生有機會投入校園生活，或參予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以致增加他們的「整體滿足

感」。另一方面，讓學生能夠從中增強自信心，以減低「負面感情」。 

 

四) 學生輔導工作計劃： 

a.)政策與組織 

活動目的及內容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機制 評估指標 負責人 

1.檢視輔導機制 

1.1 檢討「校內個案轉介機制」及「處理學生輟學問題

程序」 

全 體 教 師 

 
 

全年 觀察及討論 達 80%能實施 社工 

 

1.2 協助修訂「危機處理政策」及檢討各成員在「危機

處理小組」的角色及職能 

 

危機處理小組 

成員 

 

全年 觀察及討論 達 80%能實施 校長 

社工 

1.3「 班主任手冊 」加入 有關「透 過 班 級 經 營 建立關

愛文化」師的角色及職能等項目 

 

班主任 全年 觀察及討論 達 80%能實施 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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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生輔助服務 

 

活動目的及內容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機制 評估指標 負責人 

1) 建立正向校園的校園文化 

1.1) 推行「關懷大使計劃」朋輩支援小組 

關懷大使能夠建立積極正面態度及個人素質。 

小五 (20 位) 

小六 (10 位) 

 

全學年 

 

學生參加名單 80% 學生參加 輔導主任 

 

1.2) 校本學生獎勵計劃 全校學生 全學年 學生參加名單 80% 學生參加 輔導主任 

1.3) 小一滿月慶祝 小一學生 9 月底 口頭/舉手表示 80%參加學生表示滿意活動 訓輔組 

社工 

1.4)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每級 12 位學生,  全學年 口頭/舉手表示 80%參加學生表示滿意活動 社工 

1.5) 小息鬆一鬆 

設有玩具閣, 給孩子一個友善輕鬆的環境 

全校學生 全學年部份小息 記錄小息學生使

用人次 

有 80 學生人次參予 社工 

 

1.6) 陽光信箱:  

鼓勵學生表達對周遭事物和生活的正面的反思和正向

尋求支援。 

全校學生 全學年 學生來信 收到 5 封來信 社工 

 

1.7) 「童心結好網愛傳情」計劃: 

1.7.1) 『情常在』偵探人情味模擬社區體驗活動 

小五學生 下學期 活動問卷 70%參加學生認為活動能體

驗『人情味』如何影 響人

與之間的關係。  

保良局 

社工 

1.7.2) 『情常在』學生大使 

校內義工服務 

20 名小五學生 下學期 活動問卷 70%義工學生，能於小組中

裝備個人服務技能，並於

校內義工服中實踐。  

保良局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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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及內容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機制 評估指標 負責人 

 2.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2.1)設立展藝舞台, 讓學生發揮創意, 表現自己優秀的

一面, 展現學生自信 

全校學生 全學年 5 次 學生參加名單 超過 20 名學生參與 訓輔組 

社工 

  2.2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 透過課後小組或校外活動、個別跟進/面談、家長工

作坊、家長教師分享會等活動，提升學生抗逆力 

 17 位小四學生 全學年 活動問卷 

觀察及討論 

70% 參加學生認為活動能夠提升

個人抗逆力 

(以「控制自己的情緒」、「願意

面對和克服困難」等各項目為標

準)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荃灣會所 

訓輔組 

社工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加強) 

▪ 透過課後小組或校外活動、個別跟進/面談等活動，

提升學生抗逆力 

13 位小五學生 全學年 活動問卷 

觀察及討論 

70%參加學生認為活動能夠鞏固

及發揮個人抗逆力 

(以「控制自己的情緒」、「願意

面對和克服困難」等各項目為標

準)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荃灣會所訓輔組 

社工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 (加強) 

▪ 透過課後小組或校外活動、個別跟進/面談等活動，

提升學生抗逆力 

16 位小六學生 全學年 活動問卷 

觀察及討論 

70%參加學生認為活動能夠鞏固

及發揮個人抗逆力 

(以「控制自己的情緒」、「願意

面對和克服困難」等各項目為標

準)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荃灣會所 

訓輔組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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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個人成長教育 

活動目的及內容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機制 評估指標 負責人 

1) 個人成長課 : 以《讓生命高飛》為成長課內容。 小一至小六 全年 8 節 觀察及討論 老師認同成長課對學生的成長

有幫助 

訓輔組 

2) 推行健康教育及性教育講座 全級小五 下學期 活動問卷 80%參加學生能增加對健康教育

及性教育之認識 

社工 

3) 義工計劃 

「暖暖關懷長者日」探訪長者 

六年級學生 下學期 活動問卷 80% 參加學生能學習關心長者的

義工精神 

跨科組 

社工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伴我啟航計劃」 全校學生 全學年 詳見附件一 詳見附件一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黎頌庭主任 

 

d.)家長及教師支援 

施行方案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方法 評估指標 負責人 

1.1) 家長講座: 提升他們親子溝通與管教技巧 

 如「伴兒同行—協助孩子學習」、「建立孩子正

向思考」家長講座、「情「理」兼備」「學習

100Fun」「越玩越專注：提升專注力及增進親子

關係」、「如何培養孩子抗逆力」。 

全校家長 全年 6 節 活動問卷 

 

75%家長認同培訓能提升他們

親子溝通與管教技巧 

黎頌庭主任 

1.2) 家長講座: 小一適應課程 小一家長 全年 1 次 活動問卷 75%家長認同講座能提升他們

幫助孩子小一適應。 

雷副校長 

社工 

1.3) 家長講座: 幫助小六學生準備升中及適應中學生

活 

小六家長 全年 1 次 活動問卷 75%家長認同講座能提升他們

幫助孩子升中適應。 

社工 

2) 教師諮詢面談 

為老師提供諮詢，協助建立策略，以處理問題較複雜

之學生，有助課堂及學習安排。按需要與班主任、訓

導主任、科任老師及校長開個案會議，加強對學生之

了解、多方配合，助學生成長 

全體教師 全學年 

 

觀察及討論 諮詢老師能在輔導學生及個人

情緒得到支援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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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輔助服務 

施行方案 對象 施行時間 評估方法 評估指標 負責人 

1) 個案輔導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個案諮詢及輔導。如有需要

會轉介往不同的社區資源、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

安排服務 

有需要之學生 全學年 

 

問卷(結案) 

觀察及討論 

75%輔導對象於個案結束時能透

過輔導得到幫助、面對困難的

支援 

社工 

2) 學生及家長諮詢 

 

有需要之學生及

家長 

全學年 

 

觀察及討論 諮詢學生/家長能在處理問題及

個人情緒等各方面得到支援 

社工 

 

 

五.)個案工作 

個案輔導指引 

1.1  個案工作守則 

 a) 每個個案由一名學校社工或輔導員負責，學校社工或輔導員按需要聯絡及協調其他人士(如案主的班主任，科任等)。 

 b) 輔導組按需要進行個案會議，透過報告和分享，彼此交流個案進展及處理方法，藉以提升輔導組的效能和輔導技巧。 

 c) 案主檔案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每個個案須由負責的學校社工或輔導員保管及存檔，並須注意以下事項：(i) 所有文件及資料必須按時更新及存檔，以

便隨時查閱；(ii)除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訓導主任及校長可以查閱檔案外，其他同工均不能查閱有關文件；(iii)個案完結後，所有文件及資料需

交由駐校學校社工中央存檔。 

  

1.2 處理個案程序 

 a) 第一階段：初步諮詢及開案期 

 在此階段，學校社工或輔導員主要工作包括搜集案主的基本資料(如姓名、聯絡方法、呈現的問題類別及情況內容、過往曾採用過的處理方法及過往

曾否接受過輔導服務等)；決定是否需要開個案以作跟進。 

  

 決定是否開個案時，學校社工或輔導員需考慮各種因素：(i)潛在案主對接受輔導服務的意願；(ii)潛在案主的心理狀態；(iii)須衡量及肯定學校社工或

輔導員的介入為適當及有效；(iv)開個案以不重覆社會資源為原則，但也應照顧潛在案主的意願及需要，了解他既已接受其他單位的服務，仍向學校

求助的原因，最後由學校社工或輔導員決定是否為潛在案主提供輔導服務。 

  

 b) 第二階段：評估及合約期 

 在這階段，學校社工或輔導員在約見案主時需了解他的成長背景；進行初步分析、了解其問題及需要；同時與案主建立有好的工作關係，以便定訂

輔導目標。另外，在此階段亦須告知案主的權利及輔導規則。(請參考輔導服務同意書) 

  



2018/19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    

 

7 

 

 c) 第三階段：介入期 

 基於第二階段，學校社工或輔導員需要介入，進行協助案主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介入方法，學校社工或輔導員宜選用合適的理論

作依循。同時，學校社工或輔導員應在每次面談完結後記錄個案內容及進展，並定期評估介入行動的果效，以調整輔導計劃及方向。 

 
 

d) 第四階段：檢討及支援期 

在此階段，學校社工或輔導員需了解及掌握個案進展，了解個案支援系統的近況，就已完成的個案進行評估，決定個案的未來方向是否繼續介

入、轉介或終結。如有需要，學校社工或輔導員可與案主重新再界定問題，因有些個案是需要把問題按其難度及複雜程度分層次處理，而且有些

案主的需要會在個案發展期間才發現的。 

 

此外，案主可能會在個案準備結束期間，會出現不安。故此，學校社工或輔導員必須協助案主準備在個案結束後自立，如協助案主建立新的支援系統及

運用外界的社區資源。 

 

1.3 執行個案指引 

 

a) 轉介接受輔導服務的受助者都分為諮詢個案及開案個案。 

b) 一般個案不是受輔導年期的長短所限制，而是按其問題的深淺輕重，學校社工或輔導員與案主所訂定的輔導目標來決定。 

c) 學校的輔導工作主要是由受訓的駐校學校社工提供，輔導組老師亦會分別協助處理各級學生之個案。 

 

1.4 轉介個案準則 

 轉介個案時，學校社工或輔導員須視乎案主的情況及需要，獲得案主及其家長之同意後，才可披露有關案主的個人資料，並須合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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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校內輔導個案轉介機制 

 

 

 

 

 

 

 

 

 

 

 

 

 

 

 

 

 

 

 

 

 

 

 

 

 

 

 

 

 

當事老師 
1. 了解情況 

2. 加以教導 

3. 知會家長(如有需要) 

班主任 

1.請當事老師或班主任填寫訓

導組轉介表,將個案轉交訓

導主任 

訓導主任 

跟進個案 

跟進 

輔導員/社工 

跟進個案 

副班主任及 

 級主任 

(未能有效處理) 

(未能有效處理) 

(未能有效處理) 

1. 了解情況 

2. 加以教導 

3. 知會家長(如有需要) 

4.如情況緊急，可直接聯絡輔導員/社工 

1. 了解情況 

2. 加以教導 

3. 與當事老師或班主任商討應採取的行動 

(未能有效處理) 

1. 諮詢校長及專業人
士 

2. 轉介教育心理學家
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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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校外個案轉介機制 

 

 

 

 

 

 

 

 

 

 

 

 

 

 

 

 

 

 

 

 

 

 

 

 

 

 

 

學生問題 

駐校輔導社工 
初步評估及識別需

要 

尋求適切資源 通知校長 / 
校內有關人

士 

通知家長取書面同意 

進入相關轉介機制 

轉介成功 轉介失敗 

繼續給予輔導 再尋找合適資源 
結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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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終結個案準則 

   在出現下列情況，學校社工或輔導員可考慮終結個案： 

a) 如已達成輔導個案的工作目標或案主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b) 案主要求終止服務。 

c) 經過討論後，獲得家長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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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全 完 第 二 小 學 

2018 / 2019 年度   

課後學習支援及區本扶貧計劃 
 
(二) 計畫模式： 

 與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於課後及多元智能課時段進行計劃 

 
(三) 計畫推行者： 

1 學生表現組統籌：黎頌庭主任 

 小組成員： 

a  照顧學生成績進步小組成員 

b 中英數常科組長 

 
(四) 支援對象： 

 家境清貧(綜援、全書津或經濟有困難)的同學 

關注項目(二)： 優化教學設計，展示創新學習模式，提升學與教效能 

關注項目(三)： 共建正向校園 

統籌：黎頌庭主任   

 

協助：張小美老師及中英數常各科組長 

 

檢討時間：每年 2 月及 6 月 檢討形式: 校風及學生支援會議 

(一) 工作總目標： 

 1.1 支援弱勢家庭，提供機會，讓家境清貧同學在互助及關顧環境中獲支援發展。  

 1.2 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為同學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並透過活動提升同學的自信心。  

 1.3 培養同學關愛他人、樂於服務及承擔責任的精神。  

 1.4 於共融環境下讓不同學習需要同學互相融合。  

 1.5 促進家校合作，建立互愛關懷的家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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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執行計畫及評估 

目標 策略/工作 
施行 

時間 
對象 負責人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質性/量化 

2.1 優化教學策略，建立卓越

教學團隊。 
 

2.1.1 課後功課輔導小組 全年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或以上家長及同

學表示課後功課輔導

小組對提升學習有幫

助。 

年終 

檢討 

2.1.2 中文溫故知新小組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或以上家長及同

學表示對提升中文的

理解有幫助。 

問卷 

2.1.3 英文溫故知新小組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或以上家長及同

學表示對提升英文的

理解有幫助。 

問卷 

2.1.4 數學溫故知新小組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或以上家長及同

學表示對提升數學的

理解有幫助。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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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施行 

時間 
對象 負責人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質性/量化 

3.3 透過校本課程及多元活動

設計，培育全二學生的性格特

質，讓學生對正向教育有更深

的認識和體驗。 

3.3.1 課餘興趣小組 

繪本課程 

創意漫畫 

乾花手工藝 

萬花筒製作 

黏土飾物製作 

輕黏土手工藝 

無針縫布藝製作 

Bling Bling 閃石 DIY 

歌唱技巧訓練 

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 

 直笛訓練班 

夏威夷小結他訓練  

K-Pop Dance 

自我照顧訓練 

桌上遊戲訓練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活動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同學在自信心方

面有改進。 

觀察 

3.3.2 戶外參觀 

海洋公園 

綠惜學堂 

Pizza Hut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生 學生表現組統籌 

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導師 

 80%或以上同學表示

能擴濶視野，增加生

活體驗。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