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成長教育  
 

二 零 一 二 年 修 訂 本  
 

 

 

 

 

 

 

 

 

 

教 育 局  

學 校 行 政 及 支 援 分 部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1   引 言  

1 . 1  因 由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教 育 改 革 進 程 裏 ，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的 目 標 是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和 終 身 學 習 ， 讓 他 們 在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等 方 面 都 有 均 衡 的 發 展 ， 而 且 能 夠 不 斷 自 學 、 思 考 、 探 索 、

創 新 和 求 變 ， 以 面 對 成 長 路 上 的 各 項 挑 戰 。 縱 觀 英 、 美 、 星

加 坡 和 中 國 等 地 的 小 學 輔 導 服 務 ， 均 十 分 認 同 上 述 的 目 標 ；

並 積 極 在 校 內 推 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協 助 學 生 健 康 地 成 長 。  

 

前 教 育 署 在 一 九 九 七 年 推 出 《 輔 導 成 長 齊 參 與 》 教 材 套 ， 鼓

勵 學 校 推 行 成 長 輔 導 活 動 ， 加 強 學 生 在 學 業 、 溝 通 和 解 難 方

面 的 能 力 。 這 些 發 展 性 的 輔 導 方 式 得 到 學 校 的 積 極 回 應 。 踏

入 新 紀 元 ， 我 們 建 議 所 有 小 學 提 供 「 全 方 位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

並 逐 步 推 行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以 進 一 步 照 顧 全 體 學 生 的

成 長 需 要 。  

 

1 . 2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全 方 位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的 關 係  

「 全 方 位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 包 括 政 策 及 組 織 、 支 援 服 務 、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和 輔 助 服 務 四 部 份 。 學 校 必 須 均 衡 發 展 這 四 部 份 ，

將 它 們 揉 合 在 整 體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中 。 在 政 策 及 組 織 方 面 ， 學

校 應 分 配 適 當 資 源 及 提 供 行 政 支 援 去 推 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在

支 援 服 務 方 面 ， 安 排 教 師 發 展 活 動 ， 協 助 教 師 掌 握 有 關 教 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知 識 、 技 巧 和 態 度 ； 在 輔 助 服 務 方 面 ， 教 師 /

輔 導 員 應 協 助 學 生 應 用 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課 所 掌 握 的 技 巧 ， 更

可 在 個 別 輔 導 及 小 組 輔 導 時 ， 進 一 步 鞏 固 一 些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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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教 授 的 主 題 。 此 外 ， 亦 加 強 個 別 輔 導 服 務 和 確 立 校 內 及 校

外 的 轉 介 機 制 ， 協 助 教 師 及 早 識 別 和 處 理 學 生 的 問 題 。  

2   宗 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旨 在 協 助 學 生 ：  

 發 展 個 人 潛 能 和 健 康 的 自 我 概 念 ， 積 極 面 對 生 活 上 的

挑 戰 及 有 效 地 解 決 問 題 ；  

 促 進 群 性 發 展 ， 建 立 良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培 養 勤 奮 進 取 的 學 習 態 度 ， 掌 握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技 能 ，

邁 向 終 身 學 習 ；  

 培 養 積 極 的 處 事 態 度 ， 認 識 各 種 職 業 的 資 訊 及 技 能 ，

為 未 來 事 業 的 發 展 奠 定 基 礎 。  

 

3   學 習 目 標  

透 過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學 生 應 能 ：  

在 個 人 發 展 方 面  

 認 識 及 接 納 自 己 的 性 格 和 特 質 ， 並 充 分 發 揮 優 點 及 改

善 弱 項 ；  

 運 用 解 決 問 題 技 巧 以 面 對 個 人 生 活 上 的 各 種 挑 戰 ；  

 掌 握 個 人 安 全 的 知 識 、 技 巧 和 態 度 。  

 

在 群 性 發 展 方 面  

 尊 重 及 接 納 他 人 ；  

 了 解 個 人 在 家 庭 、 學 校 和 社 群 的 角 色 及 責 任 ；  

 運 用 有 效 的 人 際 / 溝 通 技 巧 ， 以 建 立 良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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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 業 方 面  

 掌 握 有 效 的 學 習 技 巧 和 態 度 ；  

 運 用 有 效 的 策 略 在 學 校 獲 得 成 就 感 ；  

 有 效 地 管 理 在 學 的 生 活 。  

 

在 事 業 方 面  

 設 計 及 修 訂 個 人 生 活 及 學 習 計 劃 ， 為 來 未 事 業 的 發 展

作 好 準 備 ;  

 以 積 極 的 態 度 去 面 對 工 作 和 學 習 ；  

 掌 握 各 種 職 業 資 訊 ， 從 而 了 解 個 人 的 學 業 表 現 與 事 業

成 就 的 關 係 和 認 識 事 業 發 展 。  

 

4   內 容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內 容 可 分 為 三 大 部 份 ： 學 習 範 疇 、 共 通 能 力 、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 現 分 述 如 下 ：  

 

4 . 1   學 習 範 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包 括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及 十 二 個 學 習 重 點 ， 它 的 組

織 如 下 ：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十 二 個 學 習 重 點  

1 .  個 人 發 展   自 我 概 念  

 解 決 問 題  

 自 我 管 理  

 

2 .  群 性 發 展   尊 重 及 接 納 他 人  

 溝 通 及 人 際 關 係  

 應 變 及 處 理 衝 突  

 

3 .  學 業   學 習 技 巧 及 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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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 學 習 範 疇  十 二 個 學 習 重 點  

 成 就 感  

 愉 快 的 學 校 生 活  

4 .  事 業   生 活 計 劃  

 處 事 態 度  

 認 識 事 業 發 展  

 

每 個 學 習 重 點 分 別 以 小 學 高 年 級 (小 五 、 六 )、 中 年 級 (小 三 、

四 )和 初 年 級 (小 一 、 二 )來 劃 分 。 有 關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每 個 學

習 重 點 的 內 容 ，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  

 

4 . 2  共 通 能 力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學 習 過 程 著 重 讓 學 生 透 過 不 同 處 境 及 經 驗 中

引 發 問 題 反 思 、 與 人 溝 通 合 作 、 主 動 尋 找 答 案 。 因 此 ，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締 造 了 很 大 的 空 間 ， 讓 學 生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各

種 共 通 能 力 。 以 下 是 透 過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去 提 升 學 生 各 種 共 通

能 力 的 例 子 ：  

 

學 習 範 疇 ： 群 性 發 展  

學 習 重 點 ： 溝 通 及 人 際 關 係  

內 容 ： 升 中 適 應 - 處 理 社 交 適 應  

年 級 ： 高 小  

 

共 通 能 力  建 議 的 教 學 / 學 習 策 略  

研 習 能 力 、  

協 作 能 力 、  

運 算 能 力 、  

學 生 自 行 組 成 五 至 六 個 小 組 ， 在 校 內

作 調 查 ， 收 集 同 學 在 升 中 時 可 能 遇 到

的 社 交 適 應 困 難 ， 然 後 進 行 統 計 及 分

析 。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力 、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匯 報 調 查 結 果 ， 並 分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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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通 能 力  建 議 的 教 學 / 學 習 策 略  

解 決 問 題 能 力 、  

溝 通 能 力  

討 論 升 中 時 遇 到 的 社 交 適 應 困 難 及 探

討 適 應 和 解 難 策 略 。  

自 我 管 理 能 力  學 生 完 成 個 人 反 省 報 告 ， 檢 視 個 人 的

性 格 及 升 中 時 可 能 遇 到 的 社 交 適 應 困

難 。  

創 造 力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能 力  

學 生 利 用 電 腦 設 計 心 意 咭 ， 向 即 將 分

離 的 老 師 和 同 學 表 達 心 意 。  

 

4 . 3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十 分 重 視 培 養 學 生 的 個 人 及 社 會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 這 些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所 提 出

的 十 二 個 學 習 重 點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並 且 是 透 過 各 種 學 習 活 動

而 建 立 起 來 的 。 我 們 建 議 學 校 參 考 附 件 二 及 選 取 其 中 適 切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納 入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使 學 生 在 面 對 個 人 及 社 會

問 題 時 ， 能 作 出 明 智 的 抉 擇 。  

 

5   設 計 模 式  

我 們 建 議 學 校 採 用 以 下 的 模 式 來 設 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應 配 合 不 同 年 級 學 生 的 成 長 需 要 去 設 計 及 編 排 ， 重 點 在 於

培 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設 計 應 著 重 生 活 化 。 學 校 可 以 先 將 四 個 基

礎 範 疇 ( 個 人 發 展 、 群 性 發 展 、 學 業 和 事 業 ) 與 個 人 層 面 結

合 ， 然 後 延 伸 到 家 庭 層 面 和 學 校 層 面 ， 協 助 學 生 將 學 習 所

得 應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學 校 可 參 閱 小 學 生 的 重 要 生 活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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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 附 件 三 ) 來 設 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活 動 。  

 以 漸 進 和 累 進 方 式 去 設 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並 根 據 高 小 ( 五 、

六 年 級 ) 、 中 小 ( 三 、 四 、 年 級 ) 和 初 小 ( 一 、 二 年 級 ) 來 劃 分

每 個 學 習 重 點 ， 將 知 識 、 技 巧 和 態 度 有 系 統 和 有 層 次 地 加

深 ， 以 推 動 和 鞏 固 學 生 的 學 習 。  

 

6   教 與 學 的 策 略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活 動 可 以 由 教 師 或 輔 導 員 主 持 。 以 下 教 與 學

的 策 略 曾 於 一 些 本 港 和 海 外 學 校 推 行 ， 效 果 理 想 ， 可 加 以 借

鏡 。  

 

6 . 1  引 導 和 鼓 勵    

引 導 就 是 利 用 不 同 的 生 活 情 境 ， 讓 學 生 進 行 討 論 及 分 析 ， 並

尋 求 解 決 方 法 。 鼓 勵 就 是 透 過 對 學 生 的 欣 賞 和 肯 定 ， 讓 他 們

可 以 積 極 地 投 入 學 習 過 程 ， 開 放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想 法 和 情 感 及

認 真 地 觀 察 和 體 會 別 人 的 感 受 。 教 師 或 輔 導 員 的 工 作 是 要 營

造 自 由 開 放 的 氣 氛 ， 引 導 學 生 進 行 自 我 探 索 和 反 思 ， 促 進 他

們 的 成 長 。  

 

6 . 2   良 好 的 溝 通 和 開 放 態 度  

教 師 ∕ 輔 導 員 必 須 掌 握 有 效 的 溝 通 技 巧 ， 才 能 順 利 推 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有 效 的 溝 通 技 巧 包 括 運 用 「 積 極 聆 聽 」、「 反 映 感

受 」、「 如 何 提 出 和 接 受 意 見 」 及 「 善 用 鼓 勵 」 等 。 教 師 ∕ 輔

導 員 若 要 多 認 識 和 掌 握 這 些 技 巧 ， 可 參 考 教 育 署 ( 現 改 稱 教 育

局 )於 一 九 九 七 年 派 發 給 學 校 的《 輔 導 成 長 齊 參 與 》教 材 套 內 <

教 師 篇 >的 資 料 和 工 作 紙 。 師 生 間 良 好 的 溝 通 ， 不 但 可 以 建 立

互 相 關 懷 和 信 任 的 氣 氛 ， 還 可 以 令 學 生 積 極 投 入 學 習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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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中 ， 身 教 比 言 教 更 重 要 。 因 此 ， 教 師 /輔 導 員

應 保 持 開 放 的 態 度 ， 多 與 學 生 分 享 個 人 的 經 驗 和 感 受 ， 並 欣

賞 和 接 納 學 生 的 獨 特 性 。  

 

6 . 3 .  解 說 及 反 思 過 程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固 然 重 要 ， 但 活 動 背 後 的 目 的 旨

為 學 生 成 長 發 展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部 份 。 因 此 ， 教 師 / 輔 導 員 必 須

要 妥 善 分 配 時 間 ， 協 助 學 生 互 相 分 享 、 討 論 和 反 思 ， 讓 他 們

有 效 地 掌 握 所 學 ， 否 則 便 會 流 於 為 活 動 而 活 動 ， 違 背 了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原 意 。  

 

7   評 估  

為 了 及 早 判 斷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剖 析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成 效 ， 學 校

需 要 對 學 生 的 表 現 不 斷 進 行 評 估 ， 尤 其 是 對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所

培 育 的 能 力 和 價 值 觀 / 態 度 加 以 評 估 。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不 宜 以 筆

錄 式 的 考 試 或 著 重 記 憶 事 實 的 測 驗 作 為 評 估 工 具 ， 學 校 宜 採

用 下 列 的 評 估 方 法 ：  

 

( a )  個 人 成 長 文 件 匣  

文 件 匣 用 作 存 放 學 生 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方 面 的 習 作 。 它

記 錄 了 學 生 的 強 項 與 弱 點 ， 不 單 加 深 學 生 對 自 己 的 認

識 ， 而 且 能 協 助 教 師 有 效 地 掌 握 及 評 估 學 生 在 成 長 上

的 需 要 ， 從 而 提 供 適 切 的 輔 導 。  

 

( b )  教 師 的 觀 察  

教 師 根 據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內 容 及 學 習 目 的 ， 為 個 別 學

生 或 全 班 學 生 設 計 觀 察 項 目 一 覽 表 ， 客 觀 評 估 學 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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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力 。  

 

( c )  同 儕 評 鑑  

透 過 簡 單 的 問 卷 或 行 為 量 表 ， 教 師 可 向 學 生 就 其 他 同

學 的 表 現 例 如 合 作 性 、 禮 貌 等 收 集 檢 討 資 料 。 這 種 互

相 參 照 的 評 鑑 方 式 ， 能 夠 反 映 個 別 學 生 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中 的 表 現 和 貢 獻 。  

 

( d )  家 長 評 鑑  

家 長 與 學 生 的 關 係 密 切 ， 他 / 她 們 正 可 對 學 生 的 表 現 給

予 評 價 ， 尤 其 是 關 於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 溝 通 能 力 和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的 培 養 等 。  

 

( e )  自 我 評 估  

教 師 可 與 學 生 一 起 訂 定 能 力 標 準 ， 讓 學 生 不 斷 評 估 自

己 的 行 為 。 按 照 這 些 預 定 準 則 ，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可 自 行 評 估 自 己 的 學 習 進 度 。  

 

8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學 校 可 根 據 本 身 的 辦 學 理 念 、 文 化 、 特 點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來 設

計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我 們 建 議 在 發 展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時 要 注 意 下 列 各 點 ：  

 

 每 級 學 生 每 年 的 學 習 時 間 最 少 為 1 2 個 教 節 ， 每 節 約 為 3 0

分 鐘 。 學 校 可 彈 性 運 用 時 間 ， 以 單 教 節 或 雙 教 節 推 行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此 外 ， 學 校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成 長 需 要 而 增 加 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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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學 節 數 。  

 

 每 間 小 學 應 由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 主 任 或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帶 領 有

關 教 師 去 設 計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教 育 局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 e d b . g o v . h k / i n d e x . a s p x ? n o d e I D = 1 2 1 & l a n g n o = 2 )

收 錄 了 有 關 的 工 作 紙 ， 讓 學 校 了 解 如 何 根 據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和 十 二 個 學 習 重 點 去 設 計 課 堂 活 動 。 學 校

教 職 員 可 到 上 述 網 頁 下 載 有 關 的 工 作 紙 及 本 參 考 文 件 。  

 

 學 校 必 須 將 有 關 的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納 入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但 學 校 可 以 調 整 這 四 個 學 習 範 疇 的 比 重 ， 以 配 合 本 身

的 獨 特 需 要 。 我 們 在 附 件 四 列 舉 了 一 些 教 材 資 源 ， 目 的 是

協 助 前 線 教 師 和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 主 任 / 人 員 在 實 踐 的 過 程 中

發 揮 創 意 ， 設 計 及 運 用 更 多 有 趣 味 的 工 作 紙 ， 提 高 學 生 對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興 趣 。  

 

9   全 方 位 學 習  

全 方 位 學 習 把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的 學 習 範 圍 擴 闊 到 課 室 以 外 ， 幫

助 學 生 把 學 習 領 域 的 知 識 、 能 力 和 價 值 觀 結 合 應 用 。 教 師 / 輔

導 員 應 善 用 政 府 部 門 或 其 他 機 構 提 供 的 社 會 資 源 ， 以 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歷 。 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有 關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例

子 包 括 ：  

 參 觀 消 防 局 ， 讓 學 生 認 識 自 己 的 學 業 與 消 防 工 作 的 關

係 ， 亦 了 解 對 消 防 人 員 在 職 務 上 的 要 求 ；  

 到 兒 童 院 舍 表 演 節 目 及 做 義 務 工 作 ， 發 展 學 生 的 協 作

及 溝 通 技 巧 ；  

 參 觀 圖 書 館 ， 認 識 如 何 發 展 及 改 進 學 習 技 巧 ， 如 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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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集 及 閱 讀 方 法 。  

 

1 0   與 其 他 學 習 領 域 的 連 繫  

學 校 可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 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其 他 學 習 領 域 結

合 ， 推 行 跨 課 程 的 教 學 活 動 。 以 下 是 一 些 曾 在 本 港 嘗 試 的 成

功 例 子 ：  

 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常 識 科 結 合 ， 例 如 ： 透 過 常 識 課 的 課

題「 認 識 自 己 」， 協 助 學 生 認 識 及 接 納 個 人 的 獨 特 性 和 優

缺 點 ；  

 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中 文 科 結 合 ， 例 如 ： 教 師 鼓 勵 學 生 運

用 成 長 課 中 學 到 的 腦 地 圖 技 巧 於 作 文 課 中 ， 或 在 培 育 學

生 互 助 互 愛 精 神 時 與 中 文 科 合 辦 愛 心 標 語 創 作 比 賽 ；  

 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德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結 合 ， 例 如 ： 在 個 人 、

家 庭 和 社 群 範 疇 ， 幫 助 學 生 認 識 自 己 、 與 人 溝 通 與 關 懷 、

包 容 與 接 納 個 別 差 異 的 態 度 ;   

 在 體 育 科 講 授 和 實 踐 協 作 精 神 ； 及  

 將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與 成 長 的 天 空 計 劃 ( 小 學 ) 中 的 「 發 展 課

程 」 結 合 ， 例 如 ： 在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中 ， 自 我 概 念 的 這 個

學 習 重 點 會 談 及 訂 定 個 人 生 活 目 標 及 定 立 個 人 志 向 。 學

校 可 考 慮 將 上 述 課 題 融 合 於 「 發 展 課 程 」 中 訂 立 目 標 這

個 單 元 。 (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  

 

11   發 展 歷 程  

 

由 二 零 零 二 / 零 三 學 年 開 始 ， 所 有 小 學 應 推 行 校 本 的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並 由 初 小 或 高 小 開 始 ， 分 三 年 逐 步 推 展 到 其 餘 各 級 。

現 時 ， 全 港 的 小 校 都 已 為 學 生 提 供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  



(附件一) 

個 人 成 長 教 育 學 習 範 疇  

學 習 範 疇 ( 一 ) ： 個 人 發 展  
 

學習重點 初小的學生能夠 中小的學生能夠 高小的學生能夠 

 自我概念  認識及接納個人的獨特
性和強弱項 

 辨識不同的情緒及感受 

 

 改善弱項，發展個人的
強項和志趣，訂定個人
生活目標(可與*UP的訂
立目標單元結合) 

 認識及適當地表達個人
的情緒(可與 UP 的情緒
管理單元結合) 

 肯定自我，發展潛能，
定立個人志向(可與 UP
的訂立目標單元結合) 

 適當地處理個人的情緒
及壓力(可與 UP 的情緒
管理單元結合) 

 解決問題  敢於與成人分享遇到的
困難，並尋求協助 

 學習解難及決策技巧(可
與 UP 的解決問題單元結
合) 

 以樂觀態度面對逆境
(可與 UP 的樂觀感單元
結合) 

 運用解決問題技巧去處
理兩難情況(可與 UP 的
解決問題單元結合) 

 自我管理  認識身體及私隱部份 

 向陌生人和非善意的身體
接觸說「不」 

 注重個人衛生 

 保護自己免受性騷擾/
性侵犯 

 培養良好生活習慣 

 了解與面對青春期的轉
變(包括心理、生理、社
交和性觀念的轉變) 

 懂得自我照顧 

* U P : 成 長 的 天 空 計 劃 ( 小 學 ) 中 的 「 發 展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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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範 疇 ( 二 ) ： 群 性 發 展  
 

學習重點 初小的學生能夠 中小的學生能夠 高小的學生能夠 

 尊重及接納他人  欣賞及接納別人的獨特
性（如外貌、興趣、優點、
缺點等） 

 尊重別人的感受(可與UP的
社交能力單元結合) 

 掌握社交/溝通技巧(如有效
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意見、
如何成為別人的好朋友) 
(可與 UP 的社交能力單元
結合) 

 尊重及接納別人的不同，
包括：體型、能力、國籍、
宗教、種族、性別及性傾
向(可與 UP 的社交能力
單元結合) 

 溝通及人際關係  認識新同學/朋友/老師 

 了解個人與家庭關係及
責任 

 加強與家人溝通 

 認識個人的責任及在群
體的角色（如與同學合
作、遵守學校/遊戲/活動
規則 

 

 關心及幫助別人（如做家
務、做義務工作向別人表達
關心） 

 在團體中敢於表達自己的意
見 

 運用有效的社交/溝通技
巧（如與異性和成人相處
技巧）(可與 UP 的社交能
力單元結合) 

 處理升中的社交問題（如
與小學同學/老師的分
離、與中學同學/老師的相
處） 

 處理朋輩間不良的影響
（如賭博、遲到、逃學、
看不良刊物/網上資訊、離
家度宿、盜竊、朋黨、欺
凌、吸煙、吸食危害精神
毒品、援交等） 

 應變及處理衝突  處理朋輩間的紛爭  處理朋輩間的困難（如出現
在欺凌者及被欺凌者之間
的﹕言語、暴力及文字訊息/
網上欺凌等; 以及旁觀者的
責任） 

 以正面的態度和「零容忍」
的方式處理任何形式的欺
凌行為 

 處理逆境和突變（如兄弟
姊妹紛爭、家人離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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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識家庭所面對的困難及尋
求協助的方法 （如向成
人表達感受） 

/失業/經濟困難等） 

學 習 範 疇 ( 三 ) ： 學 業  
 

學習重點 初小的學生能夠 中小的學生能夠 高小的學生能夠 

 學習技巧及態度  善用文具和填寫家課冊 

 學習聆聽、發問和按指

示完成課堂活動及家課 

 掌握協作學習的技巧 

 找出影響學業表現的因

素和改善方法 

 掌握學習技巧（如做筆

記、記憶、應試及創意思

維） 

 訂定溫習的時間表 

 

 

 掌握多元化學習策略

（如應用資訊科技、

進行專題研習和蒐集

資料） 

 明白自學和終身學習

的重要 

 成就感  探討個人在學科及非

學科各方面的才能 

 明白學生的責任 

 處理小一的適應困難 

 發展個人在學科及非學科

各方面的才能 

 處理學業上的困難(如成績

不理想及留級) 

 肯定個人在學科及非學

科各方面的才能 

 掌握面試技巧 

 處理升中適應的困難 

 愉快的學校生活  認識及接納新的同學/

老師及學習方式/環境 

 投入學校各項活動 

 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 

 積極參加及協助推行校內

的活動 

 了解個人興趣、性向及

長短處，從而選擇合適

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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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同學、老師和學校  了解中學生活概況，為

升中作好準備 

 
學 習 範 疇 ( 四 ) ： 事 業  
 

學習重點 初小的學生能夠 中小的學生能夠 高小的學生能夠 

 生活計劃  訂定個人的日常作息時

間表，明白工作有序的

重要性 

 學習時間管理技巧 

 善用假期及餘暇 

 運用時間管理技巧去平

衡個人、學業和家庭三方

面的生活 

 處事態度  從遊戲及協作學習中去

培養合作、負責、認真

和守時等工作態度 

 以合作、負責、認真和守

時的態度去完成學校的功

課及完成家長/老師分派

的工作 

 以合作、負責、認真和守

時的態度去組織或參與

學校及社區的服務 

 認 識 事 業 發 展   認識不同種類的職業 

 從閱讀圖書中取得有關

職業的資訊 

 

 了解各種職業類別的性質

和基本要求 

 從互聯網中取得有關職業

的資訊 

 認 識 事 業 發 展 與 個人

成長的關係 

 認識各種職業類別與不

同學科的關係 

 掌握多元化的方法取得

職業資訊，並作簡單的報

告 

 了解各種職業類別的要

求和個人的能力及志向 



建議納入學校課程內的核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度： (附件二) 
 

核心價值：個人 輔助價值：個人 核心價值：社會 輔助價值：社會 態度 

- 生命神聖 

- 真理 

- 美的訴求 

- 真誠 

- 人性尊嚴 

- 理性 

- 創作力 

- 勇氣 

- 自由 

- 情感 

- 個人獨特性 

- 自尊 

- 自省 

- 自律 

- 修身 

- 道德規範 

- 自決 

- 思想開闊 

- 獨立 

- 進取 

- 正直 

- 簡樸 

- 敏感 

- 謙遜 

- 堅毅 

- 平等 

- 善良 

- 仁慈 

- 愛心 

- 自由 

- 共同褔祉 

- 守望相助 

- 正義 

- 信任 

- 互相依賴 

- 持續性 (環境) 

- 人類整體褔祉 

- 多元化 

- 正當的法律程序 

- 民主 

- 自由 

- 共同意志 

- 愛國心 

- 寬容 

- 平等機會 

- 文化及文明承傳 

- 人權與責任 

- 理性 

- 歸屬感 

- 團結一致 

- 樂觀 

- 樂於參與 

- 批判性 

- 具創意 

- 欣賞 

- 同理心 

- 關懷 

- 積極 

- 有信心 

- 合作 

- 負責任 

- 善於應變 

- 開放 

- 尊重 

- 自己 

- 別人 

- 生命 

- 素質及卓越 

- 證據 

- 公平 

- 法治 

- 不同的生活方式、 

 信仰及見解 

- 環境 

- 樂於學習 

- 勤奮 

- 對核心及輔助價值有承擔 

 核心價值：所有人類社會都會一致地強調的某些共通價值。 
 輔助價值：在運作上有助於維持核心價值，但輔助價值會因不同年代、地方和種族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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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小學生的重要生活事件建議 
 

(1) 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 
 換恆齒 
 進入青春期 
 照顧自己的起居 
 選擇讀物 
 培養良好習慣 / 戒除壞習慣 

(如環保、守時、均衡飲食、保護眼睛、運

動與休息 / 個人及環境衛生等) 
 發展興趣 / 嗜好 
 打扮自己 
 善用零用錢 

 個人財務管理 (如開支和儲蓄) 
 接觸傳媒 (如閱讀報章及雜誌、看電

視、收聽電台節目等) 
 崇拜偶像 
 上網 
 處理情緒的變化 
 處理性騷擾 
 面對嚴重疾病 / 死亡 
 自毀 / 自殺 

(2) 家庭生活 
 向家人表達關愛 
 與家人飲茶 / 上館子 
 教弟妹做功課 
 做家務 
 家庭生日會 
 家庭旅行 
 新成員的加入 

 遷新居 
 獨處家中 
 向父母爭取自主權 
 家人失業 
 家庭糾紛 
 父母離異 
 面對家人患病 / 死亡 

(3) 學校生活 
 適應小學 / 中學新生活 
 在學校吃午飯 
 應付學習上的問題 
 受到老師讚揚 / 懲罰 
 為老師及同學服務 
 參加學校戶外考察 / 旅行 
 選擇學校活動 
 收到成績表 
 上補習課 

 放假 
 擔任重要職位 (如班長、行長、風紀、

班會、圖書管理員) 
 選擇不同的課外活動 
 升 / 留班 
 畢業 

(4) 社交生活 
 認識新朋友 
 尊重不同的意見和文化 
 與異性約會 
 玩遊戲 
 露營 / 宿營 
 參加宗教活動 
 參加喜宴 
 幫助鄰居 /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參與義務工作 

 關心及幫助同學 / 朋友 (如生病、成

績欠佳等) 
 處理來自不良朋輩的壓力 (如吸毒、吸

煙、從事犯法活動) 
 處理朋友間的問題 (如爭執、金錢糾

紛、欺凌等) 
 參加喪禮 
 面對不良的引誘和社會風氣 

 
取材自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二零零一年六月出版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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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材資源 

 

出版年份 教材名稱 出版機構 

1998 兒童性侵犯辨識及預防訓練課程 
防止虐待兒童會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 

1999 輔導成長齊參與光碟 教育署 

1999 「我是我主人」教材套                  香港青年商會 

2000 透過初中科學科課程推行性教育教材套 教育署 

2000 訓育的藝術教材套 教育署 

2000 營造融洽有序的學習環境 
教育評議會 

仁濟醫院 

2000 自尊自信成長樂 ~ 家校並行課程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 

2000 智多多、親親孩子心 ~ 故事遊戲集 廉政公署 

2000 學與教 2000 教育署 

2000 孩子心、善別路 ~ 與孩子溝通死亡的教材 善終服務會譚雅士 

杜佩珍安家舍 

2000 千禧綠色小荳丁資料冊 香港明愛青少年及社區

服務 

2001 為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的支援服務資料冊 
教育署 

2001 領袖生訓練資料冊 教育署 

2001 個人及社化發展課程 香港扶幼會 

2001 心智教育計畫~中二、中三級教師手冊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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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多元智能學習法推廣計劃小學教材套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 

2002 
讀寫樂—小學生讀寫輔助教材 教育署心理輔導服務組 

2002 
處理童黨問題—家長錦囊  社會福利署 

2002  

「親子與共，樂在其中」家長錦囊光碟 

—孩子有讀寫困難怎樣辦？ 

教育署學生輔導組及 

心理輔導服務組 

2002 

 

學習行為輔導計劃—學校、家庭與社區 

(家長錦囊、教師錦囊及輔導課程)光碟 

 

 

葵涌醫院及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身心健康教育運動教材套  
(小一至小四系列) 

香港聖公會東九龍教區 

2003 
開心教室—個人成長教育課程教材套 

 

香港遊樂埸協會 

 

2003 
德育及公民教育資料匯編及視像光碟 香港教育統籌局 

課程發展處 

 

2003 

 

「疫境情真，生命光輝」好人好事實錄 

 

公民教育委員會 

 

2003 
 

煙界歷險記音樂劇專輯光碟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2003 青少年 EQ 培訓計劃程序套 香港小童群益會 

 
2003 

 

生活事件教材套(小學) 

 

香港教育統籌局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2003  

「小學生情緒智能訓練課程普及計劃」 

資料冊及光碟 

 

新領域潛能發展中心 

2003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 成長課教材套 

 

香港聖公會 
小學輔導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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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 教育局 

 
2006 

 
生命之旅-生命教育教材套（小學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生命

天使」教育中心 

 
2007 

 

《健康生活 遠離毒品》藥物教育教材套 

 

保安局禁毒處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編製) 

 
2009 

 
「人生過山車」棋盤遊戲 教育局 

 
2010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第七冊、

第八冊(小學篇)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

科學系 

 
2010 

 

不可一不可再 健康校園新一代 學校禁毒資源

套 

 

香港青年協會 
禁毒常務委員會 

2009 「不可一 ‧ 不可再」無毒家教有妙法 

家長禁毒教育資源套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香港大學曾潔雯博士 

 
2010 

 
「做個智 Net 的」互聯網教育資源套 香港青年協會/教育局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xt7wJ.0vWZPJm8A2QGzygt.;_ylu=X3oDMTE1dXRsMHB2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2hrMgR2dGlkA1ZJUEhLMDRfNDY-/SIG=11k6ibmbn/EXP=1332162100/**http%3a/antidrug.u21.hk/about.php
http://hk.search.yahoo.com/r/_ylt=Axt7wJ.0vWZPJm8A2QGzygt.;_ylu=X3oDMTE1dXRsMHB2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2hrMgR2dGlkA1ZJUEhLMDRfNDY-/SIG=11k6ibmbn/EXP=1332162100/**http%3a/antidrug.u21.hk/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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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網上資源 

資源名稱  超連結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974&langno=2 

個人成長教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21&langno=2 

「成長的天空」計劃－發展

課程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184&langno=2 

和諧校園齊創建  http://peacecampus.edb.hkedcity.net/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不容

凌」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 

個人成長教育學生自評問卷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712&langno=2 

「運用戲劇元素教授個人成

長教育/生命教育課」教案匯

編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981&langno=2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397 

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  http://mce.edb.hkedcity.net/ 

健康校園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024&langno=2 

性教育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opening.html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974&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21&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184&langno=2
http://peacecampus.edb.hkedcity.net/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712&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981&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397
http://mce.edb.hkedcity.net/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024&langno=2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ope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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