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2 樓 5201D 室 

電話：2863 4705   傳真：2575 8251 

 

第二期 請 把 這 專 訊 傳 閱 4･1･2011 

透過「訓輔專訊」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希望向教育同工提供學生訓育及輔導的資訊，例如培訓活動、

訓練課程及資源教材等，以便他們在校內推行訓育和輔導工作時作參考。 

 
 

編者的話 
 
本期專訊會討論網上欺凌和預防學生自殺的問題，為大家提供相關而實用的資源素材。我們希望各同

工能協助學校制訂校本預防性及系統化的發展策略，共建教職員友愛團隊和關愛校園文化，為學生締

建良好的成長學習環境。2011 年剛剛來臨，在此謹祝各教育同工，身心康泰，新年進步。 
 
 

本期提要 
 

預防網上欺凌從教育入手 

 

隨著互聯網被廣泛使用，網上欺凌事件時有所聞。網上欺凌一般指發生在資訊科技通訊平台上的

欺凌事件，例如透過電郵、短訊、網頁、網上討論區等重覆、並蓄意發放侮辱性的訊息或作人身攻擊

的言論，以嘲弄及中傷別人。網上欺凌的訊息除文字外，還包括照片、短片、聲音等使受害人感到尷

尬、受威脅的訊息。 
據一些學者表示，被網上欺凌的人士，他們的自尊心，社交關係，生命滿意度都會受到影響，受

欺凌時間愈長，影響愈大，甚至懷疑有學生因此而自殺。 
教師如發現學生遇到網上欺凌，應教導學生不要報復、不作回應和切勿模仿，以免激發欺凌者的

情緒，吸引更多網上人身攻擊的行為出現。受害人應保存欺凌者的訊息，以便通知家長和校方作出跟

進。教師應鼓勵學生舉報網上欺凌事件，將事情告訴教師或可信任的人，尋求協助。詳情可參閱本局

製作《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網上資料套有關「處理網上欺凌行為」部份。教師若懷疑網上欺

凌事件涉及刑事罪行，應諮詢警方的學校聯絡主任。 
網上欺凌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雖然難以杜絕，但教師可以透過互聯網教育，教導學生善用資訊

科技及小心保護自己個人資料，並且培養學生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態度，以預防網上欺凌。為協助教師

進行互聯網教育，教育局與其他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不同活動及計劃，如香港青年協會在

教育局的支持下，編撰了「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資源套。該資源套為教師、家長及社工提供實

用而豐富的教材，協助他們推行互聯網教育，為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上網態度。該資源套共分為小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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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兩套，每套包括「使用者手冊」、「活動冊」及「教學光碟」三部分。同工可透過以下網址

瀏覽該資源套： http://www.benetwise.hk/edu_kit.php 
教育局會繼續推行各項措施，支援教師在學校推行預防網上欺凌工作，如為教師舉辦相關的培訓

工作，以加強教師對網上欺凌的認識。我們深信通過學校、教師、學生，以至整個社會的衷誠合作，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健康及正面的互聯網世界，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二零一一年一月 

 
活動消息   精粹分享 

 
「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劃 (2010/11) 

由教育局舉辦2010/11年度「學生大使 –  跳躍生命」計劃的團隊建立訓練營及戲劇訓練營已分別於

二零一零年十月及十一月在保良局大棠渡假村和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行。本年度有中小學共三十

所參加是項計劃，經過團隊建立訓練和戲劇訓練後，學生大使在領隊老師的帶領下，以所學的各種技

能在校園內協助學校推行活動，傳遞熱愛生命的積極訊息。 

 
「關愛校園獎勵計畫」(2010 年度) 

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教育局協辦的「關愛校園獎勵計畫」已踏入第六

年，目的是鼓勵學校建立關愛、正義、平等的文化，積極建立關愛的教職員團隊，照顧有不同成長需

要的學生及推動家校合作。參與的學校亦可藉此深入檢視，並優化現有的學校文化、訓輔政策、建立

關愛校園的校本活動及課程等，以提升教育質素，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踏入新學年，本計畫已先後進行了三場簡介及分享會，出席的學校超過 200 多所，共同見證得獎

學校分享「關愛教職員團隊」與關愛校園和學生健康成長的關係。分享會除簡介獎勵計畫的申請程序

及準則外，更邀請了三位學者為嘉賓講者在推動校園關愛文化的主題上作專業交流。香港教育學院特

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李文玉清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劉兆瑛博士及香港浸會

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陳茂釗博士分別於十月八日、十四日及十五日分享寶貴經驗。上述嘉賓講者均認

同建立關愛校園由教職員團隊做起的重要性及分享可行的策略，總結當中具體的經驗包括： 
 
教職員團隊的建立 － 

1. 凝聚團隊共識 ： 上下同心、目標一致、認同以培育學生為首要任務 。 

2. 開拓溝通平台 ： 透過積極及正面的溝通文化，營造關愛、接納、包容及尊重的團隊氣氛；

在時間、地點及人物上作刻意的配合，讓學校各持分者如教職員、校外支援同工、學生及家

長，在事務及情感層面上作真摰及坦誠的交流。 

3. 透過關懷及支援，建立同工對學校及團隊的歸屬感 ： 給與同工適時和適切的關顧，包括在

職務及個人層面上的需要。 

4. 給與同工清晰及具體的指引 ： 闡釋學校的核心價值及期望、鼓勵同工發揮所長。 

5. 同儕支援 ： 如安排具經驗的同工作為新員工的支援，憂慼喜樂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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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面提升團隊動力 ： 透過嘉許和授權等方式，建立同工的自我價值及能力感 ，體驗工作中

的意義，提升個人身、心、靈質素，自我實現。 

         T ogether 
               E veryone 

A chieves 
M ore 

 

前線實踐建構關愛校園的智慧  －  
1. 從小處做起 ： 把握學校生活的一點一滴，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懷。 

2. 計劃多元化和校本化 ： 配合學校的特質，協助學生建立個人目標，強調分享文化。 

3. 課程的整合：透過有系統的校本生命教育或成長課程，並與其他科目配合，具體地協助學生培養

正向、關愛的態度，關顧他們在個人、社交、學業和事業等方面的成長發展需要。 

4. 發展互相支持的班級文化：透過不同方式鼓勵學生之間的同儕支援，如合作性習作，分組活動

等。 

5. 發展不同層次的支持文化 ： 包括教師、家長及學生之間的支援網絡。 

6. 着重力行實踐 ： 透過學生的親身體會，感受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共融的氣息，深化關愛的意義，讓

校園成為他們身、心、靈良好發展的園地。 

7. 引進不同層面的家長參與 ： 包括義工服務、嘉許和啟動禮儀、培訓活動、計劃實踐及成效評估

等。 

 

三位嘉賓講者透過分享個人的體會及研究的經驗，不但提升了參與的同工對建構關愛文化的了解

和重視，更帶出教育工作的意義及使命，燃亮同工的熱誠，鼓勵他們持續地優化校本的訓輔工作，積

極投入培育學生以輔助他們健康成長。參加同工對分享會的回應十分正面，表示能帶給他們很多的反

思及啟發。 

 

另外，多間去年獲獎的中、小學亦獲邀分享建構關愛校園的成功經驗，當中包括關愛團隊的建

立、透過級本及班本經營、發展學生潛能等策略建構關愛校園、由家校同心至建構關愛校園文化等校

本經驗分享。如欲進一步了解分享會的內容，可瀏覽以下的教育局的網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256&langno=2 
 

回顧過去五年獲獎學校的成功經驗，主辦單位總結了建立關愛校園的重要元素及特色，作為同工

日後繼續推動校內關愛文化的參考。這些重要的元素及特徵可分為5個層次並簡稱為「BLESS」:  

1. B elief –  學校確立清晰的信念，從而營造建構關愛校園的團隊共識。 

2. L eadership –  學校管理層透過有系統的統籌及管理，包括訂定具體的發展策略，成立統籌委員

會，規劃跨科組協作的模式，拓展不同的溝通平台，以領導各持分者推行校本的關愛措施。 

3. E nvironment – 在校園內建立良好的關愛環境氛圍、設施和計劃路向，讓學校更容易在日後推

動全校、級、班層面等的關愛校園活動。 

4. S upport – 在實踐關愛精神的路上，學校透過全校參與的模式及多元化的活動及課程，例如關愛

心意卡、導航計劃、朋輩及教師支援網、家訪及陽光電話、級本生命教育等，為各持分者包括學

生、家長、和教職員團隊給與適切的支援及支持，以發展個人的潛能及滿足個別的需要。 

5. S haring – 學校可透過安排不同持分者定期會面、開拓表達意見的平台、讓師生共同制定班規及

策劃班級活動等刻意及細心安排的措施，營造互相欣賞及讚美的文化，促進彼此分享感受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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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從而增加學生與老師相互間的認識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本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畫」的報名已於2010年12月1日截止，參與學校踴躍，主辦單位現正密鑼

緊鼓進行評審工作，期望在稍後舉行的頒獎禮及分享會當中能與大家見面，彼此分享實踐經驗及心

得。 

 

 

預防學生自殺研討會/ 預防學生自殺資源套(2010)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已在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辦「預防學生自殺研討會」，參加者反應踴

躍，當日有超過三百多位中、小學的訓輔同工出席。當日出席的同工對研討會的意見均正面，認為分

享嘉賓能為他們提供啟示，以協助學校策劃長遠的預防及發展性輔導工作。在研討會上，訓育及輔導

組王秀麗女士介紹《預防學生自殺資源套2010》的運用，該資源套包括兩個部分 — 預防學生自殺篇及

認識社區資源篇；當中分享訊息也包括： 

 

預防學生自殺的基本原則及措施 

基本原則在於減低風險因素和增強保護因素。學校應透過制訂全校參與關顧學生成長的政策，推

動全體老師參與，在全校、級、班及學生個人等四個層面作持續的學生發展工作，營建關愛校園

文化。在策劃和推行切合校本需要的輔導活動前，學校必須先了解學生的需要，因此，建立一套

檢視學生成長需要及評估機制非常重要，並作定期評估各項活動的成效和資源的運用。學校應根

據校本情況和學生需要，計劃和推行預防性的培育課程和輔導活動，並清晰界定各科組的角色和

分工，使計劃能達到預期目標和教育效果。 

 

建立朋輩支援及服務資源網絡 

透過培訓高年級學長，鼓勵他們關顧和協助低年級適應學習生活，分享學校生活的喜與樂，發揮

互助互愛的精神，有助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接受輔導。該資源套亦為學校提供開展預防工行和

推行輔導活動的建議，並介紹社區資源、生命教育及成長課程和相關輔導等資源的運用，幫助學

校策劃和推展預防及發展性培育學生的工作。有關資源套內容，同工可從教育局網頁中下載：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30&langno=2 
 
另外，香港大學防止自殺中心榮譽研究院士/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黃蔚澄博士亦分析

了 青 少 年 自 殺 行 為 的 特 徵 和 及 早 識 別 的 關 注 重 點 ， 並 介 紹 「 憂 鬱 小 王 子 」 網 頁

(http://www.depression.edu.hk)，作為一個預防及支援服務平台，內容豐富，也鼓勵學校利用有關資

訊，推行校本精神理健康教育，作為預防學生自殺措施之一。 

 
在青少年成長階段中，協助學生學習處理個人情緒及解決困難非常重要，黃博士同時亦介紹「處

理衝突六部曲」，以解決問題取向和處理衝突等技巧，加強教師預防及支援的工作。學校更可以利用

親子心理健康互動網站的資訊，推動家長參與，促進家校共同合作，預防學生以自殺方式解決問題。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黃學準訓導主任及盧詠儀老師更分享建構關愛校園策略，以「禮儀」

及「關愛」為切入點，讓學生擔任禮儀大使、關愛大使、愛心大使和學長等，透過推展禮儀教育及關

愛文化的各項活動，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責任感和正確的價值觀，使全校充滿關愛的氣氛，以

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增添正能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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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黃偉強校長及周偉城副校長也分享推行校本生命教育的全方位策略，從全

校層面出發，推展至級層面，透過全校價值教育、生命教育及情意教育等，以六年一貫螺旋形課程，

包含靈性、情感、意志和技能等四大元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自我價值和融洽的人際關係，進而欣

賞生命，建立合宜的學習技能和生涯規畫，以發揮自我的潛能。 

 

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兩所學校同工分享的內容，可登入以下網址查閱：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6256 
 
 

培訓活動及訓練課程 
 
 

 

「協助學童免受性侵犯」研討會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將於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辦「協助學童免受性侵

犯」研討會。該研討會的目的包括提升前線教師及早識別和協助受性侵犯學童的技巧，以及加强學校

認識兒童性侵犯的預防及支援工作。有關研討會的詳情已上載於教師培訓行事曆供教師瀏覽及報名，

課程編號：SAS020110064。 

 

「人生過山車」棋盤遊戲工作坊 

為了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製作了「人生過山車」

棋盤遊戲，以期透過棋盤內的模擬人生，讓學生經歷不同的挑戰和需作出的抉擇，從中學習如何以積

極的態度和適當的方法去解決困難，以及訂定個人目標。為使學校掌握「人生過山車」棋盤遊戲的目

的及使用方法，本局將於 2011 年 1 月 14 日為中、小學的訓輔教師/人員及學校社工等舉行兩場工作

坊。工作坊詳情及報名事宜，請瀏覽本局的訓育及輔導網頁(https://gd.edb.gov.hk)或培訓行事曆，課

程編號分別為 SAS020100150(小學)及 SAS020100152(中學)。 

 

「與非一般家長作有效溝通」小學訓輔教師工作坊   及  中學訓輔教師工作坊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將於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311 號 皇室大廈 26 樓 2602 室 香

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銅鑼灣教學中心舉辦上述小學教師工作坊。該工作坊的目的是協助小學訓/輔

導老師明白接觸家長時可能會遇到的抗拒及如何運用不同策略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及協助訓/輔導老

師掌握一些處理難纏家長所需的知識、技能及態度，促使他們與教師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有關

研討會的詳情已上載於教師培訓行事曆供教師瀏覽及報名，課程編號：SAS020100154。而中學訓輔

教師工作坊將於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上述地點舉行，請於教師培訓行事曆瀏覽及報名，課程編號：

SAS020100155。 

 
「與傳媒協作」工作坊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將於 2011 年 2 月 18 日下午在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辦「與傳媒協作」半天工作坊。

該工作坊的目的是向學校管理層介紹本地大眾傳媒的特點及與本地大眾傳媒協作的原則及技巧。有關

研討會的詳情已載於教師培訓行事曆供教師瀏覽及報名，課程編號：SAS020110075。 

                     5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6256
https://tcs.edb.gov.hk/tcs/admin/courses/previewCourse/forPortal.htm?courseId=SAS020110060&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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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材 
訓育及輔導資源 

訓育及輔導組的資源已上載在教育局的網頁，大部份可供使用者下載作教育用途 ，以下是資源的詳

情。 

相關網頁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30&langno=2 
 

名稱 類型 / 格式 適合使用者 備註 

電子海報(有關正面行為、防

止欺凌、社群關係及個人成

長) 

自行列印海報 
(可印製A1及A2海報)

 中小學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下載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 資源套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及中學

社會工作者 

可在網頁下載 # 

和諧校園齊創建  資源套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及中學

社會工作者 

可在網頁下載 

人生過山車 棋盤遊戲 (中文)  高小及中學教師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及中學

社會工作者 

曾派教職員參加培訓

工作坊的學校各有四

套可供使用 

空中家長教室 廣播光碟 (中文) 小四至小六家長 家長可向子女就讀學

校借用 

培育子女小錦囊單張2009 單張 (中/英文)  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下載 

同行成長路 書冊 (中文)  學校教職員 
 家長 

可在網頁下載 

個人成長教育 書冊 (中/英文) 及 
工作紙(中文)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 預防學生自殺資源套2010  自行列印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學生輔導人員/教師

及中學社會工作者 
可在網頁下載 

預防及協助受家庭暴力影響學

童的教案 
書冊及工作紙 (中文)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 

 中學社會工作者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小學風紀訓練  資源套 (中文)  小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領袖生訓練資料冊：領袖生隊

伍的建立 /領袖生的訓練 
資源套 (中文)  中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課室管理 - 常規的建立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歷奇匡導計劃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訓導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訓育的藝術 - 自律精神共培養 資源套 (中文)  中小學教師 
 

可在網頁下載 

協助子女與同學和諧共處 單張 (中/英文)  中小學教師 
 家長 

可在網頁下載 

#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最新推出 
1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30&langno=2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944/suicide%20prevention%20guidebook%2020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