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引  言 

背景  

 教育是香港發展的基石。自從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後，行政長官在 

多份施政報告內均不斷強調，教育是幫助香港創造美好前景的重要元素，而我們 

的教育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行政長官亦已邀請教育統籌委員會對本港的教育制度 

進行全面檢討，務求提升整體教育質素。  

 不少教育界人士都認為，教育不應局限於向學生傳授學科知識。教育的目 

標應是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即學生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還應在個人品德、技

能、態度和體格等方面有均衡的發展。除了一般的學科知識外，學生亦需學習成

為一個負責和關懷社會的公民。這個觀點正切合教育統籌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所

建議的整體教育目標：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 

具個性的發展，使其一生能不斷自學、思考、探索、 

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合群的精神，願意為 

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 為國家 

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 

 

 學生輔導工作是以學生為中心，並重他們在學校生活的不同範疇有健康 

的社交和情緒發展。因此，學生輔導工作對加強學生全人發展極為重要。  

 教育署早已認識到學生輔導工作是中學教育的重要一環。故此，在一九八 

二至八六年間，先後為各官立及資助中學增添了五名教師，以改善各項支援學生 

的服務。其中一個教席，更特別為加強輔導服務(包括升學輔導)而設。此外，教 

育署亦於一九八六年編印了《中學學生輔導工作─給校長和教師參考的指引》， 

並分發給各中學，以協助校長和教師提供學生輔導服務。  

 

 一九九零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其第四號報告書內，建議學校推行學校本 

位輔導方式，以提升教育質素。「學校本位輔導方式」強調全校教職員共同合

作，由校長領導，在校內營造一個充滿關懷、信任及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幫助

學生發揮潛能和提升自尊感，從而邁向「全人發展」的教育理想。自此，教育署

便採取這個方式作為學校輔導工作的主要方向。教育署透過舉辦講座和工作坊、

製作輔導教材、提供校本培訓及進行校訪諮詢工作，積極向學校推廣這種輔導方

式。此外，由一九九二年起，教育署亦向各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發放活動經費，

藉此鼓勵學校推行與輔導有關的活動。 



 
 
輔導元素‥‥‥‥‥‥‥‥‥‥‥‥‥‥‥‥‥‥‥‥‥‥‥‥‥‥‥ 

 

 隨着時代轉變，加上自從二零零零年九月開始實施中學「一校一社工」的 

政策，現在是適當時候檢討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指引，以更新過時的資料、引進 

輔導工作現行的理念，以及推動教職員之間更緊密合作，協力在校內推行有效的 

輔導服務。因此，學校可改用本指引，作為輔導工作的參考資料。  

  

本指引的宗旨  

 本指引旨在強調學校輔導服務對培育青年人的全人發展的重要性。學校行 

政人員和教師可根據本指引的方針推行學生輔導工作。本指引亦載有一些關於推 

行學校輔導工作及如何加強學校輔導服務的具體建議，以供學校參考。  

 我們必須指出，本指引所載的資料並非詳盡無遺，學校人員在推行學生輔 

導工作及籌劃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時，應一併參考由教育署及外間機構所編訂與 

輔導有關的其他資料。教育署編製了一些輔助材料，以協助學校了解學校本位輔 

導方式的理論和實踐方法。這些材料包括：  

 1. 《學校輔導資源手冊》—— 載有方便實用而有關基本輔導的材料和 

  工作紙(1991)；  

 2. 《學校本位輔導方式指引(一)》(1993)；  

  3. 《學校本位輔導方式指引(二)》(1995)；  

 4. 「全校全心樹全人」錄影帶(1996)；  

 5. 「輔導成長齊參與」教材套(1997)；  

 6. 「輔導成長齊參與」教材套唯讀光碟(1999)；及  

 7. 「輔導成長齊參與之實況篇」錄影帶(1999)。  

 

本指引一律以「他」作第三人稱，只為方便閱讀，並無性別歧視。內文的「他」、 

「他的」、「他們」及「他本人」，均代表「他/她」、「他/她的」、「他/她們」及

「他/她本人」。如對本指引的內容有任何問題，請向教育署升學及輔導服務組查詢。 

該組的地址和聯絡電話，見載於指引的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