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意教育系列：
（1）在課堂內外透過情意教育提升資優 / 

高能力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小學）

（新辦）



4. 資優學生不合群？

資優的迷思：

1. 資優學生是不是考
試成績都很好？

2. 智能測試可以辨別
資優學生？

5. 資優學生可以培養
出來嗎？

3. 資優學生分組時好
受同學歡迎？

6. 資優學生與特殊需要
是兩類不同組群的學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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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時間

腦震盪

1) 作為老師，你認為資優學生的「情意」需

要是什麼？

2) 為什麼要關注資優學生的情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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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有系統地發掘和培育具備不同才能的學

生，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讓他們能在合適的學

習環境下發揮潛能。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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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是指一種健康狀態，而在這個狀態中，每個人都能夠認識到自己

的潛力，能夠應付到正常生活的壓力，能夠有效地從事工作，並能夠對其

社會作貢獻。
：

世界衞生組織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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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單是指沒有疾病或體弱，而是指生理（Physical），精神

（Mental），及社交健康（Social well-being）上有完整的狀態。

健康

WHO, 2022 (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mental_heal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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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4大主要發展領域
8

身體發展

認知發展

社交情緒發展

心理發展



資優學生的不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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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歲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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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生態系統



2. 探討在課堂內外提升資優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和
同儕關係的有效策略

今日內容

1. 認識資優學生（包括雙重特殊資優學生及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的社交及情意需要

3. 介紹透過家校合作提升資優學生個人及社交能力與
維繫和諧家庭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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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資優學生（包括雙重特殊資優

學生及潛能未展資優學生）

的社交及情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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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的定義

 學生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的成就或潛能，都可界定擁有資優的
潛能

i.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ii. 在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iii. 有獨創性思考—能夠提出很多創新而精闢詳盡的意見；
iv. 在繪畫、
v. 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表演藝術方面極有天分；
vi.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在推動他人完成共同目標有極高的能力；
vii. 心理活動能力—有卓越的表現、或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

方面有突出的天分。

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1990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programmes/ecr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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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維
雅
冰
山
理
論

Satir, 1991



Beth的社交和行為層面上
有什麼特質？

16

個案討論:



固執行為

 主動學習，態度積極

 具尋根究底的精神

 性格固執，不愛服從指令並反抗權威

 見解獨特，不喜歡附和他人的意見或跟從常規

對常規的反應
 不樂意接受微不足道 / 簡單的任務

 不喜歡做重複的課業和機械式背誦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系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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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面



道德感和
同理心

 有高度的社會及道德責任

 關注世界發生的大事及未來

 對不公義的事情會感到忿忿不平，
並努力爭取

 一般能對他人當下的感受表現出
同理心

幽默感

 在不適當的時間 / 場合說俏皮話

 一般能理解及作出社交性、雙向
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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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方面

朋輩關係

 容易自我孤立，但其實渴望能有自己
所屬的社交圈子

 喜愛結交年齡較長的朋友

 喜歡與其他人比較成就

 不自覺的驕傲自大，難與其他人合作

 為人執著，喜歡挑剔自己及別人，易
與人發生衝突

 對別人的批評有過激的反應，容易引
起誤會

 對他人訂下過高要求，令別人感到難
以接近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系列，2021



沙維雅冰山理論

行為：遠離同學，孤立，專注自己喜歡的
棋盤

社交：跟比自己年長的人做朋友

應對：偷偷地走去地牢

對同學的應對：逃避

Beth Ha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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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r, 1991



Beth 的情意層面上
有什麼特質？

21

個案討論:



感情管理

 對事情及人物的感情深刻和強烈，待人真誠

 自我要求很高，因此容易感到壓力大，情感容易失控

 情感波動大，多愁善感

性格特質

 好奇心強，喜歡新奇的事物

 完美主義者，事事追求完美和完整度高

 對感興趣的事物作深入研究，堅持不懈

 重視公平公正

 突破傳統、敢於發言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系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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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方面



沙維雅冰山理論

行為：遠離同學，孤立，專注自己喜歡的
棋盤

社交：跟比自己年長的人做朋友

應對：偷偷地走去地牢

對同學的應對：逃避

Beth Ha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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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平靜、鎮定

感受的感受：要贏，認為自己比
他人優勝

Satir, 1991



6人一組
時間：10分鐘

浩然是數學資優學生，他在課堂上非常集中做數學題, 務求一定要答對才開

始第二題。有很多時候會因為未能完成堂課而發脾氣，同學當見到他發脾

氣時就十分恐懼。

問題一：哪些是他的行為/社交表徵？

問題二：他的感受，及感受的感受是什麼？

24

個案討論：浩然



沙維雅冰山理論

行為：浩然在課堂中集中做數學題, 經常
因為未能完成堂課而發脾氣。

社交：同學當見到他發脾氣時就十分恐懼。

對作業的應對：對自己要求甚高，
務求一定要答對或解題後才開始第
二題。
對同學的應對：要用100分來贏同
學。

例
子
：
數
學
資
優
學
生
的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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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煩躁、不安

感受的感受：害怕自己失敗



真正自己

自己期望
的自己

別人眼中
的自己

自我概念

Roger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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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的自我概念

自我
概念

學業
(Academic)

情意發展
(Affect)

能力
(Competence)

家庭 (Family)

身體
(Physical)

社交 (Social)

Bracke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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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在課堂內外提升資優學生的

個人及社交能力和

同儕關係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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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1A
所有學生

1B
於個別學科表現出色

的學生

3E 特別資優學生

2D
於某特定範疇表現出

色的學生

2C
擁有特別才能或於學
科表現出色的學生

第一層：
校本全班式教學

第三層：
校外支援

第二層：
校本抽離式計劃

課程內容一般性增潤 專門範疇

30

校本學生
人才庫

浮尖

展才



個人及社交能力

± 完美主義

± 對自己要求高

± 情緒起伏明顯

± 突破框框

± 對事情高度敏感

± 害怕失敗

＋做事認真、盡責
＋積極、進步
＋敢於真情流露
＋突破傳統、敢於發言
＋對事情有獨特的體

會及深層感受
＋謹慎行事

– 為人執著、喜歡挑剔
– 壓力大，情緒容易失控
– 容易發脾氣
– 挑戰權威
– 常處於戒備狀態
– 消極、負面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系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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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關係

± 完美主義

± 對自己要求高

± 喜歡與他人比較

± 喜歡主導他人

± 突破框框

± 不喜歡簡單任務

± 對事情高度敏感

± 害怕失敗

＋做事認真、盡責
＋積極、進步
＋竭力追求卓越
＋推動團隊的效率
＋突破傳統、敢於發言
＋勇於挑戰
＋對事情有獨特的

體會及深層感受
＋謹慎行事

– 為人執著、喜歡挑剔
– 壓力大，情緒容易失控
– 難以建立真誠的朋輩關

係
– 唯我獨專，易起衝突
– 挑戰權威
– 驕傲自大
– 常處於戒備狀態
– 消極、負面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高能力學生情意及學習需要的策略系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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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讚賞必須具體，最好能仔細
指出那一方面做得好、好在

那裡

01
著重學生所付出的努力

02
不要單讚賞成果，更著重在
過程中所鍛煉到的品格

課堂內外
強項

34

1. 表達欣賞



尊重/禮貌

課堂內外反思

讚賞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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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發揮學生的獨特性和

原創性

01
接納自己並非
「十項全能」

02
鼓勵學生自己定下合理
完成的時限及目標

課堂內外
強項

2. 設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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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課堂內外反思

聽話

vs

37



6人一組
時間：10分鐘

小妮11歲，是一個音樂資優學生，小提琴已考獲八級，並獲演藝學院青少年精英訓

練班取錄，一星期有三天要上課。她個性文靜，對同學友善；然而因為學科成績不

理想，有時會被同學取笑或排擠。

第一次呈分試過後，中文科老師跟同學對卷，有同學就指着小妮說：

「你不是資優學生嗎？你的成績為什麼會這樣差？」

「你是資優學生，無論你呈分試考不考，都一定有學校收你啦！你有什麼

好擔心呢？」

「我們沒有你這麼優越，你不會明白我們有多辛苦啊！」

問題：如果你是班主任老師，你會怎樣幫助小妮改善她的朋輩關係？

38

個案討論：小妮



臨場應變

1. 老師宜先嘗試同理她的感受，表示渴望被體諒

是正常不過的事；鼓勵她要繼續努力，肯定她

的付出，並提出實質方案讓其改善考試成績。

2. 老師宜教導同學分數是重要，過程更重要。同

時，讓全班同學要學習互相體諒和支持。

3. 強調資優生不代表所有學科都優秀，亦不代表

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獲得優越的成績。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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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時間

1. 幫助小妮認識自己的需要，尤其是「高度

敏感」的特徵，教導她取其正面之處，並

改善其負面的影響。

2. 小妮對同學的評價特別敏感，又會「收收

埋埋」，老師可以鼓勵小妮多以理性分析

別人的意見。

3. 可學習肯定自我，不應被別人的負評而抹

殺自己原有的價值。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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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

1. 可鼓勵小妮多參與運動方面的活動，可學習舒緩

壓力和認識不同類型的朋友。

2. 轉介給社工作遊戲輔導，參與桌上遊戲，學習與

人相處的技巧，以及認識自我需要。

3. 有需要，可諮詢教育心理學家意見，或為小妮作

評估和面談等，同時可給予家長關於教養的意見，

以及資優兒童在情緒行為和社交的需要。

建議

41



1. 積極聆聽

2. 身同感受

42

同理心練習



 如果我是他 /她：

 我身處的環境令我有什麼感受？

 我會有什麼想法？

 我有什麼需要呢？

 我最想聽到別人跟我說什麼呢？

43

身同感受提示篇：



陳Sir，啲同學成日
話我剩係識講英文，
又笑我肥，又唔肯
同我一組呀！

練習1：尋找「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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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明知，點解
你唔忍吓口？

你唔記得咗你數學
係資優生咩，啲同
學點會唔同你一組

㗎？！

我見得你自己一個嘅，無人肯
同你一組？係咪覺得有啲孤零
零，睇嚟好唔係好開心咁…

鬼叫你真係肥咩，
不如等阿Sir同你
一齊做多啲運動

啦！

你大多幾歲就會自然瘦
㗎啦，好似姜濤都係咁
啦！唔使擔心，不如專
心預備下英文辯論

比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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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離叫著學生)
你聽不到

我叫你嗎？

除咗鍾意做自己鍾意嘅
嘢之外，你仲肯做D乜！

這樣淺的題目都不懂，
你一定沒有留心上課啦！

以你的智商，
一定不止這個成績…

你可不可以做你智
商應有的行為？

我已叮囑你要這
樣做，為何你

又…

練習2：反負為正
46



(遠距離叫著學
生)你聽不到
我叫你嗎？

除咗鍾意做自己鍾意嘅
嘢之外，你仲肯做D乜！

這樣淺的題目都不懂，
你一定沒有留心上課啦！

以你的智商，
一定不止這個成績…

你可不可以做你智
商應有的行為？

我已叮囑你要這
樣做，為何你

又…

練習2：反負為正

我很欣賞你的創意，
不過如果你能先按着
老師的建議去做，看
看會否帶來更好的效

果？

(走近他身旁，搭搭
他的肩膀)，你在全
神思考些甚麼？你
聽不到我剛才叫你

的名字嗎？
我相信若你能付出多一
點努力，成績一定有更

大的進步。

你對理解這題目有甚麼難
處？讓我們一起找出問題

來！你今次的行為實在令
人失望，我相信若你
能三思而後行，我會

更欣賞你。

除咗咁俾心機做數之外，
不如响英文科都努力吓！

47



3. 介紹透過家校合作提升資優學生

個人及社交能力與

維繫和諧家庭關係的技巧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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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生態系統



沙維雅冰山理論

行為：不停發問，無所不問，想到就做

父母對他的應對：要求他學習等待，有時比較大聲

對父母的應對：目瞪口呆

樂熹

51

感受：不開心

感受的感受：不被接納、重視

Satir, 1991



如果你是樂熹父母，你會怎
樣既滿足他情意的需要，又

教導他的行為表現？

52



對子女的優點/強項表
達讚賞

親子溝通

表達對子女的信任

家長直接建議子女可改
善的地方

53



6人一組
時間：10分鐘

Marco就讀小五，是一個運動資優學生，亦是香港青年游泳代表隊。

父母在家長日投訴Macro經常在家跟弟弟爭拗，又無緣無故發脾氣，要求

所有人跟隨他的意見，並請教老師的教養的意見。

問題一：如果你是班主任老師，你會向Marco父母給予什麼意見？

54

個案討論：Macro



沙維雅冰山理論

行為：要求所有人跟隨他，無故發脾氣

父母的應對是什麼？
父母跟他討論過什麼呢？

Macro

55

感受：憤怒？對錯？自己有壓力？

感受的感受：怕失敗？自己不喜歡自己？公平？

Satir, 1991



親子溝通

1. 提醒家長處理親子關係要冷靜。

2. 要多肯定孩子在學業成績以外的長處，讚賞孩子的品

格。

3. 提醒家長對兩個孩子都要公平，小心別偏心年幼子女

或成績優越的孩子。

4. 鼓勵家長先要展示對子女的同理心，聆聽他的感受，

教導他學習表達自己的情緒；並以理性分析事件，針

對問題的本質及解決方法。

5. 保持家庭和諧氣氛，讓孩子能有安全感地表達自己像

情感及理性討論問題。

6. 鼓勵家長參加家長講座和工作坊，使家長了解資優兒

的特徵及他們情感過敏的特質，並與學校保持溝通。

建議

56



栽培才能

親子關係的反思

自發學習、
自我管理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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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閱讀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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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真正幫助

有資優特質的學生？

「資優學生」反思

Dixson, D. D. (2022). Moving beyond the gifted label in gifted education: An equity perspective.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38(3), 425–

430. https://doi.org/10.1177/0261429421106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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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i. 認識資優學生的特徵：情意及學習需要

ii. 學校可以按不同的資優學生的需要，課室管理、

班主任課及適時轉介

iii. 與家長有良好和持續的溝通

iv. 讓家長認識資優學生的情意特徵

v. 在合適的學習環境下讓資優學生能發揮潛能，肯

定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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