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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科組與關注事項（2018-21） 

 

範疇：管理與組織 

關注事項一：促進學校跨專業團隊的協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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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新跨部門的學生資訊平

台 
                             

2. 舉辦「促進團隊建立」的措

施及活動 
                             

  建議直接參與的科組/部門           建議配合的科組/部門，毋需於計劃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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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科組與關注事項（2018-21） 

 

範疇：「學與教」及「學生培育及支援」 

關注事項二：推展「生命教育」 

 

目標 學與教        學生培育及支援 專責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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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單元模式推展「生命教

育」的相關內容 
                              

2. 配合「生命教育」，推展多

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及「多元培育活動」 

                             

3.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4. 建立學生的學習常規 
                             

5. 建立正向的校園環境 
                             

6. 提升教職員及家長對「生命

教育」的認識 
                             

  建議直接參與的科組/部門            建議配合的科組/部門，毋需於計劃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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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科組與關注事項（2018-21） 

範疇：「學生培育及支援」 

關注事項三：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目標 學與教        學生培育及支援 專責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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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教職員在日常照顧及

醫護照顧方面的知識 
                             

2. 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及健

康習慣 
                             

 

  建議直接參與的科組/部門      建議配合的科組/部門，毋需於計劃中列出 



4 

附錄 I：推展生命教育的規劃 

 

對象︰學生、教職員、家長  

目的︰ 

1.認識自己，建立欣賞自己、尊重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  

2.以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態度，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3.活出健康、快樂、充實和發揮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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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 學校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1. 本校職員編制包括教師、治療師、社工、護士、舍監及宿舍家長等專業職系，採用「跨專業團隊模

式」運作，能為學生提供專業而全面的教育和住宿服務。 

2.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均擁有良好的資歷和豐富的經驗，學校已加強中層管理培訓，較以往更清晰其權

責，有助學校持續改進。近年，中層管理團隊陸續加入新成員，為學校管理注入新思維、有助學校

發展。 

3. 大部份家長與學校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信任的關係，部份家長重視家校協作，更多參與課堂協作、家

長增！增值活動及閒暇活動等，為共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奠定良好基礎。 

4. 教學策略多元化，如引導式教育、視障學生訓練、密集互動、音樂統整、虛擬現實情境教學、戲劇

教育、個別輔導等等，能配合不同學習特性學生的學習需要。 

5. 分組上課模式靈活，能配合學生不同學習領域的發展。 

6. 學生支援系統「學生發展檔案」發展成熟，全面紀錄學生的學習進度及成長需要，讓本校跨專業團

隊一同為學生擬定適切的發展計劃。 

7. 教職員的自評意識良好，能透過共同備課、教學檢討、觀課、專業交流等措施作自我檢視，有助提

升教學效能。 

8. 學校與外間專業團隊及院校如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及教育局連繫，積極改進

學校的整體管理及學教效能。另外，學校不同科組已透過學習圈、校外交流等安排，積極建立學校

的學習型文化。 

9. 學校積極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及多元培育活動，如午間消閒活動、課後支援計劃(羽毛球訓練班、韻

律舞動班)、音樂及話劇欣賞、乘風航、游泳活動等，擴闊學生的多元興趣及學習經歷。 

10. 增設及優化校園設施，如智境室、低視能訓練室、宿舍部的多感官室、音樂室的互動系統等，更能

切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11. 已確立各專業職系教職員的專業交流機制。 
 

弱項 

1. 配合校本課程的「新校本評估制度」尚處於發展階段。 

2. 雖然大部份家長已對學校的教學方針和安排有所了解，惟少部份家長對學校歸屬感及投入程度不

足，影響家校協作成效。 

3. 部份家長對子弟學習期望較低，影響他們配合發展的意慾 

4. 學生學習動機稍遜，有待提升。 

5. 學校整全健康概念有待強化。 

契機 

1. 近年社會大力提倡關注弱勢社群的需要，亦重視平等機會，讓學生有更多參與校外實習、比賽、為

社區人士提供服務的機會，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主動回饋社會。 

2. 積極與鄰近大學院校締結義工網絡，亦與主流中小學校及其他特殊學校及社區人士合辦共融活動，

有利擴闊學校的社區資源網絡。 

3. 近年教育局大力支持學校發展「資訊科技」及推展「生涯規劃」，學校相關資源增加。 

危機 

1. 近年嚴重及多重弱能的學生增多，他們對學習、復康護理的支援需求日趨複雜，學生學習差異更大，

對學校的資源調配、活動設計、安排及分班等均造成挑戰。 

2. 社會整體結構改變，有關家庭組合(如雙非家長、單親家庭)而衍生的學生培育及家長溝通問題增加。 

3. 近年招聘人手困難，尤以前線工作人員為甚，影響學校整體發展和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