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世界瞬息萬變，復課在即，

復課的「心理復位」，大家又準備了多少�?

全篇內容以復課前、後的一週為引子，

帶出老師對自己及學生的照顧，

希望能在復課的路上為老師打打氣！

對很多人來說，復課的消息，又「驚」又「喜」。

驚是疫情會否反覆，如何繼續防疫保障健康? 

喜的是終於可回復返學上課了，可以開始正常的學習生活!  

作為老師，如何協助學生快速調整心理狀態，

是復課前的備課。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在復課前對學生狀況多了解，

能讓老師在接下來授課的日子，走得更加暢順。

因此女青年會的學校社工同事，

特意為各位老師準備了名為「師」「私」細語的復課錦囊，

希望可以為繁忙中的老師送上一些實用的小點子，

讓各位老師可以以輕鬆的心情，去為未來復課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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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世界瞬息萬變，復課在即，

復課的「心理復位」，大家又準備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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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前�7天
復課前�7天

預先想一想不同學生對復課的心態，

欣喜期待?惶恐不安?怠懶無勁? 

嘗試了解造成這些心理上小抗拒的背後原因，

及思考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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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為學生作復課預告，

表示關心之餘，也送上溫馨提示及資訊。

讓同學感到師生之情，消除不必要的「擔心」，

有助學生減低焦慮緊張。

復課前�6天
復課前�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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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前�5天
復課前�5天

數月來的居家學習，可能已令學生形成了

一個「習慣」，有甚麼規則與約定要提醒

久未「返學上課」的學生? 

如保持社交距離；不要隨意除下口罩.....



¡Welcome !
Back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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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已長時間沒有社交接觸，

在防疫環境下，如何營造一個充滿關愛的

校園或課堂，實在要花上點心思。

復課前�4天
復課前�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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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前�3天
復課前�3天

做好網絡授課與課堂教學的銜接。

清理一下互聯網的通告及電郵，

準備好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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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前�2天
復課前�2天

復課在即，壓力越來越大，

不過也勿忘要照顧自己，在忙碌預備教案之時，

也嘗試偷空來個小休，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

放鬆一下心情!  要知道欲速則不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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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前�1天
復課前�1天

好好享受休假日，晚上提早上床休息。

記住要調校好明早的鬧鐘啊！



復課第�1天

外表神態
復課第�1天

外表神態

衣不稱身

兩眼無神

深深黑眼圈

心事重重

過度警覺

後
衣著整齊清潔

一絲不苟

神采飛揚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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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長時間停課後未能立即適應校園生活，

老師可先多加觀察及了解，並給予學生關心。

讓學生明白於復課適應期的挑戰，

訂下優次，給予學生時間作出改善。

指導學生有妙法



復課第�2天

行為紀律

守規準時

少遲到或缺席

連續遲到或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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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前

指導學生有妙法

老師也可以與個別學生

訂立提升課堂表現的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作出正面改變。

老師可先與學生傾談，

了解背後原因及需要，給予學生時間調整狀態。

時常無故離開座位
或不願坐在座位

與同學不斷聊天



復課第�3天

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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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奕奕

上課時比較有秩序

上堂發呆

目光沒有焦點

上堂打瞌睡

頻打呵欠

容易遺漏東西

例如功課、書本、手冊等

前

調整教學進度及課室安排，

運用多元化的教導技巧和方式，刺激課堂氣氛。

鼓勵同學訂立新的學習計劃及生活時間表。

指導學生有妙法

後



復課第�4天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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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相處相對融洽，少衝突

願意主動向老師詢問

後

悶悶不樂，減少與同學交往接觸

好像忘記了規則，要重新適應

容易於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
  甚至情緒失控

留意欺凌或歧視狀況的出現。

觀察學生之間的互動狀況，

尤其是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反應及態度，

提點同學之間要互相關愛。

指導學生有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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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觀察學生的表現，主動關心他們的情況。

如發現情況持續，可與駐校社工溝通協作，

商討給予學生的支援策略及轉介需要。

前

後

有能力面對學習的壓力，懂得應對。

有朋輩陪伴，互相傾訴及支持。

自我情緒調節能力較好，
有適當渠道表達及舒緩情緒。

復課第�5天

情緒問題

疫情有機會突顯了部份家庭潛藏的溝通問題，
家庭成員間容易出現衝突及磨擦，

令學生情緒問題升溫。

重返校園，令適應能力弱的學生，
感到不安及焦慮。

疫情削弱學生原本的支援網絡，
社交及情緒自控能力有所下降。

疫情影響了覆診，
拖慢了康復的進度，
最終影響情緒健康。

自主學習能力弱的學生，
因未能裨益於網上教學的形式，
影響了學習效能，也令學習的壓力增加。

指導學生有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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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第�6天

享受假期

注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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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止境，教亦無止境，然而休息也是必須的。

休息後，你才可以走得更遠！」

趁假日放下工作，

給自己好好休息，

為身心靈注入能量，

應付日後的教學工作。



復課第�7天

� 預備新一週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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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擔憂、多休息！

少假設、多準備！

少訓責、多關懷！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青少年服務單位

將軍澳青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2709 3388

學校社會工作辦事處             2715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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