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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 年年 度度 工工 作作 重重 點點   

裝裝 備備 同同 事事 、提提 供供 創創 新新 、專專 業業 及及 青青 年年 參參 與與 的的 服服 務務     
「遇上小繁星 2.0」實務及研究結果分享會 

 「遇上小繁星 2.0」於 2024 年 1 月 18 日舉行實務及研究結果分享
會，在會上分享小組於本會 20 間中學推行的研究結果。「遇上小
繁星 2.0」小組以敘事治療為理論基礎作介入手法，藉此協助青年
人建立正面的自我概念，改變單㇐化價值觀、建立朋輩分享文化，
幫助高危學生走出負面陰霾。 
 

 「遇上小繁星 2.0」小組以建構正面的自我概念為目標，讓學生發掘已擁有面對逆境的內在資源、
能力及價值，幫助學生建立支援及應付逆境的能力。是次研究發現，參與小組的大約 6 成學生在
精神健康及自我概念上有所提升。 

 
 實務及研究結果分享會內容包括 1) 研究結果和理念架構 2) 小組活動體驗及程序內容，及 3) 實

務經驗心得分享。每㇐位參加者獲得㇐套三盒的小組輔導咭、小組活動冊子及活動程序內容。是
次分享會共 43 名同工出席，當中除了研究發佈，亦由同工分享帶領小組的內容及心得，透過體
驗遊戲及資源分享讓參加者可以有㇐套以實證為本介入高危學生的手法。 

 

 
 
 
 

 
「接納與承諾治療」培訓講座 

 因應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峻, 由學校社工組成的「ACT For Youth
中學生精神健康實務介入工作小組」於 2023 年 11 月 8 日特別邀請了資
深臨床心理學家萬家輝博士與同工分享以接納與承諾治療 (ACT) 去處理
精神健康個案。於培訓講座中，深入淺出地分享 ACT 四個核心信念，及
六個核心原則，並以比喻(metaphors)貫穿介紹如何實踐當中的原則。 

 
 當日有 43 名來自不同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及學校社工同工參與講座，萬

博士深入淺出地介紹 ACT 以及運用個案實例分享，同工們都反映萬博士
的講解非常清晰、比喻生動，令他們獲益良多。而根據檢討問卷結果，100%
參與同工都對講座內容及講員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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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專業培訓 

 為了提升學校社工的專業水平，我們舉辦了㇐系列的培訓活動。首先，我們安排了 7 位駐校社工
參加「保護兒童證書課程」，並在完成課程後，於 2024 年 3 月 20 日舉辦了㇐場「保護兒童實
務分享會」。這次分享會共 25 名學校社工參加，他們學習了「向兒童提問事件」及「如何撰寫
好的保護兒童報告」等技巧，參加者表示工作坊對他們的工作非常有幫助。 

 
 在 4 月 10 日至 11 日，我們舉辦了「校園危機處理學校社工工作坊」，旨在訓練社工如何應對

校園危機。在工作坊中，學校社工討論了兩個典型的校園危機事件，包括學生校內墮樓身亡及突
發意外身亡。社工需要掌握處理這些危機的原則，如即時處理、提供適切支援，確保學生及教職
員的心理健康等。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工作坊，學校社工能夠掌握危機處理的技巧，為師生提供適
切的支援，與在校師生共同渡過校園危機。 

 
 此外，我們亦關注青少年開學後的適應和焦慮問題，以及性別困擾。我們於 2023 年 10 月 18

日和 2024 年 5 月 8 日舉辦了個案研討會，邀請了本會顧問蔡定國醫生來討論這些問題，並提供
專業意見和協助。每次研討會均有 30 多人出席，透過個案研討會，參加者能增進處理個案的知
識及技巧，以輔助年青人身心得以健康地成⾧。 

 
 透過這些培訓活動，我們希望能夠增強學校社工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以更有效地服務學生和處理

各種挑戰。 
 
 

 

 

  

 
 

  

  



 

地址：九龍白田邨裕田樓地下 3-6 號 

電話：2715 9558 

傳真：2713 1625 

電郵：ssw@ywca.org.hk 

網址：www.ywca.org.hk 

 

特特 色色 服服 務務     
 CLAP2.0  22 個月生涯發展個案介入實務經驗分享會 

 學校社會工作辦事處駐校社工由 2021 年初㇐直參
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CLAP)」，並以計劃中
的「青少年發展與介入框架」個別跟進特殊學習需
要(SEN)學生的生涯發展。 

 在這㇐年多的時間，我們建立了 22 節的個案介入活
動，讓同事每月與學生會見面，在過程中駐校社工
與個案建立了深厚關係，亦累積了不少協助學生發
展的實務智慧，因此我們特別舉辦了兩次經驗分享
會，收集同事實務上的經驗，期望整理後再發佈。 

 這兩次經驗分享會分別在 2023 年 8 月 18 日及 10 月 26 日舉行，合共 32 名同事參與， 討論由
資深同事帶領，並由工作人員筆錄整理，參與同事均踴躍發表自己的經驗及意見，促進改善生涯
發展服務；分享會薄備茶點，讓同事在輕鬆的氣氛下分享。 

 

青少年有意義社區參與 

本計劃旨在栽培青少年發展潛能，讓他們能夠從社區考察及與社會企業交流中獲得有意義的想法和創
意點子，並將其實踐於社區服務中，為社區帶來實質和正面影響。此計劃在六間駐校服務中試行，共
有 69 名中學生參與，受惠的社區人士超過 200 人。以下是其中兩個計劃的簡介： 

 

(㇐) 社區見習修理師 

 本計劃招募了 12 位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同學參加，內容包括教導參加者基本家居維修
技巧，例如﹕油油、換電制和換門鎖等等，以及如何策劃社區服務，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和
如何善用所學的維修技巧實踐在服務當中。本計劃分別與區內不同單位合作，包括本會賽馬會青
健坊(沙頭角)和復修辦館，並籌辦了兩次在沙頭角的社區服務，與維修師父為⾧者「油鐵閘」，
從而實踐社區關懷。參加者認同活動十分有意義，除了學習到實用的生活技巧外，也廣闊他們的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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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學習計劃-高中生社區服務 

 本計劃與上水官立中學合辦，透過運用參加者個人才能，回應社區上的需要。他們發現學校鄰近
有私營護老院，參加者於是利用個人運動興趣及音樂才能，設計社會服務，期望讓⾧者有充實的
生活。  

 於計劃初期，參加者經過多次會議，學習活動設計技巧，並於 2023 年 8 月 25 日到訪院舍視察
環境及認識院舍⾧者的狀況以設計兩節活動，包括 9 月 26 日由學生帶領 11 位⾧者進行伸展及
防跌運動。當中發現不少⾧者的認知能力有限及衰退，學生於是利用反應燈，設計相關訓練，於
2024 年 2 月 6 日再次拜訪院舍，讓⾧者試用不同程度的反應燈練習，並收集⾧者意見。 

 

 

 

 

 

K/DA 電競比賽 

 此活動由青年作主導，透過 14 節小組，5 位裘錦秋中學(葵涌)學生由 2024 年 4 月起學習及實踐
Design Thinking 概念，並為比賽籌備，包括宣傳、招募、擬定活動詳情、比賽運作及直播等。
學生主動向老師請教製作比賽流程、自行摸索如何印製海報、落區派傳單及致電不同學校社工，
邀請學生參賽。學生透過自主規劃比賽來提升他們的組織活動及溝通能力，學習團隊合作及公平
競技的精神。 

 正式比賽安排於 2024 年 7 月 13 日於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舉行，共有 21 人參加 ，包括裘錦秋
中學(葵涌)、王肇枝中學和迦密愛禮信中學及社區人士。比賽氣氛良好，參加者享受電子競技的
交流，亦體現了青年人對於電子競技的熱情和專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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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30 創點計劃 2023-24 

 此計劃旨在鼓勵本部年青同事於工作中實踐其新意念。以下是本單位其中㇐個參與計劃。 

 近年目睹各樣有關年輕人輕生的新聞報導，實在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狀況感到關注及憂
心。我們相信要達至精神健康，懂得覺察自己的情緒及建立正面的身份認同是重要的基石。
故此，學校社工在 23-24 學年期間，於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及迦密愛禮信中學兩校舉辦了
「Self Love 自肥企劃」，希望藉此讓青少年學習覺察、表達和回應自己情緒，並提供平台
讓青少年發展潛能，學習自我欣賞及接納自己。 

 「Self Love 自肥企劃」計劃分為兩部分，第㇐部分為在校內舉辦以「自愛」、「關注情緒
健康」等主題的 Self Love Month。學校社工以不同藝術媒介介入，不僅於兩校分別舉辦
了「星之花正念工作坊」、「流體畫工作坊」，還誠邀舞蹈治療師及引導想像及音樂治療
導師入校舉辦「引導想像及音樂治療工作坊」及「形體舞蹈工作坊」，讓學生透過音樂、
舞蹈及藝術手作的媒介連結身心，提昇學生對內在情緒需要的覺察。兩校共有 103 人次參
與工作坊，反應熱烈。 

 計劃第二部分與區內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作，兩校共 15 位同學參與中心舉辦的社區導
賞，在加強他們與社區之連繫及對區內的認識後，還讓同學們參與中心旗下之聖誕市集，
親自籌備兩個攤檔，發揮創意及技能，自行製作帶有「自愛」意思的貨品售賣，嘗試將自
我欣賞訊息推至社區，營造社區關懷文化。當日反應良好，產品獲街坊讚賞，兩校也有師
生前來支持。 

 參與的學生認同本計劃能提昇他們對自我情緒的覺察，亦讓他們學習欣賞及接納自己，更
能嘗試以新的角度認識自己。學生亦分享，共同由零開始構思到實踐再到完成整個市集項
目是很難得的新體驗，不但增加了他們對區內環境及居民需要的認識，亦促進了同學間、
甚而兩校間年青人的正面社交連繫，讓他們嘗試互相欣賞、支持和協作，也欣賞自己從中
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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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創 新新 服服 務務   
Dears & Tears 青年音樂祭  

 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2023 年度青少年自殺個案持續上升，隨著中學生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
女青為此推出為期兩年的「青少年擁抱情緒計劃」，透過音樂治療、藝術治療、精神健康工作坊
等㇐系列活動，提升參加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讓他們找到紓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建立良
好的心理狀態。 

 計劃頭炮是 2024 年 5 月 5 日舉行之「Dears & Tears 青年音樂祭」。事前先以票選方式，收集
1,800 位中學生心目中的十大情緒「救命歌」，於音樂會上公佈結果，並由歌手梁釗峰（釗峰）、
陳健安（On 仔）及其他青少年㇐同獻唱，以歌聲發放正能量，以音樂療癒青少年的心靈。兩位
表演嘉賓 On 仔和釗峰都認為聽歌可以紓緩情緒，有助青少年走出情緒困局。 

 

 

 

 

 

 

 

  為 改 善 服 務 質 素，本 處 主 要 從 三 方 面 索 取 服 務 使 用 者 意 見，包 括 個 案 及 活 動 評 估 、
服 務 諮 詢 會 及 周 年 服 務 檢 討 會 議 。 個 案 服 務 對 象 在 問 卷 反 映 「 滿 意 」 及 「 十 分 滿
意 」整 體 服 務 的 程 度，合 共 99.6%；另 外，小 組 及 活 動 評 估 中 反 映「 滿 意 」及「 十
分 滿 意 」 整 體 服 務 的 程 度 ， 合 共 96.72%， 成 績 理 想 。  

  學 校 社 工 於 2024 年 1 月 至 3 月 在 各 校 進 行 了 共 13 次 之「 服 務 諮 詢 會 」，出 席 人
次 共 126 人 。  學 校 社 工 以 「 服 務 諮 詢 會 」 之 指 引 及 表 格 ， 搜 集 學 生 之 意 見 。 另
外 ， 學 生 就 社 工 提 供 的 服 務 、 學 生 需 要 及 社 工 室 設 施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意 見 ， 各 校 會
按 學 校 實 際 的 情 況 跟 進 及 回 應 。  

 此 外 ， 總 主 任 已 於 2024 年 6 月 至 8 月 與 學 校 人 員 進 行 周 年 服 務 檢 討 會 議 ， 與 校
方 ㇐ 同 檢 視 服 務 數 字、探 討 未 來 服 務 重 點。總 主 任 與 學 校 分 享 女 青 年 會 過 去 年度曾
推展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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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服務 

 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2023 年度青少年自殺個案持續上升，隨著
中學生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我們會繼續提升學生對自身心理健
康的關注，讓他們找到紓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建立良好心理狀態。 

 新學年我們會重點參與「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 2.0 －青少年擁抱情
緒計劃」，協助青少年透過情緒小組及表達藝術活動，找到紓緩情
緒的方法。計劃除了服務初中生，同時會為老師和家⾧提供情緒教
育工作坊，除了認識青少年的情緒，亦學習照顧自己的情緒，使他們更有信心與青少年同行。 

 此外，家⾧的精神健康對子女有著重要的影響，新學年我們會透過不同的家⾧體驗活動及工作坊
來舒緩家⾧的壓力，促進親子關係，增強親子情感聯繫。活動包括「Comfort 鬆」調香減壓香
水工作坊及「心靈綠洲」生態瓶工作坊，活動透過呼吸練習及製作香水或生態瓶，讓家⾧可以放
慢及專注於身體的五感，投入當下，從而達致心靈的平靜，紓緩壓力。此外，「發現子女的美好」
家⾧工作坊會透過敘事取向卡片協助家⾧反思自己對子女的期望，增強情感聯繫。 

社交媒體網上工作及提倡網絡同理心 

 社交媒體在學校社工服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提高公眾對學
校社工服務的認知外，更重要是能夠與學生保持良好溝通，了解
他們的需求和關注，並提供實用的資訊和建議。 

 在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間，學校社工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定期發佈了各種主題的帖文，涵蓋時間管理、人際溝通、自我認
識等議題，深受學生歡迎。在各社工的推廣下，Instagram 專頁
的追蹤人數也有了大幅增⾧，反映學生對這些資訊的需求。 

 除了㇐般的資訊分享,學校社工更積極地回應網絡世界的新挑戰。
本年度，我們推出了「網絡同理心貼紙相」活動，以貼近學生的
方式提高他們對網絡欺凌的認知，培養他們的同理心，並讓他們
了解遭遇網絡欺凌時的應對方法。 

 未來，學校社工將繼續善用社交媒體平台，與學生保持緊密聯繫，適時提供各種生涯規劃、應考
和暑期建議等實用資訊，協助他們面對人生路上的各種挑戰。社交媒體已成為學校社工服務的重
要渠道，有助於拉近與年青人的距離，提升服務成效。 

 此外，在這個數碼時代，網絡同理心是建立㇐個更加和諧社會的關鍵，它鼓勵學生在線上互動時
保持尊重和理解。未來我們會教育學生應對網絡欺凌、線上線下支援學生實踐互相關懷及尊重，
期望透過網絡同理心的實踐，可以減少誤解和衝突，為網絡世界帶來更多的善意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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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故事 

青 少 年 網 絡 欺 凌  

 

「初中生小美（化名）自開學起被人於 Instagram 上的 Secret page 匿名投稿發佈其資訊，主要內容圍

繞攻擊其外觀、打扮、聲線。㇐開始小美因生氣而投稿反擊，引起網絡罵戰，並㇐面倒出現攻擊小美的

言論。其後每逢小美出席學校活動，都會被人於 Secret page 抨擊，更有人以小美的照片作自己大頭貼

嘲笑，漸漸小美情緒開始崩潰，感到無助沮喪，懷疑自我，不想上學，並於㇐次假期間獨自在商場欄杆

旁呆滯良久後蹲下大哭，令家人洞悉情況嚴重，尋求社工支援。」 

  

在數碼時代中，網絡欺凌現象愈趨普遍。面對網絡欺凌，青少年情緒易受牽動，在言語攻擊下易出現危

機，開始懷疑自我價值。當小美在網絡世界遭遇無情的欺凌時，她的生活被陰影籠罩，社工在此刻先接

納及理解她的感受，接著邀請案主思考自己的優點，從而建立正面自我價值。社工邀請小美訪問身邊朋

友分享㇐個欣賞她的地方。小美帶了『溫柔』、『善解人意』、『有同理心』幾個形容詞回來面談，對

此感到驚喜、喜悅，可見朋輩支援網絡的重要性。 

 

小美家⾧初時認為朋輩間的閒言閒語是常有的事，因此只叫小美不要再查看社交網站，令小美覺得沒有

被理解。直到小美情緒開始崩潰，家人才意識到問題嚴重並向學校求助。此時，社工與家⾧溝通了解小

美在家中的情緒狀況，鼓勵家⾧多傾聽小美的說話，嘗試從青少年的角度，接納她的情緒。最終，小美

與家⾧的溝通改善了，亦打開了理解和支援的大門，讓小美感到不再孤單。 

 

此外，社工也與小美㇐起向學校提出建議，讓她知道學校可介入處理，在過程中校方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因情況持續，小美蒐集了相關截圖證據，經過數次訓導和輔導協助調查和問話後，相關同學得到相應懲

處及告誡，並以信件及訊息向小美道歉，其後也沒有再發生相關事宜，小美漸漸得以恢復以前的校園生

活。家⾧的參與和學校的合作，為小美提供了㇐個更安全、更支持的環境。 

 

青少年面對網絡欺凌問題時，往往有三種應對的類型：忽略型、對抗型及尋求支援型，大多青少年為前

兩者。在處理網絡欺凌時，我們可教導青少年以正確途徑面對，而非作出反擊或啞忍。我們又可教育青

少年自我保護途徑，如封鎖干擾者、將社交媒體設為私人帳號等等，若情況持續就需要尋找專業的幫助。

小美的故事強調了社會各界，包括家庭、學校和社工必須共同努力，建立㇐個更包容和支持的校園，亦

需要與被欺凌的青少年同行，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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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 耀 洸 律 師  (本 部 顧 問 )   楊 偉 強 博 士  (本 部 顧 問 ) 

  梁 詩 明 博 士  (本 部 顧 問 )   周 秀 蘭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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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水 官 立 中 學    東 華 三 院 李 嘉 誠 中 學  

  迦 密 愛 禮 信 中 學    裘 錦 秋 中 學  (葵 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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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名 不 分 先 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