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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56/03-04(05)號文件 

2003年 11 月 10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

生署的青少年健康計劃

引言

本文件 報 生署推行外展青少年健康計劃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青少年在成長階段的體能、心理、社交及智能均迅速發展，而有損健康的行為亦容

易在此時形成。除了過胖、飲食失衡和某些精神健康問題外，吸煙、飲酒、濫用藥物及

濫交等危害健康的行為亦在青少年身㆖出現，而且有㆖升趨勢。這些惡習不但影響青少

年的體格發展，更會妨礙他們健康成長。

3. 為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生署在 1995 年成立學生健康服務部。起初，該部所

提供的有關服務局限於㆗心之內。要接觸不想接受㆗心服務的青少年，便需採用外展互

動的方法。因此，該部在 2001 年推出青少年健康計劃，為青少年提供外展服務。

目的

4. 該計劃旨在向青少年及他們的父母和老師灌輸有關的知識、態度和技巧，以協助青

少年提高心理社交的質素。具體來說，該計劃旨在―

(a) 讓青少年及他們的父母和老師明白與青春期有關的體能、心理社交、情緒及智能變

化和需要，以幫助青少年建立自我形象和自尊；

(b) 協助青少年處理壓力和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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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青少年講授應付逆境和解決困難的技巧，令他們更能面對㆟生的種種挑戰；

(d) 使青少年能與友伴、兄弟姊妹、父母和老師融洽相處，並擴闊他們的生活圈子，以

預備他們將來踏足社會時參與更多；及

(e) 幫助青少年訂定實際可及的㆟生目標，使他們從㆗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為日後積

極參與社會事務奠定基礎。

計劃範圍及服務對象

5. 該計劃以㆗學生及他們的父母和老師為對象，所提供的兩類活動為―

(a) 基本生活技巧訓練；專為㆗㆒至㆗㆔學生而設，並連續㆔年推行。

(b) 專題探討；專為㆗學生、老師和父母而設。

6. 基本生活技巧訓練的主要單元，包括壓力和情緒處理、解難技巧及有效溝通。到了

㆗㆓及㆗㆔，便會引入有關這些課題的更深入概念。關於訓練主題的詳情，載於附錄 1111。

7. 專題探討所涵蓋的主題不單以學生為對象，亦顧及到他們父母和老師的需要。有關

內容圍繞了解青少年、處理情緒和壓力、防止自殺、性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建立和諧

關係等課題。探討活動的詳情，載於附錄 2222。

推行進度

8. 該計劃採用互動形式，在課堂㆖進行有關活動或作為課外活動的㆒部分。這些活動

包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問答比賽、辯論、集體遊戲、解難練習及實驗遊戲等。社會

工作者(社工)、護士和健康促進事務主任經常負責推動有關計劃，並與老師合力推行活

動。

9. 所有活動均以深入研究的結果為基礎，並由多個專業所組成的工作隊伍擬定和推

行。至於隊伍的成員組合，則會因應活動的性質和複雜程度而定，當㆗包括醫生、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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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營養師及健康促進事務主任。

10. 先導計劃曾於 2001年 6月在 18間㆗學推行有關活動。在 2002至 03學年，該計劃

擴及 161間㆗學，為超過 5萬名學生提供服務。在 2003至 04學年，該計劃將會令超過

360所學校得以受惠。

11. 該計劃的參加者預期會有以㆘得益 ―

(a) 知識 ― 更加了解青少年的體能發展、社交心理健康和健康需要；

(b) 態度和社交心理方面 ― 在自我治療和有關概念、情緒和壓力處理、解難能力、化

解衝突、㆟際關係、拒絕濫用藥物及對生活持正確態度等各方面都有改善；及

(c) 行為 ― 減少吸煙、飲酒及濫用藥物等危害健康的行為。

評估

12. 當局不斷評估和監察該計劃的成效，並在學術界的協助㆘不時檢討及改善當㆗的內

容。學生對該計劃的滿意程度評分甚高，達 70-80%。此外，基本生活技巧訓練亦改善了

學生的健康知識、心理社交質素及較長遠的行為，而在專題探討的活動㆗，無論是學生、

父母及老師，都各有得益。

學校及社會參與

13. 生署大力鼓勵老師、學校社工、父母及相關政府部門參與該計劃。藉 共用的活

動手冊及教材套，推行該計劃的㆟員能與學校的教職員緊密合作，合力推行各種活動；

這亦有助技巧的轉授，繼而令該計劃更易融入學校課程之內。此外，老師可在適當時強

化當㆗的重要訊息，亦可籌辦與該計劃不同主題互相配合的延展活動。至於學校社工，

亦可在有需要時跟進有關學生的情況。

14. 家長教師會的代表亦獲邀參與該計劃的簡報和匯報活動，以主動收集他們的構思和

回應。事實㆖，有些專題探討活動正以家長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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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推行該計劃時， 生署積極尋求教育統籌局和社會福利署(社署)的意見，以確保

該計劃能夠填補現行制度㆘未能顧及的服務範疇。社署推行的成長的㆝空計劃，可與

生署的這個計劃互相配合，為需要深入輔導的學生提供加強服務。

未來路向

16. 生署的目的，是把該計劃最終擴及所有㆗學。較長遠而言，我們致力把該計劃融

入學校課程之㆗，讓所有學生受惠。在此之前，我們會繼續積極㆞鼓勵學校教職員參與

其㆗，協助推行該計劃。

17. 請委員閱悉該計劃的最新情況並提供意見。

生署

2003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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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11

基本生活技巧訓練

㆗㆒訓練

環節 主題 學習目標

1 互相認識 了解何謂基本生活技巧計練，並認識青少年健康計劃

的輔導員。

2 我的身體 學習青春期的身體變化，並以正確的態度面對。

3 自我欣賞 發掘並欣賞自己的過㆟和獨特之處。

4 訂定目標 明白訂定切實目標的重要性，並學習所需的技巧。

5 學習之道 明白學習的重要性，並認識有效的學習技巧。

6 解決困難 學習有效解難的步驟和正確態度。

7 情緒㆒講 分辨和處理不同的情緒。

8 情緒㆓講 學習表達和處理情緒的適當方法。

9 壓力處理 認識壓力來源和處理方法。

10 溝通㆒講

11 溝通㆓講

12 溝通㆔講

認識正確態度，並學習自我表達和耐心聆聽的技巧，

以達有效溝通的目的。

13 明智抉擇 認識吸煙、飲酒和濫用藥物的禍害，並學習拒絕技

巧。

14 技巧溫習 複習所學過的基本生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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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加強訓練

環節 主題 學習目標

1 自我照顧的基本技巧 認識健康的定義、保持健康的要訣及出現健康問題時

的自我照顧技巧。

2 積極聆聽 學習有效聆聽的技巧。

3 建立自尊 學習從不同角度欣賞自己，從而提高自尊形象。

4 生活欣賞 欣賞㆕周的㆟物，並學習如何以適當的行動表達欣賞

之意，從而加強與他㆟的關係。

5 個㆟價值觀的反思 對個㆟的價值觀作出反思。

6 堅持訓練 學習如何堅持，並以適當方法加以表達。

7 控制怒氣 學習控制怒氣的適當方法。

8 化解衝突 學習化解衝突的方法，從而與家㆟保持和諧的關係。

㆗㆔加強訓練

環節 主題 學習目標

1 互助互信 學習實際的㆟際技巧，以發展互助互信的關係。

2 思考分析 明白作出決定前先作客觀分析的重要性，並學習所需

的技巧。

3 時間管理 珍惜時間，並學習有效管理時間的技巧。

4 金錢管理 珍惜金錢，並學習更適當㆞處理金錢的技巧。

5 應付逆境 學習面對逆境和適當㆞處理負面情緒的技巧。

6 健康綜論 綜談健康概念，並鼓勵學生採納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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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2

專題探討

1. 父母／教師

1.1.1.1. 了解青少年

這個專題旨在向父母和老師講解青春期的社交及心理變化，以及與青少年有效溝通

的方法。

2.2.2.2. 處理情緒和壓力

這個專題旨在向父母和老師講解處理情緒和壓力的技巧。

3.3.3.3. 防止自殺

這個專題旨在向父母和老師講解青少年的自殺問題，包括自殺行為背後的原因和觸

發自殺念頭的因素。有關自殺的謬誤，亦會㆒㆒澄清。此外，還會向他們講解如何

防止青少年踏㆖自殺之途，並會教導他們認識自殺前的種種「徵兆」和勸阻方法。

4.4.4.4. 防止濫用藥物

這個專題旨在向父母和老師講解濫用藥物的影響和禍害。將會重點說明青少年濫用

藥物的成因，並會介紹防止這種行為的方法。

II. 學生

1.1.1.1. 營養系列

這個系列涵蓋健康飲食的不同課題。將會向學生講解均衡飲食和體重控制的基本概

念，並會澄清有關減肥和節食的種種謬誤。另外，亦會向他們講解如何辨識食物標

籤、如何選擇健康小食，以及在各類食肆㆗如何選擇健康食物。



1-WORD2000/LEGCO/PAPER37 8

2.2.2.2. 性教育系列

這個系列涵蓋與性有關的概括課題。將會向學生講解青春期的變化，以及與異性之

間的關係，包括如何分辨愛情與友情。此外，亦會討論親密關係、濫交及其惡果，

以及安全性行為的概念。避孕的知識，亦會談及。至於性騷擾和色情刊物，也是這

個系列所涵蓋的課題。

3.3.3.3. 訂定目標系列

這個系列教導學生認識訂定目標的重要性和技巧，並會讓他們練習為自己訂立目

標。

4.4.4.4. 學習之道系列

這個系列教導學生認識與學習有關的不同課題。將會向他們講解學習的重要性和為

自己訂定學習目標的技巧。記憶良方等各種學習技巧和提高集㆗力的方法，亦會介

紹。此外，亦會講解設立考試的理由、考試的竅門及紓緩的技巧。

5.5.5.5. 和諧關係系列

這個系列涵蓋溝通的基本概念，亦會論及與父母、老師、朋友與愛侶之間有效溝通

的技巧。

6.6.6.6. 自我形象系列

這個系列旨在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以抗拒外來的不良影響，並發展本身的獨特個性。

7.7.7.7. 預防濫用藥物系列

這個系列教導學生認識吸煙、飲酒和濫用藥物的禍害，以及拒絕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