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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家在教區中學推行情意教育的角色及經驗 
 
天主教香港教區 
徐玉儀女士 

 

徐玉儀女士於 2002 年 5 月 25 日在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主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署協辦的「生活技能發展與全方位輔導計劃 專題研討會」所發表的回應演說。 

 

今日我想與大家分享我過去幾年的工作，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是預防及發展性的學校

輔導工作，即是推行情意教育；第二是作為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在推行過程的角色及工

作，最後就整體的推行經驗作出總結。 

作為一個教育心理學家，每次見到報章有自殺新聞，內心會有些緊張，一方面會為自殺

人士的朋友、家人感到難過；另一方面便追查自殺者會否來自我所服務的學校，若是，

便要進行一連串的跟進工作，第一：stop，停止事件再發生。第二：趕緊急救情緒受傷

的學生、老師、家長，作出一系列的補救工作，當中花費的心力較預防工作更甚。第三：

教導學生珍惜及愛護自己的生命，更要愛護身邊的家人、朋友的生命。因此，預防工作

比補救工作更重要。 

1996 年，教育署邀請美國的學者 Dr. Radd 來香港，當時教育署兩個部們：Career and 

Guidance 及 Psychological Services，邀請八所小學和五所中學參與「輔導體系共成長」

的先導計劃。而參與的五所中學當中，其中四所都是來自不同的辦學團體，並設有教育

心理學家的服務，期望透過教育心理學家將這個先導計劃的理念帶到學校，即是推行情

意教育課程。我十分認同這理念，若發展及預防工作能夠透過課程帶出，每個學生都可

得益。成績好的學生，也能夠透過課程認識自己，知道自己的優點、缺點和限制。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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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先導學校，各自各精彩地將這理念引入學校，而我基於一個堅持，就是要透過推

行課程，讓學生認知及肯定每個人都是尊貴、獨特、有價值的。於是我建議參與先導學

校的校長推行情意教育，發展學生成長教育。1996 年 9 月，正式在中一級六班全面推行。

我們發現班主任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將信念帶到學生心中。 

接著我會沿著以下幾方面與大家分享：第一，如何發展課程幫助學生；第二，如何培訓

教師將重要信息帶給學生；第三，作為諮詢角色，如何協調學校在制度上作調適，將信

息帶給學生；第四，如何檢討和研究。 

1998 年教育署做了檢討研究，發現效果很滿意。1999 年，課程推行了三年，我與許錦

屏博士合作研究，一起訪問先導學校的學生，了解他們對此課程的看法。兩個研究的結

果都很一致，學生都認為課程對於他們個人成長及師生關係有幫助，反映需要繼續有系

統地跟進和推行情意教育課程。 

其實，首三年很吃力，最初有其他教區學校校長知道這個先導計劃後，也表示要在校內

推行情意教育。起初雖然只推行十二個課節，工作的確很艱鉅，因為一切要從頭做起。

回想編寫課程的經驗，更強化我要有系統地與學校配搭，合力設計、推行及跟進課程。

首三年的工作，因我是獨力編寫教案，礙於資源及時間的限制，需要平日探訪學校之後

才能編寫，試教過後又需要修改，時間不足，十分困難。有感於此，我們需要集合資源，

致力成立專業發展小組，成員包括德育課主任、輔導主任、宗教倫理科主任、許博士及

本人。於是在 2000 年 9 月，我與許博士一起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邀請五所教區學校參

與，編寫課程。到目前為止，已有九所教區學校推行情意教育。 

我們的工作包括：第一部份是課程編寫和設計；第二部份是教師培訓；第三部份是提供

諮詢服務予校長及中層管理的老師；第四部份是檢討和研究。第一部份的工作，在 1996

至 1999 年間，本人獨力進行，幸好有此項基金，邀請了五所學校的老師與我一起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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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和設計課程。因著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首三部份的工作，我與五位老師主力進行。 

而第四部份的工作，以往不是有系統地進行，正因這計劃，我與許博士一起合作，有系

統地進行檢討及研究工作。 

 

(一)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的每一個活動都需要學生參與，只有老師講而學生聽，不容易全然吸引學生。

因此，課程設計需要圍繞課程的特色，包括：第一，基本信念，包括對生命的看法、對

自由意志的看法，做建設性或者傷害性的選擇，以及如何為自己所做的事承擔後果和責

任。第二，要有 self-reflection (反思)，課程的設計要幫助學生自我反省，並在遊戲中讓

自己去感受和體驗，自己去醒覺。第三，要有 interaction，即是要互動，不單是學生與

學生之間的互動，也需要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我們鼓勵老師分享自己的經驗及示範

課節內的活動，例如有關欺凌的課題，老師可以先示範如何扮演欺凌的角色，然後與學

生們一起分享感受。我與專業小組的老師便沿著這幾項原則和目標去設計課程。 

 

(二) 教師培訓 

我們將信念演繹成三個宣言：第一，生命是獨特、尊貴、有價值的；第二，每個人都擁

有自由意志去選擇建設性或傷害性的行為，但是為了愛自己及愛別人，我們要作建設性

的選擇；第三，我們要為自己所作出的選擇承擔後果和責任。 

說來簡單，不過單單是第二項宣言，我們便要花上很多時間，舉辦工作坊去進行培訓，

幫助老師明白自由及自律的真正意義。 

在教師培訓時，有些老師對某一些信念未盡認同。每個人都有成長的限制，也許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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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會影響我們對事情的看法，我們需要透過教師專業培訓，將信念透過工作坊逐步帶

出。如果時間不充足，我們便邀請老師出席 review meeting (課程進展會議)，讓他們發

表意見，而最重要的是要帶出信念和技巧，例如：如何誘發學生表達自己？如何營造和

諧的課室環境，令學生願意去表達自己，學習聆聽別人，又不急於批判？課程的推行實

在有很多技巧需要老師去掌握，所以，在教師培訓方面，我便沿著信念與技巧這兩個方

面去提供支援。 

 

(三) 學校諮詢 

1.  老師諮詢 

在 school consultation (學校諮詢)方面，我會先分享如何支援中層管理的老師，特別在課

程設計方面，先給予老師一些指引，然後，圍繞課程的發展方向去設計和編寫。這課程

總共有六個範疇，即四十二個課節，除了首要範疇基礎信念篇之外，另外五個範疇包括

自我管理、情緒管理、認識自己、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至於如何選取及編排課程，特

別是某些範疇中，有些課節的設計是連續推行的，例如欺凌行為。在課程編排及計劃方

面(curriculum planning)，我會幫助老師去選取並了解學生的需要，以便有合適的安排。

編排課程的同時，我會請學校預留時間進行培訓。 

另外，我觀察到中層老師的角色需要被肯定，因為他們不單只是在校內幫助班主任安排

影印工作紙，或者購買小禮物等，更重要的是要和教育心理學家互相補位。當我們完成

培訓後，他們要在校內協助老師如何調適課程，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同時，他們也要協

調有關部門主管，例如輔導主任，進行跟進的工作等等。 

課程推行的首三年，我是主力編寫課程，提供給老師推行。我很贊同 Prof. Gysbers (艾

斯柏教授)所說的，我們需要彼此協作(collaboration)，這個計劃便給予我們一個合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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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學校與教育心理學家為伙伴 (partner)，一起研究，交換意見。同時，在發展及設

計過程時，老師感到課程是他們共同創作和擁有的，對老師而言，是一種能力的肯定與

認同 (sense of ownership and empowerment)。 

 

2. 校政諮詢 

校政諮詢是指提供意見給校長，如何在校政上支援情意教育的推行，例如訂立雙班主任

制，安排他們一起教授課程。有些學校甚至將情意教育納入成為正統的課程，演繹成「我

才有用」、生活教育科、德育科等，將信念實踐在正規的課程中，這樣安排，時間會較

為充裕。另外，我也建議學校預留時間進行教師培訓，甚至有些校長會安排班主任有共

同空堂，不用放學後開會，他們可在空堂時進行集體檢討和備課。有些學校更會安排一

位特別助理，專為課程影印工作紙等，以協助中層管理的老師。這些例子都是校長層面

在課程推行給予的支持。 

 

(四) 檢討及研究 

我們初步收集了老師和學生的意見，發現學生的人際關係、朋輩關係、情緒管理等得到

改善。其中有一位學生指出以前有人駡他，他一定不經思考便出手打人，但現在他卻沒

有這樣做。有一次他躲進洗水間冷靜自己時，他竟然掉下眼淚。訪問他時，他說了一句

令我很感動的話，他說：「原來愛是可以溶化很多仇恨」。當我事後將這件事告訴校長時，

校長也感到很吃驚，一個中一的學生竟然會有這樣的回應。 

學生們很欣賞與老師的分享，很享受課程活動，而且可以拉近師生距離，間接提昇師生

的關係。所有學生的意見也很一致，學生們都認為課堂很輕鬆，他們認為平時的課堂太

悶，而這些課程可以幫助他們減壓。他們很喜歡這些課堂，即使老師經驗不足，未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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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地帶領活動，學生們都一致地認為我們需要繼續推行此課程，認為要推展到中二各

班，甚至中七級。 

老師的回應同樣反映課程對學生的成長有幫助，加深了他們對學生的認識，而且可以提

昇師生關係。而學生更有機會反省和肯定自己。青春期的少年人其實很需要別人的肯

定，尤其是朋輩的肯定。透過活動，學生的確可以互相欣賞、肯定自己及別人。老師也

認為學生之間的關係較以往和諧。另外，他們也認同課後的跟進也很重要，因為課程的

編排不單是在課堂上，而是需要延續到課堂以外。另外，雙班主任制度也加深了老師之

間的協作和溝通。 

最後，我想引用天主教香港教區的辦學信念來作總結，就是我們要肯定每個人的生命是

獨特、尊貴、有價值的；而我們設計的課程，當中的信念與教區的辦學宗旨十分配合。

我們將教材演繹成「愛的教育」，其中有學生文件夾(student folder)，收集學生每一課堂

的工作紙，就像協助學生收集學習歷程檔案。我們鼓勵老師不要批改學生的工作紙，而

是用心回應，讓學生知道老師重視他們的看法和感受。總括而言，其實推行情意教育只

是第一步，要具體在學校實踐此宣言，才可以幫助學生成長，令他們自省及內控。再者，

要營造一個關愛和信任的校園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結束今天的分享前，我想引用 2002

年 4 月天主教學校教師日的主題來互勉，讓我們「燃亮生命、關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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