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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摘譯自朗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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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教育只是一個統稱，要清楚知道其確實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世上所有

有關該統稱的表述 1 才可以評估和互相比較。筆者認為2 “情意教育” 是教育過程的一部份，

而那部份專指學生的態度、感覺、信念和情緒，即是有關學生的自尊，以及其個人和社交

的發展。法語 “Je suis bien dans ma peau” (直譯為：我皮膚內很好) (意譯為：I feel good about 
myself 我感覺很好) 所蘊含的意思或許更能恰當描述我們對情意教育的著眼點。另外，個

別學生的特質，以及他們和其他人的關係是否良好也是情意教育的深層重點，所以人際關

係和社交技能均是情意教育的核心。推而廣之，學生支援和輔導，以及教育中情意和認知

層面的相互關係也屬情意教育探討的範疇。學生對自己修讀的學科和自己作為學習者的感

覺，相較他們自己的實際能力，實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影響力。 
 
情意教育最少可在下列三個不同層面推行，而效果也因時間而異，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

三種效果。三個層面分別為： 
 
 個人：注意力集中於學生身上，探討範圍包括學生的自尊、情緒認識、學習技能、人生

和事業的計劃。 

 小組：注意力集中於學生隸屬的組別身上，探討範圍包括學生在小組中互動的特性和素

質。 

 機構：注意力集中於學校整體。探討範圍包括學校範圍的素質，專為學生提供的支援和

輔導，以及校方是否關心和重視學生福利。 
 
學校可循某些指引 / 主次序列開展成效可見的情意教育。但因為情意教育的主次序列因校

而異，所以重點應放在學生的需要上。學生應有機會在討論中表達他們自己關注的問題，

                                                 
1 所有有關該統稱表述的例子包括學生關顧、個人和社交教育、訓導和輔導、全方位輔導、社 
交情緒學習、情緒認識、性格教育、全人教育、人生教育等等。 
2 經過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的研討，“情意教育” 的釋義可能已有所共識，但此文所用的釋義仍 
應視作暫定釋義，而此釋義亦大有可能再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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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們如何意識到自己的需要。而他們所意識的應為學校設計情意教育課程的內容和方

向前的一項根據。然而，除了學生的意見，設計情意教育課程前，當然還需要考慮其他因

素和各參與課程的人物及團體。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學校得知道有關各方所持的價值觀。教師、家長和學生應安於學

校所推行的情意教育工作，並認為該等工作是恰當的。該等工作關乎學生全面的發展，並

影響一般人對學生最終成為怎樣的人的考慮。雖然期望該等工作獲得全面共識可能不大實

際，然而，該等工作的作用獲得廣泛支持是可以肯定的。一旦開展了某個計劃和有關的課

堂教學方向，學校必須保證該等計劃和教學方向繼續運作。假如沒有實際的審核策略，鮮

能把該等工作的效益長期維持於高水平。因此，定期評估和推行教師專業發展計劃是理所

當然的。因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涉及很多不同方面，所以除了學術成績，學校應鼓勵學生於

不同方面取得成就。上述的發展計劃表明教師訓練包括職前和在職兩種。該等訓練需要時

間和資源，假如沒有這些元素，訓練的素質便會減低，而教師也不會太重視該等訓練。 
 
不僅學生，所有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準備隨時改變自己，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教育工作者

應抱持開放的態度，敢於表達他們的感情，並懂得何時不作判斷。請緊記，指令學生思考

甚麼並不是教育工作者的職責。 
 
模式 
 
為了令讀者更能掌握 “情意教育” 的內容，筆者特擬設下列模式闡釋： 
 
有關情意教育的三層模式 
 
回應 / 治療：  發現問題後，立刻行動，如輔導或轉介社工 (例如：在學校，支持

喪失親人的學生，調停學生打架並探討事件來龍去脈)；告訴學生儘

快做好工作；對學生的過份行徑作出回應；偷竊事件發生後，向整

體學生告誡誠實的重要性。 
 
事前行動 / 預防： 問題發生前行動，如訓練學生更加果斷，鼓勵他們參與禁毒禁藥計

劃等等 (例如：在學校，與班中學生討論譬如喪失寵物和寵物死亡

的事情)；提供機會讓學生發掘和表達感情；教導學生學習、作出決

定、解決問題和化解衝突的技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在道德方面作自

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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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 / 發展：  正面鼓勵學生個人發展，如角色扮演---涉及人際技巧 (例如：擬設

個案待學生作出決定；在課堂講解自尊的問題及稱讚和鼓勵學生；

鼓勵學生自我學習，從而學得更快、學懂更多；從一個更廣的角度

向學生分享精神上的體驗。) 
 
 
 
另一個分析情意教育的方法是從教師的角度著手。多個來自歐洲的初步研究顯示，一般人

認為教師在情意教育方面應可擔當不同的角色。研究指出在某些系統，教師可能只需要在

情意教育中擔當一個角色；而在其他系統，則是幾個角色才足夠。直到現在，一般人認為

教師應擔當以下的角色： 
 

 作為關懷者，旨在向學生(通常是一組或一班學生)提供支持和福利。同時，亦有人期望

他們會特別為某些或全部學生多做一些個別工作，並認為他們提倡學生參與的課堂和課

外活動應包含情意教育的元素。 

 作為個別學科的專家，在他們的學科 / 課堂教育取向中加插情意教育的元素。 

 作為特定計劃的倡導者，例如家長教師會、輔導和性格教育等等。 

 作為專家的助手，例如輔導工作者。 

 作為管理人，管理其他關注情意教育的人士。 

 作為個別小組的特定教師，因該教師長期任教該小組，或已與該小組建立了長久的關

係。 
 
一般而言，在情意教育的角度上看，教師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教師被視為能夠完全掌握

情意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另一類教師則需要學習更多專業知識和技能，才有能力參與情意

教育。根據第一種說法，大部份教師理應參與情意教育；根據第二種說法，則在某些學校，

理應只有少數教師能夠參與。 
 
建議 
 
開展成效可見的情意教育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過份著重內容，即過份注意學生應該學習甚麼

而忽略他們應該怎樣學習。學校需擬定教學方法，鼓勵學生多聆聽他人及多向他人學習。

教師亦應鼓勵學生發展他們發現有用的技能，如他們應學懂利用互聯網，但他們更應發展

學會評估網上資料素質的能力。他們亦應參與富爭議性題材的討論，例如複製技術、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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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生物和安樂死等，並應盡量爭取自我作出決定的機會---班會就是一個很好的途

徑。學校和教師也應向學生提供更多演出和角色扮演的機會，鼓勵他們在情意教育方面有

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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