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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父母的社經地位低, 及/或個人的弱能/殘障, 社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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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弱勢… 

 必然 

①無心向學 

②向上流動機會少 

③地位被固定？ 

香港弱勢社群的學生… 

不是… 



學生如何能脫離弱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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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基金會-整全的模式 
• 陳校長天地-支援弱勢中之弱勢學生 
• 學校起動-擴闊視野製造更多成功機會 
• 其他民間組織/慈善機構/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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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支援  

(A) 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提供支援 

 籌備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及加強支援下
一代（勞工及福利局） 

 邀請關愛基金繼續向沒有住在公屋、沒有領取綜援的低
收入住戶提供生活津貼（民政事務局） 

(B) 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 

 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就讀合資格自資專上課程的清貧學
生增加學習開支助學金。（教育局） 

 容許所有學生貸款人可以選擇在完成課程一年後才開始
償還學生貸款。（教育局） 

(C) 調查重新審核津貼資額 



 確保兒童及青少年都有同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和培訓 

 透過政策、措施與跨界別部門（教育、勞工、
社福、民政事務）合作底下為需要人士提供支
援與保障，滿足他們基本生活所需 
 

 任何涉及教育政策和學校教育措施的新建議方
案中，除了提供撥款外，宜同時在學校教育的
制度和架構上提供一個發展的空間和時間表。 
 

政府 



 政策常變，即使好的政策也沒有完美之處 

 

 政策不能代替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與教導，也不能
代替父母給予子女的身心靈需求 

 

 老師不是有百般武藝,萬能老官,不應該把照顧和
支援學生多元和參差能力的責任和期望全部放在
老師肩旁上 

 

 教師教育和專業發展課程也不應是純粹為政策服
務 

 

 

  政策的限制  



  志願機構、企業與政策  

 支援學生多元發展的責任和角色作進一步的分工 

 把常規課程以外的情緒、人際關係和品格等支援角
色分配予不同的界別和持分者，分擔學生多元發展
的責任                                                          

 如善用民間不同界別的力量： 

1. 如人力、物力、財力、心力、智力和社會網絡  

 

 教育、企業及工商界携手履行社會責任 

有心支援 放下身份 

同步並肩 共同實行 



1. 學生在學校時間佔大概三分一 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2. 發掘潛能的地方 

3. 老師是學生成長期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角色 

4. Re-connection 關係重建（老師、學生、家長：家長要多理
解兒女在校情況，老師要多注意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狀況與他
們家庭的背景） 

5. 導修課（師生：開拓老師空間/Face Group） 

6. Project Week  活動週（離開課室的一週 專為學生設置活動：
建立價值、靈育、逆境生存、自我尋求答案的空間、排除難
題、正確人生觀、積極人生取向） 

7. 功課時間設上限（平衡每天作業時間，與家長合作 不要因
為作業過量導致無時間參與其他校外活動） 

8. 設常額輔導主任 : 個人或小組輔導, 專為新移民、成績低或
不合格、特殊需要的學生服務 

 

 

 

學校可以做什麼? 



 教學、育人 

（書本知識固然重要，但討論人生志向、待人處世、逆境
求生等道理也不可忽略） 

 愛的表現 認識學生的需求 

（鼓勵與勸勉，發掘學生對學習的推動力、從而建立對學
習的歸屬感與擁有感） 

 讚賞學生 建立學生對自己的肯定與價值 

（先讚賞，後再提出學生可進步的空間） 

 接納而非忽略或隔離 

（每位學生都非常需要被注意和關懷） 

 

 

 

 

老師的責任 



 老師不是「萬能老官」 
 

 把教學的專職重新歸回老師，真正落實課程內容。 
 

 學校應是一個協調資源配對和引進社會資源的平台,
把學生多元化活動納入評核範圍，成為基礎教育的一部分把學
校以外的學習經歷結合正規課程 

 

 另類學習途徑找到肯定和出路， 並獲得資歷架構的認可和政
府的資助 

 

 精簡正規課程架構，釋放學習空間 

 
 統一家課時數，預設上限，平衡學生身心靈整全品格和健康的

生活習慣 

開拓教學空間 



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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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靈育對學生整全生命的影響 
研究顯示,恆常參與信仰活動的中學生較樂觀和積極面對
生活,在以下各方面都有較正面的發展 



反思 

 

 在今日香港,弱勢社群的學生是否再努力也勞而無功？ 

Are the students from the socially-vulnerable / 
disadvantaged groups fighting for a lost cause? 

 

 除了津貼與資助以外的實質需求，還有甚麼方法或
途徑可以改善弱勢社群學生的未來？ 

 

 

 

 

 



總結：群策群力-開拓未來 

 

 當今天我們思考如何為弱勢學生拓展未來的時候，
焦點便應該放於如何為現今的主流學校教育開拓新
領域，引進不同的社會界別，作出思考和提供參與
的平台，把支援學生多元發展的責任和角色作進一
步的分工。 

 
 如果能凝聚力一股新的教育支援力量，把學校以外
的學習經歷結合正規課程，並獲得資歷架構的認可
和政府的資助，善用民間智庫，針對不同弱勢學生
的多重而參差的學習起點和特性去作出服務評估和
調適，相信支援效果會更佳，一些不能在主流學校
中找到成功或滿足經驗的學生，也可以透過另類學
習途徑而找到肯定和出路。 



Appendix 附件 

 扶貧委員會轄下設有6個專責小組，包括: 

(1) 改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 

(2) 支援有特別需要的弱勢社群； 

(3) 通過推動教育、就業和培訓去鼓勵自力更生和加強向上流動
的機會； 

(4) 促進社會參與，推動政府、商界及社區的跨界別合作； 

(5) 實施由關愛基金資助的扶貧、防貧措施； 

(6) 推行由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資助的社會創新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