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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政策」 

2022/2023學年工作計劃 

1. 目標： 

「健康校園政策」的重點在幫助學生發展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等。 

 

2. 「健康校園政策」四個元素： 

(1) 發展一個統籌健康事務的管理與組織系統 

(2)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3)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4) 辨識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和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3. 推行「健康校園政策」及職責：(元素一：發展一個統籌健康事務的管理與組織系統) 

(1) 管理與組織： 

➢ 「健康校園」工作由校長及副校長督導，由公民教育委員會統籌健康校園工作，訓導委員會統籌學生測檢工作。 

(2) 檢視及落實健康校園政策： 

➢ 各功能小組包括學校發展組、學校領導組、學生成長發展議會、學校行政議會等，進行會議商討、制定健康校園政策，並

協調分工，監察及檢討工作計劃，以推行和落實健康校園工作。 

(3) 校風及學生支援、學生表現： 

➢ 由輔導、訓導、公民教育、總務、課外活動、家長教師委員會等不同的委員會落實及執行健康校園工作和活動。 

(4) 學與教、學生表現： 

➢ 由教務、學科有系統地透過課程或活動推行健康教育。 

(5) 職責：  

➢ 統籌校內所有健康事務。 

➢ 透過不同的途徑確保所有員工認識及支持校本的「健康校園政策」。 

➢ 制訂機制，定期對政策作出檢視及評估，作出改善。 

➢ 識別學生的需要，釐定學校的工作重點，檢視校內及社區的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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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校園政策」工作計劃： 

元素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元素二： 

營造健康的校園環境 

舉辦到校教師禁毒課程/工作
坊，讓老師了解青少年吸食毒
品的最新趨勢，並掌握辨識吸
食毒品的徵狀及行為表現。 

06/2023-

07/2023 
70%教師認為課程能

提升教師的禁毒知識 

問卷 公民教育委員會 

透過家長通訊及講座，向家長
宣傳健康訊息，提升溝通及管
教子女的技巧等。 

全學年 70%家長認為通訊及

講座能提升他們管教

子女的技巧 

問卷 家長教師委員會 

舉辦關愛校園主題活動，以青

少年成長健康為題，由社工、

輔導老師主持工作坊/延伸活

動，與學生分享健康成長的訊

息，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自我

形象，提高自信。 

全學年 全校學生至少參加 1

次活動 

問卷 

觀察 

輔導委員會 

鼓勵學生參與新冠病毒病及

流感的防疫注射。 

全學年 統計防疫注射人數 觀察 公民教育委員會 

為教職員、學生提供一個安全 

及健康的校園環境，包括定期

檢視/巡查學校設施及校舍清

潔、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衛生、

使用設施時要注意安全等。 

全學年 定時完成維修損耗設

施及每天進行課室及

洗手間清潔 

會議檢討 

觀察 

總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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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元素三：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舉辦推廣健康生活活動，包括

攤位遊戲、水果日、展板展覽、

講座/工作坊。 

全學年 檢視「校本輔導獎勵

計劃」有關正向教育

的反思。 

觀察 公民教育委員會 

輔導委員會 

 

舉辦學生禁毒講座/工作坊/話

劇，教導學生知法守規，恪守

紀律，切勿誤交損友，建立積

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培養良好

的言行素質。 

全學年 70%學生認為講座/工

作坊 /話劇能提升學

生的禁毒知識 

問卷 

觀察 

公民教育委員會 

訓導委員會 

 

增加學生校內服務及接觸社

區的機會，並滲進正向教育元

素。 

全學年 檢視「校本輔導獎勵

計劃」活動紀錄次數 

觀察 輔導委員會 

在現行正規課程中，加入禁毒

教育的課題，包括中一生活與

社會科在「個人與群性發展」

單元加入毒品的禍害議題。 

中一級參與衛生署「成長新動

力」，課程加入「抗拒誘惑」專

題。中二/中三及高中中國歷

史科在「鴉片戰爭」單元加入

毒品對社會民生的禍害。 

全學年 檢視學生的文字反思

及口頭回應 

課堂觀察 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領域 

舉辦「多元活動週」及「全方

位學習課程」，幫助學生發掘

潛能，培養正面及積極的人生

觀。 

全學年 學生在「多元活動週」

的問卷中有 70%或以

上表示能從動中得到

經驗 / 啟發 

問卷 

觀察 

課外活動委員會 

 

  



第 4 頁，共 4 頁 

 

元素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元素四： 

辨識可能需要幫助的學生

及建立相關轉介機制 

 

訓導主任、輔導主任、級訓
導教師、級輔導老師與班主
任定期召開分級個案會議，
以協助有學業、情緒或行為
問題的學生及策劃跟進支援
措施 

全學年 70%的與會教師表示

會議能辨識及協助

有需要的學生 

檢視會議紀

錄 

問卷 

訓導委員會 

輔導委員會 

學生支援組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提供特定專業支援

及意見。 

全學年 80%以上個案得到適

時轉介與及跟進 

檢視會議紀

錄  

老師觀察 

學生支援組 

輔導委員會 

輔導委員會、訓導委員會和社

工緊密聯繫，辨識在情緒健康

及行為問題等有需要的學生

轉介社工作跟進及支援措施，

學校會與家長聯絡，如有需要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及向教育

局或警方求助。 

全學年 80%以上個案能適時

轉介與及於往後日

子能提供合適跟進 

紀錄  

老師觀察 

輔導委員會 

訓導委員會 

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