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自2000年，「全人發展」便成為了本港教育政策的一大目標。然而，教育制度一直以成績作為主導，使大眾忽略全人發展的

重要性。因此，我們提倡以新方法重塑全人發展，並透過一份簡明而整全的框架，釐訂學生應有的核心能力、相關技能以及

價值觀，助他們多元發展。

經過以上兩個階段，我們希望鼓勵及展示教育界調整方針的決心，並就現行「全人發展」的做法提供意見，最終為改革現行

教育制度提供大方向。以下摘要將闡述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由2018年2月至同年7月，研究團隊進行了18次訪問以及會議，旨在了解學者、中學校長、教師、青年工作者及其他教育持份者

對於教育體制現狀的看法，亦諮詢了他們就中學生全人發展之應有核心能力的意見。除此以外，研究團隊更參考了多個海外

例子（例如：歐洲、新加坡及台灣），並就著香港實際情況，制訂出全人發展框架。

目標

制訂框架時的指導原則  
 ● 全面發展學生的智能與非認知能力，賦予學生自主能力靈活應對生活上各種情況
● 裝備學生，令他們有所需技能面對世界的急速變化，如全球化、人口老化與科技發展等
● 幫助學生在六年中學生涯中建立個人身分價值 
● 在「提升職場競爭力」與「保持及改善心理健康的需要」中取得平衡，以提升學生對校園生活的滿意度 

《全人發展框架》

旨 在 就 全 人 發 展 的 各 範 疇 及 指 標 ， 提 供

整全的論述

第一階段

《香港學校的全人發展 — 個案實踐》

旨在促進學校集思廣益，以框架中為基礎，

發展及構想出一系列有關全人發展的政策

和活動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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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能力
•  關係管理

關係素養

公民素養
•  時事觸覺
•  履行公民責任
•  義務工作

國際視野 

•  跨越文化 
•  環境意識

身心健康

•  心理健康意識／學習與生活平衡
•  運動參與

•  領導與執行能力 
•  自主技能
•  創意思維
•  批判解難能力
•  彈性與適應能力
•  體育精神
•  文化欣賞

生活技能：
抗逆力與解難能力 

框架組成部分
 《全人發展框架》設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包括 a) 核心能力、b) 相關技能與 c) 價值觀。

關係 核心能力 內容

自己 1. 身心健康 無論是心理上、社會上、生理上，青年應明白並採取適當
措施以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確立自己的個人興趣、
願景，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了解到與家人，朋友和社區建立可持續和健康的關係的
重要性

了解自己作為公民應有之公民權利和義務；了解社會事務
帶來的啟示；做出明智的公民決定

從全球視角關心並理解時事問題；於經濟，文化或政治
領域上與全球網絡聯繫；成為世界公民

具有必要的生活品質；自我管理，迎接生活挑戰

3. 關係素養

社區 4. 公民素養

5. 國際視野世界

朋友

2. 生活技能

a) 核心能力
     下列的核心素養能鼓勵學生與社會上不同的人建立成熟的開係。

b) 相關技能

核心能力

技能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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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同情心

平衡不同需要
自我價值
抗逆力

責任感
生產力

謙遜

樂觀



c) 達致「全人發展」的所需價值觀
 何濼生教授建議了「LIFE」— 一個包含四種特質，以建立精神資本，實現「恆久快樂」的框架。由此，我們在每個特質中

提出了兩個與全人發展相關的價值觀。

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定義 建議全人發展價值觀

Love 愛 關愛他人、以及真切關心其他人福祉的傾向 � 同情心

� 謙遜

� 平衡不同需要

� 自我價值
Insights / 
Wisdom

感悟/智慧

對（1）平衡或比例的認知；（2）擁有一種生活方式或文化，
容許「有效地製造精神載體」(efficient production of mental 
goods)，及（3）有明辨因果的能力 

� 抗逆力

� 樂觀
面對逆境的能力Fortitude 

堅毅

� 責任感

� 生產力
實踐想法的能力Engagement

全情投入

預期成果 
 核心能力（包含相關技能）與價值觀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發展核心能力有助培養價值觀；另一方面，相關價值觀能有助鞏固

所獲得的核心能力，以及帶領學生正面地運用這些能力。我們期望，這份框架能為未來探討教育和青年工作領域的全人發展

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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