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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況和計劃簡介

推動創新青年項目的現況和新穎做法
推動創新青年項目是青年發展中的重要一環，而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現為青年發展委員會)

於2017年發布的《香港青年發展策略》，青年項目可以大致分為七類，其中一類有關全人發展，

旨在培養青年的多元智能和才能，例如體能、文化欣賞、責任感和社交技能1。這些項目對於青年

能否盡顯潛力和滿懷希望，均起着關鍵作用。為此，青年項目須力求創新，以協助革新現有做法

和應對將來的挑戰。可是，現時香港的青年項目創新發展相對落後，特別在教育方面，據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在2019年發表的教育創新指數顯示，香港創新發展較國際平均數為低2，且與參與國家和

地區相比，香港的創新發展在中學、數學、獨立獲取知識及功課等範疇較弱，這是相當可惜的。

	

政府、本地慈善機構和有關基金會是推動青年發展的重要持份者，包括資助不同創新項目，以

支持學生的全人發展。政府設立的優質教育基金由1998年開始每年資助學校推行創新項目，在

2021年的撥款及獎金支出超過三億元3。對超過二十萬元的撥款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優先考慮

一系列的主題，當中包括「學生的均衡發展」，藉此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身心均衡發展。慈善

機構亦一直投資和拓展不同青年項目，支持項目持續發展和擴大。從香港大學在2016年發表的

「Giving	Hong	Kong	Report」報告發現，撇除各大企業，香港共有1,808家慈善機構，當中近九成

(89%）提供捐款或推行項目的受惠者為青年，而近六成半（64%）慈善機構將捐款用作應對

本港的教育挑戰4。可見，香港大部分慈善機構主要在青年和教育方面運用其資金。

現時，有意申請資助推行創新青年項目的團體，可申請政府不同資助計劃和接觸各大慈善機構和

基金會。不過，這些申請途徑一般有兩個問題：一）申請和行政程序繁複，以及二）對申請者的

往績和身份有較高要求。部分資助計劃的申請者必須是註冊為非牟利或慈善組織的機構；同時，

要求申請者呈交各類文件，包括詳細的建議書、相關海外研究、財政資料等，這都大大阻礙了

具創意但缺乏經驗和人手的項目獲取資助。另外，有關注慈善機構運作的倡議平台指出，傳統

慈善機構如果以項目為單位提供資助，一般涉及過量的行政程序和文件，這亦會導致忽視了項目的

長遠效果5。

1	 青年事務委員會（2018年3月）。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
	 取自https://www.ydc.gov.hk/files/pressroom/public_engagement_report_tc.pdf
2	 OECD	(2019).	Hong	Kong,	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Index.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MIE2019-Country-Note-Hong%20Kong.pdf
3	 審計署（2022年2月）。優質教育基金截至2021年8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counmtg/papers/cm20220427-sp036-c.pdf；
	 優質教育基金（2014年）。目標及資助範圍。
	 取自https://www.qef.org.hk/tc/aboutus/objective_scope.html	
4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2019).	2016-2017	Giving	Hong	Ko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ccsg.hku.hk/wp-content/uploads/2019/12/GivingHK-Report_2016-2017.pdf
5	 Catalyst	2030	(2022).	Shifting	Funding	Practices.	
	 Available	at:	https://shiftingfundingpractices.catalyst2030.net/	

1

https://www.ydc.gov.hk/files/pressroom/public_engagement_report_tc.pdf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MIE2019-Country-Note-Hong%20Kong.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counmtg/papers/cm20220427-sp036-c.pdf
https://www.qef.org.hk/tc/aboutus/objective_scope.html
https://ccsg.hku.hk/wp-content/uploads/2019/12/GivingHK-Report_2016-2017.pdf
https://shiftingfundingpractices.catalyst2030.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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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不少具創新意念的青年項目仍在起步階段，在構思和資源方面相對缺乏，故本身在申請

政府或大型慈善機構的資助計劃有先天不足，未必有能力和人力資源應付這些資助計劃的行政

程序，或未有足夠數據證明項目的成效。即使當中有別具潛質的項目，能將創新教育意念帶入

學校，但礙於上述情況，難以得到政府或大型慈善機構的青睞。此外，無論資助者是政府、慈善

機構還是基金會，項目提供者大多須自行聯絡不同學校洽談合作和配對、自行設計和執行項目的

成效評估；仍在起步階段的項目提供者，未必有足夠的人脈網絡和相關經驗處理這些事項。

我們曾訪問兩個本地慈善機構，了解它們資助創新項目的現況和有甚麼較為新穎的做法。其中

一個慈善機構表示，越來越多慈善機構及基金會擔當連結者的角色，為不同項目的持份者提供

平台互相認識和洽談合作，例如慈善機構與項目提供者和教育界人士積極溝通，了解他們提供的

服務和需要的資源。另一個慈善機構近年亦以靈活模式資助推動創新項目，儘量提高審批的

效率，繞過一般大機構的繁複程序。在策劃項目期間，他們與項目提供者進行「共建」，共同

商討項目的方向和內容。項目提供者當然熟悉項目本身的內容，但未必了解慈善機構的期望和

要求，也未必知道如何以商業思維和管理技巧有效地經營項目，而慈善機構正好為項目提供者分享

這類實用資訊，以合作夥伴的角色引導他們逐步建立和發展創新項目。此外，為增加客觀性，

慈善機構亦會安排合適的第三方機構（包括本地大學）為項目進行成效評估。可見，一些有前瞻性

和創意的本地慈善機構亦嘗試在傳統的資助模式以外，引入較為新穎的做法。

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亦在本地中學推行「全人發展教育實驗計劃」，以開放靈活

模式提供資助，推動有創新意念的青年項目在中學實行。MWYO亦以此為案例，研究這種資助

模式是否對項目提供者、學生、校方，以至整個項目的質素有正面的影響。我們特別為有提供

捐款或資助予創新青年項目的慈善機構和基金會（下文統稱：慈善機構）提供研究心得和建議，

希望它們在推行任何與青年發展相關的項目時參考，因為其在執行上的靈活度比政府資助計劃

高，在資源運用上更具彈性。

MWYO「全人發展教育實驗計劃」
MWYO在2017年舉辦多場青年公眾參與活動，發現考試導向的文化扭曲了香港的教育制度。

研究團隊認為，除了推動大學收生改革，在各持份者中（如教育家、青年、家長、非牟利機構及

慈善團體）建構全人發展的文化也同樣重要。他們可擔當牽頭的角色，在自己的崗位上推動全人

發展。因此，為推廣全人發展文化，MWYO於2019年制定了「全人發展框架」6和發表《香港

學校的全人發展個案實踐》7報告，以提供全人發展的知識基礎。在本地中學推行的「全人發展

6	 MWYO於2019年在《香港中學生全人發展框架》報告中發表「全人發展框架」。
	 請參閱以下連結：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84725Rn47P.pdf
7	 MWYO青年辦公室（2019年）。香港學校的全人發展個案實踐。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067274hIk5.pdf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84725Rn47P.pdf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067274hIk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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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驗計劃」（下稱：本計劃）是上述研究的後續項目，於2019年9月正式展開。MWYO希望

透過研究和行動，在香港建構為青年項目帶來創新的資助模式，持續地為教育帶來新意念。本計劃

主要有三個目標：

1.	 以開放靈活模式提供資助，推動有創新意念而促進全人發展的青年項目；

2.	 鼓勵教育界持續討論和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

3.	 支援本地中學透過舉辦各類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全人發展素養，包括財政支援、諮詢和

聯絡不同服務提供者、提供項目成效評估等。

本報告以本計劃作為案例，探討計劃設計能否有效帶動學校創新和協助活動實施。由於不少申請者

於項目執行上仍在起步階段，未有足夠資源成立機構或社企，但其計劃內容有創新性及配合「全人

發展框架」（詳情請見表4.1），因此MWYO容許以個人名義申請。我們希望透過本計劃，既讓

他們以評核結果申請其他資助，也讓他們累積經驗和資源，長遠成立機構或社企。

本計劃由2019年開始至2022年8月底完成，期間收到約30間機構或個人申請者聯絡我們。

MWYO會就着他們的初步理念給予意見；過程中亦體現實驗計劃的精神，透過與他們共建項目，

將可行及創新的計劃帶入學校。若發現其考慮的細則不符實驗計劃之目的，我們會提出以讓

申請者作出修正或構思其他項目。最後我們成功與10個單位合作，在22所中學推行全人發展

項目。MWYO向每個項目給予約10萬至45萬港元的資助，金額按計劃書的內容和預算而定，

包括參與學校、活動模式和時數，以及場地、培訓、人力和物資等開支。各項目之詳情如下：

表1.1：「全人發展教育實驗計劃」資助項目簡介

項目名稱及日期 項目提供者 參與學校 簡介

善意溝通

學校計劃

(2019年9月至

2020年11月)

JUST	FEEL	

感講

保良局馬錦明中

學、馬鞍山聖若

瑟中學

此項目旨在通過共同學習焦點小組培訓，讓老師更

深入了解善意溝通和社交情緒教育。透過培訓，

老師能夠利用溝通技巧和關係管理技巧，幫助學生們

和朋友建立更好的關係，知道如何在學習和生活

之間取得平衡，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受訓老師也能

指導學生學習和實踐相關價值觀，特別是同情、

謙遜和需求平衡。

Education 

for All

(2019年9月至

2022年7月)

ImpactHK 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天主

教培聖中學、聖

公會基孝中學、

萬鈞伯裘書院、

慕光英文書院

香港有不少無家者，而社會對他們缺乏關懷和照顧。

ImpactHK提供一個關懷無家者的平台，通過此項目

讓學生了解社會上無家者的困境，以及同理心和善心

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學生能透過仁愛行（Kindness	

Walk），親身接觸和探訪無家者，學習關懷及愛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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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循巴士

教室」計劃

(2019年10月至

2021年5月）

炮台山循道

衛理中學

炮台山循道

衛理中學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有大約四成的自閉症學生為巴士

愛好者，故於2018-2019學年舉辦「路路通社交

小組」，提升學生的社交能力、社適技能、學業成績

和就業機會。為讓更多學生受惠，學校利用巴士公司

捐贈的舊巴士配件，於2019-2020學年改裝課室

成為巴士實景，以推行「炮循巴士教室」計劃，深化

學生在溝通技巧的學習，提升學生的合作能力、資訊

科技技能、生活技能及情緒管理能力。

「身心放輕鬆：

從心休息」計劃

(2020年10月至

2022年6月）

聖雅各福群

會青萌銅鑼

灣綜合服務

中心

香海正覺蓮社佛

教正覺中學、佛

教黃鳳翎中學

香港學生面對嚴重的壓力，而一般課程欠缺教導學生

面對和處理壓力的方法。聖雅各福群會透過此項目，

在校內推動關注自己身心健康的文化，並以「正念

減壓」和「善意溝通」的方法，讓學生留意到自己的

身心狀況、學習如何面對壓力、情緒和衝突、如何

創造內在空間和讓情感流動，以及如何從自己和

群體中找到支持。

「狗兒生活

哲學」動物輔助

生命學習先導

計劃

(2020年5月至

2022年8月）

香港動物輔

助治療協會

中華基督教會基

元中學、台山商

會中學、聖類斯

中學、伊利沙伯

中學舊生會中學

香港教育制度偏重學業成績，忽略「生命學習」的

視野。此項目透過動物的主題進行生命學習，讓學生

由「牠」者的生命哲學連繫到「我」的價值觀，學習

與生命有效的連繫。學生能透過治療犬的生命故事

和需要，提升正面價值觀，如同情心、責任感等。

他們也可透過不同的活動，提升面對生活挑戰及

學習的能力、生活技巧和關係素養，以及自我認識

和接納的能力。

Heritage

Discovery 

Programme

(2020年11月至

2022年8月）

Walk	in	

Hong	Kong

保良局馬錦明

中學

參與學校和項目提供者透過此項目，讓學生探索

區內的古蹟遊蹤，培養學生對社區的探索和發現

更多社區中的古蹟故事，從而與今天的社區有更多的

連結，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學生也能在項目中

設計社區古蹟遊，提升策劃、研究、匯報及說故事的

能力。

「藝術七型」

實驗發展計劃

(2021年3月至

12月）

Art	Seven 佛教善德英文中

學、鄧肇堅維多

利亞官立中學

「藝術七型」泛指七種藝術向度，而此項目嘗試理解

藝術與個人性格及心理向度的關係，透過八種不同

的藝術類別，把有關元素滲入於每節工作坊。此項目

提升學生認知及培養他們喜愛藝術，以及對藝術的

觸覺及欣賞能力，並透過各種多元藝術活動，讓

學生親身體驗和討論，引發個人個性的思考。



8

Grow for the 

Future Project

(2021年7月至

2022年7月）

Farmacy 元朗商會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

學、協恩中學、

聖保祿學校、萬

鈞伯裘書院

城市化為全球帶來影響，當中以農業受的影響最為

嚴重。此項目透過學生學習城市農業技術和創業

培育，鼓勵和促進學生明白和了解城市化對農業和

食品安全的影響，並學習如何運用城市農業技術，

親手培植高質素的食材。此項目有助加強學生對城市

農業技術和創新的理解及接觸，讓他們為未來智慧

城市的挑戰和機遇做好準備，並提升他們的國際

視野。

「夜夜好眠」

青少年精神健康

計劃

(2021年12月至

2022年8月）

香港遊樂場

協會彩德青

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創知中學、龍翔

官立中學

睡眠健康與精神健康有重要關係。若要提升青少年

精神健康，改善青少年睡眠質素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此項目透過講座和工作坊，讓學生認識失眠原因及

睡眠與五感的關聯。

高中魔術推廣及

青年魔術師培訓

課程計劃

(2021年12月至

2022年8月）

Little	Chill	

Workshop

新亞中學、聖保

羅書院

此項目利用魔術作為主要工具及以親身體驗為原則，

透過有系統的魔術培訓及組織演出，提升參加者

的文化欣賞能力、創意思維、溝通能力及自信心。

另外，此項目讓學生懂得如何欣賞魔術，並培訓一批

具創造力的青年魔術師，為本地帶來人才及恆常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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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和問題

本報告採用混合模式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學生問卷，以及學校問卷）以了解

活動對學生的成效和深入訪談以了解不同持份者對本計劃的評價。

表2.1：研究方法和主要探討問題

研究方法 探討問題

學生活動問卷

(收回838份有效的活動前問卷及

576份有效的活動後問卷）

•	 學生在參與項目前後，「全人發展框架」的核心能力是否

有改善（「全人發展框架」的核心能力請見附件一）

項目提供者深入訪談

(訪問10位項目負責人）

•	 項目提供者對政府和慈善機構的資助計劃的看法和期望，

包括申請其他資助時遇到的困難

•	 本計劃如何幫助項目提供者策劃項目、執行項目和評估項目

成效

•	 項目提供者對本計劃的看法和改善建議

校方問卷

(收回24份有效問卷8）

•	 學校對項目成效和本計劃的看法和改善建議

我們於2022年10月底前完成收集不同持份者的問卷，並於8月至10月與所有項目提供者進行

深入訪談。為檢討本計劃和各項目的成效，我們除了發表這份公開的總結報告，亦在2022年至

2023年初陸續將每個項目的成效評估報告供項目提供者和學校參考。本計劃由2019年底開始

實行，但由於疫情引致多個項目延期進行，各項目於2022年8月底才全部完結，以致2023年初

才能完成所有相關成效報告。

8	 22所參與中學當中，有兩所參與了兩個不同的項目，並為每個項目填寫一份問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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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四大原則的實踐和效果

為鼓勵更多有創新意念的青年項目能有效落實，並回應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遇到的挑戰，我們

在設計本計劃時以四項原則作為依據。這部分主要分析項目提供者對本計劃的意見，從而向慈善

機構分享執行本計劃的經驗和提供相關建議。

原則一：在行政程序上拆牆鬆綁
本計劃的項目提供者不需填寫任何申請表格，MWYO也沒有對計劃書、報告格式設定既定的

格式；所有由項目提供者提交的文件是按需要而定，申請截止日期也有彈性。本計劃歡迎任何

單位（不論單位是否註冊慈善團體），甚至是以個人名義申請撥款。另外，本計劃將匯報工作儘量

簡化，令行政手續和程序相對簡易。經過商討後的項目內容、方向及目標一致後，MWYO與項目

提供者共同商議有關的成效指標，目的是了解項目各方面的成效和背後原因，並不是評估項目

提供者的表現。若項目內容歷時超過三個月，則需呈交中期報告書和計劃完成後的報告書。若

項目不超過三個月，則只須呈交計劃完成後的報告書。機構無須呈交財務報告，但要保存所有

單據作紀錄。為項目提供者省卻行政程序的同時，MWYO的專責團隊要運用更多人力和時間，

更積極地處理申請和執行期間的溝通和商討的工作。

表3.1：本計劃資助的項目提供者類型和是否首次在學校推行項目

項目 項目提供者類型 是否首次在學校推行項目？

A 申請時為公司，現已成為註冊非牟利機構

B 學校

C 公司

D 註冊非牟利機構

E 註冊非牟利機構

F 公司（非牟利性質）

G 公司

H 個人

I 註冊非牟利機構

J 個人

註：第三部分的分析希望以匿名方式處理，故此項目排名不分先後，並與表1.1的項目次序無關。

效果一：擴大合資格申請者範圍，提高試驗性質的項目獲資助的機會
從表3.1可見，本計劃資助的10個項目當中，只有三個項目提供者在申請階段時為註冊非牟利

機構，而其餘七個單位包括個人、公司和學校。MWYO在本計劃中資助的單位，多數不是註冊

非牟利機構，而且有規模較小或項目仍在試驗或孵化的階段（有七個項目是首次在學校推行）。

這些意念雖然創新且有助學生全人發展，但如果不是以註冊非牟利機構的名義申請政府或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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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機構的資助，合資格和成功申請的機會較低。項目F和J的負責人表示，如果以個人身份

或較小型機構的名義申請，難以滿足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的資助計劃對於項目規模的要求。項目B

的負責人曾經就同類型項目連續三年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但最終也不成功。可見，政府或其他

慈善機構，如果擴大合資格申請者的範圍，可能會讓更多規模較小但有創新意念的單位獲得

資助。

效果二：減省行政程序，預留更多時間和人手提高項目質素
政府和各慈善機構推出的資助計劃一般需要申請者進行大量行政工作，尤其是有關支出上的申報，

致項目提供者的行政工作繁重，甚至令他們對申請這些計劃退卻。項目B的負責人反映，政府和

其他慈善機構需要項目提供者填妥很多表格，包括要求解釋每項財政支出；如果最後花費的金額

比預期少，也要解釋背後的原因。再者，更改文件內容的過程繁複，而且繳交文件的截止日期難以

延後。項目D的負責人稱過往提供資助的慈善機構，除了要求詳細解釋財政支出外，也要每三個月

提交所有單據。此外，不同慈善機構對於申報支出的要求和格式各異，當中部分會提供申報指引。

項目H的負責人指出，其他慈善機構要求他們在執行過程中提交長篇的報告。這些繁複的行政

程序對較小型或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來說，在時間和人力上難以應付。

項目B和I的負責人同時反映，政府的資助計劃在支出方面的要求繁多，而且不合時宜，難以

作出配合。項目B的負責人早年曾參與政府資助計劃，當時如要申請購買手提電話，就必須購買

指定型號。可是，這些指定型號較舊，市面上已經難以購買，若果打算購買較新的型號，就須入紙

申請。同時，如果項目最後花費的金額比預期少，負責人須填寫表格作出解釋，過程繁複。項目I的

機構也曾參加政府的資助計劃，當中包括聘請人手時提供報酬的上限，但這些金額可能在10至

20年前訂下，已不合時宜，故機構難以提供符合當時市價的合理報酬。我們理解政府的資助

計劃運用公帑，必須確保用得其所，並需要向納稅人交代，故訂立明確指引和程序。可是，當中

有些過時的要求和不靈活的處理手法，為項目提供者在策劃活動時帶來不便。故此，如果政府

定時更新資助和申報支出的要求和指引，就能善用公帑滿足政策目標和回應項目提供者的需要。

較小型或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可動用的人力資源較少，而且其專長在於提供項目的相關服務，

而非處理行政工作。項目D的負責人認為，較小型的非政府機構，職員一般身兼多職，例如外展

和教育工作、處理服務對象的問題等，工作本已十分繁重。他們為了應付不同資助計劃的行政

工作，唯有由職員共同分擔，進一步增加工作負擔。有項目負責人亦反映近年較少申請其他慈善

機構的資助，因為未能安排足夠人手處理相關行政工作。

在本計劃中，MWYO儘量簡化程序，讓項目提供者更專注於策劃和設計活動，提高項目整體

質素。項目J的負責人表示，本計劃的行政程序較其他計劃簡單，無須經過多重選拔和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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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B的負責人指，MWYO不要求項目提供者在每項支出提供詳細解釋，行政程序相對簡單。

項目F的負責人也認為本計劃為他們減省不少行政工作，讓他們騰出更多時間策劃活動，提高

項目的質素，集中與學校溝通和商討項目細節。在項目執行期間，MWYO的專責同事持續與

項目提供者溝通，確保資金有效運用、活動按原定安排進行，以及跟進項目的進度；並以觀察員

的身份出席活動，了解項目進行細節。

效果三：靈活、人性化和安排專人處理突發事情和臨時改動
持續數個學年的新冠疫情，讓不少項目在停止面授課堂的影響下被迫延期或轉為線上進行。如果

一些項目受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資助，而他們在特殊情況下對項目的時間、內容和形式作出更改，

在程序上十分困難。

項目D、G和I的負責人均認為政府和其他慈善機構資助的項目，即使在特殊情況下也難以將原訂

日子延後或改期，或需經過複雜的行政程序。相反，在本計劃MWYO處理項目的微調和變動時

平衡項目提供者和學校的需要，作出靈活和彈性處理，讓項目儘量順利進行，在特殊情況下仍發揮

項目原定的效果。項目D的負責人表示，如果在時間上有微調，直接透過電郵向MWYO負責

同事解釋和詢問即可，而這種靈活性是其他慈善機構較為缺乏的。項目C在學校停課的影響下，

由原訂的16節課縮短為10節。對於此變動，MWYO要求項目提供者交代課程安排的變動細節、

每所學校更改的時間安排即可，而且沒有硬性規定繳交的限期，只需要在合理時間內將相關資料

電郵給MWYO負責同事。項目I也遇到類似的情況，為了遷就學校的時間表和因應疫情，決定

將項目的部分押後或改為線上進行。項目負責人認為在這方面，MWYO的處理方法比其他慈善

機構更為人性化和靈活。項目B的負責人也同意，如果遇到突發情況，只要有合理解釋，MWYO

就能彈性處理或將原訂的限期延後。MWYO專責同事在收到這些要求後，會內部討論對項目

執行和成效的影響，有需要時會更改項目計劃書原訂的內容和執行時間。

此外，政府和其他慈善機構在項目遇到突發情況時，溝通和決策的流程往往不太順暢，以致耽誤

時間。在類似情況下，MWYO有效率地處理突發情況和保持溝通順暢。項目D和G的負責人

均指，過往資助他們的慈善機構沒有固定的聯絡人專責回應他們有關項目或資助計劃的問題；如果

有查詢或有意作出臨時改動，往往需要等幾天才有回覆。在這方面，MWYO有專責同事與每個

項目的負責人溝通，並適時回應和跟進，溝通較為有效率和順暢。

效果四：為試驗性質的項目提供空間作出優化和嘗試
試驗性質的項目一般難獲得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的資助，亦有較少空間作出優化和嘗試。可是，

MWYO為試驗性質的項目提供更多彈性，在制訂和執行指標方面是按每個項目的內容和特性

而定，而非劃一亦較為寬鬆，讓項目提供者有空間持續檢討和反思其內容和活動形式，並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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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和持續改善。事實上，有幾個項目在制訂計劃書的階段時，MWYO已表明項目基於其試驗

性質，不必承諾在各方面都有正面結果。如果項目完成後發現其效果與期望有落差，就由雙方

共同檢討背後有甚麼原因導致，以協助項目提供者往後優化他們的內容和執行方法，讓青年可以

從項目中得益。

項目F的負責人認為，MWYO沒有在受惠人數上訂立嚴格和難達到的執行指標，故他們無須為了

達到受惠人數而刻意推高活動的節數，反而能專注於提高項目質素。在每節活動後，導師有時間

透過觀察每所學校學生的反應和特質，微調其後活動的形式，讓學生更能有所得着。他們能按

學生的學習能力而調整內容的深入程度，按他們的積極和投入程度而微調活動的形式，例如他們

觀察到女生比較感性，更能抒發自己的感受和積極參與討論；男生較傾向透過親身參與而學習。

事實上，MWYO與項目提供者共同訂立執行指標時，將重點置於學生在態度和技能上的轉變

以及受惠的深度，而非受惠人數。

對於項目H這類試驗性質的藝術教育項目，其負責人自覺不屬主流，難以獲得其他機構的資助。

相反，MWYO在項目的內容和形式方面，只要是對學生在全人發展方面的能力和學習有裨益，

就給予他們空間嘗試新事物。再者，項目J的負責人認為MWYO理解其項目屬試驗性質，故對於

學生的反應和表現，以及項目的最終成果沒有過高的要求，為導師帶來較少壓力，因而有空間

讓導師就學生的能力調整教學進度。MWYO與項目提供者共同訂立的執行指標，是按項目提供者

的實際情況和資源而訂立，而初起步的項目在試驗的階段無須承諾達到較高要求的指標，也無須

面對追趕受惠人數的壓力。

總括而言，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特別是試驗性質或孵化階段的項目，在申請不同基金的

資助時遇到重重障礙，包括申請門檻太高、在資源上難以應付行政工作等。慈善機構可

儘量簡化行政程序和擴闊申請條件，包括對於規模和往績的要求，讓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

有更多機會和空間在學校試行項目。另外，慈善機構可為一些試驗性質項目提供空間

策劃和設計項目，在執行時容許作出持續優化和嘗試，提高項目的整體質素。在項目進行

期間，如果遇到突發事件而需要臨時作出改動，慈善機構可更靈活和人性化地處理，並

安排專人與項目提供者直接溝通，在商討和決策過程中為項目提供者作適時回應和跟進。

原則二：重視「共建」文化
MWYO在籌辦計劃期間考慮到，即使是有效和創新的意念，也須顧及受惠者以及慈善機構的

期望，務求各方也有一致的目標。因此，計劃的參與式設計過程會涵蓋各方交流和意見回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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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經常會萌生新方向，或調整計劃內容，讓計劃達到最大效益。MWYO透過與項目提供者

共建意念，將可行及創新的想法帶入學校，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出發，儘量提升學生參與項目的

投入程度和全人發展方面的得着。

效果一：從內容入手進行共建，讓項目達到最大效益
有三個項目在構思意念和策劃的階段，已經由項目提供者和MWYO共同思考和交流意見。

其一，項目B的學校在申請計劃的過程中，MWYO提出由於該校有不少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

可考慮以這類青年的興趣和專長舉辦活動，因而促成興建巴士教室的計劃。其次，項目A本身

集中為學生提供服務，教授善意溝通，而其後MWYO與項目提供者了解以後，發現老師也能

透過學習善意溝通改善他們與學生的溝通方式。因此，該項目的受惠對象由學生延伸至該校的

老師。至於項目H在設計課程期間，MWYO建議在整個課程的最後新增一節課，總結首七節課的

藝術體驗和互動，讓學生回顧自己對哪一類藝術較有興趣，加強學生的自我認知能力。最後，

此建議亦有被項目提供者採納。

上述三個例子的共同點，是這些項目在申請資助的過程中仍處於構思或設計的階段，項目提供者

過往並沒有在學校推行類似規模項目的相關經驗，更沒有明確的往績作為證明。這些項目提供者

以創新意念作為起點，本身沒有既定的課程或活動框架，反而在申請過程中持續與MWYO負責

同事聯絡和商討活動內容和細節，從學校和學生的需要出發而作出調整。仍在起步階段的項目

提供者，在策劃項目時極可能需要有經驗的團體從旁提供意見，讓項目達到最大效益。

效果二：從活動形式入手進行共建，兼顧參加者和校方的需要，扮演協調者角色
項目D和G的負責人同時反映，較新成立的機構或以個人申請項目的單位，在推行學校項目時

缺乏與學校協調和合作的經驗，特別是時間分配和協調方面。項目D在MWYO負責同事的解說

下，更能理解校方在不同方面的考慮，例如在決定活動日子時配合學校的考試時間表，以免出現

衝突，讓學校更容易安排學生參與。項目G的負責人也同意，MWYO在時間分配、學生在校外

參與活動的安排，以及如何與學校合作安排活動三方面均有提供實用的意見。MWYO負責同事

亦與他們分享其他機構推行類似活動的經驗，而這對較少經驗和初起步的機構特別有幫助，避免

在執行過程中碰壁。

同時，MWYO也在活動形式方面提出意見，增加活動的效益。項目D在學校的分享會過往以英語

進行，但MWYO考慮到學生的英語程度參差，建議項目提供者提供即時粵語傳譯，讓所有學生

都能投入參與和學習。另外，項目C本身的課程有不少理論相關的內容，對學生來說可能較為

艱澀，因此MWYO建議導師在教授這些理論時，加插可讓學生親身體驗的環節，或者增加角色

扮演或其他互動元素，讓活動形式更貼近學生的興趣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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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個項目的推行過程屢受疫情影響，須多次改期或改以線上模式繼續進行。項目提供者

在突發情況下與學校協調後備方案時，未必知道如何處理。MWYO與項目提供者共同策劃如何

應對疫情的不穩定因素和與學校協商教學模式的安排。項目I在疫情期間將活動改為網上進行，

而項目提供者亦同時與MWYO商討，如果學校在該波疫情後決定恢復面對面進行活動，應該

如何與學校安排和處理。MWYO在此問題上提供第三方意見和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作為學校和

項目提供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助妥善處理突發情況。

效果三：在策劃過程提供方向和意見，在執行期間親身參與活動，建立互信關係
在大部分項目推行期間，MWYO均有安排同事出席活動，甚至與學生共同參與活動。舉例

說，MWYO同事有參與項目H的其中一節，希望能親身了解項目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思考項目

各方面的安排是否理想，從而提出改善建議。此外，MWYO同事亦有參與項目B在校外進行的

體驗活動，而項目提供者其後反映，MWYO能藉此擔當同行者和合作夥伴的角色，建立支持和

互信的關係。

另外，項目提供者正式申請資助前，已經與MWYO初步商討和互相了解，讓合作的過程更為

順暢。項目J的負責人在申請計劃前，未曾推行類似規模的項目。他在正式遞交項目計劃書前，

已透過與MWYO負責同事討論，了解MWYO對項目的期望和指引，包括提升全人發展相關

技能，以致在設計內容和撰寫計劃書時，更貼近MWYO的目標和方向。他認為慈善機構在項目的

初期策劃過程積極參與十分重要，因為即使最後申請不成功，也能透過與慈善機構溝通，了解

項目的不足之處。當慈善機構和項目提供者在提交申請前已有互相了解，特別是慈善機構對項目的

目標和期望，令策劃和執行過程，以至整個合作關係，更為流暢。

由此可見，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與學校溝通協調的經驗，也在設計內容和形式

方面仍處於構思和設計的階段，需要有經驗的團體提供意見。慈善機構可在申請過程中

與項目提供者互相了解，一方面讓項目提供者了解慈善機構對項目的目標和期望，另一

方面共同商討活動內容和策劃細節，讓項目達到最大效益。在執行過程中，慈善機構可

作為學校和項目提供者之間的有效溝通橋樑，除了協調時間分配和安排的事宜外，也能

協助妥善處理突發情況。慈善機構可透過這些互動，擔當同行者和合作夥伴的角色，與

項目提供者建立支持和互信的關係，讓項目的效果發揮得更好，讓多方合作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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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三：為學校及項目提供者進行配對
MWYO原則上鼓勵項目提供者嘗試主動尋找適合的學校為合作夥伴，並從中提供意見做參考，

例如哪類學校可能較適合該項目，但一些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足夠社會資本和人際網絡，難以

推動項目的實行。因此，MWYO擔當連結者的角色，聯繫項目提供者和適合的學校，以帶來

更多合作和有質素的項目。

效果：幫助項目提供者拓展網絡，與合適和感興趣的學校配對
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未必有龐大的學校網絡。同時，不少學校也希望尋找合適的項目，為學生

提供全人發展相關活動。如果慈善機構能擔當連結者的角色，向項目提供者介紹學校洽談合作，

則能幫助項目順利達成和持續擴展。項目G的負責人認為，單靠機構自身的資源，難以拓展學校

網絡，更難與學校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此外，推行項目D的機構，本身較多在國際學校舉辦活動，

較少與本地中學合作。MWYO為他們與四所本地中學進行配對，幫助項目提供者拓展網絡，

而有項目提供者指出其他慈善機構一般不會提供這類聯繫的服務。其中有學校主動接觸

MWYO，並期望MWYO為他們聯繫和介紹適合的項目提供者。

如果項目提供者未能找到學校推行計劃，MWYO會從其網絡入手，串連合適學校洽談合作關係，

並且考慮該校對該項目的需要。MWYO建議項目G的機構與一間中學合作，正符合項目的目標。

項目G主要舉辦本地深度遊活動，而該校有較多新來港學生，對香港本土文化歷史較為陌生，而

在該校進行本地文化歷史教育，能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

再者，如果項目提供者有意與學校一同申請政府資助計劃（例如優質教育基金），與學校的合作

和協調較為困難和需時，影響學校參與的意欲。項目C的負責人表示，過往曾經申請政府的資助

計劃，要先確定與哪所學校合作，再通過投標和報價的程序，在多方協調下才能啟動項目。整個

策劃過程需時較長，為項目提供者和學校帶來不確定性。

起步階段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社會資本，特別是學校的人脈關係，難以接觸適合的學校

洽談合作。如果慈善機構利用其網絡，為項目提供者給予配對學校的服務或協助，擔當

連結者，就能將更多創新而仍在試驗階段的項目帶入不同學校，項目提供者也能藉此拓展

其學校網絡，作為其未來合作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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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四：以實證量化創新意念的成效
在推動項目前，項目提供者與MWYO的執行項目團隊和研究團隊共同設計一套互相認同和清晰的

成效評估標準。這些標準主力分析項目為學生帶來的成效（包括技能和態度），以及項目的實施

質素。其後，MWYO的研究團隊負責收集數據、分析和撰寫成效評估結果。本計劃重視實證

研究，故MWYO與項目提供者共同商議有關的成效指標，檢討和評估項目的成效，並適時到訪

活動以跟進。

效果一：協助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建立客觀指標和項目成效的實證
其他慈善機構可能要求申請者設定成效指標或設計活動前後的問卷，但較小型或仍在起步階段的

申請者沒有相關資源和經驗，影響他們獲得資助的機會。項目B、D、F和H的負責人認為他們

難以自行設計和執行成效評估，當中包括以個人或學校身份申請的單位。項目D的負責人過往

曾申請大型慈善機構的資助，其中一個申請是要自行設計項目前後的問卷；可是，他們當時仍然

未有就之前的活動進行成效評估，沒有相關經驗。對他們來說，進行成效評估並非他們的專長，

其中最具挑戰性的是透過問卷問題準確地量度學生參與活動前後，在態度和價值觀的轉變。項目H

的負責人亦表示，成效評估難以由缺乏研究或相關學術經驗的項目提供者妥善地進行。

面對成效評估的挑戰，不同項目的負責人期望項目的成效評估由慈善機構主導或提供。項目D

的負責人指出，慈善機構曾要求他們在申請資助計劃時設計成效評估問卷，但並無提供設計問卷

的指引，讓他們無從入手。項目H的負責人表示，慈善機構如果為項目提供者訂立明確的成效

指標，增加透明度，則有助項目提供者進行成效評估。因此，MWYO在其研究團隊的支援下，

直接參與每個項目成效評估的設計和執行，一方面解決項目提供者在這方面的困難，另一方面

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專注在設計項目的內容上。

效果二：就成效評估的結果檢討如何改善項目的設計和執行
進行成效評估除了讓慈善機構量度項目是否達到預期目的外，也讓項目提供者獲取有用的資訊，

幫助他們調整和優化服務，長遠改善項目的質素。項目J的負責人認為導師本身已經在活動期間

見證學生在不同能力的改進，但如果能以客觀數字呈現學生的轉變，有其參考價值。同時，根據

項目F的負責人，成效評估的結果能幫助項目提供者了解項目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學生能否透過

項目有得着。此外，如果未來再次進行同類項目，可研究如何作出改善和調整。這樣，項目提供

者可就MWYO撰寫的成效評估報告，多方面觀察項目的成效，為長遠優化項目作為參考。	

效果三：向公眾、學校和其他慈善機構展示項目成果，以便將來申請其他資助
項目B、D、F、G、H和J的負責人均同意，申請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的資助計劃，或與學校洽談

合作時，有實證支持過往工作的成效是重要的。項目H的負責人指，仍在試驗階段的項目，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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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一般資助計劃對於過往成效評估的要求。故此，有相關報告作為申請的一部分，能提高成功

申請的機會。此外，項目F的負責人指出成效評估報告能讓項目提供者在研討會、與其他學校

及與其他機構分享項目的成果。項目D的負責人認為將來接觸學校洽談合作推行項目時，校方

也可能想了解項目提供者過往同類活動的執行成效，而成效評估報告成為有用的實證。項目B的

負責人同意成效評估報告有助他們將項目成果轉達公眾和政府。事實上，MWYO推行這實驗

計劃，就是希望項目提供者日後能善用是次的經驗，利用成效評估的實證將來申請其他資助，

持續擴大規模。確實，幾乎所有項目提供者均表示，打算參考是次執行項目的經驗申請其他較大

型的基金撥款。

起步階段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進行成效評估的經驗和資源，難以應付大型慈善機構

在這方面的要求。如果慈善機構可協助他們訂立成效指標或設計問卷、提供相關指引，

甚至直接執行成效評估，對項目提供者更為理想。項目提供者能透過由第三者執行的

成效評估結果，協助持續改善項目質素，以及作為其實踐成果的有力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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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對學生全人發展的成效

圖4.1：項目參加者在參與活動前後於五個全人發展核心能力相關技能平均分數的變化

身心健康 生活技能 關係素養 公民素養 國際視野

項目A
活動前：n=40
活動後：n=34

溝通能力

7.1

6.5
+9.2%

關係管理

7.5

7.3
+2.7%

項目B
活動前：n=38
活動後：n=37

批判解難
能力、

自主技能、
彈性及適應

能力

溝通能力

8.7

8.2
+6.1%

關係管理

8.5

7.3
+16.4%

8.8

7.7
+14.3%

項目C
活動前：n=65
活動後：n=55

創意思維及
批判解難能力

環境意識

7.6

6.7
+13.4%

7.1

6.2
+14.5%

項目D 
活動前：n=61
活動後：n=56

時事觸覺

5.7

5.0
+14.0%

義務工作

7.0

6.4
+9.4%

項目E
活動前：n=77
活動後：n=73

心理健康意識 自主技能
溝通能力及
關係管理

6.5

6.3
+3.2%

5.3

4.8
+10.4%

6.5

6.4
-1.5%

4

活動前平均分數
活動後平均分數
變化



20

身心健康 生活技能 關係素養 公民素養 國際視野

項目F
活動前：n=193
活動後：n=46

心理健康意識 抗逆力
溝通能力及
關係管理

共享健康*

7.5

7.1
-5.3%

6.4

6.0
-6.3%

7.6

7.4
-2.6%

7.5

7.5
無變化

項目G
活動前：n=135
活動後：n=135

文化欣賞

溝通能力
5.5

5.4
+1.9%

自主技能、
彈性與適應能力

6.6

6.2
-6.1%

6.0

5.8
-3.3%

項目H
活動前：n=53
活動後：n=47

文化欣賞及
創意思維

溝通能力及
關係管理

7.2

6.2
+16.1%

批判解難能力及
抗逆力

7.1

6.2
+14.5%

7.3

6.6
+10.6%

項目I 
活動前：n=167
活動後：n=84

心理健康意識

5.8

5.7
+2%

項目J
活動前：n=9
活動後：n=9

文化欣賞及
創意思維

溝通能力
7.4

7.0
+5.7%

批判解難能力

7.3

6.8
+7.4%

7.4

6.9
+7.2%

註：相關技能的分數，以1為最低，10為最高；分數越高，參加者在該技能的程度越高。項目排名不分先後，並與表1.1的項目	
		 次序無關。

*	 此技能雖然沒有在「全人發展框架」中列出，但我們根據項目內容歸類於其中一個核心能力之下。

活動前平均分數
活動後平均分數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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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項目提供者策劃細節和商討計劃書內容時，MWYO要求項目提供者按「全人發展框架」的五個

核心能力設定成效指標，為項目參加者的學習成果訂立目標。「全人發展框架」的主要元素包括

五個核心能力（身心健康、生活技能、關係素養、公民素養和國際視野）、其相關技能及一系列的

價值觀（詳情請見附件一）。其後，MWYO按每個項目的成效指標，為項目參加者設計活動前後

的問卷，了解他們在參與項目的活動後，在全人發展技能和態度方面作出的主觀評分，以了解

項目的成效。在設定問題時，MWYO主要參考「全人發展學生自我評估問卷」的一系列樣本

問題，按每個項目的內容作出選取和微調9。研究團隊就每位學生在每項能力的自我評分取其

平均數，並比較他們活動前後的分數。

五個核心能力均有至少一個項目涉獵，其中「關係素養」下的「溝通能力」最為普遍，在七個

項目中出現。其他有多個項目涵蓋的技能包括「生活技能」下的「文化欣賞」、「創意思維」和

「批判解難能力」，以及「身心健康」下的「心理健康意識」。整體而言，10個項目的參加者絕

大部分技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證明本計劃確實有助不同項目提升參加者的全人發展技能。

不過，有三個項目的「溝通能力」或「關係管理」，分數呈現微跌的情況。箇中原因可能是10個

項目在執行期間均遇到疫情下停止面授課程的突發情況，令部分工作坊和活動被迫要轉為線上

進行。因此，項目原定面對面溝通和合作的元素在活動模式轉變下有所削弱，以致部分項目

未能有效提升參加者的溝通能力和關係管理能力。項目G在疫情影響下，被迫取消部分親身體驗

的校外活動，因此可能影響學生在自主能力、適應能力和溝通能力的進步。這亦顯示學生在疫情

期間缺乏社交和團體合作的機會，長遠影響他們的溝通能力，而學校應儘量在活動和課堂全面

復常後，透過增強有關課程或項目的全人發展活動，重點提升他們的關係素養。此外，數個項目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相隔多達兩年，而有部分學生已經畢業或退學，故未能填寫活動後問卷。

項目F有部分活動前和活動後問卷填寫時間相差超過一年，而期間可能有其他外在因素影響學生的

印象和心理狀況，故令結果有偏差。

值得關注的是，只有一個項目的目標包括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在疫情期間，雖然網絡資訊和

通訊工具讓學生仍然可以了解外地情況、各地文化和國際時事，但難以親身經歷和了解，擴闊

視野的機會比以前減少。學校可藉此契機，舉辦更多與國際視野相關的活動，讓學生接觸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加強他們對不同國際議題的認識，例如環境保護。

9	 MWYO於2019年在《香港學校的全人發展個案實踐》報告中發表「全人發展學生自我評估問卷」。問卷問題在本報告的
附件二中詳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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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學校對計劃的意見

在每個項目完成後，每所參與學校均由負責老師或校長填寫問卷，對於項目的安排和成效、項目

提供者的表現，以至整個資助計劃的參與情況作出評價和提出改善建議。

圖5.1：參與學校對項目提供者執行質素的各範疇的平均分（n=24）

與學校的溝通

師生比例適中

按照最初訂立
目的完成項目

與參加者的
溝通

教學和項目
執行質素

進行項目期間
的檢討和調節

註：參與學校可評1至10分，1分為非常差劣，10分為非常優異。部分學校因參與兩個項目而填寫兩次問卷。

圖5.1顯示參與學校對項目提供者執行質素的各方面評價，當中項目提供者與學校的溝通方面做得

最為優異，平均分達到9.0分。可見，雖然不少項目受疫情影響，以致內容和形式被迫作出改動，

但項目提供者和學校能就安排上的溝通和協調妥善處理。項目D和G的負責人表示，MWYO亦有

在各方的溝通上提供協助，幫忙處理突發情況。其次，對於項目提供者按照最初訂立的目標完成

項目和師生比例適中，平均分達到8.8分。這結果與學生問卷的結果互相呼應，同時反映大部分

項目均能令學生的全人發展技能有所改善，普遍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其餘三項（分別是與參加者

的溝通、教學和項目執行質素、進行項目期間的檢討和調節），平均分仍等於或超過8.5分。

大部分學校對項目的整體評價傾向正面，對於來年會否在學校繼續舉行該項目，有78%學校給予

8分或以上（1分為絕對不會，10分為絕對會或已籌辦）。對於會否將該項目推薦給其他學校，

有83%學校給予8分或以上（1分為絕對不會，10分為絕對會或已推薦）。

至於參與學校認為計劃和項目的改善空間，有逾四成半（46%）學校希望可增加課堂節數，特別

是有互動和體驗元素的環節。相關意見包括「部分項目體驗時間太短」、「講者可在講座時增加與

參加學生的互動」、「增加外出體驗活動」、「加強同學面對觀眾技巧」和「提供更多機會予參加者

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同時，有少數學校希望可增加參與活動的學生人數。這顯示學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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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認同各項目的成效，希望更多學生能有機會參與活動，提升全人發展的各方面能力。另一

方面，在疫情影響下，活動安排受時間和形式限制，節數和每節的時間被迫縮短，而互動和親身

體驗的元素在活動轉為線上進行後難免削弱。這一點也呼應學生問卷的結果，即部分項目未能

顯著提升參加者的溝通能力和關係管理。因此，日後重點加強學生關係素養，對他們的全人發展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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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和建議

近年有越來越多本地慈善機構在推動創新青年項目時，擔任連結者和共建者的重要角色。我們的

「全人發展教育實驗計劃」以開放靈活模式資助，當中包括四大原則：減省行政程序、重視

「共建」文化、提供學校配對和進行成效評估，目的是幫助初起步的創新項目提供者在學校推行

項目，提高項目的質素，讓學生和參與學校均能得益。圖6.1總結慈善機構如何能透過開放靈活

的資助模式，回應初起步的創新項目提供者面對的不同挑戰，帶來正面的效果。

圖6.1：慈善機構如何以開放靈活資助模式回應創新項目提供者面對的挑戰

創新項目提供者
面對的挑戰

•	規模較小
•	缺乏人力資源處理

行政工作

•	項目為試驗性質，
具體內容仍在調整中

•	缺乏與學校合作經驗

•	缺乏合作學校網絡 •	缺乏進行成效評估
經驗

•	減省行政程序
•	靈活處理臨時改動
•	為試驗性質的項目

提供空間作出嘗試

•	在內容和活動進行
共建

•	在學校和項目提供者
之間作出協調

•	為項目提供者拓展
學校網絡，並進行
配對

•	建立客觀指標及直接
進行成效評估

慈善機構
開放靈活資助模式

我們希望分享推行本計劃的經驗和上述原則的效果，供不同持份者，特別是本地的慈善機構

(涵蓋有提供捐款或資助予創新青年項目的慈善機構和基金會）參考，更廣泛地應用靈活資助的

元素，令更多創新項目能在學校實行，以新穎的方法增進學生全人發展的各種技能和態度。研究

團隊提出以下建議，雖然部分是針對兩類持份者的類型、規模、特質而定，但若不同持份者認為

合適，也可互相參照以優化本身的計劃和項目。

1. 慈善機構和政府
 • 撥款推動具靈活資助條件

	 不同規模的慈善機構和政府，可採用不同形式應用本計劃的資助模式，在推行試驗性質的

項目或資助初起步的項目時，提供靈活資助條件和要求。大型慈善機構和政府可在恆常

推行的資助計劃以外，撥出一筆款項嘗試以上述模式資助項目。政府不同部門也可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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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推行或打算推行的教育和青年項目資助計劃（例如優質教育基金）注入靈活資助

模式的元素。中小型慈善機構在資助不同項目時，可直接採用上述模式，這類機構包括

企業慈善基金和家族慈善基金等。若政府及慈善機構放寬部分計劃的申請人資格，例如

讓非牟利機構以外的個人或公司申請，便要提供清晰的指引，包括列出合資格申請者的

條件，再上載網頁和社交媒體，並舉辦簡介會。這讓有意申請的機構和人士了解詳情，

亦可減輕負責同事的前期工作，如解答申請者的查詢和篩選不符合條件的個案。

• 簡化行政程序的項目

	 我們認為簡化程序對於推行項目的效率有幫助，但也認同嚴謹的行政程序，特別是在支出

申報的程序，是有其價值，能確保所有資助金額用得其所。可是整體而言，簡化行政

程序確實給予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有更大的空間和時間，將人手專注於策劃、設計和執行

活動之上，達至提高項目整體質素的效果，並減輕處理行政工作的人力資源負擔。就支出

方面的要求，我們建議政府和慈善機構要定時更新資助和申報支出的要求和指引，當中

可參考政府採購清單的產品及價格。

• 由專責團隊協助溝通、提供意見和應對困難

	 慈善機構可安排專責團隊參與和處理相關的項目，直接與項目提供者和學校溝通和提供

貼身支援，擔當同行者和合作夥伴的角色，在項目推展和策劃的過程中提供意見，並

人性化地處理程序，適時回應其面對的困難和跟進。初起步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與

學校溝通協調的經驗，也在設計內容和形式方面仍處於構思和設計的階段，需要較有經驗

的團體提供意見。慈善機構可在申請過程中與項目提供者互相了解，一方面讓項目提供者

了解慈善機構對項目的目標和期望，另一方面共同商討活動內容和策劃細節，讓項目

達到最大效益。在執行過程中，慈善機構可作為學校和項目提供者之間的有效溝通

橋樑，除了協調時間分配和安排的事宜外，也能協助妥善處理突發情況。

• 與項目提供者共建和商討項目目標、形式和內容

	 對於仍在構思或設計階段、或未有學校相關經驗的項目，慈善機構可從活動的目標、內容

和形式着手，與項目提供者進行共建。作為有經驗和資源的團體，慈善機構可在申請過

程中與項目提供者互相了解，一方面讓項目提供者了解慈善機構對項目的目標和期望，

另一方面共同商討活動內容和策劃細節，讓項目達到最大效益。雙方在商討項目目標

時，也可參考「全人發展框架」的各項技能和元素，讓學生的得益更為全面。在活動

形式和與學校配合兩方面，慈善機構能擔當學校和項目提供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助處理

時間分配、學生校外活動安排和突發情況後備方案的事宜。

• 提供平台讓項目提供者和學校進行配對和擴大網絡

	 慈善機構可擔當連結者的角色，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和提供平台，幫助項目提供者和學校

進行配對。這些平台既可讓項目提供者拓展其學校網絡，物色有興趣的學校合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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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也讓學校了解社會上不同創新青年發展項目，讓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體驗。起步

階段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社會資本，特別是學校的人脈網絡，難以接觸適合的學校

洽談合作。如果慈善機構利用其網絡，為項目提供者給予配對學校的服務或協助，就能

將更多創新而仍在試驗階段的項目帶入不同學校。

• 協助設計和執行成效評估

	 慈善機構可協助項目提供者訂立成效指標或設計問卷，提供相關指引，甚至直接執行

成效評估。起步階段的項目提供者可能缺乏進行成效評估的經驗和資源，難以應付慈善

機構在這方面的要求。如果慈善機構直接或委託具經驗的第三方（例如大學和智庫）協助

項目提供者進行成效評估，就可透過成效評估的結果優化服務和向外界展示項目的成果，

提供有力的實證。政府設立的優質教育基金確實有提供「計劃成效評鑑」的指引文件，

惟只有英文版和內容較為學術性，項目提供者未必容易掌握。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由

慈善機構直接或委託具經驗的第三方協助項目提供者進行成效評估，或在設計過程中

提供意見。

• 從增加資金和課時着手推動中小學全人發展活動

	 教育局應該加強全人發展在中小學教育的角色，在課程中提供更大空間讓學生持續發展

多元智能和才能，並透過不同資助計劃支持全人發展項目在學校實施。教育局成立的學校

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於2020年發表意見書，建議政府「進一步彰顯全人發展的重要性，並

創造空間以促進學生均衡發展」，為課程相關的活動提供更大彈性，推動課堂以外學習。

報告亦建議政府引導學校採取措施，拓闊學生視野和促進均衡發展，包括體能、社交

能力和身心健康10。我們對這些建議表示支持，並期望政府能在課時和資金上為學校提供

空間和資源，舉辦更多全人發展相關的項目，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培養未來

所需的各種技能。

2. 創新項目提供者及學校
• 按全人發展各範疇訂立成效指標和問卷

	 項目提供者及學校可就全人發展的不同範疇訂立成效指標和學生問卷，並以MWYO設計

的「全人發展學生自我評估問卷」作為參考（詳情請見附件二）。成效評估的結果對項目

提供者日後申請其他資助計劃和邀請學校進行合作將有很大幫助，為過往經驗的成效

提供有力的實證，增加獲資助的機會。可是，項目提供者一般缺乏進行和設計成效評估

的經驗和資源。學校和其他慈善機構在推行或資助項目時，也未必對成效評估提供指引

10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2020年9月）。最後報告。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taskforce_cur/TF_CurriculumRe-
view_FinalRepor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taskforce_cur/TF_CurriculumReview_FinalRepor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taskforce_cur/TF_CurriculumReview_FinalRepor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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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出明確的要求。MWYO設計的「全人發展學生自我評估問卷」，當中的問題涵蓋全人

發展不同方面的技能，透過學生自評了解他們的能力和程度。因此，項目提供者可以此

作為基礎，與學校或慈善機構商討成效評估的實際內容，在問卷中選取適合的問題，

設計學生參與活動前後的問卷。

• 加強協調和溝通，制訂後備方案應對突發情況

	 項目提供者及學校在合作推行全人發展項目時，應加強協調和溝通，令項目執行得更為

順暢和符合各方的期望。在計劃進行期間，各項目多次受疫情影響，被迫在時間和

形式上作出改動。遇到突發情況的時候，如果學校和項目提供者可對臨時安排有妥善的

溝通，就能讓活動繼續舉行。如果項目提供者在學校時間分配和安排方面缺乏經驗，

慈善機構可以作為有效的溝通橋樑，與項目提供者建立支持和互信的關係，讓項目的效果

發揮得更好，讓多方合作更為順暢。因應疫情的經驗，較理想的做法是各方儘早商討和

決定後備方案，未雨綢繆。

• 主動理解坊間的全人發展項目，合作推動提升關係素養和國際視野的活動

	 學校應更主動理解社會不同團體倡導的全人發展項目，加強合作推行項目，特別是與關係

素養和國際視野有關的活動。學生問卷和校方問卷的結果顯示，在疫情暫停面授課堂的

影響下，學生的社交能力、溝通能力和關係管理能力可能出現退步。學生在過去兩個

學年，無法在校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而且未必有機會面對面參與全人發展相關的課外

活動，難以持續提升其關係素養。此外，疫情令學生在世界各地拓闊視野的機會減少，

學生難以親身認識不同文化和了解國際議題。因此，學校應該設法推出更多活動，在面授

課堂全面復常後，提升學生的關係素養和國際視野。

本報告總結MWYO與10個單位和22所中學合作期間由宣傳、共商設計、物色夥伴、執行項目至

評估成效的得着和挑戰，包括以下要留意事項：

1. 宣傳階段
•	 由於本計劃屬小規模及試驗性質，因此採取較保守的宣傳手法。我們於2019年暑假啟動

招募，透過社交媒體的宣傳及媒體的報道，於教育界得到不少迴響。其後更舉辦「全人

發展新導向座談會」，正式向學校、青年組識、家長及學生介紹計劃及申請辦法等。

此外，MWYO於2020年10月進行第二期招募，受疫情影響我們透過「2020全人發展

論壇－從情緒支援及教育科技講起」線上論壇宣傳，與教育工作者分享計劃中段

成果，並且招募更多創新的項目能夠在學校推行全人發展。我們建議慈善機構按計劃的

規模，在不同階段並因應突發情況（如疫情），調整宣傳模式，目的是讓持份者定期了解

計劃和個別項目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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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色和配對夥伴階段
•	 有學校致電我們表示對本計劃有興趣，希望我們能協助配對項目。可是我們只能檢視

當前計劃書中有否適合的項目，未必可配合學校需要。而受限於MWYO的學校網絡，

我們替項目提供者物色夥伴時有機會出現聯繫相熟學校的情況。加上部分學校在答應

參與甚至已接受配對後，因疫情或其他情況退出，對項目提供者帶來不便，我們也要

協助物色有需要的學校，致推延項目進度。同樣值得留意的是，由於本計劃屬小規模及

試驗性質，故此我們缺乏足夠的參考數據和個案例子。若其他持份者有意長遠推動相關

青年發展項目，可收集及整理更多的數據和個案例子供項目提供者參考，例如學校的

背景資料及對哪些項目較有興趣，從而增加配對成功機率。

•	 學校和項目提供者因期望不一而未能順利配對，原因包括學校仍傾向以購買服務模式

參與，這令學生難以獲取持續性的得益。我們期望學校能以策略性和開放的態度，以及

從學生真正需要的角度出發，與項目提供者共同探索能讓學生持續而長遠受惠的項目。

3. 執行項目階段
•	 疫情是執行階段的最大挑戰，我們要與每個項目提供者密切討論如何繼續服務。基於

當時學校的時間表和活動模式不時改變，我們未必能配合去觀察每個項目的執行情況。

反思過後，我們認為若可更主動與學校及項目提供者共商活動模式，那麼學生即使在家

學習也不會失去體驗全人發展的機會。我們也應花多些時間和老師溝通以了解項目進行

情況。為此，我們建議慈善機構、學校和項目提供者可在計劃啟動前制訂應急方案以應對

如疫情的突發情況。

4. 評估和後續階段
•	 雖然我們會向所有參與學校發放問卷，但如可安排更多深度訪談，或許能對每個項目

有更多的理解並從更多角度評估成效。無疑這是規模較小機構面對的限制，難以深入

探討及分析各項目的效益。故此，我們建議當局或大型慈善機構能提供更多支援，例如

制訂成效評估機制和指引，以及撥款讓項目提供者委託專業第三方評估成效。

•	 本計劃屬試驗性質，如非受疫情影響，原定只資助項目進行一年。即使經評核後發現

各項目的成效和不足，也不會再支持他們優化並延續項目。若個別項目未能即時申請到

政府或慈善機構的資助，便會失去持續性。當然，這原是本計劃之目的，希望項目提供者

在一年內累積經驗和人脈網絡，以及利用成效評估數據在市場上或向政府和慈善機構

尋找資金來源。與此同時，我們期望後者明白部分項目提供者正在起步階段，就此可為

受惠對象和範疇給予彈性，讓更多青年發展項目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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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對各項困難，學校和項目提供者對本計劃的評價是正面的。MWYO明白基於本辦公室

集研究和行動（Think	and	Do）於一身的營運模式，加上本計劃是實驗性質和涉及不多的合作

夥伴，故此在推行時非常具彈性，亦能為各方提供更適切的支援。然而，我們的做法和建議未必

絕對適合一些歷史悠久和大型的慈善機構，遑論得到政府部門完全採納。我們鼓勵較小型的慈善

機構，特別是基金會，參考本報告的經驗和建議。與其他傳統大型慈善機構相比，其目標範圍

較集中、項目數量較少、行政程序較簡單，彈性自然相對大。儘管本計劃的主題是全人發展

教育，期望各方在推動任何涉及青年發展的項目時都能參考。

在訪問過程中，部分機構提及以往申請政府或慈善機構計劃的個人經驗，並不代表他們所經歷的

是本地慈善項目運作的常態。無疑政府部門和一些慈善機構要確保公帑和捐款用得其所。再者，

它們每年要處理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申請，不一定有充裕人手應付個別申請者的需求、針對他們

於不同階段提供支援。至於如何做好把關工作，更是不少政府部門和慈善機構面對的挑戰。這

解釋了為何它們要設立嚴謹的制度和程序去辦理申請個案。誠如本報告開首已指出，部分慈善

機構已擔當連結者和共建夥伴的角色、以靈活模式推動創新項目、委託第三方進行成效評估，值得

大眾關注和支持。與此同時，本着樂見社會有更多協助青年發展的創新項目，我們希望更多推出

同類型項目的政府部門和慈善機構，按其人手和財政資源、計劃的規模和目標，適當地加入更多

彈性和共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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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全人發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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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全人發展學生自我評估問卷

•	 目的

本問卷是為評估學生的全人發展能力而設計，可作為制訂學校政策及計劃設計的指標。

•	 問卷調查的設計

問卷內所有陳述均與MWYO於2019年發表的「全人發展框架」中之核心能力及技能有關，

反映學生在中學畢業時，達到「全人」應有的特質。	

•	 訪問對象

歡迎所有中學生參與本問卷調查；校方可在推行某一全人發展計劃之前或之後進行問卷

調查，藉以評估計劃成效，亦可用於評估在某段時間舉行的各項活動之成效。

•	 問卷調查組成部分

1.	 相關技能：全人發展框架中每項核心能力的組成技能

2.	 層次：每項陳述的綜合專業層次分類：

•	 層次	I：技能所需的基本素質或態度

•	 層次	II：一般中學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或態度	

•	 層次	III：中階學習者應具備的素質或態度

•	 層次	IV：終身學習者應具備的高等素質或態度	

3.	 1-10評分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有關陳述，10表示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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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共包含132項陳述。你可以表明自己對陳述有多同意。以1（非常不同意）至10（非常

同意）評分，你有多同意以下陳述？請圈出適當的選項。

核心能力 1：身心健康

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運動參與

I 1 我認為運動是保持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2 我有定期運動的習慣	 1	2	3	 4	5	6	7	 8	9	10

3 我明白定期運動的好處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4
我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每天進行最少

60分鐘的體能運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5 我想發展不同運動項目，並成為我的興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6 我在學校或社區內提倡參與運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7
我明白我的精神健康狀態對我的身心健康

都有影響
1	2	3	 4	5	6	7	 8	9	10

學習與生活

平衡

I 8 我每天睡眠充足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9
我知道在面對困境時，可以從學校或社區得

到心理支援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0

我明白學習以外所做的事情，均會增長我的

世界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面對困難時，我能夠以不同方式紓減壓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2
我會預先規劃溫習（包括課後補習）及休息

時間，確保兩者取得平衡	
1	2	3	 4	5	6	7	 8	9	10

核心能力 2：生活技能

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領導才能與

執行技能

I 13 在不同工作上，我確立了清晰使命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14 我會制訂實際可行的計劃，以達成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5
時間緊迫時，我仍可處理不同工作和有效

管理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16
我會就不同工作做合適規劃及分配資源

(例如人力資源、資金和時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7

作為領袖，我能給予確切的回應，確保計劃

圓滿執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8 我激勵組員朝着共同目標努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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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自我指導

技能

I 19 我認為自律在生命中十分重要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20 我對學習知識及技能充滿好奇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21 我能夠獨立處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22 我會堅持達成既定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23 我有動力執行在生命中不同的計劃	 1	2	3	 4	5	6	7	 8	9	10

24 我會尋找證據來解釋現象背後的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25
我明白學習是一個終身過程，不應限於童年

或青少年時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26 我定期評估人生目標的主要障礙	 1	2	3	 4	5	6	7	 8	9	10

27 我定期清除人生目標的主要障礙 1	2	3	 4	5	6	7	 8	9	10

28 我能夠在無人監督下有效地工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29 我建立了自己的個人身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30 我曾嘗試尋找自己的人生抱負	 1	2	3	 4	5	6	7	 8	9	10

31
作出人生中的重要決定時，我會從整體及

長遠角度思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創意

I 32
我能夠使用多種技巧構思意念（例如腦力

激盪法、故事板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33
我可以透過不同形式（例如繪畫、寫作和

音樂）表達自己的意念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34

在充滿限制的真實世界，我仍可將自己的

創意融入其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35 我留心觀察身邊事物，從中得到啟迪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36 基本上，我對不同意念抱持開放態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37
我善於分析及採納他人的意見，整合成妥善

的結論
1	2	3	 4	5	6	7	 8	9	10

批判解難

I 38 在爭論時，我洞悉基本邏輯關係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39
我能夠獨立思考，可分辨出客觀和偏頗的

資訊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40 在爭論時，我能認清及指出邏輯謬誤	 1	2	3	 4	5	6	7	 8	9	10

41 我懂得透過提問，以釐清問題所在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42 我能夠在複雜情況中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1	2	3	 4	5	6	7	 8	9	10

43 我會以理據說服他人，找出各方同意的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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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彈性與適應

能力 

I 44
我願意配合及適應不同情況，例如崗位及

工作時間表的轉變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45 我能夠應付不時改變的優次安排	 1	2	3	 4	5	6	7	 8	9	10

46 我有能力處理突如其來的工作安排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47

我不抗拒認識新潮流（例如科技、時裝和

市場推廣）	
1	2	3	 4	5	6	7	 8	9	10

48 我接受含糊不清的情況和生命中的轉變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49 我願意走出自己的安舒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50 我能夠適應新環境 1	2	3	 4	5	6	7	 8	9	10

51 我能找出不同方法，實現既定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52 我能夠靈活地改善及調整計劃	 1	2	3	 4	5	6	7	 8	9	10

體育精神

I 53 我會按照規則在比賽中公平競爭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54 我知道隊員的貢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55 我欣賞隊員的貢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56 我認為體育精神的內在價值超越體育本身 1	2	3	 4	5	6	7	 8	9	10

57 我代表學校或社區參與運動比賽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58 我尊重我的比賽對手	 1	2	3	 4	5	6	7	 8	9	10

59 我全情投入比賽，務求發揮最佳表現 1	2	3	 4	5	6	7	 8	9	10

60 我從對手身上學習	 1	2	3	 4	5	6	7	 8	9	10

61 我視對手為提升自己的動力來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62-65條問題中，「文化活動」可指視覺藝術、音樂、戲劇、文學、歷史文化等

文化欣賞

I 62 我認為文化活動對社會有正面影響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63 我對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抱持開放態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64 透過欣賞不同文化活動，我培養出審美眼光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65
透過參加不同文化活動，我培養出對不同

文化活動的興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66
我能夠透過不同媒體形式（例如視覺藝術、

音樂和戲劇）表達自己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67 我在學校或社區推動文化發展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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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3：關係素養 

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溝通技能 

I

68 我能以流利母語表達意念	 1	2	3	 4	5	6	7	 8	9	10

69
我懂得如何使用各種非語言溝通工具（例如

文字、圖像及數據）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70 我能夠以母語和另一種語言表達想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71
我會因應不同目的（例如提供資料、作出

命令和勸說），採用適當語調和溝通形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72 在對話過程中，我會主動聆聽	 1	2	3	 4	5	6	7	 8	9	10

73 在對話過程中，我會審慎觀察	 1	2	3	 4	5	6	7	 8	9	10

74 我可以清晰表達訊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75 在討論過程中，我會尊重相反的意見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76
我能以母語和另外兩種語言準確表達自己的

想法和意念	
1	2	3	 4	5	6	7	 8	9	10

77 我能因應不同語境，採用最合適的溝通渠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78 我能夠從對話中分辨對方的情緒和動機	 1	2	3	 4	5	6	7	 8	9	10

79 我經常反思及改善自己的說話溝通風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關係管理

技能

I
80 我認為人際關係在生命中非常重要	 1	2	3	 4	5	6	7	 8	9	10

81 我重視與他人溝通時保持禮貌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82 我認為每個人都各有特徵和性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83 我尊重各人的不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84
我知道處理與家人、朋友、教師、工作夥伴

之間的關係，有不同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85 我有同理心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86 我積極推動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1	2	3	 4	5	6	7	 8	9	10

87 我與好友交情深厚，能夠互相扶持 1	2	3	 4	5	6	7	 8	9	10

88 我能為朋友帶來正面影響	 1	2	3	 4	5	6	7	 8	9	10

89 我和朋友互相提點，給予對方正面指引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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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4：公民意識

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對社會事務

的認識

I

90 我有留意香港的社會發展 1	2	3	 4	5	6	7	 8	9	10

91 我有留意香港的政治發展 1	2	3	 4	5	6	7	 8	9	10

92 我有留意香港的經濟發展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93 我對政府架構有基本認識	 1	2	3	 4	5	6	7	 8	9	10

94 我認識香港的標準立法程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95 我能就不同社會議題作獨立思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96 我能以邏輯分析政策計劃的好與壞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97
對於陷入僵局的社會問題，我可提出實際

建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98
對於陷入僵局的社會問題，我能提出可行

建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履行公民

責任

I
99 我明白《基本法》的重要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00 我明白作為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101
我的公民決定均有理可據，特別是在選舉

投票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02
在公民討論中，我會尊重政治取向不同人士

的意見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03 我在學校或社區內推動公民討論	 1	2	3	 4	5	6	7	 8	9	10

義務工作 

I
104

我明白／認為義務工作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05 我明白義工活動中不同服務對象的需要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106 我偶爾參與義工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07
我透過義工活動，得到身心健康、療癒及

滿足的感覺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08 我參與長期義工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09 我與來自不同背景的義工均有聯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0
透過義工活動，我發展出一套包含愛、憐憫

及人道的道德標準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11 我是負責籌劃義工活動的義工領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2 我參與培育明日的義工領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3 我就社會義工計劃提出建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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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5：全球公民意識

相關技能 層次 編號 陳述 評分表（1-10）  

跨越文化

效益

I 114 我明白世界各國是環環相扣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115

我能夠以英語和普通話與非本地人進行簡單

對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6 我有留意國際時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17 我願意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一同合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8 我願意與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士一同合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9 我願意與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士一同合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20 我能夠分析國際時事對不同持份者的影響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21 我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建立社交關係	 1	2	3	 4	5	6	7	 8	9	10

122 我與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士建立社交關係 1	2	3	 4	5	6	7	 8	9	10

123 我與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士建立社交關係	 1	2	3	 4	5	6	7	 8	9	10

124 我能夠解決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矛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25 我可帶領討論提倡建立多元文化社會 1	2	3	 4	5	6	7	 8	9	10

環境意識

I
126 我明白本地環境問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27 我明白國際環境問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II
128 我明白環境可持續發展始於自我意識與行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29 我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保護環境	 1	2	3	 4	5	6	7	 8	9	10

III 130
有關氣候議題，我能夠詮釋重大國際協議的

影響（例如《巴黎協議》及《京都議定書》)	
1	2	3	 4	5	6	7	 8	9	10

IV

131 我致力提高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意識 1	2	3	 4	5	6	7	 8	9	10

132
我設計了以學校、社區以至全港性為本的

方案，回應環境問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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