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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學校既為育人之所，因此學校應為一處宣揚正面訊息、發揚積極精神、提供

健康的學習環境的處所。任何不利於學生的元素應摒除校園之外，使學生能在健

康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本校向來著意建構成一所發放正面訊息的健康校園，重視對每一位學生的品

德教育，培育學生具有知禮守規的品格，以及建立正面的人生價值觀。在當今青

少年問題氾濫的時代，各式各樣的衝擊接踵而來，我們斷不能處於被動之勢，否

則只會疲於奔命，必須主動策劃及執行相應措施。我們認為只有健康的心靈，才

能抵抗各種各樣扭曲的價值觀。各科組會因應社會的變化，透過不同的課題，利

用各種活動、講座，給學生灌輸正面的資訊。我們同時亦對學生有嚴格的要求，

因為我們明白有些錯誤是絕不能夠觸犯的，在懲罰之餘，也會給予適當的輔導，

協助同學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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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的整體性 

建立一所健康校園，端賴全校教職員、家長們、學生們，以至社區機構一

同投入參與。一所全方位的健康校園包括以下範疇： 

(一)   整潔有序的校園 

(二)   健康教育 

(三)   健康飲食 

(四)   預防傳染病蔓延 

(五)   預防濫用藥物 

(六)   無煙校園 

(七)   無賭校園 

(八)   建立關愛文化、抗拒暴力及欺凌 

(九)   關注網上不良資訊入侵校園 

 

目的 

健康政策的制定是為了讓同工及師生明確知道本校一向推行的健康活動及課程

所包含的政策及目的，讓員工更正確的去推行，讓學生更了解所學課程及活動

的意義，提高健康意識。 
 

政策內容 

1 由學校價值情意培育處負責訂立、推行、監察及修定各項健康政策。 

2 邀請校長、副校長、訓導組、輔導組、各課程主任、參與政策制定。 

3 讓學校成員及公眾人士認識本校各項健康政策，掌握及推行。 

4 提供健康教育 

a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舉行健康講座，對象包括教職員，非教職員、學生及 

   家長。 

b介紹各項健康課程予校長、老師、員工、家長及學生。 

c提名及安排員工參與各項健康課程。 
 

 



4 

(一) 整潔有序的校園 

 

理念 

 學校為施教之場所，應當以身作則，向學生示範持恆的工作態度，讓學生

懂得整潔有序才是生活的常態。 

 

 

目的 

 為學生營造舒適、寧靜，清潔的學校環境。 

 

政策內容 

 自小訓練，為他人設想，培養正確團體生活態度 

1. 列隊集會，女先男後，按學號順序。 

2. 校服髮式，劃一要求，嚴格執行。 

3. 學生回校，除得特別准許，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4. 上課前，值日生須先刷淨黑板。 

5. 全班同學離開班房時要關燈、關風扇及投影機。 

6. 指導學生把班房內物資分類回收。 

7. 放學前，值日生須清理課室的膠樽及紙張，放入回收籃。 

8. 舉行「我班我家優化課堂環境」比賽，以美化課室環境。 

9. 綠化校園政策以美化校舍，締造舒適的學習環境。 

10. 參加環保團體的物資回收計劃，在教員室、課室、操場放置各類回收箱，

鼓勵師生、員工貫徹執行廢物回收的行動。 

11. 實施一系列節省能源的措施，如攝氏二十五度或以上才開啓冷氣。 

12. 工友定時清潔校內公眾地方，定時消毒。 
 
 

檢討及修定 

1. 每年檢討一次。 

2. 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需修訂的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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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教育 
 

理念 

 青少年成長，除須注重體能的發展外，心靈的發展及成長亦同樣重要。健

康的生活態度必須自小奠基，再在穩固的基礎上持續建立。我們深信孩子的成

長健康與否，伴其成長的師長及家長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計劃同時關顧老

師、家長的身心健康，期望師生、親子間建立良好、親密的關係，在相互影響

下，達致健康美滿的人生。 

 

目的 

 推動學校健康教育運動，促進學生、家長及老師的身心健康，倡導健康生

活模式和模造健康的人生觀。透過倡健活動，加強同學對健康教育的認識，再

將健康的訊息擴散至其友儕及家庭。 
 

政策內容及計劃 

1. 建立健康文化 

活動：a. 舉辦「健康校園資訊週」、「水果日」，推廣不同的運動和健康訊息，

提高同學重視健康的意識，從而注重飲食質素、適量運動及日常作

息，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以減低將來患病(如心臟病、中風、糖

尿病及某些癌症)的風險。 

b. 全校參與「體適能奬勵計劃」，提高學生強健體魄的意識。 

c. 參與「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促進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及預防

疾病。 

2. 性教育 

活動：舉辦性教育講座及班主任課活動，參與「衛生署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在學校推行促進身心社交健康的活動，讓學生認識與異性相處的態度，

培養學生忠誠、貞潔的價值觀，糾正時下遭扭曲的兩性關係。 

3. 建立分享、關顧文化 

活動：舉辦「捐血日」，邀請符合要求的同學及校內職員捐血，旨在讓學生

學懂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並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與人分享

自己所擁有的。 

4. 正面的價值教育 

活動：透過勵志電影分享及週會活動，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積極的人生

觀和不屈不撓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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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健康教育 

活動：透過參加「尊重生命計劃」，學習實行「與人分享」、「正面思維」

及「享受生活」，提高學生的情緒管理和心理健康，使人生變得更健

康、開心和充實。 

 

 

檢討及修定 

每年檢討主題及活動一次，制定適切潮流的健康身心活動。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http://www.eatsmart.gov.hk/（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2.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3. https://www.joyfulathk.hk/tc/contents.asp?id=12 (衛生署好心情@HK) 

4.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出版_彩橋通訊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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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飲食健康 

 

理念 

 據研究顯示，營養與學習的關係顯著。健康飲食習慣對於學生的學習能

力、生長發育及長遠的健康等都有莫大的影響。健康飲食習慣可減低於成年期

患上各種長期疾病的機會，如心臟病、中風，以至各類癌症。從小培養良好的

飲食習慣，不但可減低患病的機會，而且有助健康的成長及發展。 

 

目的 

 此政策旨在向學生及教職員宣揚持續推行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同時致力建

立一個健康衛生的飲食環境，讓學校各成員知道健康飲食的重要，並讓他們可

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政策內容及計劃 

1. 為達至以上目的，設立＜食物委員會＞負責學生在校內的飲食健康。 

 a. ＜食物委員會＞負責收集飲食健康資料、草擬及製訂相關政策，並作定

期檢討及修定。 

 b. ＜食物委員會＞根據校內情況及徵詢各方(包括學生、家長、教職員) 

的意見制定政策內容。 

 c. ＜食物委員會＞負責監察小食部及飯商食品的種類、價格、營養價值及 

衛生狀況；與及收集投訴個案，進行了解及跟進，務求令其服務更臻完 

善。 

 d. ＜食物委員會＞需確保政策內的各項目得到切實的執行及獲得相應的 

人力物力支援。 

2. 建立健康飲食環境 

 a. 中一至中三班同學在校內進行午膳，營造融洽和諧的進餐氣氛，培養良

好的飲食習慣。 

 b. 建議學生於午間進食五穀類為主的膳食，確保他們能吸收足夠的熱量。 

 c. 學生於群體中學習進餐禮儀，並於進食後自行清理座位，保持整潔的學

習環境。 

3. 供應健康衛生的食物及飲品 

 a. 選擇小食部營運商及午膳供應商時以健康及衛生為首要考慮因素。 

 b. 學校會透過與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的合作來提供健康衛生的食物及飲品

供學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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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學生飯盒菜式根據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原則選取材料，健康午膳提供五穀

類(如飯麵) ，蔬菜和肉類(及其他代替品) ，依飯盒容量的比例應是三

比一，不少於 2安士的配菜。  

 d. 要求午膳供應商供應水果以增加膳食纖維攝取量。 

 e. 餐單於每月事先公布，讓學生及家長自行選擇。 

 f. 學校操場、二樓及五樓設置飲水機，提供安全飲用水，並安排合格技工

定期更換過濾器及檢定水質，確保食水符合衛生標準。 

 

4. 推行健康飲食教育 

 a. 學校致力讓所有學生明白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從而令他們懂得選擇適當

的膳食。 

 b. 透過學科教學、聯課活動及家長教育活動推廣健康飲食意識，以融合學

校的健康教育課程。 

 c. 教、職員以身教配合言教，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的習慣，作學生

的良好榜樣。 

 

 

 

檢討及修定 

1. 每年檢討一次。 

2. 食物委員會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需修訂的政策內容。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http://school.eatsmart.gov.hk（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2. http://www.cheu.gov.hk 

3.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出版_彩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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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防傳染病蔓延 

 

理念 

 一所學校不少於數百至千人，學生與教、職員之間接觸頻繁，容易交叉感

染傳染病，一旦有傳染病爆發，而不加以預防及控制，可能把傳染病由學校蔓

延至社區，從這裏引發的影響又何止幾千人。受傳染病的影響，病人可能會死

亡(如：沙士、人類豬型流感)。故此必須防患未然，以策安全。 

 

 傳染病的管理主要包括預防及控制，針對構成傳染病的三種要素，即傳染

病原、傳染途徑及易染途徑，目的是切斷此三要素之間任何二者關係。除了個

人健康保健和建立健康習慣外，還要保持一個預防傳染病滋生的環境，一旦傳

染病發生，便要加以控制，以減低其影響。 

 

目的 

 傳染病管理政策旨在向學生及教、職員持續推行各種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

概念，致力建立一個接近沒有傳染病的健康環境，讓同學透過課程、活動及學

校生活，建立個人健康生活習慣、獲得正確的傳染病相關資訊，和學會如何避

免受到感染，讓學校成員把所學的帶到日常生活中實踐。 

 

政策內容 

總括而言，分為四個要點： 

1. 改善學校環境衛生 

a. 提供安全的供水系統 

b. 定期清洗水缸，定期更換濾水器及保持水質達到安全標準 

c. 確保室內空氣流通，保持良好空氣調節系統 

d. 保持地方清潔，杜絕鼠患及蚊蟲的滋生 

 

2. 預防直接傳染  

a. 監察同學因病缺席情況，以期盡早發現病例 

b. 根據衛生署對「懷疑爆發傳染病時的處理方法」建議，妥善備存學生及

教員的個人病假記錄，以便調查及控制傳染病 

c. 為防止傳染病蔓延，患病學生參照衛生署的建議暫時停課 

d. 規定病癒的學生須經醫生證實已完全康復，方可復課 

e. 於校園進行消毒程序，包括操場、禮堂、課室、圖書館、特別室、小食

部、走廊、洗手間等 

f. 在有需要情況下暫時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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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參加疫苗接種計劃 

h.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復課後而作的額外安排： 

 學生需配帶口罩及填妥體溫記錄表 

 加強校內消毒程序，包括每天消毒學生枱椅 

 學生不得早於早上 7:30入校，學生分批入課室/放學，以減低人群聚

集風險 

 入校前，師生需量度體溫 

 學生及座位安排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初中學生除電腦科外，留在原有課室上課，以減低感染風險 

 電腦室在學生座位間安裝隔板，學生進入電腦室前先消毒雙手，再戴

上手套，才可接觸鍵盤及室內設施 

 學生排隊購買小食時需保持距離。並只可在小食部內進食，單向坐，

每枱不多於 2人 

 學生按特別時間表上課，停用校內飲水機，校內午膳及課外活動取消 

 停課期間進行網上教學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防疫安排，進行香港中學文憑試筆試 

 校外人離開後立即消毒枱椅 (例：中一新生註冊) 

 學生按學校安排回校領取 DSE 成績通知書 及/或 申請覆核 DSE 成績 

 

3. 衛生教育 

a. 教授預防及控制傳染病的知識 

b. 培養學生正確的健康習慣和預防傳染病的行為 

c. 訓練學生保持校內環境清潔衛生 

d. 增加學校各項預防及控制傳染病措施的透明度，讓各人提高警覺 

e. 推行家長教育 

 

4. 應變措施 

本校已設立＜危機處理小組＞，處理緊急事故，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各項應

變措施及處理程序，如人手調配、全面清潔校園、暫時停課、復課安排及

對外發佈消息之指引及程序等。 

 

檢討及修定 

1. 每年檢討一次 

2. ＜危機處理小組＞負責檢討校內外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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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https://www.edb.gov.hk/tc/news/all.html (教育局)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Instructions_to_Candidates_Precautio

nary_Measures_at_Exam_Centre_Chi.pdf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文憑試防疫措施及

應變安排（2021 年 3 月 17 日更新）)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news/all.html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Instructions_to_Candidates_Precautionary_Measures_at_Exam_Centre_Chi.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ainNews/Instructions_to_Candidates_Precautionary_Measures_at_Exam_Centr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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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防濫用藥物 

 

理念 

 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漸趨年輕化，造成了一種社會問題。由於他們受

到多種問題困擾而開始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包括心理及生理健康、學業、家

庭、朋輩關係等。更甚的可能因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以致傷害自身或他人，造成

一定的影響。因此，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發生，學校必須向學生推廣預防

濫用藥物的訊息，及絕不容許吸毒情況在校內發生。 
 

目的 

 讓學生及教職員認識並關注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問題，並了解其帶來的後

果或影響，建立正確使用藥物的知識及態度，宣揚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重

要性。 
 

政策內容及計劃 

1.  提供預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教育活動，讓學生了解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壞處

及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 

 a.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認識毒品的相關資訊，使其了解濫用藥物

及吸毒的代價，讓其建立正確的藥物  知識及學習抗拒濫用藥物的技巧。 

 b. 透過正規課程教育，讓學生認識一般藥物的常識。 

 c. 定期舉辦禁毒活動及講座，透過嘉賓的分享，讓學生得知有關禁毒的訊

息及濫用藥物的嚴重後果。 

 d. 為家長提供資訊或支援，讓他們瞭解濫藥的成因、預防濫用藥物的方法

及濫用藥物的危害，裝備他們對學生的濫用藥物問題具備預防、辨識及

處理能力。 

 e. 透過一些宣傳活動計劃，讓學生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及濫用藥物的危

險。 

2. 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推行全人教育，建立學生多方面價值觀，肯

定其表現與成就，避免因學業成績稍遜而濫用藥品。 

3. 鼓勵學生參與禁毒工作坊，短片創作，透過資訊平台向同學宣傳正面訊息。 

4.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各制服團隊的訓練，以發揮朋輩的正面影響。 

5. 提供各類課外活動，如班際球類比賽、跳繩、雜耍等，使同學的精力、情感

能適當宣洩，更可陶冶性情。 

6. 老師與學生及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家長向學校報告，以便及早發現問題及提

供適切的協助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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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工作 

1. 老師經常留意學生上課時的精神面貌，上課時不准學生伏在桌上睡覺，如發

現學生有精神欠佳，反應異常等情況，須通知訓導老師跟進。 

2.  若發現學生有吸毒徵狀，須送往醫療室休息，並通知訓導處，由訓導主任 

或江副校長處理。 

3. 當值老師在小息及午膳期間，須留意學生於洗手間附近或校園各隱蔽處的 

羣體行為。 

4. 工友進行清潔時，亦應留意學生有否在隱蔽角落，如洗手間廁格收藏非法

物品，如有發現須即時通知訓導處。 

5. 校方非常關注學生出席率，如有學生經常或異常缺席情況，訓導老師立即

跟進，務必清楚學生缺席原因。 

6. 注意學生言行舉止，如說特殊名詞(言語夾雜毒品術語或俗稱)、意思不完

整、含糊不清、口齒不靈、眼光呆滯、身體失去協調、站立不穩、眼球震

動頻密、眼紅和眼黄、不由自主地發笑、又或用兩支飲管吸飲料、無胃口

等徵狀，須通知訓導處跟進。 

7. 與家長密切聯繫，掌握同學的生活起居，以期能及早察覺問題，加以糾

正。 

8. 訓導老師每日放學後於區內街道、公園、球場及商場巡查，了解同學在校

外動態，以防學生聚眾生事、結交不良分子、甚或沾染不良嗜好。 

 

 

跟進工作 

1. 若一旦發現學生有疑似吸毒情況： 

 a.訓導主任查察學生情況，負責記錄學生資料、事發時間地點及徵狀等。 

 b.訓導主任須通知校長及學生班主任。 

 c.並聯絡家長及駐校社工商議跟進工作。                              

   d.校方會要求學生進行毒品測試，以作及早辨識和防範。 

   e.學生暫時性停課，等待毒品測試結果。 

 f.學生被安排停課期間，駐校社工會給予輔導，支援等跟進工作。 

 

2. 若確認學生屬疑似吸毒個案： 

   a.訓導主任須通知校長，以決定是否需要將學生送院及報警。 

   b.通知家長到醫院或吸毒檢驗中心。 

   c.學校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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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修定 

1. 每年檢討一次 

2. 訓導組及危機處理小組負責檢討及草擬須修定的政策內容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http://www.nd.gov.hk/（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_保安局禁毒處） 

2. http://rthk.hk/drugbattle毒海浮生DVD 

3.無毒家教有妙法__家長禁毒教育資源套(共四冊) 

4.健康校園新一代__學校禁毒資源套 

5.健康生活遠離毒品(藥物教育教材套_保安局禁毒處) 

 

 

 

 

 

 

 

 

 

 

 

 

 

 

 

 

 

 

 

 

 

 

 

 

 

http://rthk.hk/drug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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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無煙校園 

 

理念 

 吸煙導致心血管、呼吸道疾病及肺癌，二手煙又會危害他人健康，故有必

要讓學生認識吸煙的禍害。 
 

目的 

 宣揚反吸煙，建立清新的無煙校園。  

 

政策內容 

1. 學校致力推行預防及跟進無煙政策。 

2. 所有教、職員作良好的榜樣，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無煙生活。 

3. 讓學生認識吸煙禍害，掌握拒絕吸煙的技巧。 

4. 若發現學生有吸煙行為或攜帶煙、火機及電子煙回校，訓導處除口頭勸誡、

約見家長、甚或記過及校內輔導外；亦推薦禁毒同學參加香港大學李嘉誠醫

學院護理學系「青少年戒煙熱線」，期望透過專業輔導服務，學生能戒除吸煙

習慣。   

 

計劃 

1. 建立無煙校園環境 

a. 任何人士，在任何時間都禁止在學校範圍內吸煙。 

b. 學生不得攜帶煙草、火機及電子煙回校。 

c. 禁止任何煙草廣告在校內擺放。 

d. 校方絕不接受煙草商的贊助和捐獻。 

e. 張貼禁煙標語或戒煙宣傳海報於校園當眼處。 

2. 提供預防吸煙教育 

a. 推薦學生參加「無煙Teens精英計劃」 

b. 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舉行反吸煙講座或活動。 

c. 教導學生有關吸煙、煙草內含成分對身體所引起的傷害。 

d. 幫助學生建立抵抗對吸煙廣告或週遭吸煙環境所產生的誘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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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及修定 

1. 每年檢討一次。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http://www.info.gov.hk/hkcosh/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2. https://www.hkngo.hk/hk/org/committee_on_youth_smoking_prevention_limited (防止青少

年吸煙委員會) 

3. 控煙專訊(衛生署控煙辦公室__校園全面控煙措施簡易實施指引) 

4. 無煙健康互動教學教材套__香港理工大學 

 

 

 

 

 

 

 

 

 

 

 

 

 

 

 

 

 

 

 

 

 

 

 

 

 

 

 

http://www.info.gov.hk/hkcosh/
https://www.hkngo.hk/hk/org/committee_on_youth_smoking_prevention_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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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無賭校園 

 

理念 

 賭博風氣在本港漸見盛行，其中所隱藏着僥倖、不勞而獲的價值觀對青少

年有莫大的影響，干擾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賭錢皆因贏錢起」這老話說得

很對，如果學校不加以阻止賭博心態的成長，後果除禍及學生個人的前途，更

會禍及家庭及帶來社會問題。 

 

目的 

1. 認識賭博的定義、成因及禍害。 

2.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免受貪婪、不勞而獲等心態所影響。 

3. 學習面對朋輩的壓力，堅決拒絕他們的引誘，不參與賭博的活動。 

 

政策內容及計劃 

1. 安排班主任課、講座或話劇，加深學生對賭博禍害的認識，幫助學生建立批

判思考及抉擇能力等技能，務求他們能慎思明辨，拒絕賭博。 

2. 不准携帶賭博用品回校，更不容許進行任何賭博活動。 

3. 小息及午膳時間領袖生，當值老師巡視課室，以防學生進行賭博活動。 

4. 若發現賭博行為須向訓導處老師報告。 

 

檢討及修定 

每年檢討一次。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5922968 向賭博說不 

2. https://www.truth-light.org.hk/concern/area/%E8%B3%AD%E5%8D%9A 明光社(賭博) 

3. http://www.practicalmoneyskills.com.hk 理財足球 

4. http://www.problem-gambling.org/問題賭博 

5.預防青少年迷賭教材套__工業福音團契 

6.「迷賭不宜嬉」__錫安社會服務處(DVD 教材套)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5922968
https://www.truth-light.org.hk/concern/area/%E8%B3%AD%E5%8D%9A
http://www.practicalmoneyskills.com.hk/
http://www.problem-gambl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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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立關愛文化 抗拒暴力與欺凌 

 

理念 

 本校提倡關愛文化，由學生自愛開始，進而能夠愛別人，從對人的價值教育

著手，培育學生尊重他人，懂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之不道德，再而建立大帶小，

強護弱的校園文化 。 

 

目的 

 旨在建立一個無暴力，無欺凌，互重互愛的和諧校園。 

  
政策內容 

1. 透過週會、早會、講座、班主任課，積極推廣「和諧校園」的訊息及「和平

友好」的風氣，使學生明白自己的責任，培養學生優良的道德情意。 

2. 課堂配合 

a. 透過「班家經營」，同學能夠學會互相尊重，關懷及合作的意識。 

b. 教導同學不應令不同性別的學生感到冒犯，例如對同學評頭品足﹔學生在

課堂討論時，強行轉為與性有關的話題。 

c.課堂活動多以協作形式進行，學生從中學習以討論及協商方法去解決困難，

提高其社交及解難能力。 

d. 教師以多欣賞、多鼓勵的方式教導學生，讓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得到滿足感

及成就感，以致懂得欣賞周遭的人。 

3. 提高教師成員對欺凌文化的認識 

 a. 欺凌的定義 

 b. 欺凌的方式 

 c. 引致欺凌行為的因素 

 d. 目擊欺凌事件者的責任 

  e. 遏止欺凌的策略 

4. 全體老師警覺校園會否出現欺凌、暴力事件，如有欺凌、暴力事件發生，由

訓導處統籌跟進。 

5. 校方提點全體教職員關注，參看《性別歧視條例》」EDBC08025C 及《種族

歧視條例》EDBC090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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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向教職員發放《性別歧視條例》(第四百八十章)內容提及任何人作出涉

及性，並造成「有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之行徑而構成性騷擾，已擴展至教

育環境，故學校有責任確保所有人，包括全體學生、教職員、義工，合約員

工等均在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及工作。 

7. 輔導 

a. 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b. 提供多元化的機會，讓學生發展良好朋輩支援系統 

c. 建立學生對自我能力的信心及自我形象的接納 

8. 推行之活動 

a. 透過講座、校本輔導活動及教師工作坊，提高學校成員對欺凌行為的認識。 

b. 透過早會、週會、班主任課、秘密天使、「關愛導師」及「關愛學長」的

支援及關顧，互相欣賞等活動，積極營造關愛校園的氛圍。 

c. 提供「歷奇營」及「關愛共成長」計劃等團隊協作活動，讓學生積極面對

和參與不同的挑戰，了解自己的特點及發展多方面的潛能；並體會突破個

人極限的樂趣，提昇處事的能力和動機。 

d. 「義工小組」舉辦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提升學生對周邊人和事的關顧，

從而學會關心別人。 

e.  透過陽光電話、家長教師交流會、家長教師會親子活動及家長講座等活

動，協助父母掌握教導子女的方法，及與子女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改善

親子關係，減低子女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7. 訂立及參照工作指引 

 訓輔組向老師提供參考資源，讓同工對此加深認識瞭解，指引如下︰ 

 a. 處理校園暴力及欺凌指引 

 b. 和諧校園齊創建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

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檢討及修定 

每年檢討一次。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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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

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教育局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資源 

2. 校園危機支援計劃 - 校園暴力指引    

3. 2007 訓輔人員專業手冊以正面紀律為取向(優資教育基金贊助) 

4. 2006年優資教育基金贊助「全校總動員處理學童欺凌：實踐及研究」香港 

   城市大學靑年研究室 

5. 教育局通告第 25/2008 號《種族歧視條例》 

6. 教育局通告第 2/2009號《性別歧視條例》(第四百八十章)的修訂 

7.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訊第四十八期 

8.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出版_彩橋通訊 (第三十期__欺凌) 

9. 至正網絡課程教材套(初中版) __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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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關注網上不良資訊入侵校園 

理念 

 近年互聯網高速發展，網上資訊良莠不齊，學校和家長應該要讓學生知

道，即使在家中或學校使用電腦，或加設了過濾軟件，也不一定安全和能杜絕

不良或色情資訊。因此在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作為溝通傳意、搜集資訊，以

擴闊學習領域的同時，亦要教導學生小心使用，和懂得負責任地使用。在提取

網上資訊時，能辨別有關內容的是非黑白和善惡，並要認識和注意不當使用的

嚴重後果和危害性。 

目的 

 正面引導學生對性方面的好奇心，提防學生因一時的好奇，被網上一些性

變態、性虐待、淫褻及不雅等色情資訊所吸引和荼毒。由於禁制是會引起更大

的好奇，而且亦不符教育原則，因此除了要為學生提供正確的性教育觀念和知

識外，還應引導學生建立健康的人生態度，培養廣泛興趣，投入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及增進良好的人際關係等，令學生自覺地遠離一些不良意識的引誘和不

會沉迷。 

政策內容及計劃 

1. 為防止網上色情資訊入侵校園和學校電腦系統，學校委派資訊科技統籌員，

協助教師和學生正確使用學校的資訊科技設施。 

2. 除提供技術支援外，亦可擔當一定的監管的任務，包括事前監管學生上網的

情況，及早設置及更新過濾軟件和防火牆，以攔截學生瀏覽不雅網頁。 

3. 如有學生開啟意識不良網頁，及不聽老師勸誡，須向訓導處報告及跟進。 

4. 初中加入資訊素養課程，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及使用資訊之態度。 

6. 在初中電腦資訊科課程中教授學生篩選資訊課題，拒絕接受不良資訊。 

7. 邀請警務人員來校主持有關收發不良資訊的刑事責任講座。 

8. 為家長安排資訊科技的講座或課程，協助家長有效監管子女在家使用電腦。 

參考資料 / 相關網址 

1. 預防性暴力教材套(反性暴力資源中心) 

2.  2004資訊科技教育未來路向意見書(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3.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C.pdf 

4. 互聯網教育資源套 http://benetwise.hk/resources/index_3.html 

5. 衛生署青少年健康服務計劃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6.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出版_彩橋通訊 (第七十一期_爸媽和我一起面對挑戰) 

 

- 完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20180516C.pdf
http://benetwise.hk/resources/index_3.html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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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政策檢討(2020-21)： 

 

疫情引致學校停課或上半天課，大部分活動被迫取消，來年活動規劃仍需視乎疫情控制進

展，按教育局指引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