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活動安排指引 

5.1 模式 

因應學校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年期及教師對非華語學生認知程度，安排不同模式

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 

5.1.1 以校為本

於校內以不同模式推行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包括：專題講座及定期會議，

讓教師獲得最新資訊及討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生涯規劃及其家長。 

 講座

於教師發展日舉辦專題講座，讓全校教職員參與，了解與非華語學

生相關的升學及就業規劃資訊；專題講座的主題內容，可邀請不同的分享嘉

賓(如：非華語畢業生/大專生/在職人士分享)，以多角度讓教師更掌握

支援校內非華語學生的方式。 

 定期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定期舉行會議，就校內非華語學生的特性，討論

學校升學及就業規劃的重點及方向，以及定期更新相關資訊，讓教師更掌握

升學及就業資訊。此外，輔導組可邀請其他教師(如：班主任、教授非華

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非華語教師或助理)參與會議，共同定期討論及

跟進非華語中學生的生涯規劃活動參與。 

5.1.2 聯校形式

邀請其他學校共同以聯校模式舉辦教師專業交流講座及會議，彼此交流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生涯規劃的經驗，尤其是對取錄非華語學生年資較短的學

校，汲取經驗，有助教師掌握支援學生的方式。 

 講座

由學校背景相似或差異(如：取錄非華語學生的人數、年資)聯同

舉辦專業教師交流專題講座，交流成功經驗。除了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教師，

其他相關教師(如：班主任、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科教師、非華



語教師或助理)可輪流參與。

5.2 參加者 

學校可依照學校情況，邀請校內合適的教職員參與教師專業交流活動： 

表格 2  參加者及人數建議

5.3 時間 

依照不同模式舉辦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建議推行時間如下： 

表格 3  不同模式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之建議推行時間

於校內舉辦教師專業交流活動，以講座形式，時間可安排 3 至 4 小時內推行；若

以聯校模式進行講座，建議以 2.5 小時為限，讓不同學校的教師較易於調節時間參與。以

會議形式進行交流活動，時間建議 2 小時。

模

式 

學校背景 

（取錄非華語

中學生的年期） 

形式 參與教職員 參與人數 

以 
校

為

本 

超過5年 講座 全校教職員 全校 

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校內）7-8 人

少於5年 講座 全校教職員 全校 

會議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校內）7-8 人
聯 

校

形

式 

不限年期 講座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非華語學生的班主任； 

任教非華語學生的科任

教師；非華語教師/非華

語助理輪流參與 

每間學校派 2-3 人
代表學校參與 

模式 
時間 

講座形式 會議形式 

以校為本 4 小時 2 小時

聯校形式 2.5 小 時 -



5.4 五大主題 

根據計劃團隊於 2015/16 至 2017/18 學年的經驗，專業教師交流活動的主題內

容，包括：「與非華語社群相關的數據」、「升學及就業理論」、「升學及就業資訊」、

「文化覺醒活動」及「經歷與反思」，讓教師可以更全面地掌握非華語學生的特性及

支援方式。 

1. 與非華語社群相關的數據

 讓教師計劃校內為非華語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時，可參考不同的數據，了解

有關非華語社群的形勢(如：人口、經濟、僱主角度)，從而能夠提供一個適切

的生涯規劃課程，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升學及事業發展。而且，負責教師須定

期搜集更新的數據，掌握最新的情況。各參考資料如下（詳情見附件一至

附件四）：

 資料一：香港統計處

 資料二：僱員再培訓局

 資料三：教育局

 資料四：學校數據庫

2. 升學及就業理論

 以升學及就業理論作為參考資料，有助教師了解生涯規劃的模式、學生成長

需要及探索職業類型的理論，從而為非華語中學生升學及就業作出支援。各參考

理論如下（詳情見附件五至附件七）：

 理論一：生涯規劃的三個元素

 理論二：舒伯（Donald E. Super）生命彩虹發展導論

 理論三：霍爾蘭（John Holland）職業類型論

3. 升學及就業資訊

 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包括：本地及非本地升學、職業相關，有助教師為非

華語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規劃支援時，可作參考。由於資訊定期變更， 負

責教師須定期更新相關數據及資訊。各參考資訊如下（詳情見附件八）：

 資訊一：本地升學的資訊

 資訊二：非本地升學的資訊



 資訊三：職業相關的資訊

4. 文化覺醒活動

 非華語學生一般來自不同的族裔，他們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具有不少的獨特性

(如：飲食習慣、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及安排)，而這些條件，亦可能成為他們規

劃升學或就業方向時的考慮因素。一個能結合非華語學生的文化背景、興趣、能力

和志向的生涯規劃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教師須具文化覺醒的能力，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各參考活動如下（詳情見附件九至附件十）：

 活動一：少數族裔知多少？

 活動二：解碼遊戲

5. 經歷與反思

 透過嘉賓分享及經歷活動，讓教師反思自己在支援非華語學生生涯規劃過

程中的角色。各參考體驗活動如下（詳情見附件十一至附件十四）：

 經歷一：尋夢

 經歷二：邀請非華語人士分享

 經歷三：「S.W.O.T」–如何支援非華語學生的生涯規劃

 經歷四：過去現在未來



5.5 主題附設活動的不同組合 

建議可根據不同的模式及參與活動的教職員之背景，從上述五大主題內，選

取合適的主題及安排相應的活動予教職員參加（見下頁表格 4）。此外，團隊亦建

議不論以任何一種模式推行教師專業交流活動時，各校應簡單匯報校內正為非華語

學生而設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讓參與的教職員能掌握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基本

情況。 



表格 4 模式與主題附設活動的不同組合

模

式 
學校背景1

 

主題 

活動 

所需 

時間 

形式 

1 
與非華語社群相關的數據 

2 
升學及就業理論 

3 
升學及就業資訊 

4 
文化覺醒活動 

5 
反思 

資
料
一

資
料
二

資
料
三

資
料
四

理
論
一

理
論
二

理
論
三

資
訊
一

資
訊
二

資
訊
三

活
動
一

活
動
二

經
歷
一

經
歷
二

經
歷
三

經
歷
四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15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以

校

為

本 

超過5年
講座 

 
（從所有資料中四選二）           

會議 
 

（從所有資料中四選二） 

 
（從所有理論中三選二） 

 
（從所有資訊中三選二）  

少於5年
講座 

 
（從所有資料中四選二） 

 
（從所有理論中三選二）    

 
（從所有活動中二選一） 

 
（從所有經歷中四選三） 

會議     
 

（從所有理論中三選一） 

 
（從所有資訊中三選一） 

 
（從所有活動中二選一） 

 
（從所有經歷中四選一） 

聯

校

形

式 

不限年期 講座 
 

（從所有資料中四選二）    
 

（從所有活動中二選一） 

 
（從所有經歷中四選一） 

1  
取錄非華語中學生的年期 



5.6 流程 

一個完整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應包括以下部分： 

 教師專業交流活動簡介（大綱）

 主題 1 至主題 4（內容按表格 4 之建議組合選取；環節次序則可

以靈活調配）

 小休

 主題 5

 總結及填寫檢討問卷

教師專業交流活動流程例子，可參考附件十五 

5.7 準備工作 

以校本模式及聯校模式舉行教師專業交流活動時，負責統籌的教

師之工作流程將略有不同，詳情如下： 

 校本教師專業交流講座／校本教師專業交流會議（見附件十六）

 聯校教師專業交流講座（見附件十七）

5.8 注意事項 

 特別安排

負責教師須預先向參加者提供惡劣天氣安排的資料，並留意

教師專業交流活動當天的天氣情況。 

 建立學校網絡（聯校模式適用）



完成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後，負責教師可建立學校網絡，有助

日後互相交流如何能提升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生涯規劃活動的設

計及安排。 

 收集參與教師意見

為專業交流活動能有效回應參與教師的需要及提升教學質素，

負責教師 

／工作小組須準備檢討問卷（問卷範本參考附件十八），於教師專

業交流活動當日派發及收回。同時，於工作坊後 1 個月內，與相

關教師進行檢討，以作為日後再舉辦專業交流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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