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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組培訓課程概覽 

目的 

1 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 

小組由提升自我認識出發，因應有讀寫障礙以及其他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的需要，透過多

元化的活動（如：問卷評估、體驗式遊戲、小組任務，以及圖卡的選擇）與學生初步探索

他們的興趣、能力及價值觀，準備學生選擇體驗及試工的項目。 

 

2 協助學生探索自己的生涯路向 

因應學生特性，小組透過互動及體驗性遊戲，讓學生認識多元出路，思考自己的生涯路向。

小組亦多運用職場走訪及體驗的經歷，讓學生鞏固當中的得著，而且更易掌握配對職業的

技巧，以轉化至生活層面。 

 

3 預備學生參與試工計劃 

小組透過互動遊戲及成長嚮導的分享，讓學生學習訂立目標及解決問題的原則及技巧，亦

會裝備參與試工計劃時應有的態度。期望學生能從模擬情景學習，轉化應用於試工計劃及

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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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覽 

 小組目的 單元 單元目的 

1 提升學生的自我

認識 

第一節  生涯規劃導入  提升學生對計劃的認識 

 讓學生互相認識，建立關係 

第二節  認識自己的興趣  提升學生對興趣分類的認識 

 讓學生了解興趣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第三節  認識自己的能力  讓學生認識能力的三大類別（專門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綜合能力） 

 讓學生檢視自己的各項能力 

第四節  認識自己的價值觀  讓學生探索自己的工作價值及生涯價值觀 

 讓學生認識工作價值及生涯價值觀與工作

選擇的關係 

2 協助學生探索自

己的生涯路向，

並認識不同出路 

第五節  職業與我  讓學生思考自己與職業的配對，並學習職

業配對的技巧 

第六節  升學及就業  了解不同升學途徑，學習因應自己情況作

應對 

 透過模擬求職的過程，認識就業世界 

3 提升學生計劃與

實踐的能力 

第七節  解難之道  讓學生預備參與試工計劃 

 提昇學生解決問題的技巧 

 提醒學生參與試工計劃時應有的態度 

第八節  目標訂立  回顧計劃 

 了解目標訂立的原則，並因應自己現在的

狀況，嘗試訂立具體的短中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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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1 導師準備 

1.1 留意小組人數 

因應學生不同的特殊教育需要而衍生不同特殊情況（例如：一方面，有過度活躍症的

學生經常按捺不住，需要較多走動。另一方面，讀寫障礙較嚴重的學生在處理工作紙

時需要導師提供協助，朗讀紙上的文字），故此建議小組人數為六至八人，讓導師能

易於應對小組內不同的狀況。 

另外，普遍而言，如學生同時有多種特殊教育需要，需要個別照顧的程度亦相對提高，

故此建議導師在安排小組時，因應學生特殊需要的種類多少而再調節小組人數。 

1.2 留意參與學生的年級 

從經驗所見，不同年級學生面對的人生階段不同。中五學生即將迎戰公開試，促使他

們思考未來升學、就業或其他路向；而中三學生面對選科，對他們而言未有急切的需

要思考將來。即使不同年級學生的年紀相差一兩年，但對生涯規劃有不同程度的理解。

為令小組能達致最佳效果，建議小組招募同一年級的學生，減少學生程度之間的差距，

避免小組內容對學生過於簡單或深入，讓學生更投入於小組內。 

1.3 安排額外人手 

每位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皆有不同的特質，以及不同的特殊需要。故此，建議每節

小組皆有最少兩名導師負責。一位導師主責帶領活動，而另一位導師可專責照顧個別

有需要的學生，以及應對突發的情況。如只有一位小組導師在場，他只能處理個別不

同情況，而無暇繼續帶領小組。 

1.4 認識有不同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小組時的特性 

從接觸所見，學生往往夾雜不同特殊教育需要，而他們在小組內的表現各有相異。導

師可針對各自的需要而應對不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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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在小組時的情況 建議處理方法 

讀寫障礙 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普遍自信心較低，表達能

力亦可能較弱，以致部份學生不敢回答導師

的問題 

進行活動前，先清楚地簡介規則及玩法，或

先教導部份相關知識，讓學生有所掌握。 

調教遊戲難度，由淺入深，並多鼓勵及欣賞

學生。 

建議導師在邀請學生分享時，供(多項)選擇，

讓學生較易回答。 

語言障礙 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表達能力可能較差，而

且缺乏詞彙，令其他人難以理解。同時，在

理解抽象東西時，也有相當困難 

建議導師在邀請學生分享時，供(多項)選擇，

讓學生較易回答。亦可讓學生以圖畫代替說

話。 

建議在講解時，盡可能用簡單的詞彙表達。 

過度活躍症 有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大多難以安於坐位內，

需較多走動。說話時，也可能會衝口而出 

建議導師構思小組內容時，多設計互動性活

動。 

建議安排角色給予學生，既能提升其自信

心，亦能滿足其特殊需要。 

專注力不足 有專注力不足的學生雖然留在座位，但可能

容易魂遊太虛 

建議導師定期與學生互動，讓學生保持專注

於活動中。 

自閉症 有自閉症的學生一般表達力較弱。人際關係

敏感度偏低，不懂得閱讀或理解環境氣氛及

其他人的感受。同時，較難接受新嘗試 

建議導師在邀請學生分享時，供(多項)選擇，

讓學生較易回答。 

如情況許可，建議導師在個別輔導時與學生

討論小組時的社交情況。 

在每節小組開始時，與學生講解是節內容及

流程，讓學生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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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裝備帶領小組技巧： 

1.5.1 小組宜圍圈而坐，讓每一位學生也可互相望見對方。 

1.5.2 給予學生有足夠時間進行活動，需要閱讀或填寫的活動要特別留意。 

1.5.3 鼓勵學生開放地交流感受，亦多鼓勵學生的回應。如有學生偏向沉默，導師可考

慮分享個人小故事，引發大家討論及分享；當沉默的學生開始分享時，可用身體

語言鼓勵他繼續，如身體向前傾顯示專注、點頭、公開稱讚他。導師避免否定學

生的感受。 

1.5.4 導師引導學生把小組所學的聯繫到生活上。 

1.5.5 導師透過活動解說澄清或處理組員的困惑，反映學生經驗。 

1.5.6 導師可在小組建立正面欣賞文化，於初期對每位學生具體地表達欣賞，並對學生

之間的互相欣賞作出肯定，學生經多加練習，定能學會互相欣賞。 

1.5.7 表現欠佳的學生，可能較難發掘欣賞之處，故導師更須多加注意其優點，並在小

組後個別地指出其可改善之處。 

 

2 推行策略 

2.1 體驗式學習法 

因應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處理文字功能有缺損，故此小組希望採用體驗式學習方

法，提供學生親身經驗及感受的機會，並透過活動後的反思及討論，綜合及整理經驗。

這能有效地加深形象記憶，讓學生易於吸收不同知識。 

經驗分享 1：在「職業與我」單元中，學生在遊戲「職場經理人」為其他同學選擇合適的工作。

導師會追問學生其原因，以及其選擇的原則。在這遊戲的解說過程中，學生反思自己在配對工

作時所考慮的因素，並從導師的引導及講解，找出自己的盲點，學習更佳的方法，讓自己日後

懂得配對更合適的職業。 

經驗分享 2：舉「升學及就業」單元中的「模擬放榜」為例。如果導師只侃侃而談放榜須知及

不同升學或就業出路，特殊學生困難的學生難以理解及記得這些資訊。故此，小組盡可能以體

驗學習法將訊息帶給學生。 

2.2 教材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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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的獨特需要，小組內的教材及活動均有作適當的調適，

例如：盡量減少教材上的文字、放大文字的大小、增加不同彩色的圖案取代文字，詳

細可見於小組不同附件。希望藉著這些調適，易於讓學生閱讀及理解活動內容及教材

上的文字，提升學生的參與程度。 

小組部份活動亦會以形象及實體化的方式向學生展現（例如：「認識自己的興趣」單

元的「職業貼紙」，以及「認識自己的價值觀」單元的「人生價值卡」），讓學生不

止於思考層面，並加強他們對內容的掌握。 

經驗分享 3：以「人生價值卡」為例。希望學生能透過選擇實實在在的卡牌來思考自己最重視

的人生價值。相比直接印在工作紙上讓學生選擇或直接與學生討論他們所重視的價值，這個過

程藉著動手（hands-on）選擇，更能促進思考（mind-on）。 

2.3 多元體驗配合 

小組與整個計劃內其他體驗環節相配合，深化討論，讓學生得益更大。例如，由於職

場走訪大多安排於小組初期，這些經驗能活用於小組不同環節。由於全部小組組員均

有參與職場走訪，學生對該行業均有相當的認識，故此引用這些例子能得到其他學生

的共鳴，亦能讓學生更易理解抽象的概念。 

經驗分享 4：在「認識自己的價值觀」時，導師會引用這些行業，與學生討論該工作能多大滿

足各個學生的工作價值。在「職業與我」一節，導師亦可舉這些行業作例子，讓學生學習配對

人與職業的技巧。 

2.4 循序漸進 

小組內容由自我認識開始，協助組員認識自己的興趣、能力及價值觀，繼而思考職業

與自己的配對，亦會探討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可能性，最後學習解難方法及訂定目標。

總的而言，內容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亦會將內容分拆成多個小節，希望讓有特殊學

習困難的學生更容易理解及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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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情況 

 常見情況 分析及建議處理方法 

1 學生在小組的參與程度一向較

高，但在參與部份活動時有負

面情緒，甚至不願參與 

這可能由於部份學生的自信心較低，而且與其自我形象負面有

關。他們可能會擔心自己在遊戲中出醜或未能完成。建議導師在

帶領活動時，循序漸進，先讓學生得到成功感，再一步一步增加

遊戲難度，以促進他們的參與，並提升其自信心。 

2 部份學生的讀寫障礙程度較嚴

重 

建議導師在小組內因應情況作出以下調適： 

 當進行部份小組活動，需要學生用文字表達時，讓學生改以圖

畫或言語表達。 

 部份學生會因辨字的困難而減低參與動機。宜主動詢問學生

是否需要導師將文字讀出來，讓學生更易理解。 

 如上文提及，建議最少有兩名導師協助小組。一位導師主責帶

領活動，而另一位導師可專心照顧個別有需要的學生 

3 有不同年級的學生參與小組。

高年級的學生認為小組內容過

於簡單 

建議導師運用年級或成熟程度較大的學生的經歷，鼓勵他們在小

組分享過來人的經驗。既可豐富小組內容，亦可提高他們的參與

度。 

如前文所言，不同年級的學生在生涯規劃上的進程差異頗大，而

小組活動難以同時兼顧兩者各自的學習需要。建議盡可能縮窄組

員在年級上的差異。 

4 部份學生因其特殊學習需要而

出現社交困難，被其他組員排

斥 

建議導師在分組上，安排較容易接納該學生的組員同一組，讓該

學生嘗試與其他人建立正面關係。如出現欺凌的情況，建議導師

即時阻止，並藉機教導學生互相尊重的訊息。 

建議導師在個別輔導時，關心該學生的感受，並討論他對與人社

交的想法。導師亦可與該學生討論改善與其他人社交關係的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