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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成長嚮導手冊 

本計劃設有成長嚮導部分，以協助計劃推行，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及平衡的支援，擴闊眼界與

經歷。 

目的 

1 生命故事分享，啟發及引導學生規劃將來 

學生普遍自信心偏低，限制自己的能力與選擇，對規劃將來沒有希望和信心。成長嚮導亦

曾經歷青年時期的迷茫與探索的階段，他們與學生分享規劃生涯的歷程，描述當中的困難、

應對和得着。學生於過程中獲得一些與成長相關的資訊，在他們的成長路上提供了重要的

助力。這些相處與分享讓學生更有信心規劃將來，對生涯規劃有更多的想像及發現可能性。 

 

2 擴闊對工作世界的認識，支援試工活動 

學生認識的行業種類不廣，加上工作經驗不多，對職場世界感覺陌生，曾工作或在職的成

長嚮導分享工作經驗與發現，讓學生了解合適的求職和工作的態度和技巧，引導學生進行

職業探索。加上，成長嚮導在學生進行試工活動的過程中作出支援，透過檢討實際的工作

情況，鞏固學習，持續進步。 

 

3 雙向成長，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學生大多表現被動，未有發現自己的需要或尋求支援，成長嚮導計劃有助建立支援網絡。

特殊學習困難是個隱形的障礙，社會上欠缺認識與支援。成長嚮導計劃讓社會各界人士認

識這些青少年，並了解他們的特質和需要，讓他們在面對困難時有更多資源面對挑戰。成

長嚮導在與學生相處的經驗當中學習，亦更有信心於日後作相應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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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1 流程 

 

 

2 導師準備 

2.1 制定活動細節 

清晰的活動細節有助成長嚮導調節期望與準備，並了解計劃的要求和流程，以彰顯活

動成效，當中主要的細節設計建議如下： 

 事項 推行建議 

1  參與時段 建議成長嚮導的參與能貫穿計劃初中後期，以便有效了解學生的情

況及參與進程。 

2  人數比例 可根據能力與經驗為每名成長嚮導安排負責支援一至五名學生。避

免一位嚮導支援過多學生，以確保他們能提供足夠的支援予每名學

生。 

3  聯繫方式 不建議學生與成長嚮導作私下聯絡，成長嚮導宜透過導師制定活動

及聚會與學生見面。導師亦可按家長與學校的意願，或評估活動需

要作出安排。 

4  活動形式 形式包括參與小組活動（如到校內分享、一同參與山藝活動）、聚

餐、單位舉辦的大型活動（如模擬面試工作坊、行業分享日）、其

他與認識職場相關活動（如到成長嚮導的公司參觀），及探訪試工

學生等。成長嚮導可按學生狀況選擇個別，或以小組形式見面。首

次見面必需在負責導師在場的場合進行。 

根據經驗，參加者對單位舉辦的大型活動反應較為熱烈。導師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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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模擬面試工作坊及行業分享日，讓所有參與計劃的學生及成長嚮

導參與。學生能於活動當中選擇有興趣的行業進行了解，並認識求

職與面試的技巧。成長嚮導則於當日擔任不同行業分享的代表，分

享其對曾經或正就職行業的認識與經驗，並解答學生對該行業的疑

問。成長嚮導當日亦於模擬面試部分擔任面試員，並與學生分享面

試的心得及注意事項。活動同時讓成長嚮導與學生有共同午膳的機

會，增進彼此了解。 

5  活動時間 根據家長與學校意願，活動可選擇於單位舉辦活動的日子、午膳時

間、放學或試工後，或週末等時段進行，並提醒成長嚮導避免活動

於太晚時分完結。 

6  費用津貼 導師可考慮為嚮導及學生提供膳食及交通津貼，並提醒嚮導保留及

提交相關單據。不建議成長嚮導帶學生參與高消費的活動。 

 

2.2 招募及篩選成長嚮導 

2.2.1 招募 

成長嚮導多於從社會團體、企業或私人機構、義工隊、教會及專業人士團體招募。

導師亦宜善用現有的人際網絡，如學生所屬學校的校友、社會服務機構等單位招

募嚮導，認識的人際網絡可更有效確保報名人士的能力與品格，以保障活動的質

素，及學生的安全。 

導師可製作單張及簡報，並透過電話、電郵與書信等形式，向相關單位簡介計劃，

以供對方作初步考慮。及後可到訪有意參與計劃的單位親身簡介及討論詳細合作

安排，並讓有意參與計劃人士了解擔任成長嚮導的責任，建議導師向相關單位準

備報名表（參考「附件 1：成長嚮導報名表」），以提供資料作初步的篩選和配

對。 

 

2.2.2 篩選標準 

導師可根據「成長嚮導報名表」作初步篩選，並透過電話或面見認識相關人士，

進一步落實成長嚮導名單。導師作出篩選時可考慮申請者的年齡（建議年滿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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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工作經驗、在職行業、參與計劃的動機、可付出時間，及溝通能力等方面。 

 

3 培訓工作坊 

3.1 目的 

支援成長嚮導於其後參與計劃過程中協助學生認識自我與職場，發現能力及可能性。 

3.2 內容 

了解計劃的性質及目的、特殊學習困難和青少年的特質與需要、成長嚮導的特質和支

援方向、個案分享、計劃細節與守則，及成長嚮導與導師交流。 

3.3 流程 

詳見「附件 2：成長嚮導培訓工作坊_流程」，及「附件 3：成長嚮導培訓工作坊_投影

片」。 

 

3.4 其他 

培訓工作坊有助成長嚮導認識計劃方向及參與計劃學生，建議工作坊為每位參與計

劃之成長嚮導必須參與，以有助活動順利推展。完成工作坊後，導師可為每位成長嚮

導派發成長嚮導手冊（參考附件 4：成長嚮導手冊），讓他們有需要時可查閱相關支

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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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策略 

1 學生配對 

導師宜先透過培訓工作坊認識成長嚮導，並憑着對學生情況的了解，如男女比例、可見面

時間、職業志向、興趣，及性格等，與成長嚮導作出配對。有關男女比例方面，建議女學

生的成長嚮導須為女性，而男學生的成長嚮導則不限性別。 

成長嚮導的工作或居住地區亦為重要的考慮因素，如相關地區與學生的學校或試工地點相

近，則使成長嚮導作更方便與緊密的支援。導師亦可考慮透過進行小組或大型活動，讓學

生及成長嚮導參與其中，以了解學生與成長嚮導的互動及契合度，以落實配對名單。 

 

2 與學生建立關係 

學生與成長嚮導的首次見面宜於學校，並有導師在場的場合見面。學生於熟識的環境，並

以小組聚會形式與成長嚮導進行初步認識，有助建立關係。導師可再按學生狀況，讓學生

與成長嚮導進行個別面見，使嚮導能提供更緊密及個別化的支援。學生與成長嚮導亦宜先

了解雙方對活動的期望。 

 

3 監督與檢討 

成長嚮導宜於每次活動進行前向負責導師說明相關活動進行的細節，如會面時間、地點、

出席者，及活動內容等，以讓負責導師掌握情況。導師亦應持續監察及評估學生與成長嚮

導的關係發展進度，定期向學生查詢感受與狀況，並與成長嚮導保時溝通，鼓勵成長嚮導

作定期支援，並引導支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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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情況 

 常見情況 分析及建議處理方法 

1 成長嚮導未能抽空出席簡

介會或培訓工作坊 

私下聯絡成長嚮導，了解其背後原因。如有大量成長嚮導未能出席工作

坊，導師宜舉行多於一場，並向成長嚮導說明工作坊的重要性，鼓勵抽

空參與。如只有少量未能出席，導師亦可私下相約相關成長嚮導或通過

電話進行相關程序。如成長嚮導始終未能參與，則需了解其對計劃可以

支援的空間，並或建議其以其他方式支援學生，如提供職場走訪機會予

學生。  

2 成長嚮導無法抽空參與單

位活動或與學生面見 

私下聯絡成長嚮導，了解其狀況，並再評估成長嚮導對計劃可付出的空

間，一同商討其他支援的可行方案。如有需要，可為學生再次配對其他

嚮導。 

3 成長嚮導欲帶同學生參與

私人活動 

建議活動內容與職業相關，並對學生成長具正面影響。成長嚮導可先與

導師說明活動細節，商討學生的需要，並查詢學生與家長的意願 

4 學生或成長嚮導欲送贈禮

物予對方 

學生與成長嚮導均可接受對方的心意，但切忌贈送過於昂貴的禮物予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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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成長嚮導培訓工作坊_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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