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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2017 年 11 月 7 日會議文件 
SKDC(M)文件第 359/17 號 

 
 

 

教育局就 SKDC(M)文件第 336/17 號的回應 

 
「要求政府正視學生自殺，包括成立跨部門小組、每校直接撥款
各 20 萬舉辦防自殺活動、每學期設至少一次休整日及小學社工

常規化｣ 
 

 

  就西貢區議會呂文光議員對上述事宜的關注，在動議文件中4項有關面

對學生自殺問題的建議，教育局現謹覆如下： 

 

成立高層次跨部門小組處理學生自殺問題  

 

2.   教育局十分關注學生的精神健康及學生自殺的問題，對於早前發

生的學生自殺事件，我們亦深感惋惜和難過。  

 
3.   根據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 (委員會 )的分析，學生自殺行為由多個

複雜因素互相影響造成，包括精神健康問題、心理因素、家庭 /朋輩關係、

家庭 /學校適應問題及學業壓力等。我們應避免將自殺行爲與單一成因劃

上簡單等號，以免忽略了其他影響學生的重要因素，而未能作出及時的介

入和應對措施，錯過許多幫助學生和有效介入的機會。  

 

4.   委員會於去年十一月公布最終報告後，教育局與相關政策局及部

門﹝包括勞工及褔利局 (勞褔局 )及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民政事務局﹞

已積極跟進報告的建議，訂定可行措施和推廣工作，加強對學校、老師、

家長及學生的支援，並協助學校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政府

各部門會努力工作，落實最終報告的建議。  

 

5.   行政長官亦委派勞褔局局長統籌一個跨局 /部門的工作小組，在委

員會報告的基礎上，檢視及協調相關部門的跟進工作，及進一步討論有助

防止青少年自殺的新措施。教育局是工作小組成員之一。工作小組將於

11 月開展工作。我們期望在各方面的努力和合作下，學生自殺個案的數

目能持續減少。  

 

「好心情@學校」計劃  

 

6.   為提升學生的精神健康，教育局與衞生署於 2016/17 學年在全港

中、小學推行「好心情@學校」計劃，目的是將「好心情@HK」計劃的三

個關鍵信息，「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及「享受生活」，進一步在學

校推廣，以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和認識，並加強他們的求助意識，

減低同學對求助行為的負面標籤，以及增強他們處理困難的能力。「好心

情@學校」計劃於 2017/18 學年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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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了加強跨界別協作，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大專院校等與學校合作，

推出合適的精神健康相關活動，優質教育基金於今年四月推出申請微型計

劃（包括「好心情@學校」計劃）的優化措施：將計劃原本的撥款上限由

150,000 提高至 200,000 元；同時免除在「好心情@學校」計劃下以合作模

式推行微型計劃的申請名額限制，讓有關機構能夠同時支援更多的學校，

讓更多學生受益。  

 

8.  我們鼓勵學校繼續舉辦與「好心情@學校」計劃相關的活動，推廣精

神健康教育；在有需要時，請學校向優質教育基金提交計劃書，以便獲取

額外資源舉辦有關活動。  

 

學校休整日  

 

9.   教育局一向鼓勵學校參照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的各學習領域／科目

課程指引，規劃整體學校課程，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

面均衡發展。學校可按校情和學生的成長及學習需要，優化上學時間的運

用，例如靈活編排校曆表、上課時間表及安排不同形式的課後活動及活動

日等，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目前不少學校已於校曆內編定全方位學習日

/時段，包括定期推行各類有益身心的體藝活動。此外，教育局亦會繼續

聯同衞生署合辦一系列的心理健康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關

注和認識。如果硬性規定所有學校制訂劃一的方式，將難以全面照顧不同

學校和學生的需要。  

 

小學學生輔導服務  

 

10.   教育局持續優化學生輔導服務，逐步改善人手比率及撥款模式。

選擇領取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的小學可按需要，向非政府機構購買學生輔導

服務或聘用全職或兼職的學生輔導人員。為進一步加強學生輔導服務，由

2012/13 學年開始，所有公營小學已獲提供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額外

津貼 )。  

 

11.   在資歷要求方面，教育局的指引已列明學生輔導人員必須是註冊

社工、具輔導及 /或教學經驗的檢定教師或其他具同等資歷及經驗的專業

人員。在薪酬方面，學校可參考教育局為相類職級就資歷及服務年資等制

訂的薪級表。 [註：外判為學校服務的社工由非政府機構聘任 ]  

 

12.   基於公開和公平競爭的原則，教育局規定公營學校在購買服務時，

須定期進行具競爭性的報價／招標程序，以甄選合適的營辦商／供應商。

這要求也參考了廉政公署的防貪指引。學校可因應校本需要與服務機構訂

定較長的服務合約，讓機構及其學生輔導人員可以持續為學校提供服務。

據了解，大部分學生輔導人員都在同一所學校連續服務 3 年或以上，由此

可見學校的輔導服務具有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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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局一直透過到訪學校及其他已建立的渠道，收集學校的意見

以改善服務。根據收集所得的意見，整體而言，現時的撥款模式能夠照顧

小學的不同需要，亦深受學校及辦學團體歡迎。絕大部分的學校都能善用

津貼增加人手資源，為學校安排一位或以上的駐校學生輔導人員；而九成

的學校有聘用註冊社工為全職或半職的學生輔導人員。教育局會繼續留意

學校對輔導服務的需要，並因應政策的優先次序和政府的負擔能力等因素，

不時檢討向學校提供的資源。  

 

 

 

 

教育局  

2017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