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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4」最 

「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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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最 

「喜伴同行計劃」學校支援團隊 

2位教育心理學碩士課程導師 
7位教育心理學家 

研究人員 

3 



「喜伴同行計劃」參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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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的人力資源 

提供小組訓練 
多於1,000組 
約770(小) 
約240(中)  

提供配套服務 
• 朋輩活動 
• 家長諮商 
• 教師諮商 

受惠學生 
約3,900 (小) 
約1100 (中) 

導師人數 : 94人    督導顧問人數: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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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支援理念 

資料來源: 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西）組 （2014) 

• 校本支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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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支援理念 

• 自閉特色腦袋的認知障礙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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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經驗 

• 選取具代表性的訓練目標和活動結集成資源冊 

小學版 : 13冊 

1本使用指南 

12本資源冊 

中學版 : 13冊 

1本使用指南 

12本資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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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源 

• 資源套光碟

–評估工具 

–計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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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源套步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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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閱覽使用指南後，讀者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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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4」最 

「4」好 
 

 

12 



『好』 – 訓練內容 

1. 針對自閉特色學生需要 

 

 

自閉特色腦袋的認知障礙和影響 

要有效地應對這些挑戰，須爲學
生提供針對性的訓練! 13 



第一個『好』 – 訓練內容 

1. 針對自閉特色學生需要 

– 在校適應困難 

– 技能缺損 

 
 

 

社交溝
通 

學習適應 

情緒調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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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範疇 
資源冊主題內容 

學習及自我管理 

基本溝通技巧 

交談技巧 

心智解讀 

社交思維 

友好行為 

朋輩相處 

情緒理解及調控 

處理分歧及協商 

自我倡導 

朋輩共融 

升中適應 

基礎技能的教導 

如何處理成長時 
所遇到的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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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範疇與目標的關係 

訓練範疇 

次範疇 

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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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與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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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訓練內容 



  『好』– 教學編排及策略 

 

 

• 理想的訓練計劃：不少於十二節 

• 編排訓練目標及課節： 

– 連貫性 

– 循序漸進 

– 重複練習和應用 

– 鞏固及類化所學 

– 調適，照顧差異 

– 回饋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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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編排 

• 課節流程  

– 學生需有重複練習及獲得回饋的機會 

– 清晰的課節架構/課堂流程 助掌握訓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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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學編排及策略 

• 選取實證為本介入方法 

• 最能對應學生需要的策略（Odom et 
at., 2012） 

• 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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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 導師、教育人員運用恰當的教導技巧 

–照顧個別差異的技巧 

 

 

 

 

選自《第六冊友好行為》 (小) 

選自《第八冊情緒理解及調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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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 導師、教育人員運用恰當的教導技巧 

–提問技巧 

–回饋技巧 

–行為管理及應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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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好』–全面配合 

有自閉症
的學生 

家長 

朋輩 

協作教師 

其他學
校教師 

家長能積極參與促進
學生的在校適應，提
高家校合作 

朋輩們能更接納學
生爲群體成員，並
提供所需的支援，
使校園共融文化得
以提升 

教師能掌握有關支援策
略，並能靈活運用於三
個支援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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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活動 

教職員
活動 

家長活動 

同儕活
動 

• 觀課，並作個別/小組形
式諮商 

• 透過小組課冊，建立家
長溝通平台 

• 安排家長講座、工作坊/
分享小組等 

• 與有關學生一起參加
社交聚會 

• 成為小導師/愛心大使 
• 進行校本共融活動 

• 協作教學 
• 學校人員觀課，並作個

別/小組形式諮商 
• 參與校內個別化學習計

劃會議 
• 小組/全校教職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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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持續完善  

• 提供工具協助收集學生資料: 

訓練前 

訓練中 

訓練後 

• 需要評估 
• 基線評估 

• 進度評估 
• 小組成效評估 
• 技能維持評估 

第六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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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訓練目標 

監察進度 

作出調適 

（目標、方法） 

釐定進一步 

介入需要 

改善下階段 

的訓練 

『好』–持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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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資源套體現 4 『好』? 
小組訓練的施行步驟 

1 

2 教學編排及策略 

訓練內容 

全面配合 

持續完善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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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資源套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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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資源套後 

小組目標？ 
？ 

考考大家：哪個「好」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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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持續完善  

• 提供工具協助收集學生資料: 

訓練前 

訓練中 

訓練後 

• 需要評估 
• 基線評估 

• 進度評估 

• 小組成效評估 

• 技能維持評估 

第六章介紹 

32 



小組目標？ 
需求評估 

訂定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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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前—協助訂立目標 

《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問卷（小學）--標準版》 

共8頁，分4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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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評估，以了解個別學生的需要 

從不同途徑收集資料： 

專業評估報告 

量表/ 問卷 

老師/社工面談 

家長面談 

觀察 

訂立目標 – 收集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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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目標 
👉🏻✔🏻情緒管理 

👉🏻✔🏻社交技巧 

按目標＋能力 

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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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1) 

小組(2) 



分組 

考考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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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訓練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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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性考慮 

機構與學校人員建立
良好溝通 

第四章：學校與機構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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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人手？ 



教學編排 

一個理想的訓練計劃一般不少於十二節 

教學編排應注意的地方： 
➡把相同主題的課節放在一起連貫地教授？ 

（避免於數個課節中教不同的主題） 

➡教學循序漸進，由淺至深，由簡至繁？ 

➡有否編排一些課節及時間給學生： 

練習和應用+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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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形式考慮 

圖片內容只作範例參考 

－活動/小休時間? 
－教學編排? 
－配合學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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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好』 – 訓練內容 

1. 針對自閉特色學生需要 

– 在校適應困難 

– 技能缺損 

社交溝通 

學習適應 

情緒調控 

42 



資源冊主題內容 

第一冊： 學習及自我管理 

第二冊： 基本溝通技巧 

第三冊： 交談技巧 

第四冊： 心智解讀 

第五冊： 社交思維 

第六冊： 友好行為 

第七冊： 朋輩相處 

第八冊： 情緒理解及調控 

第九冊： 處理分歧及協商 

第十冊： 自我倡導 

第十一冊： 朋輩共融 

第十二冊： 升中適應 43 



小組目標： 
社交技巧 

選取適合內容 

圖片內容只作範例參考 

次範疇 

訓練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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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次範疇的訓練目標 

次範疇 

選取適合內容 

圖片內容只作範例參考 45 



學生能力與目標不同？ 

☑使用實證為本的方法 
☑符合學生程度： 

調適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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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學編排及策略 

• 選取實證為本介入方法 

• 最能對應學生需要的策略（Odom et at., 2012） 

• 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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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特性 
（合作溝通技巧） 

• 小組目的 
• 運作（） 
•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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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範疇 

次範疇 

訓練目標 

準備就緒 

圖片內容只作範例參考 50 



如何持續完善? 
51 



訓練成效👇🏻 

分組 

 

除了學生於小組的表現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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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持續完善  

• 提供工具協助收集學生資料: 

訓練前 

訓練中 

訓練後 

• 需要評估 
• 基線評估 

• 進度評估 

• 小組成效評估 
• 技能維持評估 

第六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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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監察進度 

可用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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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持續完善  

• 提供工具協助收集學生資料: 

訓練前 

訓練中 

訓練後 

• 需要評估 
• 基線評估 

• 進度評估 

• 小組成效評估 
• 技能維持評估 

第六章介紹 

『好』–持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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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後—成效評鑑 

《小組訓練成效評核表》 
利用簡單問卷/工作紙 

可用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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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後—成效評鑑 

教師、家長及學生意見 

配套服務  

同儕共融活動  

教師諮詢 

家長諮詢 

展望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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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施行步驟 

 

2. 課節架構和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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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組訓練以外： 

配套服務 

同儕共融活動 

家長諮詢 

教師諮詢 

4.   收集資料（成效檢討）： 

學生
表現 

家長意見 

老師
意見 

💡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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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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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