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立常規步驟
展示工作流程

調適環境：課堂常規調適環境：課堂常規

課室設置有序
座位安排合適

調適環境：環境設置調適環境：環境設置

學校C是一所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一向積極運用不同的支援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根據教師觀察，校內學生普遍的執行功能較弱，在跟從課堂流程、運用組織技巧、規

劃技巧及管理物品等範疇的表現都未如理想。學校期望藉著參與是次計劃，提升學生（包括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並將實踐經驗推廣至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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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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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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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評估

在計劃開始時，教育局支援人員首先向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SENCO及兩位特殊教育需

要支援老師）介紹計劃背景及理論框架，包括不同的執行技巧及提升執行技巧的九項實踐

策略，讓他們對計劃有初步的了解。支援人員繼而與學生支援組商討計劃的實行細節，包括

了解學生需要、相關支援策略及目標班別等。由於教師們需時熟悉當中的細節及流程，支援

人員建議先從「調適環境」（Modifying the Environment）的支援方向進行課堂支援。支

援人員及學生支援組在會議中一致決定運用「調適環境」中的兩項實踐策略：「環境設置」

及「課堂常規」，協助學生掌握學習流程及跟從指示，為將來學習更高階的執行技巧作好準

備。與學校人員商議後，二年級將成為計劃的先導班級，團隊會在二年級的班主任課率先試

行上述的支援策略，並在學期終與其他教師分享有關經驗。

二、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環境設置

二年級的教師表示，他們慣用的視覺策略有「全身聆聽」、「情緒紅綠燈」及「情緒溫度計」。

支援人員建議教師針對學生的需要重新設計或修訂部分內容，例如加上具體及中英對照的描

述及運用簡潔易明的圖示，提升視覺提示的效能（附件3.1、附件3.2、附件3.3）。

另外，展示這些視覺提示的位置也需仔細考慮。在諮詢會議上，支援人員建議二年級班主任可

以把「全身聆聽」的視覺提示張貼在課室前方正中位置，方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適時運用，提

醒學生上課時應有的專注行為。而「情緒紅綠燈」及「情緒溫度計」等視覺提示則適用於協助

個別學生穩定情緒，故可張貼在課室前方兩旁的位置，按需要使用。

  課堂常規

在諮詢會議中，教師表示學校當時未有特定的工具協助學生掌握課堂流程。支援人員建議他

們可參考相關教學資源，設計不同的流程圖（附件3.4）。課堂流程圖可以讓學生更容易跟從各

種課堂常規。在參考相關資源後，各班班主任在自己的班別根據學生的需要，設計及運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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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程圖提醒學生課室的課堂常規，包括清理桌面、取出課本及文具等。同時，各班班主任也

與各科任教師交流各流程的設計重點，好讓各教師在不同的課堂一致推行相關流程。

三、成效檢視

是次支援計劃以二年級為先導班級，由於計劃的規模較小，因此主要利用質性資料

（qualitative data）進行成效分析。就課堂觀察所見，二年級的班主任們運用了不同的

流程圖協助執行各種課堂常規，及幫助學生小息後重新投入課堂。有見不同的流程圖在各班

的成效，支援人員建議各班班主任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學生的特性，繼續沿用或製作不

同的流程圖供各班往後使用。

有教師反映，相比只運用說話提醒學生要留心，運用「全身聆聽」的視覺指示可更具體地令學

生明白要求，對初小學生尤為有效。但是，受課室環境所限，部分班別的班主任未能將有關的

視覺提示張貼於早前商議的位置。因此，教師表示未能適時指向有關圖示，影響了視覺指示的

效能。這方面教師們需繼續檢視，商討更有效及方便的實踐方法。

整體而言，所有參與本計劃的教師都認為本計劃能夠協助他們檢視現行支援措施的成效，從

而作出改進，以更妥善地照顧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及其他學生在學習、情緒及行

為的需要。

四、總結及展望

是次在學校C推行的「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校本支援計劃雖然規模較小，但參與的

教師均認為計劃能有助教學團隊檢視及優化學校的支援策略，更妥善地照顧學生的需要。在

進行成效檢討會議中，校方表示計劃為教學團隊和學生帶來正面影響，期望在下學年根據相

關理念及資源發展校本支援措施。支援人員也建議學校可以發展「狀態調控」的實踐策略，

幫助學生留意自己的狀態，並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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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援計劃總覽

一、需要評估
簡介理論背景及框架，商討
計劃執行細節，檢視學校現
有支援策略及資源

二、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針對學生需要，從調適環境
的支援方向入手，在班中實
施適當的實踐策略 （環境設
置及課堂常規）

三、成效檢視
檢視支援成效，商討如何持
續發展第一層支援

2022年10月至
2023年1月
• SENCO
•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

老師
• 二年級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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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至5月
• SENCO
•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

老師
• 二年級班主任

2023年6月
• 校長
• 副校長
• SENCO
•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

老師
• 二年級班主任

• 諮詢會議3次

• 諮詢會議1次
• 觀察每位教師的課堂1次
• 回饋會議1次
• 檢討會議2次 

課堂用教學工具及材料   
附件3.1：全身聆聽 (ppt) 
(pdf)

附件3.2：情緒紅綠燈 (ppt) 
(pdf)                                                       
附件3.3：情緒溫度計 (ppt) 
(pdf)                                                         
附件3.4：課堂常規流程 
(ppt) (pdf) 

• 檢討會議2次

階段及目的 形式和資源
推行時段及
學校參與人員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1%EF%BC%9A%E5%85%A8%E8%BA%AB%E8%81%86%E8%81%BD.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1%EF%BC%9A%E5%85%A8%E8%BA%AB%E8%81%86%E8%81%BD.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2%EF%BC%9A%E6%83%85%E7%B7%92%E7%B4%85%E7%B6%A0%E7%87%88.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2%EF%BC%9A%E6%83%85%E7%B7%92%E7%B4%85%E7%B6%A0%E7%87%88.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3%EF%BC%9A%E6%83%85%E7%B7%92%E6%BA%AB%E5%BA%A6%E8%A8%88.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3%EF%BC%9A%E6%83%85%E7%B7%92%E6%BA%AB%E5%BA%A6%E8%A8%88.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4%EF%BC%9A%E8%AA%B2%E5%A0%82%E5%B8%B8%E8%A6%8F%E6%B5%81%E7%A8%8B.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3.4%EF%BC%9A%E8%AA%B2%E5%A0%82%E5%B8%B8%E8%A6%8F%E6%B5%81%E7%A8%8B.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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