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有精神病患學生
擬定個別學習計劃

教育局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學家)

王美貞女士、黃幗宜女士
24.11.2020



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 患有精神病的學生需要醫護專業人員的診治，

他們通常都會有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或

醫務社工跟進。學校的角色主要是配合醫護治

療和康復的要求，協助他們適應在學校的生活。



擬定個別學習計劃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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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資料、設定方向



1. 收集資料、設定方向

• 參考學生紀錄

• 與相關人士進行諮商

• 觀察學生及或為學生作進一步評估(如有需要)

• 分析資料

– 找出學生的需要、強弱項

– 訂定學習目標及優次、可採用的策略

可運用《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和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 計劃表的用途：

– 諮商相關人士，以全面地了解學生在學校的適應情況，
從而因應學生的需要，計劃適切的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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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較難與人溝通、
建立社交關係

精神狀態欠佳

焦慮症

認知功能下降

專注力下降*

學習能力感低落

負面思想

缺乏自信、
安全感

擔心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精力不足

睡眠問題

社交能力較弱

自我表達能力較弱

表現緊張、焦
慮、不開心

對別人的批評
很敏感

有時未能準時
交功課

害怕與人
溝通或互動

未能參與小組
討論或
個人短講

不參與活動較常缺課

有時需同學及
老師協助才能
準時完成功課



較難與人溝通、
建立社交關係

精神狀態欠佳

焦慮症

認知功能下降

表現緊張、焦
慮、不開心

對別人的批評
很敏感

有時未能準時
交功課

害怕與人
溝通或互動

未能參與小組
討論或
個人短講

不參與活動較常缺課

有時需同學及
老師協助才能
準時完成功課

協助學生重新建立有
規律的校園生活

協助學生融入師生及朋
輩之間的相處和溝通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分析資料(訂定長、短期的學習目標)

1.學習方面
長期學習目標: 
• 能適應中五的學習要求，以減輕學習壓力

短期學習目標: 
• 增加回校的日子
• 能跟上課堂進度
• 在給予功課調適的情況下，按時完成功課
• 適應由新老師任教的通識及數學科
• 參與課後鞏固班



分析資料(訂定長、短期的學習目標)

2.情緒方面
長期學習目標: 

• 提升學生的正面思維，以減低焦慮情緒的出現

短期學習目標: 

• 學習有效地表達情緒

• 學生懂得處理情緒的方法

• 學習放鬆身心的方法



分析資料(訂定長、短期的學習目標)

3.社交方面

長期學習目標: 

• 與同學/老師建立正面的關係

短期學習目標: 

• 擴闊及鞏固學生社交圈子，建立朋輩網絡



2. 擬定個別學習計劃



設定方向

• 以團隊協作模式訂定/推行「個別學習計劃」

• 參與訂定計劃者：

• 學生支援組統籌人

• 任教教師/資源教師/教學助理

• 學生輔導主任/人員

• 家長/學生

• 其他專業人員如教育心理學家、精神科護士等

• 訂定參與者的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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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方向

減少壓力/

危險因素

提升自信/

增加保護因素



學習方面的支援

調節要求

提供協助



提升自信心及自尊感
• 安排體驗成功的機會

個別化的支援
協助學生重新
建立有規律的
校園生活

• 上課時間安排

• 班房及課堂管理

• 課室常規及自理

• 小息及午膳方面

• 課外活動方面

協助學生參與學
習活動

• 授課及講解

• 堂課

• 寫作練習

• 小組討論

• 提問

• 功課安排

• 考試安排

協助學生融入師生
及朋輩之間的相處
和溝通

• 教師層面

• 建立關係

• 接納困難

• 耐心聆聽

• 避免批判

• 表達欣賞

• 鼓勵求助

• 朋輩層面

• 朋輩支援

• 鼓勵包容

• 指導技巧



個別化的支援

• 提供協助
–課堂內

• 授課及講解

• 堂課

• 提問

• 小組討論

• 進行寫作練習

–課堂外
• 準備學習材料

• 協助組織及計
劃工作

• 教授學習技巧/
方法



個別化的支援

–調節要求
• 按需要調節學習上的要求，以加強信心

• 功課安排

–提供功課調適，儘可能減輕學生的功課壓力

–例如：

» 減少功課量或抄寫量、調節深淺程度、延長遞交期
限或彈性處理交功課的日期等

» 容許多元化的作答方式，例如：口頭滙報代替文字
報告



個別化的支援
• 測考調適

–學校需包容學生受病情影響所帶來的困難，並
按學生的支援需要及因精神病帶來在應考時出
現的功能限制而給予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

–學生支援組應根據專家的診斷，搜集教師、有
關學生和其家長的意見，並參考相關專業人士
(如精神科醫生、教育/臨床心理學家)的建議，
就學生的需要提供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

–例如安排監考教師提醒學生專注作答、安排在
特別室進行考試、給予特別座位安排、給予短
暫的休息時間

參考自教育局《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校內考試特別安排》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新
增補充說明) 有關「精神病」部分：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
level-of-e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supporting-
resources/SpecialExamArrangement_20181210.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supporting-resources/SpecialExamArrangement_20181210.pdf


3. 執行個別學校計劃



3. 執行個別學校計劃

• 讓有關學校人員知悉此計劃的目標及施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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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IEP統籌(個案經理)



4. 檢視和更新個別學習計劃



4. 檢視和更新個別學習計劃

• 讓有關學校人員知悉此計劃的目標及施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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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要調較個別目
標、達標準則及施
行方法

若目標、達標準則
及施行方法有作出
修訂，通知IEP統
籌作紀錄，也聯絡
家長作適切的配合



重點分享

• 由於有精神病患學生康復過程因人而異，在不同階段所
需要的支援會有所不同，因此不同階段的需要評估對計
劃有效的支援策略尤其重要

• 精神病患成因複雜，準確的個案分析對擬定個別學習計
劃十分重要

•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情緒行為很受其想法影響，在決定調
適及支援策略時，必須考慮學生對有關安排的理解/想
法

• 在合適的情況下，在擬定個別學習計劃前，建議先了解
學生對支援安排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