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M計劃簡介

第二部分
「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新界西)組



AIM

計劃

第一部分：

跨專業到校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帶領「跨專業到校

支援」團隊到校，透過會議或實

踐式指導，協助學校優化支援系

統及提升團隊效能

第二部分：

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小組訓練服務

TYPE A (中、小學)

1. NGO到校提供支援服務

2. 以社適及情緒訓練為主

TYPE B (中學)

1. 由EDB統籌開辦強項為本小

組，高中學生經老師提名，於課

餘時間往上課中心參與小組

2. 以發展興趣及強項為主



服務︰

• 繼續採用「賽馬會喜伴同行：自閉症支援計劃」的模式

• 安排學校與NGO協作

• 為第二層支援給予助力

• 提供額外社會適應技巧小組訓練「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Type A)

(第二層支援)

第二部分



對象

• 已確診為有自閉症的學生/被專業人士(例如心理學家)評估為懷疑

有自閉症的學生/正輪候精神科自閉症評估的學生

• 相關持份者 (家長、老師、朋輩)

人數
• 每個小組不多於六名有自閉症的學生

• 學校可開展一項或以上訓練活動(小組、諮商、朋輩活動)

時數 • 每年訓練活動的總時數上限為25小時

內容
• 社交認知、人際溝通、情緒管理和學習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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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節數
每節時數

(小時)
對象

服務時數
(小時)

1 學生小組訓練 12-14 1.5 6名有自閉症的學生 18-21

2 家長諮商/工作坊 1-3 1-1.5 相關的家長 1-3

3 
老師諮商/專業發
展活動

1-3 1-1.5 教職員 1-3

4 朋輩活動 1-3 1-1.5
有自閉症的學生
及相關朋輩

1-3

訓練活動每年總服務時數 25

第二部份：「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2)訓練活動針對學生的
發展需要

(1) 為每名學生
進行有系統的需要評估

(5) 具連貫性及
發展性的訓練

(4) 照顧學生的
個別差異

(3) 運用具實證的
支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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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需要評估

特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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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生的發展需要特色 2

初階情緒課程：

認識情緒、表達情緒、調控情緒

進階情緒課程：

以認知行為理論為框架，

協助調控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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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具實證的支援策略特色 3 機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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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支援
(Visu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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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法
(Reinforcement)

機構例子運用具實證的支援策略特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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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示範
(Video Modelling)

機構例子運用具實證的支援策略特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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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機構例子運用具實證的支援策略特色 3



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特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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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例子



具連貫性及發展性的訓練特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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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計劃 (2024/25 – 26/27) 旨在為學生
提供連貫的訓練。在一般情況下，學校無
須每年轉換入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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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例子

• 能認識情緒，分辨情緒，控制和舒緩情緒的方法。

• 在社交技能上有進步，他嘗試理解，互動和適當的溝通方法增强社交技巧。

• 説話及表達能力方面，多了很多形容詞去描述。

• 社交技巧有進步，學校裡的朋友比以前多了一點點。

• 增加應對別人的信心。

• 參加了本計劃後，性格開朗了，有進步了。

• 子女很喜歡參與該計劃，也能具體説出内容，教導情緒管理和處理朋輩的情緒。上堂模式

能令學生全情投入是我很欣賞的。

• 在活動中學習。教學上容易理解。

• 活動令小朋友開心地投入學習，和導師用心留意小朋友的情況而作出教導和鼓勵。謝謝！

• 阿Sir用心教導，有電話溝通解釋及了解小朋友情緒，非常欣賞導師用心教導。

• 我欣賞在計劃初期咨詢家長學生的需要，在計劃中期有分享内容，令我能在家裏也能應用

同上所學的技能以鞏固他的記憶從而套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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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訓練安排



學校人員的話

機構例子

• 學生在認識自己及別人的情緒有較明顯理解，對學生表達及形容自己的情緒狀況有幫

助。

• 學生在與人溝通時更能用適當的詞語，也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 小組後，學生確實能做到課堂上導師教導他們的規矩，例如用精明眼/腦打敗怪獸。

與朋輩相處也有進步，例如有禮貌地邀請朋友一起玩遊戲。

• 學生在與人討論和表達意見方面更有信心，學會如何在一個話題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和

達成共識。在說話時亦會嘗試與人保持眼神接觸。

• 計劃能切合學生的需求，訓練過程以鼓勵的方式引導學生達到目標行爲，學生都很配合。

• 導師所設計的内容切合學生的需要，訓練目標明確及知識和應用並重。

• 帶組的姑娘因應學生的需要，適時調節每節的學生學習重點，照顧了學生的個人需要。

• 導師耐心教導每一位學生，課程/遊戲内容能夠吸引學生積極投入參與。獎勵計劃能

成為動機讓學生認真聆聽課程内容，及後的獎品十分吸引，讓學生也感到十分高興。

• 組後有同儕活動，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將學到的社交技巧繼續運用到實際情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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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訓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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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學校人員與機構導師協作的例子

學校的職責



➢透過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SEMIS) 提交申請

➢如同時申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分別交回附件二

及SEMIS的申請。

➢已獲學校行政主戶 (Master School Administrator) 授權

➢申請頁面開放及申請期限：

2025年3月25日(星期二) 09: 00 –

4月16日(星期三) 17: 00

➢ 申請結果將於2025年6月公布

申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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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統一登入系統(CLO)                  

❑ 點選校本系統

❑ 點選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SEMIS)  

❑ 主目錄：
▪ 在「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下

▪ 點選第二部分：「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申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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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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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指引



學校確認申請結果後至小組開展前



學校確認申請結果後至小組開展前



小組完結，請於SEMIS填寫學校人員協作評分表



申請項目 第一部分：

跨專業到校支援

第二部分：

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

申請方式 填妥通函附件二的申請表格後，

傳真至教育心理服務 (新界西 )組

[傳真號碼：2416 2478]

參考通函附件三的申請指引，進入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SEMIS)後

填寫及上傳申請

截止日期 2025年4月16日 (星期三)

申請結果

公佈日期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備註 1. 於2024/25 學年已參加「跨專

業到校支援」的學校毋須再次

申請

2. 歡 迎 曾 於 2011/12 至

2018/19學年參與先導計劃的

學校申請此部分的支援，惟未

曾參與支援服務的學校會獲優

先考慮

1. 有意參加的學校，不論是否正接

受「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服

務，必須每年提交申請

2. 如學校同時申請計劃的第一部分，

請緊記須交回附件二的申請表



謝謝參與！

請填寫問卷，下載完整筆記

如有查詢，請致電聯絡以下任何一位

負責人員：

▪ 計劃主任陳綺雲女士 (2437 7271)

▪ 計劃主任劉淑裘女士 (2437 7290)

▪ 行政助理朱嘉榮先生 (2437 7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