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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流齊觀摩  多元智能同建構 

促進創作  信息正確 

開始的時候，中二級同學創作的劇本並不能充分表達到精神健康的信息，於是核

心小組的思健學成員要幫助他們。成員不以直接的方式說出正確的信息，我們扮

演一個促進者的角色，不斷向他們提出問題，讓他們能有自己的空間反思如何去

改善，最終，同學的劇本能成功地展示出精神健康的信息。 

 
精神健康  你我關注 

在「閱讀才藝展歡容」表演中，各班必須選取書中一段同學認為最能帶出主題的

情節，例如：其中一個班別以一個人失業後的困擾為主題，後來，這個人物得到

家人的幫助，使他走出精神困擾的陰霾。這次活動能加深他們對精神健康的關

注，同時同學亦透過扮演不同角色，糾正他們以往認為只有精神病患者才需注重

精神健康的錯誤觀念。 

 
溝通妥協  領袖秘訣 

作為核心小組的小導師或學會的領袖，都要領導同學進行各方面的磋商，制定

政策。如討論「健康周」遊戲時，有同學認為以攤位遊戲更有趣味，有同學則

認為以展板比較簡單，無需太多工作，於是大家會各持己見。此時，來一個「暫

停」，讓大家冷靜，由主席提醒大家要考慮的因素，例如製作需時，空間的限

制等，幸然，同學最後都能作出較可行的決定。 

 
提升自信  轉移經驗 

核心小組的思健成員會引導同學思考和協助他們撰寫劇本。成員須具備三項條件

去領導同學：第一是自信心。第二是自己的經驗，因為核心小組在兩年前曾參加

類似的活動，可以教授他們有關舞台技巧和創作劇本的經驗。第三是溝通技巧。

擁有這三種技能才能有效地指導中二級同學完成是次活動。 

 

 

活動成效靠檢討  成功絕非靠亂估 

 司儀發功  活動成功 

我一向不認為司儀是讀稿機器。我在「閱讀才藝展歡容」活動中所擔任遊戲環節

的司儀，我需要控制場面的氣氛，觀察及挑選我認為最投入的同學回答問題，當

同學答錯問題時，立即挑選另一位積極參與的同學回答，以維持活動的氣氛及同

http://www.facebook.com/pages/Lok-Sin-Tong-Yu-Kan-Hing-Secondary-School/109312909086545


學的投入感，使活動得以成功。 

學以致用  實踐所學 

整個活動過程中，中二級同學對精神健康了解最深，他們閱讀有關書籍和資料

外，還有核心小組的思健成員提供適當的協助，把參加講座時學到的知識告訴他

們。但有學生在遊戲環節中把自閉症誤當精神病的一種，這證明學生仍有誤解。

這次活動相信能糾正同學對精神健康的誤解。 

 
數據評估  成效靠譜 

從各級的調查數據顯示，中二級的同學對活動的認同感最高。核心小組分析後認

為中二級的同學有份參與表演，在排練期間，透過老師與核心小組的指導，令他

們對精神健康問題有更深入的了解。相反其他級別同學只是觀看比賽，經歷不夠

深刻，所以中二級在這個活動中得著也較大。這結果有助我們日後設計更有成效

的活動。 

透過在「晨讀」時間播放有關精神病康復者的短片，核心小組向同學灌輸精神健

康的知識。精神健康涉及我們生活中的思想、感受及行為狀態，例如：學生讀書

時有壓力，也是一種精神健康問題，希望可以引發同學關注。 

 

 

團隊精神盡發揮  精神健康齊共融 

求同存異  達成共識 

核心小組的思健成員協助中二級的同學為話劇選書。初時中二級的同學挑選的書

未必能配合活動的主題。透過討論去引導中二級的同學去認識精神健康和健康人

生，從而使他們選出更合適的書籍。 

 
設計活動  提升共融 

從我們設計的展板問答遊戲中，發現很多同學也答中提問。此活動有效提升同學

對精神健康的認識。以及同學非常欣賞展板的內容，有助培養他們對精神病康復

者應有的正確態度，與此同時亦增加了同學的同理心。 
 
堅毅恆心  好評奪魁 

其中一班中二同學表演的劇目是「我不是黑羊」，主角年幼孤苦無依，仍然堅忍

不拔，積極面對生活，最後更創業成功。故事得到全場的好評，並奪得冠軍及多

個獎項。同學從中明白精神健康的重要，每個人須擁有積極向上的心態。 

 
角色投入  社會共融 

開始的時候，中二同學往往抗拒扮演精神病病患者的角色，但經過核心小組給予

的一些訓練和解說後，同學投入了這個角色當中，並且有出色的表現。這次活動

讓同學認為精神病患者並不是社會的負累，加強了同學的同理心，建構和諧共融

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