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計劃背景  

•鄰校理念一致 

•(伯裘書院) 

•資金及經驗 

 

 

•新社區落成 

•(天晴邨) 

•天水圍家庭需要 

•(缺乏支援) 

 家 社 

校 CIIF 



基金計劃 



計劃理念 

• 學校是社區的持份者 

• 建構和諧社區的積極參與者 

• 跨代/跨層網絡的學習機會 

• 學校具建立社區網絡的優勢 

–  持份者：家長、學生、教職員 

–  硬件設施：學習中心、文娛康體、 

                      社區聚會 



學校參與社區 

 

• 開放校園 

被動式參與 

• 社會服務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主動式的投入 
•課餘托管服務 

•社區關懷探訪 

•社區互助支援網絡 

社會資本建立 

•長幼共融 

•官商校 

•家社校 

跨代/跨界別網絡 



•伯裘書院 

•潮陽百欣小學 

•商界義工 

•企業專長 

 

 

 

•天水圍協作平台 

•社區組織網絡 

•跨代網絡 

•家庭參與 

家 社 

校 商 

計劃介入模式 



社會資本：建立網絡平台 

• 中學      小學 

• 家長      學生 

• 學校      社福機構 

• 學校      商界 

• 家長/學生      鄰舍 

• 鄰舍      鄰舍 

• 學校      醫護界 

• 長者      學生 



晴天大使 

快樂大使 

婦女 愛友心配對計劃 

長者 玩具圖書館 

智障人士 定期街站活動 

中學生 社區遊戲日 

商界義工 

職青 商社校探訪 

兒童 大型活動嘉年華 

建
立
跨
代
跨
層
網
絡 

跨
界
別
合
作 

義工發展 

社會資本：建立網絡的活動 



社會資本建立 

• 學校層面： 
加強社區的投入、教師成為積極的持份者 

    加深社區對學校的認識 
 

• 學生層面： 
社區的參與、承擔感的培育、品格的培養 
 

• 家長層面： 
積極的人生觀、改善家庭關係、緊密的家校合作 
 

• 社區層面： 
網絡平台的建立、和諧的氛圍、跨代/跨層網絡、
社會共融 



計劃成功之關鍵因素 

• 課餘托管服務與義工導師的投入 

• 計劃推行者的思維及手法 

• 有效的宣傳策略 

• 社區資源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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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計劃的困難 

• 學校的參與：安全性? 

       

• 學生的參與：參加活動? 

 

• 教師的參與：工作量? 

 

• 商界的投入參與︰一次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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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 學校的參與：登記制度、活動設計 

 

• 學生的參與：培訓、學習成長 

 

• 教師的參與：相互配合、家教合作 

 

• 商界的投入參與︰員工發揮所長、持續性關係建立 

 



開放校園效益 

• 家長透過「開放校園」達至「和諧社區」 

     

   分享：潮陽百欣小學  

 家長教師會主席  

官太 



計劃累積成效 

家長義工人數 
居民踏足校園參與 

計劃活動人次 
教職員參與計劃人數 

學生透過計劃 
服務社區次數 

超過250人 超過10,000人 超過60人 超過350次 



社區轉變 

• 居民互信及社區的信任度增加 

• 建立互惠的信念 

• 社區的歸屬感增加 

• 提升社區和諧感 



計劃成效(媒體報導)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