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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石丹理 韩晓燕 梁倩仪

  本书系“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集刊的第五辑。本书通过结集一些文章以

讨论青少年正面成长的重要性,同时介绍“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在中

国内地的发展情况。

为了促进青少年的发展,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在2005年拨款四亿港币,并于

2009年再拨款三亿五千万港币,用于支持香港五所大学开展的“共创成长路”计划。在该

计划进行的十多年间,惠及了二十余万学生(超过六十万人次)。同时,该计划通过十二种

不同的评估方法,评估研究指出“共创成长路”计划能促进青少年的整体成长及保护他们

远离青少年高危行为。

为促进内地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在田家炳基金会的支持下,由香港理工大学牵头、香

港城市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共同参与,“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先

导计划于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在华东地区4所田家炳中学推行。由于评估结果十

分正面,为惠及更多青少年,“共创成长路”计划于2014—2015学年进入为期一年的全面

推行预备期。在此期间,30所中学成为该计划项目学校并参加培训,并于2015—2016学

年顺利过渡到为期三年的全面推行期。除优化初中课程外,计划同步开发及优化了高中

课程以满足高中学生的成长需要。至今,约有超过三万名初、高中学生受惠于田家炳“共

创成长路”计划。该计划得到一致认可与好评,评估结果也十分正面。

本集刊第三四辑(成书于2015年12月),曾以“青少年正面成长”为专题,基于“共创

成长路”计划在华东四所中学的实践,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评估了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的

有效性,证实了该计划推行的可行性及重大意义。为探讨该计划全面推行的效果,总结实

践经验,本辑专题为“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经验分享与总结。具体内

容包括:(1)通过介绍“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成长计划的课程发展、推行及评估,概述

该计划的过去和未来;(2)探讨“共创成长路”计划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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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一致性;(3)在具体课程实践上,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三类课程设置出

发,探讨将“共创课”纳入内地中学常规课程体系的可行性,并对实际实施中如何结合以上

课程上好“共创课”提出建议;(4)在课程设计上,探讨了“共创成长路”初、高中课程设计与

“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共通点,对长远落实“核心素养”的培育提出实践思路。同时,基于中

国内地青少年常见问题,研究团队也进一步梳理了“共创成长路”高中课程2017年修订版

的设计理念,探讨高中课程主题的选择、教学内涵、课程的设计理念以及授课过程中的常

见问题。

这些文章都清楚指出,“共创成长路”计划与教育改革的理念一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互相呼应且能够在学校常规课程中推行。

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之外,本书也收集了来自各项目学校在计划推行中的实践经验

与反思,从课程校本化、教学模式、效果评估与实践反思等方面进一步探究“共创成长路”

计划对不同参与者(包括学生、教师及学校)的影响,对青少年正面成长提出可借鉴的执行

方式与教学方法,助力计划进一步推广。在课程校本化方面,不同地域的项目学校展示了

如何结合本校特色,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共创成长路”计划,实现了从德育模式

到学习模式的双重收获;在教学模式方面,多样的导师思考逐一呈现,如在教学模式上,来

自肇庆市田家炳中学的莫嘉敏老师提出优势为本的课程取向,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

学的陈学芳老师更创设“1+n”的教学模式,营造深度体验的学习过程;在效果评估方面,

导师通过不同角度和多种方式探索了“共创成长路”计划对学生的影响;在实践反思中,导

师回顾并总结了延伸课堂效果的方式方法,表达了任教“共创成长路”以来自身的感受与

成长。最重要的是,虽然很多志愿者认为在高中推行“共创成长路”几乎不可能,但推行的

经验告诉我们,此计划在高中课程中的操作性很强,高中学生和老师也十分欢迎“共创成

长路”课程,并认同该课程能够提升学生的整体成长。

相信本专辑对“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探讨及

当中呈现的正向视角,能给读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带来更大的赋能,也能为学校社

会工作、辅导工作及青年工作的发展提供借鉴。

石丹理 韩晓燕 梁倩仪

●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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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

成长计划概述

———课程发展、推行及评估

石丹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①
李德仁(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梁倩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孙翠芬(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罗绮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胡嘉如(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朱小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赵培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梁卓瑶(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②

【摘要】 “共创成长路”计划在香港的推行广受推崇、成效瞩目,参加学生人

次超过60万,受惠学生人数超过20万名。为了促进中国内地青少年的全人发

展,在田家炳基金会的支持下,这一计划得以在中国内地推行。同时,研究团队

在编写修订初中教材之外,更义务地研发了适合内地高中生发展需求的高中“共

①

②

石丹理:通讯作者,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本科课程),应用社会科学院现任院长,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利丰
服务领导教育教授;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肯塔基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客座教授;香港心理
学会院士。通信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电邮地址:daniel.shek@polyu.edu.hk。
李德仁,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梁倩仪,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孙翠芬,博
士,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誉助理教授。罗绮雯,硕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专任导师。胡嘉如,博士,香港理工大
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朱小琴,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赵培烜,硕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
学系研究助理。梁卓瑶,学士,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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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教材,让“共创”计划的推行更进一步。此外,定期举办的全国导师培训,让参

与计划推行的学校和老师更深入地理解青少年正面发展理论和“共创”课程设计

理念,并且逐步掌握了体验式教学方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创成长路”计划

在中国内地的推行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不同评估策略的结果一致地表明

参与的学生及老师都对课程内容和导师表现持有非常正面的评价,并且认为计

划可以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香港 “共创成长路” 田家炳基金会 成效评估 导师培训

【基金项目】 本文的撰写以及“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均

由田家炳基金会赞助,谨此致谢。

一、
 

香港“共创成长路”计划的发展和推行

在快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成长问题不断出

现,包括网络成瘾(Shek
 

&
 

Yu,
 

2016)、性行为(Shek
 

&
 

Leung,
 

2016)、说脏话(Shek
 

&
 

Lin,
 

2017)等。例如基于香港青少年的一项6年的追踪调查发现,17%至26.8%的初一

至高三的学生存在网络成瘾的行为(Shek
 

&
 

Yu,
 

2016);中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以及

参与性行为的意愿在整个高中阶段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Shek
 

&
 

Leung,
 

2016)。尽管

青少年说脏话的行为呈下降的趋势,但这个行为在整个中学阶段仍呈现上升趋势(Shek
 

&
 

Lin,
 

2017)。另外,在整个中学阶段,学生的生活满意度逐年下降,而且无望感逐年增

高(Shek
 

&
 

Liang,
 

2017)。

应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主要思路可分为两种:其一,问题导向,立足青少年的缺陷,针

对性地预防与干预,以期防止或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其二,采用青少年正向发展取向,通

过增强青少年心理社会能力,促进其全面积极地发展,从而整体地预防问题行为的出现

(Shek,
 

Ma
 

&
 

Sun,
 

2011)。这两种思路并不冲突,但显然,第一种思路采取相对负面的

取态,将青少年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第二种思路则是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将青

少年视为“有待开发的资源”,更注重发掘青少年的潜能,发展包括社交、认知、抗逆、自决

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心理能力作为其“成长资产”(Catalano
 

et
 

al.,
 

2012)。

为促进我国青少年的全人发展,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于2004年拨款4亿港元,

由研究小组、社会福利署及教育局协同创办为期四年的“共创成长路———赛马会青少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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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计划”,即第一阶段“共创成长路”计划。2005—2006学年为第一阶段计划的试验推行

期,全港200多所中学参与其中,受惠学生人数高达10.7万人。该计划于2006—2007学

年进入全面推行期,由香港五所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研发出一套以实证为本、

持续及全面的青少年正面发展活动教材,并将培育内容延伸至特殊学校。由于计划深受

各方支持,计划的成效广受认可,在2008—2009学年第一阶段推行完成后,香港赛马会慈

善信托基金决定继续拨款3.5亿港元,进行为期三年(即2009—2010学年至2011—2012

学年)的第二阶段推行。在经过数年的以学校为本的推行之后,“共创成长路”计划自

2013年开始,以社区为本的方式在全港各区推行,旨在协助那些以往未曾参与有关活动

和有较大社会心理需要的学生,健康全面地成长。

香港“共创成长路”计划包括两层培育活动。第一层为全面性(Universal)青少年正面

成长培育活动,为全香港中一至中三学生设计。课程活动基于15个青少年正面成长概念

(如社交能力SC、认知能力CC、情绪控制与表达能力EC等)(Catalano
 

et
 

al.,
 

2012)而设

计,以单元形式开展(每级40个单元,共计120个单元)。第二层培育活动则针对社会心

理需求较大学生(如在学业、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有较大需要)而设计(石丹理,孙

翠芬,2014)。此外,为保证推行质量,该计划为推行第一层培育活动的各级导师设计了一

套完备的培训课程,以帮助他们充分了解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本质、理解本计划的实质及掌

握推行的态度、知识和技巧。

自2005—2006学年开始至今,全香港近280所中学,超过20万名学生受惠于“共创

成长路”计划,参与项目的学生人次超过60万。在计划成效方面,不同评估策略均证实该

计划有助于促进学生全人发展及预防青少年问题行为(Catalano
 

et
 

al.,
 

2012;
 

Shek
 

&
 

Sun,
 

2013;Shek
 

&
 

Wu,
 

2016),各方(包括参加者、推行者)均对该计划持有正面的评价;

在政策影响上,“共创成长路”计划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纳入多个政策计划中(如扶贫计

划、校园禁毒教育计划等);在传播推广上,该计划的影响扩散至内地、澳门及新加坡,也得

到海外同仁及机构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研究上,本计划定期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出版

众多学术文章及刊物,极大地填补了华人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研究领域的空白。值得一

提的是,在一篇发表于世界顶级刊物《柳叶刀》上的回顾全球范围内有效的青少年预防项

目的文献综述中,“共创成长路”计划是华人地区唯一一个被纳入的以实证为本的青少年

正面成长计划(Catalano
 

et
 

al.,
 

2012)。另外,“共创成长路”计划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

认可,被列为对青少年的正面发展具有促进效果的计划之一(WH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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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家炳“共创成长路”计划的发展历程

随着“共创成长路”计划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香港以外的华人地区也开始了尝试与

探索。在田家炳基金会的支持下,
 

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由香港理工大学牵头,香

港城市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共同参与的“共创成长路”田家炳青少年正面成长先

导计划在华东地区4所田家炳中学(上海市田家炳中学、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扬

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以及常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推行。在先导推行中,研究团队以香港

“共创成长路”计划的第一层培育活动课程单元为蓝本,发展了适合内地初中生使用的“共

创教材”。先导推行主要将课程内容纳入本校德育课程和心理课程内,共计868名学生从

中受惠(石丹理,等,2015)。

为探究先导计划的成效,也为进一步深入全面推广“共创成长路”计划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团队在试行的四所学校均进行了课程评估,评估策略包括主观及客观成效评估、过程

评估及质性评估。一系列追踪研究的结果表明“共创课程”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各方面能力

的提升;主观成效评估表明参加者和推行者对“共创成长路”计划均持有非常正面的观感;

研究人员系统地观课见证了导师授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质性评估(包括学生焦点小

组、导师焦点小组及学生周记)则再次表明学生和导师对该计划不同方面持有正面观感,

并且一致认可该计划对学生全面发展有帮助(Shek,
 

et
 

al.,
 

2014;
 

韩晓燕,
 

石丹理,赵鑫,
 

2014)。这些评估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共创成长路”计划的成效显著。

因先导计划获得广泛认同,田家炳基金会继续提供资金支持,计划得以面向全国田家

炳中学、兄弟学校及机构推行实施,以期更多学校、更多青少年受惠于此。2014—2015学

年,该计划进入为期一年的全面推行预备期,30所中学成为本计划项目学校。结合香港

经验,研究团队于预备期内举办了四次全国导师培训,并鼓励各项目学校积极参与导师培

训,以提升推行质量,加深对课程理念与教学法的理解和运用。在这一年里,项目学校逐

步建立共创团队,不断深入学习共创理念,探索在本校实施共创课程的方法与途径,在逐

步摸索中日益完善共创课程。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30所项目学校经过一年预备期,顺利地在2015—2016学年过

渡到为期三年的全面推行期。此外,虽然最初的“共创课程”主要针对初中阶段,但高中生

同样存在成长需要。因此,研究团队除进一步优化初中课程外,为切实满足高中学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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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也义务地开发及优化高中“共创”课程。至今,约有超过三万名初、高中学生受惠

于田家炳“共创成长路”计划,该、计划得到一致认可与好评(Shek,
 

Lee
 

&
 

Ma,
 

in
 

press)。

三、
 

田家炳“共创成长路”计划初中教材编写及修订

田家炳“共创成长路”计划初中教材改编自香港“共创”计划第一层培育活动的中一至

中三的原有教学单元活动手册。教材编写团队由香港研究团队、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

以及四所参与先导计划的田家炳中学一线老师组成。教材编写工作在先导计划的中期

(即2013年)进行,以期收集更多一线老师的经验,落实教材本土化以符合内地青少年成

长需求。

在教材编写三大总目标(个人自主性、建立青少年发展的结构性基础及快乐成长过

程)的指引下(石丹理,马庆强,2007),编写与修订了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的15个具体

原则(如着重青少年不同范畴的全人发展,纳入本土化的文化元素等)(赵鑫,韩晓燕,

2014)。整套课程在香港“共创课程”15个青少年正面成长构念的基础上,选取8个核心

构念作为主构念发展必修课程,包括与健康成人和益友的联系(BO)、社交能力(SC)、情绪

控制与表达能力(EC)、认知能力(CC)、采取行动能力(BC)、分辨是非能力(MC)、自我效

能感(SE)及亲社会规范(PN)。选取另外6个构念发展课程补充内容,包括抗逆能力

(RE)、自决能力(SD)、心灵素质(SP)、明确及正面的身份(ID)、建立目标和抉择能力(BF)

以及参加公益活动(PI)。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初一至初三每个学年的共创教材均会涉

及上述15个构念。随着学生年级的提升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从初一到初三的课程内容也

逐步深化。

课程活动以单元形式设计,四十分钟为一节课时。每单元内容设置多个环节,包括引

发动机、主要活动、次要活动、延伸活动等。体验学习的方法贯穿于整套课程所有活动单

元,旨在通过个人反思、小组讨论、全班分享、角色扮演、辩论等形式,令学生在活动中参

与、体验、思考,引导学生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此外,在每学年课程的开始和结束的阶

段,导师可根据班级情况自行设计“介绍课”与“总结课”,帮助学生理清思路,真正通过“共

创课程”获得自我提升。在课程安排许可的前提下,导师也可在每一构念内容结束后以

“巩固课”的形式引导学生进一步反思,加深对所学构念的理解和运用(石丹理,李德仁,韩

晓燕,2015a,2015b,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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