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結地區資源及建立有系統轉介機制
Connecting Community Resource and
Setting Up Referral Mechanism

我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會有獨特需要和

潛能,因此我們必須有系統地、全面地及

可持續地為不同學生作出支援。

學生除了需要學校提供發展支援以外，

亦需要不同地區持份者的支援服務，以

承託學生校外的生涯發展。因此確立

學校與社區資源的協作及機制是重要的。

社區服務有充足的時間及資源彈性，按個別學校情況及學生需要提供有策略介入，

例如提供專業評估作出合適轉介等。

此學校支援機制針對不同才能及

性向並具生涯發展需要的學生，

包括生涯發展迷茫、低動機、

特殊學習需要、新來港、非華語

及高危離校生等。

從學校 動社區連接機制，為

學生建立學校及社區之間的參與，

在兩個系統上都得到充足支援，

強化個人支援網絡，加深學生與社區服務接連，並參與在服務當中。

透過初次與學校的會議，闡釋整個(由評估、提供服務以至作出承托)
轉介機制為學生生涯發展所帶來的好處

邀請學校的生涯規劃組、輔導組、學校社工及管理層組成校內跨專業
協作團隊，以指定評估表共同就校內學生狀況進行磋商並作進一步
評估，以掌握校內學生的生涯發展需要

提供具生涯發展元素(個別了解學生需要/自我認識/興趣探索/職場
體驗與實習/訂定未來生涯方向)之服務予學生，務求令學生有能力為
自己的生涯發展作出明智的選擇

透過服務中期及完結檢討會議,與校內跨專業協作團隊保持聯繫，就
學生生涯發展成長進行交流，以確保團隊成員持續掌握學生的狀況

以學生於服務中認識到自己的生涯發展偏好為基礎，有關的社區承托
單位可就這基礎為學生作出個人化服務，以協助學生於相關方向
繼續發展，致使其更認清及確立生涯路向

機制流程

HKBM APFS 實務例子

社區生涯發展服務策略    伴

目的: 學校過渡社區承託
對象: 高危及生涯迷茫學生

角色: 
個案經理CASE MANAGER

評估學生生涯發展需要
(生涯發展評估表)

提供生涯發展服務承託 (中心為本)

按生涯發展需要作分流 
(轉介合適服務)

定期出席跨專業會議及簡單文字報告
(三方會議) 

委派一位同工成為機制連繫專員

首年服務承託名額經協調而定

社區連結專員將與策略    伴跟進了解
轉介學生情況 

生涯規劃組、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訓育及輔導組、
學校社工和管理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