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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升小的期望

• 給你三個願望，你會期望孩子……

1. 能專心上課 7. 每天都開心

2. 能自行完成功課 8. 主動認識新同學

3. 能自動自覺溫習 9. 待人有禮

4. 多看有益的課外書 10. 有健康的身體

5. 得到老師的讚賞 11. 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6. 自行收拾書包 12. 少看電視及電子產品



父母對孩子升小的期望

1. 對閱讀的興趣

2. 有基礎書寫能力

3. 自行完成功課

4. 清晰表達自己的意見

5. 解難技巧

(Chan, 2012)



孩子升小後的改變和擔憂

• 減低做功課的意願

• 減低學習的主動性

• 影響作息習慣

• 擔心學業及社交關係

• 出現負面情緒

• 失去自信
(Chan, 2012)



• ‘The best results are achieved when pare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work as equal partners in the transition to school.’

• “當家長、老師和孩子平等地合作時，才能在學校適應
的過程中取得最好的結果”

(Balaban, 1985)

老師

孩子家長



孩子的成長需要

嬰兒期

(0-2歲)

幼年期

(2-4歲)

童年早期

(4-5歲)

童年中期

(5-12歲)

青春期

(13-19歲)

成年早期

(20-39歲)

成年中期

(40-64歲)

成年晚期

(65歲後)

• 人生八階

• 每個階段有主要發展任務

• 成長發展是連續而累積的



孩子的成長需要

嬰兒期
(0-2歲)

幼年期
(2-4歲)

童年早期
(4-5歲)



孩子的成長需要

✔學習更深的學習內容

✔掌握更多社交及相處技巧

✔獲取正面經驗

童年中期
(5-12歲)



小一適應的重要性



小學生活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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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需要適應的不同範疇

常規 自理

學習 社交



學校環境
常規

校舍較大，設不同活動室、
課室固定排列桌椅、班級數目較多

校舍較小、佈置精美、
有大量玩具及遊樂設施



日常流程
常規

活動時間較長、每班訂班規、
茶點及排洗由老師安排

課時較長、遵守嚴謹校規、
自行收拾物品、自行安排小息活動



獨立照顧自己的能力
自理

執拾書包

自行安排如廁
自行處理午膳

管理個人物品
抄寫家課冊及

交功課

整理校服儀容



教學模式及課堂編排

幼稚園 小學

主題教學
以遊戲、活動等互動模式進行

分科學習
多以講授，配合小組學習活動模

式進行

上課時間較短 上課時間較長（一堂約35分鐘）

功課難度較低、功課量較少 功課內容廣而深、功課量較多

校本評核方式 以默書、考試等方式評核

學習



新的人際關係
社交

新老師 新同學

校長、副校長、訓輔主任、
班主任、各科老師、校工

等等

每班約30位同學
社交時間增多：小息、午膳



轉變 不同的情緒





如何協助孩子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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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需要適應的不同範疇

常規 自理

學習 社交



增加孩子對學校的認識

➢認識學校的基本資料：

• 校服、一般校規、時間表、手冊、課外活動等

• 認識上學路線、學校基本設備及附近環境等

• 參與小一適應活動

常規



進行常規訓練

• 制定/調整活動時間表

• 預備小學生活的作息時間

• 加強對時間的管理及掌握

(學習看時鐘、使用月曆記事等)

常規



與孩子一同預備升小物品

• 一起包書，為書本寫上名字/貼上名牌

• 一起預備書包、文具、校服及其他必需品

• 建立分類系統

(以顏色文件夾分別科目)

自理



訓練孩子獨立能力

• 提升生活技能

(如廁、自行梳洗、整理儀表、使用個人物品、

處理食物包裝)

• 學習按時間表執拾書包

• 可多讓孩子參與家務

自理



了解孩子的專注時間

年齡 可持續專注的時間

2-3歲 2-5分鐘

4歲 5-10分鐘

5-6歲 10-20分鐘

7歲 20-25分鐘

學習



專注力曲線
學習

100%

約15-20分鐘

• 容易分心
• 無法集中精神
• 坐姿不佳 (搖腿、玩鞋、搖凳等)
• 發白日夢
• 把玩身邊的物件 (手指、筆盒、

紙、衣物等)



學習

刺激
⚫ 眼：視覺提示、色彩
⚫ 耳：聽聽輕音樂
⚫ 手：椅上壓、摸不同

材質

少量休息



學習

休息、食物



提升學習動機

• 以遊戲及經驗式學習

• 從孩子的興趣著手

學習



幫助孩子預備不同社交場景

• 教導孩子基本禮儀和社交常規

• 學習接受/拒絕邀請

• 懂得如何尋求協助

社交



加強孩子解難能力

• 與孩子預想情景及解決方法

例如：

1. 上課期間想去洗手間？

2. 小息時見到其他同學玩耍，想加入但不知如何做？

3. 同學改了一個他不喜歡的花名？

社交





了解孩子情緒
幫助孩子升小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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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孩子升小

• 你會感到……？



孩子面對升小的情緒



認識情緒冰山

每個行為背後都有一座冰山

• 感受

• 觀點

• 期待

• 需求

• 自我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猜猜看 這段話下面藏著什麼





了解冰山三步曲

停下來深呼吸
冰山是什麼

好奇心情
開啟溝通

一步一步
靠近需求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情境一

朗朗每天起床都哭鬧不想上學，

拒絕起床梳洗，起床後行動十分緩慢，

以致每天上學都幾乎遲到。



情境二

小傑上小學後，經常感到不開心，

在家稍有不如意的情況便會哭鬧發脾氣。



情境三

小明在做功課和溫習時經常心不在焉，

對學習提不起興趣。



了解孩子的情緒

• 以良好親子關係作基礎

• 建立親子交流時間

• 鼓勵孩子分享

• 時刻留意孩子情況

• 多給予鼓勵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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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學生支援
的原則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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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的理念

● 讓每一個學生都發光發亮。
● 建構一個互相尊重、和諧及關愛的學習環境。
● 因此，對象和獲益者不單是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而是全體員生、家長和辦學團體，
以至整個社會。



三層支援的模式
第一層支援
對象：所有學生
1. 及早識別
2. 優化課堂
3. 有輕微或短暫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

第二層支援
對象：個別有評估報告的學生
1. 言語治療治療
2. 小組學習
3. 小組輔導

第三層支援
對象：少數有評估報告而持續有嚴重學習及適應困難的學生
1. 個別學習計劃
2. 小組/個別訓練



小一及早識別和輔
導有學習困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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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會為哪些學生填寫量表？

◆老師由九月初開始觀察學生的學習及行為表現

◆當察覺個別學生的學習表現有落後情況時，會得
得到家長同意下，在十二月至一月期間為他們填
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

51



識別後，學校會如何幫助我的子女？

◆老師會為他們訂立及推行適切的輔導計劃

◆老師會定期檢視他們的進展

◆於小一完結前，為學生進行覆檢，修訂輔導計劃
及考慮為學生安排進一步的評估

52



學校會為學生提供甚麼學習支援?

◆課堂上的支援
◆課堂外的支援
◆家課調適
◆評估調適

53



家長可怎樣觀察子女的學習情況？
有學習困難的子女可能會有以下的表現：

識字和識數
⚫ 未能認讀簡單的字詞，對剛學過的字詞也不能讀出
⚫ 難以掌握數字的概念

書寫
⚫ 不能書寫簡單字詞
⚫ 執筆抄寫時顯得很吃力
⚫ 經常擦拭字體
⚫ 倒轉字母或部件

54



語言能力
⚫ 常誤解別人的說話
⚫ 不能清楚表達自己的需要

專注力
⚫ 容易分心
⚫ 不能安坐
⚫ 容易疲倦

記憶力
⚫ 難以跟隨多個步驟的口頭指示，
例如:「去廚房/攞對筷子/擺喺檯上面。」

55

家長可怎樣觀察子女的學習情況？



如果家長懷疑子女有學習困難，可以怎麼辦呢？

◆ 與老師商討為子女填寫量表，進行識別

◆ 告訴老師子女所出現的學習困難，商討有效的輔導方法

56



在校課後託管服務
試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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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讓有需要的小學生在課後留校，在 安全熟悉的環境下接受託管及學習支援，

同時讓原需 在子女課後負責照顧的家長(特別是婦女)可選擇外出 工作以改

善生活。

◆ 在校接受託管：

•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6:00)；

• 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1:00)；

◆ 到機構接受託管

• 星期六(下午1:00-3:00)

• 星期日(上午9:00至下午3:00) 個別學生可申請



申請資格及程序
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1. 受助家庭獲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豁免全費) 或╱獲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全額津貼 或╱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 及家庭入息上限

為不超過全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55% 。

2. 學童父母╱監護人因工作、尋找工作、參加再培訓課程／就業實習

訓練或其他原因未能在課餘時間照顧學童的家庭。

*初步批核後，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的家庭需要填寫申請

表格、遞交證明文件及與機構社工會面。



總結

1. 正向

2. 合理期望

3. 聆聽理解、陪伴及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