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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簡介

2. 量性研究結果

3. 質性研究結果

4.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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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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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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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 對社會的歸屬感

抗逆力 財務規劃能力

責任感和同理心 制定目標能力

人際關係技巧及建立社交網絡 自尊感

八項
關鍵指標

評估八項指標的正面變化，包括：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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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量性研究和質性研究的混合方法進行數據收集和分析

量性研究

• 採用前測和後測的研究設計來收集數據

• 在計劃開始時，向學員、家長/照顧者和友
師發送前測調查問卷，以收集基準數據

• 在計劃結束時，進行後測調查問卷

• 邀請所有學員及其家長/照顧者和友師完成
問卷調查

質性研究

• 進行了 120 次半結構式訪談

• 訪談對象包括 60 對學員及其家長，以及
60 名友師



量性研究結果

6



問卷調查前測及後測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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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N) 後測 (N) 配對 (N) 配對 (%)

學員 2,584 2,605 2,458 95.1

家長/照顧者 2,517 2,439 2,254 89.6

友師 2,234 2,202 1,921 86.0



學員背景資料

男
1,175
(48%)

女
1,268
(52%)

性別

中一
710

(29%) 中二
771

(32%)

中三
950

(39%)

初中年級

中國香港
1,626
(67%)

中國内地
764

(32%)

其他
24

(1%)

出生地

未婚
49

(2%)

已婚
1,572
(66%)

離婚/分居/寡居
767

(32%)

家長、照顧者的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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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和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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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能力分量表 (SD)

自信心
社會聯結量表 (SB)

對社會的歸屬感

抗逆能力分量表 (RE)

抗逆力
理財社會化模型 (FP)

財務規劃能力

親社會規範分量表 (PSN)

責任感和同理心

設定事業目標分量表 (GS)

制定目標能力

社交能力分量表 (SC)

人際關係技巧及建立社交網絡
羅斯伯自尊感指標 (SE)

自尊感

八項
關鍵指標



共創明「Teen」計劃：學員八項指標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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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認爲自己在以下四大指標上提升最為明顯：財務規劃、
自信心、社會歸屬感及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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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照顧者認可學員的所有指標均有顯著增強，尤其是在
財務規劃、人際關係、社會歸屬感和抗逆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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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觀察到學員各方面的顯著提升：與學員和家長的感知有
別，友師特別注意到自尊感、責任感與同理心以及制定目標
方面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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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效應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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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在指標上改善的比例

93.5%
83.8%

70.4%
58.9%

45.7%
31.4%

19.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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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兩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三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四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五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六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七項或以上

指標得到改善

八項指標

全得到改善

七成學員在最少三項指標上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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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顯示，在上述七成學員中，表現最佳的指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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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財務規劃 (74.1%)

人際關係 (73.1%)

02

03

自信心 (71.1%)

社會歸屬感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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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活動及其相關元素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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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家長及友師一致認為，在不同的訓練和活動中，各類團體活動提供了最大的幫助

• 學員受特色體驗的團體活動（例如飛行體驗）和義工服務所吸引，從而提高了參與程度



友師的參與程度取決於個人滿足感和與學員的關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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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感覺和學員很親近

02
很享受當友師的角色

03

和學員對同樣的事情
感興趣/ 趣味相投

01
把知識傳遞給青年人

02

看着學員成長和發展所帶
來的滿足感

03

增強幫助青年人的意
願

個人滿足感 與學員的關係/互動



質性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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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務規劃

2. 自信心

3. 社會歸屬感 Laoreet cum invidunt accusam duo in 
sea diam eirmod.

對學員的正面影響

"我明白了儲備應急錢的好處，這幫助我預備突如其來的開支，
比如生病時的醫療費。"

(學員)

"我從害怕在人前發言到能自信地演講，甚至在學校歌唱比
賽中勇敢表演，也敢於教導學弟籃球技巧。"

(學員)

"作為新移民，她有時缺乏自信，感覺不夠本地化。面對
提議活動時，她可能會猶豫。我會鼓勵她，讓她透過這
計劃增廣見聞，變得更加自信，不怕犯錯。她的進步令
人欣慰。"

(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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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際關係技巧及建立社交網絡

5. 抗逆力

6. 制定目標

對學員的正面影響 "自從有了友師的陪伴和指導，我兒子從劏
房生活的孤獨中走出來，情緒穩定了許多。
他不再感到孤單，與人交流時也變得更加
開朗。"

（家長)

"兒子經歷了10年的重病和骨髓移植後，我們特別重視
他的健康。參加這計劃後，他不僅學業進步，還變得
勇於嘗試，讓我感動且放心地讓他追求自己的興趣。"

(家長)

"我現在設定了明確目標，希望考取好成績，因此更加努
力。我也在探索自己的目標，以選擇合適的課程。"

(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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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尊感

8. 責任感和同理心

對學員的正面影響

"司長分享了他從基層家庭出身到擔任要職的經歷，強調專
注責任和任務的重要。這讓我相信，不論家境，只要努
力，成功是可能的。"

(學員)

"參加中風和腦損傷康復者的義工活動，與他們交
流，深刻體會到康復的挑戰。例如，嘗試用一只
手綁鞋帶，讓我更能同理患者的處境。"

(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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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得到改善

• "她比以前更主動地與我們分享她在學校的經歷。她願意與我們討論她和同學的關係以及她的學習成績。
" (家長 )

• "她更關心家庭和弟弟了，這在以前是不曾有的。現在她會考慮帶一本書回家，看看它是否適合她的弟
弟。 " (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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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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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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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大指標有明顯改善

3.活動偏好與本計劃主要元素相符

4.對友師的正面影響 5.家庭關係得到改善

2.本計劃三個元素之間的聯繫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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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繼續實施
本計劃

促進友師與學
員之間的關係

改善活動排程

組織多元化的
活動

豐富計劃內容及
加強價值傳達

持續保持夥伴關
係，豐富學員的
全面和多元體驗

提升家長在計
劃中的參與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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