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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際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研究指出⼈際衝突是影響⼈際關係和⼼理健康的
重要因素。為了減少衝突為⻘少年帶來的負⾯影響，家福會致⼒提供衝突化解
培育服務，透過在學校和社區推⾏「朋輩調解計劃」、「和平與調解教育系
列」、「⽣命旅程調解教育系列」及「和平動⼒」計劃，協助⻘少年以和平及理
智⽅法處理⼈際衝突，並在校園及社區建⽴平等相處、互相尊重的⽂化。 

   家福會分別於2012及2013年委托⾹港中⽂⼤學社會⼯作學系陳季康教授進
⾏「⾹港中學⽣校園暴⼒研究」及「⾹港⾼⼩與初中學⽣⼈際關係與衝突研
究」，兩項研究分別發現： 

校園暴⼒隨著年級的增⻑呈現先增加後減少的趨勢，建議⼈際衝突預防⼯
作應更關注⼩六、中⼀及中三學⽣群體; 

⾹港校園暴⼒對學⽣的負⾯影響較其他國家地區⼤，包括⼼理影響，如容
易出現憂鬱、低⾃尊，⽽校園朋輩及教師⽀援為減少校園暴⼒帶來傷害的
關鍵因素，建議加強社會⽀援網絡； 

建⽴正向校園氣氛有助減少校園暴⼒，建議推⾏朋輩調解服務作為預防和
介⼊⽅法，讓學⽣建⽴正確處理衝突的態度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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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研究受訪者（受訪者）在處理⼈際衝突的態度、技巧、知識有顯著進步， 
      尤其是對⼈際衝突處理低組別的受訪者幫助更⼤； 

(2)  受訪者更傾向主動與⽗⺟處理衝突； 

(3) 朋輩調解與各項社會健康因素有正⾯關聯。朋輩調解技巧越好，各項正⾯   
     處理衝突的傾向因素亦越⾼。 朋輩調解技巧越低，衝突的控制亦會越低。

    為了進⼀步探討「朋輩調解計劃」在衝突化解培育⼯作上的成效，以及調解
教育對於個⼈和社會系統（包括家庭、學校、朋輩）的關係和影響，家福會於
2023年再次委托⾹港中⽂⼤學社會⼯作學系陳季康教授團隊進⾏研究，並於
2024年1⽉完成 「⻘少年領航員訓練」（中學朋輩調解計劃）成效報告 ，結果
主要發現： 

    在本⽂，家福會就著「⻘少年領航員訓練」（中學朋輩調解計劃）成效報告
的主要發現，從個⼈、社區及社會服務三個層⾯闡述其影響性，並作有意義討
論及建議。期盼內容有助⽇後制定相關政策，並與⻘年教育⼯作者攜⼿發展調
解教育服務，為年⻘⼈對衝突看法和處理衝突的信⼼帶來正⾯影響。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0 4



   ⾹港家庭福利會（簡稱「家福會」）於1949年正式成⽴，為⾹港其中
⼀個主要的⾮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我們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致⼒
提供⾼質素的專業社會服務，為⾹港的家庭及⼤眾謀福祉，培育⼀個互
相關顧的社會。 

⾹港家庭福利會 

    1997年 ，本會開展家事調解服務，讓⾯臨分居或離婚的夫婦，以和
諧理智的⽅法共同達成雙⽅接納的協議。於2001年，本會成⽴全港⾸間
由⾮政府福利機構營辦的調解中⼼，致⼒推廣及提供各類調解服務。近
年,本會更參與不同計劃如「恒⽣ - 家福⻘少年調解計劃」、「賽⾺會調
解家庭同·理·傾計劃」及「臻和薈」調解教育及服務計劃等 ，以拓展社
區調解服務，讓社會上不同年齡層的社區⼈⼠受惠。

家福會調解服務發展 

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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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01 年推出以中學為本的「朋輩調解計劃」（簡稱「計劃」），為衝
突化解培育服務其中⼀項計劃。計劃⽬的是訓練中學⽣成為朋輩調解員,透過朋
輩友群，以和平理智的態度處理朋輩間的衝突及糾紛。⾄今有超過 210 間的中
⼩學和⼤專學院參與此計劃，訓練了超過 8,000名學⽣為朋輩調解員，在學校
及社區推廣和平和調解的信息。鑑於本會「朋輩調解計劃」取得的成就，⾹港
調解會設⽴了「朋輩調解員」的會員制度，藉以認可此計劃受訓練⼆⼗⼩時的
「朋輩調解員」。  

「朋輩調解計劃」背景 

   朋輩調解內容包括認識情緒、憤怒處理、調解五步曲、調解技巧等，其中教
授積極聆聽技巧時，為了讓服務對象更容易掌握，本會設計了
的概念框架，並於2019年取得註冊商標。訓練的形式包括短講、⼩組討論、
遊戲及⻆⾊扮演等，訓練資料除了以朋輩間衝突作主要情景設定外，也加插了
家庭內之衝突，希望⿎勵參加者在⽇常⽣活中多加應⽤調解技巧，減少⼤家相
處上積累的誤解及負⾯情緒，與家⼈及朋輩學習以和平、冷靜⽅式正⾯處理衝
突。

機構簡介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0 6

頭、心、腳®



0 5 10 15 20 25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

觀塘瑪利諾書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可風中學 (嗇色園主辦)

葵涌蘇浙公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聖類斯中學

中五

82

中四

80

中三

45

受訪者性別

男 女

0

20

40

60

80

100

120

「⻘少年領航員訓練」
（中學朋輩調解計劃）成效報告摘要  

研究基本資料 1.
    1.1 ⽬的 

探究受訪者在計劃後的衝突處理技巧與朋輩調解技巧的成效； 
探究朋輩調解技巧與各項社會⼼理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 

    1.2 時期 
2022年12⽉⾄2023年7⽉ 

    1.3 參與學校及問卷回收數⽬ 

1.4 受訪者對象的性別及年級分佈

參與學校及問卷回收數目

年級分佈

11096

21

16

13

9

15

16

7

20

17

15

16

24

19

14

11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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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具 (量性問卷) 
問卷
可信度  

1 
正負向情緒量表
(Negative Affect and Positive Affect Schedule Short Form, PANAS-SF, Watson et al., 1988; Thompson,
2007) 

⾼ 

2  整體⽣活滿意度 (Smikstein, 1982)    / 

3  ⼈際衝突技巧 （⾹港家庭福利會，2022）  ⾼ 

4  朋輩調解技巧（⾹港家庭福利會，2022）   ⾼ 

5  衝動與憤怒控制能⼒(Impulsive control & Anger Trait)   ⾼ 

6   同理⼼(Empathy Quotient, 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   ⾼ 

7 
朋輩⽀援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 Chen, 2020; Chang et al., 2018) 

⾼ 

8  家庭衝突（Family Conflict Scale, Chen et al., 2023）  ⾼ 

9  社交⾃我效能（賴世豪，2019年）   滿意 

10
 
⻘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
 (Peer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Questionnaire, Rahim, 1983) 

滿意⾄⾼ 

11
 
朋輩關係質素 (ISWEeB survey, Chen et al., 2023)  ⾼ 

12
 
親⼦衝突因應策略量表（張怡華，2005）  滿意⾄⾼ 

共回收256份問卷 (有效問卷207份，回收率達81%) 

1.5 研究⽅法
I. 研究⼯具(量性問卷)及問卷可信度：

II. 焦點⼩組及個⼈⾯談：

焦點小組
8

個別訪談
4

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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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發現
    研究為全亞洲評估⻘少年朋輩調解研究之⼀，從問卷數據，以及在聚焦⼩組及個別
⾯談的評價得出以下重點：

    受訪者在處理⼈際衝突⽅⾯的態度、技巧、知識有顯著進步。他們增強了處理衝突
的信⼼、同時也提⾼了同理⼼、更能體諒和理解別⼈的需要，並能改善朋輩關係。特
別值得⼀提的是，在⼈際衝突處理能⼒較低的受訪者中，這個計劃帶來了更⼤的幫
助。他們在處理⼈際衝突和朋輩調解技巧⽅⾯取得了顯著的提升，並為他們帶來更正
⾯的情緒。

⼈際衝突技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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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衝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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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在朋輩調解⽅⾯的態度、技巧、知識有顯著的進步。他們的朋友更願
意向他們尋求⽀援。他們能夠運⽤所學的調解知識和技巧，更能理解朋友需
要，並提供情緒上的⽀援。

   受訪者在⾯對⽗⺟衝突時表現出更積極主動的態度，他們更能理解⽗⺟的⽤
意，這導致家庭的紛爭減少，家庭氣氛得到緩和。

    朋輩調解與各項社會健康因素有正⾯關聯。朋輩調解技巧越好，正⾯情緒、
整體⽣活滿意度、學校滿意度、⼈際衝突技巧、同理⼼、朋輩⽀持、社交效
能、朋輩關係、家庭關係、各項正⾯處理衝突的傾向因素亦會越⾼。同時朋輩
調解技巧越低，衝突的控制亦會越低。

朋輩調解技巧與社會健康因素正向影響

朋輩調解技巧與衝突控制負向影響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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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報告的重點，本節將從個
⼈、社區及社會服務三個層⾯，討論
朋輩調解計劃的影響，並針對調解教
育發展，提出建議。我們期盼能與⻘
年教育⼯作者攜⼿合作，共同培育⻘
少年以和平理智⽅法處理⼈際衝突，
共同建⽴和諧的社會。

討論及家福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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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啟⽰
1.調解(A.S.K.)對年⻘⼈正⾯影響，帶來正⾯轉變(A.B.C.)

    從量性及質性研究結果反映，來⾃17間的中三⾄中五學⽣受訪者，他們在計劃後的
⼈際衝突處理及朋輩調解的態度(Attitude)、技巧(Skill)和知識(Knowledge)皆有提
升，在統計學上效應值(effect size)的測量取得正⾯效果，肯定了「朋輩調解計劃」在
幫助學⽣學習處理衝突及進⾏調解⽅⾯的成效。同時，質性結果也顯⽰受訪者在計劃
後有正⾯影響:

-態度(Attitude) 變得「更懂得體諒對⽅」、「同理⼼增加」、「參加後會積極處理，尋找
解決辦法」、「提升了責任感，覺得⾃⼰學會了技巧有責任運⽤處理⾝邊的衝突」；

-技巧(Skill)和知識(Knowledge) 增加，包括:「懂得令兩個正在發怒的同學冷靜下
來」、「提升情緒控制能⼒」、「學懂『                       』技巧」、「懂得處理⾃⼰的憤怒
情緒」、「對調解技巧的掌握」、「提供新的⻆度看待事情，換位思考」。

1.1

1.2     這些改變也為他們的情感(Affect)、⾏為(Behavior)和認知(Cognition)帶來正⾯轉變
(Positive Change)。

情感(Affect)的改變: 「增加了處理衝突的信⼼」、「更有信⼼可以有效地處理衝
突」、「當朋友遇到衝突找我幫忙，我有信⼼處理」，促使⾃尊感提升；

 ⾏為(Behavior)的轉變: 「我與⼈談話時，會留⼼對⽅說話的內容，包括事件，感
受及期望」、「會積極處理，尋找解決辦法」，避免/減少因未能化解衝突引致的負
⾯情緒，甚⾄是暴⼒⾏為；

認知(Cognition)的轉變: 更加認同「⼤部份的衝突是可以靠和平理智的⽅法去⾯
對」、「適當地處理衝突可以促進朋在間之感情，並帶來個⼈成⻑」。

    為了更深⼊了解計劃的影響，研究將受訪者根據他們的⼈際衝突處理分數分為三
組，進⾏進⼀步的區別分析。結果顯⽰，相對於⼈際衝突處理分數較⾼的組別，計劃
對於⼈際衝突處理分數較低的組別有更⼤的幫助。這些受訪者在⼈際衝突處理技巧和
朋輩調解技巧⽅⾯取得了顯著的提升，同時也帶來了正⾯情緒的影響，改善了他們的
朋輩關係，並使他們更積極主動地處理與⽗⺟之間的衝突。

    這些結果反映了年⻘⼈能夠掌握和運⽤調解概念和技巧的能⼒，更重要的是，他們
對於衝突的想法和態度有了正⾯的改變。基於這個優勢，我們可以促使他們主動有效
地化解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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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理和社會發展需要⼤家的關注，因這有助於他們在成⻑階段建⽴⾝份認
同，建⽴正確的價值觀。⽽研究關聯性結果顯⽰朋輩調解技巧與各項社會⼼理健康因
素呈正向相關。具體⽽⾔，受訪者的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平越⾼，他們的情緒越正
⾯、整體⽣活滿意度更⾼、⼈際衝突處理能⼒更強、同理⼼程度更⾼、並且更傾向於
以正⾯⽅式處理衝突。相反地，研究結果顯⽰受訪者的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平越
低，他們的衝突控制能⼒也相對較低。

1.關注年⻘⼈內在及⼈際需要 

    朋輩調解教育應同時著重內在技能(Intrapersonal capabilities)及⼈際交往技能
(Interpersonal capabilities)，讓年⻘⼈做到內外兼備，了解⾃⼰和別⼈情緒背後的
需要、學懂互換⻆度，避免負⾯情緒升溫，最後能強化⼈際溝通能⼒。這些不單是調
解所需技能，更加可以成為他們畢⽣受⽤的⽣活技能。

2.善⽤「⼈際衝突處理」問卷成參考⼯具

    研究就「⼈際衝突處理」3組分析帶來的啟⽰，社⼯或⽼師可利⽤「⼈際衝突處理」
問卷作為其中⼀個參考⼯具，揀選合適的學⽣參與計劃，以配合學校及學⽣預防性或
發展性需要。除此以外，社⼯或⽼師可透過甄選⾯試讓受訪者對計劃內容及⽬的有更
多暸解，相信全⾯的招募過程能有助增加參加者對計劃的喜愛程度，積極性及主動
性。 

3.探索研究朋輩調解與情緒發展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在計劃實施後的兩周內，受訪者的正⾯情緒和負⾯情緒都有顯著提
升。然⽽，具體原因在本研究中並未明確反映，可能與外在環境的變化或受訪者內在
情緒意識的改變有關。考慮到年⻘⼈對⼈際關係的重視，以及它對情緒發展的影響，
這些結果為將來提供了進⼀步探索和研究的⽅向，以驗證這些結果的因果關係和其他
可能的相關因素。

個⼈層⾯：建議

2.調解技巧與⼼理健康有正⾯關聯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1 4



社區層⾯：啟⽰
1.調解在朋輩間的應⽤

   在⻘少年階段，他們會花上⼤量時間在學校與「同輩」相處，⽽朋輩關係⾃然⽽然
地成為他們⽣活的核⼼。因此，朋輩關係對於個⼈的成⻑和發展⾮常關鍵。研究結果
顯⽰，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與朋輩相關因素呈正向相關。具體⽽⾔，受訪者的朋輩調
解知識和技巧⽔平越⾼，他們在⼈際衝突處理、朋輩⽀持、社交效能和朋輩關係⽅⾯
表現越好。

    此外，質性結果顯⽰，在計劃實施後，受訪者不僅在知識和技巧上有所提升，他們
還能運⽤所學知識和技巧去理解朋友的需要，並且更願意提供情緒⽀援和成為朋友的
傾訴對象。對於年⻘⼈⽽⾔，擁有良好的友誼可以幫助他們建⽴⾃我價值感，同時在
需要時獲得⽀持和幫助，並在群體中感到被認同和歸屬，這有助於減少遭受欺凌的⾵
險。

2.調解在校園的應⽤

    受訪者在「學校⽣活滿意度」的前測及後測平均值為6.76分，相較於「整體⽣活滿
意度」(6.94分) 及「家庭⽣活滿意度」(6.97分)稍低。這種情況可能是由於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對他們的校園⽣活和學習產⽣了巨⼤變化。⾃2022年起，學校逐步恢復了全
⽇⾯授課程，中學⽣每天平均花費超過30%的時間在校園重新學習和適應學習進度。
他們不僅需要應對不同的⼈際關係，還需要在有衝突的環境中建⽴和諧的關係，以實
現健康成⻑。如果校園衝突得不到適當處理，不僅對個⼈⾝⼼健康造成傷害，還可能
導致⼈際關係破裂，甚⾄引發⾔語和⾮⾔語暴⼒、欺凌等問題，最終可能降低對學校
⽣活的滿意度。

   研究結果顯⽰，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與學校相關因素呈正向相關。換句話說，受訪
者的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平越⾼，他們對學校⽣活的滿意度就越⾼。在這⽅⾯，我
們可以考慮將調解引⼊校園，透過學⽣及教職員的調解訓練及培訓，讓中學⽣能夠更
加⾃信地解決衝突，同時亦為學校訓輔組提供多⼀個處理校園衝突的⽅法。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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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層⾯：啟⽰
3.調解在家庭的應⽤

   家庭是孩⼦學習社交技能和⼈際關係的最初環境。即使從⻘少年時期開始，年⻘⼈
的⼈際關係重⼼⼤都從「⽗⺟家庭」轉移到「同儕群體」，但家庭教育仍然對孩⼦的
價值觀、⾏為模式和情緒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研究結果顯⽰，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與家庭相關因素呈正向相關。換句話說，受訪
者的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平越⾼，他們在家庭⽣活滿意度和家庭關係⽅⾯就越好。
在家庭衝突處理⽅⾯，研究結果還顯⽰，在接受朋輩調解知識和技巧培訓後，受訪者
的家庭衝突處理⽅式得到改善。這包括改變了處理衝突的態度和技巧，他們更傾向於
主動處理與⽗⺟的衝突。他們學會先冷靜下來，再表達⾃⼰的感受，與⽗⺟達成共
識，以解決紛爭。受訪者還表⽰更能理解⽗⺟的⽤意，⽽⽗⺟也會以包容的⽅式處理
衝突，家庭紛爭減少，緩和了家庭關係。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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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層⾯：建議
1.推⾏全⾯的朋輩調解教育

   全⾯的朋輩調解教育可以涵蓋調解⼼法及調解⽅法，讓中學⽣更有能⼒、更具信⼼
在⽇常⽣活呈現調解精神，運⽤調解化解衝突，避免或減少衝突帶來的負⾯影響，期
望有助於減少校園欺凌以及其他負⾯⾏為，營造⼀個安全、⽀持和友善的學習環境。
因此建議在學校推⾏更全⾯、更多層次的調解教育，從提升個⼈意識⾄建⽴⼈際關
係，最終在社區層⾯，包括朋輩之間、在家庭、在學校發揮正⾯互惠影響，共同建構
和⽽不同的⽂化: 

1.1朋輩調解教育範疇

換位思考(Perspective Taking)，包括增加調解的⾃我意識，如同理⼼、相互尊
重、多元和諧，以建⽴正確價值觀；

情緒覺察(Emotional Awareness)，包括提供情緒管理，衝動管理以改善情緒狀態
和⽣活滿意度；

調解培育，包括傳授溝通、解決問題、化解衝突和調解知識技巧等⼈際技能，以
改善⼈際關係，減少衝突，最終促進整體的幸福感。除此以外，通過知識、技能
和交流以培養調解⽂化。



朋輩調解教育推⾏進程:

在初中階段，我們可以加強推⾏價值教育、教育學⽣培養尊重、同理⼼和解決衝
突的意識。包括教導他們如何認識⾃⼰及他⼈的情緒，以及如何有效地表達和管
理情緒；

為中三或以上的學⽣提供必要的調解知識和技巧，⿎勵他們在⽇常⽣活⽤多加應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同時，他們也可以運⽤調解步驟協助處理其他同學之間
的紛爭。這是基於質性研究結果，受訪者表⽰願意應⽤調解⽅法來化解⽇常衝
突。

為已接受調解培訓的學⽣提供更多平台，凝聚他們的⼒量並培養他們對建⽴和諧
⼈際關係的熱誠。在校內繼續推廣調解⽂化，透過⿎勵他們主動積極參與，⼀⽅
⾯可感染⾝邊同儕，共同建⽴正⾯⽂化；另⼀⽅⾯，也可以提⾼他們的⾃主能
⼒，使他們對促進和諧的使命更負責任，同時加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1.2朋輩調解教育推⾏進程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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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提及，年⻘⼈具備掌握和應⽤調解知識技巧的能⼒，因此社會服務及教育界
別除了提供家⻑調解教育以提升⽗⺟及⼦⼥對預防和化解親⼦衝突⽅法的掌握，同時
可⿎勵年⻘⼈在家庭崗位上發揮更主動積極的⻆⾊，先提升他們對⼦職⻆⾊的意識，
並加強對⽗⺟的理解和同理⼼，其後強化溝通和解決衝突技巧，營造⼀個⽀持和溫馨
的家庭環境，提升家庭幸福指數。

2.加強⼦職教育

社區層⾯：建議



1.確⽴「朋輩調解計劃」推⾏模式的成效

    ⾃⼋⼗年代起，朋輩調解已廣泛地在歐洲、英國、加拿⼤、澳洲及紐西蘭等地⽅推
⾏。海外的研究已證實了「中學朋輩調解計劃」的效⽤，其中⼀個研究報告發現⾼達
95％的朋輩調解使⽤者可以解決朋輩之間的糾紛（AbbasTurnuklu、
TarkanKacmaz、DilaraSunbul、HaticeErgul，2009）。⾹港家庭福利會早於2003年
成為⾸個在⾹港進⾏「朋輩調解計劃」的成效研究，正⾯的結果⽀持本會繼續將「朋
輩調解」在學校及社區中推展。   

 1.1「A.S.K. 」學習模式

   無論是量性或質性研究，受訪者在計劃後分數顯著地提升，結果在不同的組別都顯
⽰他們在處理衝突時的態度(Attitude), 例如增加信⼼和同理⼼、更能換位思考和體諒
和明⽩對⽅的需要、技巧(Skill)和知識(Knowledge)，例如提升了調解技巧、溝通技
巧、情緒控制能⼒，同樣有正⾯轉變(Positive Change)。

社會服務層⾯：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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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的訓練內容採⽤積極學習理論的概念，包括: (i)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例如⻆⾊扮演練習和⾦⿂缸練習；(ii)螺旋學習(Spiral curriculum)，例如
在計劃前期教授調解知識技巧，並在中期以「劇場」⽅式讓參加者重溫所學知識技
巧；(iii)⿎勵學以致⽤和積極分享，例如參加者會定期在「個⼈實踐記錄表」記錄他
們運⽤調解的經驗。如上⽂提及，他們的知識技巧有顯著上升，也反映這個學習模式
發揮正⾯效⽤。

1.2積極學習模式

 

    相隔20年，是次為本會第⼆次就計劃進⾏研究，我們期望付以實證為本⽅式確⽴成
效。研究結果再次肯定計劃訓練內容及推⾏模式，皆能有效地提升受訪者的⼈際衝突
處理與朋輩調解能⼒，同時也反映朋輩調解培養對促進正向情緒、改善⼈際關係、提
升⽣活滿意度和改善衝突解決能⼒等⽅⾯有著積極的影響。

     除此以外，質性結果亦反映受訪者對學習的認真，以及重視實踐的機會，例如他
們表⽰希望「增加更多實踐技巧機會」、「實踐調解的時候很有趣很好玩」、「可以⼀邊
玩遊戲⼀邊學習」。除此以外，質性結果反映受訪者對於訓練是以聯校及⾛出校園的
⽅式予以正⾯評價，他們表⽰「可以認識來⾃不同學校的朋友」、「聯校訓練營遊戲有
趣、氣氛很好、很開⼼」。同儕互學既能提供⼀個互相學習和仿效的平台，亦能豐富
他們的學習經驗和視野。



社會服務層⾯：啟⽰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2.發揮持份者協作⼒量

   「計劃」主要由家福會的計劃社⼯負責統籌、推⾏及拓展朋輩調解教育服務；參與
計劃的學校社⼯主要負責協調學校及推⾏訓練活動；計劃學校⽼師主要負責在校內進
⾏宣傳及招募、朋輩調解舊⽣會(PMA)主要負責協助推動聯校訓練活動，以及聯繫受
訓的朋輩調解員及朋輩調解舊⽣，他們在計劃中扮演著重要的⻆⾊。

2.1⽼師

   從焦點⼩組及個別訪談受訪者的描述，⽼師在計劃中發揮不同功能，能夠推動朋輩
調解在校內的推⾏，包括「透過⽼師的號召⼒招聘成員」、「分擔社⼯⼯作」、「可以⽀
援活動，或給予任務提⽰」、同時表⽰希望「可以透過⽼師增加實踐調解的機會」、
「⽼師可以⼀起參與活動」。

2.2朋輩調解舊⽣會(PMA)

    除此以外，他們表⽰朋輩調解舊⽣會(PMA) 「溝通技巧良好」、「很⾃信」，在計劃
過程能夠「帶動氣氛」、「引領同學更快投⼊活動」、「作為榜樣讓同學學習」、「⽰範如
何做調解並提供建議，加強學習」，體現積極學習模式。

    從受訪者的回應可⾒，計劃各持份者扮演著其獨特的⻆⾊，他們正⾯的指導、⽀持
和啟發，對參加者的學習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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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各持份者的協作，建議進⼀步加強⽀援參與計劃的社⼯、⽼師及朋輩調解舊
⽣會(PMA)，以提⾼⼤家對衝突帶來負⾯影響的關注，讓他們更有信⼼掌握⾃⼰在計
劃的⻆⾊，減少參加者不必要的壓⼒，例如為各持份者提供專業培訓教材及有系統的
培訓課程。

社會服務層⾯：建議

1.⽀援參與計劃的各持份者

    加強調解教育在學校制度上的應⽤性，考慮將調解教育納⼊教育常規課程，例如⽣
活教育課程/ 教育局（德育、公⺠及國⺠教育）制定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 學校輔
導組預防性及發展性⼯作 / 學校訓導組品德培育⼯作 / 學校課外活動組別學⽣發展需
要⼯作等。

2.考慮將調解教育納⼊教育常規課程

    是次以「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式驗證「朋輩調解計劃」的正⾯成效。為
了進⼀步瞭解計劃成效的持續性、或是對其他受惠者的影響，建議可進⾏追踪研究驗
證計劃對直接受助者成效的持續性、考慮以對照實驗作進⼀步研究，亦可進⼀步研究
⼈際衝突處理與多項社會⼼理的相關因素，以暸解研究發現的關聯性是否具有普遍性
和適⽤性。

3.進⼀步研究驗證調解教育的成效

DEC 2024成效評估及調解教育服務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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