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1 月 22 日立法會討論 “融合教育”. 

中學資源、小學銜接中學困難, 與及技能訓練學校的問題. 
< 意 見 書 > 

 
甲、課程 
 
1. 教統局完全沒有為中學的學障生提供支援資源；提供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撥款計

劃還未惠及中學。近來學校雖然獲得更多撥款，但款額不足，又因校內資源競爭，學

障生的需要往往被忽視，所以，有心的老師要幫也幫不上忙，本會深感痛心。故此，

必需增加撥款，提供指明用途的支援資源，並要有完善的監管，避免資源錯配，學生

得不到所需的照顧。 
2. 政府對直資及私校中學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欠缺承擔，完全不給予支援或監管，未

能保障學障童的利益。 
3. 請為學障生優先推行小班分組教學。已有中學為學障生試行小班分組教學，初步經驗

顯示：若分組人數少於 12 人，有明顯幫助。 
4. 極力建議設立「學習障礙教材教具研究發展中心」，負責開發全面及多層次的教材教

具 (例如：英文科不單要有拼音串字教材，更要有學習各種英文文法及不同級別、不

同進度的教材)。 
原因： 現有專為學障生再設的教材教具十分零碎與片面，末能達到基本需求(請檢討

現有教材的成效)，更完全沒有為中學學障生提供材料。目前，前線老師負苛很大，若

要求老師受訓 90 小時後，自行發展教材教具，教統局不作統籌配合，猶如「向和尚借

梳」，勢必舉步為艱。 
5. 目前，小學提供的調適未能銜接上中學, 應增強中小學在提供調適方面的連貫性：小

學已有的調適應沿用上中學。 
6. 參考外國成功協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童：「個人學習計劃」即 IEP，必須要儘快推行。 
 
乙、考評 
 
7. 考評局對待學習障礙考生的取向，對中學影響很大：考評局不提供的調適，學校不會

提供。現有的 4 項調適，未能滿足學障生的實質需要，他們仍未能表現自己的能力。 
8. 向學習障礙考生提供更多調適必然需要額外資源，而考評局須自負盈虧，故要求政府

向考評局提供特別撥款，支持考評局採取主動、積極研究，採用多樣的調適方法，給

予實質及有效的幫助，而非抱著必須有外國先例可援才慎重考慮的，過分保守的態度。 
9.   電腦互動作答 – 把試卷複製到電腦上，電腦可發聲讀卷（由耳筒播出），卷面的字體

及圖片可隨意放大，考生可使用自選的輸入法，把答案填在電腦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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