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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就「在新高中學制下特殊教育的未來發展」的議題對教

育統籌局最近發表題為【策動未來─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教育的新高中學制

作進一步諮詢】(下稱「諮詢文件」)有下列意見： 
 

1. 新高中學制對基礎教育的影響 
 

1.1. 高中教育有連接基礎教育與專上教育及離校生活的功能，智障兒童學校多年來祇
辦至初中，故在基礎教育的學習上，往往要加入離校準備的配備元素， 大大影響
了基教育礎教育以學生為本、發展學生潛能、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功能。此外，

「諮詢文件」屢次指出：「新高中課程應能幫助學生超越他們已達致的基礎教育

水平」，惟現時基礎課程根本未有標準化的評估系統；若沒有明確清晰的基礎水

平，新高中課程又焉能或何以超越？教統局應掌握這個機會為特殊學校（包括智

障學校）的基礎教育課程重新規範, 包括為學生制訂學習成果的準則。 
 

1.2. 高中課程並不是基礎課程的延伸，而是與基礎課程各有特色，各有功能；但在課
程的配合上，應有承接的功能。建議中的新高中過分偏重實用科目及獨立生活技

能，與基礎教育的學習領域有異，日後有可能造成與基礎教育脫節的現象。 
 

2. 新高中課程的取向 
 

2.1. 建議的新高中課程採取了普通學校新高中課程的架構，值得支持，因為在「同一
課程架構」（One curriculum for all）的原則下，為智障學生設計的課程應適合就
讀於普通或特殊學校的學生。然而，在建議的課程內，仍察覺到課程內容及學習

領域的名稱與普通學校的出現差距，難免日後會出現兩個不同制度的情況。 
 

2.2. 教統局最近發表的「特殊學校成效探究」報告，指出學校的課程欠「寬闊」及「均
衡」，而教學亦偏重實用技能，與建議中重視實用功能的新高中課程似乎與「效

能」報告的建議南轅北轍、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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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高中課程的資源配套 
 

3.1. 高中課程在「智障兒童學校」乃一全新架構，與基礎教育的架構應是不同，亦有
其獨特的元素。要完善辦好高中課程，學校需設立一獨立體系去策畫及施行各項

教學工作。故在資源配套上不應祇採取以「加班」為基礎的撥款原則。教統局應

為所有新開設高中課程的學校提供一筆「開辦費」，同時亦要改善教師與班級的

比例，令學校有足夠人力資源開辦高中課程。教統局必須明確道出「諮詢文件」

中提出的「靈活處理」的方程式，以便業界可提供意見。 
 

4. 基礎教育的年期 
 

4.1. 新高中學制以三年作規範，照理學生應可在完成初中課程後，多留三年攻讀高中
課程。特殊學校一般多以十年基礎教育期間作規範，十六歲完成初中學業；，智

障兒童因學習需要而把基礎教育學習期加長一年亦是理所當然。我們認為智障學

生應維持享有十年基礎教育機會的制度。 
 

5. 建議 
 

5.1. 教統局應及早為智障及多重障礙學生制訂學習成果準則(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s) 基礎教育以確定基礎教育與高中教育的水平. 
 

5.2. 教統局在設計新高中課程時,應貫徹「同一課程」的原則及理念, 同時新課程應適
用於就讀於普通及特殊學校的學生. 
 

5.3. 教統局應為特殊學校預留一份新高中的開辦費。 
 

5.4. 「智障兒童學校」的學生應維持現有十年基礎教育的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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