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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 

就【新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有關的事宜】 
向立法會小組委員會提交之意見- 2 

 
就教育統籌局回應本會於教育事務委員會及福利事務委員會聯席會議

所提有關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的各項意見，本會有以下跟進意見： 
 
(一)  教育統籌局確定特殊教育乃香港學校教育體系的一部份，而所有

學童應在同一課程架構下學習。我們有理由相信教育統籌局亦會

同意所有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智障學生)都應享有同一
學制的機會。可是，教統局在回應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並

沒有清楚表明會為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高中教育，而祇

談六年中學。 
 
須知初中及高中是兩個不同的學習階段；新學制的基本理念，是

希望透過新的高中課程，所有不同能力及志向的學童都能培養基

本共通能力，發展學生個人的各種元素，為高中後的學習或就業

作準備，從而盡量增加所有青少年繼續發展的機會。回應中 II(b)
提及有部份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在完成初中課程後，會獲安排不同

出路的建議，這是否意味著當局不考慮為這一批學生規劃高中課

程？ 
 
由於近年政府積極推行「融合教肓」政策，目前已有不少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在主流學校就讀，他們的學習過程是按學段的目

標、重點、內容及評估方式而釐定。假如部份(或大部份)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按一個以六年為學段的學習過程，則必然產

生兩個不同的制度及課程架構。此舉不單障礙了兩個架構內學生

的自由流轉，並會引致日後政府需要為兩種不同學制的學生制定

兩個不同的評估方法及其他相關的教育措施，實在有違高中學制

改革的精神，亦不符合平等教育機會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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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統局在回應文件中承認所有學童應在同一課程架構下學習，但

在文件中仍然多處強調「智障」兒童應接受「非主流」的課程。

顯而易見，教統局仍處於「主流」、「非主流」的思維．這種分流

的課程理念與新學制的基本理念不符，亦與融合教育的精神相違

背。 
 
我們認為在「一個課程」的原則下，教統局應為所有學生，設計

一套涵蓋並適合不同學習能力的共通課程，因為有了共通的課

程，我們才能設計共通的評估架構。因此，未來推行的新高中中

學文憑試，除了要為一般能力的學童外，應還須為能力較低學童

設計整個課程及評估系統；這項龐大的工程，除了現有的「課程

發展處」及「考評局」外，亦可結集特殊學校的己有寶庫，及大

學的「專業外展」服務，以成其事。 
 
(三) 「延伸課程」在智障兒童學校的出現，有其獨特的背景。它從來

都不是一個完整的課程計劃，而是一個解決超齡學生問題的臨時

措施。學校在發展「延伸課程」中可能累積了一些適合準備離校

學生需要的課程內容及方向，但其課程仍然會缺乏新高中課程所

強調學生個人發展的各種元素，更缺乏整體性及完整性的規劃。

因此我們並不同意當局只是為了行政的方面而採取現有並非配

合新高中概念的「延伸課程」作為發展特殊學校高中課程的基礎。 
 
(四) 在回應文件中，教統局提及多次向持份者諮詢，但卻沒有列明諮

詢對象，亦沒有回應業界曾提出的意見，使人懷疑諮詢渠道是否

已有足夠的廣泛性及代表性。由於此次改革涉及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基本教育機會，故諮詢應是廣泛、透徹，讓所有業內外人

事包括家長組織都有機會在此問題上表達意見，勿讓影響深遠的

政策，得到假諮詢的看待。 
 
(五) 新學制是一個全面性的學制檢討，對象必須是包括所有學童；秉

承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設計不同的課程內容、公認的評估範圍

及支援配套。至於如何推行，應持誠意開放的熊度，真正做到集

思廣益，利用新學制全面推行前的數年間，按部就班的逐步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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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各點，本會提出下列建議： 
 
(一) 正式公佈所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均纳入「新學制」的糸統內，享

有包括初中及高中雨個學段的中學教育。 
 
(二)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設計的高中課程時應考慮多種因素，絕不

適宜以現時延伸課程的概念去發展。 
 
(三) 政府應在第二輪諮詢擴闊諮詢層面，建立公開討論平台，(例如

參照立法會剛成立的聯席小組，開設「新學制特殊教育需要聯席

小組」)，公開邀請大專學院，專業團體、議會及家長組織，有
系統地展開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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