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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391/06-07(01)號文件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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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 

 

目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匯報發展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的進度。 

 

背景 

2. 在 2006 年 1 月發表的諮詢文件《策動未來──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

學校的新高中學制作進一步諮詢》蒐集社會各界對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

及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的意見。文件發表後，教育統籌局（教

統局）隨即為特殊學校同工及家長舉辦了多次簡介會，同時亦與關注團體

作出專業溝通。經過為期三個月的諮詢，《策動未來──職業導向教育及特

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諮詢報告於 2006 年 8 月發表，就特殊學校新高中學

制及應用學習的未來方向及安排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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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的發展進度 

學制 

3. 隨著新高中學制的實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將會與一般學校學生一

樣，接受三年的高中教育。由於聽覺障礙及肢體傷殘經常引致語言學習及

認知發展的延誤，而此類別的殘障學生也可能需要斷斷續續的住院治療，

因此，他們將會如目前般獲提供十年的基礎教育以完成一般中學課程，並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但是，並非所有這類別的學生都需要額外一年以

完成基本的中學教育。 

 

4. 就智障學生而言，個別學習計劃將可明確展示他們在新高中學制下的學

習目標及其所達程度，並發展出一個經調適的新高中課程，而這些學生一

般不會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因此，他們將獲提供三年初中教育及三年

高中教育。然而，這些學生若因健康或其他合理的理由而長期缺課，他們

可申請留級，一如現時的做法。 

 

課程設計及架構 

5. 有特殊教育需要而非智障的學生應致力達致與其他學生相同的新高中

課程目標，並採用相同的評核準則，但會有適當的評核設施。為此，教統

局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會為他們作出適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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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智障學生而言，未來的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並非延長現行智障學生

的基礎教育，課程將按他們特有的需要而作出調適。語文、數學及獨立生

活將組成學習的核心，以切合智障學生日後工作及成人生活的實際需要。

在可能情況下，核心學習將輔以選修學習或其他校本計劃，包括其他學習

經歷，以協助學生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在真實環境下發展探究

和學習的能力。特殊學校宜在不同學習階段，為智障學生加強個別學習計

劃，明確說明其學習目標及所達致程度。在新高中學制下，這將有助為每

名學生建立其學習概覽，以全面反映學生在各方面的成就。 

 

智障學生課程架構的研究及發展計劃 

7. 為智障學生發展的課程架構將會透過研究及發展計劃(研發計劃) 試

行。第一階段剛展開，集中發展核心科目包括中國語文、數學及獨立生活，

共有十一所特殊學校參與。為促進計劃的發展，我們會向學校提供到校式

的專家支援服務。試行計劃所得的經驗，可為日後學校推行課程的安排提

供參考。 

 

應用學習課程 

8. 修讀普通課程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若對應用學習感興趣，可與其

他學生一樣，修讀相同的應用學習課程，並在有需要時獲適切的支援。教

統局在2006年9月已為智障學生推行第一屆經調適的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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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2006/07–2007/08)。兩個課程提供機構，即匡智會及職業訓練局，為

輕度及能力較高的中度智障學生提供以下四個課程：酒店房務、食品製作、

庶務、以及包餅製作。現時約有八十名智障學生修讀上述四個課程。教統

局將與課程提供機構繼續協作，為參與下一屆試點計劃的智障學生探討提

供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的可行性。 

 

學習成果架構 

9. 教統局現正計劃為智障學生發展一套共同的學習成果，作為比較學習特

色相若學生的學習表現時的參考。整項發展計劃均會聽取本港及海外專家

顧問的專業意見。從 2006 年 9 月起推出的研發計劃所累積到的經驗，有助

於 2007/08 學年開始發展智障學生的學習成果架構，並為 2012 年發展系統

評估的籌備工作鋪路。 

 

10. 學習成果架構的水平及內容必須可被量度，並能反映學生在接受進一步

訓練及過渡至成人生活時所需的共通能力及知識。在發展過程中，教統局

將會廣泛諮詢特殊教育界各持份者的意見。 



 5

專業發展計劃 

11. 為協助特殊學校準備實施新高中學制，教統局舉辦合共四次為期三天的

學校領導層工作坊（首階段連續兩天，次階段一天）。首階段剛於 2006 年

10 月完成。工作坊為領導層提供機會，有系統地思考如何迎接新高中學制

變革的挑戰，並訂立校本行動計劃及推行時間表。此外，工作坊亦提供機

會，讓管理層進行小組討論及反思，與來自不同學校的領導層分享經驗，

並從本港及海外特殊教育工作者的豐富經驗中獲益。至於為特殊學校中層

管理人員而設的工作坊，亦將於 2007 年舉行。 

 

12. 為了加強教師在基礎教育，尤其是核心科目方面的專業能力，各類培訓

課程將會繼續舉辦，以助教師(包括特殊學校教師)充分準備推行新高中學

制。 

 

13. 按 2006 年 4 月特殊學校就諮詢問卷的回應，教統局將於 2006/07 年度

及 2007/08 年度，提供下列培訓計劃： 

• 推行個別學習計劃； 

• 促進學習的評估； 

• 課程（智障學生）管理系列； 

• 理解及詮釋經調適後的通識教育課程； 

• 定期推出研發計劃的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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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援 

14. 用以準備推行新高中學制的資源已發放到特殊學校（例如：教師專業準

備津貼及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本港／海外的特殊教育專家將獲邀前來協

助舉辦專業發展計劃及發展有關學與教的教材套。研發計劃所獲得的經驗

將作為發展課程及評估指引的基礎，而指引將於 2009/10 學年備妥。 

 

學費及寄宿收費 

15. 政府承諾為所有學生提供直至中三的免費基礎教育。現時，一般學校及

特殊學校的高中生都需繳付相同數額的學費。在新高中學制下，政府會繼

續施行現時的學費政策，即收回成本的 18%。為計算平均單位成本，一般

學校和特殊學校的成本將會一併累計。因此，一般學校及特殊學校的高中

學生將會繳付相同數額的學費。經濟有困難的家長可透過學生資助辦事處

申請學費減免。 

 

16. 現時五天和七天寄宿的宿舍費用劃一為每人每月 440 元。部分持份者認

為宿舍費用有上調的空間，並可透過漸進及分階段的方法，作出調整；同

時，向寄宿七天的學生收取比寄宿五天的學生較高的費用亦是合理的。教

統局將繼續與各持份者商討調整寄宿費用事宜，在考慮家長的負擔能力

後，分階段上調寄宿費用，合理地收回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經濟有困難的

家長可申請費用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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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7. 教統局將會與特殊學校協作，共同處理關注事項、創造機會及監察課程

的發展，邁向 2009/10 學年新高中學制的實施。 

 

意見徵詢 

18. 現邀請各委員就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的進展提供意見。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