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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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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香港特殊教育學會」日後將會有全面的
回應送達教統局。十分多謝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安排今天的討論，本會

謹藉此機會表達我們的初步意見如下： 
 

1. 學制 
 

1.1. 教統局順從民意確立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值得欣賞。但教統局仍以「六年中學」
的說法去描述「智障兒童學校」的學制，，令人放心不下。因為從課程架構角度

來看，包括核心課程，選修課程及職業導向課程等元素的「智障兒童學校」新高

中課程與普通學校的新高中課程，基本上相同日後在資源分配上，政府應該以一

般中學高中的標準去支援智障兒童新高中。 
 
1.2. 「文件」中屢見「新高中(智障兒童學校)課程」的名稱，令人疑惑。目前智障兒童

已遍佈於非「智障兒童學校」，包括肢體傷殘、聽障及視障兒童學校。況且，在

教统局全力推行「融合教育政策」下，不少智障兒童已融入主流學校中，若目光

仍限於「智障兒童學校」，不以整體智障學生為本，對整體課程規劃的方向便有

偏差；同時更會為相同學習能力的學生，製造兩個不同的課程體系。 
 
2. 課程 
 
2.1. 建議中「智障兒童學校」課程頗為強調「實用性」，例如：以「實用數學」，「實

用中文」取代「數學」，「中國語文」及以「獨立生活」取代「通識教育」，與

日前教統局發表「特殊學校成效探討報告」所推薦的「廣闊及均衡」（Broad and 
Balanced）的課程理念有方向性的矛盾。我們認為在「同一課程架構」的觀念下，
為智障或學習能力有受障礙的兒童的課程，應以主流「學習領域」為基礎，發展

成為一套能涵蓋不同學習能力及有評估準則的課程系統。 
 
2.2. 新高中學制下的職業導向課程，種類雖多，但適合特教學生的選擇不多；假如再

加上採納適用於一般學校的三種施行模式的要求，即：開班人數要求、上課場地、

資源共用等，選擇更少，困難更大。文件建議課程提供者於 2006年 9月才開始試
為特教學生提供一科「創意多媒體」之類的科目作試辦點，我們認為試點太窄，

太慢。政府應以開放、積極及務實的態度，讓特殊學校與課程提供者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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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合理可行和適合特教學生的職業導向課程，並在新學制正式施行前，累積足

夠的重要經驗，著實為學生的「4」（持續進修）及終生學習作出準備。 
 
3. 資源 
 
3.1. 新增新高中學制是需要政府調撥資源去落實，「文件」亦承認此點。我們認為政

府應著實規劃為實踐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的有關資源配套，不應與特殊學校現行

資源運用的情況混為一談；更不應以一份祇有部分學校參與而結論甚具爭議性的

「特殊學校效能探究報告」作基調參考。這份「特殊學校效能探究報告」所作有

關學校效益與資源運用的結鄰現正引起業界的廣泛討論，「文件」高調引入該報

告的結論，令人懷疑政府是否為「以現有資源，落實特殊學校新高中」的政策鋪

路。 
 
4. 收費 
 

4.1. 文件中提及新高中學生學費及宿費問題，我們有些不明白；因為，現時目前在就
讀特殊學校高中的非智障學生是按既定標準收費的，為甚麼為智障學生所設的新

高中收費會有所不同？ 
 
5. 建議 
 
5.1. 建議以「新高中(智障兒童)課程」取代「新高中(智障兒童學校)課程」，並在「同

一課程架構」的觀念下，為智障或學習能力有受障礙的兒童的課程，以「學習領

域」為基礎，發展一套能涵蓋不同學習能力及有評估準則的課程系統。詳細計劃、

公開諮詢及逐步執行由「課程發展處」及「考評局」跟進。 
 
5.2. 為智障兒童提供的新高中課程需要擴展現有思維，「文件」中附錄六所載仍有不

少需要商榷之處，教統局應公開廣泛徵詢業界及家長的意見，仔細研究該課程設

計的理念及內容。 
 
5.3. 教統局應以開放、積極及支持的態度，讓特殊學校與課程提供者共同發揮創意，

試辦合理可行和適合特教學生的職業導向課程；並應以彈性處理這些建議。 

 
5.4. 教統局應積極規劃「特殊學校新高中的資源配套方程式」，包括變數因子，確保

所有開辦新高中的特殊學校均有適當的新資源落實及施行新高中課程。 

 

5.5. 有關新高中學生收費部分，我們認為應與現行特殊學校現有高中的收費標準作準
則。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 

2006年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