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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局「推行新學制籌備工作」，「香港特殊教育學會」謹向「立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表達下列意見： 
 
主席 :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很高興有機會繼續就香港新學制的推行及籌備表達意

見。事實上，學會在 2005 及 2006 年已先後就「新高中」的課程及配套發表了多

達 7 次的回應。今次的表達，除了在已有的進展上作出檢視，更希望能進一步提出

深化新學制原本精神的項目，期待教育局能正視全體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踏入新

高中學制的需要，及盡量利用從現在到 2012 第一屆舉行中學文憑試前的時間，細

心地為全體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入「後新高中年代」做好準備。 
 

1 學制 與 資源配合 
 
1.1 我們對於教育局決定為所有特殊需要類別學生納入同一高中學制架構，表示歡

迎、讚賞及認同。這對智障學生的教育來說，是一大突破。相對那些以前只集

中於自理及實用技能，十二、三歲便開始以準備進入工場為目標的智障學生教

育，整個中學階段的學習生態，產生了方向性及質性的變化。 
 

1.2 現時在特殊學校裡面的初中課程，已經全面致力於啟發學生在學習上的潛能；

學校都以學習領域為課程框架，並千方百計地準備與高中核心科目接軌。智障

學生在接受如一般學生的廣闊而均衡的課程後，他們整個學習狀態也活潑了。

這是一個十分令人鼓舞的現象。然而，要從這個現象提升他們的學習能力，課

程的演繹及學習都比較細緻，針對這方面的需要，教育局有兩方面必須重新檢

視： 
 

 就讀年期：廿多年來，智障學生都享有十年基礎教育的機會；可是 2008 年確

定了他們可享有接受高中教育的權利後，卻要在於基礎教育的就讀年來期限

刪減一年。智障學生學習需要較多時間才可掌握一些概念或應用技能，是自

然不過的事，教育局如此斤斤計較，對原本已確認的政策，肯定是「自抽後

腳」；對智障學生的發展，卻造成不必要的「功虧一簣」。  
 
目前肢體殘障及聽障學童均因其殘障阻碍而容讓他們以十年時間完成基礎教

育。這是合情合理的安排。由此類推，我們認為智障同學亦應有同樣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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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年時間完成基礎教育。然後進而考慮他們其後三年的高中教育安排。 
 

 學生離校年齡 ：「離校年齡」這個「怪胎」，可以說是教育局加諸特殊學校

的一個金剛箍，背後的價值觀是對在特殊學校就讀的學生的輕視。觀乎現時

普羅學生的背景複雜，只要入了學，因入學遲、來港遲、生病或家庭環境等

等的理由而「超齡」畢業，學校均有酌情權。那是專業考慮。唯獨在特殊學

校就讀的學生，「離校年齡」設的「上限」，卻十分「嚴緊」。新學制的機

遇，既讓所有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享有有系統的中學教育，憑著適當的準

則，當局理應以學生的最大得益為依歸，稍為放寬個別學生的「離校年齡」，

配備他們有更佳的學習能力，繼續「後高中」「終生學習」的道路。 
 

 增加教師資源： 近年因融合教育的積極推行，在特殊學校就讀的學生障礙嚴

重而能力參差。其艱難之處，香港特殊學校議會統籌所有類別的特殊學校詳細

分析，已向孫明陽局長一一陳述；兼且面對配合學制及課程改革內容，學校就

這些差異學校別必須作出各項課程及教學上的調適及試驗。因此，本會認為專

科教師資源必須增加，無論減少每班學生人數，抑或增加師生比例，教育局均

須積極考慮。  
 

2 課程 及 相應考慮 
2.1 核心科目 

新學制的另一堅持，便是四個核心科目：中、英、數和通識。大學亦相繼以這四

科作為收生基本要求。然而，對於某些大腦受損的同學 (包括患有語障、視障、自

閉症、視覺感知困難)，或行動不便的弱能同學來說，是設了一道隱約但可能是牢

不可破的關卡，這些科目的要求，可能是他們無法超越的障礙，這是不公平的。

現時的高考，只需中、英文科合格，學生可以從眾多的科目中選擇專注於他們有

能力及興趣的科目作為高考科目，儲足大學/大專要求的積分，便可以繼續學業。

數學教育和通識科教育的本質，當然有他們重要性，教育局當日作此決定，當然

有他們的視野；但對於不幸罹病以致有特殊困難的同學來說，我們認為教育局及

大學都應該在另一角度來看，更專業地考慮大學/大專教育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

的意義和重要性，並加以成全。 
 
因此，我們建議 2012 年開始的中學教育文憑試及大學入學條件，只堅守中、英文

科為核心科目；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的選科要求，則持開放態度。當然，若得

教育局的支持，這建議便需即時落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莘莘學子，便可在他們

身心的限制下，仍有合理的學習空間了。 

 
3 新高中後的配套 

 
3.1 大學的角色：四年的大學學制，對大學整體課程的規劃，可說是革命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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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已密鑼緊鼓地展開它們的籌備工作。在這劃時代的時刻，我們對大學的角

色，會期望他們除了培育知識人才，也可以作為有視野的社會價值帶領者及作

為有胸襟仁愛的質素把關者。  
因此，我們期望大學能： 
 

 率先為有真正需要而有能力應付大學教育的同學打破「核心科目」的「既

定準則」，擴大他/她們選修科目的可能性； 
 

 在一個多渠道進入大專院校的系統下，容讓有能力在大學教育中獲益而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修讀個別學科，擴闊他們的視野和學習經驗； 
 

 發揮院校「學生事務」主任的創意，協助制訂較有彈性的政策及提供支援，

支持為個別有能力在大學教育中獲益而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解決入讀及就

讀的需要。 
 

3.2 政府的角色 
 
3.2.1 政府應明確地表示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後高中」的關切， 並在政策及

支援上支持大學及專上學院籌辦多元化的課程。 
 

3.2.2 策劃為未能進入大學的「後高中」項目，包括「副學士」、 
「毅進計劃」、「社區學院」，和各式各樣的訓練計劃，應常把有特殊

需要的中學畢業生計算在內。 
 

3.2.3 全面檢視現時對智、殘障高中畢業生的「安置」制度，現時技能訓練中心、

宿舍、庇護工場等等都是以照顧為主，配合新學制的「終身學習」理念，

這些服務都可以是殘障較為嚴重人士「持續學習」的地方。政府應重新定

下服務方向，要求這些地方的生活流程包括可持續學習元素，以作表現指

標之一。 
 

3.2.4 聯同各大專機構，成立一跨部門的關注小組，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計劃

高中後的學習安排及教育機會。 
 

3.3 社福機構的角色 
 
研發更多成功「社會企業」項目，為有特殊教育需要高中畢業生開拓更多興趣

及出路，以便更多元化規劃新高中的科目及「其他學習經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