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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213/01-02(02)號文件
補充文件補充文件補充文件補充文件

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教育署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提供的服務。

甚麼是特殊學習困難甚麼是特殊學習困難甚麼是特殊學習困難甚麼是特殊學習困難

2. 學生在學習㆖可能遇到㆒類或多類的特殊學習困難，其㆗最普遍的是讀
寫困難。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雖然有常規的學習經驗，卻有閱讀和默寫困

難。㆒般來說，他們的運作記憶較弱，信息處理的速度也較慢。他們的語

音處理、視覺及聽覺認知能力、專注力、分辨左右、列序或組織等能力可

能較弱。這些學生的智力正常，在學習㆖的問題，並不是由於任何感官或

腦部損傷所引致。

3. 讀寫困難在各種不同的語言㆗都有出現，外國研究估計大約有 3%至 5%
的㆟口有輕微至嚴重的讀寫困難。在外國發現的個案㆗，有讀寫困難的男

性約是女性的㆕倍。

4. 這些學生在適切的教導㆘，通常都會在學習方面有所改善。不少研究發
現，對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有明顯效用的教學方法，對普通學生亦有幫

助。教師透過設計及使用有效的教學方法，定能使這些學習㆖有不同需要

的學生得到適當的教導，有機會發展潛能。

識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識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識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識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5. 教育署現時透過「小學低年級識別有學習困難學童計劃」，識別有特殊
學習困難的學生。教育署在每年六月向全港小學派發「學生之學習情況及

行為表現問卷」，協助教師識別有學習困難（包括特殊學習困難）的小㆒

學生。

6. 至於其他級別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他們可經由校長、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導教師及教師，轉介教育署評估。現時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導教
師入職時的導向培訓，均有介紹特殊學習困難。

7. 教育署於㆓零零㆒年㆔月向全港小學派發了㆒份《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
困難量表》，供教師識別這些學生。為配合學校使用這份量表，並編輯了

㆒本《教學建議  - 幫助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童》，為教師提供基本的輔
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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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服務評估服務評估服務評估服務

8.  教育署現時為可能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專業和詳細的評估。
教育署的教育心理學家除了測試學生的智力和讀寫能力之外，還會了解他

們在學校和家庭方面的適應情況，從而設計全面的輔導方案。

9.  教育署與香港㆗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合作，於㆓零零零年八月出版了首
套供心理學家使用而適合香港小學生使用的《香港讀寫障礙測驗》。

10. 近年來，經教育署評估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數字有㆖升的趨勢。他們
多為初小學生，主要透過「小學低年級識別有學習困難學童計劃」由學校

轉介。

表㆒ 經教育署評估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數

學年

98/99
99/00
00/01
01/02

(1.9.01至 21.2.02)

學生㆟數

221
284
463
269

這趨勢或可反映家長和教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日漸增加。

11. 教育署和衛生署已建立轉介機制，衛生署轄㆘的兒童體能及智力評估
㆗心和學生健康服務會把有關學生轉交教育署跟進。

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12. 教育署的㆟員為跟進個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與家長及教師商討
輔導方法，例如幫助學生發展有效的學習技巧，培養良好讀書習慣，處理

負面情緒等。如有需要，亦會到校探訪和與教師舉行個案會議，向教師提

供具體的輔導建議。學生亦可於校內接受小學加強輔導計劃服務或前往輔

導教學服務㆗心接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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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了更有效㆞幫助家長了解子女的困難及掌握基本的輔導技巧，教育
署會與家長分享加強讀寫能力的方法、多種感官的學習、親子伴讀的技巧

等；並為他們舉辦家長組，提供心理及情緒㆖的支援。

14. 教育署亦為有學習困難 (包括特殊學習困難 )的學生，提供加強輔導服
務，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輔導教學服務㆗心的教學，以及在㆗學
推行以學校為本位的輔導計劃等。

15. 定期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是學校應有的責任。教育署鼓勵學校訂定照
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政策，並把有關學生的資料存檔及定期更新，以

便作出有系統的跟進。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16. 每所小學均設有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導教師，提供校本的支援。他們
會透過講座及小組，幫助家長利用親子伴讀及多種感官學習等方法來提高

子女的讀寫能力。區域教育服務處亦曾舉辦大型的家長講座。

17. 教育署現正製作㆒套光碟，供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導教師向家長介紹
特殊學習困難的特徵及輔導方法。光碟將於㆓零零㆓年底完成，部份內容

將㆖載教育署網頁。

18. 若獲家長同意，小學可將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資料轉送㆗學，以便
㆗學及早跟進學生在升學後的適應問題。

19. 家長如需求助，可直接與教育署的學校發展主任聯絡，共同與學校協
商，以改善教育的質素。如校方需要增援，亦可與教育署聯絡。

專業培訓及校本支援專業培訓及校本支援專業培訓及校本支援專業培訓及校本支援

20. 教育署已制訂《幫助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童－教學建議》和《認識及
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教學指引》，為各校提供有關調適教學及考試
的建議。學校可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作出校內測驗及考試的調適。至於

公開試方面的調適，教育署會聯絡考試局跟進。

21. 行政長官在最新的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對小學的支援。由㆓零零㆓
至㆓零零㆔學年起，學校可獲撥款自行僱用輔導教師或社工，協助輔導學

生問題；此外，更由㆓零零㆓ /零㆔學年起至㆓零零七 /零八學年，逐步遞
增至為㆓百所小學提供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學校可靈活運用這些額外
的資源為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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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署經常邀請本㆞及外國專家為教師及同事進行培訓，其㆗包括學
校發展主任、課程發展主任、教育服務科督學、學生輔導主任等，以提升

業界在這方面的專業水平。

23. 教育署亦透過舉辦全港或分區的研討會、工作坊及經驗分享會，加強
教師（特別是語文科教師及資源教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並介紹有

效的教學策略及處理方法。教育署亦邀請外國的專家提供訓練。

24. 在過去兩年，教育署為超過㆒百所學校舉辦校本教師培訓，提升教師
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和教學技巧。在㆓零零㆒至㆓零零㆓學年，教育署

計畫為至少六十所小學及十㆓所㆗學提供校本的教師培訓。

25. 在㆓零零㆒年九月，教育署出版了㆒套多媒體教學光碟《學得生動、
教得輕鬆》，供學生輔導主任 /學生輔導教師為所服務的學校舉辦教師培
訓。

26. 教育署將於本年七月將出版㆒套輔助讀寫困難小學生的視像光碟和輔
助教材，內容包括教學示範及工作紙，將㆖載教育署網頁。

27. 教育署會繼續向提供教師培訓的院校反映需要，促請有關院校在教師
基礎訓練及複修課程㆗，提高教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和照顧個別差異

的能力。

28. 教育署正積極向學校推廣以「全校參與」的模式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童，並會統整各種服務以達到最高的效益。

宣傳教育宣傳教育宣傳教育宣傳教育

29. 教育署為全港教師編印的《教師文摘》，以及特殊教育資源㆗心的網
頁，均提供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資訊。

30. 教育署為家長印發《關懷子女、輔導成長》小冊子，幫助家長及早察
覺子女的學習問題（包括特殊學習困難）和尋求輔助。小冊子亦提供輔導

建議，使家長明白透過體諒、關懷和適切的幫助，子女的學習問題可以有

所改善。

31. 教育署為非政府機構 (如小童群益會和兒童之家等 )舉辦工作坊，提高
社工及有關㆟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

32. 教育署積極借助傳媒，例如接受電視台和報章訪問，在報章專欄投稿
等，加強公眾㆟士對特殊學習困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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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署亦製備宣傳單張派發給教師及家長廣泛宣傳有關《殘疾歧視條例教
育實務守則》，該單張將於本年度㆔月派發給全港教師及家長參考。

34. 教育署已派發《為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資料冊》
給全港㆗小學，向學校㆟員提供資料作為參考，以照顧學生的能力差異及特殊

需要。

研究及發展研究及發展研究及發展研究及發展

35. 自㆒九九八年起，教育署與香港大學及香港㆗文大學合作組成㆒個研
究小組，就特殊學習困難的識別、評估及輔導方法進行研究。該小組剛完

成制訂《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困難量表 (小㆒版 )的工作；現正為有讀寫困
難學生設計㆒套用以訓練㆗文字認讀能力的電腦遊戲光碟，將於㆓零零㆓

年底出版。

36. 教育署與本㆞及海外的專家緊密聯繫，繼續邀請他們為教師及教育署
㆟員提供培訓及交流，以提高服務質素。

37. 教育署將繼續與其他機構合作，設計供教師使用的評估工具和編制有
關的教學軟件。教育署亦計劃邀請家長組織協助發展英文認讀電腦遊戲光碟。

教育署
㆓零零㆓年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