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融合教育」計劃的意見 (中學及技能訓練學校篇) 
 

就讀於主流學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下稱：「特教」)的學童家長，在子女入讀小

一時，滿懷憧憬的把子女送入學校。在經歷了六年艱難的小學歲月，面對升中選校的抉

擇時，家長更是誠惶誠恐，憂心忡忡，與子女共同面對更艱巨的挑戰。 
 

以下是我們對「融合教育」計劃中學現況的意見： 
 
甲‧主流中學篇 
 
1) 欠缺長遠的計劃 

(1.1)  一直以來，我們深信融合教育有助打破社會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誤解和隔膜，

促進傷健共融的目標。但可惜政府在籌劃融合教育時，根本沒有一套全盤及

長遠的計劃，如：資助模式、學校配套安排、師資培訓計劃、學童各項支援

等，結果導致一連串問題的產生，這種情況在中學階段更為明顯及嚴峻。 
 
(1.2) 融合教育開始推行時，分別有中、小學一起參與。但自 2002 年教統局推行「全

校參與」模式後，參與的小學數目不斷膨脹增加，而推行融合教育的中學數

目卻沒有寸進，結果造成資助制度的斷層，融合教育小、中學青黃不接的現

象。   
 
2) 小學、中學不相稱的發展  

(2.1) 融合教育自 97 年推行至今，只有 37 多間中學參與並得到「融合教育」的資

助，致使有「特教」學童得不到所需的支援，亦加添了老師及學校照顧「特

教」學童的壓力。 
 
(2.2)  「融合教育」自 97 年推行以來，升讀主流中學的特教學童人數與日俱增，家

長在面對僧多粥少，在全無選擇的情況下，逼不得已讓子女入讀沒有支援的

主流中學。 
 
3) 師資培訓 

(3.1) 不少「特教」學童在教統局的鼓吹下，升讀主流中學，但在缺乏足夠的師資

培訓的環境下，老師們如何能有足夠的知識及能力，去照顧那些大量流入中

學的有「特教」學童？ 
 
(3.2) 中學生踏入青春期，思想及性格有異於小學生，行為、情緒及社交方面，更

需接受輔導，教師們便需要更高的技巧才能支援「特教」中學生，因此，中

學教師的培訓工作需要更形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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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雖然教統局已擬定一個教師培訓架構，以配合學校的 3 層支援模式，並期許

在 2007 / 2008 學年起的 5 年內，每所學校約有一成以上的教師修畢 30 小時的

基本課程。我們擔憂的是：遠水如何救近火？教統局是否應在過渡期內，以

更大的力度去支援現在並未受訓的教師？ 
 
(3.4) 面對 334 學制的改變，「特教」學生將接受六年中學教育，故師資培訓是刻不

容緩的配套。 
 

4) 三層架構支援模式未能充份照顧特教學生 
(4.1) 教統局提出的三層架構支援模式為學校提供支援，當中提及中學可透過「照

顧第三派位組別初中學生措施」獲提供額外的教師以支援有關學生。然而，

教統局明顯略了特教學生不是全部都屬於這第三派位組別內，他們當中不少

也被派去第一或第二類組別學校，教統局如何支援這些學生及學校？ 
 
5) 缺乏升中前評估及轉介 
 (5.1) 「特教」學生在完成小六，面臨升中轉校時，無論老師、學校或教統局均沒有

為學童作能力評估，提供選校指引或轉介服務，致使家長在子女勉強完成六

年小學課程後，便別無選擇地升讀隨機派位的主流中學。 
(5.2)  少部份家長明白子女能力不逮，不知應否升讀主流中學，在選校時不知何去

何從而向教師求教。但老師未能掌握「特教」學童的轉校途徑，多建議學童

選擇成績相約的中學。有家長就升中問題向教統局求助時，教統局亦未有提

供客觀分析及選校指引，往往鼓勵他們入讀主流中學。 
(5.3) 事實上，中學課程跟小學課程的程度有天淵之別。很多時候，學童因功課壓

力而衍生各種負面情緒，甚至精神病。    
 
6) 沒有申報機制 

(6.1) 由於在升中派位申請表中，沒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欄供申請人填寫。當「特

教」學童被派往主流中學時，教統局並沒有給予學校任何有關「特教」學童

的資料，故校方往往在學童入讀後，透過老師平日觀察或家長向校方申報子

女的特殊教育需要時才得悉學童的情況。校方在毫無準備下取錄了「特教」

學童，故未能為他們作最好的安排，只能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

處理「特教」學童的需要。 
 
7) 校園欺凌情況嚴重 

(7.1) 自閉症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因社交及溝通障礙，加上學業成績偏低，

往往成為同學們的欺凌對象。他們不但遭同學的歧視、排斥、戲弄、嘲諷及

辱罵，更甚的是身體上的傷害。欺凌事件令學童衍生不少負面情緒，精神壓

力及恐懼，引致抑鬱及精神病。 



就推行「融合教育」中學方面，我們有以下建議： 
1) 政府應盡快就小學、中學制定一套整體而長遠的「融合教育」政策，釐定資源分配、

教師培訓、課程內容、評核制度的方針，並配合 334 學制的發展，尤其在於高中的 3
年課程，政府應關注及留意課程編排是否適合「特教」學童，並訂立及發出有關指

引及守則予學校，作出支援。 
 
2) 將「特殊教育」列入為教師必修課程的範疇之一。中學教師的專業發展計劃內容，

須涵蓋課室管理，控制及處理行為情緒問題等範圍以照顧特教學生的需要。 
 
3) 學校亦需裝備教師，讓共了解清楚特教學生的升學途徑，並由校方安排教師與家長

會面，交流學生的表現，並給予有關升學的意見。在小六升中一的階段中，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進行評估，為學童安排最適切的升學安排。在得到家長的同

意後，有關學童的資料應於註冊後一個月內寄至學童升讀的中學。 
 
4) 在升中派位申請表中，加入「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欄，供有需要的家長填寫，讓學

校及早得悉學生情況，作出安排及準備。 
 
5) 教統局應增加資源，容讓學校推行共融文化的活動，以加強全校師生對特教學生的

認識及接納，避免欺凌事件的發生。 
 
6) 增聘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及老師提供足夠及適時的支援。 
                                                                                        
乙‧技能訓練學校篇(技校) 
 

對家長而言，技能訓練學校主要是為那些能力未達主流學校、但卻不需入讀特殊學

校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一個較適切的選擇。我們相信技校有其存在的價

值，及能為「特教」學童提供最適切的教學環境，讓子女健康愉快地接受教育。 
 

然而，技校處於學位供不應求、支援不足、學生缺乏出路的情況中，確實令家長們

非常擔心。 
 
以下是我們對「技能訓練學校」現況的意見： 
 
1) 技校學額不足 

(1.1) 目前全港只有兩間分別位於港島及九龍的技能訓練學校。部份能力較高「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能順利升讀主流學校，繼續完成中學課程。但部份能

力稍遜兼有行為情緒問題、不適合入讀主流學校、但卻被評定不需入讀特殊

學校的學童，技能訓練學校便成為他們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但由於技校學額



有限，那些即使有嚴重學習困難的，亦只能無奈報讀主流中學。 
 
(1.2) 即使能入讀技校，有部份會因路途遙遠，交通費昂貴，而被逼選擇「流放」

一般主流中學，最終因力有不逮而出現種種不同的情緒、精神行為問題，到

中二、中三相繼回流技校的情況亦見普遍。當學童出現情緒行為時，便會嚴

重影響課堂質素，令本來資源不足的技校百上加斤，試問學童又何來獲得優

質教育？ 
 
2) 社工縮減，學童難以得到支援 

(2.1) 技能訓練學校主要收錄能力稍遜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甚至多類型學習障礙

的學童，當中有部份更是從主流中學回流的。他們在就讀主流學校期間，因

飽受課堂壓力及長期欺凌，而衍生不少情緒行為，甚至精神病–「思覺失調」。

這類學童經常缺課，家長情緒極度困擾，極需要接受社工輔導及支援。 
 
(2.2) 在主流化前，所有技能訓練學校的社工比例為 1：75，即全校大約有 4 位駐校

社工。自技校轉型至主流化後，資源同時削減，由最初 4 位社工削減至現時

兩位。但同時，學生人數亦相對增加，由 200 多位增至 300 多位學童。 
 

(2.3) 主流化導致資源萎縮，社工數目銳減，試問單靠兩位社工又怎能處理全校 300
多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甚至有精神病患的學童及家長呢？ 

 
3) 派位機制缺乏彈性 

(3.1) 在升中選校申請表中，沒有將現存兩間技能訓練學校列明為專為「有特殊學

習需要」學童而設的學校，致令其他學童誤解技校為普通中學錯誤選校，而

真正需要入讀技校的學童卻不得其門而入。 
 
(3.2) 現時全港只有兩間技校，分別位於港島及東九龍。有需要選讀技校而非居於

所屬校網的學童必須通過自行選校申請入讀。由於現時學額供不應求，故很

多時候跨區的學童根本不獲分派學位，亦無資格參加第二輪的統一派位，家

長便只能無奈地自叩門戶，徒增家長及學童的能力。 
 
4) 認可基制及出路前景未明 

(4.1) 雖然政府曾表明技校學生不一定要參加會考，但卻沒有為這類學童所接受的

訓練設立一個完善的認可機制或評估，讓社會人士認可他們的能力，以便他

們日後公開就業。同時亦沒有為學童畢業後出路銜接作出長遠計劃。 
 
5) 畢業等於隱蔽 

(5.1) 學童在職業導向課程所學的技能和知識，因試工場地及機構不足，而當局亦



未有為這群畢業生作長遠持續發展計劃，以至學童不能學以致用，回饋社

會。政府已往投放在學童身上的資源，因而前功盡棄。學童畢業後既無工作

又無持續發展，很多都閒在家中，久而久之演變成「隠蔽青年」，繼而衍生

很多情緒、精神、心理、家庭問題出現，到頭來政府需要撥出更多的資源用

於社會福利及醫療方面。 
 
就技能訓練學校方面，我們有以下建議： 
1) 增加專業支援及資源予技校，並可由學校靈活運用，例如：聘請社工、教育心理學

家、臨床心理學家及護士等。 
 
2) 正視學生的教育需要，在各區的一些主流學校內設一至兩班提供特別課程的班級，

供特教學生報讀。 
 
3) 推行小班教學，維持每班 20 至 25 人。 
 
4) 提供試工場地讓學童在職業導向課程能夠學以致用。 
 
5) 設立技校家長、校方與教統局，三方面直接對話的渠道。 
 
 
總結 
 我們相信教統局推行融合教育的誠意，亦承認她曾作出相當的努力及投放若干的資

源。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融合教育並沒有因為教統局的良好意願而成為一個切合特教學

生需要的教育制度。那麼期間究竟欠缺了甚麼？ 
 
 我們是融合教育的支持及擁護者，亦是教統局的合作伙伴，愛之深、責之切，歸根

到底，我們期許的，只是一個適合子女的教育制度。 
 
 我們希望教統局能真正聆聽我們的吶喊及呻吟，認真正視及處理融合教育的問題及

需改善之處，如此才是特教學童及家長的福祉。 
 
 
                                                     技能訓練學校關注小組 

主流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流教育小組)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