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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融合教育推行情況檢有關融合教育推行情況檢
討的最新資料討的最新資料

二零零六年七月二十一日二零零六年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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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已進進行的工作行的工作

‧成立融合教育工作小组

‧參考外地政策及措施

‧中小學問卷調查

‧學校探訪、專題討論

‧舉辦45個有關融合教育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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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原則五個原則

‧及早發現

‧及早支援

‧全校參與

‧家校合作

‧跨界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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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成功因數三個成功因數

學校具有：

‧共融的校園文化

‧清晰的融合教育政策

‧明確的措施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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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優化課堂教學，照顧有短暫/輕
微學習困難的學生，避免問題惡化

第二層：額外支援予有持續學習困難
的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第三層：加強支援予個
別問題較嚴重的學生

三層支援架構三層支援架構模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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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工作未來的工作

• 推廣校園共融文化

• 加强教師的特殊教育培訓計劃，並為學校提供代課教師

• 加強支援取錄較嚴重或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

• 增加資源學校的数目和擴展其角色與職能，以支援普通學校

• 學位安排及增強資訊流通

• 透過現行的機制及家校合作，維持融合教育服務的質素

• 推動跨界別合作

• 透過編製「融合教育手冊」，加強溝通及透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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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校園共融文化推廣校園共融文化

‧透過德育、公民教育和專題研習，令學生學習尊重個

別需要

‧透過培訓，建立教師對推動共融文化的信心和能力

‧推行家長教育，加强家校溝通、編製「融合教育指

引」

‧跨界別合作，推廣傷健活動，加深社會人士對弱能人

士的認識、尊重及接納

‧嘉許及肯定學校及教師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出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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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教師培訓

30小時基礎課程：以探討課程編訂、教學策略及評估
原則為主。完成後，教師可提供第一層支援予有短暫/輕
微學習困難的學生

90小時高級課程：包括核心和選修單元；一
星期實習(視乎情況而安排)、及專題研習。完
成後，教師可提供第二層支援及夥拍專業人
士，提供第三層支援予較嚴重的個案

主題課程：約40-60小時，針對
某種特殊教育類別，例如：自閉
症、讀寫障礙。目的是讓教師能
提供支援予較嚴重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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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目標《一》

‧視乎師訓機構能力和計劃的可行性，由
2007/08學年起計的5年內

每間中、小學校有10% - 20% 的教師修畢基
礎課程

每間中、小學校最少三名教師〈中、英、數
各一〉修畢高級課程

每間中、小學校最少一名英文科和一名中文
科教師修畢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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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目標《二》

‧其他
基礎課程成為職前師訓課程的一部分
基礎課程納入5星期複修課程，讓中、英、數教師掌握如
何在學科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基礎課程纳入擬任校長培訓課程內
提供兩天特殊教育課程予在職校長
提供基礎課程予教學助理
向有急切需要的學校提供10小時的校本培訓
建議學校需定出最少半天教師發展日，研討有關特殊教育
需要的課題

‧我們亦希望透過職前、在職和複修課程，讓更多教師掌握
基本的技巧，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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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專業支援加強專業支援

‧由2006/07學年起，提升學生輔導服務的人手比例

‧由2006/07學年起，分三階段向全港小學發放「加強
言語治療津貼」

‧增加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及資源學校數目

‧透過跨界別合作，成立特殊學習困難支援網絡

‧加強與海外專家建立支援網絡

‧由2006/07學年起，教統局繼續為每一間學校安排一
位聯絡主任，就有關特殊教育服務事宜與學校加強
聯繫

‧檢視教育心理學家服務，配合學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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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放資源投放

第一層基礎資源包括：發放學校發展津貼、加強言語治
療津貼、增設課程主任、增加輔導人員、增加教師以推
行專科專教

第二層額外資源包括：加強輔導教學
計劃、新資助模式下的一萬元 、照顧
第三派位組別初中學生新措施

第三層加強支援較嚴重個案而
提供的資源：融合教育計劃和新
資助模式下的二萬元及建議的加
強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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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第三層的支援措施加強第三層的支援措施

對取錄較多/較嚴重個案的中、小學校，我們的建
議安排如下：

‧聯絡主任聯同教育心理學家為學校制定支

援策略

‧有需要時，借調資源教師予學校

‧安排資源學校提供支援

‧增撥資源，讓學校靈活地結合其他資源，

聘請教學助理或購買服務，協助教師處理

較為嚴重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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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安排學位安排《《一一》》
由於

‧某些特殊教育需要類别的發現率甚高，例如言語障礙、讀
寫困難；

‧普遍來說，學校並不拒絕取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但
他們多不願意取錄有嚴重自閉症或過度活躍症的學生；

‧患有多重残疾的學生數目有增加的趨勢；

‧法律意見表示，學校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定取錄限
額或類别，很可能會違反《殘疾歧視條例》；

故此，容許學校只取錄兩種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不但有

違法律精神，亦不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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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安排學位安排《《二二》》

‧我們將透過編製「融合教育指引」、發放更
多學校在融合教育的資料、加強對學校第三
層的支援和推廣調解機制，來處理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學位安排

‧對有經驗並樂意進一步研究如何以「全校參
與」來支援某類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
我們會幫助他們提升專業水平和技巧，發展
成為專責資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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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家長、學校之間的彼此合作及互信對推動

融合教育和建構和諧共融的校園文化是不

可或缺的

‧我們希望學校能透過家長教師會/法團校董

會，加強彼此間的了解和合作

‧我們亦會透過每年三次的學校探訪，協助

及確保學校能基於上述的三個成功因數來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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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