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融合教育」計劃的意見(小學及中學篇) 
 
下署團體是由一群就讀於主流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家長所組成。我們認為每一

個學童，都應享有適當及平等的教育權利，縱使他們有「特殊教育需要」，也不能例外。

我們相信「融合教育」，更有助消除社會上對殘疾人士的誤解和隔膜，促進傷健融和。 
 
教統局於 4 月 21 日的立法會內務會議上曾發出一份「有關融合教育推行情況的檢討進

度報告」，闡述當局現時推行融合教育的進展情況及日後方向。另外，教統局亦曾於「主

流學校推行融合教育工作小組」會議中，承諾為就讀主流小學的融合生分三階段推行言

語訓練計劃，改善學童語言能力，以協助他們在主流教育中學習。當中我們欣賞教統局

願意考慮各團體所提出的意見，亦深信當局正努力改善「融合教育」的工作，故此我們

希望藉此機會就「融合教育」計劃現況提出以下意見及建議。 
 
甲‧主流小學篇 
(1) 入學安排 
在學童小一派位時，家長往往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意見，為子女作出適切的選校安排。

由於教統局積極推行融合教育，即使遇有能力不逮的學童，教統局的職員亦會鼓勵

家長選擇主流學校，縱使家長心存顧慮或信心不足，最後他們都會嘗試為子女選擇

主流學校。因此，不少融合生因為能力不逮，支援不足，加上課程緊張，長期受壓，

而衍生各種問題，如：被欺凌、情緒緊張、抑鬱、甚至精神病。在過程中，家長根

本無法獲得任何支援。 
 
(2) 轉校困難 
在入讀主流學校後，當家長發覺子女遇到校園適應及學習困難時，即使家長有意讓

子女回流至特殊學校，但他們根本不知道轉校途徑及尋找專業意見而感到無助。 
 
(3) 缺乏監管資源的運用 
在新資助模式下，參與「融合教育」的學校都可獲教統局資助。這筆撥款是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而設，獲資助的學校，理應利用資助金為特教學童籌劃各類型

的支援小組，如：社交小組、專注訓練小組，以協助他們改善其弱項及作為教學及

課程調適、訓練等用途，但可惜家長根本無法得知資助是否用於支援「融合教育」

上。 
 
面對這種情況，家長便向校方諮詢，可惜大部份都是徙勞無功，而小部份會在家長

極力爭取下，校方才為其子女作出有限度的支援。無形中令家長與學校之間的關係

變得緊張，甚至破壞家長與校方的關係及信任。故建議教統局設立一個監察機制，

直接監察學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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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就「融合教育」計劃(主流小學)有以下建議： 
1) 提供專業且客觀的意見，避免盲目鼓催學童入讀主流學校。 
 
2) 為確保撥款用得其所，學校應增加有關方面的透明度，知會家長有關學校在推行「融

合教育」的支援內容，而教統局亦應加強監管，以確保資助金的正確運用。 
 
3) 加強督導及提供專業意見，支援主流學校一群老師在推行「融合教育」上的方向及

策略，有助教學。 
 
4) 增加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自閉症的學童提供更多支援性小組，如：社交

小組、行為治療小組、專注力訓練小組等，改善學童行為問題。 
 
5) 建議教統局增加渠道，讓學校及家長知道有關轉校的機制及途徑。 
 
乙‧主流中學篇 
現時參與「融合教育」的學校超過三百多間，但其中獲資助的主流中學只佔 30 餘間，
在資源缺乏下，實在難於支援學童。 
 
以下是我們對「融合教育」計劃現況的意見及建議 
 
(1) 缺乏升中前評估及專業諮詢 
在小一派位時，學童根據能力評估結果去選擇合適的學校類別，以提供專業的選校

指引，讓學童最終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能力而派往適切的學校。 
 
當子女完成六年的小學課程後，家長又需要就子女升中選校上煩惱。縱使學童勉強

完成六年的小學階段，但其實學童已飽歷無數的困難和壓力，有些更因此衍生各種

問題和負面情緒。事實上，中學的學習模式跟小學已完全不同，能勉強過渡六年主

流小學生涯已絕非易事，亦不代表他們仍有能力升讀主流中學。面對升中選校時，

家長往往因不知如何決擇而向老師求助，可惜老師卻未能掌握特教學生升學途徑，

多建議學生選擇成績相約的中學組別。當家長向教統局求助時，當局亦未有提供客

觀分析及選校指引，往往鼓勵他們依正常派位機制，填表申請主流中學。結果學童

可能在未來數年間只是隨班就坐、虛度光陰，並身心受創。 
 
(2) 學制欠缺周詳計劃，漠視特教學童的需要 
政府已落實由 2009/10學年開始實施高中與高等教育新學制(簡稱：三三四學制)，亦
承諾新學制適用於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統局分別於 05 年 5 月及 06 年 1
月就新學制發佈《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及《策動未

來---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作進一步諮詢》兩份報告書，初步勾



劃了新學制的發展路向、高中課程內容及評估架構設計等。教統局亦多次邀各家長

代表出席三三四學制課程發展會議，但可惜多次的會議內容都是闡述及針對特殊學

校課程，對於如何套用於融合教育的細節及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卻未有

提及，實在令家長憂心仲仲。 
 
(3) 中學資源不足 
「融合教育」自 97 年推行以來，參與「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並獲資助的學校

多達三百多間，其中主流中學只佔 30餘間，出現中、小學發展不相稱的現象。另隨

著教統局大力鼓催融合教育的推行，升讀主流中學的特教學童人數與日俱增，然而

教統局卻漠視學校及學生的需要，使學校在欠缺資助的情況下，實在難於推行各類

訓練及小組來支援一群特教學童。  
 
「有特殊教育需要」及自閉症的學童往往因溝通及理解能力弱，而不擅於表達個人

感受及需要，而出現一些行為問題，這亦是老師們遇到最大的困難。當踏入青春期

時更會出現各類問題，若不好好妥善處理，情況可能很嚴重。亦正因為政府不投放

資源在主流中學，導致青年學童往往因行為問題未能得到妥善支援及處理，而引申

更多行為問題，嚴重的更演變成社會悲劇。其實特教及自閉症學童思想單純，容易

受教，有責任心，只要正確教導，悉心培育，建立良好的行為模式，定能減少學校

與社會的負擔，故預防勝於治療，教統局應立刻向中學作出支援。 
 
(4) 校園欺凌情況嚴重 
有「特殊教育需要」及自閉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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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思想較單純，容易相信別人，對人忠心耿耿，容易成

為壞份子的獵物，誘騙他們進行不法的行為，這也是家長另一方面的擔心。 
 
本會就「融合教育」計劃(主流中學)有以下建議： 
1) 
 
 
 
2) 
 
 
3)  
 
 

在小六升中一的階段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進行能力評估，按學童能力

安排最適切的中學；並於入學前舉辦主流學校特教學童家長講座，作家長教育並給

予專業意見，向他們提供有關入學前準備及入學後的注意事項。 
 
建議在「中學學位分配分區校網」中，將現存的兩間技能訓練學校同時列入在全港

校網中，讓不同地區的學童都能誇網申請。 
 
政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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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三三四學制的發展。亦要求課程發展小組盡快向主

流教育的團體代表交代新學制如何支援及配合融合生的需要。 



4) 
 
教統局應向中學增加撥款，讓學校有足夠資源及人手推行融合教育，推動共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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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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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其間究竟欠缺了甚麼？我們深信加快老師的培訓，令老師懂得教導

特教學童，才有助融合教育的推行。因此，教統局建議由二零零七 / 零八學年起計的五

年內，每間學校有超過 10%的教師修畢 30小時的基礎課程，實屬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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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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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六年七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