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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 

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6 年 11 月 23 日會議 

提交有關 
特殊教育新高中學制的意見 

 

 

1. 討回十年基礎特殊教育  

一直以來，就讀聽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童學校的學生都是接受十年基

礎教育。教育統籌局亦曾於 2005 年 3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文件 [立法會

CB(2)1130/04-05(2)號文件]，清楚顯示就讀於智障兒童學校(包括輕度智障、中度智障、嚴

重智障及視障兼智障兒童學校) 的智障學童均可享有 4 年初中教育年期，此乃一貫的政

策。對此，聯席對教育統籌局將於 2009 年推行新高中學制時，把智障學生的初中教育年

期，由原有 4 年減為 3 年，深表遺憾。 
 
教統局以智障學生將不會修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課程為由，所以沒有為智障兒童學校的學

生一律給予十年基礎教育，聯席認為此項說法實是自打嘴巴。 
 
第一，在2006年8月《策動未來 – 就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文件，第9.5
段清楚指出： 

「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架構由核心、選修及其他學習經歷三個部份組成…部分智障

學生可望有能力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全部或部分核心科目， 取得基本一

級的程度。(第39頁) 」 
內文清清楚楚指出智障學校的學生可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成績；為何他們不能像

聽障或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的學生一樣，得到多一年的教育年期，讓他們得到更充份的裝備

進入新高中階段？ 
 
第二，是次的學制改革實屬高中範疇，「334」只是用來形容主流教育的學制；無論在初中

的課程設計或教育模式的運作，是次改革是完全沒有改動的。回想第一份的諮詢文件，只

有寥寥89字輕輕畧過特殊教育，把特殊教育學制改革完全遺忘。現在爭取得來的「特殊學

校的新高中學制」，應該是加上原有的學制之上，而不是以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教育來代

替，瞞天過海。事實上，教统局也承認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是嶄新的改革，由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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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期望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與「前一個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及成果會有區別」，成為他們

主要的研究發展計劃。為何教统局一方面有如此德政，提供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但另

一方面卻削減原有4年初中，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基礎教育蒙受損失呢？ 
 

2. 新高中智障學生的課程架構 

聯席重申新高中(智障學生)核心課程應與主流教育一樣採用寬廣的「同一課程架構」：語

文、數學及通識教育，不是「獨立生活」訓練作為核心。雖然「獨立生活」，對智障學生

日後工作及生活確有實際的需要，但是，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刺激學生的思維能力，教導學

生認識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和重要性，這正是提昇智障學生在社會上獨立生活的條件。

學生除了接受基本訓練以外，個人成長、建立自我、認識社會、關愛社群等這些德育發展

更需要培養。 
 

3. 資源問題 

特殊學校每班學生人數仍沿用60代的編制，如輕度智障學校為20人一班，視障學校為15
人，相比主流教育的理想小班教學人數25人非常接近。試想一名老師如何照顧20個不同智

障類別學生的需要，有效地推行課堂計劃，使學生能學有所長？至於在嚴重弱智及肢體傷

殘學校的輔助人手更是短缺，很多家長走入課室當義工，協助課堂工作，晚上也逗留在宿

舍照顧他們子女。聯席認為教統局需檢討班級人數及增撥資源，以解決學校人手緊迫的問

題。 
 

4. 新高中學費 

由於特殊教育學生的個人護理開支很多，若加上升讀新高中所交費用，對很多殘疾家庭來

說將會構成壓力。雖然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助，但其「調整後家

庭收入」機制，沒有考慮因有殘疾支付巨大的醫療開支。以三人家庭每月入息約 6,500 至

17,400，才有資格申請半費減免，6,500 需要而以下可申請全費減免；可是普通一名肢體殘

障學生每月醫療用品開支也可逾千元。聯席認為入息審查機制可豁免因殘疾所需的醫療開

支，使學生不會因經濟理由而被迫放棄升讀的機會。 
 

5. 住宿費用 

政府是次立法會CB(2)1361/05-06(01)號文件，提到「有鑑於特殊學校的寄宿費和社會福利

署的寄宿費有明顯的差距，特殊學校的寄宿費將有空間以漸進及分階段的方式上調以達致

平衡。」言下之意，政府會將寄宿費逐步上調至社署費用標準。 

 

聯席強烈反對特殊學校的寄宿費與社會福利署收費的較量，因為服務對象及性質和理念很

是不同。學校的寄宿服務是為回應學童的身體弱能情況，減少學生舟車勞頓，保持他們最

佳精神狀態進入課堂學習。對一些需要深化訓練的學生，下課後的住宿生活是延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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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之一，以配合他們個別學習計劃項目。還有，住宿學童從社署傷殘津貼獲得的資助是

減半的；社署的住宿服務是支援離校畢業學生，大致上獲全數資助。增加是項收費，只會

加重有需要家庭的經濟壓力，如因經濟壓力而放棄住宿服務，又會削弱學童就學的體力及

精神，更影響他們的學習成果。 

6. 學生出路 

以往特教學生畢業後苦無出路，能力較高的進入工場，接受工作訓練；能力較弱的學生進

入展能中心或護理院舍。於2009年後，修讀新高中學制的學生，畢業後出路仍是否像以往

一樣狹窄？學生的能力裝備會否有不同？外出給他們的工作機會有否提高？這些都是學生

和家長關注的問題。聯席相信各相關的持份者都期望新高中課程給予學生，一些增值的資

歷和經驗，像主流學校的中三畢業生和中六畢業生，他們的出路分別有很多，例如中六學

生可直接升讀大學，修讀高中對他們來說是必然之路。 
 
同樣，特教學生也期望有類同的途徑給予他們。他們高中畢業後仍需要繼續個人發展，輕

度智障的學生可進修職業課程，建立他們事業；嚴重智障的學生可強化他們的生活體驗，

多接觸社群，增進與社區人士互相認識達至社會共融。縱觀世界各地有很多大學機構提供

老人及智障人士修讀社區大學的課程比比皆是，香港亦有社會服務機構舉辦同類型的社區

大學課程給予智障人士。雖然其課程的專業資格未被認可，但是修讀「社區大學」可進一

步擴闊智障人士的潛能和人格發展的空間，十分符合智障人士的需要，更是貫徹「全人發

展」的教育理想目標。唯有開拓「持續教育」的機會，才顯得新高中學制的重要性，否則

聯席恐怕家長看不到出路，即將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未能得到支持。 
 
 
 

2006 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