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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制定及執行有效政策全面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近年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的處境逐漸受到社會關注，他們的成長道路因著個人障礙而波折重

重。而基層 SEN 學童更面對身心發展及社會流動的雙重弱勢，他們的平等發展權利未能有效得

到保障，長遠更可能加劇「跨代貧窮」的問題。現時不論在學校及社區，均欠缺有效的 SEN 學

童及家長支援政策，SEN 學童在競爭激烈的教育制度下，學習上出現極大困難，連帶個人身心成

長發展均有機會受到負面影響；而基層的 SEN 學童家庭更難以負擔額外的培育開支，其困境就

更加明顯。 

 

現今香港 SEN 學童及家長面對的政策問題，可以概括為 1.及早識別及支援機制輪候時間過長、

2.中小學融合教育政策失效以及 3.社區支援服務不足這三方面。而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政策涉及

跨專業、跨部門的合作，政府部門把處理問題的責任互相推搪，政府現今仍未見有整全的處理方

法，家長尋求服務及表達訴求時都不知那裡才是適合的路徑。 

 

就現今學童需要、現存政策問題及有關建議，本會的立場如下： 

 

1. SEN 學童及家長社區需要 

 香港融合教育制度基於欠缺有效的監察制度，政府資源在「校本指引」的原則下在學校的運

用未能為 SEN 學童提供適切的支援。故此，若然家長要為子女尋找另外的學習訓練服務時，

社區服務就成了他們的主要渠道。根據特殊學習需要(SEN)服務關注組於 2014 年的《基層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狀況調查》所得資料，142 位受訪家長中，有 90%認為即使已有接受服務，仍

認為支援服務不足夠，當中 87%認為應該增加特殊學習需要社區支援服務的供應。 

 

然而，現時政府卻未有任何為 6 歲或以上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專項資助計劃予社福機構推

行相關服務，社福機構往往只能靠個別申請外間基金或原有服務撥款以籌辦相關活動，因而

難以持續廣泛地推行相關支援服務。加上社福機構同工亦未必接受過特殊學習需要相關的專

業訓練，因而大大限制服務的開展及成效。不少家長表示希望增加相關的家長培訓服務，讓

他們學習有關支援子女特殊學習需要方面的知識與技巧。雖然現時學校一般會為家長舉辦支

援學童特殊學習需要的講座，但這些大多只是一年兩三次的簡介會，欠缺針對性及持續性，

故此未能協助家長進一步深入掌握支援子女個別需要的方法和技巧。 

 

另外，家長為 SEN 學童的成長奔波勞碌，本身都承受很大的壓力，他們作為照顧者的需要亦

不容忽視。學校在他們的本位功能上，實在難以處理針對家長個人的支援需要。而社區服務

則能擔當家長支援的服務提供者角色，除了具持續性地為家長提供照顧 SEN 子女的技巧培訓

外，亦能為家長提供個案輔導以及組織 SEN 家長網絡，讓他們建立社區互助平台。 

 

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中提及增加現有津助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的社工人手，提升家長照顧和訓

練有特殊需要的子女的能力，特別是幼齡子女。事實上，全港津助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只有六

間，在這些資源中心增設人手根本遠遠未能應付全港 SEN 家長的迫切需要，家長之間有可能

需要在有限的服務名額下互相競爭，而未有津助家長/親屬資源中心地區的家長能得到支援服

務的機會則更加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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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若要更有效支援 SEN 家庭的需要，必須透過學校及社區雙管齊下，並以跨專業協

作的方式，全方位回應 SEN 家庭各方面的需要。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強對社區服務的支援，服

務應優先提供特殊學習需要相關專業服務、培訓及人手，如：職業治療、感觀統合、心理學

家評估及個案輔導等等，亦應提供家長教育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助家長了解及建立於家庭層

面支援孩子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亦需要促進學校與社區的合作互補，如透過社福機構支援

學校專業治療服務的推行、家長訓練及支援服務，並進一步提供相關資訊等。同時連結不同

部門及專業，如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社會保障(包括關愛基金)等，促成跨部門合作處理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需要，以學生家庭為本位提供服務和支援。故此，本會希望關愛基金能

撥款推行 SEN 學生及家長社區支援服務試驗計劃，長遠於十八區增設社區支援服務。 

 

2. 擴闊 SEN 學習訓練津貼受惠層至中小學生 

當 SEN 學童接受評估後，仍需要輪候一段時間，才能得到資助的學前康復服務。截至 2014 年

5 月底社會福利署共提供 6245 個名額，輪候人數則達 7943 個。而根據立法會 CB(2)217/13-14(06)

號文件，2012/2013 年度平均輪候時間為幼稚園兼收位 15.2 月、特殊幼兒中心學位 16.9 月、早

期學習/訓練中心 12.7 月 ，最長可達 2 年。故此，家長們在輪候其間則必須在坊間尋找康復及

訓練服務。關愛基金設有津貼項目—「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為正在輪候由社署提供的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提供每月 2,615 元的學習訓練

津貼，讓他們可盡早到各政府認可的社福機構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學習活動，以幫助他們的

學習及發展。這項津貼已於 2014 年 10 月納入社署恆常資助項目。 

 

然而，這個援助項目只給予 0-6 歲學童，6 歲後學齡的學生則未能受惠。只是，不少 SEN 學童

因評估期過長的延誤，而令到他們於 6 歲以後才能確診，但當過了 6 歲，他們已過了此津貼

的受惠層。試問 SEN 學童一過了 6 歲，他們的需要就會消失嗎？進入學齡的 SEN 學童現今主

要的支援來自學校的轉介服務，但基於融合教育制度欠缺監管，學校會否為他們安排支援因

而不能得到保証。家長唯有於坊間為他們尋找其他學習訓練支援，唯現今是即使由社福機構

提供的支援服務，都因服務需要自負盈虧而收取高昂價格以達致收支平衡，一些基層 SEN 家

庭實在難以負擔這樣的高昂收費，最後可能唯有單靠學校的服務。而不少學校都只為 SEN 學

生安排額外的功課輔導班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成績，但 SEN 學童的成長需要遠不只學習上的需

要，社交、情緒管理等都是學童成長的重要一環，故此單靠學校提供的支援服務實在難以讓

SEN 學童的身心發展得到全面關顧。 

 

因此，我們建議關愛基金擴闊津貼受惠對象至中小學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讓他們可在坊

間使用其他支援服務，及早獲得適切治療。此外，政府亦應長遠地把該項目納入學生資助制

度及綜援制度內，成為恆常化的津貼項目，為有需要的群體提供長遠而穩定的津助。 

 

同時，現今「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內的認可服務機構名單內，

設有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言語治療及心理學家服務的比例較低，大多數只提供幼兒導師訓

練及家庭支援服務，能對應 SEN 學童針對性需要的選擇不多。故即使在現今津貼受惠範圍內

的 SEN 學童仍需花不少時間輪候坊間社區服務。SEN 學童在康復訓練上的需要並不是一般幼

兒導師訓練及家庭支援服務可以解決，津助專業治療服務的供應遠追不上現今 SEN 學童需

求。其實現今一些社福機構有為 SEN 學童提供社區支援服務，但未有納入認可服務機構名單

內，故此即使受惠於現行津貼的 SEN 學童仍不能夠選擇這些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這些未能納



入政府認可學前服務機構名單的機構，需要長期在有限資源下運行開支頗高的 SEN 社區服

務，會對其 SEN 社區服務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長遠有可能會造成社區服務傾斜，減少家長的

選擇。 

 

故此，我們建議關愛基金增加「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內的認

可服務機構名單內的社福機構數量，擴大家長對社區服務的選擇空間。另外，亦可增撥資源

予現已提供或有意發展 SEN 社區服務社福機構聘請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

心理學家等專業治療服務人員，以避免專業服務被私人市場過份吸納，確保基層 SEN 學童使

用專業治療服務的平等機會。 

 

3. 紓緩家長使用坊間評估服務的經濟壓力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0 至 6 歲的成長黃金期極為重要，然而由於現時專職醫療人員不足，輪候

評估服務需時甚久，根據一項關於基層學童特殊學習需要的調查研究，訪問了共 143 名家長，

當中指出逾 60%受訪者子女都在學前教育時期，即 2-6 歲被發現或懷疑有特殊學習需要，可是

往往因未有及早識別等機制，一般需求助後再作轉介才能正式輪候評估，受訪者子女逾 60%

均需要等 1-2 年方能接受評估及確診其所屬特殊學習需要類別，更有約 7%人需等待三年或以

上；儘管如此，基於私營評估服務費用昂貴，一般需要$5000 至$8000，故此基層家庭在毫無

選擇的情況下仍必須繼續輪候。 

 

故此，我們希望倡議關愛基金提供一筆過的評估津貼，資助貧窮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到

私人服務市場，尋求評估服務，以解決燃眉之急。現時私人市場仍未飽和，基本上不需輪候，

提供津貼可以短線解決問題，所動用的財政資源亦由於不是經常性，故可行性高。 

 

4. 監管學校對資助款項的運用 

今年關愛基金會向收錄較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普通學校提供現金津貼，以便學校安排一

名專責教師統籌校內融合教育所需的支援。設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是融合教育立法倡議內容

中的重要部分，以監督並統籌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政策的日常運作，避免學校違反融合教育

指引；同時亦擔當家長、教師和專業支援人員的協調角色。現今融合教育制度其中一項最為

人詬病的地方為在「校本指引」原則下，學校使用「學習支援津貼」的狀況欠缺政府有效監

管，不少學校都出現資源錯配、資助落不到SEN學生的情況。關愛基金今次建議學校可考慮委

任現任學生支援小組教師出任統籌主任，並運用現金津貼增聘額外教職員。即是學校運用津

貼時，聘請的額外教職員與委任現職教師出任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為兩件獨立的事件，而關愛

基金亦未明確交代監管學校運用津貼的監管機制內容，並如何防止學校只用津貼聘請額外教

師，卻未有新境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的情況。 

 

 

故此，我們希望關愛基金務必嚴格規管學校對這筆資助的運用是否用於設立特殊教育統籌主

任。同時，亦希望關愛基金能擴大津貼受惠學校數量，讓更多學校能有資源設立特殊教育統

籌主任職級。長遠希望教育局把此職級常規化，並於全港普通學校普及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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