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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府著力推行融合教育推行，以往大多只能入讀特殊學校，患有智力障礙的

學生，都可以在主流學校中接受正規教育，幫助他們日後更能融入主流社會之

中。智障學生入讀主流學校的人數，由 08 至 09 學年 1280 人，增加到 12 至 13

學年的 1690 人，升幅超過三成。可惜，由於政府未有投入需要投入足夠的人力

資源，尤其專業支援服務，令到這些智障學童要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時，得不到

公平的教育機會。 

 

評估未能有效識別智障學童 

 

首先，現時在小學用作評估學生是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及早識別」計劃，只能

靠教師在平日課堂中觀察學生的言行及學習進度，並填寫問卷，有關的評估主要

集中在學習的進度上，根本不藉此去評估學童是否患有輕度智障或屬於有限智

能。另外，即使教師從日常察覺中察覺到問題存在，亦需轉交心理學家再作深入

分析及跟進，需時極長，隨時錯失了及早診斷及適時治療的機會。 

 

欠缺心理學家支援 

 

現時教育局只派出教育心理學家到大約六成的學校作支援，而每人每年平均到校

次數只有 20 次左右；加上工作繁瑣，包括要評估融合生的情況、培訓教師、與

家長會面、訂立評估機制、出席課程會議等等，令服務變得支離破碎，學生、教

師以至校方都得不到足夠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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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融合教育由推行開始至今都一直欠缺心理學家方面的支援。以教育心理

學家與學生的比率為例，香港早年前大約是 1 比 10,000，遠遠其他先進國家大約

1 比 2000 至 5000 為低。因此，教育局有必要大幅提高相關的比率，令支援更集

中到位。當然，本港教育心理學家的數量不多，要短時間內增加供應並非易事；

故此，教育局可同時加強現行的「學校伙伴計劃」，加強資源學校的對主流學校

的援助， 

 

為學童提供雙向融合 

 

另外，現時有限智能學生只能選擇入讀主流學校，即使在校內面對很多問題，以

至家長首肯，再獲教育心理學家推薦轉介，仍難以入讀特殊學校；輕度智障學童

亦面對同樣困難，一旦由特殊學校轉入主流學校後，申請要回流入特殊學校，亦

會遭教育局諸般阻撓或拖延，面對重重困難。而事實上，一些患有自閉症、過度

活躍等問題的有限智能學童，比部份輕度智障學童更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可惜，

政府往往未能加以考慮這些特殊情況而作特別安排。本會認為，教育局在考慮這

些學童申請入讀特殊學校時，應以學生的學習為首要的考慮因素，而非只用節省

資源的思維去批審個案，否則，只會令學童的成長及學習構成壞影響。 

 

將精神問題學童列入融合教育 

 

有關精神出現問題的學生，鑑於現行政策下，是不將他們納入融合教育政策範圍

之下，故此校方根本沒有額外的資源去提供專業支援服務。教師在缺乏專業培訓

下照顧這些學生，承受很大壓力。雖然，教育局有向學校發出指引及教師提供培

訓課程，但支援只流於片面，幫助不大。有教師在校內甚至需要「跨專業」，為

學生餵藥。本會認為，教育局應為教師加強在這方面的培訓，並將被確診有精神

問題的學童列入融合教育的資助範圍內，讓學校有額外資源協助他們融入校園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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