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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18日會議 

資料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前前前前技能訓練學校技能訓練學校技能訓練學校技能訓練學校的的的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簡介設立前技能訓練學校的背景及這些學校目前的情

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於1990年發表《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四號報告書》《第四號報告書》，檢討在九年免費及強迫教育制度下

的學校課程和學生在校內的行為問題，其中包括協助有嚴重學習困

難學生的措施。 

 

3.  教統會在《第四號報告書》中指出，有嚴重學習困難學生的

學習能力極低，為了幫助這些學生在就業及社交方面的發展，使他

們能夠在社會上自給自足，成為適應社會環境的人，教統會建議政

府為初中(即中一至中三) 學生設立一些特別技能訓練學校，教授與

技能有關的科目，例如：木工及金工等，目的是使這類學生能夠繼

續在當時的工業教育及訓練署所辦的技能中心接受達操作程度的訓

練課程。此外，特別技能訓練學校還會提供其他課程，例如自理及

社交技能方面的課程，使學生在離校後能夠照顧自己。同時，特別

技能訓練學校還會在課餘時間舉辦輔助課程，例如陶藝、絲網印刷

及簡單家具製造等。為了使教師能夠盡量給予學生所需的照顧，教

統會建議這類學校每班大約只收錄20名學生。教統會亦提出學生需

經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師及教育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員斷定較

適合入讀技能訓練學校，而有關的建議又獲得家長同意，學生才會

被安排入讀這類學校。 
 

4.  因應《第四號報告書》的建議，政府在 1993 年至 1998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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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資助模式設立了共七所技能訓練學校
1
。這些技能訓練學校的課

程有 60%是學術科目，40%是文藝、實用及工藝科目。學校會因應學

生的能力及性向調適各科目的課程內容，在課餘時間，學校亦舉辦

輔助課程，使學生學習更多的實用技能，並提高他們對多種職業的

認識。 

 

5. 前教育委員會在 1994 年成立了特殊教育小組，就特殊教育的

成效、資源及未來發展方面進行檢討。該小組於 1996 年及 2000 年

曾研究技能訓練學校的事宜，並於 2000 年的報告中指出，融合教育

是國際趨勢，政府應盡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普通學校就

讀，而非以隔離式的方法為他們提供教育，同時應加強教師專業培

訓及推動課程改革
2
，，，，長遠而言，所有技能訓練學校應該主流化。教

育委員會特殊教育小組的建議獲政府接納。 

 

 

前前前前技能訓練技能訓練技能訓練技能訓練學校的轉變學校的轉變學校的轉變學校的轉變    
 
6. 七所前技能訓練學校中，除三所於 2004/05 學年停辦外 3，一

所於 2004/05 學年完成主流化過程，而餘下的三所則於 2005/06 學

年完成主流化過程。學生可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在自行分配

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選擇入讀主流化的前技能訓練學校。按當時政

府與三所前技能訓練學校就主流化方案協議的安排，在統一派位階

段，教育局採取「不選不派」方式安排學位(即除非家長選取，學生

不會被編配入讀這些學校)，以及這三所學校每班可收錄不多於 30

名學生(比當時普通中學每班可收錄不多於 40 名學生的收生額上限

低)，以便學校能繼續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後來這三所中學中一

班每班的派位人數，也隨著普通中學中一班派位人數的下調，而有

所改變。這三所中學在 2013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中一的每班

派位人數為 24 人
4
，而開班人數也相應降至 20 人。與主流學校一樣，

這三所學校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調適課程，

                                                      
1
 七所技能訓練學校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念慈中學、元朗天主教中學、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仁濟醫院第五中學、佛教志蓮中學、保良局青衣中學和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2
 報告指出,鑑於課程發展處建議所有學校在同一課程架構下以學習領域方式組織學校課程，以及按學生能力編排學習進度的成效顯著，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就讀主流學校亦可獲得更適切的調適。 

3 包括仁濟醫院第五中學，保良局青衣中學及中華基督教會念慈中學。 
4 包括兩個重讀生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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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並開設一些校本科目和實用科目的特色課程如膳食服務和基本

商業等，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7. 與其他普通學校一樣，教育局一直為上述學校提供額外資

源、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以協助他們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資源方面，與其他普通學校一樣，教育局在常規資助外，亦為已

主流化的前技能訓練學校提供「學習支援津貼」、為照顧成績稍遜的

初中學生而設的額外教師、「增補基金」等。此外，對於一些有嚴重

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教育局會按需要為學校提供額外撥款，以聘

用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提供密集的個別支援。如有關學生在學校提供

校本支援後仍未有顯著改善，教育局會在取得家長同意下，轉介他

們到教育局的匡導服務或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的短期暫讀計劃，接

受抽離式的加強輔導。  

 

8. 在專業支援方面，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會定期探訪學校，就學

校的政策、融合教育支援措施、教學策略、資源運用、家校合作等

事宜提供專業意見。隨著「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推行，上述學校

亦已獲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個案評估、諮詢及專業支援等服務。 

 

9. 現時香港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與全球的融合

教育發展趨勢是一致的。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透過這種模式推行融

合教育，包括上述三所前技能訓練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切的照顧。學校一般樂意建基於現有優勢和實踐經驗，並根

據不同學生的需要、興趣及能力發展適切及多元化的校本支援模

式，並積極鼓勵學生接納及主動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讓校

園共融文化得以貫徹推行。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0. 現時這三所主流化的前技能訓練學校已由原來的三年初中

(即中一至中三)架構擴展為完整的六年中學架構，並提供有特色的

課程，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完整的中學學習階段。一如上文第 6

段所述,學校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調適課程，

並開設一些校本科目和實用科目如膳食服務、基本商業、旅遊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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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醫保健與美容、項目策劃及運作等課

程，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此外，這些學校會提供實用的學習

和培訓，例如職前訓練和試工計劃等，加強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自我照顧和適應社會的能力。 

    

11. 這三所學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統籌及協調各類支援措

施，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在專業支援方面，他們已獲提供「校本

教育心理服務」，為學生提供更全面的支援。由於這三所學校都收錄

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實際運作上會獲得更多的額外資源

以加強照顧其學生的需要，包括獲提供較多的額外教師以照顧成績

稍遜的學生、獲發「學習支援津貼」的上限，並運用此津貼增聘教

師及教學助理或透過外購服務為學生安排學習及社交訓練小組等。

他們亦善用「增補基金」為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所需的

支援設施，例如無線調頻系統及閉路電視助視器等。在教師培訓方

面，這三所學校均積極參照教育局的培訓目標，有計劃地安排教師

修讀合適的課程，以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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