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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很多特殊學習需要都不能嬰兒時期能診斷或評估出來，例如：讀寫障礙、過度活

躍症等。隨著學童長大，如身邊成人對特殊學習需要（SEN）多點覺察能力，定

能減少「隱形」SEN 學童，盡早把其識別出來。 
雖然政府排期輪侯時間長，但如成人能懂在外找尋相關支援，對幼童成長也有莫

大幫助。因此，我建議： 
 
1. 加強家長對 SEN 認識：縱使老師在幼稚園裡察覺幼童有 SEN 需要，如家長

不配合，也是徒然。因此建議多做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正確理解 SEN，認

識如何配合孩子需要。當局也可考慮給予家長一些簡單量表，讓家長在日常

生活中多加觀察學童表現。 
2. 家長教育應照顧少數群眾：非華語學童或「雙非」學童家長與普羅大眾家長

不同，他們要接收相關訊息比一般人難。例如：大多講座也以廣東話為主，

望推行政策同時顧及他們。 
3. 加強教師對 SEN 認識：現時教師對 SEN 的認識有待改善，除了身體殘障或

嚴重行為情况，未必可輕易察覺學生有特殊需要，如果從未被識別出來，往

往給標籤為「笨小孩」、「曳小孩」。有研究指出，幼兒及小學期是 SEN 學生

的訓練黃金期。如能及早識別學童需要哪種類型的特殊教育，並加以專門訓

練及治療，便可協助他們提早適應或減低學習上的差异。詳見本人於香港商

報撰寫的專欄文章《把握特殊教育訓練黃金期》（附件一） 
4. 公營配套短缺：現在特殊教育的公營配套短缺，由排期、到識別、 到得到

正確的協助一般要花上幾年時間，所以往往錯失上文提及的治療黃金期。詳

見本人於大公報撰寫的專欄文章《特殊教育配套短缺》（附件二） 
5. 深度及持續性支援：當學童由幼稚園升小學時，如從新開始。但對 SEN 學

童來說，持續性支援是十分重要。因此，如幼稚園的學習報告上記下學童有

需要繼續跟進學習需要，是重要的。我明白到家長擔心會否標籤學童，我們

可以參考香港一些國際學校做法。他們會準備另外一個學習差異報告，給予

學童將來升往的小學，目的是為學童提供深度及持續支援。這亦幫助可幫助

特別是未被識別，但學習表現落後或有行為偏差的學童，減少新升一時老師

對其誤解，舒緩幼童升小一壓力。同時亦方便跟進學童學習表現。詳見本人

於香港商報撰寫的專欄文章《速推免費幼教》（附件三）及《避免過早小學

化》（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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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習成果並非唯一表現指標：在幼稚園階段，為學童建立愉快學習經驗更為

重要，但學習成果可能會被錯誤理解為學童的表現指標，導致家長逼使學童

操練和面對不必要的壓力。SEN 學童往往學習表現比同齡學生落後，因此

家長教育十分重要，可以使家長對其子女抱持合理的期望。此外，學習方式

要多元化，避免以學術成績或單一考試方法，去評估學習。例如在初小，讀

寫障礙的學童不善於用文字表達內容，可否用圖畫、短片表達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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