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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背境	   ：	   「特教平權」是一民間組織。董事成員包括特教生家

長，法律學者和特殊教育工作者。成立目的是決心維護有特殊教育需要

及身心受障礙者之平等教育權利與機會; 確保他們的人格及身心智潛能

得以充分而全面發展; 增進他們服務及參與社會的能力; 與廣大市民一

起建設共融社會。 

 

提問背景： 

有關小三TSA的存廢爭議，2014至2016年開始不斷沸騰，以致政府2016研

究以基本能力評估BCA作為取代方案， 而2017決定正式全面推行。「特

教平權」	   一直關注事態發展，至上月得讀由立法會秘書處作獨立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	   政策實施研究，綜觀此研究報告和最近從立法會秘書處

取得有關一些地方的學生能力評估制度，想像當局應該在推行新BCA後

繼續進行必須的“改善工程”。期望當局最終能把課程計劃、實踐和評

估有系統的連結起來，紮實地落在香港已堅定執行的融合教育體系中。 

 

關注項目及建議： 

 

1. 評估方法能針對學習差異。香港已全面推行「融合教育」，學生學

習能力及學習模式的差異均需要老師因材施教，針對不同學習特式

的學生用不同的引導及施教方法；單一的以紙筆評估方式往往導致

錯誤掌握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生，期望新設計的評估方法能在針對學

習差異有所突破； 

 

2. 題目形式對教學模式的影響，課堂上的老師提問技巧、甚至問題用

字都會因應學生的特殊「接收系統」而作出調整，目的是鼓勵參與

和找出學生潛能。但是TSA常用的選擇題都是問與答，很多時都會以

既定答案為準。初小階段的同學都是充滿幻想和創意，尤其是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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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特式的小子，他／她們對同一問題的回應常會有不同但不是錯

誤的答案。老師經常都難以容忍“另類”答案。因此新的ＢＣＡ題

目庫設計需要容許多元答案。 

 

3. 在基礎教育階段，評估、課程與教學必須環環相扣，好能夠確保每

個學生從遞進過程中達到基本水平，因而幫助具備不同潛質的學生

有平等機會發展所長和追求卓越。 
 
 
4. 基本能力評估初衷既是以數據回餽教與學的，當局可考慮研究善用

大題目分層評估系統。聽聞有電腦程式可以安排表現較遜色者

應考較淺的卷；表現較佳者考較深的卷，達至「因材施測」，更精準
推算考生的可發展區。於此屬實，學校更可以取之而作校內分層教

學方向與行政資源運用的基礎。 

 

5. 最後，為了避免重蹈TSA自異化後產生的過度操練後果、BCA材料應

由中央提供，不用補充練習 （就算當未有足夠的BCA題目時，市

面的補充練習都必須經考評認可）。 

 

6. 當局要找出不擾民的系統評估方法，好讓學校及老師用以制訂具體

教育計劃。既決定以BCA作為TSA取代方案，應確保屬於低風險評估

計劃；堅守課程初衷，為診斷和改善所有學生學習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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