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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 117 -  

附錄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3 章（融合教育 )的提問  

 
教育局的回應  

引言  
 
(a) 在 1995 年，前衞生福利局出版的《平等齊參與  展能創明天》

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列出九個殘疾類別，包括自閉症、聽

覺受損、弱智、精神病、肢體傷殘、言語障礙、適應不良、器

官殘障及視覺受損。前衞生福利局康復組於 1999 年出版的康

復計劃方案從該白皮書列出的殘疾類別中，刪除「適應不良」，

而繼續採用其餘八個殘疾類別。前教育署於 2002 年出版「為

在主流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家長指南 )」中，列出特殊教育需要的類別分別為視覺受損、

聽覺受損、言語障礙、身體弱能 /特殊健康狀況、弱智、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資優、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習困難 /
特殊學習困難及精神問題共 11 類。在 2003/04 學年，教育局推

行的「新資助模式」，按照 8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成績

顯著落後的學生的數目，和所需支援程度，為公營普通小學提

供「學習支援津貼」。這 8 類特殊教育需要包括特殊學習困難、

智障、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障、

聽障和言語障礙，我們採用的大原則是上述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在學習上一般需要長期、持續和針對性的支援。至於另外 3
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雖然並非學習支援津貼的對象，但

也會獲得相應的支援。其中有精神問題或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

生，當時認為他們的困難大多數屬過渡性質，在接受適當的支

援和輔導後，他們能夠克服相關問題。教育局和學校透過不同

機制和輔導服務，例如一校一社工、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等，支援出現上述問題的學生。就資優這類別

而言，教育局一直按照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照顧資優

學生的教育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使他們能夠在

富彈性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充分發揮個別潛能。  
 

(b )  於 2013/14 學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建議將精神病納

入為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之一，向學校提供資源支援有精神病的

學生。就此，教育局與醫院管理局共同檢視和商討加强通報及

跨專業支援機制，並加強與不同機構包括大專院校的合作，發

展推廣學生精神健康的計劃，為教師舉辦課程和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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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見下段）。於 2016 年 11 月，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遞交

最終報告，建議增加學校資源，幫助學校加強推廣精神及心理

健康和為高危學生提供的跟進支援，以確保對學校的加強支援

能夠取得成效。雖然大部分有精神病的患者如能及早察覺病發

的早期症狀並適時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一般都能穩定病情，

逐漸康復及恢復正常的生活，但康復過程因人而異，有些症狀

可以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有些症狀則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甚

至出現反覆病發的現象，以致治療及康復期較長。就學生而

言，他們的學習生活會受到影響。此外，食物及衞生局成立的

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轄下有關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服務

的專家小組，建議政府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支援有精神問題的

學生。基於上述發展，由 2017/18 學年開始，教育局把「學習

支援津貼」的對象涵蓋至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

資源，在輔導組和學生支援小組的協作下，針對性地加強照顧

這些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  
 
患有精神病的學生需要醫護專業人員的診治，在獲得適當

的治療和康復服務後，他們一般都能克服大多屬過渡性質

的困難。因此，對於患有精神病的學生而言，學校的角色

主要是配合醫護治療和康復的要求，協助他們適應在學校

的生活。雖然患有精神病的學生在 2017/18 學年前並未納

入為可獲得「學習支援津貼」的「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但

學 校 可 以 透 過 不 同 措 施 為 患 有 精 神 病 的 學 生 提供支 援 服

務。具體而言，學校的專業人員（包括學生輔導教師／人

員、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和需要

提供輔導。如有需要，各界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

和精神科醫生）會安排跨專業的個案會議，共同商討支援

計劃。教育局亦在《學校行政手冊》中備有「學校如何幫助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指引，供學校參考。此外，我們與

醫院管理局合作，舉辦相關的專題課程和研討會，以提升

輔導人員和專業支援人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檢視和商討

加強現有通報及跨專業支援機制。對於一些有嚴重適應困

難的學生，包括有精神問題而出現嚴重情緒行為問題的學

生，教育局會按需要考慮向學校提供額外的津貼，讓學校

聘 請 教 學 助 理 ， 以 協 助 有 關 學 生 建 立 課 堂 常 規 及 有 效 學

習。  
 
(c) 自 1983 年起，前教育署為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獲提供一系列

的加強輔導服務，包括在公營普通小學開設啟導班。由 2000
年 9 月開始，啟導班改名為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加輔計

劃），鼓勵學校擺脫「班」的概念，透過「全校參與」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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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支援服務。學校可就每一個加輔計劃獲得一個編制內的額

外教席（文憑教師職系）及班級津貼。加輔計劃的對象同樣是

成績顯著落後的學生，當中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及智障

學生。加輔計劃下的對象學生人數只用作計算學校可獲提供的

額外人手。在學校的實際運作上，不論學校採用哪一種資助模

式，均應在「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下調配額外資源和人手，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換言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不論是否屬於加輔計劃的對象學

生，均會獲得學校的支援；而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如成績顯著落

後，經專業人員的評估適合以加輔計劃支援，亦可能成為此計

劃的對象。  
 

(d) 就有精神病患學生的數目，根據 2017/18 學年審批學習支援津

貼後的數字計算 (截至 2018 年 1 月 )，公營中學和小學的主要特

殊教育需要類別為精神病患的學生的數目分別為 410 和 67。  
 

(e) 自殺身亡個案的性質和數字須待死因裁判法庭的法律程序完

成後方能確定，教育局沒有向死因裁判法庭收集有關資料，故

未能就學生自殺個案提供經正式核實的數字。一直以來，教育

局知悉學生懷疑自殺個案，會向有關學校提供合適的專業支

援。由 2012/13 學年開始，教育局有系統地搜集及整理學生懷

疑自殺個案的資料。現將最近 5 個學年及 2017/18 學年中小學

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個案數目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學年  數目  
2012/13 14 
2013/14 10 
2014/15 9 
2015/16 19 
2016/17 19 

2017/18 (截至5月 ) 14 
 
(f) 教育局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

以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相關的津貼和教師人手，已計算在給予直接資助計劃學

校（直資學校）的經常直資津貼額內，而直資津貼額是以資助

學校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及直資學校的收生數目而計算。教育

局沒有直資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在現行政策下，

直資學校必須以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最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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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依歸，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和謹慎地調配學校資源，將款

項用於教育及學校需要上。  

識別和錄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g) 有關審計報告第 2.3(b) 段提及的《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

表》，請參閱附件 1。  
 

(h) 在 2016/17 學年，懷疑有學習困難或情緒、行為和適應問題而

轉介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學生，根據學生級別劃分的平

均輪候時間如下：   
 

評估  
輪候  
時間  

學生級別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個案數目 4 181 992 726 232 

2個月內 
3 981 

（ 95.2%）  
917 

（ 92.4%）  
659 

（ 90.8%）  
211 

（ 90.9%）  

2-3個月內 
108 

（ 2.7%）  
25 

（ 2.6%）  
28 

（ 3.8%）  
5 

（ 2.2%）  

3-4個月內 
35 

（ 0.8%）  
11 

（ 1.1%）  
15 

（ 2.1%）  
6 

（ 2.6%）  

4-6個月內 31 
（ 0.7%）  

22 
（ 2.2%）  

14 
（ 1.9%）  

6 
（ 2.6%）  

多於6個月 26 
（ 0.6%）  

17 
（ 1.7%）  

10 
（ 1.4%）  

4 
（ 1.7%）  

 
(i) 有關審計報告第 2.4 段：  

i. 自閉症和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是由精神科醫生診斷，而

言語障礙是由言語治療師診斷。一般來說，自閉症和言語

障礙的徵狀在幼兒階段已經顯現，故此，這些兒童大部分

在學前階段已被確診。根據教育局與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轄下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現行機制，有殘疾的學前兒

童，例如有自閉症或言語障礙等的學童升讀官立或資助小

學小一前，在家長的同意下，中心會把相關學童的評估報

告在新學年前送交教育局，再由教育局轉交給學校，使學

校能夠及早了解學生的情況並安排支援服務，讓學生順利

過渡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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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兒童的困難在入讀小學後較

為明顯。在家長的同意下，學校的學生輔導人員或老師會

轉介各年級被識別為有適應困難的學生，包括懷疑有注意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或懷疑有自閉症而在學前階段未被識

別的學生，給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作初步評估。教育心理學

家一般會先運用有常模參照的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或

自閉症的識別量表，並考慮從課堂觀察、與家長及老師面

談和教育心理評估所收集的資料，以及學生接受學校或家

長安排的支援的效果，從而判斷是否有合理的證據懷疑學

生有自閉症或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並為學生訂立支援

策略；在有需要時，教育心理學家會轉介學生給精神科醫

生作進一步評估和診斷。  

至於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

生），教育局已在所有公營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

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確保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得到及早識別和支援。在該計劃

下，所有被識別為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會轉介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評估。「先支援、後評估」是及早識別和輔導計

劃的基本原則。學校會先為有關學生提供支援，教育心理

學家檢視他們在小一及小二初段接受支援後的效果，訂立

合適的支援方案，從專業角度來說，這做法可避免因過早

為學生進行評估而出現評估誤差。因此，大部分有顯著學

習困難的學生會在小二學年接受評估，個別有嚴重學習或

適應困難的小一學生，則會在小一獲安排評估。根據教育

心理學家的工作計劃及專業判斷，小一及小二學生的評估

會橫跨整個學年進行。  

至於其他年級懷疑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老師通常會先

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然後為學生填寫一份有常

模參照的讀寫困難行為量表，並根據量表總分、課堂觀

察、日常的作業樣本等，按需要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

估。  

ii. 由於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並不會作出醫學診斷，所有經由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而有合理證據懷疑有自閉症或注意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家長同意下，都會由教育心

理學家轉介到醫管局轄下的精神科醫生作進一步的診

斷。家長亦可選擇自行尋求精神科醫生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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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 時 ， 每 學 年 學 校 會 透 過 「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 Speci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EMIS）向教育局呈報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而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資料。學校亦會按照教育局的要求，定

期檢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需要，在有需要時，調

節他們的支援層級。在每個學年完結時，學生支援小組需

要檢視每個學生的進展，確定他們在新學年所需的支援層

級。在新學年學校呈報學生的資料給教育局時，如有學生

的支援層級有更改，例如接受支援後有良好進展的學生，

他們不再需要第二層或第三層的支援，學校便會在學生的

相關欄位更新有關資料。然而，這些有明顯進步的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可能仍然需要第一層的支援，教師需繼續

優化課堂教學幫助他們。  
 

(j) SEMIS 是教育局的電腦資料管理系統，用以收集和管理就讀於

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資料，其範疇十分廣泛，主要包括 (a)特殊學校的轉介及學位安

排資料和學生的就學資料；(b)普通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相關資料； (c)普通學校獲得額外資源的資料；及 (d)教師特

殊教育培訓的資料等，合共約 4 000 個數據項目。系統亦預設

有約 400 多份不同性質的數據報表，用以統整及存取有關數

據。SEMIS 的資料大部份只供教育局內部使用。  

上述範疇 (b)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對於支援學

生是重要的，它包括的主要資料如下（請參閱附件 2）：  

i) 學生的基本資料，如姓名、就讀級別、性別及出生日期

等  

ii) 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iii) 學生接受服務的資料  

iv) 家長轉交資料的意願  

v) 小學生的學習進展資料（例如校內考試成績和學習程度

測量卷的數據）  

vi) 中學生的出路  

上述資料除有助教育局和公營普通學校了解和跟進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情況，教育局亦會使用於計算及管理為學校提

供的相關額外資源。至於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支

援方面的詳細資料，如服務或計劃詳情及成效分析等，則由

學校利用校本機制自行管理，沒有存備於 SEMIS 內。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2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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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根據審計報告第 2.5 段的數字，首次在小一或小二時接受校本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學生近七成，顯示大部份學生的學習或行

為問題在較低年級已獲得關注；而首次評估的學生數目及後按

年級遞減，亦顯示現行由學生輔導人員、學校社工及學生支援

小組負責老師等轉介學生接受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的機制

行之有效。  

並非所有學生均會在小一或小二接受評估，以確定他們的特

殊教育需要，因為有些特殊教育需要問題通常在較高年級時

才顯現，例如青少年期的精神健康問題或情緒和行為問題。

此外，有些學生因新近來港或其家長新近才願意接受服務，

亦令到他們在較高年級才接受評估。無論如何，這些學生一

經學校或家長識別，均會獲得及早轉介接受評估服務。  

每學年，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定期到訪學校，以了解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識別和支援，在有需要時，會提醒學校

轉介學生接受評估服務。同時，我們會繼續透過不同方式如

單張、講座、工作坊等向學校強調及早識別和支援的重要性。 
 

(l) 教育局一直協同學校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同意轉

交其子女的資料予入讀的學校。學校在處理學生的個人資料

（包括關於特殊教育需要的資料）時，須遵守《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就此，學校在處理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時，

須事先取得家長的同意，當中包括將資料載入 SEMIS 及按照

既定程序更新，以及在學生轉校時將有關資料轉交其新入讀

的學校。  

教育局透過學校收集家長就處理學生特殊教育需要資料的意

願。在尊重家長意願的大前提下，我們沒有要求學校收集家

長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  

教育局一直透過不同途徑鼓勵家長在子女升讀小學時，把他

們的評估資料給予學校。現時，學前兒童會經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獲派公營學校小一學位。現時，教育局與衞生署及醫院

管理局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設有機制，把有特殊需要的

學前兒童的評估資料轉交有關小學，以便學校為他們及早安

排支援。根據現行機制，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在徵得家長

同意後，會把準小一生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局，再由教育局

在新學年開始前轉交學童入讀的公營小學。  

此外，教育局一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每年為有特殊需要的

幼稚園低班學童的家長舉辦講座。我們除了向家長簡介公營

普通學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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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學校資訊的途徑，亦鼓勵他們為子女報讀小一時，在

小一入學申請表上填寫適合他們子女發展需要的特殊教育需

要編號，以便如上述般由教育局和相關部門合作，把他們子

女的評估資料送交小學，讓小學及早為他們計劃和提供支

援。同時，教育局也為幼稚園教師舉辦講座，加強他們認識

公營普通小學和特殊學校分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所提

供的支援，以便他們給予家長實用的意見，讓家長了解如何

協助兒童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為確保升讀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入讀中學後繼續

獲得合適的支援，我們要求小學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這些

學生的相關資料轉交有關中學：如該等資料載於 SEMIS，可

透過電子方式傳遞，至於報告和學習記錄等文件，則由小學

送交中學。我們在主題為「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的通告（第 9/2013 號）已詳列有關安排，並在每年五月發出

信件，提醒小學有關安排，並向學校提供範本，以記錄轉交

有關資料往中學的統計資料。  

此外，教育局人員會在不同場合（例如學校探訪、日常接觸

等）就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和文件種類（例如醫

療報告、評估報告、簡要的學習記錄和教學建議等）及送交

資料的程序，向學校提出意見。我們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為將升讀中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六學生的家長舉辦周年研

討會，給予家長專業意見，包括鼓勵家長同意小學把其有特

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相關資料轉交中學，以便中學及早識別和

提供輔導，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繼續獲得適切的支援。 

無論如何，對於部分家長來說，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屬於重

要的個人資料，我們必須讓家長充份理解轉交有關資料的目

的和作用，讓他們在知情下選擇是否容許子女入讀的學校取

得有關資料。因此，我們認為現行做法是適宜的，亦比「選

擇退出」 (opt-out)的做法穩妥。  
 

(m) 有關審計報告第 2.12(c)及 (d)段提及的評估摘要及評估報告樣

本，請參閱附件 3 及附件 4。 
 

(n) 有關審計報告第 2.13 段：  

i) 正如上述，SEMIS 是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

生和公營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現時，

SEMIS 已載有最重要的學生特殊教育評估資料，包括評估

結果、特殊教育需要類別等。由於舉行評估後會議和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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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摘要及評估報告的日期一般不會影響為學生提供的

支援，所以這些資料沒有載於 SEMIS 內。  

  ii)及 iii) 

教育局要求學校按照「先支援、後評估」的原則，在識

別學生的困難後，盡早為他們提供支援，而無須等待評

估的結果。當教育心理學家完成評估後，會與學校人員

和家長會面商討支援策略。根據討論結果及教育心理學

家的建議，學校和家長可以調節支援的方法。評估摘要

一般在評估完成後三個月內發出，評估報告的撰寫則需

要較長時間。然而，在「先支援、後評估」原則下，當

評估後會議舉行後，學校便會按照商定的做法繼續或調

整給予學生的支援，而不會等待評估摘要或評估報告發

出後，才開始為學生提供支援。《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指引》

已載有教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的時間的

一般指引。故此，學生接受的支援基本上不會因評估摘

要或評估報告的發出日期而受到影響。  

iv)  SEMIS 是收集和管理就讀於資助特殊學校的學生和公營

普通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的系統，以助教育局

了解學生的情況和提供合適的支援及資源。SEMIS 現已

載有教育心理學家提供評估的結果和相關資料，足夠讓

教育局處理有關工作。學生的評估摘要和評估報告內除

了評估資料外，還會包括學生的家庭和家長資料等，而

有關摘要和報告亦有其限閱對象。因此，從保障個人私

隱及尊重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責任等角度考慮，我們認

為不適宜把有關資料上載 SEMIS 和存檔。  
 

(o) 因應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由 2018/19 學年起恆常化，教育局與社

會福利署（社署）已商議合作機制，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其他

社署資助康復服務的專家和特殊幼兒工作員，會在其服務的兒

童開始接受小學教育前填寫報告表，就有關兒童的進度提供專

業意見。在社署和教育局的協調及家長的同意下，學前中心／

幼稚園／提供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會把有關報告送交社

署，再由社署送交教育局，教育局會於九月前把資料轉交學童

入讀的公營普通小學。根據這些由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及其他社

署資助康復服務提供的進展資料，以及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的評估資料，小學可盡快為有關的小一學生計劃和提供適當的

支援服務。上述機制將由 2018/19 學年起適用於升讀小一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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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由於這機制是新制定的，我們沒有以往學年家長不同意由

學前中心或幼稚園轉交子女的進展資料至公營小學的數字。  
 

(p) 我們會跟進審計報告第 2.15(c)段提及檢視如何記錄學校舉行

評估後會議的日期、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發出評估摘要和評估報

告的日期等資料，並會諮詢教育心理學家和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期望能在 2018/19 學年內完成有關工作，並發出新指引。  
 

(q) 有關審計報告第 2.21 及  2.22（b）段，教育局會繼續透過通

函及訪校等不同渠道提醒學校提高資訊的透明度。具體而言，

教育局人員在探訪學校時，會繼續鼓勵學校發放更多有關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以供家長參考，例如在學校報告

內列明如何運用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

務，並把有關資料上載其學校網頁。我們亦在《全校參與模式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中提供參考樣本，方便學校了解於學校報

告內應列明有關推行融合教育的資料。  

此外，我們除了要求學校在學校概覽上列明已接受特殊教育

培訓教師的百分比外，亦已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

校會）建議在中、小學概覽內另設專欄，讓學校闡述推行「全

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概況。該安排已獲家校會通過，有

關資訊可在 2018 年起派發的《學校概覽》提供。教育局亦會

透過在家校會網頁上載學校開放日的資料，讓家長（包括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可實地參觀學校，以便在選校前

獲得更多有關學校的資訊。  
 

(r) 有關審計報告第 2.22 段及附錄 B:  

i) 除了「全校參與」模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

層面的年終檢討表，還有另一套工具《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共融校園指標》協助學校進行自評。《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共融校園指標》是一套協助學校在自我評估及學校

發展過程中訂立目標和可觀察的準則。這套指標可在下

列路徑提取：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
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附件 5 為共融校園指標的例子。 

ii) 有關學年年終自評報告樣本，請參閱附件 6。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6 並無在此隨附。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policy-and-initiatives/indicators-082008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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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合校本管理的推行，學校須制定學校發展計劃、學校

周年計劃，以及在學校發展周期完結時，按實證為本的

原則，全面檢視學校發展計劃的成效（即自評），以規劃

未來，促進學校改善求進，持續發展，加強問責。上述

自評報告須在學校法團校董會 /學校管理委員會上討論和

通過。雖然有關報告並不需教育局核實，區域教育服務

處會就學校日常運作及持續發展，提供支援及改善建議。 
 

(s) 教育局自 2010 年 4 月及 2014 年 4 月起分別接手處理非屋邨及

屋邨資助學校大規模修葺工程。根據既定機制，學校可透過年

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申請加裝升降機。自 2010 年 4 月至今，

教育局透過年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共批核 46 宗學校加裝升

降機申請，另有 68 宗申請待批。  

為加快為未有安裝升降機的學校進行相關加裝工程，財政司

司長已在「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佈，政府會預留 20
億元及設立專責隊伍，集中處理學校的加裝升降機工程，包

括已按現有機制提出並待批的申請。為收集校舍最新的資料

及加裝升降機的要求以開展有關工作，教育局已在 3 月 1 日

向所有資助及直接資助學校發出函件，說明有關計劃的目

的，並邀請現時未有裝設升降機、但未按現有機制提出安裝

申請的學校，向本局遞交回條；之前已在年度大規模修葺機

制下遞交安裝申請的學校，則無需再次作出申請。  

至目前為止，我們共收到約 100 多個回覆，當中有些已在過

往的年度大規模修葺機制下遞交安裝申請、有些涉及更換現

有升降機、有些學校則已安裝升降機但希望為其他教學大樓

申請加裝。本局正就收到的資料與相關學校跟進，以確定學

校的情況及安排後續工作。我們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開始，

安排新聘工程顧問到有關學校就加裝升降機工程進行初步技

術可行性評估及審核工作。  
 

(t) 在現行小一及中一學位分配機制下，學生可以參考教育局提供

的資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每年出版的學校概覽及學

校的網頁等，了解學校是否能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兼

容的學習環境 (包括是否已安裝升降機 )，並按其需要選擇學習

環境及設施等合適的學校。  

若肢體傷殘的學生按照現行小一及中一學位分配機制獲派往

暫沒有升降機的公營學校 (包括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及統一

派位階段 )，學校可以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於支援有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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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上，也可以向教育局申請「增補基金」，為有關學生建

造斜道、購買輪椅爬樓梯機等。  
 

(u) (i) 由 2010 年 4 月起，教育局每年會最少批核 5 個加裝升降機

的申請，若資源許可及人手配合，會盡量批核更多申請。未能

獲得批核的申請，將於下一輪撥款分配工作中，連同其他新收

到的申請 (如有 )一併考慮，即相關學校無需重覆提出申請。就

獲得批核的 46 宗申請而言，當中逾六成 (29 宗 )於申請當年或

之後 1 年獲批，而其餘申請的等候時間則由 2 至 7 年不等。所

有獲批核的申請平均等候時間為 1.5 年。  

(ii)及 (iv) 按以往數年處理有關工程項目的經驗，加裝升降機

工程所涉的工序一般較多和複雜，由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

與學校商討加裝升降機位置、設計圖則並遞交有關部門審

批、與學校協調施工安排與時間，至完成安裝工程，一般最

快需要 4 至 5 年。若工程涉及較複雜技術問題 (例如可供安裝

升降機的位置有限 )，或學校能騰空供進行工程的時間有限，

則所需時間會更長。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制定時已

完成安裝工程的 4 間學校而言，平均由批核至完成安裝工程

的時間約為 6 年。  

(iii)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2.25 段所列的 42 項加裝

升降機工程，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相關工程的進度如下：1
項工程已於 4 月底完成，目前正待屋宇署發出佔用許可證，

預計有關的升降機可於 2018 年 6 月開始使用；有 10 項工程

正在建造階段，按目前進度推算，其中三項工程預計可於 2018
年內完成；至於餘下的 31 項工程則分別在有關部門審批設計

圖則、規劃或詳細設計階段。  

(v) 為加快替學校安裝升降機，除了預留 20 億元撥款外，教育

局亦會設立專責隊伍集中處理有關工程。如上文回覆提問 (S)
所述，為收集校舍最新的資料及加裝升降機的要求以開展有關

工作，教育局已在 3 月 1 日向所有資助及直接資助學校發出函

件，說明有關計劃的目的，並邀請現時未有裝設升降機、但未

按現有機制提出安裝申請的學校，向本局遞交回條；之前已在

年度大規模修葺機制下遞交安裝申請的學校，則無需再次作出

申請。本局正就收到的資料與相關學校跟進，以確定學校的情

況及安排後續工作。我們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開始，安排新

聘工程顧問到需要安裝升降機的學校就工程進行初步技術可

行性評估及審核工作，有關工作預計可於 1 年內完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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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個別學校的技術可行性評估和實際情況，制訂及落實加

裝工程的時間表。  

(vi) 在安裝升降機完成前，學校可按需要運用「學習支援津貼」

於支援有肢體傷殘的學生的措施上。學校如運用校內資源後仍

有財政需要時，也可向教育局申請「增補基金」，為有肢體傷

殘的學生購買特殊傢具、輔助器材或進行小型改建工程，包括

為他們建造斜道、購買輪椅爬樓梯機、改建洗手間或訂造合適

的桌椅等，幫助他們在校園內活動及學習。  

(v) 在政府公布預留 20 億元撥款以加快加裝升降機工程前，根據

既定機制，學校可透過年度大規模修葺工程機制申請加裝升降

機，相關工程費用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支付 (總目 708
分目 8100QX)。教育局自 2010 年起所批核的 46 項加裝升降機

工程，個別工程所需費用會因應工地情況，以及工程內容、設

計和安排等而各有不同，一般會在訂定詳細工程設計安排後才

可得到較確切的預算費用。至於該等工程所涉及的每年開支，

則按個別工程發展進度而有所不同，而工程前期階段所需的開

支會遠較建造期時少。就 2013-14 至 2017-18 年度而言，在分

目 8100QX 下與安裝升降機工程相關的開支如下：  
 

 
 
 
 
 
 
 
 
 
 
 
 
 
 
 
 
 
 
 
教育局 
2018 年 6 月 7 日 

財政年度  與安裝升降機有關的年度開支  
(百萬元 ) 

2013-14 2.688 

2014-15 11.091 

2015-16 16.415 

2016-17 13.144 

2017-18 25.737 



教育局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量表 

（標準版 ＋ 附加題） 

學校名稱：  學生註冊編號：  

學生姓名： 1(   )班 (   )號 性別： 男 / 女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填表日期： 20     年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填表須知 

 
填寫量表前請先仔細閱讀使用手冊 
 

1. 這份量表須由教師填寫，填寫的教師必須對受評估的學生有

一定程度的認識，例如學生的班主任。 
 
2. 填表者應確保所有題目已作答。 
 
3. 填表者應根據日常觀察所得，決定學生出現各項行為的頻

率。可選擇的頻率依次為「時常」、「間中」、「很少」及「從

不」四項，每題只可選擇一個答案。 
 
4. 由於這些題目涉及學生在校內不同科目的表現，若填表者不

能肯定某些行為的出現頻率，請與任教該科目的教師或學生

家長商討。若在商討後仍無法作出決定，可選擇「不適用∕

不知道」。然而，應儘量避免此選項。 
 
5. 本量表須配合《學生資料背景》一併分析。 
 

 

請於每年十二月八日

開始填寫量表，須於

一個月內完成。 

標準版 ＋ 附加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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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常 

間 
中 

很 
少 

從 
不 

 

 不  不  

適  知

用  道

（A）中文       

＊ 1.  能讀出簡單而常見的文字，例如水、手、

早、雨、天、花。  ○ ○ ○ ○ ○ 

＊ 2.  能朗讀簡單的句子。  ○ ○ ○ ○ ○ 

＊ 3.  能流暢地朗讀課文，不會斷斷續續、讀錯

字、讀漏字、跳行或讀出多餘的字。      ○ ○ ○ ○ ○ 

＊ 4.  能依圖畫的內容選取所提供的單字進行配

詞，例如 天—空、火—車。  ○ ○ ○ ○ ○ 

 5.  能依圖畫的內容選取所提供的配詞配成簡

單的句子。  ○ ○ ○ ○ ○ 

＊ 6.  能看圖口述造句。  ○ ○ ○ ○ ○ 

 7.  能運用書本插圖提示，順序地口頭描述故

事。  ○ ○ ○ ○ ○ 

＊ 8.  無須輔以圖畫而能選取所提供的詞語配成

簡單句子。  ○ ○ ○ ○ ○ 

＊ 9.  能寫出簡單的單句，例如我有很多玩具；

我和同學一起玩耍。  ○ ○ ○ ○ ○ 

 10. 能在句子裏適當地加入基本的標點，例如

逗號、句號。  ○ ○ ○ ○ ○ 

 11. 能適當地控制筆桿進行書寫，不會過度用

力或乏力。  ○ ○ ○ ○ ○ 

 12. 書寫時不會經常出格。  ○ ○ ○ ○ ○ 

 ~ 1 ~ 標準版 ＋ 附加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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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寫字的筆順一般正確。  ○ ○ ○ ○ ○ 

＊ 14. 書寫時不會漏寫筆畫、漏寫字或字詞。  ○ ○ ○ ○ ○ 

＊ 15. 速度不會太慢，能在一般同學需要的時間

內完成抄寫。  ○ ○ ○ ○ ○ 

＊ 16. 能默寫簡單的詞語，例如公園、學校等。  ○ ○ ○ ○ ○ 

＊ 17. 能適當地運用新學的詞彙。  ○ ○ ○ ○ ○ 

         

（B）數學       

 1. 能分辨上下、前後的概念。  ○ ○ ○ ○ ○ 

 2. 能根據物件的特質來分類，包括輕重、長

短、大小、形狀。  ○ ○ ○ ○ ○ 

＊ 3. 能把物件歸類，並能粗略說出其中的異同。  ○ ○ ○ ○ ○ 

 4. 能以「一一對應」的方法數數 1 至 20。  ○ ○ ○ ○ ○ 

 5. 能以「一一對應」的方法比較兩種物件的

多少。 
 ○ ○ ○ ○ ○ 

 6. 能順數 1 至 10。  ○ ○ ○ ○ ○ 

 7. 能倒數 10 至 1。  ○ ○ ○ ○ ○ 

＊ 8. 能順數 11 至 20。  ○ ○ ○ ○ ○ 

＊ 9. 能倒數 20 至 11。  ○ ○ ○ ○ ○ 

 10. 能正確地默出 1 至 20 以內任何一個數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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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能依照次序排列 20 以內的數字。  ○ ○ ○ ○ ○ 

＊ 12. 能寫出 1 至 20 以內的單、雙數。   ○ ○ ○ ○ ○ 

 13. 能以直式或橫式計算 10 以內的個位加法。  ○ ○ ○ ○ ○ 

 14. 能計算個位減法。  ○ ○ ○ ○ ○ 

＊ 15. 能計算 18 以內各數的基本加減組合， 

例如 9＋8 = 17 ； 17－8 = 9 
 ○ ○ ○ ○ ○ 

＊ 16. 能知道「相差」的意義。  ○ ○ ○ ○ ○ 

＊ 17. 能知道「比」的意義。  ○ ○ ○ ○ ○ 

＊ 18. 能知道「和」的意義。  ○ ○ ○ ○ ○ 

＊ 19. 能計算 10 以內的推理題目， 

例如 □＋4 = 9 ； □－3 = 5 
 ○ ○ ○ ○ ○ 

 20. 能知道 1 至 20 以內的數字代表的數量，例

如能選取指定數量的物件。  ○ ○ ○ ○ ○ 

 21. 能比較 1 至 20 以內的數字的大小。  ○ ○ ○ ○ ○ 

 22. 能比較大量物件的多少而不用逐一點算，

例如 90 粒圓點比 30 粒圓點多。 
 ○ ○ ○ ○ ○ 

 23. 能比較兩種物件的數量而不受物件的外型

特徵所影響，例如比較 4 隻大象和 7 隻螞

蟻的數量。 
 ○ ○ ○ ○ ○ 

# 24. 能指出個位和十位，例如 15 這個數中，5
是個位，1 是十位。 

 ○ ○ ○ ○ ○ 

# 25. 能知道個位和十位代表的數值，例如 15 這

個數中， 5 代表 5， 1 代表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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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能利用實物，例如數粒表示個位和十位的

數值。 
 ○ ○ ○ ○ ○ 

 27. 能明白加法交換性質，例如 2 + 3 = 3 + 2。  ○ ○ ○ ○ ○ 

 #註：第 24 題所指的是學生能指出兩位數字中的個位和十位。第 25 題所指的是學生不但能指

出個位和十位，而且明白個位數字和十位數字代表不同的數值。 

         

（C）英文       

 1. 能認讀教師隨機選出的英文字母。  ○ ○ ○ ○ ○ 

 2. 能默寫教師隨機讀出的英文字母。  ○ ○ ○ ○ ○ 

 3. 能認讀常見的簡單英文單字，     

例如 we, like, book, ten  ○ ○ ○ ○ ○ 

 4. 能正確地抄寫英文單字，包括分隔字與字

之間的空位。  ○ ○ ○ ○ ○ 

 5. 能默寫常見的簡單英文單字，     

例如 we, like, book, ten  ○ ○ ○ ○ ○ 

＊ 6. 能正確地跟隨教師朗讀簡單的英文字詞及

短句。  ○ ○ ○ ○ ○ 

＊ 7. 能默寫簡單英文句子。  ○ ○ ○ ○ ○ 

＊ 8. 能明白簡短的英文口頭指示， 

例如 Stand up 
 ○ ○ ○ ○ ○ 

＊ 9. 能運用簡單英文單字描述圖畫。  ○ ○ ○ ○ ○ 

 10. 能運用簡單英文句子互相問候，    

例如 Good mornin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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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能嘗試用英文回答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簡單

問題， 
例如 How old are you? 
例如 I am six. 

 ○ ○ ○ ○ ○ 

         

（D）個人自理及社交       

＊ 1. 無須成年人協助，能獨立應付簡單的工

作，例如依指示拿出或放回書簿文具。  ○ ○ ○ ○ ○ 

＊ 2. 能跟隨課堂指示。  ○ ○ ○ ○ ○ 

 3. 能分辨各科書本、作業和習作簿。  ○ ○ ○ ○ ○ 

＊ 4. 能帶齊作業、上課所需物品等。  ○ ○ ○ ○ ○ 

＊ 5. 能自行抄寫家課冊，無須別人協助或提點。  ○ ○ ○ ○ ○ 

＊ 6. 無須成年人提點，能專心學習 10 分鐘。  ○ ○ ○ ○ ○ 

 7. 不合群，例如小息時離群獨處。  ○ ○ ○ ○ ○ 

 8. 畏縮。  ○ ○ ○ ○ ○ 

 9. 易發脾氣。  ○ ○ ○ ○ ○ 

 10. 反應呆滯，對周圍事物沒有興趣。  ○ ○ ○ ○ ○ 

 11. 活動過多，不能安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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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語言能力       

 1. 能跟隨兩個步驟的指示，例如從教師處拿

取文具，然後分派給同學。  ○ ○ ○ ○ ○ 

 2. 能明白簡單的故事。  ○ ○ ○ ○ ○ 

 3. 能表達自己的需要，例如上廁所、身體不

適等。  ○ ○ ○ ○ ○ 

 4. 能說出簡單的個人資料，例如兄弟姊妹的

數目、住址、父母的職業等。  ○ ○ ○ ○ ○ 

 5. 能用完整句子表達意思。  ○ ○ ○ ○ ○ 

 6. 能轉述別人簡單的口頭訊息。  ○ ○ ○ ○ ○ 

 7. 聆聽故事後能回答簡單直接的問題，例如

一家人到哪裡去玩？  ○ ○ ○ ○ ○ 

 8. 能簡單地複述剛聽過的句子或其他資料。  ○ ○ ○ ○ ○ 

 9. 能用適當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意思（不會經

常用意思不明確的字眼，例如「嘢」、

「果啲」、「呢啲」等）。 
 ○ ○ ○ ○ ○ 

         

 10. 與人溝通時能懂得適當地發問「這是甚

麼？」、「哪裡？」、「為什麼？」等。  ○ ○ ○ ○ ○ 

         

（F）肌肉控制及協調能力       

 1. 能依形狀填色，大致不會填出界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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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運用剪刀剪出印在紙上簡單的圖形。  ○ ○ ○ ○ ○ 

 3. 能利用尺子畫直線。  ○ ○ ○ ○ ○ 

 4. 能畫出多種可辨認的東西，例如太陽、樹、

花。  ○ ○ ○ ○ ○ 

＊ 5. 能分辨左右。  ○ ○ ○ ○ ○ 

 6. 不用協助或扶欄，能兩腳輪流交替下梯級。  ○ ○ ○ ○ ○ 

 7. 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平衡和動作協調，包括

行、走、跑、跳、站立和穩坐。  ○ ○ ○ ○ ○ 

 8. 上體育課時，能做到所要求的動作。  ○ ○ ○ ○ ○ 

         

附有＊的題目與簡短版的題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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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ing for Student Differences ~ Indicators for Inclusion Examples 
Area Performance Indicator Examples of Inclusive cultur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Domain 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 School 
Management 

1.1 Planning 
• Setting up a Student Support Team (SST) 
• Adopting the WSA to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1.2 Implementation 

• Keeping a register of students with SEN 
• Assigning duties to members of the SST  
•  Co-ordinating all support measures by the SST 
• Using flexibly various grants, e.g. 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 Student Guidance Grant and Learning Support Grant (LSG), 
etc. 

• Setting up a resource library and a catalogue of resources 

1.3  Evaluation •  Evaluating the school’s effectiveness in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2.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2.1  Leadership and Monitoring • Including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as one of the school 
development goals 

2.2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 Scheduling regular SST meetings 
• Collaborating with relevant professionals 

2.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Arranging teachers to attend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systematically 
• .Arranging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by teachers 
Domain II Learning and Teaching 

3.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3.1 Curriculum Organisation • Catering for diversity by organizing group teaching and designing 
IEPs, etc. 

3.2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 Arranging curriculum accommodation,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etc. 

3.3 Performance Assessment • Providing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3.4  Curriculum Evaluation • Modifying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diverse needs of students 
• Evaluating IEPs 

4. Stud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4.1  Learning Process • Developing student’s study skills and habits 

4.2 Learning Performance 
• Keeping Student Progress Records 
• Keeping IEP Records 
• Developing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4.3 Teaching Organisation • Arrang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peer tutoring 

4.4 Teaching Process •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dopting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to teaching, etc. 

4.5 Feedback and Follow-up 

• Encourag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through evaluat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with students 

• Encouraging parents to train students at home 
• Encouraging  students’ positive behaviour and enhanc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hrough award schemes 
Domain III Student Support and School Ethos 

5. Student Support 

5.1  Support for Student 
Development 

• Cultivating a caring school culture; organizing peer support 
programmes, etc. 

• Facilit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for 
development of their potentials 

• Organiz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Identifying the SEN of new students as early as possible 

5.2 School Climate 
• Training up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peer tutors 
• Organizing pastoral care activities or training young leaders in 

promoting inclusive school ethos 

6.  Partnership 
6.1  Home-School Cooperation • Inviting parents to IEP meetings; organizing parent-volunteers 

activities 
6.2 Links with External 

Organisations 
• Seeking professional support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if necessary 

Domain IV Student Performance 

7. Attitude and 
Behaviour 

7.1  A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Attitude 

• Students have positive self-image 

7.2  Social Development • Learning social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circle of friends’ 
8.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ment 
8.1 Academic Performance • Enhanced learning motivation 
8.2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 Enhanced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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