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第五章   個別學生的輔導計劃  
 
每所特殊學校應按其學生的需要及校本的情況設計各種支援方案，例如：

校本擬定的輔導計劃及個別教育計劃等。不同種類的輔導計劃有不同的

優點和特色，其共通點是針對個別學生的教育及訓練需要，由負責支援的

教師、專業人員和家長共同擬定教育目標及學習內容，作出完整的支援規

劃。在規劃為有自閉症學生提供的支援時，應針對個別學生的缺損訂定有

效的輔導計劃。  
 
 

圖 5.1  

 

 

 

 

 

 

 

 

5.1 輔導計劃的執行  
 
為有自閉症的學生訂定輔導計劃時，學校可參考以下的執行方式：  
 

5.1.1 釐定基線  
 

(i)  參考學生的心理評估報告及其他專業評估報告，了解他

們在各方面的能力；  
 

(ii)  運用有效的工具評估學生的能力（請參閱附錄資源篇），

分析他們的強項和弱項；  
 

(iii)  觀察學生的整體表現，並徵詢相關教師、家長等的意見，

以釐定學習基線。  
 

其他特殊

教育需要 

自閉症的

缺損 

有效的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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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制定輔導計劃  
 

(i)  與教師、專業人士（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

及家長商討，針對學生在學期初能力測量表內未能做到

或做得不如理想的項目作為來年度的訓練目標，再為學

生訂定短期和長期學習目標、學習重點、進度、成功準

則等；  

 

(ii)  計劃設計應盡量涵蓋各基本範疇，例如：自我管理、學

習適應等，針對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發展需要進行優

次排序；按學生在個別範疇的表現，訂定訓練目標；  

 

(iii)  編訂教學計劃，擬定具體清晰的教學目標，編排學習活

動、教學程序和策略，輔導模式、地點、施教日期和所

需時間；  

 

(iv)  設定客觀的評估方法和標準，並因應學生的喜好，制定

合適、有效的獎勵計劃。  

 
5.1.3 召開會議 

 

學校及各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持份者透過個案會議，共同訂定

學生的學習目標及學習內容，並定時檢討及修訂計劃。  

 

(i)  與會者  
與會者包括：  

個案小組負責人、教育心理學家及專業人士（例如護士

及治療師）、輔導教師、家長（參與程度視乎個案性質所

需）、班主任及科任教師、學校社工、教師助理或其他持

份者（例如宿舍員工）。  
 

(ii)  會議的目的  

會議的目的包括：  
(a)  為參與支援學生的相關人士提供一個正式的溝通

平台；  
(b)  就學生的特性、需要、在不同情境的表現及曾試行

的支援策略交流意見；  
(c)  商議大家均認同的目標和支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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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估學生進度及檢視成效，讓各方一同跟進和協助

學生，使其學習達致最大的成效。  

 

(iii)  會議的次數及工作重點  

 
召開會議的頻次可按個別學生及校本情況而定，一般為

學期初、學期中及學期末，以配合「策劃 -推行-評估」

的過程。學校應籌劃全學年的會議次數及其工作重點。

以下示例可供參考︰  

 
時期 工作重點 

上學期初  

 

(a)  讓與會者明白為學生制訂計劃的目的  

(b)  訂立計劃目標、支援策略及成功指標  

(c)  讓家校建立一致性的支援方法  

上學期末  

及  

下學期初  

(a)  評估學生進度及檢視成效  

(b)  按需要就目標、支援策略及成功指標作
出適當的修訂  

下學期末  

 

(a)  評估學生進度及檢視成效  

(b)  展望下學年安排（下學年的關注點及可

持續運用的支援策略）  

 

(iv)  中期／年終檢討  

 
(a) 中期檢討  

學 校 可 按 照 以 下 方 法 在 第 二 次 會 議 進 行 中 期 檢

討﹕  

• 檢討輔導計劃的進度  
♦ 綜合學生的支援紀錄及日常觀察，就各目標討

 論學生的達標情況；  
♦ 檢討所訂立的支援策略是否有效，並分析當中

 的原因。  
♦ 按需要就目標及支援策略作出適當的修訂，

 例如：  
 當某目標已經完全達標時，可考慮只保留

最基本的支援，讓學生在日常情境中持續

運用已掌握的技巧及策略，並騰出空間，

進行其他目標的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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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完全達標的目標，可考慮由新的目標

取代；  
 當學生在個別輔導及小組訓練時已能掌握

某些技巧，應鼓勵學生把有關技巧應用在

課堂或日常情境中；  
 若需要保留某個目標時，應考慮是否需要

修訂其他的支援策略。  
 

(b)  年終檢討  
• 於第三次會議時，與會者就所訂立的目標的達標

情況及支援策略的效用進行總結，以便制訂下學

年計劃的初步方向。  
• 為了有效及有系統地檢討輔導計劃，學校可因應

相關計劃內容再設計檢討問卷，收集有關持份者

（如教師及家長）的意見，讓學校能掌握支援學

生的成效。  
 

5.2 全校參與  
 
學校需要以全校參與的方針推行為有自閉症的學生訂定的各式輔導計

劃，從政策與行政上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全體教職員一方面需要互相協

作及支援，另一方面需要各自發揮其角色及職能，從多方面包括課堂支

援、小組輔導及個別輔導等，幫助有自閉症的學生改善表現。學校生活的

每一個環節，不論是課堂、小息、午膳、集會、課外活動或宿舍生活都應

該為學生提供學習、應用及類化的時機，以提升支援的整體效能。  
 

5.2.1 跨專業協作及支援  
 

(i)  專業人員如能互相協作，學生便能得到全面的支援和教

育。至於具體的支援模式，學校可就本身的情況作出安

排。然而，校長須委任統籌人員，為支援工作訂定目標

和方向和協調校內專業人員的工作。  

 

(ii)  學校應讓專業人員認識個別工作的重點和意義，融會不

同專業知識和技能，從不同角度理解學生的需要，發展

相輔相成的合作模式，從而減少工作上的矛盾、重複或

缺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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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專業人員應以學生為中心，互相合作。透過個案會議，

共同為個別學生商議訓練目標，擬訂不同專業範疇的訓

練需要，訂定跨專業的學習大綱和施教方案，再分別執

行。  

 

(iv)  學校須設立正規的溝通機制，以便校內各專業人員保持

緊密聯繫，定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交流意見，檢討教學

進展和成效。  

 

(v)  此外，學校亦應加強跨界別的協作，與有關的政府部門、

非政府組織等建立網絡及互動的伙伴關係，引入不同的

專業知識，強化校內支援團隊的能力。  

 

 5.3 家校合作  
 

5.3.1 家校合作的重要  
 

(i)  要有效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等

多方面的成長，研究顯示家長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家

校合作更是有效地制訂及執行各項輔導計劃的重要元

素。良好的家校合作機制，能夠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溝通與互信，確保雙方運用一致的提示及支援策略幫助

有自閉症的學生，並協助他們把在學校學習到的技巧類

化至家庭及其他生活環境。  
 

(ii)  學校在擬定接受支援學生的名單後，可個別約見有關家

長，輔以簡單報告講解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的要點，從

而加深家長對支援計劃的認識及認同，以得到家長的配

合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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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家校合作的原則  

  

建立恆常
與家長溝
通的渠道

鼓勵及協
助家長參
與執行輔
導計劃

為家長
提供合適
的培訓

建立互動
有效的回
饋機制

家校合作
的原則 

• 邀請家長出席輔導計劃會議，共

同協商支援策略 
• 透過與家長定期的面談、電話聯

繫、電子訊息或書面通訊等，讓

雙方瞭解學生的進展及需要 

 

• 訂立輔導計劃後，如有需

要可派發計劃副本給家長

參考及跟進 
• 鼓勵家長運用與學校一致

的提示及支援策略，幫助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校

內所學的策略及技巧 
• 向家長提供校內個別輔導

的教材，除讓家長明白學

生所學的內容外，亦幫助

家長運用相關教材作訓練

或提醒 

• 學校人員與家長共同檢視支援策

略的成效，從而作出修訂或跟進 
• 舉辦家長講座或工作坊 
• 個別指導家長運用有效技巧及策略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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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家校合作的安排  
 

(i)  建立恆常與家長溝通的渠道  
 

學校可透過不同的渠道與家長作良好及有效的溝通，讓

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及支援成效，以下是一些常見

的例子：  
 

(a)  與家長進行面談或以電話聯絡；  
(b)  透過「校本流動應用程式 App」（圖 5.3a）與家

長聯繫，共同商討並檢視支援策略的成效，從而

作出修訂或跟進；  
(c)  使用「溝通簿」（圖 5.3b）或「溝通便條」記錄

及了解學生的進度、需要或家中情況；  
(d)  定期（例如：每星期或每月）向家長發放簡單問

卷，讓教師更深入瞭解學生在學校以外的情緒及

行為表現；  
(e)  以家長通訊小冊子介紹支援小組輔導的訓練內

容。  
 
 
 
 

圖 5.3a「校本流動應用程式 App」示例          圖 5 .3b「溝通簿」示例  

  



41 

(ii)  鼓勵及協助家長參與執行輔導計劃  
 

家長的參與是支援學生的重要一環。學校應積極鼓勵家

長配合學校的支援策略及重點，與學生進行訓練，以下

是一些學校邀請家長參與支援的常見例子 7：  

 

(a)  家長陪伴學生閱讀「情境解讀故事」（圖 5.3c）； 
(b)  家長與學生重溫「情境解讀漫畫」的內容，提醒

學生有關別人的想法和感受，對別人正確的回應

及合宜的社交行為；  
(c)  家長與學生重溫「情境解讀框架」的內容，並與

學生檢視他在課餘時間能否做到相關的「恰當行

為」，給別人留下好印象；  
(d)  家長引導學生在家中書寫「心情日記」，並與學

校人員共同教導學生檢視他調控情緒的策略是

否有效；  
(e)  家長運用視覺提示或流程圖，協助學生在家中完

成功課及收拾書包等（圖 5.3d）；  
(f)  學校為家長提供在校內所用的圖卡、圖表、提示

卡、情境解讀故事或小組及個別輔導教材等，並

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使用；  
(g)  學校與家長共同訂立及推行「個別行為獎勵計

劃」（請參考附錄資源篇（二）8.9 校本資源 3 的

好行為紀錄表），讓教師及家長共同檢視學生的

進展及作出回饋；  
(h)  學校提供課堂教學內容重點和調適的教材，與家

長分享各科學習上的技巧，協助家長更有策略地

與學生溫習。  
 
 
 
 
 
 
 
 
                                                           

7 有關例子的詳情可參閱《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  學校支援模式運作手冊》

（小學版）第 11 章  家校合作（ p.185）  

圖 5.3d「家中執拾書包步驟圖」示例  圖 5.3c「情境解讀故事」示例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utism-spectrum-disorder/resources/resources-for-parents/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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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家長培訓及家校活動  
 

學校可按需要策劃家長培訓和家校活動，為家長提供教

導子女的意見和情緒上的支援，常見的例子有：  

 
(a)  安排家長參觀學校或參與活動，以達成家校一致

的輔導目標。  
學校例子：家長管教技巧短片製作  

• 拍攝與管教技巧有關的片段，並放在學校網頁

及平台內，以便家長隨時閱覽，題目包括：處

理孩子的脾氣  

• 每個片段皆會邀請家長閱覽、實踐有關技巧並

分享經驗  

• 舉辦分享會，就片段內容提供家長交流的平台  

 
(b)  積極推動和促進家校合作，引導家長確切認識子

女的需要，鼓勵他們參與教育子女的工作，以增

強父母親職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