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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的重要

11.1 

家校合作的原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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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習計劃的重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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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他們把已學習的技巧由學校類

化到家庭及其他生活環境。

學校在擬定受支援學生的名單後，可個別約見有關家長，輔以單張或簡報講解「全

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校支援模式」的要點，一方面可加深家長對本模

式的認識及認同，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家長的配合，有助支援工作的推行。

(    第14章：附件1《模式簡介》及附件2《模式簡介》簡報 )

家校
合作的
原則

1

4

2   與家長
建立恆常
的溝通
渠道

建立互動
   有效的
     回饋機制

鼓勵及
協助家長參與
       執行個別
        學習計劃

3

      為家長
   提供合適
   的培訓

• 邀請家長出席

個別學習計劃

會議，共同協

商支援策略

• 透過與家長定

期的面談、電

話聯繫及書面

通訊等，讓雙

方瞭解學生的

進展及需要

• 訂立個別學習計劃

後，派發計劃副本

給家長，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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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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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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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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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的形式舉隅

11.3

    

11.3.1 與家長建立恆常的溝通渠道

家校合作的形式多樣化，以下的方法可以促進學校與家長建立一個恆常而有效的溝

通渠道，學校人員亦可透過這些互動的溝通平台，檢視支援策略的成效，從而作出

修訂或跟進。學校並可      參考光碟附載的相關教材示例。

• 利用「溝通簿」（圖11.1及11.2）記錄及討論學生的進度、需要或家中情況；

• 利用「溝通便條」（圖11.3）通知家長學生的進度；

• 透過定期(每星期或每月)向家長派發的簡單問卷，讓老師更深入瞭解學生在學校

以外的情緒及行為表現；

• 派發「小組家長通訊」，介紹第二層支援小組的訓練內容（圖11.4）；

• 與家長進行面談或以電話聯絡。

圖11.1  「家校溝通簿」示例

圖11.2  「溝通簿」示例 - 讓家校對支援策略提出回饋

班別：

姓名：

 ( ) 

溝通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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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  「溝通便條」示例

家長通訊 

社交金句： 

成個人都喺度聽住 

家長可參考本課題的學習重點，觀察學生是否有運用相關的社交技巧， 

也可利用社交金句提醒學生。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聆聽」不只需要耳朵，還需要身體及腦袋的配合。

 真正的「聆聽」要求整個人，包括：眼、耳、口、手、腳、軀體、

腦袋及心，均專注在說話者身上。

 目的：

(1)集中精神去聆聽別人的說話

(2)按別人的說話做出恰當的反應

(3)使別人知道我們正在聆聽及表示尊重

 教學策略： 
 當學生沒有做到全身聆聽時，向學生出示視覺提示卡「成個人都

喺度聽住」以作提醒。�

家校合作重點： 
 家長協助觀察學生與人說話時，是否有「成個人都喺度聽住」，並

回饋他的表現。

 當學生沒有做到全身聆聽時，便以口號或視覺提示卡「成個人都喺

度聽住」以作提醒。�

 

 

圖11.4  「小組家長通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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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家長溝通時切勿「只報憂、不報喜」，以免雙方的合作關係

變得緊張。

• 對家長「多鼓勵、多讚賞」，令家長明白他們的配合與支持是

十分重要的，藉此互相打氣。

圖11.5  「家中執拾書包步驟圖」示例

    

11.3.2

大部分試點學校的經驗反映，家長的參與能令受支援學生的支援方案有事半功倍的

成效，所以，學校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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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家長陪伴學生閱讀「情境解讀故事」；

• 家長與學生重溫「情境解讀漫畫」的內容，提醒學生別人的想法/感受及正確的

回應/社交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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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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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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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鼓勵及協助家長參與執行個別學習計劃

5.最後按時間表檢查⼀一次有否執多或執漏

4.拿走不需要的物品

3.把所需的書本放進書包

2.按時間表執拾書本

1.看⼿手冊上的課堂時間表家中執拾書包
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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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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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與家長共同訂立及推行「個別行為獎勵計劃」，讓老師及家長共同檢視學

生的進展及作出回饋（圖11.6）；

我的好行為 
好行為：

1：認真做功課。 
2：交齊功課。  
3：有禮貌地對家人表達自己的想法。 

壞印象：
1：不認真做功課。 
2：欠交功課。 
3 ：發脾氣；不禮貌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請家長每天在印象星星上塗上顏色：藍色=好印象，黑色=壞印象，黃色=一般

1/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2/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3/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4/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5/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6/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7/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8/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9/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0/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1/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2/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3/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4/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15/3/2017	   ¶¶¶¶¶ 值得欣賞或不值得欣賞的表現：

目標：15日(1-‐15號)內得到 35粒藍星星 	  
o 	   達到，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 	   未達到，不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目標：每日完成手冊所寫的功課 

 
1. 完成每日一項功課，可獲星星一顆。 

 
2. 每累積____顆星星，可獲小禮物一份。 

 
3. 如未能完成功課，不會獲發星星。 

 
4. 如能補交功課，也能獲發星星。 

 

交齊功課獎勵計劃 

 

我__________承諾努力做到 

 
1. 我會認真做功課 
2. 我會每天交齊功課 
                                                                   

簽署:         日期:           

 

見証人：                    

圖11.6  「個別行為獎勵計劃」示例　

交齊功課
獎勵計劃

交齊功課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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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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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7）。

圖11.7  「課堂教學溝通紙」示例

11.3 家校合作的形式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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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個案 

11.4

(光碟：  影片21《促進家校合作》)

以三所試點學校為例，老師會經常與家長保持聯絡，一方面讓家長知悉學生在學

校的情況，同時也藉此機會瞭解學生在家中的行為。老師會運用溝通簿或溝通紙

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家長緊密聯繫，共同合作改善學生的學習、情緒行為及

自理能力等。老師也會通知家長一些課堂的學習策略、個別或小組的訓練內容和

方法，並會給予有關的教材，讓他們能有策略地配合訓練，協助學生溫習，使訓

練的果效更顯著。此外，老師可以因應學生的情況，為學生設計家校合作的個別

行為獎勵計劃，讓家長在家中協助執行。個別學習計劃會議亦為家校合作提供了

另一個平台。會議中，科任老師、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員共同訂定及檢討個別學習

計劃的目標和支援策略。學校與家長透過各種渠道，互相溝通和合作，保持良好

的伙伴關係，可以令支援達到更大的效果，學生得到更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