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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流 學 校 推 行 融 合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討  論  摘  要  

 

日 期：二零零八年四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一時十分 

地 點：灣仔皇后大道東合和中心 53 樓 5302AB 室  

 

出席者： 

 

胡寶玲女士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學校行政及支援)        (主席) 

李雪英校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陳璟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陳有校長 官立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張志鴻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區曜華校長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文區熙倫校長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金惠玲校長 官立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李秀英校長 全校參與模式資源學校校長 

吳麗好女士 協康同心家長會代表 

劉李敏英女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許嬋嬌女士 支持融合教育協會代表 

鍾吳瑞芳女士 主流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代表 

馬陳其美女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流教育小組)代表 

林淑如女士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代表 

張雲晶女士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代表 

文英玲博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鄧家怡女士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代表 

曾蘭斯女士 協康會總幹事 

冼權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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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敏尤醫生 衛生署兒童體能智力測驗服務高級醫生 

陳國豪先生 社會福利署代表 

歐黃惠賢女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 

胡御珍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何潔華女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林崇潔女士 教育局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何志權先生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督學 

方志光先生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督學                 (記錄) 

  

列席者：  

劉啟泰先生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力測驗服務心理學家 

覃翠芝女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學校行政及支援） 

李淑嫻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新界） 

馮馮詠儀女士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李影霞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言語治療） 

  

因事缺席者：  

曾志虹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代表 

楊佩玲女士 非牟利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執行委員 

李子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藍芷芊醫生 衞生署兒科顧問醫生 

  

 

討論重點 

 

1.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及續議事項 

 

1.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十次會議記錄。 

 

1.2  有關校本言語治療服務的推展情況(前摘要第 2.1 段)： 

1.2.1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言語治療）表示本年度已有

超過九成的學校透過外購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校

本言語治療服務；此外，大部分學校亦已作出安排，讓

家長知悉有關的服務，並邀請家長與子女一同出席言語

治療課堂。言語及聽覺服務組的督學會定期訪校，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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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校順利推行校本言語治療服務。 

 

1.2.2  本年度已舉辦多次學校分享會，包括在 2007 年 10 月舉

辦的「校本言語治療服務-言語治療師與老師的協作」工

作坊，2008 年 4 月中舉辦的「加強言語治療津貼」簡介

及分享會等。此外，為配合學校透過特殊教育資訊管理

系統申請「加強言語治療津貼」，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共舉

辦了 15 場工作坊，向學校教職員講解透過該系統申請有

關津貼的程序，以及管理有關校本言語治療服務資料的

方法。 

 

1.2.3  在 2008/09 學年，所有開辦六班或以上的官立及資助小

學將可申請「加強言語治療津貼」，教育局已在 28/3/2008

發出通函第 35/2008 號，通知學校有關的安排。該津貼

的截止申請日期為 2008 年 5 月 23 日。 

 

1.2.4  教育局的言語及聽覺服務組每年分別為申請「加強言語

治療津貼」的學校及提供言語治療服務的機構舉行簡介

會，闡釋有關校本言語治療服務的安排及要求。該組會

定期派人員探訪參與的學校以確保服務的質素。另外，

該組已完成草擬《校本言語治療服務指引》，現正徵詢業

界的專業意見，預計於 2008/09 學年發給學校，以供參

考。 

 

1.2.5  有家長代表提出現時透過「加強言語治療津貼」提供的

校本言語治療服務未能完全滿足學生的需要，部分家長

需為子女增購言語治療服務。有委員認為現時言語治療

師已供不應求，如在這情況下繼續推出「加強言語治療

津貼」，會對言語治療服務的供求增添壓力。倘若此服務

日後推展到中學，局方須與培訓言語治療師的大專院校

商討，增加培訓名額。主席回應謂根據現行機制，各有

關部門會與大學資助委員會研究有關學額的供求事宜。 

 

 

1.3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資料的傳遞(前摘要第 2.2 段)： 

教育局已於 2008 年 4 月 10 日發出教育局通函第 52/2008

號，提醒小學在取得家長同意後，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六

學生的資料，於 8 月 15 日前轉交至有關中學。通函內亦備

有表格，讓學校填上有關學生的資料，並交給學生家長，讓

他們於註冊當日交予中學，以便校方在施行「中一入學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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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學科測驗」時提供合適的安排。 

 

2. 新高中學制下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1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施如下： 

 

2.1.1   在 2008/09 學年，教育局會提早以經常津貼的形式發放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給中學，以協助老師準備新高中學

制的推行。在四年過渡期內，這項現金津貼的款額會由相

等於每高中班 0.1 名學位教師增加至 0.15 名學位教

師 。 教 育 局 並 會 確 保 每 所 開 辦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中 學 在

2008/09 及 2009/10 學年所獲得的津貼額，可聘請至少一

名學位教師。在 2011/12 學年後，這項現金津貼將會回復

至原來的建議，即相等於高中每班 0.1 名學位教師的中

點薪金。此外，學校可申請學習支援津貼，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2.1.2  為照顧在普通學校就讀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會

以不同的教學策略照顧個別差異。當面對學生的個別差異

較大時，學校須因應學生的需要進行課程調適，包括課程

內容及學習目標，有需要時，學校會微調現有的學習成果

架構。 

 
2.1.3  為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學習差異的能力，教育局每年都會為

教師舉辦有關的培訓。例如:課程架構的掌握，學習成果

的設計與運用，教學計劃的設計和教學策略的更新等。 

 

2.2  有 家 長 委 員 提 出 ， 一 些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完 成 中 三 課 程

後，會升讀職業訓練局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他們認為這些院

校的導師欠缺教導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方法和技巧，以致

部份學生未得到適當的照顧。有家長委員希望邀請職業訓練局

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代表列席下次會議，聽取他們在這方面的

意見。 

 

2.3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關注到在新高中學制下就讀於普通學校的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日後參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時可得

到的調適安排。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表示

曾向考評局了解該局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特別措施。

根據考評局的回覆，所有考試內容不會因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而有任何的刪減，只會在考試場地和有關配套方面作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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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席回應各委員的提問時表示，在新高中學制下，教育局期望

學校為學生提供更多元化的課程。而就讀普通學校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原則上可以在原校完成 6 年的中學課程，參加「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直資計劃下的高中學校，亦會提供多元化及

實用的課程，以滿足不同學生的需要。 

 

3. 對有特殊學習困難的中學生提供的專業支援 

 
3.1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新界）簡報「協助有讀

寫困難的中學生的政策和服務」如下： 

 

3.1.1 教育局聯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於二零零八年推

出「香港中學生中文讀寫能力測驗」，供教師初步識別有特殊學

習困難的初中學生。 

 

3.1.2 為中學提供的支援會集中於升中銜接和適應、及早識別、教

師培訓及專業支援等各方面。 

 

3.1.3 當學校發現有中一至中五的懷疑個案時,教師可利用上述的

測驗，及早識別學生在中文科的學習困難，從而為他們安排

適切的跟進;如有需要，教師可轉介給教育心理學家作進一

步評估。 

 

4. 在中、小學推行融合教育的新措施 

 
4.1  教育局將於2008/09學年，改善小學新資助模式的撥款安排及向

中學提供「中學學習支援津貼」，讓學校有更多的資源以照顧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及第四組，分別簡

報有關的新措施。有關推行的詳情會透過教育局通告向學校公

布。 

 

4.2  為配合新措施，教育局會安排一系列的簡介會、講座、研討會

及專題工作坊等，包括分享澳洲及加拿大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經驗。有家長委員建議可考慮一些華語國家，例如台灣、

新加坡等在推行融合教育上的經驗，讓本地教師參考。 

 

4.3  各委員均支持有關的新措施。有委員認為由於中、小學的學生

單位成本不同，計算「小學學習支援津貼」和「中學學習支援

津貼」應有所不同。主席解釋為中學提供的「中學學習支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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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是參考小學「新資助模式」的經驗而推出並試行的，教育

局會在新措施實行一段時間後作出檢討。 

 

4.4  有委員表示曾有家長向他反映直資學校婉拒收錄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及沒有提供有關支援，希望教育局留意。主席重申，

教育局為直資學校提供的資助已包括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的元素。雖然直資學校有收生自主權，但仍必須遵守現時的

《殘疾歧視條例教育實務守則》收生，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合適的支援。家長如發覺直資學校涉嫌違反該守則，

可直接聯絡所屬的區域教育服務處。 

 

4.5  就資源運用的監管問題，主席重申學校應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所提供的資源及支援服務，包括如何運用學習支援津

貼，納入學校恆常的自評機制內，檢討成效並問責。教育局人

員亦會按需要進行視學及探訪學校，以監察並提供適時的建

議。為確保資源有效地運用，學校應與教師和家長商討學生的

需要，從而提供適度的支援。 

 

4.6  在教師培訓方面，教育局在2007/08學年推出了為期五年的融合

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有委員指出提供大量的培訓課程對院

校及導師造成壓力，主席回應指教師的培訓極為重要，希望各

有關方面能承擔社會責任，共同推動融合教育。各委員均認同

教師培訓的重要性及支持學校教師持續進修，積極參與有關的

專業培訓。 

 

5. 下次會議日期 

 

5.1  是次會議於下午 1 時 10 分結束。 

 

5.2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公布。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二零零八年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