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零 五 至 零 六 年 度  

主 流 學 校 推 行 融 合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討  論 摘  要  

 

日 期：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十分 

地 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419A室 

出 席： 

 

主席：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委員：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津小議會代表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全校參與模式資源學校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官立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協康同心家長會代表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支持融合教育協會代表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流教育小組)代表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復康總主任 

 協康會總幹事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執行委員 

 香港教育學院高級講師 

 衛生署兒科顧問醫生 

 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高級醫生 

 社會福利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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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教育統籌局特殊教育檢討組督學 

  

因事缺席：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討論重點 

 

 

1. 通過第三、四次會議紀錄 

 

1.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三次會議紀錄。 

 

1.2.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四次會議紀錄，但需作以下修訂： 

 

1.3. 前3.3.1項，『⋯⋯學生的個案數目較他們所掌握的為低。』修訂 

為『⋯⋯學生的個案數目較本港所知的發現率為低。』。 

 

1.4. 前3.3.3項，『⋯⋯則受限於兒童的發展而未必能確切地在學前階 

 段評估學生的需要。』修訂為『⋯⋯在學前階段確診學生的需要， 

 但會於小一入學後跟進。』。 

 

1.5. 前3.3.10項，修訂為： 

 衛生署為學生評估後，會將報告分別寄給有關的學校外判教育心

理學家或教統局教育心理學家。此外，如得到家長同意，衛生署

會把學生的評估報告摘要及建議寄給學校校長。 

 

 

2. 簡報「小學意見調查問卷」匯報 

 

特殊教育檢討組簡報「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 意見調查問卷（小

學）」意見總結。各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2.1 從問卷調查中反映「新資助模式」能令學校建立較為共融的文化；

學校各員工都較以往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2 調查中顯示學校對師資培訓及專業支援感到不足。 

 

2.3 收回的問卷未必能完全反映實際的情況。例如問卷並沒有收集校

內其他職員如校工及書記等對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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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但整體而言，學校是認同應透過全校參與來支援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 

 

2.4 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可見校方接納新資助模式的理念。但對於一

些行為問題較為嚴重的學生，學校必須結合校外不同的專業支

援，才可有效地處理他們的問題。 

 

2.5 問卷調查反映各校在面對不同類型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時，需要

不同類型的支援服務，而新資助模式可令學校更靈活地運用資

源，針對學生的需要來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3.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 意見調查問卷（中學）」討論摘要 

 

3.1 各委員就有關問卷的內容提出修訂意見。經修訂的問卷將透過香

港津貼中學議會及官立中學校長協會代發給其會員學校填寫。預

定收回問卷日期為 2006年 4月 25日。 

 

 

4. 有關師資培訓的討論 

 

4.1 主席提出有關師資培訓分 3階段進行的建議： 

y 第一階段是希望全港教師能接受 30小時的特殊教育教師培訓

課程，以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識；同時，亦將有關的課程納

入教師職前訓練的基礎課程中。 

y 第二階段內容屬進階課程，讓教師以選科形式修讀，以加深對

某類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認識及處理方法為主；預計小學每

一級別安排一位教師，中學則在初中(S1-S3)及高中(S4-S7)

階段各安排 3位教師修讀。 

y 第三階段為高階課程，教師可就特殊教育的範疇再作深入的探

討，形式或可考慮加入海外或遙距學習模式，計劃每校安排最

少 2位資深的教師或學生輔導人員完成這課程。學校可因應需

要以及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量及類別，安排受訓教師

的比例及選修的科目。教統局會考慮給予代課教師，以便原任

教師能完成所需課程。 

 

4.2 為了確保師資培訓課程的質素，教統局會研究應否透過大學撥款

委員會與各大專院校商討這些培訓課程的內容。此外，教統局亦

會安排有關的職員列席這些培訓課程，以了解課程的運作。 

 

4.3 首階段可考慮以 3年內全校若干數目的教師完成課程為目標。培

訓的模式可選擇以學校為單位的校本模式或整段時間給假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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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release）方式進修。 

 

4.4 此外，教統局最近宣佈在中學增加教師，幫助全港成績最弱的一

成及第三組別的學生。新措施將可進一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 

 

4.5 有委員提出，在加強中、小學教師培訓的同時，也要關注幼兒教

育工作者的師資培訓。 

 

 

5. 有關家長在推動融合教育的角色的討論 

 

5.1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例如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家長，他

們本身也有需要接受訓練。 

 

5.2 不同的家庭背景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因此政府應考慮增加社

會資源，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現時，在一些社區中，均設有家長/

親屬資源中心或家長組織，已在家長中建立了一個支援網絡，倘

若學校在支援家長上有困難，可透過這些社區資源，協助支援家

長。 

 

5.3 社福界同工可向學校提供有關社區家長資源網絡的資料，讓學校

能有多些渠道支援家長。 

 

6. 其他事項 

 

6.1 有關學校懷疑學生需接受精神科診斷或跟進，衛生署代表表示可

聯絡醫管局熊思方醫生。一般而言，有關部門必須先得到家長同

意才可向學校透露學生的資料。 

 

 

7. 下次會議日期 

 

7.1  第六次會議日期，暫定於2006年5月11日上午九時半舉行。 

 

7.2  第七次會議日期，暫定於2006年6月15日上午九時半舉行。 

 

7.3  第六及第七次會議均會於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422室舉行。 

 

 

教育統籌局特殊教育檢討組 

二零零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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