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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工作小組  
第二十五次會議  

討論摘要  
 
日期：  202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1 樓 W134 室  
 
出席者：  

何慕琪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特殊教育）（主席）  
李靜雯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張張慧儀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石偉強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張佩姍博士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陳喜泉校長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陳家立先生  匡智會代表  
曹偉康先生  香港明愛代表  
李鳳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復康總主任  
劉妙珍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智障人士服務網絡代表  
梁惠玲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代表  
楊傑遜女士  同心家長會代表  
許毅敏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鄧廣志先生  社會福利署代表  
吳嘉碧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張榮發先生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林穎雯女士  教育局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1）（秘書）  
 
列席者：  
李何淑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1 
陳潔玲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2 
許承恩博士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1 
何佩雯女士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黃志慧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1 
郭懿玲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2 
黃婉燕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1）  
鄧貝斯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 1 
黃守持先生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1 
鄭韶娟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1 
劉俊業先生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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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議程 5）：  
鄭裔威校長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因事缺席：  
冼權鋒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需要與融合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  
 
討論重點  
 
1. 主席歡迎各與會成員出席會議及介紹各與會成員。  
 
2. 通過上次會議摘要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二十四次會議的摘要，摘要將上載至教育

局的「融情、特教」網站。  
 
3. 續議事項  
3.1 接續上次會議討論摘要第 3.1 段的討論，主席邀請教育局總

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向與會者匯報有關特殊學校

課程的最新發展。總課程發展主任表示，教育局在 2023 年 9
月公布《特殊學校課程指引》（試行版），讓特殊學校在 2023/24
學年以試行模式推行。期望特殊學校能持續優化校本課程，

使課程發展與時並進，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寬廣而均

衡的學習經歷，促進全人發展。此外，教育局亦會為特殊學

校校長、負責課程發展的教師以及一般教師舉辦一系列以課

程規劃為主題的專業培訓活動，協助特殊學校教師加深了解

和運用指引。  
 
3.2 就與會者關注如何蒐集業界對試行版課程指引的意見，總課

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表示，教育局會透過不同平台，

包括會議、訪校、聚焦小組、問卷等，了解課程指引的試行

情況，並蒐集學校的實踐經驗和良好示例，以配合特殊學校

的需要。  
 
3.3 接續上次會議討論摘要第 3.5 至 3.7 段的討論，主席表示，

教育局於 2021 年編訂《特殊學校策劃和管理宿舍服務實務

指引》（《實務指引》），以協助特殊學校更有系統地策劃和管

理宿舍部的服務，以及在生活照顧、起居安全、學習支援、

社交訓練和轉銜安排等方面更適切地支援宿生。在校本管理

政策下，學校須持續檢視和評估各範疇工作的成效，以完善

和發展宿舍部的服務。教育局透過到訪所有附設宿舍部的特

殊學校，了解學校使用《實務指引》的實際情況。在檢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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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情況後，教育局着手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教育局、相

關政府部門、特殊學校和辦學團體的代表、業外人士以及有

照顧殘疾兒童經驗的人士，全面檢視《實務指引》的內容，

以提供更詳細、具體及清晰的指引。該小組的工作於 2023 年

6 月開展，就《實務指引》的具體指引提供意見，並為資助特

殊學校建議相關措施，以確保切實執行《實務指引》中的指

引。檢討工作預計在 2023/24 學年內完成，並期望在 2024/25
學年推行，為特殊學校在策劃和管理宿舍部服務方面提供更

詳細、具體及清晰的參考。  
 
3.4 與會者備悉修訂《實務指引》的安排。有與會者表示宿舍部

面對招聘人手的困難，建議多表揚宿舍員工的工作，讓大眾

認可在特殊學校宿舍部工作的意義，相信有助挽留及吸引人

才。主席同意應多分享特殊學校宿舍部的良好做法，而就員

工聘任方面，主席表示教育局近年為特殊學校提供多項優化

措施，改善特殊學校（包括宿舍部）的人手編制，並增加聘

任安排的彈性。教育局會持續檢視不同措施的推行情況，聽

取業界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便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

進一步改善現行的措施。此外，有家長代表關注宿生離校銜

接成人服務所需的支援。社會福利署（社署）代表回應指出，

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措施，加強支援特殊學校離

校生和其照顧者。社署會在 2024 年第二季成立專隊，在特殊

學校學生畢業前六個月主動聯絡其照顧者，提供照顧及相處

技巧訓練；安排離校後的照顧計劃及連接社區支援服務。主

席表示，期望有關服務讓特殊學校離校生的轉銜更順暢。  
 
4. 特殊學校教師基礎課程   
4.1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1 向與會者報告有關特殊

學校教師基礎課程的事宜，概述如下﹕  
(a)  「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課時為 240 小時（ 40 天），

特殊學校一般會在新入職教師任職一至兩年後安排他們

報讀此課程。然而，為優化特殊學校的教師培訓安排及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質量，教育局由 2023/24 學年開始

增設為期 3 天的「特殊學校教師基礎課程」，讓新入職或

未參加「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教師能盡快掌握教

導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學生的基本知識。課程以實體面

授和線上實時直播方式同步進行，無論教師以哪種方式

參與課程，學校均可獲提供代課教師津貼以聘用代課教

師。  
(b)  教育局委託了香港教育大學承辦「特殊學校教師基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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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 2023/24 學年共開設 4 班，分別於 2023 年 11 月、

12 月、 2024 年 2 月及 4 月授課。12 月及 2 月的班次尚

有少量餘額，鼓勵學校安排合適的教師報讀。  
(c)  教育局將會優化「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課程結構。

由 2026/27 學年起，「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將由三部

分組成，包括 18 小時的初級課程、222 小時的進階課程

和 6 個月的實習課。如教師已完成「特殊學校教師基礎

課程」，並在獲發證書後的五年內報讀「特殊學校教師培

訓課程」，可獲豁免修讀該課程第一部分 18 小時的初級

課程。  
 

4.2 主席表示，為提升特殊學校教師的專業知識及教學技巧，教

育局在提供教師培訓課程方面已作出多元安排，鼓勵特殊學

校盡快安排未獲有關資歷的教師報讀基礎課程，讓教師開展

所需的專業培訓。  
 
5. 運用資訊科技支援特殊學校學生的學習  
5.1 主席表示，現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不少國家或地區都運用

新科技開發學與教工具。據了解，特殊學校亦有應用新科技

以發展校本教材或資源，支援學生的學習。為進一步協助特

殊學校適切地照顧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學生的學習需要，教

育局於 2023 年 3 月為所有特殊學校提供一筆過「新科技支

援課堂學習津貼」，以支援學校運用新科技，設計配合學生能

力和需要的教學活動，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學習效

能，讓他們發展不同範疇的能力。  
 
5.2 主席表示，教育局亦有透過專業學習社群（學習社群），促進

特殊學校之間的經驗交流。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1 補

充，自 2009/10 學年起，教育局為特殊學校組織多個不同主

題的學習社群，進行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包括：工作會議、

工作坊、校訪、課堂研究和分享會等，讓特殊學校分享成功

經驗，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近三個學年的學習社群聚焦於

電子學習，2022/23 學年的課堂研究的主題為「應用電子學習

於學、教、評」，參與學校均認為學習社群分享的教學策略能

提升學習效能。在 2023/24 學年，學習社群的主題為「運用

新科技支援學生的學習」。教育局邀請了過往在學習社群內

運用新科技支援學生學習有豐富經驗的六所智障兒童學校

成為種籽學校，與六所新參與的智障兒童學校組成專業學習

社群。參與課堂研究的學校涵蓋了輕度、中度和嚴重智障兒

童學校，科目包括語文、數學、科學和體育等。特殊學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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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內會互相交流心得，分享如何利用不同科技或電子

工具，如電子書、虛擬實境 (VR)技術、活動式認知及學習訓

練系統及機械人等，促進學生的學習，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5.3 其中一所種籽學校—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鄭裔威校長

向與會者分享該校如何運用新科技支援學生學習，當中包括

綜合運用多個電子學習平台於「學、教、評」中，並運用收

集所得的數據，分析學生的學習模式和個別特殊教育需要的

特徵，為學生制定個別化的學習計劃，安排教學活動，促進

學習的多樣性。該校亦於不同的教學活動中，利用擴增實境

(AR)、VR、機械人、航拍機等，除加強學習的趣味性，亦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此外，該校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資訊素

養和自主學習，並鼓勵學生善用科技輔助學習，幫助克服自

身的限制。  
 
5.4 主席感謝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鄭校長的分享。與會者均

表示十分欣賞該校利用資訊科技幫助學生投入學習，值得借

鏡。  
 
6. 有關特殊學校公民科內地考察的安排  
6.1 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 1 向與會者分享

有關特殊學校公民科內地考察的安排，概述如下﹕  
(a)  在 2023/24 學年報名參加公民科內地考察的特殊學校共

有 53 所，其中大部分學校選擇參加一天團，約四分之一

參加兩天團。  
(b)  教育局會與內地相關單位緊密溝通，配合學生的需要安

排考察活動。由於每所特殊學校的學生情況不同，承辦

機構會與學校緊密溝通，盡量按個別學校的實際情況作

彈性安排。據問卷調查所得，參與內地考察的特殊學校

普遍滿意內地考察的安排。  
 
6.2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a) 有與會者認為一天團未必能讓學生在交流活動中充分掌

握所學；亦有與會者表示多於一天的考察團，對於嚴重

智障學校及其學生是一大挑戰。  
(b) 有與會者表示，因應學生個別情況，需要不同的住宿安

排，由於學校未必有足夠人手，家長或需陪同前往內地

考察以照顧學生，但家長一般需要上班，或未能抽空陪

同學生前往，而且家長陪同學生參加考察未獲政府的資

助，家長或有財政方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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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與會者指特殊學校學生需重複學習內化所學，建議讓

特殊學校學生參加多於一次的公民科內地考察。  
 

6.3 總課程發展主任（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1 表示，在 2023/24
學年舉辦的一天團已大幅減少，但仍有保留的必要，以照顧

個別有需要的學校。現時所有修讀高中課程的學生會獲全額

資助參與一次由教育局籌辦的公民科內地考察團，學校可按

需要善用其他資源深化學生的學習。教育局會持續蒐集學界

的意見，定期檢視並優化內地考察的安排。  
 
7. 其他事項  
7.1 有與會者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跨區上學安排，並建議教

育局按各區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人數，調整特殊學校的學

位數目。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1 回應表示，由於

入讀特殊學校的學生為數較少，加上他們的住處分散不定，

特殊學校的設立是以全港整體需求作考量。根據現行的轉介

及學位安排機制，每所智障兒童學校均有各自的基本收生區

域，以取錄居住於其收生區域內的學生。教育局每年收集特

殊學校擬開辦的班級數目後，會檢視及考慮多方面因素，包

括不同類別特殊學校學位的供求情況，以作審批。此外，教

育局的人員亦會接觸每個申請入學的學生家長，提供適切的

支援，確保有需要的學生可入讀合適的特殊學校。  
  
7.2 有與會者提出個案，表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參與課外

活動及在畢業後就業遇到困難，有關家長亦需要支援。主席

表示理解，學校及社會各方都努力支援，而社署將成立的專

隊，亦是支援家長的新措施。  
 
7.3 有與會者關注特殊學校的離校生家長如果沒有子女的智力評

估報告，會有礙其申請支援服務。主席表示，已經與香港特

殊學校議會商討，請特殊學校在學生離校時，將學校教育心

理學家為學生覆檢智力的報告副本給予家長備存，以減少學

校日後需要按家長要求跟進有關事宜。  
 
7.4 主席向與會者匯報近期有關特殊教育的措施：  

(a) 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優化措施，在 2024/25 學年起優化

特殊學校中、小學部的輔導教師人手編制，並推展至群

育學校，以便特殊學校為兼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額外學

習及成長支援。此外，教育局為就讀普通學校有自閉症

的學生提供不同支援計劃，包括增加「強項為本小組」，



7 
 

加強協助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發展潛能及加強生涯規

劃。  
(b) 教育局已推出「精神健康素養」資源套（高小版），之後

會陸續推出初小、初中及高中版，積極加強學生對精神

健康的認知，協助學校推廣精神健康素養。  
 

7.5 主席提醒 2023 年 12 月 10 日是區議會一般選舉的投票日，

呼籲與會者踴躍投票。  
 
8. 是次會議於下午 12 時 10 分結束。  

 
9. 下次會議日期，秘書處將另行通知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