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顧個別差異 支持融合教育 

 

 

家長和學界一直十分關心如何有效地推動融合教育。家長渴望子女能獲得良好的教

育，是理所當然的。老師亦希望悉心灌溉的幼苗，能茁壯成長。政府推行融合教育，目

的是為所有學童（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協助他們發展潛

能，我們的目標與大家是一致的。 

 

根據現行的政策，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一般入讀特殊學校，以便接受加強

支援服務；至於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則入讀普通學校。 

 

事實上，早於七零年代，政府已開始關注普通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情

況，並透過在校內為這些學生開辦特別班，例如啟導班，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當時的

做法是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安插在普通學校環境，但卻以隔離式的方法為他們提供

教育。到了九十年代，「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發表塞拉曼加特殊教育宣言暨

行動綱領，呼籲各國政府建立融合的教育制度，讓所有學童有機會在主流學校中全面參

與學習。一九九七年可說是政府推行融合教育的轉捩點，當時的教育署在七所普通小學

及兩所普通中學開展「融合教育先導計劃」，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則持續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適時優化

有關政策及措施，以加強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效。 

 

要推動融合教育，心態尤為重要。若能『一切從心開始』，將可發揮事半功倍的成

效。經教育局多年的倡議和推動，在學校的配合和持續努力下，學校在共融文化、政策

及措施三方面均有明顯進步；學校已成立學生支援小組、確立及早識別機制，及早提供

合適的支援；最重要的是，學校已接納共同承擔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責任，協助

他們發展潛能。今天，共融文化已滲透各校園。教育局本著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育，

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從學校生活中獲益。 

 

推動融合教育的五個基本原則  

 

五個基本原則為：「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合作」和「跨界

別協作」。「全校參與」是我們重要的信念。通過全體教職員營造一個共融的環境，以照

顧所有學生的不同需要。學校可以適切地調適課程以配合不同的學習需要，透過教師的

通力合作及互相支持，專責人員的支援，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技巧和輔助工具，調整評估

方法，使學生能展示學習成效，再配合策略性組織學習小組、朋輩輔導，以照顧不同的

學習需要，讓所有學生均能受惠。全校一致的價值取向更是成功的關鍵。 

 

 我們深深明白「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的重要性。因應學齡兒童的需要，我們

已發展了切實可行的機制。首先，準備升讀小一而已被評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我們會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他們的資料在新學年開始前轉交有關的小學，讓學校儘早

了解學生的特殊需要，並安排適切的支援。至於其他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我們推行「及

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由教師運用教育局提供的工具，在小一階

段將他們識別出來，並為他們安排輔導。若學生輔導後學習進展仍不理想或有嚴重困難，

便會由教育心理學家提供進一步的評估和支援，或轉介到其他相關的專業人員作評估和

跟進。透過環環緊扣的機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會被識別出來，並盡早獲得支援。 

 

 「家校合作」，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起著關鍵的作用。我們一直鼓勵家

長就其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直接與學校溝通。家長若能積極配合教師的支援措施及策略，

以一致的方法教導子女，更能發揮相輔相承的效用。教育局編製了《全校參與模式融合

教育家長篇》，並把它上載至教育局網頁，讓家長了解識別及評估各類別特殊教育需要

的程序、各種支援策略等資料。我們亦提醒學校需設立有系統的恆常溝通機制，讓家長

知悉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參與制定支援計劃、檢視學習進展及支援成效等；例如在每

學年的迎新日，由學生支援小組向新生和家長簡介處理的技巧；以配合學校的支援服務；

邀請家長出席個案會議、定期向家長匯報學生的學習進展等。為加強家校溝通，我們同

時要求學校把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措施列於學校周年校務報

告內。 

  

 要成功推行融合教育，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教育局一直透過「跨界別協作」，

加強專業交流，提升支援的效能。我們與大專院校共同硏發評估工具及多元化的教學資

源套，供教師和家長使用；為有需要的普通學校與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及資源學校建立

網絡，借助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巧，提升學校教師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效能；

此外，我們成立了「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透過與學校界別、大專院校、

其他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家長組織的代表定期舉行會議，增進溝通，加強協作。 

 

教師培訓  

  

 教育局深明教師的專業能力是成功推行融合教育的關鍵。因此，我們為教師提供有

系統的培訓課程，即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三層課程」），以提高現職教師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並訂定了培訓目標，讓學校有計劃地安排教師修讀課程。

由 2012/13 學年開始，我們已推出新一輪的「三層課程」，並對培訓課程的內容和模式

作出調整，務求更切合教師的培訓需要。直至 2011/12學年底，已有逾 25%普通學校教

師修讀過 30小時或以上的相關課程。我們亦會繼續其他相關議題舉辦工作坊、研討會、

經驗分享等。再者，本地師資培訓機構已將有關特殊教育需要的單元包含於職前教師培

訓課程內。可以肯定，接受相關培訓的老師的人數會繼續上升。 

 

 

 



結語 

 

 現時香港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是與國際教育趨勢一致的。在融合

教育的路途上，固然仍有改進的空間，但在教育局、學校、教師、家長和其他相關界別

人士的努力下，融合教育的推行已漸見成效。今天，所有學校都會遵照《殘疾歧視條例》

的要求，承擔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責任，努力締造共融的校園，讓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我們不時聽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各公開考試和其他範疇取得佳績，正好印

證只要得到合適的支援和鼓勵，他們是可以克服障礙，發展潛能的。在成功故事的背後，

除了學生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家庭、學校、同學的互相配合，缺一不可。事實告訴我

們，共融文化並不是口號，而是可以付諸實踐的理想！融合教育的推行，不能單靠政府

的力量，亦有賴學校、家庭和社會大眾的支持，就此，教育局會繼續向公眾推廣融合教

育的信息，從而培育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融合教育定能取得更好的進展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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