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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情（第八期）：及早識別與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學童，學校與家長的伙伴關係》視像文字稿 

 

《融情（第八期）》包含 36 張投影片附以旁白講述有學習困難的學童在學習上的特徵，及簡介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教育局就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三層支援模式、校本支援計劃服務和家長學堂。以下是每一張投影片

的內容大意： 

 

第一張投影片（0:0-0:10）： 

顯示融情第八期的主題：「及早識別與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學童─學校與家長的伙伴關係」 

 

第二張投影片（0:11-0:21）: 

顯示培育每一個孩子是需要家長和學校攜手合作 

 

第三張投影片（0: 22-0:38） 

顯示馬太對兒子小勇的學習情況十分苦惱 

 

第四張投影片（0:39-0:54） 

小勇不能流暢地讀出字詞，又總是不能牢記簡單字詞，即使是剛學過的字詞也容易忘記。 

 

第五張投影片（0:55-1:17） 

小勇不能書寫出端正的字體，亦不能書寫簡單字詞，更把英文字母和中文字的部件和部首倒轉

來寫。 

 

第六張投影片（1:18-1:30） 

小勇升上小一後的情況仍未有改善，馬太愈來愈緊張和煩躁，而小勇更愈來愈苦惱。 

 

第七張投影片（1:31-1:59） 

小勇未能掌握數學的概念和算術的技巧。 

 

第八張投影片（2:00-2:13） 

小勇對默書會感到 “頭痛”，有時會多寫筆劃，有時又會漏寫筆劃，默完一次又一次都是錯

的。 

 

第九張投影片（2:14-2:24） 

小勇不能夠掌握多步驟的指示。 

 

第十張投影片（2:25-2:36） 

小勇開始逃避，不肯做功課，不肯讀書，就連看圖書也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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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張投影片（2:37-2:54） 

馬太向小勇的姑母（姑母）傾訴，希望姑母能給予她一些意見。原來，姑母的女兒（小雯）與

小勇的情況相同，都是害怕讀書和做功課。 

 

 

第十二張投影片（2:55-3:33） 

姑母在小雯剛升上小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幫助小雯，幸好小雯的老師向姑母介紹「及早識別和

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並建議為小雯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及安排

小雯參加「識字小組」。 

 

 

第十三張投影片（3:34-3:53） 

大約二月時，姑母出席學校學生支援組的會議，聆聽了老師和專業人員提出的建議，令到她逐

漸了解自己的角色，亦明白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第十四張投影片（3:54-4:09） 

姑母與小雯的老師討論協助小雯的輔導計劃，配合學校的輔導工作，姑母在討論小雯的學習進

展時，積極提出意見。 

 

第十五張投影片（4:10-4:30） 

小雯在參加學校的讀寫訓練小組時，老師教導小雯一些學習技巧。在訓練時，大哥哥和大姐姐

與小雯一起伴讀，小雯看見自己有進步，亦愈來愈有信心。 

 

第十六張投影片（4:31-4:50） 

姑媽亦參加了學校的親子學習班，學習如何在家教導小雯做功課和溫習的技巧，姑母漸漸明白

小雯的學習模式和學校的要求。 

 

第十七張、第十八張、第十九張、第二十張投影片（4:51-6:14） 

投影片呈現馬太和姑母的對話。對話顯示了： 

(1) 馬太就小勇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的顧慮、馬太對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的疑問及馬太對

如何面對小勇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的提問。 

(2) 姑母就馬太的顧慮及疑問有以下的回應：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不會令老師和同學對小勇有負面的看

法，因為這個計劃的出發點是及早輔導。 

 量表不是用作評估智力的工具，量表主要是協助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 

 姑母認為馬太無需過份憂慮，因為在經過輔導後，大部分學生都會有改善的；最重要

是與學校合作，配合學校的輔導計劃在家進行輔導，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果效。 

(3) 姑母鼓勵馬太要對小勇訂下合理的目標和期望，加以適當的輔導，便可提升小勇的學習信

心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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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張投影片（6:15-6:30） 

馬太向小勇的班主任（王老師）請教如何能夠幫助小勇。王老師向馬太介紹「及早識別和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第二十二張投影片（6:31-7:59） 

顯示及簡介整個「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的工作流程。 

 

第二十三張投影片（8:00-8:26） 

顯示及介紹學校團隊（學生支援小組）的組織架構，學生支援小組會全面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家長更是學生支援小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第二十四張投影片（8:27-9:03） 

顯示及介紹教育局就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三層支援模式。 

 

第二十五張投影片（9:04-9:49） 

顯示校本支援計劃服務的三層支援模式。學校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服務會因應學生的需要分為

三個層級，並介紹三層支援模式的內容。 

 

第二十六張投影片（9:50-10:05） 

在整個及早識別和輔導工作上，家長的參與是十分重要，要共同努力才能教好我們的學生。 

 

第二十七張投影片（10:06-10:29） 

顯示大部分學校都設有家長學堂，目的是加強家長對督導子女完成功課的信心及技巧，及加深

家長了解子女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 

 

第二十八張投影片（10:30-10:42） 

指出小一班主任會推薦及致電邀請有需要的家庭參與家長學堂，家長學堂的課程會分期進行。 

 

第二十九張投影片（10:43-10:55） 

顯示家長學堂的課程內容，包括：「小一適應」、「功課指導技巧」、「親子學習活動」、「溫習方

法」。 

 

第三十張及第三十一張投影片（10:56-11:43） 

顯示了四位家長完成家長學堂活動後的心聲。 

 

第三十二張及第三十三張投影片（11:44-12:24） 

顯示孩子經過及早輔導後出現了正面的改變。 

 

第三十四張投影片（12:25-12:46） 

馬太參加了家長學堂後，開始跟從老師提出的方法教導小勇，訓練小勇認讀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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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張投影片（12:47-13:04） 

經過及早輔導後，小勇對學習慢慢回復信心，不再害怕做功課，主動跟同學打招呼，每天在家

會與媽媽一起讀圖書。 

 

第三十六張投影片（13:05-13:19） 

馬先生和馬太見到小勇逐步改善都大感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