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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情（第六期）： 跨越聽障 共享融情（第一部份）》視像文字稿 

《融情（第六期（第一部份））》由 27 張投影片及一套錄像組成，內容主要是透過一名聽

障學生劉同學的經歷，指出聽障學生在學校可能面對的問題，並介紹教育局和學校所提供

的相關服務和校本支援措施。以下是投影片和錄像的內容大意。 

第一張投影片（0:01 - 0:03）: 

顯示融情第六期的主題：《跨越聽障 共享融情》。 

  

第二張投影片（0:04 - 0:12）: 

簡介中一學生劉同學的聽障程度和在升中後所面對的問題。  

錄像內容大意如下： 

0:13 - 0:50： 劉同學在上學途中認識了兩位新同學 — 靜香和 E 神。 

0:51 - 1:08 ：上中文課時，E 神協助劉同學學習。 

1:09 - 1:22 ：上體育課時，教師向學生講解有關羽毛球的知識，然而劉同學似乎聽不清楚

教學內容。  

 

第三張投影片（1:23 - 1:30）: 

顯示三位聽障學生的家長在前往參加學校座談會途中進行對話。 

  

第四張投影片（1:31 - 1:40）: 

顯示有一位家長為其聽障女兒升讀小一感到擔心，希望得悉學校及教育局有否為聽障學

生提供支援。 

 

第五張投影片（1:41 - 2:07）: 

另一位家長分享其幼子去年入讀小一時的學習經歷：他的幼子是一名聽障學生，學校和

教育局均有為其提供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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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至第七張投影片（2:08 - 2:47）: 

家長繼續分享關於其長子的學習經歷：他的長子有嚴重聽障。在升中學時，其所就讀的

小學在徵得家長同意後把學生的聽力資料和相關的學習支援紀錄轉交中學，讓中學能夠

為其長子及早提供適切的支援。 家長表示兒子已經學會接納其聽障，而教師亦在座位安

排和使用無線調頻系統方面為他提供支援，提升語音接收的效能。 

 

第八張投影片（2:48 - 3:15）: 

教育局建議普通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會成立

「學生支援小組」（現稱「學生支援組」）和透過「三層支援模式」來照顧學生的個別

差異。 

 

第九及第十張投影片（3:16 - 4:13）: 

介紹「學生支援小組」（現稱「學生支援組」）的功能，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

提供的支援。 

 

第十一張投影片（4:14 - 4:20）: 

家長表示以往教育局之聽覺組會為聽障學生提供服務，然而現時似乎沒有此服務。 

 

第十二張投影片（4:21 - 4:37）: 

另一位家長解釋教育局重組架構後，由言語及聽覺服務組負責統籌聽障學生的服務。 

(教育局於 2020 年 9 月再次重組架構，成立了教育聽力服務組，繼續為聽障學生提供所需

服務。)  

 

第十三張投影片（4:38 - 4:42 ）: 

家長表示教育局人員似乎不像以往搬會到學校探訪聽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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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張投影片（4:43 - 5:09）: 

另一位家長建議，如遇到問題和困難可先與教師聯絡，並指出教育局人員會定期訪校，

為學校人員提供專業支援。  

 

第十五至十六張投影片（5:10 - 5:59）: 

指出學校應建立共融文化，制定校本政策和支援措施，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另外，教育局亦會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和專業支援， 專責人員亦會定期探訪學校，為學

校人員提供專業意見。 

 

第十七至十九張投影片（6:00 - 7:37）: 

介紹言語及聽覺服務組的工作，及為聽障學生所提供的支援。 

 

第二十張投影片（7:38 - 7:42）: 

家長表示擔心教師不懂得教導聽障學生。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張投影片（7:43 - 8:50）: 

介紹教育局於 2007/08 學年所制定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及相關要求。  

 

第二十三張投影片（8:51 - 9:39）: 

介紹言語及聽覺服務組所舉辦的工作坊和研討會。 

 

第二十四張投影片（9:40 - 9:50）: 

家長想了解教育局可會為他們提供有關支援聽障子女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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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至二十六張投影片（9:51 - 10:43）: 

介紹教育局為家長編制的資料單張，以及教育局與衞生署及香港電台共同製作的電視節

目「天下父母心」，並顯示相關網址。  

 

第二十七張投影片（10:44 - 10:56）: 

家長表示曾經參加教育局為升讀小一和中一的學生及其家長所舉辦的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