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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  

 

  政府采用「双轨制」推行特殊教育，有较严重或多重残疾的学生，教育局会

根据专家的评估和建议，在家长的同意下，转介他们入读特殊学校，以便接受加

强支援服务。同时，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政策，让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入

读普通学校。现时，普通学校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主要分为九类，包括智力障碍

（智障）、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精神病、特殊学习困难、肢体伤

残、视觉障碍（视障）、听力障碍（听障）及言语障碍（语障）。  

 

  教育局鼓励普通学校推行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秉持「及早识别」、「及

早支援」、「全校参与」、「家校合作」和「跨界别协作」五个基本原则，在文

化、政策及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并成立学生支援组，推动所有教师采用三层支

援模式 1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从而帮助他们克服限制和困难，使学生达

到能力可及的学习水平，并促进他们在成长阶段发展潜能，逐步成为独立、有自

学和适应能力的人，迎接人生挑战。  

 

及早识别和支援  

 

  为使普通小学及早掌握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情况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支

援，教育局与社会福利署、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设有资料传递机制，确保有特殊

需要的学前儿童的评估资料及进展报告能适时传递给他们升读的小学，让小学

能及早知悉他们的特殊需要和提供支援。教育局亦在全港小学推行「及早识别和

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计划」，帮助教师及早识别和支援有学习困难的小一

学生。此外，教育局设有机制分别协助小学及中学把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资料

转交他们升读的中学及专上院校／相关机构（院校／机构），让中学及院校／机

构继续为有关学生提供合适的支援。  

 

额外资源  

 

  教育局一直为公营普通学校提供额外资源、专业支援和教师培训，协助学校

推行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由 2019/20 学年起，所有公营普通中、小学皆会按

                                                      
1
 第一层支援是及早识别，并透过优化课堂教学，及早照顾所有学生的不同学习及适应需要，
包括有轻微或短暂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安排额外支援／提供「增补」辅导
予有持续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例如小组学习、课后辅导和抽离式辅导；第三层支援是为
有持续及严重学习或适应困难的学生提供个别化的加强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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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校内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及他们所需的支援程度获发「学习支援津

贴」，该津贴如达到特定指标，学校可获转换或提供职衔为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

师的常额教师职位。此外，学校还会按个别情况获发「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

生支援津贴」、「加强支援津贴」及「增补基金」等。学校须按照有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的支援需要，整体和灵活地结合和运用所得的额外资源，包括聘请教师、

教学助理或外购专业服务，务求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援。  

 

专业支援  

 

  由 2016/17 学年起，所有公营普通中、小学皆获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务」。

该服务涵盖补救性、预防性及发展性工作，在学校系统、教师支援及学生支援层

面加强学校照顾学生不同教育需要的能力。教育局亦在取录较多有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的学校，逐步推行「优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务」，为这些学校提供更多的支

援。  

 

  由 2019/20 学年起，教育局为全港公营普通中、小学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统筹

主任（统筹主任）。统筹主任带领学生支援组，策划、统筹和推动全校参与模式

融合教育。对于取录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校，统筹主任的职级获提升至

晋升职级（即小学的小学学位教师或中学的高级学位教师），让他们更有效地发

挥领导、管理及统筹的角色。  

 

由同一学年起，教育局分阶段在公营普通学校推行「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

务」，开设校本言语治疗师职位，让学校组成群组聘请校本言语治疗师，为有言

语障碍的学生提供更稳定、持续、多元和密集的校本言语治疗服务，协助他们及

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发展言语、语言、沟通及与语言相关的学习能力。  

 

  教育局一直提供额外资源给视障儿童学校和听障儿童学校，由该两类别学

校的资源教师到访普通学校及特殊学校分别支援有视障和有听障的学生，并为

学校提供专业咨商及教师培训。另一方面，教育局亦为有听障而须佩戴助听器的

学生提供助听器及相关服务。  

 

  为促进专业交流以照顾不同需要的学生，教育局推行「学校伙伴计划」，邀

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特殊学校成为特殊学校暨资源中心（资源中心），为

普通学校提供支援，包括举办主题工作坊、开放课堂，以及为有智障兼有严重适

应困难的学生提供短期暂讀计划，资源中心亦会向普通学校提供建议及分享经

验，协助学校提升支援这些学生的成效。  

 

教师培训  

 

  由 2007/08 学年起，教育局为在职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基础、高级及专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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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课程），并订定培训目标。为提升学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成效，我们期望学

校有系统地安排教师接受培训，协助教师掌握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专业

能力。除了三层课程外，教育局亦因应融合教育的发展步伐及教师的培训需要，

举办不同类型的特殊教育培训课程，例如为尚未接受相关培训的统筹主任安排

的「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专业培训课程」。此外，教育局每学年会为教师提供

各类培训活动，例如专题讲座、研讨会、经验分享会和工作坊等，分享照顾有特

殊教育需要学生的良好经验，并提供最新资讯。为使准教师掌握照顾有特殊教育

需要学生的知识和技巧，本地的师资培训大学亦已在教师职前培训课程中，加入

与特殊教育或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相关的元素，以便他们成为教师后，能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教学资源及家长资讯   

 

  教育局编制了《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运作指南》，就学校照顾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学生，提供指导原则和切实可行的方法。教育局并透过跨界别协作，与大

专院校硏发评估工具和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套，供学校使用。另一方面，为协助家

长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教育局亦编制了《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家长

篇》、《有特殊教育需要小一学生家长资料便览》、《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

难的小一学生》单张及一系列有关培育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单张，并制作

了网上期刊「融情」及一系列名为「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工作之日常」的短

片，向家长及公众人士阐述有关特殊教育的资讯及推广融合教育的经验。  

 

  教育局设立了「融情‧特教」（SENSE）资讯网站（ https://sense.edb.gov.hk/），

介绍融合教育的政策、措施和资源，并载有学校的实践经验分享等资讯，进一步

方便学校、家长及公众取得有关融合教育的最新资讯及网上资源，以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学生。当中的「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乐在家、网学易」系列，

为家长和教师提供有用资源，引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家持续学习，掌握更

多学习及社交适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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