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分層教學
優化課堂教學

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2020/21 學年區本專業網絡活動

1

教育局

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

2020年12月



活動
1. 重溫潛在發展區 (Zone of  Prox imal  Development)             

應用框架的要點

2. 分享校本實踐經驗

3. 評估及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4. 討論及分享

5.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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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潛在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應用框架的要點



過難

過易

潛在發展區
(ZPD)

能力水平

提供支架

及協助
1

協助學生內化3

提供鞏固練習

2

挑戰

程度

高
低
低

建構知識的
步驟

1. 提供支架及協助

2. 提供鞏固練習

3. 協助學生內化

高

潛在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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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已實踐的「潛在發展區」應用框架及相關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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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潛在發展區」
應用框架工作紙



2. 校本實踐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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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學校分享時，請：

1) 找出學校分享的三個亮點

2) 反思可嘗試應用於你學校的策略



討論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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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分鐘分享成果
請各組員用約2分鐘，於組內與組員分享一下實踐分層教學的過程/
成效/感受/成功之處/困難/解決方法等。

2) 十五分鐘智囊團
全組就以下各項進行反思：
闡述不同科目（中/英/數）進行分層教學時要留意的事項
在推行分層教學時，統籌主任的最大發揮是……（反思統籌主任的
角色與介入）

3) 三分鐘滙報



3.評估及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討論活動：

分享學校檢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學習進度的

機制／現行做法

•檢視的對象/對象學生的數目

•評估範疇

•收集數據的類型，評估方法

•所需的資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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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估及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3.1 資源配置及管理

3.2 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重要性

3.4 協助學生自我檢視有效的學習方法

3.5 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機制

3.3 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統籌主任的角色及發展步驟：

1. 資源配置及管理：策略性地策劃每個年度的資

源配置，並作有效管理

2. 選取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的工具：為有需要的

學生發展個別化的學習計劃及相關量度工具

3. 跟進學生學習進度：制定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

機制 10

3.評估及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3.1資源配置及管理

統籌主任須確保：

•支援措施是實證為本的

•已記錄學生的基線、預期成果及實際成果

•已提供的支援措施

•已有監察學習進度的質性及量性方法

•定期監察學習進度

•學生獲額外支援的技巧能應用於日常學習

•有效收集及分析學習進度的資料 11



3.2 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重要性

•適時調整學習內容及支援方法

•協助學生於小步子的學習中獲得成功的經驗

•從不同持份者收集數據及想法

•調節不同持份者對學生學習進度的期望

•有效管理及配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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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主任，你做得到﹗

「統籌主任在協助校內學生表達意見方面起牽頭

作用，並積極推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參與討

論其學習情況和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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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期終評估報告(2018年12月)，第5頁 (1.3.5)。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o-
support/senco/executive_summary_c.pdf



14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https://edb.gov.hk/en/edu-

system/special/support/ws

a/pro-

support/senco/senco_man

ual.html

重點參考：

• C h a p t e r  7  P r o v i s i o n  M a p p i n g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C h a p t e r  8  S t u d e n t  P r o g r e s s  M e e t i n g

• P r a c t i c a l  To o l s  8 . 1 - 8 . 7  ( S t u d e n t  

P r o g r e s s  M e e t i n g )

• P r a c t i c a l  To o l s  9 . 3 - 9 . 4 ( I n c l u s i o n  

Te a c h i n g  / L e a r n i n g  C h e c k l i s t )

3.3 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https://edb.gov.hk/en/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o-support/senco/senco_manu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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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度

特殊教育需要籌主任

• 資源配置圖表
若學生有在課外接受輔導，
在全校資源配置圖表中會如
何顯示進度？

學生

家長

透過結構性的聆聽式對話，
運用一頁檔案所獲得的家長
意見和經驗。
從家長眼中看到的學生進度
是甚麼？為何有這樣的想法？

• 一頁檔案
• 以人為本學習計劃
• 我的進度小冊子
• 其他

教師

• 測驗
• 觀察
• 家課
• 課堂上的回應
• 書本上的堂課
• 其他

從多方途徑取得資料，互相驗證：

學生進度會議



3.3 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學生進度會議計劃表 (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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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任教老師開會的
基本資料
注意會議不要在年終
才作總結性檢視，當
發現學生對支援沒有
反應，持續沒有進步，
便應作出檢討。

2020年11月20日

任教3D班的中文及英文老師

與科主任有共識後，親見邀請他們

放學後，約1小時

(完成後填寫)

陳大明

1月10日

2011年
• 默書、測驗成績

• 堂課及功課表現 • 教師對學生於課堂
表現的觀察，包括
學習動機及態度

• 一頁檔案
• 面談
• 問卷

• 出席記錄
• 學生於支援小組的
表現 (與同組比較)

• 負責小組教師
的觀察

• 家長訪談 / 一頁檔案

• 班主任訪談

(總結不同持份者所提供
的數據及意見，分析學生
未能有進展的成因及改善
方法，共同訂定短期目標)

• 與相關持份者溝通
• 檢視短期目標是否
達成

• 約會下次會議日期

2. 持續沒有進步
的學生的基本資料

3. 從不同持份取得
量性及質性的資料

• 教師
• 學生
• 家長

4. 統籌主任參考資
源配置表，綜合及

分析資料

5. 透過與教師進行
「學生進度會議」
• 分析問題
• 商議改善方法
• 共同訂定短期目標

6. 學習進度會議須
進行兩次，才有效檢視
及對比支援成效。

Student Progress Meeting Planner



學生進度會議討論甚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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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 請參考「學生進度會議提示表」(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2)

合理的調適

學生的看法和經驗

觀察教師的經驗

改善的方案

家長的看法和經驗

教學助理的支援教師的信心或知識背景

SENCO Surgeries

額外的評估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

提供支援的記錄 課堂研究

學生學習的評審

鷹架

與朋輩的比較 出席記錄顯示進度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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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小步子追蹤進度計劃表﹙一﹚(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3)

筆劃80%正確 作文串字80%正確 對小組習作有貢獻 堂上答對問題 能獨立寫作 家課80%正確 測驗取得80%分數

文法

書寫速度

串字

詞彙

計劃及組織 資料回想

句子結構

內容

小手肌技巧

寫作

1.2.18

14.2.18

24.2.18

句子回想

﹙三個字﹚

句子回想

﹙四個字﹚

句子回想

﹙七個字﹚

即時回想

讀出及寫出

寫出

告訴教學助理

告訴教學助理

告訴其他組員

能回想起

七個字組

成的句子

口頭作答

和默書

27.1.18

開始

能常規地

做到在堂

課簿上默

寫七個字

組成的短

句

提供額外的

思考時間

進行寫作時

教學助理提

供十五分鐘

的協助

運用手指協

助加強記憶

的技巧，每

日進行口頭

的句子回想

練習

1.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
要訂定短期學習目標
注意目標應是可量度
或能透過觀察所得

2. 進行一個短期（如：
三星期）的進度檢視
追蹤學習進度
展示出每次檢視的關
注點以及具體的檢視
方法 陳大明

3. 分析完成目標所需
的能力
透過分析完成目標所
需要的能力，針對學
生的弱項進行支援

4. 記錄給予學生的支援
措施及相關成效
記錄及檢視各項調適、
協助及支援措施所帶來
的成效，並以此安排下
一步的行動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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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小步子追蹤進度計劃表﹙二﹚(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4)

英文寫作

詞彙

串字

書寫

速度

在教學

助理協

助和賽

外的時

間下，

完成一

篇文章

寫作

在文章中

能運用三

個本周或

上周學會

的新詞彙。

在沒有

教學助

理協助

下，在

課堂時

間內獨

自完成

一篇文

章寫作

文章中串

錯的字在

五個以內。

在教學助

理協助下，

在課堂時

間內完成

一篇文章

寫作

在文章中

能運用五

個本周或

上周學會

的新詞彙。

文章中串

錯的字在

三個以內。

4. 按學生的能力及檢討
的結果調整進度指標
與學生一同記錄起初的
程度，並在每次的檢討
中按學生的進度調整指
標的位置

1.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
要訂定一個關注範疇

3. 按持份者的意見安排
小步子的目標
與學生一同訂立小步子
的目標，逐步取得學習
成果

2. 記錄不同持份者的
意見，並以此調整支
援措施
記錄學生本人或由教
師及家長觀察所得的
情況，針對學生的弱
項安排支援措施

在文章寫作

時，有時會

需要更多協

助。

較難獨自在

課堂內完成

文章，詞彙

較少，亦較

常有錯別字。

在家進行寫

作練習時較

抗拒，認為

無從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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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我的進度小冊子(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7)

文章尚算通順，當中

的字正確並能讓老師

看清楚。

能在教學助理的協助

下用一個課節寫出一

篇文章。

我感到寫作的能力有

所提升。

他認為我對寫作更有

信心。

嘗試在漸漸減少教學

助理的協作下寫出文

章。
寫出完整的文章。

書寫的速度提升了一

點。

我能夠：我正在努力做：我很高興的是：我的朋友說：

陳大明

按學生本人的認知和觀
感去記錄自己的進度
透過自身的反思和朋輩
的說法，讓學生認清自
己的進度和對自己的學
習成果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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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檢視學生學習進度的工具
•「我做得到」聲明( The SENCO Manual 實用工具8.5)

每堂10次我能夠減少上課時大聲說話的次數。

我能夠更快速地運用方程式計算出一元二次方

程的題目。

我能夠在全班同學面前作中文口頭報告。

每堂8次 口

不敢在全班

面前開口
能以中文報

告一分鐘
報

約15分鐘

完成一題

約7分鐘

完成一題
堂

1.與學生一同訂定一
些具體的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按現時學生
的能力去區分發展階
段，可按階段的提升
讓學生得悉自己的具
體進度

2. 比較教學前後的情況
以檢示成效

3. 按下方的編號表表示
教師評估該項學習目標
的方式



• 讓學生有機會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後設認知及自我調節

• 教師運用提問，引導學生反思學習過程

• 「融合學習量表（學生）」

22

3.4 協助學生自我檢視有效的學習方法



融合教與學策略的配合使用

23

融合教學量表 (教師)

Inclusion Teaching Checklist (Teacher)

1.全班(15項)
2.獨立及小組活
動(39項)

融合學習量表(學生)

Inclusion Learning Checklist (Student)

1.全班(11項)
2.獨立及小組
活動(2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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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與學策略的配合使用

從學生角度反思：適當及安全的學習環境
1. 我可以獲得有助我輕鬆作出計劃的資源。

2. 我可以坐在適合的地方。

15. 老師容許我犯錯，而有人會幫助我計劃下一步。

17. 我可以利用記事貼、螢光筆和其他工具來幫助思考、計劃和行事。

19. 我可以利用卡片或其他物件來回答問題，而不用經常使用文字表達。

23. 老師准許我運用記事板、筆記本或用耳筒聆聽提示，來幫助我記住我需要做的事情。

25. 我可以坐在寧靜和沒有噪音的地方。

30. 我有需要時能用手提或平板電腦把構思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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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與學策略的配合使用

從學生角度反思：視像化的學習工具

5.有視像化的時間表來提醒我接下來的活動。

6.有視像化的計劃表來幫助我組織和計劃工作。

20.我可以利用故事板、寫作框架或腦圖來幫助我構思。

22.我有視像化的計劃表，來幫助我由思考活動進入實踐的階段。

26.我有詞彙圖和視像化的計劃表來幫助我獨立工作。



3.5 建立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機制

學生層面 –定期及/或按需要檢視學生進展

26

為個別學生作檢討: 為每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檢
討為其提供的支援服務的成效。

• 誰會參與檢討？

• 你會根據哪些資料/數據作檢討？



3.5 建立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機制

學校層面 –進展性檢討

27

檢討學校在政策、文化與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靈
活運用校內資源，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及早識別
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效。

• 誰會參與檢討？

• 你會根據哪些資料/數據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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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機制



小組討論
試運用上述（投影片19至29）所介紹取自The SENCO Manual

的工具，為一些學習進度停滯不前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A 及學

生B設計出檢視學生進度的方案。

• 誰的學習進度停滯不前？

• 何時進行檢視時間？誰會受到邀請？

• 你會收集甚麼量性及質性的數據？如何收集？

• 你可以安排學習進度會議嗎？如否，可如何補救？

• 如何調整資源配置，以符合學生所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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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參與，五月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