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教育（中學）的實踐-
管理與領導」分享會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校長 張建新校長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杜惠明老師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李啟傑老師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全校參與模式 –正向引領攜手同行



本校基本資料
(特教生類別及支援策略)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2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特教組支援團隊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1名 SENCo

●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3名 SENSTs

● 學生輔導員3名

● 主科資源老師6名

● 其他專業人士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1名、駐校社工2名、心光支援老師2名【RSP】、

校本言語治療師【暫為外購服務】、醫教社同工）

全校參與模式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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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全校參與模式

● 校長及副校長– 制定融合教育政策，監察及協調各部門

● 特教組 –主要支援及統籌特教學生學習/成長各項事宜

● 各科組–學與教支援

● 全體教師 –各科的學與教/成長支援

● 教務組 –考試調適

● 訓輔組、社工– 情緒行為支援

● 學校行政主任、教學助理、工友– 適時提供支援

● 升就組、家教會– 生涯規劃支援

● 總務組–校園設施（無障礙）、加大檯面

上下一心，
全體支援

全校各自就其專業支援特教生，各司其職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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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全校參與模式

● 電腦組–準備考場設備

● 聯課活動組、制服團隊– 讓特教生發揮所長

● 其他專業人士（言語治療師、教育心理學家等）– 就各特定類別學生提供支援

● 同學–朋輩支援

➢ 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

上下一心，
全體支援

全校各自就其專業支援特教生，各司其職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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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學與教）

● 各任教老師填寫科表，了解特教生學生需要，制定支援策略

● 任教老師提供課堂及功課調適

● 考試調適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全體老師

全校參與模式

特教組及教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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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學與教）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全校參與模式

全體老師就每位特教生
填寫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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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學與教）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全校參與模式

學生支援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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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學與教）

● 特殊教育需要資源老師（6名）

○ 由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職位分拆出來

○ 分佈於中文、英文、數學、人文科

職責：

● 支援科組，為特教生進行協作及抽離教學

● 定期出席特教組學與教會議，

匯報特教生於科目學習上的情況，並將特教組訊息帶回科組

● 與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協作，進行小組/課堂研究

● 協助有關特教生的學科支援事宜，如IEP學科支援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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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學與教）

● 恆常入班支援（協作教學、抽離教學）

○ 中文（說話及寫作支援）

○ 英文（寫作支援）

○ 數學（協作教學；讓學生跟上算術步驟）

○ 人文（協作教學）

● 午間/課後溫習小組（試前溫習）

● 課堂研究

○ 與不同科組就個別/特定類別學生進行學與教課堂研究

○ 在科組進行課堂研究，與實習EP或EP商議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

● 個別需要支援

○ 如協助統籌收集缺課同學各科功課，讓同學能在家完成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支援老師及各科資源老師

支援老師、各科老師及EP

支援老師、各科老師及教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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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支援策略（非學與教）

● 陽光傾談老師

● 各級多元學習小組（按每年學生需要）

○ 中一（適應及自理）

○ 中二至三（溝通及自信心）

○ 中四至六（生涯規劃）

● 預防性及融合教育活動

○ 彩染、園藝治療、中華文化攤位、非華語共融活動等

● 生涯規劃個別輔導

○ 中三選科、中四轉修應用學習科目、中五及中六出路輔導

● 個別需要支援

○ 轉介懷疑個案予專業人士

○ 跟進學生情緒需要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輔導員、支援老師及校外機構

特教組、教務組及升就組

相關老師、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士

全體老師（自願性質）
每位老師對應2-3位特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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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各類別學生的支援策略

● 讀寫障礙 SpLD/ 智障ID

○ 特教組與家長、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了解學生情況及收集課業

○ 將課業交予EP初步評估，與EP商議是否需安排評估

○ 課業調適、入班協作及抽離支援、小組溫習支援

○ 考試調適（如加時、語音轉換/讀屏軟件）

● 言語障礙 SLI

○ 由言語治療師提供評估及訓練、並為家長及任教老師

提供支援建議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特教組、班主任、科任老師、
家長、EP

ST、支援老師、
任教老師、家長

任教老師、支援老師、
教務組、資源老師

支援老師、教務組、電腦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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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各類別學生的支援策略

● 視障 VI

○ 參加「為視障學童提供的支援計劃」（支援計劃）

Resource Support Program (RSP)

○ 由心光學校資源老師提供支援，包括學期初到校與班主任及

科任老師商討日常支援安排，並每星期到校為學生提供訓練

● 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 /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ADHD

○ 訓輔組處理即時及緊急行為問題

○ 社工協助提供情緒管理訓練

○ 特教組及社工提供輔導及與學生商討更佳處理方法

○ 任教老師了解學生特質，提供適切支援

○ 部分情況，須尋求EP專業意見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特教組（輔導員）、班主任、
任教老師、
心光學校資源老師及社工

特教組、訓輔組、班主任、
任教老師、社工、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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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各類別學生的支援策略

● 精神病患MI

○ 特教組與家長、班主任及社工了解學生情況

○ 社工評估個案緊急程度，並了解是否需轉介至精神科

○ 部分學生參加醫教社計劃，由計劃社工/護士跟進

○ 特教組、社工、班主任及家長保持緊密聯繫

○ 特教組轉介個案予EP，EP按需要會面學生或家長提供支援

○ 如因病而有缺課情況，特教組向教務組申請豁免警告信安排

○ 如遇高風險情況，會通知全體職員提高警覺，並制定預防措施

（如轉堂交接安排、TA或工友協助搜尋學生等）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特教組、班主任、社工、
家長及醫教社

特教組、班主任、
社工、EP、家長及教務組

全體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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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各類別學生的支援策略

● 肢體殘障 PD

○ 特教組、班主任、行政主任及總務組就學生需要商談

及提供協助（檢視校內無障礙設施）

○ 特教組與家長緊密聯繫

○ 支援老師陪診，了解學生需要

○ 特教組發放消息予任教老師，了解支援安排

（如轉班房時安排輔導員協助推輪椅、走火警安排等）

○ 學生缺席時，班主任及特教組向任教老師收集學習材料

○ 就學生個別情況，特教組向教務組申請考試調適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特教組、班主任、行政主任、
總務組、教務組、任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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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Co在推行
融合教育的角色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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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統籌校本融合教育支援事宜

● 積極與各持份者溝通，了解特教生需要

（各科組/組別負責人、家長、社工、EP等）

● 帶領特教組與各科組/組別溝通，以便支援能順利進行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班/級主任會面

學與教委員會 學生支援委員會

特教組會議 特教組學與教會議

與校長/副校會面

其他專業人士會面其他校內會面

協調及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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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在校內與其他單位溝通）

● 透過學與教委員會及學生支援委員會了解學校政策，從而作出協調

○ 學與教委員會–各科教學大綱（加入支援特教生的部分）、自主互助學習、

課業調適、考調、學術比賽

○ 學生支援委員會 –大型活動安排（如同樂日加入特教組活動）、外出活動、

生涯規劃安排、訓輔情況

● 透過定期與校長及副校長會面，匯報特教組及特教生情況

○ 特教組支援安排

○ 特別個案，如MI或缺課個案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學與教委員會 學生支援委員會 與校長/副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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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確保政策能有效實施）

● 透過特教組會議了解支援策略有否有效施行

● 透過特教組學與教會議了解特教生在各科的學習情況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特教組會議 特教組學與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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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積極了解各特教生需要）

● 代堂時留意特教生需要

● 定期與班主任及級主任會面，

了解特教生情況，並提供適切支援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班/級主任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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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積極了解及跟進各特教生需要）

● 與不同持份者會面，共同制定合適的支援策略

○ 各科主任

○ 訓輔組、教務組、總務組、聯課活動組……

○ 社工

○ 家教會成員

○ 家長（按需要）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其他校內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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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與其他專業人士溝通）

● 與各專業人士溝通，以獲取相關領域專業意見

○ 心光學校資源老師及社工

○ 教育心理學家

○ 言語治療師

○ 教育局督學

○ 醫教社同工

○ 大專院校同工

● 參與校外專業領導發展課程，了解最新資訊

○ 中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2024/25學年學習圈

● 與辦學團體屬校SENCo作專業交流

●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群組統籌學校- 協助統籌行政安排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其他專業人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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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確保支援策略能有效實施）

● 確保支援能達致「策劃─推行─評估」PIE 自評循環，促進自我完善

● 學與教部分

○ 學期初 –支援計劃表

○ 學期中 –期中檢討，調整策略

○ 學期尾 –各科支援及資源老師與副校長會面，

評估成效

● 非學與教部分

○ 活動後提交活動總結表，包括成效及改善建議

● IEP

○ EP、SENCo/SENST及家長進行會面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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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確保支援策略能有效實施）

● 確保支援能達致「策劃─推行─評估」PIE 自評循環，促進自我完善

● 班主任

○ 學期尾 –與班/級主任會面或以網上檢討表

了解他們對特教組支援的滿意度

根據收集到的意見調整來年策略

● 家長

○ 學期尾 –以網上通告收集家長對特教組支援的

滿意度及意見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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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確保資料恰當使用）

● 確保資料保密及安全

○ 學生紙本保密資料，存放於學生資料檔案中（須上鎖）

○ 學生電子重要資料，電腦組已設置只供特教組成員閱覽

○ 保密資料嚴禁使用teams傳送，以免資料上載至雲端

○ 跟進個案資料只電郵通知相關老師

● 支援策略公開透明，教師能方便閱覽

○ 學生支援摘要上載於學校系統，老師能隨時閱覽

○ 學與教資源上載於學校系統，科組能適時應用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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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SENCo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SENCo工作日誌

○ 記錄每天工作

○ 容易翻查相關資料

○ 具體呈現工作情況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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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推行
融合教育的角色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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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校長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制定校本融合教育政策

● 帶領教師，確切實行融合教育全校參與模式

●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培養教師積極態度

● 宏觀平衡各科組/組別需要，監察及指示特教組處理特教生事宜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管理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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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校長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制定校本融合教育政策

○ 特教組安排

➢ SENCo課擔 12節

➢ SENST 課擔 8節（3x8=24節）

➢ 各科資源老師（擔任資源老師扣減4節課擔）

（中文及英文科各2位；數學及人文科各1位）

➢ 安排SENCo出席家教會會議

○ 預留不同日子安排與特教有關的活動

➢ 中一新生適應日、中一新生家長日

➢ 於教師發展日安排時段進行與特教有關的培訓/工作坊

➢ 校本特殊教育需要工作坊（新教師必須參加）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騰出空間照顧
特教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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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校長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培養教師積極態度

○ 自主互助學習

由中一開始便分組合作，以強帶弱，讓特教生亦能在組內貢獻

○ 擁抱AI，應用AI學習

各科運用AI作為鷹架，減低特教生的困難，增加其成功感

○ 學校核心價值理念（成長思維）

➢ 接受挑戰

➢ 持續學習

➢ 從錯誤中學習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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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校長在推行融合教育的角色

● 宏觀平衡各科組/組別需要，監察及指示特教組處理特教生事宜

○ 定期進行會議及會見各負責人

■ 與EP會面，進行年初、中期及年終服務檢討

➢ 學與教委員會會議

➢ 學生支援委員會會議

➢ 與各科主任及組別負責老師面談

➢ 觀課觀察

➢ 每年考績與教師傾談

○ 推動各組別合作

■ 特教組與訓輔組

■ 特教組與升就組

■ 特教組與家教會

■ 其他合作……

○ 授權SENCo執行融合教育工作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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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出疑問。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組

普濟勸善
To act benevolently & to teach benevolence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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