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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考試安排的理念

• 根據平等機會的原則，學校應確保考核機制能公平地對待
所有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如因其能力的缺損而出現功能限制，
在考試時未能如其他學生一樣有同等的機會展現他們的能
力，以致考試表現受到一定程度的影響，學校便須為他們
提供特別考試安排，使他們得到公平的評核。

(P.5,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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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考試安排的原則 (一)

• 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的需要而提供適當
的特別考試安排

• 並非全部有SEN的學生皆需要特別考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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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需要
(SEN)

功能
限制

(Functional 

Limitations)

影響學生在
評核中

同等地展現
能力的機會

考慮為學生
提供

特別考試安排

原則一：需要



特別考試安排的原則 (二)

合宜的評估調適：

能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考試過程中減輕或移除
其功能限制所帶來的影響，讓他們有同等的機會展示其
知識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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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
移除限制



特別考試安排的原則 (三)

合宜的評估調適：

• 不會改變評估的性質或內容

• 不會對其他學生構成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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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三：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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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考試安排政策太
鬆

太
緊

• 對一般同學不公平
• 對有SEN同學不公平
• 未能展現學生應有的

知識和技能



特別考試安排的原則(四)

• 所有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應盡量參與
評估

• 因能力的嚴重缺損而無法應考某些科目或某些科目
的某些部分的學生，學校可能需要考慮豁免他們應
考部分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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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四：
盡量參與



特別考試安排

試題的呈現方式

與較熟悉的同學同組(小組討論)

考試場地內的特別安排

對公平

原則

的影響

所需的
佐証
要求

提醒專注作答

中途休息時段

豁免

代筆 / 語音輸入文字軟件

讀卷 / 電腦讀屏器

延長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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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愈涉及公平性的問題，所需的理據愈強。



衡量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的：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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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類別/ 
缺損的能力

表現 合理的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考試
安排的效用

特別考試
安排是否適合？

特殊學習困難/
在讀寫方面的
語言認知能力
有缺損

• 學生的讀寫能力有
顯著困難，以致在
理解文字資料及書
面表達有顯著困難

• 往往未能於一般時
限內完成日常課業
及測考

• 延長考試時間
﹙參考教育心理學家EP/
臨床心理學家CP的建議﹚

• 學生善用了延
長考試時間的
安排完成題目

• 延長考試時間
能幫助學生展
現他的能力



衡量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的：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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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類別/ 
缺損的能力

表現 合理的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考試
安排的效用

特別考試
安排是否適合？

特殊學習困難/
在讀寫方面的
語言認知能力
有缺損

• 學生的讀寫能力有
顯著困難，以致在
理解文字資料及書
面表達有顯著困難

• 往往未能於一般時
限內完成日常課業
及測考

• 延長考試時間
﹙參考教育心理學家EP/
臨床心理學家CP的建議﹚

• 學生善用了延
長考試時間的
安排完成題目

• 延長考試時間
能幫助學生展
現他的能力

原則二：
移除限制

原則一：
需要

是



衡量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的：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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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類別/ 
缺損的能力

表現 合理的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考試
安排的效用

特別考試
安排是否適合？

特殊學習困難/
在讀寫方面的
語言認知能力
有所缺損

• 學生的讀寫能力有顯
著困難

• 閱讀能力非常低弱，
以致在閱讀文字資料
時有極大困難

• 延長考試時間

• 在指定試卷有讀卷
的安排 (非語文科)
﹙參考EP/CP的建議﹚

• 學生能善用部
分的延長考試
時間，以完成
試卷

• 學生表示自己
能閱讀大部份
題目，讀卷安
排反而影響他
作答速度



衡量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的：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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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類別/ 
缺損的能力

表現 合理的
特別考試安排

特別考試
安排的效用

特別考試
安排是否適合？

特殊學習困難/
在讀寫方面的
語言認知能力
有所缺損

• 學的讀寫能力有顯著
困難

• 閱讀能力非常低弱，
以致在閱讀文字資料
時有極大困難

• 延長考試時間 學生能善用部分
的延長考試時間，
以完成試卷

• 在指定試卷有讀卷
的安排

(非語文科)
﹙參考EP/CP的建議﹚

學生認為自己能
閱讀大部份題目，
讀卷安排反而影
響他作答速度。
學校最後提供查
問字詞讀音安排原則三：

公平性

原則一：
需要

原則二：
移除限制

否

是



特別考試安排的校本處理機制

• 整體考慮為個別學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佐證，以決定
特別安排的種類和程度，例如：

• 專家的診斷／評估報告

• 學校觀察記錄

• 學生日常表現的困難

• 家長、教師和學生的意見

• 以往對學生有效的特別考試安排

• 學生支援小組應邀請家長、學生、科任教師及有關專業
人員商議合適的安排，並記錄議決及保留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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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考試安排的校本處理機制

• 在實施特別考試安排後，檢討特別考試安排的成效
和需要，例如：

• 由監考教師觀察學生的應試表現和作答情況

• 分數的增加

• 作答的篇幅

• 作答的質素

• 學生在考試時的參與程度

• 學生的觀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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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成效記錄表（供參考用）



特別考試安排的校本處理機制

• 學校應持續檢視個別學生的特別考試安排的成效和
需要，例如：

• 於學生由初小學升上高小時，檢視相關安排是否需要持
續或修訂

• 於年終檢討時，檢視相關安排的效能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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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考試安排的校本處理機制

• 確保全體教職員及輔導人員對「特別考試安排」的
理念、原則和政策有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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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
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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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e.pdf


參考資料

《常見問題 ：有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特別考試

安排》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
education/learning-and-teaching/sea_faq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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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learning-and-teaching/sea_faq_c.pdf


參考資料 –網站路徑

• 教育局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站 (SENSE)

> 融合教育 > 指引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
education/guidel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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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html


如何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或
有自閉症的學生

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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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閉症的學生的

特別考試安排



有什麼特別考試安排可以幫助有自閉症

的學生減輕或移除其功能限制所帶來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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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

功能限制

合理的

特別考試安排



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1) • 難於適應新
環境

• 處事缺乏彈
性

• 未能適應陌生的考試場地

• 未能適應在不同的場地考
試

• 面對不熟悉的監考老師感
到焦慮

• 安排在固定及熟
悉的考試場地應
試

• 安排熟悉該生的
教師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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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2)  感官方面的
問題

 對某些事物
有特殊的恐
懼

 刻板行為

 對考試場地某些環境刺激
有特殊反應

 未能按一般試場要求應考，
如：保持安靜及安坐

 按學生需要，安排特別
座位或抽離於特別場地考
試

例如：

 遠離擴音器

 較少干擾的場地

 特別燈光

 容許學生發出聲音而不
會騷擾其他考生的場地

 讓學生有較大的活動空
間



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
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3) 小肌肉協調和
控制能力弱

 因顯著的小肌肉協調
和控制問題而字體偏
大、超出答題簿的行
距空間等

 容許學生隔行書寫
答案

 或採用行距較寬的
答題紙 / 較寬的答
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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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
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4) • 做事欠缺彈性

• 固執的工作習慣

• 時間概念薄弱

• 容易受環境影響
或因自我沉醉而
分心

• 因做事方法欠彈性而拖
延答卷時間

• 不懂分配時間

• 受環境影響或因自我沉
醉分心，而未能集中注
意力答卷

給予提醒:
• 以簡單、直接和清

晰的方式複述指示

• 提醒考生專心作答

• 當學生因固執行為
影響評估表現時，
作出合適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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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
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5) • 未能長時間持續
地專注

• 進行手眼協調的
工作時較容易疲
累，影響持續專
注的能力

• 應考較長時間的考卷時，
容易疲累

• 未能長時間持續專注地
答卷

給予短暫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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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6) •社交及溝通力弱

•應變力弱

•欠缺靈活性

小組討論時:

• 面對不熟悉的組員時會怯
於說話

• 當其他同學的回應或表現
不在其意料之中時，學生
的作答表現受嚴重影響

• 可能引起其他考生的不恰
當回應或情緒，因而影響
有自閉症學生或其他考生
的表現

在說話考試安排較熟悉
的同學或非考生一起進
行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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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
限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7) • 思考欠流暢

• 做事缺乏彈性

• 固執的工作習慣

• 處理語言訊息較弱

• 規劃能力弱

• 小肌肉協調和控制
能力弱

• 因此等問題而未能於
時限內完成作答

• 或因須遷就作答時限
而縮短作答篇幅/ 影
響作答的質素

• 延長考試時間

• （注意：此安排只
適用於小部分有自
閉症的學生。如學
校考慮為學生提供
此安排，應要有充
分的理據及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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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缺損 與考核相關的功能
限制

合理的特別
考試安排

(8) • 嚴重語言障礙

• 在社交情境出現
嚴重的焦慮

• 學生因這些嚴重困難
而未能進行說話考試

• 豁免應考說話考試
的全部或部分的項
目

(此安排只適用於小部
分自閉症學生，採用
此安排前須有相關專
業人士的相關評估數
據/ 資料支持)

注意事項:建議學校安排學生如常參與說話考試及日常訓練，但相
關分數不計入成績紀錄，以繼續給予學習的機會



如何為有自閉症的學生

選擇合適的特別考試安排?



參考資料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
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
tegrated-
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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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先考慮及試行

一般的特別考試安排

之後，有需要才考慮
及試行特殊的特別考

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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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一般特別考試安排的佐證

日常觀察：

例子:

• 學生未能適應陌生的應試環境，有焦慮的情緒反應或特殊行為

• 學生字體過大，時常超出作業的行距空間

• 學校提供觀察記錄，顯示學生在日常課堂或過往考試因時間概
念薄弱、容易受環境影響而分心、欠彈性或固執的工作習慣而
影響答題

• 學校提供觀察記錄，顯示學生未能持續專注而影響表現

訪問學生：

• 例子: 為何你考試時好像未能專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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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考老師的觀察，例如:

• 應試時情緒較穩定，表現較少刻板行為，作答

更順暢，及能較專注。

2. 評卷老師的觀察，例如:

• 容許學生隔行書寫答案或採用行距較寬的答題

紙後，學生作答題時較順暢，能作答更多的題

目，作答的篇幅較長或字體較易辨認。

3. 學生本人對這安排的正面觀感

4. 檢視學生在此安排下，分數上的增加

確定安排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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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考試時間: 確定該項安排的效用

• 學生能妥善利用獲延長的考試時間，例如在獲延
長的考試時間內作答的部分獲得額外的分數，或
學生嘗試作答更多的題目，或作答的篇幅較長

• 學生本人對這安排的正面觀感

(在延長時段內作答的部分，請學生以另一種顏色
的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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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示例 I

個案背景:

• 就讀小三

• 於幼童期確診為有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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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處事固執，在考試時常常改正自己認為不
夠端正的筆畫而擦掉整個字重寫

• 他在答卷時堅持依題號順序作答，遇上不懂的
題目時會不知所措，而不會先做其他的題目

• 這些欠缺彈性的工作模式時常令學生未能在限
時內完成試卷 46



• 在課堂中，老師表示如果給予學生多些時間做
堂課，他仍會因為要不斷改正自己的字體而未
能完成課業，甚至因此而發脾氣

• 如果老師提醒他繼續工作，字體寫得不太完美
不要緊，他能在較合理的時間內完成課業 47



• 學生支援組安排老師在考試時給予學生提醒，
指示學生不用執著字體的外觀，以及跳過不懂
做的題目

48



• 監考老師觀察:

• 學生願意跟從指示，並能回答更多題目

• 學生觀感:

• 學生表示老師的提醒對他有幫助 49



» 學生支援組嘗試在考試後讓他做尚未完成的部分
» 發現學生未能回答更多的題目
» 學生意見: 學生也表示他其實並不會做那些尚未完成的題目
» 學生支援組決定不安排加時，但繼續在考試時給予提醒

如果…學生仍然未能完成考卷



個案示例 II

• 小五，確診有自閉症的學生

• 不同科目的老師發現學生每次考試及測驗都未能完成試卷
• 反應較慢，於一般對答時，比同齡的朋輩需要多些時間思考
• 她對一些需要文字處理的工作感到困難，朗讀速度也較慢
• 在閱讀題目及文章時，學生需要較長時間反覆閱讀才能理解內容
• 老師發現如學生自己大聲朗讀，能有助她理解內容，但考試時在課室朗讀會

影響其他同學。
• 老師發現如果給予學生額外的時間做日常的課業，她的表現能與一般同學相

若 51



• 學生支援小組在考
試時嘗試讓學生在
獨立考室應考，以
便她朗讀題目

• 學生在此安排下仍
未能在限時內完成
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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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試完結後給予學生時間完成剩下的試題，
學生能答更多題目，並能得到額外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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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學生的情況諮詢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

• 教育心理學家協助學校檢視老師及家長的觀察，認為學生
的能力缺損 (思考欠流暢或處理文未語言訊息較慢)持續及
顯著地影響學生考試時的作答速度

•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學生支援組決定因應學生在處理速度
方面的問題而提供延長考試時間的安排 54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

學生的特別考試安排



I) 注意力不足

• 在考試時，容易受環境影響而分心

• 難以持久地專注作答試卷／專心聆聽訊息

• 在考試時，未有留意所餘下的作答時間

• 在作答試卷時，容易犯不小心的錯誤

56

能力缺損及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制



能力缺損及與考核相關的功能限制

II) 過度活躍 / 衝動

• 沒有足夠的耐性閱讀題目或指示／作答試卷／聆聽訊息

• 難以安坐應試，甚至騷擾他人或離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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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特別考試安排

• 安排一個免受環境干擾的座位或寧靜的考試場地／避免騷

擾到別人的座位或考試場地

• 在較長的考試時段中，給予學生短暫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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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特別考試安排

• 給予提醒， 例如：

- 學生在考試中表現分心，可輕拍桌面，以提醒學生專注作答

- 在考試中，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提醒學生所餘下的作答時間

- 提醒學生小心閱讀題目及核對答案

- 在進行說話考試時為學生重複指示或題目

59



參考資料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校內考
試特別安排 》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
tegrated-
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29-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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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慮及試行

一般的特別考試安排

之後，有需要才考慮
及試行特殊的特別考

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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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背景：

• 就讀小四

• 於小二確診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62

個案示例 3



日常觀察：

• 學生課堂時難以長時間維持專注

• 經常出現發白日夢的情況

• 與其他同學相比，需要更長時間去完成堂課及作文課業

• 考試時，學生於大部分科目也未能在限時內完成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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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組給予學生

一般的特別考試安排

• 學生在一般的特別考試安排下

仍未能在限時內完成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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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較長的作答時間後

• 學生的表現較能反映他的能力水平

• 作文的文章結構亦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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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學生的情況諮詢心理學家的意見

• 心理學家協助學校檢視老師及家長的觀察，認為學生的能力
缺損（注意力持久度／規劃及組織能力）持續及顯著地影響學
生考試時的工作速度

•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學生支援組決定因應學生在工作速度方
面的問題而提供延長考試時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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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背景：

• 就讀小四

• 於小二確診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 學生定期約見精神科醫生，按指示定時服藥

•家長認為孩子很需要測考調適，包括測考加時。精神科醫生於信中建議
為學生提供測考調適，包括加時。

• 精神科醫生的建議如下：

“”Please kindly assess the child and tailor make the adjustment over examination time 
and allowance for the child.  Your support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個案分享 4



• 學生大致能跟上課堂進度

• 學生偶爾發呆，間中未能完成堂課

• 老師口頭提醒後，學生能再次專注課堂學習

• 數學科成績相對遜色

• 考試時，學生能在限時內完成大部分學科的

試卷，但他常常未能完成數學科的考試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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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支援組為學生安排免受環境干擾的座位

考試

• 監考老師於學生表現分心時輕拍桌面，以提

醒專注作答

• 監考老師定時提醒學生所餘下的作答時間及

小心覆卷

• 進行說話考試時，主考老師重複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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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考老師觀察：
◦ 在老師的口頭提醒下，學生能夠持續專注，

能在時限內完成各科試卷

◦ 在數學科考試中，學生的空白部份是因為

學生並不會做，而他亦不想嘗試完成。

• 學生觀感：
◦ 學生表示最不喜歡數學科，只要看到數學題目已感 到困難，想逃避

◦ 學生表示其他學科沒有困難，老師考試時口頭提醒有助他專注作答

學生支援組決定不安排加時，但繼續在考試時給予提醒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