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簡報本用作2023年11月10日「為普通學校有肢體傷殘
的學生提供支援」網上分享會介紹「支援普通學校有肢
體傷殘的學生實用工具(試用版)」之用。

請留意有關實用工具的部分內容經已修訂，並已上載至
「融情‧特教」(SENSE)資訊網站（連結），學校人員
可參考此簡報以了解實用工具的使用步驟。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physical-disability/PD_Toolkit.pdf


工具介紹︰
「支援普通學校有肢體傷殘的學生
實用工具(試用版)」
2023年11月10日

教育局 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



設計理念

有肢體傷殘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教育需要。

協助學校人員從不同範疇評估有肢體傷殘的學生的需要 (如：
自我概念發展方面)，並提供一些建議，供學校釐定支援計劃

釐定支援計劃時應多考慮學生的強項

協助學校人員定期檢視給予學生的支援 From Support to Independence

從他助邁向自助

From Participation to Contribution

由參與乃至貢獻



實用工具的組成

評估支援需要 初擬支援策略 訂定支援計劃

1 2 3

填寫《需要評估問卷》 勾選《支援策略》 填寫《支援計劃表》



使用工具前的準備…

細閱工具的《使用指引》 填寫學生的背景資料



使用工具前的準備…

學生需

要評估

學校

家長學生
*自我概念*

向家長了解學生的殘
疾狀況及需要

進行學生訪談以了
解學生對自己的看

法與評價

參考相關專家報告(如：醫生/職業
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學家)

參考過去支援紀錄

老師持續觀察學生的日常表現



步驟一︰填寫需要評估問卷

綜合各持分者的意見

由學生支援組成員及熟悉學生情況
的教師共同填寫



題目設計︰正向描述學生適應良好時
的情況；沒有反向題

題目設計︰由需要較多協助/ 限
於參與  較強獨立性/ 擔當貢獻
角色



題目設計︰留意保護因素， 如：
「有利學生在學校適應的因素/

學生的強項」

總結學生在學校適應的情況



步驟二︰初擬支援策略

 參考《需要評估問卷》結果，按實際需要及校情選取《支援策略》當中合適的項目



步驟三︰訂定支援計劃

1.3 能自行移動至

課室的不同位置，

或校園內的不同場

地

 提供特別座位安
排

 確保校園設施暢
通易達

 安排學生坐近課室門口
或通道位置

 請工友在班房及學生經
常出入的學習場地加設
斜道

 安排班中友善的同學陪
同學生在上/下課及轉堂
時乘搭升降機

 各科任老師

 學生支援主任

 班主任

共同商討支援策略的具體執行細節



小強（化名）

年齡： 7 歲

班級： 小一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肢體傷殘（腦麻痺）

學生接受鼓勵，願意跟從老師指示；家庭支援足夠

肌肉控制有困難，未必可參與涉及較多肌肉協調的活動

參考資料︰《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2020年11月更新版)，附錄十一（vii）



需要評估問卷結果︰學習適應













需要評估問卷結果︰社交、情緒適應



























綜合需要評估問卷結果，

肌肉控制有困難，緊張時說話有含糊的情況，說話表達的信心較弱，影
響了課堂的參與度及與朋輩相處的信心

受活動能力限制，抄寫及自理能力較弱，有時未能跟上老師的課堂指示

參考資料︰《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2020年11月更新版)，附錄十一（vii）

支援目標2

加強學生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和信心
(能在小息時融入同學的活動)

支援目標1

加強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能力和信心
(學生上課時能跟上老師的課堂指示，
並有效參與老師設計的課堂活動)



學校決定為小強
提供IEP支援



支援策略︰學習適應











執行細節
1. 在設計課堂活動時要考慮學生的活動能力；各科老師在共同備課時需商討適合學生的課堂教學活動，

SENCO及EP可參與其中一些備課會並給予相關意見。
2. 可減少學生在課堂的抄寫工作(如做堂課、抄寫筆記)。如有需要，老師可在課堂前預備所需的影印本(例

如筆記)給學生。
3. 調節功課量至約一半及使用特別印製的練習簿和作業。批改時著眼於質素而非字體。
4. 調節體育課和視藝課的學習活動，並特別留意安全性。安排教學助理在課堂協助學生參與。(體育科老師

每兩星期將計劃爲學生安排的教學活動透過家長徵詢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會給予意見調節活動的内容或強度，
以切合學生的能力。)






學校内聯網查看每天的家課冊紀錄



支援策略︰社交適應



 每月一次小組言語治療(1. 學習正確口肌控制、發音及調節語速和聲線; 2. 訓練互動溝通

執行細節
1. 每星期接受一節個別言語治療訓練，學習正確口肌控制、發音及調節語速和聲線。每

月一次小組言語治療，訓練學生互動溝通的能力。校本言語治療師每月與科任老師討
論學生溝通能力上的需要以便在課堂作出協調。

2. 小息時教學助理從旁協助學生加入及參與同學的活動，協助他建立友誼及社交技巧。



支援小貼士

 家校及跨專業合作

 除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以及和家長商討外，亦可向相關專業人士 (例如醫生、物
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等)了解有關學生的狀況和需要，並參考他們在支援上的建議。

 定期檢視

 由於學生的狀況或會隨時間轉變，因此學校應按需要在每學期或每學年評估學生的
需要、檢視支援進展及成效。

 靈活使用實用工具(試用版)

 教師可參考《支援策略》的建議項目，以支援一些可能遇到相對較輕微適應困難的學生。

 如學校已經/將會為有關學生提供第三層支援，教師可採用《支援策略》的建議項目並納入其
個別學習計劃中。

 制定支援計劃時應考慮多項因素︰例如學生的狀況及需要、學生的成長階段、介入優次/重要
性、學校可提供的支援、不同持分者的建議。



From Support to Independence

從他助邁向自助

From Participation to Contribution

由參與乃至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