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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學校支援有肢體傷殘的學生 

實用工具

《前言》 

肢體傷殘泛指中樞及周圍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天性骨骼肌肉系統發病所造成肢體上

的殘障，以致某方面或多方面的日常活動受到妨礙或限制。常見的類別有：大腦麻痺 ( 或簡稱腦

癱 ) 、脊柱裂、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肌肉萎縮症、截肢、脆骨症、少年類風濕關節炎等。肢體傷

殘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教育需要，他們或會因行動能力及靈巧性的限制，而較難參與普通學校的

學習及團體生活。此外，病患情況及體能上的差異也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社交、情緒以及自我概念

的發展。

本工具共分為三部分，包括《需要評估問卷》、《支援策略》及《支援計劃表》。《需要評估問

卷》旨在協助學校人員從不同範疇 ( 包括學習、社交、情緖適應、轉銜/生涯規劃及自我概念 ) 評

估學生的身心需要；《支援策略》提供相關範疇的支援建議，以幫助有肢體傷殘的學生融入校園

生活；最後，學校人員可透過填寫《支援計劃表》，共同商討有關支援策略的具體執行細節，並

檢視及記錄支援學生的進展及成效。學校人員可按以下步驟使用本工具︰

《相關資料》 

教育局「融情‧特教」網站︰ 連結

有關特殊學校的資料，當中包括肢體傷殘兒童學校︰連結

《需要評估問卷》：評估學生的支援需要

• 此部分應由學生支援組成員及熟悉相關學生情況的教師共同填寫。

• 填寫問卷前，學校人員宜先持續觀察學生一至兩個月，並向家長了解學生的殘疾狀況
及需要，再綜合各持分者的意見，才着手填寫。

• 由於（乙）學生的自我概念部分涉及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因此，較適宜由熟悉相關學
生的學校人員，透過觀察及日常交流，充分了解其情況後才填寫問卷。

《支援策略》：初擬支援策略

•學校人員可參考《需要評估問卷》結果，包括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轉銜適應等
方面的強項和弱項，以及他/她對自己的看法與評價，再按實際需要及校情選取《支
援策略》中合適的項目，初步擬定校內支援策略。

《支援計劃表》：訂定支援計劃

• 初擬校內支援策略後，學校人員可透過填寫《支援計劃表》，共同商討有關策略的具體
執行細節。如有需要，學校可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

• 若學生將接受個別學習計劃的支援，學校可將支援策略納入其個別學習計劃中，無須
另填《支援計劃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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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調節支援策略。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physical-disability/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special-education/type-and-number-of-special-scho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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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評估問卷》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就讀年級︰______（____ /____學年）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肢體傷殘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確診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已知的特殊教育需要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讀寫障礙  智力障礙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  視覺障礙

 聽力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接受支援層級︰   第一層支援  第二層支援  第三層支援

現正接受的藥物治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適用 

現正接受的醫療服務 / 校外專業支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醫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如適用）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如適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適用 

資料提供者︰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輔導主任/輔導人員/學校社工

 班主任、科任教師（請註明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學助理
 家長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限閱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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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學生的日常表現

在範疇（1） – （4）中，請按學生出現以下行為的頻密程度，於適當方格內加上剔號。

如需補充資料，請在備註欄填寫。

(1) 學習適應 經常 間中 很少 從不 備註 

就學生的體能及健康狀況而言，他 / 她︰ 

1.1 能自行操作與學習活動相關的用具（如︰文
具、實驗室儀器） 

 3 
 

 2 
 

 1 
 

 0 
 

1.2 能自行操作所需的輔助工具（如︰輔助書
寫、閱讀及 / 或行動的工具、電腦） 

 3 
 

 2 
 

 1 
 

 0 
 

1.3 能自行前往至課室的不同位置，或校園內的
不同場地 

 3 
 

 2 
 

 1 
 

 0 
 

1.4 能參與一般課堂及其他常規學習活動，無須
協助（如︰抄寫筆記、回應老師提問、參與
小組討論、做實驗） 

 3 
 

 2 
 

 1 
 

 0 
 

1.5 能參與所有課堂及其他常規學習活動，無須

給予較多時間完成課業）  

 3 
 

 2 
 

 1 
 

 0 
 

1.6 能參與不同類型的評核活動，無須提供特別
測考安排（如︰加時、改變考核方式） 

 3 
 

 2 
 

 1 
 

 0 
 

1.7 能在課堂中擔任一些角色或職責（如︰
在小組活動中發言、擔任組長或朋輩導師） 

 3 
 

 2 
 

 1 
 

 0 
 

指引︰  此部分應由學生支援組成員及熟悉相關學生情況的教師共同填寫。 

 填寫問卷前，學校人員宜先持續觀察學生一至兩個月，並向家長了解學生的殘疾狀況及需要，再綜合各持分

者的意見，才着手填寫。

 由於（乙）學生的自我概念部分涉及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因此宜由熟悉相關學生的學校人員，透過觀察及日

常交流，充分了解其情況後才填寫問卷。����

學校提供特別安排（如︰安排休息或早退，

garykwcheu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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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適應 經常 間中 很少 從不 備註 

2.1 與朋輩相處的情況與一般同學相若  3 
 

 2 
 

 1 
 

 0 
 

2.2 與師長關係良好  3 
 

 2 
 

 1 
 

 0 
 

2.3 能主動結交朋友  3 
 

 2 
 

 1 
 

 0 
 

2.4 有需要時會主動尋求協助 
 3 
 

 2 
 

 1 
 

 0 
 

2.5 有足夠的解難能力面對朋輩相處問題（如︰
被拒絕、被利用、被批評、爭執、被欺凌） 

 3 
 

 2 
 

 1 
 

 0 
 

2.6 會參與學校的群體活動 ( 如︰旅行、聖誕節
慶祝活動 ) 

 3 
 

 2 
 

 1 
 

 0 
 

2.7 能為朋輩或所屬社群安排或策劃活動（如︰
生日會、閒暇活動） 

 3 
 

 2 
 

 1 
 

 0 
 

(3) 情緖適應 經常 間中 很少 從不 備註 

3.1 有穩定的情緒  3 
 

 2 
 

 1 
 

 0 
 

3.2 處於正面情緒狀態的時間較負面情緒狀態為多  
 2 
 

 1 
 

 0 
 

3.3 能覺察自己的情緒狀態 3
 

 2 
 

 1 
 

 0 
 

3.4 能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需要  3 
 

 2 
 

 1 
 

 0 
 

3.5 能合宜地調節自己的情緒，避免情緒失衡  3 
 

 2 
 

 1 
 

 0 
 

(4) 轉銜 / 生涯規劃
     (只適用於即將轉校、升讀中學或即將完成中學課程的學生) 

經常 間中 很少 從不 備註 

4.1 認識自己的強項、興趣和能力  3 
 

 2 
 

 1 
 

 0 
 

4.2 了解自己可選擇的升學、就業或培訓出路  3 
 

 2 
 

 1 
 

 0 
 

4.3 能為自己作出合適的升學或就業選擇 
 3 
 

 2 
 

 1 
 

 0 
 

4.4 能為自己的生涯路向訂立具體的目標和計劃 
 3 
 

 2 
 

 1 
 

 0 
 

4.5 會參與自我發展或其他才藝發展的課程和體驗
活動 

 3 
 

 2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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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學生的自我概念

這部分涉及學生對自己的評價，故需要熟悉相關學生的學校人員透過觀察及日常交流，充分

了解其情況後才填寫。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剔號，如需補充資料，請在備註欄填寫。

(5) 自我概念
完全 

同意 

少許 

同意 

少許 

不同

意 

完全 

不同

意 

備註 

5.1 學生接受自己的肢體殘障及其帶來的限制  3 
 

 2 
 

 1 
 

 0 
 

5.2 學生沒有因自己的肢體殘障或外表而感到煩惱  3 
 

 2 
 

 1 
 

 0 
 

5.3 學生認為自己在社群中是受歡迎的    3 
 

 2 
 

 1 
 

 0 
 

5.4 學生喜歡與校內同學交流  3 
 

 2 
 

 1 
 

 0 
 

5.5 學生不認為自己會給別人帶來麻煩  3 
 

 2 
 

 1 
 

 0 
 

5.6 學生認為自己能妥善處理課業及其他學習任務  3 
 

 2 
 

 1 
 

 0 
 

5.7 學生認為自己的正面情緒較負面情緒為多  3 
 

 2 
 

 1 
 

 0 
 

5.8 學生相信自己可以作出貢獻 
 

 2 
 

 1 
 

 0 
 

5.9 學生滿意現在的自己  3 
 

 2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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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其他資料

(1) 就學生在學校適應方面的其他觀察或關注事項︰

例︰有否出現其他適應困難?

(2) 有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的因素︰

例︰學生有甚麼性格特點、個人強項或專長?

(3) 家長的補充資料︰

例︰針對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家長有甚麼關注事項? 家長如何幫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綜合（甲）、（乙）及（丙）部分所得的資料，

(一) 整體而言，學生在學校的適應情況屬於：

(二) 學校需關注及支援學生的範疇(可選多項):

(1)學習適應
(2)社交適應
(3)情緖適應
(4)轉銜 /生涯規劃
(5)自我概念

良好  一般  稍遜  低弱 

(丁)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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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可為學生提供以下支援，以協助他/她適應學校生活（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剔號，可選多項）： 

(1) 學習適應

暢通而無障礙的

學習環境 

 提供特別座位安排（如：讓學生坐近門口 /  通道 /  方便使用學習工具的位

置，有足夠空間放置拐杖、輪椅或輔助走路的工具）

 確保校園設施暢通易達（如：在門口加設斜道，讓學生使用升降機）

 留意校外學習活動(如：實地考察) 是否切合學生能力 ，並按需要提供替代
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調適 

- 上課安排 

- 活動設計 

- 課堂指令 

- 輔助工具 

 安排彈性上學時間或另設上課時間表（如：根據學生的復康進度安排適度

的課堂參與，有需要時讓學生到休息室休息）

 安排朋輩支援（如：代抄筆記、安排與合適的組員進行分組活動） 

 按學生的體能狀況調節學習活動的要求（如︰體育課、科學實驗）

 安排課堂作業調適（如：為學生預備筆記，減少抄寫的需要 )

 給予簡單明確的指令或標示課堂重點

 容許學生在課堂內使用輔助學習工具（如：錄音筆、輔助書寫的工具）

功課調適 

- 完成速度 

- 作答彈性 

- 份量調節 

- 難度調節 

- 批改方法 

 容許學生以不同 / 多元化的形式繳交功課（如：以電腦輸入法代替手寫）

 彈性處理繳交功課的日期或延長期限

 減少功課量及／或抄寫量

 調節功課深淺程度

 酌情評分（如：考慮學生手部協調較差而不能靈活運用繪圖尺）

測考調適 

- 試卷設計 

- 特別考試安排 

- 評核模式 

 在特別室應考

 延長作答時間 （     ）% 

 於測考中段給予休息時間 （        ）分鐘 

 提供代筆 / 以電腦輸入答案

額外學習支援  提供功課輔導（如：安排課後學習輔導小組）

 提供學習技巧訓練（如：安排學習技巧訓練小組）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引︰  學校人員可參考《需要評估問卷》結果，包括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轉銜適應等方面的強項和弱項，

以及他/她對自己的看法與評價，再按實際需要及校情選取《支援策略》中合適的項目，初步擬定校內支

援策略。 



8

(2) 社交適應

師生共融  教師/社工主動了解學生的背景

 教師/社工主動在課堂時間以外，關心學生的身心發展及適應情況

 安排教師/社工定期與學生會面 

朋輩共融  提升朋輩對肢體傷殘的認識

 鼓勵朋輩之間互相幫助和欣賞

 舉辦朋輩小組活動，增強學生的社交支援網絡

 舉辦班級經營活動，促進朋輩關係

 提供社交技巧訓練（如：交友技巧、遊戲技巧、社交解難或果敢表達技巧）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情緒適應

情緒覺察  教導學生覺察情緒的技巧（如：從身體反應了解自己的情緒）

情緒處理  教導學生調控情緒的技巧（如：認識及理解情緒、合宜地表達情緒、應對

壓力的策略）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轉銜 / 生涯規劃 (只適用於即將轉校、升讀中學或即將完成中學課程的學生)

自我認識  引導學生檢視自己的性格特點、能力和興趣

 引導學生客觀評鑑自己的強項和弱項（如︰過往學習經驗、別人的回饋）

個人發展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活動 / 課程，發展才藝和興趣

升學或就業  提供探索不同升學或就業選擇的機會（如：提供資訊、職業評估、院校/

工作場地參觀）

 引導學生就個人升學或就業的選擇訂立目標和檢視進度（如：協助搜集、

分析和比較升學 / 就業資訊，安排面試技巧訓練）

新學習 / 工作環

境適應 
 就學生的轉銜預先與新學校 / 工作的支援單位聯繫

 安排家長及學生在轉銜前參觀校園 / 工作場地，讓他們初步認識新環境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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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校及跨專業合作

 學校定期聯絡家長，了解學生的康復進展，盡量確保學生按指示覆診

 學校定期召開會議（每年約______次），檢視支援進展及成效

 學校定期聯絡相關專業人員 （  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教育心理學家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讓跨專業團隊了解學生的情況 

(5) 自我概念

認識及接納肢體

傷殘帶來的限制 
  協助學生接納自己殘障的客觀事實及其帶來的限制 

 了解學生的能力和限制，尊重他 / 她的獨立性，避免過分同情或照顧

提升自我形象  多給予正面回饋及鼓勵，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如：肯定學生付出的努力）

 培養學生的成長型思維，讓他/她相信透過努力和學習能持續改進和成長

 鼓勵學生參與班務或學校活動中的職務 （如：擔任朋輩導師）

 因應學生的能力和限制給予訓練，提升他 / 她可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

 安排個別或小組形式的輔導

其他（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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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計劃表》
2024/25 學年

參考範例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指引︰ 





初擬校內支援策略後，學校人員可透過填寫《支援計劃表》，共同商討有關策略的具體執行細節。如有需要，學校可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

若學生將接受個別學習計劃的支援，學校可將支援策略納入其個別學習計劃中，無須另填《支援計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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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調整支援策略。

1.3 能自行前往至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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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工友在教室及學生經常出入的學習

場地加設斜道

 安排同學陪同學生乘搭升降機�

 各科任老師

 學生支援主任

 班主任

 工友�

5.3   學生認為自己在社

群中是受歡迎的 

 舉辦朋輩小組活動， 增強

學生的社交支援網絡

 提升朋輩對肢體傷殘的認

識

 鼓勵朋輩之間互相幫助和

欣賞

 舉辦傷健共融週，讓全校同學認識

有肢體傷殘人士的特質與需要

 安排學生參加午間朋輩活動，增加

他/她與同學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機會

 邀請學生擔任小老師，教導低年級

同學如何做算術題

 科任老師設計課堂活動時會考慮學生的

能力和限制，鼓勵學生互助以完成學習

任務�

 科任老師

 公民/德育活動主任

 學校社工

 學生支援主任

肢體傷殘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需要的輔助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P.4

支援計劃施行時段︰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2024年10月2日

XXX ________

2024年10月至12月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林XX

支援需要 支援策略 具體執行細節 負責人員 檢討日期 成效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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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計劃表》 
_________ / ________學年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援計劃施行時段︰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肢體傷殘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需要的輔助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引︰ 





初擬校內支援策略後，學校人員可透過填寫《支援計劃表》，共同商討有關策略的具體執行細節。如有需要，學校可諮詢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 

若學生將接受個別學習計劃的支援，學校可將支援策略納入其個別學習計劃中，無須另填《支援計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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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調整支援策略。

支援需要 支援策略 具體執行細節 負責人員 檢討日期 成效 


	 邀請學生擔任小老師，教導低年級同學如何做數學算術題
 科任老師設計課堂活動時會考慮學生的能力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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