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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政策 

 

本校部份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聽障、肢體傷殘、讀寫障礙、過度活躍、學習能力及

智力障礙等，希望透過適切的政策安排、建立共融及關愛文化、靈活運用校內外資源等，例如

香港教育局學習支援津貼，教育心理學家，及各類支援服務(職業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及自

閉症個案輔導服務)等。協助有關學生排除學習障礙，融入校園生活。 

(一) 「全校參與」模式 

a. 全校共識： 透過各途徑令教職員認同有責任營造一個共融的環境，以照顧所有學生的

需要； 

b. 課程調適： 學校修訂或擴闊正規課程以配合不同的需要； 

c. 教學調適： 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技巧和輔助工具，以照顧不同的學習需要； 

d. 朋輩支援： 策略性組織學習小組、朋輩輔導和朋友圈子，例如祥和小組； 

e. 教師協作： 教師通力合作及互相支持，例如進行協作教學； 

f. 課堂管理： 訓輔組，社工、教師及學習支援組磋商改善學習環境，使全班同學受惠；

及 

g. 評估調適：調整評估方法，使學生都能展示學習成效。 

(二) 及早識別和輔導 

a.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升中學生 

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有關學生的評估資料直接由小學轉送到本校，以便教師能及早了解

學生的需要和給予適切的支援。對於一些在入學前已確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師

會先參考學生評估報告及專家的建議，再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從而作出調適。如

情況未能改善，會透過學生支援小組或社工，轉介予專家跟進。 

b.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教師在學生入讀後才發覺學生在學習、溝通、行為等方面呈現一項或多項的困難，會先

與家長聯絡，了解學生過往的評估資料，及早提供輔導。有需要時，會和教育局的專責

人員商討應否轉介到適當的評估機構或專家。 

c.  甄別工具 

會使用教育局編製的工具， 如「香港中學生中文讀寫能力測驗(教師專用) 」和「中學

生語能甄別問卷(教師用)初稿」來初步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優化課堂教學

及早幫助有輕微或短暫學習困難的學生，或為有語障學生提供輔導和調適。倘若學生的

學習困難持續，教師便把情況與學生支援小組商討，以便安排專業評估和考慮加強輔導

(第二層支援)。 

d. 學校會妥為保存學生的評估報告，但歡迎任教老師參閱，從而知悉評估結果和輔導建議。 

e. 專業評估 

(三)  學生支援小組 

a. 成立「學生支援小組」負責策劃、推行及檢視學生支援工作，制訂支援方案及配套措施，

讓學生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學習。在制訂、推行和檢討支援方案的過程中，與家長溝通

和協作，以期訂定最切合學生需要的支援策略。  

b. 「學生支援小組」的成員包括副校長、學生支援組組長、特殊教育教學助理、學校社工、

學科代表等；並按需要邀請家長、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班主任

或科主任、教育局專責人員等出席會議。 

c. 「學生支援小組」主要職責是為學生擬訂支援計劃及監察有關學生的進展。 



d. 小組功能 

1. 建立學生支援記錄册。 

2. 儘早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合適的設備和器材。 

3. 如學生需要第三層級的支援，協助制訂有關的「個別學習計劃」。 

4. 加強家校的溝通與合作，從而建立互信互諒的合作基礎。 

5. 資源的整合：善用校內及社區資源，包括教職員、家長、其他專業人員、義工、硬

件設施及社區服務等。學校會運用教育局為支援個別差異和特殊教育需要的額外撥

款，聘請教學/輔導助理或購買校本的言語治療服務。 

6.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四)  三層支援模式—課程調適和多元化教學策略 

學校採用三層支援模式，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第一層：優化教學 

透過優質課堂教學，照顧有短暫/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避免問題惡化； 

a. 利用教育局提供的評估工具來及早識別在學習上出現困難的學生，並運用基礎

資源和設施，優化課堂教學，及早介入； 

b.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建立積極的自我形象、自尊心，以發揮不同的潛能，例

如透過運動或實用技能，以確認他們的長處與能力； 

c. 教師採用多元化的資源(如：書刊、人物、電腦)，避免集中在課本的教學，又

提供多元智能的學習經歷，誘發學生不同的潛能； 

d. 學校可採用不同的評估模式以找出學生的強項，並據此為學生設計適切的課程

和學與教的策略；及 

e. 有效的學與教策略包括從學生的角度改變教學、按學生能力調整學與教的步伐

及多元化家課安排等。 

第二層：加強支援 

額外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運用補充的資源如

學習支援津貼，為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改善課堂學習。 

a. 輔導教學 

安排學習需要相若的學生，在適當的環境中一同學習，又在假期進行訓練班，

提昇學生學習能力。 

b. 協作教學 

於不同年度選擇不同科目進行協作教學(部分節數)。 

c. 步驟分析法 

若學生在某個步驟遇到困難，將該步驟再分割成更小的步子，讓學生更有效地

學習。 

d. 多元感官教學 

善用多感官刺激如視覺、聽覺、觸覺讓學生運用不同感官去感知事物，促進學

生對知識及技能的理解，加強思維及記憶力的發展，同時提高學習興趣和增強

專注力。 

e. 全語文教學 

採用學生作品、報章、雜誌、廣告、標語等日常生活的材料作教材，使學習內

容更生活化。 

f. 朋輩輔導 

組織學習小組、朋友圈子等，讓各種能力的學生互相認識、共同硏習和互相幫



助。 

g. 培養學習技巧和自學能力 

利用資訊科技刺激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按自己的進度學習，從而培養學

習技巧和自學能力。 

h. 善用資源及教材 

善用教育局所提供不同形式的額外資源，教學指引及教材套，以支援有持續學

習困難的學生，幫助他們發揮潛能，消除學習上的障礙。 

 第三層：個別加强支援 

a. 經專業評估及學生支援小組與家長/有關專業人士商訂後而確定需要個別加強

支援的學生，會提供下列支援： 

b. 計劃(至少有部分)在正常的課堂環境中進行支援； 

c. 個別的班主任或專科教師按本身的專門知識和職責範圍，制訂策略和調適課

程； 

d. 訂立計劃，列出目標、策略和達到目標的時間； 

e. 教師會採用多元化教學方法，並借助適當的設備和教材如資訊及通訊科技； 

f. 計劃會集中於最多三至四項主要的個別目標，以切合個別學生的需要和須優先

處理的問題；及 

g. 除了個別或小組輔導外，尚會： 

 採用不同或額外的學習材料或設備； 

 引進組別或個人朋輩支援，使情況相同的學生加強互助； 

 加强家長和專家在訂定輔導計劃和監察成效方面的參與； 

 進行「個別學習計劃」； 

 讓校內或校外所有與學生有可能接觸的人員知悉個別目標和策略方案；及 

 在學生調班或轉校時向新接手的人員提供計劃的資料，以確保計劃連貫執

行。 

(五) 評估調適 

教師會調整評估方法，使學生都能展示學習成效。 

a. 透過提問、專題研習、學習檔案、學自評及互評等方式等持續式評估方法去收集學生學

習的證據； 

b. 試卷編排及用字的安排； 

c. 彈性的時間安排； 

d. 豁免部份試卷的安排； 

e. 其他特別安排，包括提供輔助儀器、安排適當的應試場地、座位及調節考試時限、中段

休息等； 

f. 將參加公開試而有需要作考試調適的同學需盡早透過校方向考評局申報。 

(六)  家校合作 

a. 積極加強家校溝通和合作。在每年的學期完結前，須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行

年終評估，內容包括學生在學業、態度行為及多元智能發展方面的進展；並收集家長對

學校支援服務的意見和建議，從而訂定下年度的支援模式； 

b. 讓家長及學生參與支援計劃的整個過程，包括參與個別學習計劃會議，訂立個別學習目

標，討論有關選校事宜，參與評估特殊教育需要和參與年終學業檢討等。與家長接觸的

過程中，本校老師會： 

 主動聯絡家長，了解學校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政策和措施，避免不必要



的擔憂和誤會； 

 當發覺學生呈現學習困難時，教師本著與家長共同解決問題的態度，與家長坦誠地

商討合作支援的方法； 

 向家長了解學生的需要時，教師會搜集學生有關的資料或文件，例如學生過往的學

習記錄、成績表、醫療記錄和專家評估報告等； 

 雙方的面談會在適合的地點及時間舉行避免令學生/家長尷尬，也會做好保密的工

夫； 

 當找出了問題的癥結後，與家長及有關的教職員一起訂定輔導計劃，並配合課程和

教學調適； 

 與家長保持定期溝通，透過面談、學校通告和家長會以加強了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及

其他需要；亦使家長了解學校的最新情況及作出相應的配合； 

 加強家長的培訓，例如管教子女的方法、輔導子女功課的技巧、言語治療訓練等，

讓學校與家長取得一致性的處理和教導學生的方法，使家長亦能在家中延續學校的

教育方針和配合地訓練學生；及 

 有關家課的量和質方面，教師會多了解學生在家中處理家課的情形，以便能作出彈

性的調適。 

(七) 定期檢討進度 

- 中期/年終檢討 

為訂定下一步的改善目標，會進行週年或定期檢討，以便不斷完善「全校參與」模式的

運作，藉著協同效應使學生得到更周全的支援，從而識別下一步改善的目標。 

每學年的年終，就有關學生的進展、融合教育政策、共融校園文化和共融措施的落實情

況等，完成年終檢討。 

- 學校自我評估 

定期進行學校自我評估。就「全校參與」模式及發展項目訂定成功準則，定期檢討和改

善各項相關的支援服務。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