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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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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現有四萬多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就讀於普

通中、小學。因應這些學生的學習適應及需要，教育

局為學校提供了財政、人手、課程及培訓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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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進一步協助學校發展融合教育，並支援已受訓
教師實踐所學，到校模式的校本支援是重要的方向。
這模式以專業力量及團隊協作，共同解決學習差異所

帶來的教學挑戰。＂

資料來源:
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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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校參與模式有其好處，可是….學校和教師團隊
皆未及做好準備應付挑戰。

建議政府當局：
1﹚要求大專院校開辦的職前教師培訓課程加入融合／
特殊教育為核心單元
2﹚研究可否為在職教師安排到校培訓
3）…..＂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報告-2014年9月



什麼是校本支援？

外購支援服務e.g.學習技巧訓練小組

校本課程剪裁

….???



「賽馬會悅學計劃」2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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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中一個成效顯著的校本支援計劃
v 獲得教育局支持，成為2012-2013年度
「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之一，並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

v 由香港教育大學負責，於本港中、小學
開展為期三年的到校支援服務



計劃特色

v師友啟導 (mentoring)
v校情為本、聚焦所需
v重視教師自身實踐
v非外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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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服務的學校數目

服務年度

參與學校的數量（所）

到校支援
（108小時）

顧問諮商
（18小時）

兩項服務的
總和

2013-14 8 37 45

2014-15 8 38 46

2015-16 8 46 54

小結／總和 24 12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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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曾服務的學校數量：



11

預期三年人數 實際人數 達標百分率
學生 4,520 5,165 114.3%

教師 2,880 7,826 271.7%

家長 840 2,348 279.5%

▪三年來服務的對象人次比預期高：

接受服務的對象數目



支援重點

發展適切
教學策略

推行「種籽
老師」計劃

推動同儕
觀摩學習
的文化

教師專業
發展

促進家校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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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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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採用「高參
與、多展示」策略

•提升教師的授課技
巧，鼓勵運用視覺提
示，提供更多參與機

會予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協助學校發展適異教
學策略

•因應智障學生的學
習需要，加強教師對

於「適異教學」策略
之運用，讓學生的學

習差異獲得適切的照
顧。

進行「多元智能教學
研究計劃」

• 協助教師辨識學生
在多元智能方面的
優勢，設計適切的
教學活動，幫助學
生發揮他們的強項，
彌補其發展障礙對
他們學習的限制。



種籽老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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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種籽老師」計劃

•協助參與程度較高的學校組織

「種籽教師」以推展共同備課、

教學實踐、評課等措施，提升特

教生學與教的成效。

推動同儕互相觀摩學習的文化

• 鼓勵教師在專業上秉持開放態

度，組織同儕的教學協作及相互

進行的課堂評鑑，促進彼此的專

業反思。



教師/家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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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師的專業發展

•除全校教師發展日外，提供小組

形式的教師培訓活動，以及藉導

師直接參與個案會議，協助教師

處理較複雜的學生個案。

促進家校協作

• 發展切合學生家長需要的家長

支援工作







2013-16年三個年度，發出問卷145份，收回有效問卷133份，
回應率為92%。

評 估 項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不適
用

1. 有效提升教師對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或/及智障學生
的認識 44% 51% 4% 0% 1%

2. 服務能幫助教師發展教學策略及教材，從而加強照顧
學生的個別差異 42% 48% 7% 0% 3%

3. 透過服務，教師能更有效管理學生的行為問題 35% 58% 5% 0% 2%

4. 計劃導師能切合學校的需要，提供專業意見 51% 43% 5% 0% 1%

5. 計劃提供的服務多元化，符合校情需要 39% 51% 8% 0% 2%

6. 我滿意導師的支援服務 58% 40% 2% 0% 0%

Ø 我們從問卷的回覆情況得知，校本支援服務三年整體表現
表示同意/非常同意的滿意度達 93.3%。

校本支援服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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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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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對特教生
的基本認識，
尤其行為特徵、
學習需要和處
理策略。

加强對特教生
的基本認識，
尤其行為特徵、
學習需要和處
理策略。

對處理學生的方向及方
法有進一步的肯定和信

心。

對處理學生的方向及方
法有進一步的肯定和信

心。

多元智能教學
策略能提升特
教生之課堂參
與及學習興趣。

多元智能教學
策略能提升特
教生之課堂參
與及學習興趣。



學校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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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及有關
學生家長得到
適切的資訊與

支援。

讓教師及有關
學生家長得到
適切的資訊與

支援。

尚須協調校內不同部門
對計劃的支持度。

尚須協調校內不同部門
對計劃的支持度。

使校內同工掌
握處理特教生的
策略，還帶來正
增值的力量。

使校內同工掌
握處理特教生的
策略，還帶來正
增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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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體運用的策略、教材

作參考。

就每一個案及每一班的特色

給予具體建議，引導教師緊

貼追蹤問題根源。

學校給予更充裕時間，使觀

課、個案分享和討論不會因

時間所限，而只能在有限框

架下進行。

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教師

培訓。

期望

參加者的期望



對未來教師
培訓的啓示



未來教師培訓的啓示

23

到校支援模式以大學專業力量和教師團隊協作，共同解決學習
差異所帶來的教學挑戰。

實證科研及知識轉移相結合，效用遠超單一的修課式學習。

計劃提供的服務多元化，到校支援人員能有彈性地配合學校情
況，訂定明確的支援目標，符合校情需要。



未來教師培訓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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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重視實踐，以師友啟導模式，加強大學支援團隊與前線教

師的共同協作，實踐培訓課程學到的理論。

與計劃導師共同備課，讓教師認識更多幫助學生學習的策略

和技巧，而備課所得會透過課堂實踐、導師觀課及課後面談，

讓教師進一步掌握教導學生的要點。

專家的到校支援，發揮啟蒙、鼓勵及指導作用，有效提升教師

處理特教生的信心。



師資培訓

♦ 2007年起，教育局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照顧不同學
習需要」 之基礎、高級及專題的課程，致力培訓現職教
師。在職培訓課程主要是透過課堂教學，以達至知識轉移。

♦近年，致力提升準教師對特殊教育的認識與體驗，如學
習單元、服務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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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在融合教育的參與



準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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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融合教育在職訓練
教師人數現況

21,880 22,173 22,651 23,556 24,115

940 399 561 480 553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人
數

年度

小學

教師總人數 接受了融合教育在職訓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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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18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第21節,第1299頁,編號EDB411 retrieved from 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db-c.pdf
2)香港統計年刋2017年版, 第355頁,第12.12項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按年接受融合教育在職訓練佔教師總人數的百分點約為 4.2%，1.8%，2.5%，2.0%及2.3%。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db-c.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接受了融合教育在職訓練
教師人數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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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接受融合教育在職訓練佔教師總人數的百分點約為 2.8%，2.7%，3.1%，2.7%及3.0%。

資料來源:
1)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18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第21節,第1299頁,編號EDB411 retrieved from 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db-c.pdf
2)香港統計年刋2017年版, 第355頁,第12.12項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31,564 29,981 29,594 29,438 29,110

888 804 919 808 873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人
數

年度

中學

教師總人數 接受了三層課程的教師人數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db-c.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jsp?productCode=B1010003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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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教師培訓模式不囿於課堂理論，透過到校的「師友
啟導」模式、實況為本的指導和實踐，更易令教師
掌握當中的策略和技巧，加快他們的專業成長。

u 善用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加強培訓。
u 藉服務學習加強準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認識和體驗，
加速教師的專業成長和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能力。

u 當局宜考慮為在職教師提供更多誘因(例如獎學金和
晉升機會)，鼓勵他們接受更深入的融合教育培
訓。



謝謝!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www.eduhk.hk/csenie
聯絡電話：2948 6515

http://www.eduhk.hk/csen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