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權屬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所有，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或翻印。 

傷健共融教學活動 
 

不可能後的可能 
形式：主題探究 適合年級：高中 

人數：30 – 40 所需時間：60 分鐘 

學習重點： 

 學習甚麼是社會公義：一個公平的社會需要提供平台讓無論傷殘或健全人士都可以發揮所長；

同時，啟發學生無論自己是否傷殘人士，在「傷健共融」的實踐上，他們也是執行者以及監察

者，一方面他們可身體力行推廣及實踐「傷健共融」，同時亦可監察政府、以至私營及社福機

構於推動「傷健共融」上投放的資源是否妥善 

 了解及探討香港社會現存是否有足夠的配套予傷殘人士發揮各樣所長，如新興建之商場及運動

體育場館是否有足夠傷殘設施 

執行細則： 

1. 教師於課堂模擬一個情境，假設學生不幸發生意外後變為不同類型之傷殘人士，讓他們分組討

論，以社會實際情況去讓學生重新思考現有社會能否達致傷健共融。 

2. 先讓學生將自己的興趣寫於紙條上，老師亦可預先設定多種不同興趣、如唱歌、游泳、畫畫及

跳舞等。 

3. 然後指引學生假想遇上不幸意外，造成不同的傷殘情況；這個時候，教師可將預先準備的角色

咭，讓學生抽出不同的傷殘類別（如肢體傷殘、聽障、視障及語言障礙等等）〔附件 21〕。 

4. 學生分組討論如不幸遇上述此傷殘類別： 

- 自己之興趣能否持續發展？ 

- 香港社會是否有足夠空間及合適平台予該類傷殘人士？ 

- 自己或家人可怎樣克服困難，依舊實踐理想？ 

5. 學生討論過後，教師可引申近年香港於「傷健共融」之發展，如對聘用條款、建築物、交通工

具之要求。 

6. 教師再援引國際上，哪些可讓傷殘人士發揮所長之活動，如傷殘人士奧運會，讓學生繼續討論

香港或至國際社會應怎樣合適地發展一個平台去讓意外受傷後的自己（模擬情境）發揮所長。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資源應該怎樣投放才能夠用得其所，提示學生盲目提供過份資源及照料予

傷殘人士有可能適得其反，違反「傷健共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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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由於時間只有 40-60 分鐘，教師可按情況要求學生分組討論後，派出代表向全體學生道出討論

結果。 

 學生於分組討論前，教師或可先挑選班中之優秀之運動員或優秀樂手作例子分析，讓學生更能

設身處地思考。 

 此活動可作為生命教育課或德育課內進行。 

延伸討論： 

 推動「傷健共融」是否等同人人平等？ 

 社會在推動「傷健共融」上有否出現雙重標準？ 

反思部分： 

社會投放資源予傷殘人士上，應是以照料為主導，抑或是應以平等機會為原則？ 

（香港傷健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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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不可能後的可能:角色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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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健共融教學活動 
 

誰是誰非？ 
形式：主題探究 適合年級：高中 

人數：20 – 30 所需時間：60 分鐘 

學習重點： 

 透過辯論，讓學生了解傷殘人士於生活中常見的難題，體會當中感受 

 檢討自己如何看傷殘人士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權利、會否對傷殘人士有類別化的思想謬誤 

 遇上與傷殘人士有關的難題時，焦點應放在傷殘人士的能力和選擇上，而非他們的缺陷 

執行細則： 

1. 將學生分成兩組，派發一個傷殘人士的個案〔附件 22〕，讓兩組學生分別以正方及反方作出辯

論。 

2. 每組學生有十五分鐘時間討論，然後選三位代表，正反雙方輪流發表該方意見和理據。 

3. 最後，由老師進行解說，總合活動經驗，提醒學生活動的學習重點。 

注意事項： 

 老師逐一安排正、反雙方的代表發表立場，每人有三分鐘。 

 老師應以開放的態度，讓學生表達自己的立場，著重過程而非結果。 

 老師總結的重點，應該在於學生贊成或反對的理據，是否從阿明的能力和選擇上作出考慮、在

衡量阿明的能力是否出現類別化的謬誤等、焦點應放在傷殘人士的能力和選擇上而非他們的缺

陷。 

 此活動適合於通識科／公民教育科進行，透過活動加強學生思考有關殘疾人士的被分離化問

題。 

延伸討論： 

 個案主角(後稱阿明)入讀主流學校後會遇到甚麼情況？若你身邊有一位類似阿明的同學，你會

怎樣跟他相處呢？ 

 現時，香港有甚麼資源提供給與阿明相類似的朋友？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強呢？ 

 有甚麼方法或工具可以協助阿明融入一般學校生活？很多時候，因為輔助部份傷殘人士入讀一

般學校，在課堂、課程和考試安排上都會有一些調節，你覺得會否造成不公平的現象嗎？如何

可以在公平的原則下讓阿明與其他學生一起學習？ 

 有甚麼較客觀的方法可以協助阿明解決這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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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讓傷殘學生有機會融入一般學校的環境生活，是社會共融的重要體現之一，亦有助加強傷、健人士

的互相了解。學校作為一個教育社會新一代的場所，應否只重視學術成績而不顧他人、人生而平等

的核心價值？而學生又是否只看重成績上的競爭，甚至忘記了社會上有些人因際遇的問題，這場人

生競賽中的起跑線一開始就已經落後了，這樣的比賽公平嗎？若真的只重視結果，這樣的勝利值得

感到光榮嗎？ 

（香港傷健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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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誰是誰非？:個案分析 

討論題目：阿明應該在主流學校生活及接受教育？ 

阿明，14 歲，是一名大腦麻痺（痙攣）病患者，雙手不能自如控制，行動不便但無需使用輪椅。 

阿明自少接受肌肉控制的訓練，並跟隨主流學校接受小學教育，學業成績理想；但由於身體狀況反

覆而曾停學。 

完成小學階段的阿明，需報讀中學，他期望入讀主流中學，與其他人一同學習。但家人及老師都表

示擔心，認為阿明入讀主流學校時會面對很大的壓力，且較難跟上課程的進度。故建議阿明入讀特

殊教育學校，以免影響健康，亦可跟隨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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