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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趨勢：

1. 殘疾人士普遍社交方面較為弱，相對的困難，社交層面低的時候，殘疾人士就業變得更困難。

2. 現時殘疾人士職業技能培訓名額不足，即使不少殘疾人士希望藉著培訓來提升工作技能及就業機會亦欠缺所

需的培訓機會。

3. 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中心、輔助就業、在職培訓計劃、庇護工場等服務需求與日俱增，輪候情況最令人關注。

4. 殘疾人士一直面對嚴峻的就業問題，薪酬水平長期處於偏低水平。隨著最低工資和殘疾人士生產能力

工作評估實施，殘疾人士的就業前景及工作條件將會更加困難。



• 因應科技資訊日新月異，STEM教育在中小學愈
受重視，特殊學校亦開始在學科中加入STEM元素，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僱主對員工的期望也隨著調
整。在這科技化得趨勢下，殘疾人士的職業訓練內
容應適度調整。

目的：

- 增加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 增加殘疾人士的就業類別（例如: 科技方面）

- 提升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

- 亦促進殘疾人士的解難能力



課堂設計流程

3小時課程 流程

30分鐘 展示與建構（現代世界的機械人世界與需要）

15分鐘 分工與分組（溝通）

60分鐘 指導性建構機械流程

15分鐘 小息

30分鐘 組裝與編程

30分鐘 除錯與探討



課堂發展

抹地機械人

• 學習建構拼砌概念

• 科學原理

• 理解基本機械件

噴水擦地機械人

• 學習及認識電子零件的應用

掃地機械人

• 馬達應用

• 編寫程式

捧餐機械人

• 不設圖及步驟，學習編程及自

我發揮

• 提升邏輯思維能力

（學員自己建構自己創作，超過我

們對他們的”框架印象”，限制了他

們，他們實際上可以掌握技術，發

揮創意）



課程設計的成效

為提高學員的興趣，課程結構是活潑生動，除了

有科學原理及故事，在完成建構之後在初期製作

清潔機械人的時候，他們會跟住“步驟”去製作，

後期在創作“捧餐機械人”的時候，不設圖和不設

步驟，雖然會有導師去幫助，但最重要的是他們

自己去創作。

市面上的捧餐機械人



• 提升學習動機 • 增強了專注力

課堂成效

• 協作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分工合作）

• 解難能力（重複測試）

• 增強了觀察力

（學員之間可以互相提醒建構錯誤）

• 提升了社交能力

（有效提升溝通能力）



上課人數大概10名學員

1名- 完全沒有興趣，少參與

6名- 很感興趣，積極參與

4名學員對建構的興趣大

2名學員對編程熱衷

比例100%

1-2% - 能夠做到編程

6% - 做到機械建構

30% - 認識了機械方面知識

1% - 對科技沒興趣

80% - 熱情投入參與

實際觀察數據



伸延性計劃1

• 有機會推薦他們去有關科技層面的公司有個實習的機會

• 讓僱主去認識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不會只看表面去判斷他們的工作能力

可供相關工作性僱主選擇：

• 實習期間 4-8周

• 承諾度較低

• 可讓僱主與僱員之間彼此認識、了解彼此需要

• 科學園（例如：機械輪椅）



伸延性計劃2

由於在課堂中見證學員的能力提升，我們決定與香港創新科技青少年企業家

協會將於2018六月初的機械人障礙任務比賽，特別加入殘疾人士組別。



反思

1. 機械人課程只能夠提升殘疾人士在機械人層面的技術和知識嗎？除此之外他們學習

了什麼？

2. 難道沒有提供即時的就業機會就扼殺他們學習科技教育機會？



學員親身感受分享
• 從來沒有想到原來學電腦，又可以做到機

械人

• 好珍惜學機械人課程時間

• 超出自己的想象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