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教育服務及學生支援 

關 注 事 項 1 ： 培 養 學 生 正 確 價 值 觀 ， 成 為 仁 愛 喜 樂 的 好 學 生  

成 就  

◆  在二月至五月進行小老師計劃，由十六名較高年級的學生輔導八名小一學生，五位小二學生

輔導同班同學(2B 班由 2016 年 11 月開始進行)，一星期進行二至三次「讀默寫計劃」。根據檢

閱小老師小冊子，86%小老師每星期替小一小二進行二至三次「讀默寫計劃」，用心幫助小一

小二學生，批改後簽名及給予獎勵，提升他們的學習信心。100%小一小二學生認為小老師能

幫助他們學習，認識更多詞語。 

◆  2016 年 10 月 28 日為 15 位 4-5 年級友愛大使進行訓練活動及 2016 年 11 月 16 日進行友愛大

使計劃講解後，由 2016 年 11 月 28 日開始，友愛大使開始為 15 位 2-3 年級自理能力較弱的

學生進行單對單(一名高小學生配對一名自我管理較弱的初小學生)的教授及獎勵計劃。以協助

他們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根據學生問卷顯示，87%學生(包括 15 位友愛大使及 15 位 2-3 年級

學生)認同活動能幫助初小學生學習收拾書桌及書包。 

◆ 學校選出六位五年級語言大使，協助一年級語障學生進行說話訓練。查閱工作紀錄表，100%

語言大使積極協助低年級語障學生完成 8 次訓練，並得到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周小姐的

高度讚賞，認為她們皆能清楚指導語障學生表達圖意，亦能與語障學生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

◆ 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進行遊戲小組。活動邀請了一些善於社交的同班同學，在午休

或小息時間協助社交技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增加這些學生與同學的互動機會。根據教學助

理葉姑娘的觀察及受助的 10 位同學的回應，他們都能在遊戲中學習到恰當的社交禮儀、說話

及面對輸贏的態度。 

◆ 遊戲小組在午休及小息時間進行，讓一些社交技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參與桌上遊戲，從中學

習社交技巧。90%社交技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能在日常校園生活中與同學更好的相處，85%社

交技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能在日常校園生活中與同學更好的相處。 

 

反 思  

◆ 老師挑選學生擔當小老師時，繼續挑選一些有責任感的學生，能按時當值。此外，今年小老師

計劃推展到二年級，成果令人滿意，下年度可繼續推行，推行時段可由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因為如果全年推行，受助學生會感到疲乏。 

◆ 「友愛大使」已推行多年，鼓勵友愛大使參與一年以上的服務，以能將他們的經驗累積及傳

承，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學生。另外，只有 40%的班主任自學生參與「友愛大使計劃」後滿意

參與學生的自理表現。老師認為大部份的同學均見進步，尤其是高年級同學的自信心明顯加

強；低年級同學的自理能力上亦有提升但與其他同學仍有差距。輔導組的老師亦建議與訓導

組的關愛大使合拼，以讓計劃整合及優化，讓學生有更長時間的學習。 

◆ 今年度被選出的六位五年級語言大使都是有上年度的語言大使，她們曾有一年的服務經驗，

故她們的表現十分出色，並得到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周小姐的高度讚賞，但她們的服務

將會在 2019-2020 學年完結，為傳承她們的服務經驗，建議明年原用這六位語言大使，並邀請

六位四年級學生分別跟隨語言大使替一年級語障學生訓練，作為實習並吸取經驗之用，有助

維持訓練的質素。 

◆ 六位五年級語言大使與一年級語障學生在課室進行說話訓練時，往往被班內同學的聲音騷擾。

雖然語言大使能盡力進行說話訓練，但未能為一年級語障學生提供最佳的學習環境，建議下年



度在樓層的走廊進行。 

◆ 由於 80%受助學生的班主任認同遊戲小組能讓學生有更多及更有效的機會學習社交技巧，故

建議明年請教學助理葉姑娘諮詢有關老師的意見，挑選一些特別需要協助的自閉症學生參與

遊戲小組。 

 

 

關 注 事 項 2 ： 優 化 學 與 教 ，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效 能  

成 就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學校系統層面方面，教育心理學家林鈞鴻先生提供專業知識和意見，使學

校成功制定學生由轉介至接受支援服務的政策及機制，及制定評估調適政策。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學生支援層面方面，100%學生個案得到教育心理學家林先生替他們進行智

力及讀寫障礙評估，成功識別出學生是否有讀寫障礙。 

◆ 輔導教學透過適切多元化學習策略及課程調適，持續照顧學生多樣性。課後輔導多使用多感

官教學法、實際體驗法及步驟分析法來刺激學習，建立自信。根據二零一七年六月教師問卷

調查顯示：100%輔導老師全年最少六次採用多感官教學法，每學期最少二次。學生學習透過

多種感官方法，將學習內容從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加深對學習內容的認識。100%輔導

老師在課堂記錄表記錄全年最少九次讓學生透過實際體驗學習，每學期最少兩次，學生親身

體驗學習歷程，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100%輔導老師使用步驟分析法，並認為它是有效

的學習策略。此外，學業輔導組繼續與資優教育發展組合作，拔尖老師與資優教育發展組組

員會議，商討拔尖課程。根據教師問卷調查顯示：100%拔尖課老師認為與資優教育發展組合

作，優化了拔尖課程。 

◆  2016 年 8 月 24 日學生輔導主任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戚姑娘，為全校教師舉辦「危機處理」

--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教師工作坊，以加強教師面對學生情緒行為問題時的應變技巧。97%

教師認同工作坊能提升他們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能力；97%教師認同工作坊對他們有正

面的幫助。 

反 思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教師支援層面方面，根據二零一七年六月教師問卷調查顯示：只有 63%教

師認為教育心理學家的專業意見有幫助。部份老師反映林先生對學生情況欠缺實質瞭解，給

予的意見比較模糊，課堂上難以執行；有時甚至教育心理學家提供的意見，與老師的期望有

很大差異，未能針對性解決學生問題。建議下學年增加老師與教育心理學家的溝通機會，共

同商討建設性策略。 

◆ 教育心理學家林鈞鴻先生沒有為教師舉辦專業發展活動，來照顧不同教育需要的學生。主要

原因是今年訪校次數由去年 20 次減至 15 次，學校需要評估的學生人數不少，老師對於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知識都有相當認識，故此在沒有足夠時間下，學期初教育心理學家與

學生支援組會議時，同意優先處理學生的評估及跟進，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留待下年度進行。

建議下學年教育心理學家替老師舉辦「向成績稍遜學生的教學策略」工作坊。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學生支援層面方面，直接及/或透過學校人員協作，為學生提供介入服務。

根據二零一七年六月教師問卷調查顯示：只有 76%教師認為教育心理學家提供的介入服務有

助解決問題。透過部份老師及家長反映，教育心理學家未能精準地找到學生問題所在， 對症

下藥，提供適切的策略與支援。希望下學年透過教育心理學家和老師及家長更多的溝通，提



高支援成效。 

◆ 老師對多感官教學法、實際體驗教學法及步驟析法大致上已能掌握，建議下年度老師運用此

教學法的次數可提高，老師更多運用，學生更多實際體驗，教學相長。 

◆ 工作坊共 3 小時，部份教師認為長時太長，建議可縮短時間成 2 小時，以提升老師的工作效

能。 

 

關 注 事 項 3 ： 安 排 不 同 輔 導 課 ， 鞏 固 學 生 的 語 文 及 數 理 能 力  

成 就  

◆ 老師識別了十六位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於十二月為他們每一個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

量表》標準版+附加題版本。小一班主任為 100%懷疑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填寫量表附加題版本。

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及十一日教育心理學家林先生與小一科任老師開會，進一步瞭解學生的

學習情況，為他們提供支援，如座位安排、朋輩輔導、功課調適、默書調適和推行小老師計劃

等；小一及早識別的量表的結果是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有十一人，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有三人，

沒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有一人。所有被識別為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得到安排入讀課後輔導班或由

小老師進行輔導。 

◆ 學校為一年級至五年級有特殊學習困難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課後輔導，於一、二年級提供

中文輔導，於一、二、四年級提供英文輔導，於二、三年級提供數學輔導。100%讀寫困難，

學校替他們進行(課程、功課、評估)調適。老師替六十二名學生填寫調適表。考試調適方面，

三十二名學生延長考試時間 8 至 10 分鐘，其中八名學生抽離讀卷，六名學生說話加時 25%，

八名弱聽學生坐近聲源，二十一名學生於考試期間停頓呆坐或執著某些題目時，教師需要特

別提點，2 名學生放大試卷。學校為三、五年級提供英文抽離班，為二至六年級成績稍遜學生

入讀人數較少的班別。 

◆ 為一至四年級成績稍遜的學生開設七組課後輔導，每組人數約十人，開設的組別是中文、英

文、數學。為四至五年級學生安排拔尖課，每組十人。四、五、六年級英文班全班拔尖，又安

排三、五、六年級學生補課。 

 

反 思  

◆  學校為小一及早識別被識別為懷疑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所提供的支援已相當足夠，學校應該繼

續沿用此策略，及早識別，及早支援。 

◆ 數學輔導的級別有兩級，分別是二、三年級。數學科科主任反映小一的數學成績未如理想，若

能在小一安排數學輔導，學生的數學能力會提高。 

◆ 在考試需要加時的學生，可以考慮只為他們在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科加時，因為有關學

生在其他科目(如：音樂及普通話)都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 部份老師及家長希望三年級保留導修課，故此建議明年補課只設於五、六年級。 

◆ 根據學生考試成績，75%參加拔尖班的學生的成績有八十分以上，47%參加增潤課程的學生的

成績有進步，未能達標。日後需要設法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關注事項 4：善用評估資料，促進學習 



成 就  

◆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方面，言語治療師於 2017 年 2 月 9 日舉辦了「提升學童的提問技巧」家長

講座，收回 26 份問卷，100%的家長認為講座有幫助。而 2017 年 2 月 10 日亦舉辦了「提升

學童的提問技巧」學生講座，100%的教師認為講座有幫助。透過統計記錄表，90%語障學生

能攜帶練習紙出席治療課，並運用練習紙在家溫習。本學年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及 2017 年

4 月 7 日舉行家長日，根據統計 90%家長於家長日出席並與言語治療師面談，了解學生在治

療課的表現，知悉一些跟進方法及如何在家中訓練。 

◆ 在 2016 年 12 月 14 日，言語治療師分別與三年級及四年級中文科老師進行會議，共同制定協

作教學的目標及學習重點，並於 2017 年 3 月 15 日及 22 日，為三年級進行了共八節中文協作

教學，亦在 2017 年 3 月 29 日及 4 月日為四年級進行了共八節中文協作教學，100%中文科老

師認為治療師的意見有助教學。 

◆ 語言大使計劃是高年級學生接受言語治療師訓練後，積極協助低年級語障學生進行說話訓練。

學校選出六位五年級語言大使，協助一年級語障學生進行說話訓練。查閱工作紀錄表，100%

語言大使積極協助低年級語障學生完成 8 次訓練，並填寫紀錄表。 

◆ 為使小一語障學生家長能更了解學校所提供的支援，在手冊的學校通信欄讓家長得知語言大

使計劃，這促使今年度的小一語障學生能定時帶備練習紙安座課室，讓語言大使能順利地為

他們進行訓練。 

◆ 由於今年度語言大使皆有一份練習紙於訓練時備用，故能確保訓練能如期進行，無礙練習的

進度，有助小一語障學生有更佳的學習。 

◆ 言語治療師全年舉辦了三組閱讀小組，每組學生共參與四次課堂，90%學生參與課堂，並且認

為活動能提升他們的閱讀及理解篇章的能力。 

◆ 有 4 名教師觀察中度語障學生的言語治療課，100%教師認為觀課有助瞭解語障學生的學習情

況。 

◆ 本學年有 8 名家長於平日參與言語治療課，對比以往的出席人數有顯著的增加，有助更多語

障學生的家長明白子女的語障情況，提供適切的支援。 

反 思  

 今年度被選出的六位五年級語言大使都是有上年度的語言大使，她們曾有一年的服務經驗，

故她們的表現十分出色，並得到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周小姐的高度讚賞，但她們的服務

將會在 2019-2020 學年完結。為傳承她們的服務經驗，建議明年原用這六位語言大使，並邀

請六位四年級學生分別跟隨語言大使替一年級語障學生訓練，作為實習並吸取經驗之用，有

助維持訓練的質素。 

 

 

關 注 項 目 5 ： 培 養 學 生 的 社 交 技 巧  

成 就  

 學校參與支援自閉症學生計劃，當中包括為校內有自閉症的學生安排社交小組訓練，以提升

學生的社交技巧。訓練分為 A, B, C 及 D 四個小組進行，共 21 名學生參加。A 組及 B 組出

席率分別為 90%及 88%，而 C 及 D 組出席率分別為 97% 及 87%。 

 參與社交小組的學生喜歡參與這小組的活動。根據學生問卷顯示，96%參與社交小組學生認



同活動很有趣，如果明年再舉辦社交小組，他們會有興趣參加。 

 大部份參與社交小組的學生認為小組能幫助他們懂得運用社交技巧於生活中，根據學生問卷

顯示，86%參與社交小組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他們能跟老師的關係更好。 

 大部份參與社交小組的學生的班主任認為參學生的表現在自我調控情緒方面和回應別人的

行為方面都有改善。根據教師問卷顯示，78%老師認為同學能運用不同的策略去調控情緒，

86%老師認為同學能因應情況給予合宜的反應或期望出現的行為。 

 遊戲小組在午休及小息時間課進行，讓一些社交技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參與桌上遊戲，從中

學習社交技巧。90%參與的學生認同活動幫助他們靈活運用社交技巧，85%社交技巧較弱的

自閉症學生能在日常校園生活中與同學更好的相處。 

 

反 思  

 根據教師問卷顯示，分別只有 76%和 71%的老師認為參與社交小組的同學能表現恰當的社交

禮儀和能與同學更相處融洽，而學生問卷亦顯示只有 77%參與社交小組學生認為參加小組

後，他們能跟同學相處更融洽。而 80%受助學生的老師都認同遊戲小組能更有效地幫助同學

學習社交技巧，故建議明年嘗試邀請一些有參與社交小組的同學在午休及小息時間參與遊戲

小組，讓同學不單在社交小組學習社交技巧，亦從遊戲小組中學習社交禮儀、說話及面對輸

贏的態度。 

 

 

關 注 事 項 6 ： 提 升 學 生 的 情 緒 管 理 技 巧  

成 就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及 2017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輔導組與生命果培訓有限公司為 8 位小二、

三及 6 位小五情緒管理較弱的學生舉行各 6 節「玩出好心情」情緒處理小組訓練，92%參加

者認同活動幫助他們認識不同的情緒及不同適當舒緩負面情緒的方法。 

 2017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輔導組參與香港路德會青亮中心舉辦「魔術腦朋友」計劃，共 9 位

小三學生參與「我是魔術師治療小組（初階）」（8 節）、6 家長參與「家長魔術親職課程」（8

節）及 6 對小二親子參加「親親孩子心魔術工作坊」（2 節）。計劃對象為有情緒困擾的學童

及其家長，期望認學生認為情緒管理的技巧及建立內在動機去解決問題。 

 學校為校內小四至小六有成長需要的學生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之輔助活動。小四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參與學生認同計劃能幫助接受別人的意見、協助控制自己的情

緒及按既定的目標辦事；93%學生認同計劃可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小五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100%參與學生認為活動讓他們學懂「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小六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參與學生認為活動讓他們學懂「肯接受別人意見」；92%參

與學生認為活動讓他們學懂「控制自己的情緖」「按既定的目標辦事」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反 思  



◆「玩出好心情」小組有 85%學生的班主任滿意參與學生的表現。班主任表示未有機會觀察學生

參與小組的情況，故難以表達學生的表現。但根據他們的觀察學生在情緒控制上有進步，學

生亦開始運用不同的技巧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唯個別學生需較長期的個別跟進以支援學生的

情緒需要。 

◆ 「我是魔術師治療小組（初階）」72%參加者認同活動幫助他們認識不同的情緒及 88%參加者

認同活動讓他們都認識到不同適當舒緩負面情緒的方法及 78%班主任滿意參與學生的表現。

班主任表示觀察到學生參與小組後的進步，也見到學生於課堂後樂於與同學分享魔術及表現

魔術，然而未能針對性地觀察到學生情緒上會否因此而有改變。事實上「魔術腦朋友」也非以

認識情緒為主題，小組是以魔術治療為概念，讓學生建立內在動機去解決問題，故小組是以

內化學生的改變動機而非教授一些技巧為主，故與計劃的目標方向有所不同。計劃下學年將

繼續推展，期望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正面的轉變。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五學生中有 66%參與學生認同計劃能讓他們學懂「肯接受別人的

意見」及「控制自己的情緖」；67%參與學生則認同計劃能幫助他們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根

據導師觀察，學生容易受別人影響及較衝動，而本年度小組的活動節數相對較少，難於在小

組時間內跟進及改善個別的學生問題，故建議加強小組外的時間作個別跟進，以提昇學生的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