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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沙龍」 ── 商討融合教育未來路向 

 

香港融合教育自 1997 年開展至今已達 20 年。本港的融合生數目現時也有超過四萬。為瞭

解業界對本港融合教育發展的看法，香港教育大學（教大）主席馬時亨教授（本身亦為香

港特殊學校議會永遠榮譽會長）及校長張仁良教授早前構建了一個名為「教育沙龍」的平

臺，邀請來自政府、立法會、教育團體及關注組的代表，就不同的教育議題作深入探討，

務求為本港教育的未來發展勾畫出新的方向。 

 

「教育沙龍」的頭炮是本港特殊教育發展，顯示出教大對有關課題的重視。當日出席活動

的包括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葉

建源議員、教協、教聯、平機會的友好，以及一群一直關注本港特殊教育發展的有心人及

家長。當晚與會人士就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相關議題，展開了極具意義的探討和交流，

觸及的議題包括：融合生在主流學校的支援情況、本港的師資培訓發展、特殊教育統籌主

任的職責、融合生的資訊流通及非政府機構支持融合生的就業等。 

 

其中，如何加強對融合生在主流學校的支持是當晚與會人士共同關注的重點，在座的數字

團體、特教學會及家長會的主席，均分享了自身及會員子女的經驗，談及仍有部分教師未

能體諒融合生的情況、學生輪候評估的人數不斷增多、新高中課程為融合生帶來的壓力，

為教師團隊帶來了額外的工作量等。而當中也提及不少成功的融合教育例子，如在第一層

（Tier 1）支援的分層教學及課程調適，可以為融合生帶來正向的轉變；不過，這也會為

教師帶來額外的工作量，因此葉建源議員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說是「教育 1.0」推展

「教育 2.0」，而當中或會因為資源和配套不足而造成現今的一個困局。在此，我們認為

適宜多給予教師空間，尤其培訓教師團隊是需要時間及資源的，建議可將一些成功的項目

製作成融合教育的資源套，分發全港中學小學參考。 

 

推行「服務學習」 

 

就本港的師資培訓發展方面，教大一直肩負人才培訓的重任，無論是在職教師及職前准教

師，我們都投入了相當的資源。近年來，我們的學生更走出校園，以「服務學習」的形式

協助推動融合教育。如以大埔區的專案為例，教大的學生以課後支持形式，協助區內學

校，並收到非常正面的評價，我們的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姐」做課後的支持導師，令校

內的教師有課暇的空間，大哥哥大姐姐幫助融合生的計畫可能推展到沙田區。 

 

就「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的設立，出席「教育沙龍」的與會各界人士對「特殊教育統籌主

任」職位的設立有著正面的評價，但以什麼職級的教師去擔當這個角色，或以怎樣的步伐

去完善這個崗位，則各有不同的意見。當中主流意見是應以較高職級的教師去掌管學生支

持及充當「特殊教育統籌主任」，這會令整個系統運作得暢順。另外，「特殊教育統籌主

任」需要更多的學術研究及支持，以推行更長遠及前瞻性的計畫。而教大可支援學術研究

及培訓，尤其在職前的培訓上，已為現在就讀教大教育學士學位（特殊教育）的學生，于



課程上提供領導才能的培訓，供日後作為「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的人才，補充資源及裝備

不足。 

 

有關融合生的評估資料的流通系統，現時在教育局協調下，本港的中、小學可在學生家長

同意下，互通評估及學習情況的訊息。但現行的機制下，服務尚未延伸到中學後至大學階

段，致令有志升讀大學的學生及家長，會因評估資料的「存與取」形成不便，尤其評估報

告對融合生報讀海外大學有相當大的作用，所以與會的家長提出應由教育局中央統籌處理

評估及學習資料的傳遞，使資料的流通更有效。不過，礙於《私隱條例》所限，學生的個

人資料屬較敏感的部分，所以不能輕言以一個中央處理的方法，便可解決問題。楊潤雄局

長即場回應表示可從長計議，共商解決方案。教大已于本年開始，與每一位新入學的有特

殊教育需要同學進行個別面見，由輔導員收集學生的個人資訊，當中包括評估報告及中學

的學習調適等，在資訊流通上可以相對緩和有關問題。 

 

累積不少成功經驗 

 

誠然，融合教育的推行至今已經累積了不少成功經驗，若以四個維度去審視，可能會找到

當中的一條出路，這四個元素是：系統（System）、資源（Resources）、協同效應

（Synergy）、趨勢及改進（Trend and improvement）。 

 

首先是系統（System）以及資源（Resources）的兩個元素中，如前所述，我們應該從整體

推行融合教育中，尋求一個更具系統和效能的模式去運作，這會令資源更有效地使用。而

協同效應（Synergy）、趨勢及改進（Trend and improvement）則是在不斷變化的新世界中

找出路，當中是先要有一個頂層設計者去找出問題的所在，進而作出改善的建議，例如是

修補在系統上的漏洞以理順問題，找出方案去解決，好讓各層次工作的人員有效工作。 

 

毫無疑問，這一切建構性行動都需進行大規模的學術研究，然後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及解

決建議。 

 

撰文： 冼權鋒教授_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教育版徵稿 

 

《信報》教育版誠征來稿。學校校長、老師、教研工作者、學生可以分別投稿至「校長開

壇」、「教研陣地」、「學生樂園」，每篇文章約為 700 字；至於各教育界資深人士可投

稿「教育講論」，文章約為 1200 字。來稿請注明有關職銜、投稿欄目、聯絡方法，以及

所屬學校或教育機構，並且電郵至 sunnyhui@hkej.com。本報有最終採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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