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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3《融入主流：學童全方位適應錦囊》

落實共融、辨難析需、助幼成長

學前特教服務需求漸多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一般是指有特殊學習障礙、自閉症、智障、

視障、聽 障、身 體殘 障、專注 力不足 ／過 度活躍症 或 語言障礙的學

童。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2010年底共有5,158名學前教育

學 生仍 在 輪 候 政 府 特 殊教 育服 務，而 輪 候時間一 般 需 要年 半至 兩

年，這些數字實在值得關注。特教學童，如能及早辨別、盡早接受特教

服務，有助他們將來融合於主流小學，故有效的融合教育（inclusion）

應從學前教育開始。隨著科 技進步，加上 家長對子女的需要有更多

認識，以 及評估服 務的 發展，令 很多學童 都能得到評估、建議及 支

援。而一些服務團體如協康會等，也能提供不同的專業服務及早期

訓練，以照顧學童的不同需要，且成效顯著，甚受家長歡迎。

融合教育的真諦

融合教育基本的理念是包容與接納，目的是消除歧視，並提供積極

的支援。我們雖不能達致人人平等，但仍能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提供平等學習及全面參與的機會。我們雖不能全面照顧每個人的需

要，但仍能尊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盡展所能。我們雖不能提供足

夠資源及服務，但仍能提供恰切的照顧及高度關注，協助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童成長。以往，我們指出特殊教育的新發展，就是朝向融

合教育。現在，融合教育的新發展，應落實為全民參與、立體式支援

及實踐和諧。融合的重點，在於給予正面及有效的支援，以提升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改善其表現及增強信心，從而讓他們能夠

在不同的學習環境，和其他同儕互相學習及溝通。這不但是學生個

人能力的增長，也是社會觀念與價值觀的蛻變。融合不應是簡單地

確認尊重人權，而是覺察到個別差異，尋求及實踐有效支援，共同體

驗共融價值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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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協康會

了解子女的需要

主流學校的融合生，因殘疾性 質及程度各異而面對不同的問題，需

要不同層次的支援。對家長來說，要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並

提供協助，可從「HELP」的概念分析問題的特質。

「H」─ 代表健康問題（Health problem）：學童或因病患、體弱、

官能缺損或萎縮而需要治療、服藥及治理，以促進身體康復或改善

機能發展，他們的需要是醫療及調理。

「E」─ 代表情緒問題（Emotional p r o b l e m）：學 童 因 適 應 問 題

或會產生過大或較激的情緒行為反應，引致社交適應及學習出現障

礙，影響個人 成長。但 如能透 過不同的訓練控 制情緒，則可 改善他

們的情緒表達方式。

「L」─ 代表學習問題（Learning p r o b lem）：有特 殊教 育需 要的

學童，也許智能或注意力不足，缺乏動機及安靜能力，家長需要多些

耐心及運用有效策略，以適應他們的學習需要。

「P」─ 代表心理適應問題（Psychological problem）：學童的心

理困擾、情緒障礙、環境反應及自我中心表現，都會影響其情緒及行

為表現，他們需要學習不同方面的技巧，消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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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5《融入主流：學童全方位適應錦囊》

消減問題的策略

「有教無類」是教師教育學生的座右銘，「助人自助」則是社工工作

的目標，而專業人士的「專業奉獻」，結合父母對特教學童「無條件

的愛」，能有效協助解決學童所面對的健康、情緒、學習及心理適應

問題。協康會出版這本家長錦囊，內容以個案問題為主，針對性地從

學習、適應、家庭關係，以及家校合作四個範疇，陳述家長所面對的

問題，並由社工提供應對策略，值得欣賞。此外，資源分享部份能為

家長提供實用網頁及相關機構資料，極具參考價值。我相信撰寫此

書，其目的不單是讓家長加深認識相關的應對策略，更是進一步讓

讀者知道如何提升家長的正面態度，運用積極支援的方式，增進學

童能力，以消除障礙。我們相信，只要各方人士共同努力，實踐社會

共融，學童便可以享受更愉快的校園生活，邁向更美的明天。

冼權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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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6 協康會

融合教育在香港已推行了超過十年。在有關政策下，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可以享有入讀主流學校的權利。多年來，教育局亦不斷改善

提供給學校的配套，包括增撥資源及提供指引予學校。協康會在教

導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方面，累積了接近五十年的經驗，致力協助他們

成長。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贊助，我們於2008年初開展

了為期三年的服務計劃，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融

入主流學校，為學生、其家人，以至老師提供全面的訓練和資訊。

是項計劃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為學生提供在學術和社交適應上的

支援，有小一適應班和學習支 援小組；為鞏固家庭功能而開設的有

親子增潤課程、家庭小組、家長訓練及為兄弟姊妹而設的小組；為支

援網絡而將服務進一步拓展至學校層面，這包括定期為業界舉辦工

作坊和講座，關顧學生由初小至青少年階段的成長及學業的需要。

結集 此書，標誌著這計劃進入了另一個新階段。我們的專業社 工團

隊籌辦了上 述活動，以 其前線的第一身經驗，與 大家探討一個個使

人 憂心又令家長無從入手的難題；以同行者的身份，嘗試解構並深

入淺出地提供一些應對的策略。在此感謝編輯團隊的努力，以及冼

權鋒博士在百忙中撥冗撰序。希望書中的個案分析能讓家長在陪伴

孩子的成長路上，得到實用的參考指引。我們相信每 位孩子都有權

利擁有愉快充實的校園生活！

曾蘭斯
協康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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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

《融入主流：學童全方位適應錦囊》 7

謙謙患有自閉症，現就讀主流學校三年級。他因為做事不專心，常發

白日夢，經常需要媽媽提醒及督促做功課，可是做功課不到五分 鐘

便心不在焉，不時周圍張望，又把玩文具和發呆，如不加以催促或提

醒，便會拖延到深夜也未能完成功課。過去，媽媽曾經嘗試用獎賞物

吸引他專注做功課，又嘗試將滕條放在書桌上以收阻嚇之效。最令

媽媽頭痛的，是他在學校時因為沒有 專人從旁提示，經常被老師投

訴上課不 專心及發白日夢，積習難改。媽媽 憂心他日後 升讀 更高年

級，功課更艱深，情況更為不妙，也擔心他的行為會被老師誤會是頑

皮、不聽話而被針對。

在主流學校的大班課堂上，老師對學生的專注有一定要求。自閉症

的孩子因為專注力不足，常常會出現「遊雲」的情況，尤其是當他們

遇到沒有興趣的課題時便自然地去想其他東西，但當遇到一些非常

有興趣的事情時卻會出奇的專心。事實上，自閉症的孩子在轉移及

維持專注力方面有一定的困難，家長需要接納他們的限制，不宜太

過要求 孩子時時刻刻都能專心，可在 適當的時候給予提示，讓他們

慢慢習慣和學習在什麼時間和場景裡需要專心。

問題 分析

孩子不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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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康會8

以下是一些小錦囊，希望能夠對家長在教導孩子專心方面有所幫助：

建 議 將 一 些 需 要 孩 子 專 注 的

活動以漫畫形式畫出來，預先

與孩子練習，讓 孩子知道及明

白當中的流 程及要求。例如：

在學校裡，每堂下課前通常都

需要寫功課在手冊上，而孩子

往往不太喜 歡做 此項目，所以

每次寫手冊時，孩子 總會「遊

雲」及不願寫。針對此情況，家

長 可 以 預 先 在 家 中 與 孩 子 練

習，也與 老 師 合作，將漫 畫 貼

在孩子的桌上，讓 孩子看見漫

畫或當老師指著漫畫時，孩子

便知道需要寫手冊。

漫畫提示1

家長錦囊

1

2

3

	老 師 在 黑 板 上 的 家 課 欄 寫 功 課 ，
謙 謙 坐 在 位 上 很 迷 惘，其 他 同 學 則 
把手冊放在桌上，然後眼睛望著黑板。

	老師完成後，指向黑板，請同學開始寫
手冊，謙謙依然不知道該做什麼。

	老 師 走 近 謙 謙 身邊，請 他 望 著黑 板， 
動手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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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

《融入主流：學童全方位適應錦囊》 9

建議家長與老師合作一同為孩子建立獎勵計劃，訂立幾項有關專心

的具體目標，例如專心做功課15分鐘、上課時眼睛望着老師授課等，

如能達成目標便有小獎勵。家長可運用貼紙簿等工具，每當孩子做

到一個 專 心 行為便 給予 一個 貼 紙，儲 齊10 個 貼 紙可換 取小 禮 物一

份，儲齊30個貼紙便有一份大禮物。禮物可因應孩子的愛好而定，

不一定是實物，到公園玩耍也是獎勵的一種。獎勵對孩子是很好的

推動力，亦可讓孩子學習明白有付出才有收穫的道理。

當我們發現孩子不專心時可作出即時的提醒，先叫他的名字，再口

頭提醒他現時應該做的事。例如：「明明，要洗手吃飯了！」、「傑仔，

現在要去沖涼了！」、「美美，現在要做功課了！」建議用肯定及溫柔

的語氣作提醒，讓他們感到受重視，並不是被責罵。亦可把直接提示

變成提問，例如：「光仔，現在要做什麼呀？」以 避免孩子過 度依 賴

成人提示。當孩子有進步時別忘記給予稱讚，例如：「你有聽媽媽指

示，做得好！」、「你能立刻去做，真乖！」。多一點稱讚可令孩子在正

面的環境下學習成長。

孩子在學習專心的過程中需要家長不斷鼓勵及提醒，過程一定十分

艱辛，但請不要 放棄，持著恆 久 忍耐的心教 導 孩子，相信他們在 愛

與鼓勵的環境裡會慢慢進步、成長。

小獎勵大功效

提醒孩子講技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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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康會10

恆恆今年七歲，患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現就讀小學二年級。

媽媽表示他在家不聽教，無心向學，完全沒有興趣做功課，每次叫他

做功課時，他總是推搪說不懂得做，當媽媽教他時，他就東張西望，

心不在焉，經常要很惡地大聲責駡他，才會寫少少，媽媽常因與恆恆

角力而情緒激動。另一樣令媽媽感到氣餒的是，雖然花了很多精力

幫他溫習，但測驗和考試的成績都不好，過後他又懂得將答案寫出！

原來他只是常常答漏題和答錯題。再 者，有時老師會誤會媽媽沒有

跟進恆恆的學習，因而提醒她要多督促 孩子溫習。媽媽聽到這些投

訴感到很委屈，對恆恆的學習表現更感到無助和擔心。

患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的孩子，雖然智力正常，但處理訊息

的能力不足，行為活躍，易衝動及專注力弱，以致被人覺得是無心向

學。這些孩子往往 只對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較主動去 做，對於要花時

間和重複温習的學科則較為抗拒。此外，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較弱，

較少自我監察和檢討，令其 難以 汲取經驗，改善學習表 現。由於孩

子的自我管理及感覺訊息處理能力不足，他們較容易受四周的環境

所影響而分心。當家長理解到孩子的特性後，便需要加以配合或調

節孩子做功課的程序。

問題 分析

孩子無心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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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

《融入主流：學童全方位適應錦囊》 11

下列錦囊有助孩子處理學習的過程，令他覺得温習變得更容易、更

有成功感，可提升其學習興趣及主動性。

學習的地方切勿多放雜物，

房間佈置應簡潔，不要張貼

太多圖畫或海報，以免孩子

分心。

學習前，請孩子把需用的文

具預先整齊放好在桌上。

做功課前，先依功課冊把所

有功課執拾出來，分類放好

在桌子左邊，做好的功課放

在桌子的右邊。

學習環境宜井然有序兼簡潔1

家長錦囊

•	進行孩子感興趣的活動，改變坐定定、只講求背誦的學習方法， 

    例如可比賽找答案。

•	用畫圖畫的方式幫助孩子理解問題的重點。

•	用講故事的形式幫助孩子明白長篇文章的意思。

學習時宜增加新鮮感和趣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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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康會12

•	教導孩子把功課或溫習的內容分為數項，每項以小量為宜，例如

    把長篇文章分成小段落來背誦。

•	定好要專心做功課的時間表，例如容易做的或僅需花十分鐘的可

    一次過完成，量多而難做的，可分段進行，並給予孩子休息和走動

    的時間。

•	預先與孩子一起訂立溫習計劃，例如提早在測驗和考試前分期、

    分項溫習。

交替進行或分階段完成不同的功課3

教 導 孩子把課文的 關 鍵字用 筆圈起 來，以 提 示 溫習 重 點 或要 注 意 

的地方。

在書本或作業上圈出重點4

家長需具體稱讚孩子的小成功，例如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抄寫的作業。

預先與孩子一起商議達到目標的獎勵，例如能依從訂下的時間或

温習計劃便去一次主題公園玩。

稱讚表現以建立信心5

希望以上的錦囊能幫助家長建立孩子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並增加主

動學習的動機。在陪伴孩子溫習時，家長宜心平氣和，忌強求急進，

可與孩子商討溫習的安排，同時加強與學校的聯繫，攜手合作跟進

孩子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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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仔今年七歲，就讀二年級，患有讀寫障礙，最令媽媽感頭痛的，是

每次幫他溫習課本，他都「左耳入，右耳出」，無法記認文字。每天的

温習時間都是一幕幕的拉鋸戰，明仔會經常用不同的藉口去逃避溫

習，以致遲遲未能打開課本；等到他打開課本後，又總是囉唆地抱怨

不能記認字詞，結果一次溫習往往 要花上四、五小時。明仔 這種 拖

延、懶散的態度令媽媽很苦惱，媽媽已經常提醒自己要有耐性 地教

他，但看著明仔不合作、「雲遊太虛」的模樣，便不禁 怒火中燒，經

常按捺不住而破口大罵，甚至施以體罰，親子關係也日漸轉差！

每個家長都希望能協助子女解決學習上的問題。孩子有讀寫障礙，

教導上倍感吃力。有讀寫障礙的兒童智力正常，但處理文字訊息的

能力較弱，以 致未能準確及快捷地辨認文字，也未能流暢地認讀及

默寫字詞。他們的學習困難並不能透過藥物去根治，但只要獲得老

師和家長的耐心協助及有效訓練，學習情況是可以改善的。

很多研究都顯示，「多感官教學法」對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很有幫助。

我們的 身 體 有 著 不同的 感覺 器官，例 如視覺、聽 覺、味 覺、觸覺和

本體感覺等。「多感官教學法」便 是幫助兒童透 過各種 感覺器官的

互動，把「眼看」、「耳聽」、「口唸」和「手寫」等配合起 來，加強兒

童聯想力及記憶力，使學習更富趣味。舉例來說，學習「幫」這個字

時，家長可讓 孩子運用視覺找出這個字的各個部件，用不同顏色來

強調字中需加留意的部件，或著他把部件唸出來：「土土寸白巾」，

以加強聽覺記憶。

問題 分析

孩子有讀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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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康會14

家長可參考以下的多感官學習活動，引導孩子學習記認文字：

家長錦囊

活動1： 運用視覺的提示

「多 感官 教學 法」是 利用感 覺 器官 的
互動幫助孩子認字。

	家長可以在「早」字上 畫一株草，幫助 
孩子記認「草」字。

•	選 取 要 辨 認 的 文 字，利 用 字

咭，把字體放大並配以圖畫。 

•	利用 不同 顏色 來 突 出字體的

某 部 分 或 筆 劃，加 深 孩 子 的

印象。     

•	利用記號（如紅點、箭嘴）提

示 寫 字 落 筆 的 位 置，使 孩 子

倍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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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

孩子在 學 習的 過程中，往往因 為讀 障的 影 響而遇 到 不 少 挫 折 和 壓

力。作為家長的你，也是同樣面對那份壓力和無助的感覺，甚至因為

孩子的問題而未能控 制負面的情緒，久而久 之，令親子關係變得緊

張。「多感官教學法」是一個愉快的學習方法，每天可進行十至十五

分鐘，透過親子的互動參與，家長可嘗試放下緊張的溫習氣氛，提升

親子關係，除了強化孩子認字的能力，亦能引發他的學習動機，培養

自學能力。

•	著孩子錄下自己朗讀課文的聲音，重播再聽，增強認讀的能力。

• 著孩子讀出簡單的字的筆劃，例如「土」字：橫－直－橫。

•	按孩子的能力，著他分拆字的部件，然後 把各部分逐一讀出來，

例如「讀」字： 言－士－四－貝（或言－賣）。

活動3： 促進聽覺的刺激

•	著孩子在空地上把字的筆劃逐一「走」出來。

• 以「口講書空」的方法，一邊讀出字的筆劃，一邊同時用手指在空

氣中把字的筆劃逐一書寫出來。

• 用清水／墨汁／水彩把字寫在一張沒有間格的大紙上 。

活動4： 透過本體感覺的體驗

•	用手指把字寫在孩子的手掌或背上，然後說出該字或讓孩子猜想

所寫的字。

• 用手指把字寫在幼沙／白米／幼鹽／沙紙／絨紙／桌面上。

•	用泥膠或麻繩等具強烈質感的東西來砌字，感受字形的組合。 

活動2： 促進觸覺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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