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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始於 70年代，西方國家便提出融合教育的意念，認為各類學生都具有價值和同等的機會接受教

育，盡展所能。因此，教育模式應讓身心障礙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主流班級上學習(羅耀珍，

2008)。 

 

在國際社會的潮流及香港教育局的推動下，於主流學校就讀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SEN)的數目，

在 2008-2012學年期間，由約 17600人增加至約 28600 人，約增加了 62.5%，更推斷 SEN學生於主流

學校就讀的數目將不斷增加(立法會，2012；陳國權和吳淑櫻，2009)。再者，現在世界和香港的趨勢

標榜著各類學生擁有人權和機會均等的融合教育(黃廖笑容，2013)。這也是研究者挑選融合教育作為

研究的原因。 

 

另一方面，融合教育的安置方式在近年來一直受到廣泛討論，各有支持和反對意見。不少學者指

出，融合教育會出現顧此失彼、未能融合和增加教師壓力等現象 (邱上真，2001 &黃偉鴻，2008)。

事實上，SEN學生所需的照顧和支援較普通學生多。若教師未能用適合的教與學策略和對這些學生的

暸解不足，則會對融合教育的成效大大降低。鄭燕祥 (2004)亦認為課堂的學習差異會隨着愈來愈多

SEN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和每位學生本身的差異性更為擴大。 

 

不少研究和報章指出，融合教育推行至今，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的百分比仍然偏高。平等機

會委員會(2012)的研究結果更顯示，縱使教師認同融合教育的理念，可是很多校長、教師等人均不同

意其有足夠專業知識和相應的教與學策略符合 SEN學生的需要，特別是面對有情緒和行為問題／殘疾

程度較嚴重的學生時，有很大的困難和壓力。可是，有調查指出，不少教師認為若能接受相關訓練，

將有助提升對 SEN 的認識和處理他們的問題 (麥德彰，2012)。 

 

因此，研究者希望從一所小學為例，探討有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於校內實施

融合教育時，各自遭遇的教學困境及其相應策略，會否因其特教背景而有所關係和差異。期望在日後

實踐融合教育時得到啟發。 

 

二、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1. 探討有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各自在校內實行融合教育時所面對的教學困境。 

2. 探討有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在校內實行融合教育時所面對的教學困境時，採取

的相應策略。 

3. 分析這些教學困境和相應策略會否因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 

4. 評析這些困境和策略與其特教背景有差異或沒有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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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甲、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意思 

本文所指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是根據香港教育局(2014)所列的，香港融合教育下，SEN學生的

類別為特殊學習困難、智力障礙、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力障

礙和言語障礙八類。 

 

乙、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教師的意思 

本研究所指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教師的意思是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教育局(2012)中曾指出的課程而建立1。 

 

丙、教師實踐融合教育的教學困境 

根據游翠芬(2013)整理很多學者對教學困境的意思指出： 

 

教師在教育的過程中，因個人信念、資源及相關政策等因素，導致其無法有效解決內在衝突和滿

足心理的需求，故在進行教學活動時、班級經營時，不能依照一般性原則完成級務工作，進而在

心理或情緒方面產生不安的狀態。（頁 34） 

 

很多關於主流學校現職教師的教學困境研究／調查報告指出，其教學困境可歸為課程設計、教學

策略和課室管理三方面。 

 

在課程設計困境方面，設計和調整課程往往需花耗大量時間，由於 SEN 學生所需要的支援和照顧

較一般學生長，又往往無法跟上一般學生的學習進度，以現時教師的工作量多、政府對學校資源和教

師支援不足的情況下，教師難以為其課業和測考作多次評核和調整，亦難以設計一套合適的課程和評

核準則予 SEN學生。這令教師的工作量和心理壓力增加(李孟芸，2013；游翠芬，2013)。 

 

在教學策略困擾上，由於 SEN學生的差異較大，為顧及整體的學習進度，往往較難對學生進行個

別化指導和執行對學生的個別化學習計劃。縱使教師有相應的策略，亦往往因政府給予的資源不足和

課時有限等限制，而未能應用。這令 SEN學生難以在主流課程內受到合適的照顧。誠如鄭燕祥(2013)

所言，實施融合教育時，教師所需的技巧（教學及輔導），較一般老師多和專業，否則成效將會降低。 

 

 

 

                                                      
1i.曾在 1993年起修讀由教院開辦的 2年特殊教育教師訓練課程（現時已停辦），或 

ii.曾修讀 2004年起，包含 120小時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或 

iii.曾修讀 2005年開辦的有關自閉症及特殊學習障礙的課程，或 

iv.曾修讀現時大專院校於教育學士／教育文憑課程內的特殊教育副修科目，或 

v. 曾修讀現時大專院校開設特殊教育專修領域的研究生課程，或 

vi.曾修讀教育局在 2007 年訂立「推行融合教育的五年教師專業發展架構」中，基礎、高級及專題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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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室管理方面，吳南成(2010)認為，班級是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沒有良好的課室管理，教與

學就難有效進行。可是，不少教師指出，SEN 學生的個別差異大，特別是有情緒和行為問題／殘疾程

度較嚴重的學生，更會干擾課堂的進行，加上有很多教師缺乏相應策略，在此造成很大困擾（平等機

會委員會，2012）。 

 

丁、教師實踐融合教育的因應策略 

在課程設計上，教師在課堂上能以課程調適達致融合教育的目的，即教師特地為某一組學生的學

習能力或需要而修訂原定的課程。透過課程調適，配合學生的個別化學習計劃，發展教材和紀錄學生

的情況皆有助實現融合教育的理念 (張雅惠，2005; 羅耀珍，2008)。羅耀珍 (2004)更在實證研究

指出，實行融合教育時，運用資訊科技作輔助是十分有效。因為教師可因應軟件內不同層次的教學內

容，給予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生完成後，更可按其軟件課業的記錄和表現，安排跟進教學。 

 

在教學策略上，教學調整策略的重點是以學生的特質、關注學生的感受和讓學生參與為大前提。

多利用有利學生學習和互動的策略，例如：合作教學、合作學習、個別教學，更是十分有效和滿足學

生的個別需要(李孟芸，2013；施淑如，2006)。教師亦應要彈性並且以多元為原則，根據不同學生的

學習情況訂立不同或相同的學習目標。考核學生的學習成效時，亦可從評估學生在學習過程的付出，

善用進展性評估，不必局限於總結性評估，例如：紙筆的測考 (課程及發展議會，2009)。 

 

在班級管理上，吳南成(2010)認為成功的融合教育包含兩個元素，包括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及營

造良好的班級氣氛。盧台華和張靖卿(2003)指出透過妥善的課室環境、座位安排、訂定課堂常規和學

生行為的獎罰制度，均有效減弱學生的不良行為。 

 

 

四、 研究方法 

甲、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質性和量性研究方法，探討香港一所主流小學中，有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

教師，於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時，各自遇到的教學困難及其相應的策略。而在遭遇的教學困境及其相應

的策略上則以「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為研究構面，利用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加以統

計分析，探討有否受到融合／特殊教育相應訓練的教師，在校實施融合教育時，其教學困擾和對應策

略會否因其特教背景而有所不同。 

 

在問卷的適切度上，本問卷題目是根據國外及現時香港對融合教育相關量表作修改而建立，藉此

確保問題的有效性和適切性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2；李孟芸，2013；麥德彰，2012；游翠芬，2013)。

研究者當完成初稿後，便會詢問指導教師的意見，檢定問卷內的不合適或含糊的用語和問題的排序。

詢問後會再作修改，確保問題的有效性和適切性。 

 

其後，便以焦點訪談形式，以獲得一種更詳細的實務經驗與事實的感受。訪談內容問題的內容和

項目是根據國外及現時香港對融合教育訪談表，經修改而建立，藉此確保問題的有效性和適切性(平

等機會委員會 2012；林秋宏，2008；教育局，2014；麥德彰，2012)。事前亦會先詢問指導教師，確

保問題的有效性和確保問題不會有令該教師有誤導和引起情緒問題。訪談大約為 30分鐘。而所有研



6 
 

究均以保密和自願性質進行。 

 

乙、研究對象、流程及工具 

本研究以 2014/15 學年，元朗區一所資助小學所任教的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比較校內教師在

接受融合／特殊教育前後對施行融合教育的影響調查問卷」作為收集資料的主要工具（附件一）。本

研究會先利用問卷的模式，向該校老師作詢問，以取得他們一些基本資料。接着，教師會在問卷第二

部分，分別以 1-5 的程度表示出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的困難，5 為完全同意，1為完全不

同意。在問卷的第三部分，則以完全同意(1)和完全不同意(5)來表示出該教師在校內實施相應策略的

有效程度。 

 

 當問卷收集後，便使用 SPSS統計軟體作為問卷分析工具。分析的過程會先計算各教師於問卷第

二和三部分的各個構面的平均分數。評分會以數值的平均數列出。在問卷的第二部分，受訪者由 1-5

的程度評分，平均同意／不同意的中間點為 3。如果該部分的平均數低於 3，表示受訪者對校內實施

融合教育時的困難情形為不困難。如果該部分的平均數高於 3，表示受訪者對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時的

困難情形為困難。 

 

 在問卷的第三部分，受訪者以 1-5的程度評分，平均同意／不同意的中間點為 3。如果該部分的

平均數低於 3，這表示受訪者較難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的困境。如果該部分的平均數高

於 3，這表示受訪者較能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的困境。 

 

當計算各受訪者於問卷各構面的平均分後，便把有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於校

內實施融合教育時，其教學困擾和施行的教學策略之平均分列出，然後運用獨立樣本t檢定(t-test)，

進行兩類別變項時之平均數檢定，檢示曾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在校內實行融合教

育時所面對的教學困境及相應策略會否與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 

 

在質性研究方面，本研究以焦點訪談形式(附件二)，訪問合共 4位教師，其中 2位來自有接受融

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2位則沒有接受任何培訓，以獲得一種更詳細的實務經驗與事實的感

受，以增進對研究主題的理解。 

 

丙、研究假設 

假設一：曾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會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的困難較沒

有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少。 

 

假設二：曾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會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的相應策略

較沒有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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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結果 

在量性研究方面，本研究以 2014/15學年度，在元朗區一所資助小學所任教的教師為研究對象，

該校有教師 42名，問卷回收份數為 38，問卷回收率為 90%，而所有問卷皆為有效問卷。 

 

甲、該校教師各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有效問卷為 38 份。其教師的統計資料分析如下： 

 

 
 

 在焦點訪談上，研究者邀請了合共 4位校內教師，2位來自有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

練，2 位則是沒有接受相關訓練。這些教師亦有參與問卷調查。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如下：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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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該校教師於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時各構面困難情形的程度 

 

 

 
由上表資料得知，該校教師於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時各構面困難情形的程度於「課程設計」、「教學

策略」和「課室管理」三個層面中，有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感到最困擾依次為「課

室管理」、「教學策略」和「課程設計」。研究結果顯示各層面和總平均的困擾程度高於中間值 3，這

表示受訪者對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時的困難情形為困難。 

 

當運用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進行兩類別變項時之平均數檢定，檢示曾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

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在校內實行融合教育時所面對的教學困境會否與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時，則發現

有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三個層面

中並沒有顯著差異。在「課程設計」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 

其顯著性(雙尾)為.853；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875，兩者的 p值大

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程設計」的困擾程度沒有因

受訓與否而有顯著差異。

 

 

 

在「教學策略」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596；

圖(3) 

圖(4) 

圖(5) 



9 
 

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652，兩者的 p值大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合 

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教學策略」的困擾程度沒有因受訓與否而有顯著差異。 

 

 

 

在「課室管理」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088；

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083，兩者的 p值大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 

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室管理」的困擾程度沒有因受訓與否而有顯著差異。 

 

 

 

 在訪談資料顯示，當一些 SEN學生被安置在主流課室時，不論有否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在推動

融合教育時均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困擾。在「課程設計」而言，個案學校的老師皆認為，為 SEN學生作

課程設計有一定的困難，主要在於時間不足。因為現今教師需要處理的工作量不只是來自教學，還要

應付行政和課外活動等工作。 

 

 

 
 

 
 

另外，亦有教師認為，香港始終是一個以考詴主導的社會，教師始終要趕上課程進度，加上香港

政府給予的資源並不足夠，故教師未能提供適切的課程予這些學生。 

圖(6) 

圖(7)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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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策略」而言，訪談的老師皆認為，礙於香港的社會風氣皆以考詴主導，講求績效，縱使

其教學策略運用以學生的特質和關注學生的感受等元素，其教學策略亦不能有效運作。 

 

 

  

 
 

 有教師認為，雖然在科目中運用較多進展性評估來評核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只靠測考和默書。但

在家長大多認為不靠紙筆評核難以評核子女的學習成效。有家長甚至認為自己的子女，若與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生一組，會影響學習成效。 

 

圖(9) 

圖(10)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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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室管理」而言，接受訪談的老師認為，當這些 SEN學生融入主流課室時，教師除了要面對

他們的學習能力，更要處理他們的違規行為及其能否順利進行小組活動，均導致課堂不能有效運作。 

 

 

 

 

 

 

 

 

 

 

 

 

 

 

 

 

圖(12)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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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該校教師於校內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困境的程度 

 

 

由上表資料得知，有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於校內運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

和「課室管理」因應策略中，屬較能運用因應策略，依次為「課室管理」、「教學策略」和「課程設計」

層面。 

 

當運用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進行兩類別變項時之平均數檢定，檢示曾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

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在校內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困境的程度與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時，

則發現有否曾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

三個層面中並沒有顯著差異。在「課程設計」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 

師，其顯著性(雙尾)為.552；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568，兩者的 p值大

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程設計」策略於解決實施融

合教育困境的程度沒有因受訓與否而有顯著差異。 

 

 

 

在「教學策略」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551；

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530，兩者的 p值大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合 

圖(14) 

圖(15)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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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教學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困境的程度沒有因受

訓與否而有顯著差異。 

 
 

在「課室管理」上（詳見下圖），有接受融合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642；

沒有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其顯著性(雙尾)為.674，兩者的 p值大於.05(p>0.05)，即有否接受融合 

或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在「課室管理」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困境的程度沒有因受訓與否而有

顯著差異。 

 

 

在訪談資料顯示，有否接受融合教育／特殊教育相關訓練的教師，其使用的因應策略並沒有顯著

不同。在「課程調適」方面，受訪的教師均指出，該校並沒有對整個課程作大調動或重新設計課程。

只會為 SEN學生提供「拔尖」或「補底班」，或者在課堂和課後的練習提高難度。 

 

 

 
 

 

 

圖(17) 

圖(18)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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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策略」而言，訪談的老師均會使用異質分組的合作學習方式，提升全體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 SEN 學生的社交能力。 

 

 

 

 

 

 

 

 

 

該校在各科均會利用資訊科技作輔助教學策略。從教師 B得知，該校常識科更是先導科目，利用

IPAD 平板電腦，由教師把學生經常錯誤的概念作錄影和講授，讓學生回家觀看，又會在 Moodle系統

提供額外練習或延伸資料予學生課後完成，提高教學成效。 

圖(1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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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校又在評量 SEN學生的學習成效時，不局限於紙筆測考。在測考上，會運用抽離和延

長作答時間策略，在默書調適上，則會採用「加分制」而非「扣分制」，鼓勵他們多默多寫，維持學

習動機。 

 

 

 

 

 

 

 

 學校更會在不同的科目，例如：英文科和常識科，設立專題研習，以多元化評估方式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不只是局限於紙筆測考上。 

 

 

 

 

從受訪的教師中得知，該學校並沒有設立個別化學習計劃（IEP），原因是學生的特殊需要程度並

不達至需設立 IEP。該校亦沒有運用抽離教學予 SEN 學生。 

 

 

圖(21) 

圖(22) 

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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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室管理」策略而言，該校會使用小班教學的技巧，例如：「叫口號」和「數拍子」方式，

以建立全體學生於校內和課室常規。 

 

 

 

教師又會與學生設立一個獎懲制度，用正增強和減弱的原理，增強學生的正確行為。 

 

 
 

 
 

這 4位教師均指出，要減低這些 SEN學生的違規行為，最有效的方法是與他們建立良好的師生關

係。 

 

 

 
 

 
 

圖(24) 

圖(25) 

圖(26) 

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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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與分析 

本節是根據第六部分的研究結果所提出，共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該校的教師，其教學困

境不會因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分析該校的教師，其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

教育困境的程度不會因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的原因。 

 

甲、教學困境不會因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的原因 

綜合研究結果而言，在「課程調適」、「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方面，教師的困擾程度，沒有

因其特教背景而有明顯差異，三者屬困擾類別。 

 

從訪談教師中得知，他們均支持融合教育的理念。可是，在香港這個環境下則未能有效實行。教

師均指出現今教師的工作量不只是來自教學，還要應付行政和課外活動工作。因此，難以再進行課程

的大改動或調適，以適切 SEN 學生的需要。事實上，根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 2013年「教師壓力

與快樂感」研究簡報顯示，受訪的 554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教師中，其每周工作時數仍然高

企，有三成以上教師每周工作時數為 61小時以上；四成以上教師需工作 51 小時以上。當中教師仍要

處理學校行政工作和學校會議等非教學工作。 

 

有訪談教師亦提及到，他們雖然希望為 SEN學生於小息等時間提供「拔尖」或「補底班」，但是，

老師大多需要進行當值等繁雜級務，導致未能經常提供「拔尖」或「補底」教學。 

 

在「教學策略」上，接受問卷調查的教師，其平均分數皆屬困擾類別。從訪談教師中得知，縱使

教師能運用相應的教學策略。但礙於教學進度、家長對成績要求和班級人數過多的壓力，教師難以達

致因材施教的理想。受訪的教師亦談及到，家長的阻力是影響教學策略運用的因素。縱使學校加入了

較多進展性評估，例如：專題研習，不局限於紙筆的測考。可是，家長會認為進展性評估較難評估學

生的學習成效(徐國棟、謝宗義和余煊，2006；陳麗如，2004)。 

 

另一方面，教師皆認為為 SEN學生作測考調適是有利學生的心理發展，增強他們的學習自信。但

礙於香港是一個以考詴為主導和充滿著競爭風氣的社會，主流學生的家長會認為為 SEN學生作調適，

會產生不公平性，導致校方著接受調適的學生需「不排名次」。事實上，在訪談內容得知，家長大多

在子女高年級時會放棄使用調適，原因是「不排名次」會令子女難以報讀心儀的中學。正如鍾國棟(1998)

認為現時的融合教育遇到的較大阻力是崇尚精英和負面標籤這兩種本地社會的文化。就精英主義而言，

現時整個的香港教育制度均標榜學術表現。社會對優質學校的理解為能否培育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

就家長而言，他們認為若學校取錄 SEN學生，會間接令自己子女學習機會減少，影響學習進度和成效。 

 

在「課室管理」上，接受問卷調查的教師，其平均分數皆屬困擾類別。從受訪的教師得知，他們

均認為有些 SEN學生類別，其情緒和行為問題皆影響課堂運作，導致他們感到困擾。這與平等機會委

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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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於 2012年的《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約 30-70%受訪者認為情緒及行

為問題、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智力障礙和自閉症等學生，會打擾其他同學學習的結果相近。 

 

研究亦發現，接受訪談的教師雖然已接受有關融合教育的培訓，但指出這些課程對幫助 SEN學生

不大。他們指出，若要發揮最有成效的融合教育，必頇多從實務經驗著手，單從理論並不足夠。這與

李麗梅和巢立仁(2011) 的《學習差異兒童學前教育報告書》指出相近。報告書指出現時教育局認為

已提供充足資源協助教師，但教師則認為支援不足，兩者間有明顯落差。他們均認為教育局忽略了教

師最需要的是有經驗人士的引導，而非理論培訓，這正是現時制度未能顧及之處。 

 

乙、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困境的程度不會因其特教背景有所不同的原因 

綜合研究結果而言，在「課程調適」、「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總平均分上，教師的因應策略，

沒有其特教背景而有明顯差異，均屬較能運用因應策略於解決實施融合教育的困境。 

 

教師的因應策略，沒有其特教背景而有明顯差異的原因，與該校教師的心態有著直接關係。接受

訪談的教師，其都持著「有教無類」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教育理想。因此，他們會多願意實踐不

同的教學方法，如合作學習、設立獎懲制度和利用關懷的心態來對待 SEN學生。這與香港中文大學聯

合書院(2013)《融合教育–探討小學自閉症融合生情況》指出，教師在推行融合教育中，其心態是最

為重要。 

 

另一方面，據訪談教師中得知，該校會定期舉辦家校聯誼會，與家長定期商討學校政策和未來發

展，以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關係。家長的理解，亦有利於教師在學校進行各樣事情。正如冼權鋒和杜

秀慧(2000)指出學校應建立一個有效的家校溝通平台，知會家長融合教育，並不是額外的負擔，而是

一種教育理想的實踐和教育專業的表現，讓他們以包容的態度接納SEN學生。吳南成(2010)亦提及到，

若學校和教師願意以誠懇的態度，主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讓家長感受到教師是真心真意關懷學

生，這樣，家長會較願意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七、 建議 

以下是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受訪教師的觀點，針對政府、學校和教師提供建議： 

 

甲、政府方面 

政府應按照 SEN 學生在校情況或需求，以按比例且具彈性的方式減少班級人數。另一方面，致力

推行小班教學，讓教師可集中精神和力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Ip and Lai, 2003)。 

 

同時間，政府可給予額外的撥款及設立一些資源中心，讓主流學校的教師可參加免費的工作坊、

教師分享會及講座，又可舉行培訓教師有關融合教育實踐的課程。這些工作坊和講座亦應以實務性經

驗為主，讓教師可獲取即時更多的實務性技巧。 

 

而政府亦應設立指定的 SEN 統籌主任職級，讓專責教師統籌安排 SEN 學生的事務，而不是現時

以兼任的形式出現，例如：訂立完成進修特殊教育課程為職級晉升的一項先決條件(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2；冼權鋒，2014)。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在社區推廣更多的共融校園風氣，讓社會和家長更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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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 

 

乙、學校和教師方面 

在學校政策方面，校方又可實行雙教師教學、增加教學助理等， 解決融合教育中教師的壓力問

題(譚偉明和梁昌文，2008)。而學校的校本政策頇以融合教育為本，落實和推行有關消除歧視和關懷

協助的長期培育政策(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更為重要的是，學校應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有責

任知會家長有關融合教育的政策，以消除家長疑慮和擔心。事實上，家長是學生生活及學習上重要的

角色。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態度和參與亦是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 (吳南成，2010)。若學校能多與家長

溝通，讓其了解學校的難處和融合教育的意義，這均有利融合教育的落實。 

在教師方面，根據 Barker & Graham(1987)及吳麗如和冼權鋒（2012）的觀點，教師對學生的觀

感與行動會顯著地影響學生對該學生的觀感。因為教師的職責不只是傳遞知識上，更重要的具有熱誠，

要有面對 SEN學生的心理準備，願意照顧和接納不同學生需要。 

 

八、 結論 

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已有十七年。當中亦存在著不少問題。可是，目前以尋求人性化的融合安置

方式，和愈來愈多 SEN 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來看，讓這些學生儘早接觸最真實的自然環境，從而得到

更多的學習機會，確是當前教育政策前進和努力的方向。所以，它需要政府政策和社會大眾的配合和

支持。而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更是最重要。詴問身為最親近孩子的一群教育工作者都不願承擔教好每

一位孩子的責任，融合教育又豈能茁壯地成長呢？ 

 

九、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由於只局限於香港一所主流學校的教師，其學校文化和該校的地區文化等情況，均

可能與其他地區學校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中教師提出的意見和看法，及本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不一

定合乎其他學校情況。 

 

 再者，由於是次資料收集時間為本人教學實習時的八星期，其時間可能不足。加上，影響教師對

實施融合教育時的困擾和因應策略的因素繁多，例如：宗教信仰、教學年資等，但本研究只集中在曾

否接受融合／特殊教育相關訓練，建議未來可增加不同背景的變項，也許有不同的結果。 

 

 另一方面，本研究資料搜集的方式，難免會因受訪者的記憶或主觀態度而影響推論結果。由於問

卷的派發只限於一所學校的老師，其樣本數量亦會對研究結果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已著重事實的

描述和論述，以增加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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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調查樣本 

你好！本人是黃顏榮先生的學生 梁家准，現正進行一項有關比較校內教師在接受融合／特殊教育前

後對施行融合教育的影響的研究 探討校內教師在接受融合／特殊教育前後對施行融合教育的影響，

及各自遭遇的教學困境和相應策略， 希望閣下能抽出數分鐘的時間，協助完成問卷。本問卷所得之

資料只作學術用途，不會對外公開；而研究完畢後亦會將所有資料燒毀，請安心填寫。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請填寫你個人資料，並依照你目前的情況在該項陳述旁邊空格打✓ 

1. 性別               

 男性 

 女性 

 

2. 年齡 

 30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 最高學歷 

 證書或文憑 

 學士學位課程 

 碩士或以上 

 

4. 融合／特殊教育訓練 (可選擇多項) 

 一般教師專業進修課程( 如 30/ 60/ 90 小時的特殊教育課程) 

 特殊教育教師訓練課程 

 大學本科主修或副修(特殊教育/融合教育) 

 專業證書(特殊教育) 

 碩士課程(特殊教育) 

 其他 

 

其他，請駐明：                            

 

5. 你是否曾於香港教育學院接受特殊教育訓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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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年資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7. 教授科目（可多於一個選擇） 

 中國語文  美術 

 英國語文  音樂 

 數學  體育 

 常識  其他：＿＿＿＿＿＿＿

＿＿＿＿＿＿（請註明） 

 電腦 

 

 

第二部份： 

 

你在校內實施融合教育是否遭遇困難情形，請在每題適當的空格內打✓ 

 

一、課程設計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認為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程，作適性調整感到困難。      

2. 你認為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補充教材感到困難。 

 

     

3. 你認為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課業和測考作多次的評核和調整感到困

難。 

 

     

4. 你認為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設計一套合適的評核準則感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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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策略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認為實施融合教育之教學策略感到困難。      

2. 你認為要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學習感到困難。 

 

     

3. 你認為在課堂上，執行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個別化教學計劃(IEP)感到

困難。 

     

 

 

三、課室管理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認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常常無法遵守班上制訂的規則感到困難。      

2. 你認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上課秩序令你感到困難。 

 

     

3. 你認為處理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之問題行為感到困難。      

4. 你認為班上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感到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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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你在校內實施融合教育困境之解決策略的情形，請在每題適當的空格內打✓ 

 

一、課程設計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能在課程上做適性的調整以適合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學習。      

2. 你能簡化、實用和適合的原則來調整課程目標，以確保合乎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能力。 

 

     

3. 你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課後補救教學。 

 

     

 

 

二、教學策略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能在課堂時依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個別化學習計劃」(IEP)，於

同一學習科目的活動時訂下不同或相同的學習目標和活動。 

     

2. 你能運用學生間同儕學習，並進行個別指導或分組教學。      

3. 你能根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興趣或需求，提供教具或資訊科技輔

助，以增進他們的學習成效。 

     

4. 你能調整評量方式，以指出或說出等彈性評估方式來合乎有特殊學習需

要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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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室管理層面 

 完

全

同

意 

 

5 

大

部

份

同

意 

4 

一

半

同

意 

 

3 

少

部

份

同

意 

2 

完

全

不

同

意 

1 

1. 你能先了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障礙程度和特性，訂立課堂規則，預

防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2. 你會多鼓勵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以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3. 你會利用正增強或負增強等原理，以強化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良好行為

和消弱他們的違規行為。 

     

 

 

 

 

 

 

 

 

 

問卷結束，非常感謝你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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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題綱樣本 

 

甲、 

1. 你認為融合教育背後的理念是甚麼? 你為何會有這種觀點? 

 

乙、  

四、課程設計層面 

1. 為了達致融合教育下的有效學習，貴校有哪些支援措施？ 

2. 你認為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解決策略是甚麼？ 

3. 你認為這樣的支援措施對於滿足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是否適切和有效？ 

如果有，有甚麼成功的經驗？ 

如果沒有，為甚麼？當中有甚麼困難？ 

 

二、教學策略層面 

1. 為了達致融合教育下的有效學習，貴校有哪些支援措施？ 

2. 你認為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解決策略是甚麼？ 

3. 你認為這樣的支援措施對於滿足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是否適切和有效？ 

如果有，有甚麼成功的經驗？ 

如果沒有，為甚麼？當中有甚麼困難？ 

 

三、課室管理層面 

1. 為了達致融合教育下的有效學習，貴校有哪些支援措施？ 

2. 你認為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解決策略是甚麼？ 

3. 你認為這樣的支援措施對於滿足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是否適切和有效？ 

如果有，有甚麼成功的經驗？ 

如果沒有，為甚麼？當中有甚麼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