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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婦女會馮堯敬紀念中學 
推行「全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24/2025 學年） 
 
I. 政策  本校致力建立共融文化，以「全校參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切和多元化的
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
活。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立恆常溝通機制，透過不同渠道，與
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略。 

II. 資源 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習支援津貼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老師； 
 優化校本教育心理服務；及 
 加強校本言語治療服務。 

III. 支援措施及
資源運用 

本校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下列支援措施： 
 已成立「學生學習支援組」，成員包括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特殊教育需要支援老師、學生學習支援組老師、學習輔
導員、教學助理。此外，副校長、輔導主任、班主任、社
工、教育心理學家和各科組老師亦會提供相關協助，以全校
參與模式共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安排特殊教育需要支援老師負責相關教學工作，例如以合班
分組方式在學習、情緒行為、個別學習計劃等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增聘學習輔導員及教學助理與全校老師以「全校參與」模式
照顧個別差異。 

 透過「校本讀寫困難識別計劃」，及早識別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並轉介至教育心理學家跟進及評估，讓學生及早得到
適切的支援。教育心理學家亦會舉辨「學習技巧訓練小
組」，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技巧及溫習策略。 

 定期在校內發放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資料或教學建議，讓老
師按學生的學習差異和需要進行教學調適。 

 安排學習輔導員及教學助理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
導班或學科輔導班，以鞏固他們的基礎知識。 

 為有需要之學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及家課調適，並為他們向
考評局申請公開試的特別考試安排。 

 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評估及治療服務，由「思卓言語及
吞嚥治療中心」之言語治療師提供服務，以改善學生的語言
及溝通能力。 

 為接受第三層支援的學生設計「個別學習計劃」，計劃內容
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教育心理學家、學習輔導員、班
主任、科任老師及家長共同商討後擬定，由學習輔導員執行
計劃內容，並會定時召開個別學習計劃會議，以檢討措施及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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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支 援 措
施 及 資
源 運 用
（續） 

 參與教育局「全校參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的第
二部分「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協作」，由「新生精神康復
會」，為本校中一及中二級自閉症學生提供社交溝通技巧
訓練，共開設兩組。 

 參與教育局「賽馬會喜躍悅動計劃」，由「香港明愛」為本
校中二級過度活躍或專注力不足學生提供執行技巧訓練，並
為教師及家長提供訓練和諮商，以及其他加強支援服務。 

 參與由醫務衞生局聯同教育局、醫院管理局及社會福利署共
同推出的「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為有精神健康需要的學
生提供支援服務。 

 透過外購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訓練及活動，包括「執
行技巧及專注力訓練小組」及「社交技巧訓練小組」，以改
善學生執行技巧、情緒管理及社交溝通等能力。 

 舉辦「午間桌遊小組」，以提升學生的社交溝通能力及協助
學生建立朋輩關係。 

 為有需要之學生提供選科、升學及就業輔導，亦會為他們安
排面試訓練，以提升面試技巧。 

 購買生涯規劃服務，為有需要之中四級學生提供職場走訪及
試工計劃，讓學生認識不同行業及了解個人興趣，以協助他
們訂立目標及制定出路。 

 透過周會講座及午間共融活動推廣校園共融文化，建構和諧
及關愛校園，並培育學生「尊重他人」、「仁愛」、「同理
心」及「堅毅」等價值觀。 

 恆常與家長聯絡，報告學生表現，促進家校合作關係。每學
年向家長提供「學生支援摘要」，以讓家長知悉學生的支援
措施和服務，並透過問卷了解家長對支援措的意見。邀請教
育局教育心理學家黃幗宜女士為教師提供教師專業培訓，本
年主題為「如何在課堂支援有注意力不足或過度活躍症的學
生」。 

 邀請及鼓勵教師參加特殊教育教師培訓課程，以提升教師照
顧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專業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