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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19-2020學年 

一. 政策 
 支援政策採全校參與模式，以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靈活調配資源，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服務。 

 檢視服務成效，按需要作出修訂，並尋求專業支援。 

 協調各科學習策略，有效地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利用校本支援政策甄別有需要支援的學生。 

 提供多方面的學習機會，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發展潛能，提升學習興趣。 

 加強教師專業培訓，以配合學校及社會的需要。 

二.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計劃；及 

 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三.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本年度增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及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SENST)，SENCO

帶領學生支援小組，並與 SENST 緊密協作，履行統籌、推廣及發展與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有關的職務。 

 以小學學習支援津貼聘請一名老師及一位教學助理，增加人力資源，以照顧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 

 「學生支援組」定期進行會議，以便及早識別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支援及協助他們

學習，並以全校參與模式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讓他們得到適當的照顧。 

 制訂政策：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制訂清晰的轉介指引，有效地協助及支援學

生成長。此外，亦制定了考試調適及家課調適指引，以確保學生得到公平的評核及

達致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的目的。 

 輔導教學：在二至六年級開設中文、英文及數學課後輔導教學班(共 17組)，為學科

成績稍遜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學校停課，

輔導教學由 2月開始暫停。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到校提供服務，以全面及綜合性

的服務模式，在學生層面、教師層面及系統層面三方面作出支援。教育心理學家本

年度訪校 17次，為校內多名學生進行學習評估，並為老師舉行會議，亦舉辦小一及

早識別計劃家長講座，同時為老師及家長提供建議及商議合宜的支援措施，讓學生

得到更合適的支援。雖然因為疫情關係令學校停課，教育心理學家於復課後也能完

成學生的評估，繼續跟進學生情況。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為新來港學童舉行「英文班」及體驗活動，協助他們

盡早融入學校生活及鞏固學習英文的基礎。由於疫情關係，學校暫停上課，本學年

英語課程上課至 1月 17日止。 

 「學生個別學習計劃」：為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第 3層)，由教育心理學家、學生



      2          
  

支援組老師及有關老師共同商議及設計個別學習計劃，並定期檢討學習進展，按學

生學習進度修訂學習內容，以協助學生改善學習表現。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計劃」：計劃內容是聘請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

估及治療、入班協作教學、舉辦家長講座、學生講座、學習小組等；更為老師提供

相關訓練，以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加強幼小銜接的支援：為了加強照顧小一學生，讓他們及早適應小學生活，學校於

暑假期間舉辦小一新生適應課程。並推行小一雙班主任制，安排一年級每班有兩位

班主任，以給予學生更全面的照顧。更在一年級制定幼小銜接課程，加強課程內容

的彈性。此外，支援組會根據收到的小一學生的評估資料及進展報告，及早與家長

商討學生的學習表現。當確切了解學生的情況後，把他們的資料加入學生支援記錄

册，並按照學生的實際需要制訂適切的支援安排。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及早識別有學習困

難的小一學生，並盡早為他們安排適切的支援措施。本年度教育心理學家為小一學

生家長舉辦講座，讓家長深入了解此計劃的內容及學校所提供的支援措施，以期達

到家校互相配合的目的。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計劃」及「區本計劃」：為領取

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確認為清貧的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和各類興趣班。

「區本計劃」於停課及暑假期間，繼續以網課形式舉行功課輔導和興趣班。 

 「小一愛心大使計劃」：除了能支援各班一年級同學及早適應學校生活外，高年級愛

心大使也能藉此計劃改善溝通及社交技巧。 

 「打開天空」計劃：是為小二至小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而設的外購服務，透過

多感官趣味活動、健腦操和專注力訓練，從活動中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增強中文科的學習技巧。原定每個小組舉行 10節，並於最後一節邀請參加學生的家

長一起上課，導師亦為每名學員撰寫評估報告，讓家長了解小組課程內容、學生學

習成效及跟進方法。但由於疫情關係，未能完成各小組課程。 

 課後功課加油站：運用「額外補充學習津貼」資源，為有需要的學生設立功課輔導

班，由教師助理負責指導學生完成功課。 

 學習小組：本組計劃利用教育局的「識字 2」及「句子 2」教材，為「小一及早識別

計劃」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鞏固學習。另外，為了關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開

辦情緒管理小組(自閉症學生)及提升專注力小組(過度活躍症學生)。本年度因疫情

影響，只能舉辦了「句子 2」小組及情緒管理小組。 

 靜觀訓練小組：本年度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採用 Paws.b靜觀課程為小五學生舉辦靜觀

訓練小組，Paws.b是一個由英國引入香港的課程，由英國威爾斯的班戈大學 (Bangor 

University) 進行評估研究。但由於疫情影響引致停課，本年度只進行了 3節課堂。 

 同級分組教學：本年度在 5年級進行中、英、數分組教學，在 B、C、D、E班抽離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作小組學習，中、英、數三科各一組，每組學生 8 人，由校內

資深老師任教，並有一位教學助理在課室內協助。是項安排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減低

組內師生的比例，讓老師更能按學習者的需要和表現進行教學，及能更有效照顧學

習者差異。 

 教師專業培訓：校方鼓勵及安排老師參加有關融合教育及精神健康的教師專業發展

課程，本年度已成功修畢「三層課程」或同等課程的老師人數達標。 

 計劃及監察：本校會透過檢討會議、問卷調查、APASO、持份者問卷、日常觀察等，

有系統地檢視各項計劃的成效，並會按照學生的表現和成長需要而訂定每年計劃和

發展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