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踢爆「殘酷真相」：師無力照顧 生缺成功感 校無意留人

融教害苦特殊生
成績差照升班

讀普通校遇挫折 為面子拒「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
政府政策層面，融合教育是「全校參
與」的模式，是「三層支援」的架構，
是教師專業培訓課時的指標，以及不同
的津貼類型，然而於現實校園環境，那
卻是一個又一個難解的結。當SEN生
學習上力有不逮，年月累積下或變得自
暴自棄，隨之影響身邊同學及課堂秩
序；家長未必肯接受子女有SEN，會
歸咎孩子不努力，更在老師面前粗言辱
罵；而老師面對個別 SEN生帶頭搗
亂，自己盡力教學卻可能「零成果」，
即使原本有心也難免沮喪，「這樣真的
很消耗我對教育的熱誠，更曾想過轉校
算了」。

維持秩序「不好也要做」
被問及教SEN生的「激心」事情，

莫老師一時亦不知從何說起，最後分享
了一個「有限智能」學生的故事。她強
調，有限智能不是智障，惟智商會比一
般同學低一點，而這類型的學生，反而
易衍生其他行為問題，「例如有個學
生，他不想別人發現自己有這樣的問
題，想『扮大佬』讓別人覺得他聰明，
於是遇到不懂的題目時，會在卷上寫下
『ng識（不懂）』；偏偏其他同學知
道後，也有樣學樣」。
莫老師坦言，自己曾因此而沮喪落

淚，也實在想不出好辦法解決，只能豁
免他做功課，控制好不准他和同學上課
時聊天，否則就罰那些和他聊天的人，
「我知道這樣其實對他不好，但最起碼
能維持課室秩序，並讓他留在班房，那
他還有聽書的機會」。

家長不接受現實粗言相待
中學SEN生不少已「累積」了一

定問題，莫老師指，部分人會自暴
自棄，即使被罰留堂也會反唇相
譏，「大方」表示自己留到6時也沒
問題，索性與老師「鬥長命」；亦
有家長不肯接受子女學習障礙，認
定孩子不努力，更在老師面前粗言
相待。
而最叫莫老師感挫敗，則是對讀寫

障礙生「零成果」，「有時看着他們
默不到書，我也會想，『我教了你整整一年，
時間花去哪裡了？』」她不諱言那很磨滅自己
的教學熱誠，並表示如果有機會，也希望去一
所「好一點」的中學任教。但莫老師亦表示，
肢體殘障的SEN生很多時可為老師帶來一絲安
慰，「他們會更珍惜自己有的機會，他們會覺
得自己還可以讀書、身邊人還這麼照顧自己，
所以會表現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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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更早發掘具
潛質的「IT尖子」，財政預算案建議撥款7,500
萬元予不多於10所中學開設「增潤課程」，加強
培訓中學生的「IT技能」。有80後年輕人早已
看準商機，創辦公司教授初中生寫程式，並鼓勵
更多年輕人投身科技界。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辛婥琳，中學會考後赴美
留學，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曾任職國

際投資銀行，收入豐厚。不過，她對寫程式早
有情意結，故毅然放棄高薪厚職，轉到矽谷修
讀寫程式的課程，去年回港創辦First Code
Academy，在3所國際學校開班，教授初中生寫
Apps，年紀最小的學生僅9歲。

最小9歲 諗計防創意流失
她說表示，小朋友的學習速度驚人，創意

無限，「我們要諗計仔，防止他們的創意流
失」，而寫Apps就能訓練他們的邏輯思維、
解難技巧，讓他們從小裝備自己，未來就可
以踏入數碼世界。她在第一堂便教授學生製
作最簡易的程序，令學生發覺原來寫Apps並
不困難。她認為，要鼓勵年輕人對科技產生
興趣，第一步便應先消取他們對科技的恐
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透過融合教育SEN生可
入讀普通學校，然而也有機會出現未能適應，需要回流特
殊校的情況。專門教育聽障生的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吳
育珍直言，自己眼見每年都有不少「回流」特殊生，他們
原本都是特殊校表現較出色的尖子，但如轉到普通學校未
獲好好配合，或只能挫敗地回到特殊校，需要學校及老師
慢慢開導，更有甚者部分人或會因為「沒面子」而不回來，
就這樣於主流校自暴自棄，不願學習。

中學收生不足 報名必收
教育局資料顯示，過去3個學年即2012/13年、2011/12
年及2010/11年，分別有148名、151名及171名學生，因
為不適應普通學校環境，而要轉往特殊校就讀，當中便包
括一些「回流」生。吳育珍認為，現時普通學校對SEN學
業和適應支援雖已改善，但仍不時出現誤解，例如該校聽
障舊生會因發音不好，轉往主流校後沒勇氣說話，「但老
師就會以為他們只是內向」，而近年部分中學面臨收生不
足，對SEN生只要報名都照單全收，「有一些全校有百多
人，一班就有十多二十個，完全不知可以如何照顧」。
吳育珍又指，部分融合到成績稍遜學校的SEN生，學

習一般較易適應，但也可能面對與同學相處問題，這些
都是SEN生可能回流的原因。她直言，曾見過原於特殊
校內表現良好的學生，出去一趟後很挫敗地回來，「他
們會變得沉默，避開眼神接觸，老師要慢慢開導他們。
不過他們始終表現算是較佳，只要老師多加關注，情況
也可明顯改善」。而更令人惋惜的是，有特殊校尖子轉

到普通學校後「大貶值」，學生因此自暴自棄，不願上
學，部分人即使不適應亦不願回流，吳育珍慨歎︰「有
些人會覺得自己走的時候很『風光』，沒有面子回來，
怕別人以為他們在外面不行。」
吳育珍強調，融合教育的現實情況需要因人而異，有

些學生於特殊校學習進程或較慢，「但最起碼學得到，
總比到外面陪坐好，所以家長自己要警醒，想清楚自己
的子女適合到哪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馮晉研）中學適齡
學童未來持續下降，
學界預計縮班情況嚴
峻。中學議會及十八
區中學校長會聯席會
議昨召開記者會時表
示，全港部分地區在
實施「211」減派措施
後，學位與學童供求
仍失衡超過20%，新
學年預計有4,500剩餘
學額。為穩定學界的
生態，聯席會議要求
當局下達中一留班學
額專額專用的行政指
令，另外在學位過剩
的7個「重災區」，包括東區、屯
門、南區、黃大仙、沙田、大埔和西
貢，再實施區本減派，讓學校自行選
擇減派1個至3個學位，相信可減少
990個剩餘學額。
聯席召集人林日豐表示，教育局已
明示和暗示不會推行區本減派，但又

拒絕交代原因，做法有欠公道，促請
當局正視學界的憂慮，與學界商討如
何及早做好中長期的教育規劃。
教育局發言人強調，中一人口下跌

是過渡性問題，局方會以務實的態
度，繼續推行「三保」措施，學校發
展組會向學校提供適當的協調，讓
「三保」措施發揮最大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讀
寫障礙的SEN學生，日常學習已遇到不少
困境，而升讀高中之際，更迎來另一個絕
望的頂峰－難掌握的課程、複雜的校本評
核，都令他們對學習更無信心；而老師則
要對他們貼身支援，考驗重重。
莫老師形容，SEN生升高中後往往「更
絕望」，而中文科對讀寫障礙同學來說，
除說話卷外幾乎每一份都是「死亡之卷」，
「他們怎樣也考不到合格分數；例如綜合
卷，要整合資料再按試題要求寫文章，對
他們來說真的很難」。她又表示，校本評
核部分更是對教師和SEN生的折磨，「我
們學校選修單元選了『小說及文化』、『名
著、影視作品改編』，前者字多，又要做
不同文本比較，對他們來說肯定很困難；
後者學習時雖比較輕鬆，但作答內容卻與
閱讀理解沒大分別，好些SEN生都只能取
得20多分」。
至於閱讀報告，也是考驗師生的一

環，莫老師表示︰「有時學生真的寫不
出任何東西，我就要教導他們，有時放
學後一直坐在他們身邊，等他們寫些個
人感想出來。」不過，有時等待也不代
表有結果，即使最後真的勉強寫夠字
數，分數也不會高。

於九龍區一所第三組別中學任教中文
的莫老師，對融合教育體會猶深，

因為她學校700多位學生中，超過130人
屬SEN，當中大多數被鑑定屬讀寫障
礙。她表示，有關學生行為一般與其他
同學無異，只是成績很差，例如有時要
默15個詞語，有SEN生一個詞語都不會
寫，「只能和他們放學後留下溫習，但
因讀寫障礙他們都未能掌握，很難幫得
到」。

SEN生比例高 老師難照顧
學習差異大教師要兼顧的自然更多，
莫老師坦言學校內SEN生太多，照顧起
來真的很吃力，她曾遇過一班33位學生
中，多達18人屬SEN，就算是精英班，
也有6人至7人，「除課堂支援外，老師
於課外也要和學生家長多溝通；但有時
學習困難很大時，小朋友容易放棄，結
果家長又放棄，做老師也很洩氣！」而
很多老師要兼教多班，又有行政崗位，
「工作量很大，即使有心想幫，能做的

真的不多……」
而部分SEN生有情緒問題，亦令處理

時更棘手。莫老師指，曾有SEN生讀書
成績不俗，但情緒控制較差，「例如他
會覺得課室外的葉子郁動時很滋擾，就
說想砍光那些樹；他中二時曾升上精英
班，但班中同學不知道他的情況，有同
學挑釁他，最終他就出手打人了」。而
學校為防止同類事件發生，即使他成績
仍佳，也不再讓他讀精英班。

為津貼收生 追不上進度懶理
現時每取錄1名SEN學生，學校可獲

得額外1萬元至2萬元的津貼，莫老師
指，那正是不少學校願意收生的原因，
「可用來設立學習支援活動室、有電腦
設備、可以聘請社工和助理」。她亦透
露，當一般學生追不上進度會留班時，
SEN生卻往往獲「優待」，「校方會盡
量讓他們升班，好讓他們快些離校，即
使是SEN支援小組主任，其實也是這樣
想……」

質疑資源不足 措施為省錢

於新界區一中學任教的羅老師，雖只面
對一班3位至5位SEN生，但對融合教育
仍深感無奈，「有些SEN生的確面對能力
問題，不論他們多努力，都一直是倒數幾
名，完全無法建立成功感」。儘管如此，
她所屬學校也是一直讓SEN生升班，自己
作為教師，看到的年輕人在虛耗光陰，「他
們在這裡真的學不到東西，結果中三後就
找其他課程去修讀；既然如此，為何一開
始要他們讀主流學校呢？」她批評，現時

的「融合教育」只是政府為省錢而推行的
措施，雖有向主流學校提供津貼，資源卻
從來不夠，「有情緒或能力問題的學生，
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要說融入，連基本學習
也做不到，大部分都只能重複地體會挫
敗！」
莫老師則表示，自己並非不支持融合

教育，「但至要分等級，有些學生連認
字也有問題，真的很難教」。她又認為
主流中學科目太多，SEN生不能讀得開
心，即使學校鼓勵多元發展，他們也難
有空間找到自己專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融合教育讓特殊學習需要

（SEN）學生於普通學校上課，推動共融校園，但本意美好的措

施，落實時卻挑戰重重。中學前線教師往往需要照顧數名甚至多達

半班的SEN學生，欠缺足夠支援下面對的是融合教育三大「殘酷真

相」︰教師無力照顧、學生沒成功感、學校無意留人。特別是一些

SEN學生即使成績不達標，亦能獲得「優待」年年升班，虛耗光陰

卻越來越追不上進度，最終抱憾離校。有教師直言︰「所謂的學習

障礙，那『障礙』是人為的，是教育制度、學校行政，令這些學生

變成『受靶』對象」。

■有教師表示，曾遇過一班學生中有10多人屬SEN，難照顧各人需要的同時，維
持秩序亦不容易。圖為一般中學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林日豐(左)促請當局正視學界的憂慮，與學界商
討，及早做好中長期的教育規劃。 馮晉研 攝

80後辭銀行工 教初中生寫Apps

■辛婥琳教
授學生寫程
式的上課情
況。
受訪者供圖

■辛婥琳展
示由學生創
作的手機遊
戲程式。
鄭伊莎 攝

■吳育珍（左二）表示，每年都有不少透過融合教育而
轉校的學生，當中雖然有成功例子，但也有部分學生過
一段時間就回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前線教師眼
中融合教育陷入困境，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
融合教育中心副總監何福全亦認同，若一所學校
SEN學生太多，教師無力照顧、師生沮喪等情況
確是偶有所聞。他建議政府增加相關資源投放及
教師培訓，並採取小班模式，以完善對SEN生的
照顧。

適合香港用中文教材少
何福全表示，其實香港融合教育已經比10年

前進步不少，但現實上自己卻經常聽到新老師就
融合教育吐苦水，「為甚麼我們都覺得外國做得
更好呢？除了是資源問題外，也因為以英語為本
的相關教材有很多，但適合香港用的中文教材卻
比較少」。他又指因SEN涵蓋的範圍很廣、種
類很多，學校最好還是以小班模式去全面、集中
照顧SEN學生，又舉例指有一所屯門的技能訓
練學校，就因為以小班模式開班，大受家長歡
迎，還有後補名單，「因為他們相信這樣的環境
更能照顧自己的子女」。

前線師陷困境
專家倡小班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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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倡剩額重災區再推「區本減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