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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二 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

分章三 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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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六 課程監察、評鑑與檢討

分章七 離校以後—出路、機會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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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課程指引》（《指引》）內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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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一「概論」 的重點內容

• 《指引》目的、對象及背景

• 為促進學生的均衡發展，強調
特殊學校應按五個指導原則，
發展及持續優化校本課程：

 均衡發展

 參與及提升

 個人化

 進展性與持續性

 課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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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二「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及
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理」的重點內容

• 「同一課程架構」原則

 「特殊學校…在開放而
靈活的中央課程架構下，
發展均衡而連貫的校本
課程」

 「讓所有學生皆獲得豐
富多元的學習經歷…照
顧學生的不同需要而進
行校本課程調適及適異
規劃…」

摘錄自《指引》分章二 「2.1 同一課程架構」



• 課程目標的擬訂

 「一方面須配合中央課程…另一方
面亦應針對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訂立特定的目標…」

 在香港學校課程共同教育目標下，
針對特殊學校學生的需要和福祉訂
定目標 – 特殊學校課程總目標及特
定目標

分章二「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及
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
理」的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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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指引》分章二 「2.3 學校課程目標的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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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及學習元素的擬訂

 為達致這些課程目標，特殊學校需擬訂清晰、不同種類的
學習目標：學科、其他課程範疇、共通能力、其他類別的
基本技能、生涯規劃教育等……

 從而擬訂相關學習元素，以及作學習進展的規劃

分章二「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及
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理」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二 「2.4 學習目標的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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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元素的例子 –共通能力中的「數學能力」舉隅

分章二「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及
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理」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三 「3.2 通過共通能力…確保課程的連貫性」

 以示例進一步闡釋共通能力
如何作為學習元素融入課程



• 不同階段的校本課程規劃：

 長期規劃：學習進展、
持續學習、學習元素間
的平衡

 中期規劃：適異性的教
學規劃

 短期規劃：課堂教學規
劃、將個別學生的個人
優先學習範疇結合於課
堂教案中

分章二「特殊學校的課程規劃」及
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元素的處理」的重點內容

18



19

• 積極學習、深度學習

 學校需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思考何謂學習，以及期望學
生如何學習，從而發展出最
合適的教學方法

 推動學生進行積極、更具深
度的學習 vs 表層學習

 透過「反思與行動」，「…

學校都應按校情及學生的能
力和需要，探求積極學習和
深度學習的意思…」

分章四「促進有效的學與教」 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四 「4.1 積極學習、自主學習和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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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的團隊協作

 教師之間、教師與教師助
理、教師與校內專責人員、
其他形式…

 跨專業協作 – 特殊學校
「應致力發展、促進和維
繫專責人員與教師之間的
有效協作…讓他們在學生
的課堂學習上給予有價值
和直接的支持。」

分章四「促進有效的學與教」 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四 「4.5 課堂上的團隊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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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的目的和類別

• 自比性評估

 「…學生個人優先學習範
疇或目標的學習進展評估，
亦可以是以自己作為參照
點的自比性評估 (ipsative

assessment) …將學生目前
的學習表現與自己之前的
能力進行比較。」

分章五「學習進展及能力的評估」及
分章六「課程監察、評鑑與檢討」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五
「5.2 不同類別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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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調適、評估判斷

 運用合適的評估調適策
略，協助有不同障礙的
學生展示能力

 「在特殊學校裡，學校
人員間的專業對話對判
斷學生能力的過程極其
重要…」

分章五「學習進展及能力的評估」及
分章六「課程監察、評鑑與檢討」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五
「5.3 如何協助有障礙的學生展示能力」
及「5.5 哪些人員能協助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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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層面的課程監察、評鑑和檢討 ─微觀、中觀、宏觀
• 以中觀層面為例：運用評估數據及學習社群內教師的評鑑性意見，
評鑑及檢討教學計劃，以改善日後實施的課程規劃

分章五「學習進展及能力的評估」及
分章六「課程監察、評鑑與檢討」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
分章五

「5.7 如何運
用評估結果？」

摘錄自《指引》
分章六
「6.1 課程的規劃、
實施和評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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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教育、全人發展、生
活質素

結合生涯規劃教育元素的
學校課程，與學生的福祉
和生活質素作出聯繫

「…以裝備學生迎接未來，
學校應著重促進學生的全
人發展…」

• 與持份者的溝通和聯繫

家長、提供轉銜服務的機
構、社區等…

分章七「離校以後 — 出路、機會和成果」 的重點內容

摘錄自《指引》分章二 「2.3 學校課程目標的擬訂」

摘錄自《指引》分章七 「7.3 持續和延續學習」及
「7.4 全人發展、福祉與生活質素」



《指引》的更新重點

• 指引的重點如下：

 在「同一課程架構」原則下，為特殊學校提供發展
校本課程的指導原則和建議

 連繫中央課程指引，就香港學校課程發展的最新方
向，包括課程目標和學習宗旨、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及課程更新重點等)，因應特殊學校學生的需要作進
一步闡述/補充

 為特殊學校提供具體示例，闡明如何落實校本課程
規劃、調適及適異教學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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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1 特殊學校課程發展的指導原則

建立有效的學習
社群，加強學校
領導及教師的課
程領導能力，提
升評估素養，以
改進學與教效能

在學、教、評過程中，
推動所有學生參與及
提升能力，以培養成

為自主學習者

加強整體課程規劃，
使學、教、評能識別
和對應學生的各種能
力和困難，以照顧每
一位學生的個別需要

促進不同學階之間的銜
接，關注課程的進展性
和持續性，並加強課程
監察、評鑑及檢討的過
程，以回饋校本課程的

規劃和實施

平衡中央課程及特殊學
校校本課程的目標和學
習元素，以促進特殊學
校學生的全面發展，提

升日後生活質素
26



舉隅：指導原則之一「課程領導」 (Curriculum Leadership)

建立有效的學習社群，加強特殊學校領導及教師的課程領導能力，提升評估素養，
以改進學與教效能

有效協調和運用各種資
源，尤其創建和維繫校
內外各種形式的專業協
作，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及提升其日後生活質素

落實並平衡中央課程和特殊學
校課程目標及學習元素，促進
學生全人發展，盡展潛能

理解學生的特殊需要
及困難，掌握學生的
學習特質、表現和能
力，善用評估資料回
饋學與教

共同分擔課程監
察、評鑑和檢討
的工作，促進學
校課程的改進

運用多元化的溝通模式
及教學策略（包括適異
性策略），以推動和提
升不同特殊教學需要學
生的學習

27

改進

學與教

效能

校本整體

課程規劃

學與教

資源運用
評估

素養

課程評鑑

及改進

學

群

習

社



28

重點2 課程發展的最新方向

中學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

小學課程持續更新的方向和重點

中學課程主要更新重點

連繫中央課程指引，就課程發展
的最新方向，因應特殊學校學生
的需要作進一步闡述/補充，如：

• 將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
相關的學習要素貫通整體課
程，或作為學生個人學習目
標融入課堂

• 透過課程調適及適異性策略，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善用學時，並運用全方位學
習協助學生實踐所學，為轉
銜至成人生活作好準備

• 提升特殊學校教師的評估素
養，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展和
能力，協助有不同殘疾或障
礙的學生展現潛能

• 透過有系統而全面的生涯規
劃教育，積極探索離校出路，
提升學生日後的生活質素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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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工作相關的不同學習經歷，
探索個人職業興趣和抱負

智障兒童學校F每星期安排一雙節課，為所有高中學生提供
其他學習經歷中「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的學習活動。學生主
要透過在不同職業情境下的學習和實踐，掌握基本職業技能
和工作態度，包括守時、合適衣著、保持衞生（包括個人和
工作）、與同事協作以及與顧客溝通等。學校人員亦會為學
生安排模擬或真實的工作機會，如在學校的小賣部服務，或
參與校外機構的工作實習，以及參觀不同的工作場地，以增
加他們對不同行業出路和職業操守的認識。此外，教師會在
活動過程中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協助他們反思及聯繫其性
向、興趣、能力和抱負，以為其未來發展和選擇作好準備。

另外，透過選修高中應用學習調適課程，智障學生可以從不
同的職業情境中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學習經歷。這些課程提供
了不同職業領域（如服務、款待、食物製作等）的實用學習
元素，讓學生獲得真實情境的學習經歷，從中提升共通能力，
並探索個人職業抱負和終身學習的方向。

示例：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元素

重點3 課程規劃、調適及適異教學示例
加入課程規劃、調適及適異教學的示例，闡明課程發展及實踐的要點

建設性的提示和不必要的干預

小肌肉發展欠佳的學生C，在詩歌和故事創作方面常常
有很多好的構思，並渴望表達出來，然而在執筆書寫上
甚有困難和挑戰。有時候，教師助理會嘗試充當其秘書，
幫助她寫下想法。又有些時候，教師助理會幫助學生C
尋找她所需要的詞彙，以助她繼續寫作。這些都是有用
的支援，能促進學生C展現她的能力。

然而，有時候，該名教師助理會介入過多，包括開始嘗
試「糾正」學生C的語言，以及從中加入自己的想法。
因發現這種 「過度干預」的行為會令學生C無法有效
展示她的能力，甚或會抑制其寫作能力的發展，教師於
是轉為讓教師助理協助學生C自行以語音記錄方式口述
她的寫作，或讓她學習使用電腦輸入替代書寫。

示例：如何有效協助學生展示能力



特殊學校人員可如何使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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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負責課程規劃和發展的領導人員，
在校長和副校長的支持下：

 先行研讀《指引》的各分章

 以共同參與的方式，策略性地帶領各課
程發展的相關工作小組：

 就《指引》所建議的原則、策略和
步驟展開共同研習、討論

 選取及參考《指引》不同分章 (包
括當中「反思與行動」中的反思問
題)，共同檢視及反思校本課程發展
的整體現況，並訂立發展優次，以
帶領各小組共同探索、擬訂和實踐
合適的發展方案

 參加教育局舉辦的課程領導培訓活動

摘錄自《指引》分章一「1.3 如何使用本指引」

摘錄自《指引》分章二「2.3 學校課程目標的擬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