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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成人生活的準備 
協助學生為成人生活作好準備，是特殊學校人員的一項主要工作。特殊學校的中學
階段，在許多方面可以適切地為學生提供轉銜至離校後成人生活的課程。首先，特
殊學校在小學和中學階段提供不同方面並結合生涯規劃教育元素 26的學習經歷，為
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礎，以便作進一步發展；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經歷，
如其他學習經歷、應用學習／應用學習調適課程以及性教育等，則可以作為連貫的
課程中推動學生轉銜的必要部分。特殊學校的課程領導人員應有系統地作好準備，
探索校本課程延展和調適的可能性，從而幫助學生順利過渡到成人生活。

有建議指有效轉銜至成人生活的規劃，應從高小階段開始，直至高中階段完結，並
伴隨學生進入離校後的生活和適應。因此，在學校教育的較後階段，特殊學校人員
應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興趣、職業／生活志向，為他們提供廣泛的選擇。在擬訂
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策略時，學校人員應重視學時的善用，包括課堂以外的學習時
間，以及課外／校外的學習經歷和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需要學生的積極參與，特殊學校應鼓勵他們探索自己的喜好、興趣、
志向和願望，促使他們發展自我反思、表達選擇和決策等能力。當學生能有機會為
其成人生活進行探索、理解、選擇和作準備時，他們更能為此建立明確的目標和期
望。

此外，所有學生都應該有權根據自己的經驗、所有可能選項以及個人意願作出選
擇。為離校生規劃成人生活轉銜的過程，也應充分考慮家長、照顧者以及其他家庭
成員的看法和期望。這需要學校人員採取跨專業協作模式，在特殊學校的整個中學
階段共同協作，為學生作出整全而個人化的轉銜規劃。另外，特殊學校亦可加強與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或殘疾年青人提供轉銜服務的機構的交流和協作，從而為學
生提供更適切的轉銜服務。

離校以後 — 出路、機會和成果

26關於生涯規劃的學習要素，請參閱《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第二版）第 6部分
圖 6及圖 7（第 23-26頁）及《小學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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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索和發掘更多展現學生潛能的機會，特殊學校人員需要持續的專業發展、專業
網絡交流及支援，使他們的工作能與時並進。事實上，從事特殊教育工作者應致力
提升專業能力及拓寬其專業視野。至於其他持份者如學生的家人以及學生本身，學
校也需要幫助他們認識並接受現實中可供選擇的成人生活機會，包括向家長和其他
持份者展示本地社區中，可供特殊學校離校生選擇與職業、工作、居住和教育相關
的機會。 

為探索更多離校後出路的可能性，特殊學校人員應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夥伴協作關
係，從而：

 幫助他們充分了解目前為特定需要和能力的學生所提供的離校後出路

 探索在中學階段發展以轉銜成人生活為焦點的課程的可能性，包括提供機會發
展某些範疇如生涯規劃教育、人際關係和互動、社區參與，以及現今生活中資
訊和通訊科技的角色等

 共同參與學生的轉銜規劃

 共同探索學生離校後的不同出路或機會（包括職業、教育及其他生活範疇），以
促進其福祉及提升生活質素，並鼓勵學生表達意願或作出選擇

此外，學校和社區的其他持份者建立聯繫，有助為學生建立更強大的社會網絡，提
升他們於成人階段的生活質素。為協助學生為成人生活的不同方面作準備，學校人
員亦應加強與其他機構的溝通和合作，從而發展：

 適切的課程教材

 創新的學與教策略

 共同的方法以處理和支援個別學生個案

 反思與行動

 學校採取了甚麼措施幫助學生了解個人強項和困難、建立對未來的志
向／期望，以及為成人生活作準備？

 學校如何與家長、家人和社區合作，為學生建立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以準備他們離校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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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行動

 學校運用甚麼策略，去提升學校人員、學生、家人和其他持份者對學
生離校後出路選擇的意識？

 你與為學生提供離校後出路服務的機構人員有甚麼聯繫和溝通？這些
聯繫和溝通對你在學校的工作有何影響？

7.2 應用學習與職業準備 
隨著 2009年新學制的實施，除了為一般學生而設的高中應用學習課程，應用學習
調適課程作為智障學生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之一，亦能幫助不同能力和志向的智障
學生銜接多元出路。這些課程並非為特定工種或就業形式進行職前訓練，而是旨在
透過模擬或真實情境，為學生提供與工作有關的體驗式學習，培養學生與職業相關
的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並幫助他們探索及了解就業及終身學習的路向。

近年來，有更多機構為特殊學校的離校生提供職業訓練或職業導向課程，以提升他
們的職業技能及協助他們日後就業。特殊學校的準離校生可獲益於專為他們而設的
多元課程選擇，以照顧他們在職業及更全面的教育和發展的需要，讓他們在中學課
程中的重要學習歷程，可以獲得延展。

7.3 持續和延續學習 
學習是一個終身的過程。特殊學校教師應對學生離校後的持續發展，抱有高的期望
並保持積極的願景。建基於他們在校內的表現和成就，學生在離校後的持續或延續
學習的機會，可以進一步深化源自學校課程不同範疇的學習，並以日後職業或生活
的準備為導向。部分修讀普通課程的特殊學校離校生或會於大專院校／其他機構繼
續升學或進修；而不少特殊學校學生於離校後則可能需聚焦於有意義的工作／學習
經歷、社區參與的準備以及生活質素的提升等訓練和服務。因此，學校除了協助學
生作職業的探索和準備外，亦應著重他們更全面的個人和社交發展，以助他們於離
校後面對成人生活各方面的發展和學習機遇時，均有更充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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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日後為特殊學校學生的離校出路及成人生活選擇的預備，應擴闊至以提
升生活質素作為重點，例如包括有意義的日間活動、閒暇嗜好、社交生活、居家獨
立生活以及持續學習等的選擇。

7.4 全人發展、福祉與生活質素 
為優化特殊學校課程以裝備學生迎接未來，學校應著重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並同
時肯定學生在需要、興趣和志向／願望方面的多樣性。如分章三：課程及特定學習
元素的處理所闡述，所有學校的課程除了包含基本能力和學科學習的元素外，還應
促進學生多方面的發展以育全人，包括：

 身體及體育發展

 學術或智力發展

 情緒發展

 心理發展

 社交發展

 性別發展

 倫理、道德和靈性發展

 公民發展

 藝術發展

 職業發展

明顯可見，從學校邁向成人生活，上述方面的發展將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或殘
疾年青人和成人的福祉和生活質素奠下基礎。衡量福祉的一般標準，往往較強調物
質資源的獲取，包括工作和收入、收益、財富和住屋；但同時亦應考慮到社交上、
情感上和心理層面的福祉／幸福感。因此，當考慮包括個人及群體的福祉時，學生
離校的生涯規劃還需要關注健康、教育、安全、生活滿意度、共享環境、生活質素
和社會聯繫等方面。

特殊學校人員應了解，學生可以透過以下機會，提升他們各方面的福祉／幸福感：

 參與充實並具啟發性的活動

 在生活中獲得成就感和樂趣

 參與具挑戰性、能促進個人成長及發展的活動和體驗

滿足感、福祉和生活質素取決於充實的生活，而停滯則會使生活難以邁向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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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獲普遍認可和適用於一般成人的生活質素範疇 27通常包括：

 心理幸福感和個人滿意程度

 社群關係和互動

 就業

 身體健康和物質幸福感

 自我決策、自主性和個人選擇

這些範疇同樣適用於特殊學校的離校生，惟有可能需要作出調適以切合他們的需
要。例如，對於部分有較嚴重特殊教育需要及／或殘疾的年青人來說：

 個人滿意程度的提升，可能需要家人、照顧者或其他專業人員的倡導甚或直接
支援

 社群關係和互動的加強，可能需要透過特別設計的社區活動而達成

 就業可以包括任何形式有意義的、充實的和有成效的工作

 物質幸福感的提升可能需要實質的經濟支援

 身體的健康可能需依賴持續的護理和支援

 自我決策的行使可能有頼社會和家庭網絡及合作機構的支持和鼓勵，以及學生
本身的主動參與來促成

因此，提高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除了聚焦於他們所看重的成果外，亦需要重視專
業的介入。雖然現存有關生活質素的不同指標，可以成為全面規劃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全人發展和福祉的參考，但特殊學校人員更應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讓他們
掌握有質素生活所需的知識、技能及價值觀和態度。

對於不少特殊學校學生來說，透過學校課程獲得充分機會表達自己、作出選擇、探
索以及發展閒暇嗜好，將可以大大提升其成人生活的質素。因此，學校人員應在這
些方面為學生設定更高的期望，同時亦應繼續與各持份者加強溝通和合作，共同為

27不同的學者或組織均有就生活質素的範疇作出不同的界定，例如 Hughes et al. (1995)、Schalock et al. (2002)和

OECD (2019)。教師可參考相關文獻以作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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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行動

 學校如何讓學生參與規劃他們的未來，使他們能夠反思自己的成就，
並表達他們對成人生活的期望、夢想和抱負？

 學校如何與不同的校外組織及機構保持聯繫和溝通，以了解學生離校
後的生活情況？

 學校可如何幫助學生適應成人生活將帶來的轉變？

學生探索不同的離校出路和成人生活的選擇，讓他們的福祉和生活質素能不斷得到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