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調適架構」探討
非華語智障學生中文教學的定位

關之英博士

2018.3.6



為什麼要有「調適架構」？
一、背景
二、課程資源
三、就讀特殊學校的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人數
四、撥款
五、「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

非華語智障學生中文教學該如何定位？
六、非華語智障學生中文教學的考慮
七、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內涵
八、智障非華語學生中文教學的重點
九、香港特殊學校的非華語教學



一、背景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2008)

 廣東話（粵語）

 書面語

 繁體字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2008)

第一章 概論

1.1 目的和理念

1.1.1 編寫目的

因應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情境，提出落實中國語
文課程的原則、策略和建議。

幫助學校因應非華語學生的特性，實施中國語
文課程，提升不同族裔學生的學習成效。



1.1.2 語文教育理念

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是要提升學生「兩文三語」的能力。

「所有中學畢業生都能夠書寫流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
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

 2003 年，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發表《提升香港語文水
平行動方案》報告，提出「兩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應涵
蓋從小一至中六各年級。

鼓勵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以便了解本地文化，融入社區生
活，成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2008)



1.2.3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口語和書面語的選擇

因應香港社會語言環境的實際情況，一般學生學習中文都先
學繁體字。

而中文課堂多使用粵語。

非華語學生和其他本地學生無異，要融入香港社會，與人有
效溝通，適宜先掌握本地最常用的粵語和繁體字。

在這基礎上，如果進而學習普通話，並認識簡化字，就可以
拓寬溝通的範圍，更廣泛地閱讀。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2008)



二、課程資源
教育局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專頁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l-
t.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l-t.html


學年
特殊學校類別

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人數

2011/12 2012/13 2013/14

視障兒童學校 4 5 5

聽障兒童學校 19 19 18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30 31 36

智障兒童學校 133 147 193

群育學校 5 5 2

總數 191 207 254

佔有關特殊學校學生總數的百
分比

2.5% 2.7% 3.4%

三、就讀特殊學校的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就讀特殊學校的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生人數(按特殊學校類別劃分)〉，檢自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407/09/P201407090490_0490_131223.pdf，瀏覽於2018年2月12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407/09/P201407090490_0490_131223.pdf


四、經費
2014年施政報告：扶助少數族群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EM.html

為特殊學校提供的撥款
(摘錄自:教育局通告第8/2014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至於特殊學校，因應其情況，每所取錄6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特殊學校會獲
提供額外撥款。提供普通學校課程的特殊學校的額外撥款如下︰

其餘取錄6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而未有提供普通學校課程的特殊學校，劃一
每年獲提供65萬元的額外撥款。……

9

非華語學生數目 每年額外撥款(元)

6-9 65萬

10或以上 與上文第7段的撥款設置相同(略)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EM.html


特殊學校：
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學生學中文有沒有分別？

範疇 非華語學生 本地學生
聆聽
說話
識字
閱讀
寫字
寫作
其他



五、「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調適架構」

教育局特殊教育需要組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聆聽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難點

老師宜注意：
目的語 表達方法
語速 輔助
語調 次數
用詞 口型
句長 ……



說話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難點

老師宜注意：
發音（送氣/不送氣）拼音（與言語治療師配合）
聲調（輔以手勢） 說話與邏輯
入聲字 語感習得：朗讀繪本（補充缺漏）
近音字分辨（配詞） 得體的溝通
嘴型示範（圖片） 鼓勵表達
提供情境 ……



閱讀能力

非華語學生的難點

老師宜注意：
先認識漢字漢語特點 分析和比較
劃分詞組 發展思維能力
斷句 加強背景知識
引起學生閱讀興趣 主動詞彙作為教學要點
大量圖書（繪本）輸入 經常重現
中文學習環境 詞彙簿作記錄
報紙閱讀 部件識字……



寫作教學策略

非華語學生的難點

老師宜注意：
認識漢字的特點 紙張有間架
方塊字 強調字的組合（部件）
排列方式 不用筆畫順序作為評估方式
部件組合 寫字姿勢
筆畫長短影響字義 ……



非華語智障學生中文教學該如何定位？



六、非華語智障學生中文教學的考慮

語文教學/語言教學

Sample footer 17



語言教學與語言教學的異同

語言教學 語文教學



相同點

語言教學 語文教學
學生為中心，教師為輔助 √

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

因應學生的年齡和心智選擇教材 √

能在生活上應用 √

單元教學 √



語言教學與語言教學的不同點

語言教學 語文教學
工具性為主，學生達到一定程度後，
也會講求文學性和文化性

工具性（溝通）、文學性（美感）、文化
性（內涵價值）

聽說先行 聽說讀寫齊頭並進
溝通為主、交際能力為主 也重視閱讀（有一定的閱讀量）和寫作

（能寫一定字數的篇章）
生活應用為主 除了應外，也要學習本國的文學和文化
實用為主 實用及欣賞（語言知識、修辭技巧）
口頭表達為主 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並重
句型練習 句型練習和欣賞
寫字練習 寫字練習和要求美觀和懂得欣賞不同字體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可參考對外漢語教學要點
讓學生把握漢語的特點
留意非華語學生學習的難點並給予鷹架

初始程度 中程度 高程度
嚴重 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
中度 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語文教學
輕度 第二語言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語文教

學
第二語言教學/語文教學



第二語言教學
聽說先行，實用為主、以交際溝通為主
趣味化
功能性（如：拒絕、求救）
學生要學有用的、生活的語言、生存的語言



七、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內涵

以生活經驗為中心
重生活自理能力與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
加強復健與職業訓練（或教育）而設計



智能障礙

受限於認知能力的缺陷、經驗及類化能力之不足，
因此缺乏主動的溝通語言，甚至沒有口語的現象，
嚴重的可能永遠無法學習功能性語言。中重度雖可
獲得語言，但可能只有有限字彙與簡單句型結構
（林寶貴，2004）。

張英鵬、曾碧玉（2011），自然情境教學法在融合情境中對特殊需求幼兒溝通能力之學習成效，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專刊》第12期，頁1-34。



智能障礙學生教育的課程 (Ysseldyke & Algozzine,1995)

1. 功能性課程
有關日常生活應用得到的功能性技巧，包括居家生活和社
區生活，如坐車、在自助機買物品等。
2.適齡性課程
在自然環境裡與一般同儕互動下學習和練習適齡性的功能
課程。
3.獨立性課程
包括做決定、生活體驗等活動課程。



教材內涵

1.準備度
基礎閱讀與基礎數學技巧，並應用在實際的生
活與社區情境上。
2. 溝通
學習說話與書寫能力。嚴重的學生可採用變通
的溝通系統。
3.自我照顧技巧
包括飲食、穿衣、使用廁所和清潔技巧。



教材內涵

4.動作與運動能力
能控制坐、立、走、拿東西等動作
5.職業先備技巧與職業（工作）技巧
嚴重：聽從指令、完成特定工作；
輕度：可經由參觀、打工等方式進行職業訓練
6.社會與休閒生活技巧
包括分享、社交禮儀、清潔、跳舞、性教育與預
防藥物濫用等。



嚴重 (Kauffiman,1997)

1.適合年齡的課程與教材

使用嬰幼兒教材會妨礙學生獨立行為的養成----「教育傷害」

(Bates, Renzaglia & Wehman,1981)

2.功能性活動

教學活動設計必須實用性

3.社區基礎教學

教室的教學內容必須結合社區生活，所學到的技巧能應用在社區生活的
實際情境上

4.統整治療

依據功能性活動的教育理念，各學域的專業服務要結合實際的教育方案

5.家庭參與



輕度 (Masazi &Clark,1988,Polloway & Patton 1993)

1.安靜坐著，能注意教師的教學
2. 能辨別聽覺刺激和視覺刺激
3. 聽從指令
4.發展語言：高年級----強調功能性學業技巧，屬於獨立自
主能力的訓練，如閱讀教學目標：將來能閱讀報紙、商店
食品上的標籤、找零錢，以及填寫申請表格等。



5.增進粗大動作協調能力與精細動作協調能力: 握筆、使
用剪刀等能力
6.發展自我協助的能力：繫鞋帶、使用廁所
7.社會適應行為的訓練：在團體情境中與同儕互動
8.社區生活技巧訓練
9.職業生活技巧訓練

楊坤堂（2008）︰《學習障礙教材教法》第二版，台北，五南圖書。

輕度 (Masazi &Clark,1988,Polloway & Patton 1993)



八、智障非華語學生中文教學的重點

學校類別 嚴重 中度 輕度

聆聽
說話
識字
閱讀
寫字
寫作
其他



智障學生語言教學的特點

溝通功能
謀生功能
發展及學習功能
認識危機功能
保護自己功能
責任與權利功能



小組教學
抽離或融合再抽離
有固定的抽離教室、教師及教材（課程或單元）
有適合的教具
針對非華語學生的興趣設計教學內容



單元組織，學生有興趣的主題
教材要接近學生生活，或提供背景知識
安排動及靜的活動，個人或與老師同學合作的活動
讓學生從任務中學習語言
安排配合教學內容的情境
教學語言及字體一致



九、特殊學校的非華語教學 (曾參與校本支援計劃/專業發展活動的學校)

特殊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非華語課程特點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

戴麟趾學校
• 個別輔導
• 小組教學
• 課堂抽離

中度智障兒童學校 禮賢會恩慈學校 • 抽離小組
• 識字錦囊
• 午間閱讀
• 全方位學習

將軍澳培智學校 • 中國傳統節日的認識
• 模擬實景學習
• 用歌謠學習
• 電子學習



特殊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非華語課程特點

輕度智障兒童學校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 入班支援
• 抽離式小組輔導
• 任務式學習（走出課
室學中文）

輕中度智障兒童學校 天保民學校 • 設個別輔導
• 伴讀（「校園共融小天
使」）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 單元教學
• 以學生能力組別為單位
及進行分組教學

• 生活化
• 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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