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 沈李以慧博士(註冊教育心理學家)

日期: 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時間: 9:00 – 5:15

地點: 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404室

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為普通中學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高中中國語文科

適異教學策略工作坊

沈李以慧博士
註冊教育心理學家

[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普通中學學習高中中國語文之困難]



高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
困難之背後原因

特殊教育需要:

(1) 特殊學習困難

(2)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3) 自閉症



• 腦部處理文字的「硬件」有與生俱來的差異

• 導致掌握文字的聲音、外形和意義之間的聯系出現困難

1. 特殊學習困難
1. 特殊學習困難(又稱讀寫困難)



發現率和主要徵兆

• 在香港, 特殊學習困難的發現率是 ______ %

• 個別學生困難嚴重程度和表現跟其他有相同標籤
的學生差異可以很大 student

• 學生每個字都要重複溫習多次方可記牢記，但轉眼
又會忘記。

• 認字、默字、串字都成為他們的大問題
• 由於認字方面出現困難，故此無法理解題目



1. 閱讀障礙
2. 特殊語言障礙
3. 發展性協調障礙
4. 特殊數學運算障礙
5. 視覺空間感知障礙

閱讀困難的類型





2. 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容易造成以下的問題

1. 學習
由於注意力散渙，當考試、默書時容易因沒有留心細節而犯錯，故學業成績往往比他們的

實際能力差，上課的學習動機和態度便每況愈下

2. 社交
活躍和衝動，跟朋輩或兄弟姊妹遊戲和討論時容易犯規或騷擾人，故時常與人發生磨擦，

導致跟同學或兄弟姊妹的關係欠佳

3. 家庭生活
很多家長為了照顧及管教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子女而承受很大壓力，並感到沮喪，

引致親子關係出現問題

4. 操行問題
大概七成患童由於十分活躍和衝動，容易出現問題行為，例如服從性差，有些甚至會說謊、

偷竊、離家出走、破壞學校或社會秩序等



3. 患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 缺乏組織能力

• 容易受干擾

• 計劃排序困難

• 缺乏綜合能力

• 難以泛化 (generalization)

• 文字理解傾向於表面字面意思

• 選擇性專注

• 沉迷某些物件/強迫行為

• 未能依從社交規範

• 情緒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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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學習

香港高中中國語文教育的困難



課程宗旨 （教育局，2015年11月修訂文件）

新高中課程讓所有學生在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的基礎上，進一步：

(1)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課程架構



7個首要培養的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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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推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