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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線教師的角度去看 

香港融合教育下的學與教問題 

吳善揮 

香港五育中學輔導組教師 

摘要 

1997 年，香港政府響應聯合國科學及文化教育組織的倡議，推行融合教育，

希望藉此提升香港的教育素質。然而，融合教育推行至今，其成效並不顯著，而且

更被學界質疑此政策能否有效地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普通學校學習。由是觀

之，本文嘗試從兩位任教於普通學校、具教授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經驗的前線教師

之角度，分析融合教育下的學與教問題及其現實情況。 

關鍵詞：香港、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壹、背景 

     

融合教育的實施象徵着教育邁向

人人帄等的新一頁。張蓓莉（2009）認

為融合教育的重要理念在於身心障礙

的學生可以與普通學生一樣，帄等地參

與不同的學習過程，並且強調他們是社

會的其中一份子，不應該被獨立隔離。

香港教育局（2010）指出融合教育的目

的就是在於幫助學生、家長、教師認

識、接受及尊重個別的差異，從而建立

和諧共融的校園環境。自 1970 年開始，

香港政府已經為在普通學校學習的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下稱 SEN 學生）提

供不同的支援。在 1997 年，香港政府

正式在學校實施融合教育政策。2008

年，香港教育局頒布了《全校參與模式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以進一步提升融

合教育的質素；同時，為普通學校在推

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時，提

供指導原則和切實可行的方法，讓全港

的學校都可以因應校內 SEN 學生的個

別差異及需要（香港教育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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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提供更適切、優質的學習環境，

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然而，融合教育推行至今十八年，

其成效備受社會質疑；根據一項問卷調

查顯示，受訪教師認為香港教育局在

2008 年頒布的「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運作指南」是特區政府不合格的教育政

策（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11）。可

見，前線教師普遍並不認同融合教育之

實施成效。因此，研究者進行初探性研

究，旨在透過與兩位普通學校教師的訪

談，分析在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下的學與

教問題，為融合教育政策的討論提供前

線教師的親身經驗及真實意見，以讓教

育界作為檢視與反思之用。 

 

貳、文獻回顧 

 

一、融合教育下的學與教指標 

為了讓學校管理者能夠更有系統

地實施融合教育政策，香港教育局參考

了英國融合教育中心出版的 Index for 

Inclusion ： Developing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Schools （2000），並在

此基礎上制定了共融校園指標，讓學校

可以按着指標的準則「擬定發展計劃、

訂立發展的優次、推行發展及檢討進

程。」（香港教育局，2008a）而其主要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藉此深化融合教育

政策的落實，以持續優化全體學生（包

括 SEN 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而提升

他們的學習能力。 

在課程和評估方面，香港教育局

（2008a）指出一個成功的共融校園，

應該能夠達到以下的標準，包括：（1）

教職員設法消除學生在學習及參與上

的障礙；（2）學校安排各類教學小組，

讓所有學生都受到重視；（3）教師一

同制訂、推行與檢討教學計劃；（4）

校方善用學生的差異，作為學與教的資

源；（5）教職員發展資源，以支援學

生的學習和參與；（6）校方能藉着評

估，提升所有學生的表現；（7）藉着

家課促進所有學生的學習。 

在學生學習和教學方面，香港教育

局（2008a）則對成功的共融校園提出

以下的標準，包括：（1）所有學生均

能參與課堂學習；（2）學生積極投入

學習；（3）學生進行協作學習；（4）

所有學生均參與課外活動；（5）課堂

教學能切合學生的個別差異；（6）課

堂能幫助學生了解個別差異；（7）教

師關注為所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和參

與機會；（8）教學助理關注為所有學

生提供學習支援和參與機會。 

綜合以上所述，教育局要求學校能

夠在課程設置、教學設計與方法、學生

學習模式、學習評估設計四方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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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學生的學習需要進行適度的調

適，以利他們進一步改善自身的學習表

現。 

 

二、教育局的相關政策及支援 

香港教育局主要以「三層支援模

式」推動融合教育。香港教育局要求各

級學校引入「三層支援模式」，以支援

不同學習需要的 SEN 學生，當中包括：

第一層（優化教學），學校須及早識別

SEN 學生，並透過優質之課堂教學，協

助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 SEN 學

生，以免問題惡化；第二層（加強支

援），學校須調配額外資源或引入特別

措施，以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的 SEN

學生，例如：實施小組教學、協作教學

等；第三層（個別加強支援），學校須

按照個別 SEN 學生之學習進度和需要

而進行課程規劃，以使他們可以得到更

具針對性的照顧，例如：設置個別學習

計劃、加長教學時數等（香港教育局，

2010）。從此可見，香港教育局希望藉

著這個模式，以更有效地改善 SEN 學

生的學習表現。 

香港教育局主要以現金津貼的方

式支持學校推動融合教育。為了讓學校

更具能力推動「三層支援模式」，香港

教育局向錄取了 SEN 學生的各級學校

提供現金津貼，其形式如下：香港教育

局不會為第一層學習需要的 SEN 學生

提供額外的撥款，惟建議校方善用現有

資源支援他們的學習；若學校錄取了第

二層學習需要的 SEN 學生，香港教育

局將為每名學生提供一萬元港幣的津

貼，以支援他們進行言語治療等，如學

校屬於第三組學校，則可獲額外的教

師；針對第三層需要的 SEN 學生，香

港教育局將會為學校提供十二萬港幣

的津貼，以支援首六名此類型的學生，

其後每錄取一名第三層需要的學生，學

校可獲得額外的二萬元港幣津貼。 

香港教育局亦與大學機構合作設

置教師培訓課程，以協助他們教導 SEN

學生。香港教育局現時為教師提供的

「三層課程」培訓，包括（1）專題課

程：「認知及學習需要」、「行為、情緒

及社群發展需要」、「感知、溝通及肢體

需要」；（2） 高級課程：「照顧不同學

習需要」；（3）基礎課程「照顧不同學

習需要」。當中，香港教育局規定每所

學校至少 3 至 6 名教師修畢專題及高級

課程、10%至 15%教師修畢基礎課程，

以使校內的教師曾接受有關培訓，讓他

們可以帶領校內同仁一起落實融合教

育，支援各種不同類別的 SEN 學生。 

 

三、融合教育下的學與教觀點 

在課程和評估方面，李惠藺、蔡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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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2009）指出只要教師接受專業知識

的訓練，便能夠掌握 SEN 學生的能力

和需求，進而發展出有效的「經驗課

程」。羅耀珍（2008）認為教師不應該

只是調適現有的主流課程去發展以

SEN 學生為本的融合課程，而是應該按

照校內 SEN 學生的情況發展校本融合

課程。黃啟智（2011）認為教師應該按

照 SEN 學生的需求來調整課程內容，

包括：製作適性的教材、調整教學活

動、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設計有效的

評量活動等，以提升 SEN 學生的學習

興趣。莊海玲（2012）認為課程與教學

的設置應與 SEN 學生的生活需要息息

相關，一方面能夠讓他們的學習與生活

作出連繫，使他們更容易掌握學習的內

容，而另一方面則可以發揮他們最大的

潛能。吳善揮（2013）指出教師不應只

局限於紙筆測驗的評估方式，而應該以

多元評量的方式，讓 SEN 學生也可以

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由是觀之，融合

教育的真正意義就是在於以 SEN 學生

的需要為本，並針對之培訓教師掌握調

整及設計校本融合課程的策略，並在此

基礎上發展出多樣化的評量模式，以讓

SEN 學生也可以獲取成功的學習經驗。 

在學生學習和教學方面，羅健榮

（2006）認為就特殊教育的精神而言，

特殊教育的專業人員應該與普通班的

教師互相分工合作，共同負責教育 SEN

學生，而非只是要求普通班教師負上全

部責任。許俊銘（2004）在其論文指出

76.2%的受訪教師認為教室管理，是任

教融合班級其中一個最大的困擾，而最

重要的，就是教室的良好秩序是開展有

效教學之最重要前提。王淑惠（2010）

認為在融合教育之下，教師需要適時調

整自身的班級經營策略與教學方法，以

回應不同 SEN 學生的學習需要。鐘梅

菁、謝惠娟（2003）認為教師須配合 SEN

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劃，並調整教學內

容及方法，以讓他們也能夠在普通班中

參與常規的課堂活動。許秀萍、洪啟

玲、謝芳琪、楊秀慧（2009）指出學校

必須容許在教室內實施的教學模式須

具有高度彈性，以回應教室內的不同學

習需要。由此可見，融合教育下的學生

學習之最大挑戰在於特教孩子能否融

入普通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同時教

師也須要適時改變自身的教學方法，以

及加強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士的合作，以

回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進而改善他

們的學習表現。 

 

參、研究方法 

     

研究者邀請了兩位任教於普通學

校、具有教授融合班（即包含 SEN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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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普通學生的班別）經驗的中學教師

接受訪問。教師 A 是一位未足三十歲的

年輕教師，她在一所第三組別１的中學

任教中國語文科，具五年的教導融合班

年資；大學時期修讀中文系，畢業後便

投身於中學執教鞭，並以兼讀的形式修

畢教育文憑，現正修讀中文系碩士課

程。教師 B 是一位三十五歲的年輕教

師，他也是一所第三組別的中學中國語

文科教師，具十年的教導融合班年資；

他在大學時期修讀中文系，畢業後便投

身於中學執教鞭，修畢教育文憑課程。 

為了使本研究更為聚焦，將就下列

問題進行訪談：（1）學校怎樣支援 SEN

學生在普通班的學習？（2）學校如何

為 SEN 學生調適主流課程的內容？又

或規劃校本融合課程？（3）教師在教

授融合班級之時，如何調整自身的教學

習策略？（4）教師如何為 SEN 學生進

行學習成果的評量？（5）全體學生的

學習表現又如何？是次研究屬於半結

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並

以上述五條問題作為訪談的主軸，並輔

以相關的開放式問題，讓兩位受訪教師

可以根據個人親身的教學經驗及相關

的專業知識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王文

科、王智弘（2011）認為半結構性訪談

的好處在於能夠允許受訪者充分表達

自己的意見，並且能夠獲得較有價值的

資 料 。 本 研 究 採 用 了 方 便 抽 樣 法

（convenience sampling），原因包括：（1）

方便筆者能夠更容易地實施研究調查

（葉重新，2004）、（2）受訪者與研究者

認識多年，彼此之間具有良好的關係及

較高的信任度，他們都願意把內心最真

實的看法告訴研究者，使本研究得以取

得更真實的資料作分析、（3）兩位受訪

者具有相當的融合班教學經驗，故他們

的意見極具研究價值；雖然當中的結果

並不能夠輕易地推論至全港教師的身

上，惟對於欲了解香港當前融合教育實

施情況的教育同仁而言，仍然具有一定

的參考價值。基於尊重受訪者的隱私，

以及增加他們發表意見的意欲，本研究

以「教師 A」、「教師 B」稱呼兩位受訪

者，並作分析。由於是次研究所擷取的

只是少數受訪者的意見，因此並不適合

推論到母群體（葉重新，2004），也不能

推論到全港教師的身上，而只能反映部

分教師根據自身經驗而產生的個人觀

感。 

 

肆、結果與討論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受訪教師均認

同融合教育的理念，然而他們並不認為

現行香港融合教育對 SEN 學生的學習

具有成效，並提出了前線教師在教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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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級之時所遇到的困難及挑戰。以下

將會依課程策劃、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學習評估四方面作探討。 

 

一、課程策劃 

課程策劃的重點在於能夠以分組

教學來照顧學習差異、進行課程內容的

調適、以及教師能夠合作備課（香港教

育局，2008b）。然而，教師 A、教師 B

均表示學校沒有為 SEN 學生而對課程

內容進行特別的調適： 

 

「……我任教的學校並

沒有特別為SEN學生進行抽離

教學，他們都是與普通學生一

起上課，學習的內容也是一樣

的，不會有什麼特別不同……

雖然我知道他們是跟不上課

程進度的，而我也很想幫助他

們，可是面對這麼多的工作，

我真的是分身不暇……為他

們設計一個特別的課程，我想

是不可行的，這是因為一方

面，學校根本沒有足夠的資

源，而另一方面，我和同事也

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教

師 A） 

 

「……學校只在中

文、英文科進行分組教學，把

程度最高的同學編在『尖子

班』，其餘同學，包括 SEN 學

生則會按照隨機的方式編

組，惟學校會確保每一班都有

高、中、低的同學，希望能夠

做到『以強拉弱』……學校沒

有為 SEN學生特別設計一套合

適的課程，只是容許能力稍弱

的班級可以減少一些學習內

容，例如我任教的中文科則可

以少教兩至三篇的課文，其餘

都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我

自己認為作用不大，因為我任

教的中一級班內很多 SEN學生

的中文程度只達小學三年

級，連寫一句通順的句子也不

能夠做到，那麼少教一些主流

課 程 的 內 容 又 有 何 幫 助

呢？……我想如果學校沒在

有額外的人手支援下，要求同

事設計另一個符合 SEN學生程

度的課程，我想會引起強烈的

反彈。」（教師 B） 

       

從以上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知道他

們任教的學校都沒有調查 SEN 學生在

學習上的困難，以設置具針對性的課

程；受訪教師 A 的學校沒有對 SEN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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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學習調適，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

學校缺乏足夠的資源２（例如：經費不

足、教師不足、教材研發等）、教師欠

缺相關的專業知識。而受訪教師 B 認為

學校所謂的調適，即減少學習內容，對

於 SEN 學生的學習並沒有很大的幫

助，主要原因在於學校的課程根本並不

符合校內 SEN 學生的程度及能力，而

學校學科領導人沒有明確地指導教師

如何調適相關的課程內容亦造成學與

教的困難。 

 

二、教師教學 

教師教學的重點在於運用多樣化

的教學技巧和方法，包括：協作教學、

「多種感官」教學法等，以改變 SEN

學生的學習表現；在教學的過程中，教

師須要懷着以 SEN 學生為本的態度，

以使 SEN 學生的學習得益最大化（香

港教育局，2008b）。 

教師 A 指出雖然她對於 SEN 學生

的處境抱有同情的理解，可是基於教學

工作繁重、教師數目不足，所以未能準

備不同的教學方法及活動去教授融合

班的學生： 

 

「……在課堂上，我一般

是直接向學生講授學習內

容，偶爾也會進行一些分組活

動，以讓學生也可以活動一

下。可是，由於課程非常緊

密，學校安排的各式大、小測

驗亦頗多，因此我不可能經常

安排課堂活動，而一個學期能

夠安排到一至兩次給學生參

加已經很好……其實，學校全

體的學生程度都不太高，語文

能力亦頗為薄弱，平常我已經

在午膳、放學的時間教導那些

跟不上課堂進度的普通學

生，教學工作已經非常吃力，

如果現在還要額外再為 SEN學

生進行個別化的指導，我相信

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其

實，我也很同情 SEN學生的情

況，所以曾在學科會議提出為

SEN 學生進行抽離教學的可

能，可是科主任說學校出現收

生不足的問題，來年還要縮減

教師的數目，在人手不足的情

況下，抽離教學是行不通的。」 

（教師 A） 

 

教師 B 雖然曾經嘗試運用不同的

教學方式教授融合班的學生，可是由於

班中有着不同種類的 SEN 學生，所以

教學成效並不大；而他曾經打算報讀教

授 SEN 學生語文的進修課程，可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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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能兼顧而作罷，阻礙了他的專業發

展： 

 

「……在教學的時候，我

曾經嘗試用動畫、角色扮演、

畫畫等方式，以讓學生可以更

明白學習的內容，可是學生的

反應不一，而效果亦有不

同……在我任教的中一級班

裡，有有限智能的、過度活躍

的、讀寫障礙的、語言障礙

的，我想並不是所有 SEN學生

都能夠以相同的方法去教

導……我曾經打算參加由教

育局主辦的 SEN 語文教學課

程，以學習更多教授 SEN學生

語文的方法，可是修讀理工大

學的課程，我要請兩至三個星

期的公務假期上課，我怕我任

教的兩班高中公開考試學生

的學習會受到影響。」（教師 B） 

  

從上述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教

師巨大的工作量，影響到他們內在的教

學意願，最終影響到融合班級的教學成

效；另外，在高工作量的情況下，教師

本已是疲於奔命，自然無法兼顧各類

SEN 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此外，教師

工作繁重亦使到他們難以在課程期間

外出進修，這對融合教育的學與教成效

不無影響。 

 

三、學生學習 

學 生 是 否能 夠 積極參 與 課 堂 活

動，並且能夠進行協助學習，是評量成

功的融合班級指標。教師 A、教師 B 都

表示他們任教的融合班，都存在紀律性

的問題，並且對整個班級的學習產生負

面影響： 

 

「……很多時候，SEN 學

生都不認真聽課，喜愛與鄰座

的同學閒聊嬉戲，破壞了上課

的氣氛……你在制止他在課

堂的違規行為時，需要耗費很

多上課的時間，因此若他的行

為不算是太過分，我也會對之

採取容忍的態度……有些 SEN

學生則不會打擾你的課堂，但

是他們會在課堂上睡覺。」（教

師 A） 

「……班中一名有過度

活躍症的學生令我感到非常

的頭痛，他經常離開自己的座

位，打擾上課的同學，又或是

突然不知何故便出現情緒失

控的情況……其實我明白他

的情況，可是我罰他也不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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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罰他，同學又會說我偏

私……有些普通同學會在他

情緒失控時起哄，使到情況變

得更複雜……班中一些有讀

寫障礙的同學經常不專心課

堂的講授，我時時需要為此而

對他們作出提醒。」（教師 B） 

 

綜合以上所述，在融合班級中的

SEN 學生普遍都存在着紀律性的問

題，以及不能夠專心於課堂上的學習活

動或教學，當中的主要原因是教師欠缺

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事實上，駱怡

君、許健將（2010）指出「一位有效能

的教師要實現其理想，達成教育目標，

基本的要求在於做好學生的經營與班

級的管理。」這就是說要改善融合班級

的學習表現，增加他們對課堂的參與

度，教師就必先要從實施有效的班級經

營策略做起，否則不但無法提升 SEN

學生的學習效能，而且更會使到普通學

生的學習也大受影響。 

 

四、學習評估 

教師需要因應 SEN 學生的學習差

異而調適學習評估，以讓他們也可以展

示自己的學習成果。然而，教師 A 表示

基於公帄的原則，她沒有為 SEN 學生

的測驗內容作出特別的調適，只是讓他

們可以加長作答的時間，可見她對融合

教育的理念仍然未有透徹的理解： 

 

「 …… 基 於 公 平 的 起

見，我沒有為 SEN學生特別設

置一份特別的測驗卷，以免其

他普通同學說『不公平』。而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平常測驗

也給他們作出這樣的特別安

排，那麼他們必定不能夠適應

真正的考試，乃至日後需要參

加的公開考試……我通常會

以增加他們的測驗時間作為

主要的調適作法……不過，他

們的成績也都是不合格。」（教

師 A） 

教師 B指出他容許 SEN學

生分部完成整全份測驗卷，而

且效果亦算良好；可是，他們

在真正的考試時，便會打回原

形： 

「……我不會為 SEN學生

設置一份與別不同的測驗

卷，因為全校的單元評估測驗

都是統一，我不能作出私下的

修訂，但是我會容許班中的

SEN 學生可以分部完成整份的

單元評估測驗，例如他們可以

在星期一的時候完成甲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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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然後星期二才完成餘下的

部分，以讓他們可以有更充裕

的時間準備測驗……他們的

考試表現比平常的測驗差很

多，可能是他們並不適應在考

試時需要一下子把所有的範

圍都全部溫習完畢，致使有這

樣的情況出現。」（教師 B） 

 

從以上所見，教師 A 及教師 B 的

評估方式都只限於紙筆測驗，而不能運

用多元評量的方法，以讓 SEN 學生都

可以循着不同的渠道建立成功的學習

經驗；教師 A 以加長作答時間作為調

適，效果不佳，當中的主要因就是 SEN

學生根本不懂得如何作答題目，徒以加

長時間作調適根本是沒有對焦問題的

根源所在；教師 B 以分部的方式讓學生

完成測驗，雖則有利他們建立成功的學

習經驗，可是實際的環境卻未能與之配

合，致使學生因不適應的關係而最終在

考試中遭受更大的打擊；而最重要的，

就是學校未有給予融合班教師調整評

估內容及方式的彈性，使到他們未能為

融合班的 SEN 學生設置多元評量的方

法。 

 

 

 

伍、總結及建議 

     

吳善揮（2014）指出「推行至今，

融合教育政策只是一個很高的理想，仍

然未得到真正的落實。」本研究的結果

亦印證了這一點。訪談中發現在融合教

育下，學校基於客觀環境的因素，例如

教師人手不足、教師欠缺相關的專業知

識、校內有着多個類別的 SEN 學生，

不能夠切實地按照香港教育局頒布的

共融校園指標，去規劃融合班級的學與

教；而最重要的就是教師在高工作量的

環境下已經是疲於奔命，而教育局卻在

撥款不足的情況下，要求學校達到共融

校園指標的要求，實在是不切實際。雖

然基於便利取樣法所限，兩位受訪教師

的意見並不能反映全香港學校實施融

合教育的真實情況，可是他們的意見仍

然能夠反映部分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

情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筆者認為教育局可循五方面改善

融合教育在學與教的實施情況：（1）課

程策劃方面，香港教育局需要增加撥

款，以讓學校可以為 SEN 學生提供中、

英、數三個主要科目的抽離教學（資源

班）；在資源班成立的基礎上，教育局

可以為中、英、數三個主要科目，設置

SEN 學生課程的調適框架、大綱，以供

學校參考，當然學校可以靈活地按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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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需要而對之作出修訂，並運用在資

源班上，以利 SEN 學生的學習；（2）

教師教學方面，教育局須要加強教師相

關的專業培訓，以讓他們可以掌握更多

教授 SEN 學生的教學技巧、調適主流

課程的能力、班級經營策略，同時按照

教育現場的需要，增加兼讀制課程，以

方便教師進修；（3） 學生學習方面，

教育局宜提升校內教師修畢專業培訓

證書比率的規定，以讓更多教師得以加

強對 SEN 學生的社交和秩序訓練，以

讓他們學會與普通學生的相處之道，並

融入普通學校的學習環境，進而改善他

們的學習表現；（4）學習評估方面，

香港教育局可與大學的特殊教育學系

合作，主辦更多專業的學歷課程，以讓

教師可以掌握多元評量的方式，以讓

SEN 學生可以構建成功的學習經驗；

（5） 在撥款方面，香港教育局亦應監

察學校運用融合教育撥款的情況，以使

專款用得其所，讓 SEN 學生得以真正

從中受惠。 

 

 

1
 教育局將全港的中學分為三個組別，第

一組別主要是錄取全港成績最好的學生；第二

組別主要是錄取全港成績屬中等的學生；第三

組別則主要是錄取全港成績最差的學生。 

 

2
 由於兩位受訪教師都任教於第三組別學

校，而這個組別的學校一般都因為少子化的影

響，而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因此而

面對教席遭受削減的問題；他們表示縱使校方

得到額外的資源作融合教育的推動，可是為了

維持學校教師數目不受削減，一般都會運用政

府的融合教育津貼作為續聘教師之用，而非聘

用額外的專任教師支援融合教育，而香港教育

局所提供的額外教師，也非專職支援 SEN 學

生，而需承擔其他的行政工作，專門教席形同

虛設，造成專款非專用的情況出現。 

 

參考文獻 

 

王淑惠（2010）。融合教育下的課程調

整。東華特教，44，20-24。 

吳善揮（2013）。困境中的嘗試－香港

中文科的多元評量設置。新北市教

育，8，49-53。 

吳善揮（2014）。淺論香港現行融合教

育制度實施的問題。臺灣教育評論

月刊，3（1），106-111。 

王文科、王智弘（2011）。教育研究法。

臺北：五南。 

香港教育局（2010）。全校參與模式融

合教育運作指南。香港：作者。 

香港教育局（2008a）。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共融校園指標。香港：作者。 

香港教育局（2008b）。照顧個別差異~

11



 
 
從前線教師的角度去看香港融合教育下的學與教問題 

南屏特殊教育 

 

 

 

共融校園指標（簡化版）。2014 年

1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

/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i

mary/indicators-examples_c_r.pdf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11）。「教師看

近 10 年香港教育政策的優劣」問

卷調查簡報。香港：作者。王文科、

王智弘（2011）。教育研究法。臺

北：五南圖書。 

張蓓莉（2009）。臺灣的融合教育。中

等教育，60（4），8-18。 

許俊銘（2004）。國小融合教育班教師

教學困擾調查研究，國立台東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論文，未出版，台東

市。 

黃啟智（2011）。特殊需求學生課程的

調整。雲嘉特教，13，55-60。 

莊海玲（2012）。帄凡中的不帄凡教學

－我的星光班班級經營分享。雲嘉

特教，15，50-55。 

葉重新（2004）。教育研究法【第二版】。

臺北：心理出版社。 

羅耀珍（2008）。發展校本融合課程的

挑戰。教育曙光，56（2），1-10。 

羅健榮（2006）。國中特教班學生在融

合教育中學習適應之研究。教師之

友，47（3），62-73。 

李惠藺、蔡昆瀛（2009）。融合教育下

特殊教育課程設計之探討。國小特

殊教育，47，39-50。 

駱怡君、許健將（2010）。反省性思考

在教師班級經營上之運用。教育科

學期刊，9（1），73-86。 

鐘梅菁、謝惠娟（2003）。如何帶好每

一位學生？—談融合教育的模式

及其影響因素。國教世紀，206，

57-64。 

許秀萍、洪啟玲、謝芳琪、楊秀慧

（2009）。三位帅教老師實施融合

教育的故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

報，40（2），73-106。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