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安置評鑑 

 

 

澳門特區政府在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中提及，特殊教育

的對象，包括資優學生和身心存在障礙的學生，由政府有職權的公共部門或教育行

政當局指定的實體負責評估。教育暨青年局轄下的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肩負起為本澳被懷疑或確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進行判定及給予適切教育安置建議

的責任。 

 

目前本澳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融合生，這些學生可能因有著下列一項或多項的情況，如：身體機能

障礙、智力範圍屬於臨界智能不足、自閉症、過度活躍症、學習障礙及具長期且持

續性的情緒行為問題而需要小量的特殊輔助，使之能與同班其他同學一起學習及成

長。這些學生在普通班級接受教育，學習內容與該級同學類同，但教師會因應學生

的個別特殊需要而採取相應的教學策略來協助學生學習。 

 

第二類是特殊教育小班學生，這些學生可能為智力範圍屬於輕度智能不足，且

伴隨學習困難或具長期且持續的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而在學習上需要較大的遷就

或輔助。這些學生所學習的科目會較一般正規教育少，但課程仍然是採用正規教育

的課程。 

 

第三類是特殊班學生，這些學生的智力屬於輕度智能不足或更嚴重程度、而在

整體適應能力上亦出現顯著障礙。特殊教育班級會為學生提供個別課程安排及特別

教學環境，教學內容除了基本的學科以外，還包括自理、溝通和社會適應等生活訓

練；課程採用以主題編寫的教材為主，讓學生能得到與自身能力及生活相關的學習

及訓練。 

 

要評量一個學生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除了需依賴醫療機構提供學生成長發展

及病理性的資訊外，更重要的便是對學生整體學習能力的評估，當中包括學生過往

的學業成績、在校及在家的表現、成長背景、智力水平、學習能力、溝通能力、行

為情緒、社會適應表現等因素，藉以了解學生的現有能力與學習潛能，同時，亦需

考慮不同教育安置的課程安排，才能為學生作出最適切的教育安置建議。判定學生

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評估應具前瞻性，由於此評估將影響學生往後的發展，是故

評估內容除了要反映現實狀況外，更應預測學生往後的發展需要。 

      



 

多年來在教育領域的施政方針上均有提出優化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

諮詢及評估機制，在評估的實施上，除了要配備適當的評估工具外，更重要的是評

鑑人員的培訓。要做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教育安置評鑑工作，教育當局應特別著重評

鑑人員的培訓，評鑑是需要經驗累積的，除了需要在理論層面了解各類型不同障礙

類別學生的特徵及需要外，更要經過深入的觀察及高度的敏感才能辨識學生的問題

所在，是故負責評鑑的人員除了因應時代的需求而不斷進修外，也需要往其他在特

殊教育領域有成績及果效的發達地區作交流訪問，以吸取別人的經驗，提升教青局

專責部門的教育安置評鑑人員本身的知識及技能。 

 

某些家長對於讓其被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接受教育安置評鑑抱持著較

負面的想法及態度，認為評估只會標籤了子女，對子女將來的成長不利；但若然抱

著另一個角度來看，評鑑本身的目的是為了要解決問題和配備資源，而找出問題和

將學生作適切的分類只是其中的一個過程，並不是結果，所以，必須先釐清問題，

才能針對問題配置相應的支援措施。是故家長應拋開評鑑會讓子女被標籤這包袱，

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接受適切的評鑑，才是協助子女成功就學的最有效方法。

若學生被判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時，除了學生能獲得相應的支援服務外，更重要的

是教育暨青年局亦會為學校提供額外的資源，以協助這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健

康快樂地學習及成長。 

 

前陣子在澳門日報中曾刊登了一篇<冀綜合評估智障者>的文章；文中表示衛生

局、教青局及社工局缺乏有效溝通和統一的評估機制及評估工具，使智障人士的學

習及培訓等受到影響；並建議政府為各部門制定一套統一的、綜合性和系統性的評

估機制，和一系列切合服務使用者的評估工作。筆者認為由於衛生局、社會工作局

及教育暨青年局的職能均不同，評估學生的目的亦不一樣（如：衛生局從醫療角度，

社會工作局從職業導向角度，教育暨青年局從教育角度），是故使用的評估工具當然

亦會不同；因此，三個部門較難使用統一的評估工具及評估項目；由於教育暨青年

局是從教育的角度作評估，故學生是否適合入讀特殊教育學校，理應以教育暨青年

局所作的評估結果為主要考量。雖然如此，但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委實非常重要，

特別是各負責所屬範疇評估的部門應定期舉辦交流會，以分享及吸取其他各部門的

不同意見，才能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巿民獲得最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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