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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過兩年多的籌備和具體運作，「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

在新冠疫情的陰霾下，仍能順利完成，實屬難能可貴。除了感激團隊
的緊密合作和勇於擁抱挑戰的精神，也為我們在學前教育的實踐上取
得進展而感到欣慰。

過去，學前教育工作者缺乏支援，獨力照顧幼兒的成長和發展；
時至今日，經過不同持份者的努力，不同的專業團隊加入了學前教
育，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次計劃在這個基礎上，令學前教育更上
一層樓。總結這兩年的經驗，我們歸納出兩個成功的關鍵：第一個是 	 	 	 	

「整合」（I n t e g r a t i o n），第二個是 	「適應性」（Ada p t a b i l i t y）。

專業團隊的加入立時提升了學前教育工作者的教學質素，但過程
中卻有賴各持份者在時、地、人上的磨合，才能發揮最大效果。是次
計劃正是為專業團隊提供不同平台，讓不同專職同工，以學校和幼兒
為本，創造共同時空：透過「整合」各專職的知識以提升學前教育服務
質素。由於整個計劃在四個非政府機構及十六所幼兒園和幼稚園中實
施，另一個成功要素是專業團隊的「適應性」，以配合不同非政府機構
的獨特服務模式和文化、發展階段及人力資源運用。

盼望我們這兩年的努力，可以為學前教育注入新動力和知識，更
希望那些經整合的協作模式及在不同機構的實踐範例，能為大家提供
參考價值。最後，再次感謝團隊的努力，各機構、幼兒園和幼稚園的
參與！

計劃總監	梁文德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及雙語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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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幼兒教育的現況

在教育局註冊的幼稚園為3至6歲的幼兒提供學前教育
服務。政府自2017／18學年起，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
教育政策」，為非牟利幼稚園提供學生半日服務的基本
津貼。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有88 . 4%的3至5歲幼兒
正在就讀幼稚園（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2 	）。

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 7）第五章提出關於照
顧幼兒多樣性及營造融和學習氛圍的策略建議：指出幼
兒應不受其背景和能力等因素影響，享有接受優質教育
的機會。「學校應致力為幼兒營造共融的學習環境，及
提供愉快和有效益的學習經歷。學校應了解整體及個別
幼兒的需要，制定共融的政策，並在課程規劃和實施上
關顧幼兒的多樣性，以全校參與的模式，促進幼兒的學
習和發展。」（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然而，當
局除了向幼稚園教師提供有關識別和轉介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幼兒的培訓外，沒有任何系統性的行動使學前校園
能夠實現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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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康復服務的發展

為解決幼兒長時間等候服務的問題，社會福利署（社
署）在2015 - 1 6年度試行，並在2018 - 1 9年度把「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常規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為
在參與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就讀的有輕度
學習障礙的幼兒提供康復服務。它由21家非政府組
織營運。

（一）雖然專業人員（治療師和特殊幼兒工作員）到訪學
前校園提供服務，但通常會把幼兒抽離課堂給他們訓
練。由於專業團隊很少有時間與教師分享如何在課堂
裡支援這些幼兒，因此他們所學的技能很難轉移到課
堂常規活動中並得以鞏固。這種服務模式限制了專業
團隊參與課堂活動及了解校園的工作文化；同時使教
師傾向於把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幼兒視為專業團隊的責
任，而不是嘗試通過課堂常規活動提供機會和經驗來
強化他們的學習。這樣缺乏團隊溝通和合作除了不利
於提升支援幼兒的效益，也阻礙康復服務和幼兒教育
人員在各自領域的專業發展。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PRS) 	—

—	服務模式尚待優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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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後取得滿意進展的幼兒
理應可以退出服務，從而讓出資源給其他更有需要的
幼兒。然而，前者可能仍需較低強度的支援。由於一
旦他們退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就完全沒有任何服
務，一般家長都不願意讓他們的孩子退出。這種情況
不單降低資源使用的效率，而且導致不公平，因為其
他需要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支援的幼兒要繼續等待，
從而違背了及早介入的目的。

20 2 0年8月，社署推出「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由6家非政府機構在約80所參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試行。計劃旨在彌補一些
現有的服務缺口，例如，為正輪候評估服務的幼兒或
被評估為有較輕微問題的幼兒提供早期介入服務。試
驗計劃已延長至2023年8月。

為了讓幼兒真正獲益，學前校園中並存的「第一層支援
服務」試驗計劃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應該完全整合，
確保無縫，以避免一些幼兒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支援。
實施方面應基於以實證為本的支援策略；並設有效機
制以評估幼兒各方面的不同需要而給予相應的支援服
務。

—	「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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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下，「賽馬會學前校園優
質融和計劃」旨在整合和優化現有社署提供的「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和「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並把其嵌
入一個採用全校方式來支援所有幼兒的多樣化學習需要
的優質教育環境。

計劃目的及
支援對象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第一層支援服務」
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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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理念

整合資源，
打造有效的學習支援系統

在任何學前校園中，都有不同學習需要（包括學習
困難）的幼兒。他們的需要可能因不同的發展領域
而異，並會隨着時間而改變。「計劃」的目標是創造
一個全面、綜合和靈活的「學前校園學習支援系統」	
（Preschool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PLeaSS），
以支持所有幼兒在不同階段或領域及不同程度的學習
需要；由一個跨專業的「學習支援團隊」與學前教育專
業人員合作提供支援。

在每所幼稚園，由「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第一層支援服
務」試驗計劃所分配的人手合併，再加上來自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的額外人手，組成一個「學前校園學習支援團
隊」（「學習支援團隊」／PLeaSS	 Team）。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提供的額外人力資源包括（一）特殊幼兒工作員，
以提高至一位全職的在校人員、（二）治療師，以滿足非
接受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幼兒的需要、及（三）社會工
作員，以加強對家長的支援。

—	結構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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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第一層支援服務」的整合：

「計劃」期望設計及試行一個有效的機制，去識別及
適度地支援幼兒的各種學習需要。例如，幼兒的某發
展領域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即第二層支援）的介入
下，取得理想的進步，便可退到「第一層服務」繼續接
受支援，為其他需要更密集訓練的幼兒騰出資源。相
反，對較低力度的支援反應不理想的幼兒則需提升介
入力度至第二層支援。

學前康復服務與學前教育服務的整合：

學前校園是幼兒在家庭以外最重要的學習環境。學前
教育工作人員有責任照顧幼兒的學習多樣性，並為所
有不論背景或能力的幼兒創造一個包容的學習環境。
再者，有學習困難的幼兒極需適當的支援，才能積極
參與幼稚園常規活動。由於「學習支援團隊」的專業人士
（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語言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每週最多只能花1到2個小時訓練每個有學習
困難的幼兒，所以他們本身並不是為幼兒提供學習機
會和經驗的主要提供者。但這些專業人士在與學前教
育工作人員和家長合作，並協助他們為幼兒提供大量
而適切的學習機會和經驗方面，卻發揮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	。	

—	功能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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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學習支援團隊」中的6名專業人員以及每週分
配給每所幼稚園的時間（假設每所幼稚園平均有176名幼
兒，其中10名正在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必須強
調，學習支援團隊與幼稚園教師務必密切合作，才能為所
有幼兒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

「學前校園學習支援團隊」
的專業人員

教育心理學家

特殊幼兒工作員/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

社會工作員

0.5

5／1.5

1

0.5

1

1.5	- 	2

在每所幼稚園的服務時間
（每週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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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上述目標，P L e a S S團隊成員和教師必須裝備
相關知識、態度和技能，「計劃」提供了以下三方面的培
訓：

1 .「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

「全方位學習設計」是實踐融合教育的一種方法，它提供
了一個框架，引導教師有系統地規劃教學去照顧學習差
異；在學習環境、課程和教學策略設計上滿足班中每個幼
兒的需求。它需要教師仔細地計劃，為所有幼兒提供配合
他們年齡和能力的支援。為幼兒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學習環
境，亦希望同儕能接受各人之間的學習差異。

「全方位學習設計」包括三個要點：

( i )「為什麼」學習是指幼兒的學習動機。由於動機和參與
度存在個別差異，教師宜使用「多樣化的參與方式」來引
起動機及激勵幼兒參與。例如提供不同難度的任務、不同
類型的獎勵、容許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等。情況許可下，
也可以讓幼兒選擇他們感興趣的工作。對幼兒的回饋應該
強調他們的努力、實踐、和進步。

課堂為本的
介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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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學習「什麼」涉及理解所教的內容。為了支援幼兒學
習，教師可使用「多樣化的呈現方式」來表達所教授的概
念和信息。例如視覺（圖片、文字、圖表、視頻）、聽覺
（圖像的口語描述）、觸覺和實物等多種呈現方式。

( i  i  i  )「如何」學習是與計劃和執 行 有 關。教師可容許幼兒

用「多樣化的行為及表達方式」來代替紙筆習作，以展示
他們所學的知識，並提供回饋。例如容許行動（例如，
把紅色的球給老師）、指點（例如，指着紅色的球）或口
語回應（例如，說出物品的顏色）；亦可以提供句子開頭
和句子範例等支援策略。

2.	「支援—成效模式」（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支援—成效模式」建基於現代學習理論，即教學應基於幼兒
的學習表現，以提高所有幼兒的學習能力並減少行為問題。

「支援—成效模式」包含三個重要元素：(i)持續的幼兒評估和
進度監察；(ii)按需要提供不同的指導和支援措施；(iii)及時做
出決定，讓幼兒得到切合他們需要的支援。在這個系統中，幼
兒可以根據其需要，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領域，獲得不同強
度的支援，從而有效利用資源。

「支援—成效模式」應該有三層服務，而每一層的服務都應該
使用實證為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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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層–為所有幼兒提供優質的基礎課程和教學。優質的
課程應配合幼兒的發展和文化背景，使用的教學策略亦需建
基於發揮幼兒潛質並促進他們學習的實証。最基層是所有其
他層級的基本。如果能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幼兒便可能較少
需要更密集或強力的支援。

第一層– 為需要額外支援的幼兒提供更多強化學習的機
會。除基礎的課堂教學外，支援措施通常以小組形式進行。

第二層–對在第一層支援下未取得預期進展的幼兒進行加
強和個別支援。可能包括更密集的小組或個別指導，並根據
需要進行深入的評估。

提供支援的決定要基於教師及專業人員有系統地搜集的數據	
（例如教師觀察、與教師及家長作訪談和評估等），因應幼兒
的學習能力和發展需求而調整支援的範疇、強度、頻率和持
續時間，並要持續監測幼兒對支援的反應。在這模式中，幼
兒不會只留在提供固定服務的特定層級，而是根據幼兒的學
習能力和發展需求，提供適切的服務。這模式旨在及早發現
初步學習困難的幼兒，而不是等待他們出現出重大困難和長
期的失敗才提供支援。學校可以設立識別和監察幼兒需要的
系統，及早提供適切的支援，而無需等待正式的診斷及轉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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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息為本介入」	（Routine	Based	Intervention,	RBI）

主流課堂給幼兒提供了最佳的學習環境，因為有結構的課
堂常規提供了一致性和可預測性。對有學習困難的幼兒而
言，透過完全融入他們的日常作息和活動來學習比被抽離
班房的個別支援更好。專業人員如治療師、心理學家和特
殊幼兒工作員，應與家長和教師合作，共同決定幼兒的功
能性介入目標，並在日常生活或常規課堂活動中為幼兒提
供學習經驗，並監測幼兒的進步。幼兒主要的學習並非發
生在專業人員到訪家庭或學校期間，而是在專業人員到訪
之間的課堂活動或家庭常規中。

「 作 息 為 本 介 入 」有 三 個 主 要 目 標 ， 即 參 與
（Engagement）、獨立（Independence）和社交關係	
（Social	 Relationship）（EISR）。參與度是指幼兒在日常
生活的參與及其複雜程度。獨立能力是指幼兒能獨立完成
任務的能力、所需幫助的程度及幼兒對別人提供幫助的反
應。社交關係是指幼兒的溝通方式和幼兒對溝通的反應，
及與他人的互動和合作。

幼兒教室合作諮詢（Collaborative	 Consultation	 to	
Children’s	 Classroom,	 CC2CC）是「作息為本介入」在課
堂中的應用。它強調專業人員在學校中與教師協作，教師
是服務接受者，可設定議程。專業人員針對幼兒的功能領
域，與教師合作諮詢，一起決定評估方式及介入目標和策
略，並使用下一步表格（Next-Steps Form, NSF）來記錄
和監察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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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為滿足幼兒多樣化的學習需要，教育工作者必須致力於設計
配合所有幼兒（及其家庭）需要的早期教育計劃，讓每個幼兒
都積極參與學習，愉快成長。「全方位學習設計」是通過設計
學習環境、課程和教學策略以實現這目標的方法。

在這樣的優質教育的基礎上，「支援—成效模式」可確保有額
外需要的幼兒得到適時和適切的支援。對於所有幼兒	 	 	（包括
有學習困難的幼兒），最有效的學習是通過參與日常生活和恆
常活動。針對有學習困難的幼兒，專業人員宜採用「作息為本
介入」／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的方法來支援家庭和教師，為這些
幼兒提供在自然環境中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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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中文詞彙	(簡稱)	 English	Terms	(Abbreviation)	
個案會議		 Case	conference	

幼兒教室合作諮詢	(合作諮詢)	 Collaborative	Consultation	to	Children	
Classroom	(CC2CC)	

諮詢	 Consultation

教育心理學家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EP)

參與	 Engagement

功能性目標		 Functional	goals	

隨機教學	 Incidental	teaching

共融	 Inclusion

獨立	 Independence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Integrated	Programme	in	Kindergarten-	 	
	 cum-Child	Care	Centre	(IP)

「賽馬會優質融和學前校園計劃」		 Jockey	Club	Inclusive	Quality	Preschool	
Project	(JC	IQ	Project)	

多樣化的行為及表達方式	 Multiple	means	of	action	and	expression

多樣化的參與方式	 Multiple	means	of	engagement

多樣化的呈現方式	 Multipl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下一步表格		 Next-Steps	Form	

職業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ist	(OT)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On-site	Preschoo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OPRS)	

物理治療師	 Physiotherapist	(PT)

學前校園學習支援團隊	(學習支援團隊)		 Preschool	Learning	Support	team	
(PLeaS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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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English	Terms	(Abbreviation)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Routine-based	intervention	(RBI)	

School-based	Support	Officer	(SBSO)	

Senior	Special	Child	Care	Worker	(SSCCW)	

Social	relationship	

Social	worker	(SW)

Special	Child	Care	Worker	(SCCW)	

中文詞彙	(簡稱)	
支援—成效模式		

作息為本介入		

校本學習支援主任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	

人際關係／社交關係	

社工	

特殊幼兒工作員	

言語治療師	 Speech	therapist	(ST)

「第一層支援服務」		 Tier	1	Support	Services	in	Kindergartens	/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s	(T1)	

全方位學習設計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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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實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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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介紹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與四家非政府機構協作，並邀請16
所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試行一套全面、綜合和靈活的「學前校
園學習支援系統」，為期一個學年（2021-2022），由一支跨專業的「學
習支援團隊」與學前教育專業人員合作提供支援。

實踐範例是「計劃」的預期成果之一，目的在於透過範例展示「學習支
援團隊」與教師團隊如何保持溝通和合作，以全校方式實踐各種支援
策略，為所有幼兒創造多樣化學習需要的優質教育環境。範例也強調
「團隊」各專業成員之間的羣策羣力，從辨識幼兒困難、訂立介入目
標及策略，以至提供協作諮詢，全面地照顧幼兒跨範疇的學習需要。
範例的編撰先由「計劃」編撰小組提供框架，引導「學習支援團隊」選取
素材，最終把成功經驗輯錄成12個範例。「團隊」與學校合作無間，即
使受新冠疫情影響，也能透過視訊提供諮詢及訓練，並在復課後盡快
到校支援。

隨着「計劃」的開展，機構及學校按其個別情況組成「學習支援團隊」，
其運作及支援模式各有特色，例如：

有些學校整合了「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第一層支援服務」和「計
劃」的額外人力資源成立一支全面的「學習支援團隊」，因此團隊
成員能照顧全校幼兒的需要（包括特殊學習需要），較有效地整合
個別、小組及班本的訓練，例子：範例1、範例5、範例6。
有些學校則只能整合「第一層支援服務」和「計劃」的額外人力支源
成立一支「學習支援團隊」，因此「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計劃」的
兩個團隊分別由不同成員組成。簡單來說，為接受「到校學前康
復服務」幼兒提供個別／小組訓練的專業人員是一隊，而為全班
幼兒提供「課堂為本介入」的專業人員又是另一隊，所以兩隊之間
需要一直保持緊密溝通、互相協調，才達至在多方面（幼兒／教
師／學校／家長）取得理想成效，例子：範例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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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範例都是按真實案例編寫的，因此各有不同學習需要（見下表），
所定立的介入目標及採用的策略各具特色。為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所
有範例的幼兒名稱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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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１：凱凱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學習支援團隊著重透過支援過程深入瞭解幼兒需要，靈
活地調節支援強度
	· 學習支援團隊和學校團隊角色分明，溝通清晰，兩個團
隊在各自崗位上竭盡全力，營造全校共融文化
	· 在學習支援團隊與教師團隊的努力協作下，達致良好的
介入成效，讓家長及教師增加支援幼兒的信心和勇氣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32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2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3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1年5月至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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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我們的專業團隊剛認識凱凱時，她仍是個幼兒班生。
相比同齡幼兒，凱凱較沉默寡言，甚少跟教師和同學
交流互動，喜歡獨自玩耍。對於團體社交生活及課堂
常規的適應，凱凱總是顯得迷茫和難以應付。當要回
答提問時，凱凱常用非語言方式來表達意願（如點頭、
搖頭等），亦有迴避他人目光及不願與人維持眼神接觸
的情況。

父母在凱凱入學前已發現這情況。起初，他們不以為
意，因為凱凱在家時能以語言表達自己的需要，亦會
和姊姊一起玩耍，所以他們認為凱凱只是在外出時才
顯得比較害羞，因未能習慣陌生環境而哭泣和變得沉
默。其後凱凱升讀幼兒班，沉默的狀況依然持續，而
且需用上大量時間來適應跟父母分離所帶來的焦慮。
當凱凱經歷負面情緒時，她會強烈地以哭泣及抗拒合
作的方式來表達。

起初，父母對接受額外支援服務一事感到十分矛盾，
認為小孩年幼，慢慢會隨之而改進。不過經過教師們
與父母仔細的分析後，父母瞭解到凱凱現時需要得到
情緒及社交支援的重要性，父母決定讓凱凱參與「第一
層支援服務」，期望凱凱能得到適切的課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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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展「第一層支援服務」數個月後的暑假，凱凱在
團體及課堂適應上有了明顯進步。父母感到欣慰的同
時，亦開始認同專業團隊及教師們所察覺到凱凱的其
他潛在發展範疇的需要。因此，父母私下安排凱凱接
受了全面發展性評估，以盡快瞭解孩子的困難。評估
結果顯示，凱凱展現出自閉症的特質，而且在語言、
社交及小肌肉的發展亦較同齡學童弱，故建議凱凱接
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讓她能接受更密集的個別訓
練。凱凱在輪候服務名額的同時，仍然繼續接受「第一
層支援服務」。此外，今年設有的「賽馬會學前校園優
質融和計劃」（簡稱「計劃」），成立了一支全面的「學前
校園學習支援團隊」（簡稱學習支援團隊）。藉着這服
務，凱凱得到的支援更能按其需要加強。

學習支援團隊到校時一般運作是：團隊的同工包括教
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及特殊幼兒工作員配合幼兒學校的需要，有系統地安
排到校服務，即是每個月的第一週由教育心理學家及
特殊幼兒工作員先到校瞭解各級別幼兒的需要及進
展，再協調治療師分別在每月第二／三／四週到校入
班支援，並在第四週進行諮詢會議。

支援模式

「課堂為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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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初，學習支援團隊透過課堂觀察為凱凱填寫相關
量表，及在合適時機與她互動以進一步瞭解她的學習
需要，並且參考去年的介入目標，與教師們商討她在
本學年的支援方向，從而訂立更適切的介入目標和策
略。	

之後，學習支援團隊與教師團隊定時檢討及跟進凱凱
及其他幼兒的進展。學習支援團隊除了在課堂和流程
觀察凱凱及其他幼兒的學習情況外，亦會透過會議與
教師們討論、交流及跟進支援的建議：

1 .班級個別諮詢會議（每月一次）
· 初步分析凱凱及其他個別幼兒需要，按範疇支援，

團隊討論、訂立及檢視現行的支援策略，商討介入
下一個步驟，並填寫「下一步表格」（相關資料1）作
為紀錄

· 當中教師就凱凱及其他幼兒的表現及需要提出不同
的疑問，經過學習支援團隊同工的細心分析及經驗
分享後，特殊幼兒工作員會配合教師的教學，共同
協作，推行可行及有效的支援策略

· 在構思支援策略的過程中，特殊幼兒工作員和教師
會仔細地考慮到凱凱及其他幼兒的喜好、興趣、以
及令凱凱感到自在的方式、人物、地方和環境等有
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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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設計諮詢大會	 (每月一次)	
· 各人分享支援的進展，亦會分享支援策略的可行性

及成功率
· 諮詢大會人員，當中包括「計劃」的校本學習支援主

任，按「全方位學習設計」主題討論；特殊幼兒工作
員、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社工
和教育心理學家亦會透過這平臺討論在大班照顧不
同學習差異幼兒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另外，由於「計劃」的開展，學校的「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和「第一層支援服務」的人力資源能得以整合，因
此，治療師能兼顧全校幼兒的需要，較有效地整合
個別、小組及班本的訓練，不單只及早瞭解凱凱的需
要，並能找出適切的環境支援來促進她在日常課堂學
習裏的參與度、獨立程度和人際關係。大家對整合服
務都持正面的態度，望能藉此協助提升日後個別訓練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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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在上學年（凱凱剛入讀幼兒班時），透過瞭解凱凱的背
景資料，課堂觀察，教育心理學家跟教師在諮詢會議
中簡單分析了凱凱的需要，並讓教師及專業團隊明白
到支援凱凱的關鍵是要在學校環境中提升她的安全感
及增加自信心。所以，在幼兒班下學期面授課堂裏，
專業團隊的首要目標是舒緩凱凱的焦慮情緒，提升凱
凱對學校的安全感。於本學年（低班），學習支援團隊
認為凱凱在學校適應上已有進步，故除了繼續跟進上
學年的支援目標外，亦新增了本學年的支援目標，其
中包括語言、小肌肉發展、學習及適應範疇，從而促
進凱凱在課堂上的參與度、獨立程度和人際關係。

1 .社交情緒範疇
· 遇到負面情緒時，能接受成人的安撫，嘗試表達自己的

情緒	（人際關係）
· 提升與成人和同儕交往的動機，例如：能主動跟別人打

招呼、主動向別人發問/恰當地回應別人問題等等（人際
關係）

· 建立與同儕互動的技巧，如：輪流、交換、分享	（人際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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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溝通範疇
· 能以詞彙／短句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要求(獨立程度、

人際關係)

3 .學習及適應範疇
· 能合作參與課堂活動	（參與度）
· 能跟從課室常規	（獨立程度）

4 .小肌肉範疇
· 能用前三指執筆及正確姿勢寫字	（獨立程度）
· 在視覺提示下，能寫出橫直線組成的大楷英文字母／在

方格內寫數字及中文字	（獨立程度）

獨立

參與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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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為了讓凱凱持續地進步而達成不同範疇的目標，學習
支援團隊及教師曾嘗試運用不同支援策略，比較其可
行性、有效性及常規性，從而找出支援凱凱最適切的
方法。

特殊幼兒工作員先以一對一的支援方式尋找令凱凱提
升學習能力及小肌肉技能的方法，然後跟教師分享，
讓教師能以一致的支援方法支援凱凱，以便凱凱在大
班教學時，也能按自己的需要學習。

因應凱凱及班上其他幼兒在適應及學習上的轉變，學
校特別安排了上學年任教凱凱班別的教師今年繼續教
凱凱。這個學校層面的決策，無疑減低凱凱對轉換新
環境所帶來的焦慮。教師及特殊幼兒工作員亦透過更
多和凱凱的互動時間，以鼓勵及讚賞來與她逐漸建立
良好及穩固的關係。凱凱亦因而開始願意和成人進行
社交及言語上的互動。

在支援的過程中，教師及學習支援團隊慢慢地瞭解到
原來凱凱的固執行為、較弱的心智解讀能力及對環境
轉變的抗拒等問題，令她跟同儕互動時產生相當的困
難。於是，特殊幼兒工作員便開展了社交小組，目標
是為凱凱及幾位有同樣社交情緒需要的幼兒提供社交
訓練，當中包括增進他們輪流、交換、分享等的社交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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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的過程中，針對各範疇的有效策略列舉如下：

1 .社交情緒範疇
· 為凱凱設計「家校日常分享簿」，讓凱凱透過相片及畫

畫形式與教師及家長分享事件，探索個人情感的經歷
· 在大班／個別時間透過共讀情緒繪本（相關資料2 )

，包括「驚」和「發脾氣」相關的故事，引導凱凱辨識
情緒及其強度、或引致情緒的原因

· 記錄凱凱會產生負面情緒的情況（例子：在大班答
問題時會因成為班上的焦點而感到焦慮；不想轉換
其他活動而表現抗拒），繼而建議教師就此情況先
給予凱凱預告，或先提供解難方法，藉此減低凱凱
的焦慮感

· 在凱凱情緒不穩的時候，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師互
相協調，盡量減少會使其情緒不安的社交情境出
現；並待她完全平復情緒後，讓她嘗試先從旁觀
察，暫時對她不作出要求

· 當凱凱出現不同的情緒時，教師可描述她當時的情
緒狀態及身體反應（如：「見到你緊握拳頭、臉紅，
你好似有啲憤怒」)，以及嘗試推測觸動情緒的原
因，來提升凱凱對情緒的理解及覺察程度。此外，
教師可按情況邀請凱凱嘗試仿說／以說話表達自己
的情緒（如：「我唔開心，因為要停止玩玩具」）

· 於下午自選時段，推行社交小組時，鼓勵凱凱邀請
班上的同儕一起玩遊戲，提供機會學習與他人輪
流、交換和分享。教師適時示範及提示常用社交語
句，以促進同儕互動，例如：「可唔可以同我玩呀 ？ 」
、「不如一齊玩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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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溝通範疇
· 在凱凱提出需求時，成人按照隨機教學的原則，先

鼓勵凱凱主動表達，可接受由非語言方式開始，
如：手勢／動作（拉成人的手）。及後可提供選擇，
或請凱凱仿說出自己的需要

· 在課堂學習流程中，讓凱凱重溫主題活動或學習角
所認識的詞彙，增加練習機會以提升詞彙量

· 成人可在凱凱說出詞彙後重整句子及擴張句子，從
而進一步提升其語言表達能力

3 .學習及適應範疇
· 特殊幼兒工作員透過多種方式與凱凱建立互信的關

係，包括：陪伴、協助完成課堂活動、個別與凱凱
一起玩遊戲

· 在學習新的技能時讓同儕先進行，讓凱凱從觀察
中學習，透過看到別人成功／失敗後再接再厲的經
驗，鼓勵凱凱培養勇於嘗試的態度，逐步為凱凱添
加自信心

· 按「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多樣化的參與方式，把課
堂活動分拆成小步子，或增加練習的機會，令凱凱
和其他能力稍遜的幼兒更容易掌握該技巧，也較易
達成小目標，增加成功機會，加強能力感，以提升
幼兒的自主性與學習動機。以下是物理治療師按體
能活動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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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熱身活動中加入當日學習技能相關的動作，
如：當日學習的技能是「跳飛機」，建議熱身活
動可做	「單雙腳跳」

。	可同時加入視覺提示（如向凱凱展示單腳跳的圖
片、在地上放上「雪糕筒」提示雙腳跳的起點和
終點位置），讓凱凱能更易完成目標
	。教 師 亦 可 重 新 規 劃 體 能 室 的 空 間 運 用 ， 並 將
全班分成兩組／多個小組，增加凱凱參與的機
會，減少輪候的時間

4 .小肌肉範疇
把各小肌肉不同技能訓練融入學校常規和家庭流程
中，從而令凱凱獲得更多練習機會，或調整大班學習
活動及教材/教具，都有利於凱凱和全班幼兒的小肌肉
發展，例子如下：

· 大班進行寫字活動前加入寫前運動，如：手指刨筆
遊戲，並提示幼兒自我檢查坐姿及執筆姿勢（相關
資料3）

· 嘗試運用執筆膠協助改善執筆的姿勢（會先試用盾
牌筆膠）

· 建議在寫字時加入視覺提示，可先請凱凱在示範字
上用手指臨摹，然後首兩個字用螢光筆作提示，其
後以	「點」標示字的落筆和停筆位置

· 分組時建議玩加強視覺感知及空間概念的教具（相
關資料4），如：玩「看圖拼砌」的玩具、砌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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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時建議玩「拼合玩具」，加強手指力量及手眼協
調

· 建議家長在家中進行功課及書寫活動時，可分拆步
驟及給予視覺提示，讓凱凱循序漸進地學習，增加
她的自信心

· 建議家長可在家進行小肌肉訓練，如：牆上畫畫、
填色及連點等活動

成效
凱凱在各個支援範疇上均獲得進展。

1 .社交情緒範疇
· 凱凱情緒已趨穩定，能經常保持愉快的情緒，亦減

少了出現負面情緒的情況
· 當凱凱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雖然也會先以大

叫表示，但能在引導下以說話表達出來
· 透過社交小組（相關資料5），凱凱與朋輩交往及一

起玩耍的動機和技巧得以提升
· 在成人刻意製造的日常流程下，凱凱能運用所學習

的社交語句與同儕交往；現時凱凱能自行與其他同
學一起玩合作遊戲，並在過程中作出簡單交談

· 凱凱在班上多了自己的朋友，會與友伴一起看圖
書，也在自選時段玩二人遊戲，在社交上的自信心
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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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溝通範疇
· 凱凱現時會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在特殊幼

兒工作員到達課室時，也會主動以說話邀請她一起
玩

· 日常多以三至四組詞句來表達，但有時句子組織依
然會混亂

3 .學習適應範疇
· 凱凱現時喜歡上學，能投入課堂活動當中，並會主

動舉手回答問題
· 固執行為逐漸減少，願意跟從教師及特殊幼兒工作

員的指示完成課堂活動，並能理解及跟從課室的規
則

4 .小肌肉範疇
· 凱凱逐漸適應使用執筆膠，現能在大方格內寫數字
· 在視覺提示下能在格線上寫大楷英文字母
· 手指力量、手眼協調及空間概念稍有改善，但在線

條控制上仍有進步的空間

教師及學習支援團隊亦透過支援凱凱，增加了以課堂
為本介入的經驗。家長透過這次支援，對凱凱的需要
及支援策略增加了認知，明白到早期介入的重要性，
不再拘泥於外間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幼兒所給予的標
籤，積極地實行教師及特殊幼兒工作員所提供的家校
策略，因而減低了凱凱在校的焦慮情況，家長也反映
育兒壓力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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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凱凱已輪候到「學前到校康復服務」，由於她在
各範疇的進展因課堂為本的介入而得到改善，因此各
治療師亦已掌握她的支援需要，對訂立明確目標及促
進凱凱個別訓練的成效具備信心。

1. 「下一步表格」(中文版)參考網址：ht t p s : / / e i e i o .
ua.edu/uploads/1/1/0/1/110192129/chinese_
nsf.png

2. 情緒繪本：崔西（2009）。《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寶盒
II》。台灣：明天。

3. 坐姿及執筆姿勢圖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2）。《幼
兒書寫樂─讀寫前理論與實踐》。香港：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

4. 視覺感知及空間概念的教具，如：玩「看圖拼砌」的玩
具、拼圖玩具等

5. 社交小組玩遊戲：社交小組提供機會讓幼兒學習與同儕
交流和分享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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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表格 坐姿

執筆姿勢

視覺感知及空間概念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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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小組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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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文文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以下的實踐例子是關於一名因語言發展遲緩而加入「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的低班幼兒。自後「賽馬會學前校園
優質融和計劃」（簡稱「計劃」）開展以後，除了個別訓練
之外，我們的專業團隊更著重針對幼兒在課堂流程的適
應，以促進幼兒在校的參與度、獨立程度和人際關係，
來提供適切的支援

· 當中專業團隊安排要員作為統籌員的角色，收集家校所
提供的資料，並集結專業團隊的意見，鼓勵家校合作，
讓幼兒在家校管教一致而又安心的環境中成長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27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2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4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0年9月至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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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幼兒文文是一個活潑直率的男孩。由於文文的語
言能力較弱，影響他表達自身的需要和想法，使他在
日常生活中與人溝通時經常受到挫折，因而產生較大
的情緒反應。

文文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很執著和堅持，因此影響他
參與大班活動和與人互動。在彩虹傘活動中，文文因
為喜歡站在彩虹傘的中心位置，不願意聆聽和跟從遊
戲指示，影響活動的進行；自選活動時，當同學正在
操弄文文喜歡的玩具時，文文不願意等候，並強行取
去同學的玩具。

雖然文文認字能力不錯，但他的小手肌控制較弱，書
寫時文字的線條欠清晰和流暢。由於書寫給文文帶來
失敗經驗，文文對執筆感抗拒，開始變得不願意完成
功課。

介入原因

文文兩歲多時接受了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
評估，被診斷為語言發展遲緩，於幼兒班時正式加入	「

支援模式

「課堂為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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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這服務中，我們的團隊為學生
提供專業而全面的支援。儘管文文只診斷為有語言方
面的問題，團隊除了言語治療師為他提供個別的言語
和社交溝通訓練外，也安排了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
師持續檢視文文在大小肌和感統方面的發展和需要。
在這服務中，特殊幼兒工作員作為統籌員的角色，擔
當多項協調工作，包括收集家校所提供的資料，集結
專業團隊的意見，促進團隊按文文各範疇的發展歷程
訂立適切且連貫的個別訓練和班本介入目標。同時，
教育心理學家也會定期到校就文文的學習情況為教師
提供諮詢，與教師分享團隊介入的經驗，共同探索將
不同策略融入於班本教學中的可能性。

文文就讀低班時，在「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
支援下，優化了班本支援模式，包括組成多專業的學
習支援團隊、進一步增強特殊幼兒工作員作為統籌員
的角色等等。同時在「計劃」的推動下，我們團隊的成
員有機會參與培訓，強化團隊對於「全方位學習設計」、
「支援─成效模式」和「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的概念，從
中深化各專業對於班本介入和合作諮詢的技巧。此外，
「計劃」提供一個交流平臺─ 每月一次的個案會議
─ 讓學習支援團隊、學校教師團隊及校本學習支援
主任交流及分享各種支援策略，各專業基於共同的培
訓基礎更容易達成一致的共識，大家都著重促進幼兒
於功能性範疇上的發展（即參與度、獨立程度和人際關
係），從而訂立一致的班本介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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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是這計劃中尤其受惠的一名幼兒。他在幼兒班一
年的抽離訓練中，已學習社交認知相關的基本知識，
能夠指出或簡單說出不同場景中需要作出的言行，可
是他仍欠缺把技巧應用於日常真實情境中的機會。另
一個不足之處是，雖然抽離訓練中的教材能夠迎合文
文的興趣而設計，容易讓他享受其中，可是日常的班
本功課卻難以遷就他一人的取向，因而減低文文的學
習動機。直至文文就讀低班，團隊在「計劃」的實踐下
更強調課堂中功能性目標的訂立，不但著重文文在個
別訓練中的技巧培訓，更希望文文在個別訓練學習的
技巧能應用於大班的日常生活中。

以上提及，我們的團隊以促進幼兒在課堂的參與度、
獨立程度和人際關係為大原則，致力與教師商討功能
性目標的訂立，最終能協助幼兒在課堂裏好好學習與
適應。團隊在訂立目標的過程中，照顧個別差異的同
時，也考量大班的需要、融入和參與，讓大班共同受
惠。針對文文於語言、行為、社交和小肌多方面的需
要，我們嘗試在情緒、社交和學習的範疇訂立下列適
切的班本介入目標：

情 緒 範 疇 ：
1. 文文能以語言／非語言的方式向老師／同學表達情緒
（人際關係）

介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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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幼兒表達個人感受，我們的團隊鼓勵教師多與幼
兒談及和分享情緒，從而提升幼兒表達情緒的能力。透
過提供多樣化的行為和表達方式，配以情緒圖像和情緒
溫度計的輔助，教師協助大班覺察和理解情緒，進而鼓
勵幼兒以非語言（透過圖像／身體動作）或語言（加入分
享心情時段）的多種方式表達情緒

· 要強調的是，對象不單是文文，教師透過繪本／日常生
活的例子與大班分享自身的感受或鼓勵班內的同學表達
情緒。幼兒會透過觀察去學習別人的行為，當教師對
自身和學生的情緒表現接納時，文文與同學也會隨之仿
效，從而鼓勵彼此間的情感交流

· 同時，我們的團隊也鼓勵教師對家長談及親子情緒言談
的重要性，以建立家校一致的情緒管理概念。在一致的
準則下，給予文文更大的安全感，也更有利於文文的情
緒發展

有效策略

社 交 範 疇 ：
2. 文文能夠與同學以輪流作轉的方式分享課室內的玩具
（參與度和人際關係）

學 習 範 疇 ：
3. 文文能夠自行完成一星期的功課	（獨立程度）

情緒言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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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治療師和特殊幼兒工作員的小組中，均加插抑制衝
動小遊戲，例如：輪流拍打玩具的按鍵等。玩遊戲前，
小組導師首先給予幼兒肯定、簡單且清晰的指示，讓他
們明白活動的步驟，其後讓小組內幼兒輪流完成有趣的
小任務。過程中，教師也教授幼兒等待的小技巧，例
如：等候時鼓勵文文逐一望向每個進行小任務的組員，
並鼓勵他同步說出「自我鼓勵」的說話（例如「等一等，
我做到」）和做動作，以延長等待時間或分散其注意

· 提供教師／家長諮詢時，與教師或家長分享小組中的可
行策略，並鼓勵他們在學校及家裏嘗試一致的做法

· 由於文文對執筆感抗拒，我們團隊透過多樣化的參與方
式設計小組活動，嘗試以吸引的手指點印方式取代執筆
方式來學習文字。有趣的活動既引起其學習動機，點印
的方式也可以提升其小手肌能力，有助改善日後執筆的
情況

· 手指點印字活動：準備目標字的圖畫紙（目標字可與課
堂的學習有連繫，讓文文先預習功課簿的文字），鼓勵
文文用手指沿着目標字進行點印。一開始先讓文文自由
點印，當他有動機後，再鼓勵他根據筆順點印，循序漸
進地建立寫字概念。從設有活頁設計的手指點印識字薄
中，文文可瞭解到中文字的字型結構，同時識字簿也給
予作畫的空間，鼓勵其將目標字構成詞語及轉化為圖像
（相關資料1）

· 小組活動的作品會張貼於課室裏，讓文文展示自己的作
品，增加其成功經驗

抑制衝動小活動

「無筆勝有筆」遊戲中學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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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鼓勵文文嘗試獨立完成寫字的功課，我們設立完成
功課的獎勵計劃

· 設計獎勵計劃紙時，我們會迎合文文的興趣，將其喜愛
的物件─地鐵及鐵路列車─放進獎勵計劃紙中（相關資
料2）

· 為增加文文完成任務的動力，我們將文文和獎勵的相片
展示在計劃紙當中，作為視覺提示

· 每張計劃紙都須具有清晰的小目標(有需要時配上圖片
作視覺提示)，並在日常流程中給予合適的練習機會，
例如：「完成今天的抄寫生字功課」，當中需要考慮幼
兒的能力而調節目標的難度

· 我們鼓勵教師和家長使用一致的獎勵計劃，適時給予回
饋和讚賞，以強化文文的正向行為

成效

到了低班下學期，文文變得更親近老師和成人，服從
指示方面有進步。文文能夠分辨喜怒哀懼的情緒，在
教師／成人的協助下，願意指出自己當下情緒的圖
像，並嘗試以口語表達。有一天，文文因為未能接受
轉變而大哭。成人嘗試將情緒圖卡設成翻卡遊戲，當
逐一翻開「開心」、「憤怒」和「害怕」的情緒圖卡時，有
效分散文文的注意，使其情緒平伏下來，最後翻開「傷
心」的情緒圖卡時，文文突然笑了起來，說：「呢個係
我。」成人描述他與傷心的情緒圖像有著相同的身體反
應和面部表情，文文說：「我好傷心。」

配合興趣和能力的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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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方面，在成人的協作下，文文能複述「自我鼓
勵」的語句，與同學以輪流作轉的方式分享自選區角的
玩具。

在做功課方面，文文對文字的學習增加了興趣，並在
校內完成了獎勵計劃，自行完成五天的功課。獎勵計
劃完結後，教師以口頭的讚賞鼓勵文文繼續努力和接
受挑戰，文文也比以往更積極地完成功課。

至於在家實行獎勵計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家長需要
更清晰的指引，家長一開始未有明白獎勵計劃紙只針
對一個具體的目標，即使文文已完成功課，但因為當
天文文有其他不合宜的行為，也沒有給予獎勵。其
後，團隊向家長解釋，設立小步目標和及時稱讚能鼓
勵孩子作出更多正向行為，反之，如果正向行為沒有
被讚賞，便有可能會逐漸減少。最後，文文也完成了
在家的獎勵計劃紙，而更重要的是，家長在過程中瞭
解到稱讚孩子小步地達致正向行為的重要，並回應會
嘗試應用於日後與孩子的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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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活頁設計的識字簿，其中一幅手指點印字活動的作品

相關資料

幼兒仿寫 教師示範

幼兒畫作

2 . 	配合幼兒興趣和能力的獎勵計劃紙
獎勵計劃設計參考自：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二）組
（202 0）。「課堂『正』策–正向行為管理技巧」校本教
師發展計劃	，課程講義。香港：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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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3：冬冬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藉此範例來展示學習支援團隊如何透過提供課堂為本介
入的支援模式，把個別訓練目標融入於自然學習環境中

· 所採用的支援策略，包括課堂調適和學習多樣性，不僅
限於個別幼兒，更擴展至班上其他幼兒，令全班受惠

· 學習支援團隊與各持分者保持溝通協調，推動全校參
與，達至理想的介入效果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27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4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1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0年8月至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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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上學年初，教師發現冬冬在適應上較被動，學習動機
不高，他的小肌肉力度較弱，抗拒握筆，也未能跟隨
班中進度書寫簡單文字。在教師轉介下，教育心理學
家和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入班觀察，並認為冬冬需要
及早介入支援，同年年底家長為冬冬申請「第一層支援
服務」。

「第一層支援服務」的特殊幼兒工作員為冬冬提供入班
支援，重點增加小肌力度和靈活性。而高級特殊幼兒
工作員和教育心理學家則為教師們提供支援策略，並
邀請家長面談作進一步瞭解。隨後家長亦安排冬冬到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接受評估。冬冬被診斷
為整體發展遲緩，並安排輪候「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20 2 1年9月冬冬重讀低班並獲派「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同時也得到「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的支
援。冬冬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中主要接受幼兒工作
員、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
個別訓練，而「計劃」的學習支援團隊則為冬冬提供課
堂支援，把個別訓練的目標融入自然學習環境中。同
時，學習支援團隊與學校教師跟進課程內容，對課堂
調適及學習多樣性等作出建議。由於「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和「計劃」兩個團隊分別由不同成員組成，所以兩隊
之間一直保持緊密溝通、互相協調，以取得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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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為促進全校參與，學習支援團隊透過直向層級（由助教
至校長不同層級職員）和橫向層面（種子教師備註1的技巧
轉移）這兩方面作出全方位介入，為冬冬及其他有需要
的幼兒提供支援。

· 直向層級
	。學習支援團隊每月和學校進行個案會議，內容針
對幼兒的學習發展、支援策略、學習支援團隊與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團隊之間的策略融合、學校
環境及課程優化等等，作出討論及交流
	。出席者包括學習支援團隊、校長、主任、教師及
助教。透過這會議，讓每名接觸幼兒的人員，對
他們瞭解幼兒的需要、 關 注點及協助方法上，
多了認識和瞭解，並運用更一致及同步的支援方
式 。校長的參與也為教職員提供了支援和推動
力，令課堂為本介入模式發揮更大效果

· 橫向層面
	。學習支援團隊參照「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的模式，
向種子教師提供建議（如營造語言溝通機會、視覺
策略、感覺統合活動等），並透過示範、反思及回
饋，讓種子教師更有效地幫助目標幼兒，並把用
過的方法擴展至其他相類近情況的幼兒身上應用

全方位介入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47第二章：實踐範例

	。當其他教師看到整體學生的進步後，自發地參考
種子教師的成功經驗，應用在他們的教室中。課
堂為本介入模式便更添感染力，而種子教師的技
巧亦得以傳承到其他教師身上

· 靈活溝通模式
	。學習支援團隊與學校編定詳細及簡短兩種溝通方
案。詳細溝通模式即每月的個案會議，而簡短的
溝通模式則是恆常的面談溝通。教師可把所遇到
的問題按輕重緩急區分在哪種模式內討論
	。個案會議的內容可以比較深入和研討性，在編定
的日子進行；簡短的溝通模式則可隨時發生，包
括在課堂進行時、下課後或用電話溝通
	。靈活溝通模式的好處是能適應人力資源的限制及
善用教師的時間，針對核心問題，及早處理

· 由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兼負資料整合的協調工作，把各
專業團隊獲得關於個別幼兒的資料發放予團隊各成員、
家長及教師

· 在學校、專業團隊和家長三方，都有固定的聯繫人，讓
溝通工作更清晰和快捷

鮮明的資訊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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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設定介入目標，可讓學習支援團隊及學校教師能同心
協力為冬冬提供支援。介入目標必須是可觀察和可量
度的，好讓支援團隊與教師進行「幼兒教室合作諮詢」
時，能分享所觀察到冬冬的表現。
	
而目標嵌入流程（包括學校及家庭）中施行，例如：冬
冬要加強手腕靈活性和力度，以改善其小肌發展，目
標便設計為「能以雙手握毛巾扭動三下」。設計這「扭
毛巾」活動，不但能把日常功能融入學校流程（如︰茶
點／圖工後用毛巾），也在家中適用（如︰梳洗）。這既
配合以「作息為本介入」原則來提升兒童的參與度及獨
立能力，亦能讓學習融於學校自然生活中，並擴展至
家庭甚至社區。

為冬冬設計於課堂流程的介入目標：
1.	在分組活動時，能主動參與寫與畫活動，自行執筆寫畫

簡單線條5-10	分鐘
2.	能在茶點、圖工角和和梳洗時自行用力扭毛巾三下（粗

略地扭乾毛巾）
3.	能在圖工活動中運用「對比概念」（如：按作品需要取

大／小、長／短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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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學習支援團隊配合其機構沿用的「八大課堂調適策略」	
（相關資料1），同時發揮「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
以多種方式鼓勵冬冬參與活動，又以多樣化的方式幫
助冬冬吸收知識。以下是為達致上述三個目標而運用
的支援策略：

目 標 一
1. 提 供「多 樣 化 的 參 與 方 式」： 營 造 積 極 用 手 操 作 工 具 的

機會
· 善用興趣，誘發寫和畫的動機

	。針對冬冬的喜好為介入策略，例如冬冬喜歡「多啦
A夢」卡通，團隊建議教師用「多啦A夢」圖案，請
冬冬填色，又用「多啦A夢」的虛線圖案，請冬冬
先畫線後填色，以提升冬冬對寫與畫活動的參與度
（相關資料2）

· 設置多元化的教具	，給予更多個人選擇
	。學習支援團隊結合「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職業治療
師的意見，揀選了合適冬冬及該班別年齡層的小
肌肉教具，例如︰磁石珠運筆遊戲、扭螺絲玩具
等，並把這些教具放置於課室內，冬冬可在分組
或遊戲時段選擇操作這些玩具，藉以鍛鍊其小肌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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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室裏多元化的玩具（除以往的假想性玩具如煮食
玩具、車等，增添了不同向度和發展範疇的相關
教材），可讓班中幼兒按着自己不同興趣和能力作
出選擇，令他們更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 加入潛藏支援，	營造成功機會
	。學習支援團隊建議教師加入潛藏支援，例如刻意
安排輪次人數、活動次序等來營造更多成功機
會，或安排冬冬在能力較好的朋輩之後進行同一
活動，令欠信心參與的冬冬能以「先觀察後模仿」
方式來加強用手操作工具的自信心，藉此提高其
參與動機

2. 提 供「多 樣 化 的 參 與 方 式」： 調 整 課 業 要 求 ， 令 學 習 具
合適的挑戰性

· 教師預先在書寫簿上作出方格尺寸的調整，把冬冬的寫
字方格由細格改為大格；同時用螢光筆寫出線條／文字
作提示，讓冬冬臨摹（相關資料3）。這些調適安排為冬
冬締造了更合適的學習條件。教師亦把相關策略擴展至
其他合適的幼兒。在構思活動時，因應班中幼兒能力差
異而設計不同難度的課業，可以增強幼兒對寫字的成功
感

· 透過簡化活動的步驟和要求，鼓勵幼兒在過程中作出努
力，讓他滿足於小步地改進，而非互相比較和競爭，以
達致同一標準的要求。同時教師和家長都需要接納冬冬
及其他幼兒在課業上有不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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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二
1. 「作 息 為 本 介 入」： 把 手 部 肌 力 和 靈 活 性 的 訓 練 放 入 生

活流程中
· 團隊把冬冬的學習機會滲透在自然情境中，並分佈於整

日流程，包括茶點、圖工角和梳洗時段，以補足抽離式
個別訓練的限制及訓練與課堂教學之間的割裂，讓冬冬
得到更多學習和應用知識和技能的機會

· 在增強小肌肉肌力上，學習支援團隊與學校及家長保持
溝通，在每天流程中為冬冬提供自行扭毛巾的機會，令
冬冬在生活自理中，亦能發展其手部肌能，以加強冬冬
在書寫上的小肌肉力量和靈活性。當冬冬在小肌方面有
進步，其控筆能力也能得以改善

目 標 三
1. 提 供「多 樣 化 的 呈 現 方 式」： 透 過 多 種 感 知 方 式 建 立 對

比的概念
· 教師初期多採用口語方式來形容物件外形，讓冬冬掌

握大小、長短的分別。學習支援團隊認為「口語方式形
容」局限於視覺和聽覺的學習，因此鼓勵教師從多感知
的角度來幫助冬冬及其他幼兒汲取知識，增加感官經驗
和概念的關聯性，讓「對比概念」學習呈現於生活中，
例如︰
	。觸覺輸入，把物件放進神秘箱內，讓冬冬用手觸
摸兩件物件的分別
	。視覺及觸覺輸入，請冬冬用錫紙把物件包裹着，
從包裹過程中觀察和感受物件外形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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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 冬冬對按其喜好設計的寫和畫教材感到非常有趣，減少
了因握筆而產生的抗拒情緒。在這個人興趣推動下，冬
冬能主動參與寫和畫的活動

	· 冬冬每天在學校及家庭流程中學習扭毛巾，手肌力得以
改善。他不再抗拒握筆，願意主動參與畫和寫的練習。
冬冬的改變不但發生在學校，他在家也喜歡參與不同活
動。訓練前，冬冬因小肌力度不足，往往依賴成人的協
助（	 如︰打開毛巾盒、拿手提包等），隨着肌力改善，
冬冬變得主動和獨立地處理自己能力所及的活動（如︰
打開毛巾盒、扭毛巾、開樽蓋、自己拿袋子等）

	· 教師調整了寫字簿方格的尺寸，以及運用視覺提示便利
臨摹，讓冬冬及班中幼兒能專注地完成課業。教師按每
位幼兒能力設計課業調整（如︰突顯不同的筆劃、需完
成課業的數量、容許完成課業的時間等），即使給每個
幼兒調整課業的方式及效果不同，但他們都比開學初期
專注和投入，教師和家長也喜見幼兒的學習態度變得積
極

	。視覺、聽覺及觸覺輸入，配合自然情境提供學習
機會，如︰請冬冬拿大或小的圖書、長或短的面
紙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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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種子教師把用過的有效方法（如︰在流程中加入目標、
調整課業要求及寫字量、改變方格尺寸、利用多感官學
習法等）應用於其他有相近情況的幼兒，使其他有類似
學習需要的幼兒也得益。其他班級教師看到好效果，都
參考種子教師的做法

	· 學校接受了學習支援團隊的建議，教具的選材不應局
限於遊戲，也包括從遊戲中學習不同範疇技能的玩具								
（如︰手偶可學習語言溝通、扭螺絲玩具可鍛鍊手部靈
活性等），於是課室的玩具變得更多元化，幼兒也有更
多合適的選擇

	· 冬冬在接受服務前，家長感到冬冬在學習上與其他幼兒
有差異，但不明白當中原因和幼兒能力，只是觀察到冬
冬比較內向，表達和書寫時欠缺信心。直至接受服務
後，家長逐漸明白冬冬的需要，並把學習支援團隊的建
議用於生活上

	· 家長隨着訓練開展，慢慢接納冬冬的能力並願意安排冬
冬進行評估，以獲得更合適的資源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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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1. 香港耀能協會（2020）。《融合教室：百變策略》。香港：
香港耀能協會。

2. 學生習作一︰「多啦A夢」填色圖和線條練習
3. 學生習作二：寫字簿的方格大小調整及顏色提示

備註1：種子教師是「計劃」重點培訓的教師，期望種子教師在學校發揮先導角	
色，與其他教師分享經驗。

學生習作一 學生習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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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4：小言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學前教師與早期介入的專業團隊透過幼兒教室合作諮
詢、班本介入、課堂流程中支援學習、全方位學習設
計及多層學習支援架構等策略，支援幼兒在各方面的發
展，幫助幼兒融入課堂活動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27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1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4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	
	 	 	 	 	 	 	 	 	 	 	 	 	 	 	 	 	 	 	 	 	 	 	 	 	 	 	 	 	 	 	 	 	 	 	 	 	 	 	 	 	 	（團隊於本學年仍繼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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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學校裏，教師發現小言跟別人的互動交流較少，回答
問題的能力也較弱。與小言媽媽溝通後，媽媽也擔心小
言在學校的表現，決定為他安排評估
	· 當教師或同學說話時，小言會自言自語並重複說話，需
要教師提示才停止。小言間中未能遵守課室規則，上課
時的專注力也較弱
	· 除此以外，教師也發覺小言在抄寫上出現困難，未能跟
上課堂進度
	· 據家長描述，小言在家有固執行為，不停問家長跟着會
做什麼；乘坐巴士時，不能改動行程，不肯在非預設的
車站下車
	· 教師建議小言參加「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 在支援期間，家長帶小言接受了私人執業專家的評估，
結果顯示他有語言發展遲緩及自閉症徵狀。根據評估建
議，小言正輪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服務

	·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提供不同培訓及額外
人力資源，建立「學前校園學習支援團隊」，運用「全方
位學習設計」的概念以及實踐「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等策
略來支援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幼兒

介入原因

支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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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學初期，學習支援團隊透過觀課及每月的個案會
議，從教師處知悉除小言外，大部分幼兒在抄寫上均出
現困難（相關資料1），未能跟上進度。職業治療師利用
「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的方法，跟教師合作，在課堂常
規中訂立幼兒學習目標和討論可行的介入策略；在適當
時機給教師提供示範，並在課堂常規中作個別調適	

· 學習支援團隊的特殊幼兒工作員入班觀課，深入瞭解小
言在課堂中的行為及他與教師和同學的互動，再向教師
瞭解其對小言學習困難的看法及具體期望，並填寫「班
本紀錄」，以便定期諮詢和給予支援

· 特殊幼兒工作員又與家長溝通，瞭解小言在家的狀況及
家長的期望，以訂定適合小言的學習目標

透過觀課，學習支援團隊瞭解到小言在課堂中有時會
不專注、未能獨立完成堂課抄寫，而且參與課堂活動
的程度不高，影響他的學習。他亦沒有主動與朋輩交
往，鮮有與人互動。團隊和教師為了提升小言的參與
度、獨立程度及人際關係，訂立了以下的介入目標：
1. 在提升參與度方面

1.1	 做圖工前，在流程圖的輔助下，能運用語言與教師
或同輩分享圖工製作步驟

2. 在提升獨立程度方面
2.1	能自行在3釐米乘3釐米的方格內抄寫簡單中文字
（如：土、田、日、天）	 	

介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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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支援團隊與教師除了運用「作息為本介入」的理
念，照顧小言的個別學習需要之外，還結合了「全方位
學習設計」的原則來優化課堂的學習環境和活動設計，
同時讓全班幼兒受惠。

· 提供「多樣化呈現方式」
	。職業治療師與教師透過合作諮詢，認同幼兒需要
提升其覺知度，所以在寫字活動前加入熱身運
動。熱身運動由教師與學習支援團隊合作設計，
把動作加入「筆順歌」（相關資料2），透過大動作
增加幼兒對文字抄寫的基本概念，以提供多樣化
的感覺資訊（聽覺、動覺、視覺）
	。職業治療師與教師協作，於課室內增加手部操作
的玩具，增強幼兒的空間概念及雙手協調的靈活
度，以提供多樣化的理解方式	
	。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師合作，拍攝小言參與活動
時的照片，然後利用照片作提示，邀請他描述剛
完成的活動。待小言漸有信心敘述活動的內容
時，便慢慢減去提示

有效策略

3.  在加強人際關係方面
3.1	能向別人提出自己的意見或想法
3.2	能向別人敘述活動的內容

「課堂為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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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納「多樣化的行為及表達方式」
	。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師商討製造學習情境，給予
小言運用語言的機會，例如：做圖工前，先請其
他同學示範說出完成拼砌作品的計劃，然後讓小
言在流程圖的輔助下說出計劃，以達到學習目標
	。學習支援團隊在定期的課堂觀察中，留意到小言
持續有自言自語或重複說話的情況，於是與教師
商量是否需要介入。教師不認為幼兒重複說話的
表現是騷擾，但特殊幼兒工作員卻擔心情況持續
會讓小言的自言自語成為慣性，認為教師可以按
需要介入，讓小言學習社會化行為，例如教師可
多觀察幼兒行為背後的原因，如果是自我描述以
確認自己的行為，可教他在心中說話；如果是想
與人分享，可教他先稱呼別人。教師接納建議，
並適時提示幼兒跟教師或同學說話。此舉同時有
助提升目標3 .1（向別人提出自己的意見／想法）

	· 提供「多樣化的參與方式」，以加強不同幼兒的學習動
機
	。職業治療師與教師協作，按幼兒抄寫能力讓他們
選擇使用不同的執筆工具；又提供多樣化的鼓勵	
（例如口頭讚賞、手勢鼓勵、實物獎勵等）讓幼兒
堅持努力學習
	。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師合作，在自由活動時間，
把握不同機會詢問小言的意見，讓他持續地練
習，習慣表達自己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第二章：實踐範例 60

二零二二年一月中開始，因新型冠狀病毒病關係，全
港幼稚園停課。學習支援團隊與教師改變了介入的方
法，持續支援小言的學習需要。

· 電話支援家長
	。殊幼兒工作員聯絡家長以瞭解小言在家的表現和
困難，得悉家長給小言安排了各種網上的學術課
程，如英文、普通話等。於是，特殊幼兒工作員
與家長分析和討論，讓他們瞭解小言的學習需
要及重點後，家長同意為小言安排有關語言溝通
的網上個別訓練和社交情緒的網上訓練小組。特
殊幼兒工作員又建議家長給小言製作簡單的時間
表，讓他知道每日的流程，以增加他的動力去完
成自己的計劃，例如：做小食茶點或製作摺紙小
玩具，把有意義的學習融入日常流程之中，讓家
長把家庭成為重要的學習環境

· 語言溝通的網上個別訓練
	。主要目的是提升小言運用語言作計劃及敘述活
動的能力，特殊幼兒工作員鼓勵家長一同參與課
堂，也建議家長把技巧應用於生活中，與小言日
常互動中製造學習的機會

其他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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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情緒的網上訓練小組
	。小言和家長一同參與了「社交小偵探」小組。這是
學習支援團隊的教育心理學家為接受「第一層支援
服務」的幼兒在停課期間設計的網上訓練，目的是
讓幼兒學習辨識自己的情緒及平復情緒的方法，
學習與朋輩相處及遊戲的技巧，正面的社交行為
和社交解難技巧；當中也為家長提供支援幼兒社
交發展的策略，並鼓勵他們在家中持續使用

幼 兒 方 面：	
小言表現合作守規，願意遵循教師的指示參與課堂活
動。在參與方面，他主動舉手表示希望參與活動的頻
率增加，並在流程圖的輔助下，能說出做圖工的計劃		
（如所需材料及方法）。在獨立方面，能自行完成每日
的功課（相關資料3），不需教師用口語提示或觸體協助
完成，自信心也提升了。人際關係方面，小言與組內
同伴交往的動機提升，他會主動參與遊戲並嘗試引發
話題，能表現出較合宜的社交技巧，如：能在別人詢
問後或自行說出：「我想用正方形同圓形砌高鐵」／「我
鐘意玩可以變身嘅機械人」／「頭先子睿同我玩模型，
我哋砌基地」。

成效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第二章：實踐範例 62

教 師 方 面  ：
教師一向願意包容不同學習能力的幼兒，但往往因不
明白困難背後的原因，不知從何入手幫助有特殊需要
的幼兒，或不覺得需要處理幼兒某些行為問題，如：
自言自語和重覆說話。學習支援團隊介入之後，教師
非常樂意合作，一同探究小言的學習需要，並與支援
團隊一同商討策略，嘗試運用「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
則優化課堂活動，以照顧全班幼兒的學習需要。其後
因小言較多在課堂用口語表達，教師更發現他有發音
問題，於是再主動向團隊的言語治療師諮詢，持續支
援小言。教師因此在專業發展的路上跨進一大步：無
論觀察幼兒發展的敏銳度，還是支援幼兒特殊需要的
能力都有提升。

學 校 方 面：
種子教師跟同級的其他教師分享了「筆順歌」的「熱身
操」，讓全級幼兒都得益。校方在添置玩具時，也接受
學習支援團隊的建議，由教師主導選購適合自己班級
所需的玩具。

家 長 方 面 ：
家長更明白小言的長處及喜好，從他的角度出發，安
排適合的活動，更能耐心等候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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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順小體操

先橫後直，寫個「十」
站立，教師用左手大動作由右橫畫向左，然後由上畫向下。 跳起打開雙手用身體做個「十」字

先撇後捺，寫個「人」
教師用左手大動作由左上角方向畫向右下角方向，然後在中間位置上畫向下左下角方向。  跳起打開雙腳用身體做個「人」字

從上到下，寫個「三」
用腳尖站，教師用左手大動作在上方由右橫畫向左，然後站立在腰旁由右橫畫向左，最後彎腰在下方由右橫畫向左，做OK手勢 

備註：因為教師面向幼兒，所以動作向轉，成為鏡子給幼兒模仿，注意幼兒學習左右方向。

2.		「筆順歌」：提升抄寫的基本概念

1. 開始介入的功課相片（教師口語提示及觸體協助下完成）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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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入後期的功課相片（自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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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5：逸逸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抽離式的個別訓練雖然有助於培養幼兒的基本技能，但
幼兒還需要有利的課堂環境來把所學技能付諸實踐

· 與幼兒建立安全和密切的關係能讓他感到安全和有作出
改變的動力，讓幼兒覺得他可以選擇做得更好，以獲得
他人的認同和肯定

· 專業團隊，學校和家長之間的定期溝通和協作，可增強
跨環境、一致的支援策略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15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2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1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1年5月至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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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逸逸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在醫護人員的照料下，逸逸
的病情已得以控制。可是，在成長過程中，逸逸仍需
要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在入讀幼兒園時，逸逸已被轉
介到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接受評估。結果顯
示，逸逸有整體發展遲緩和過度活躍症等徵狀，故建
議輪候「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接受訓練。

逸逸就讀低班時，正式接受我們團隊的「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透過教師諮詢，團隊瞭解逸逸在學校遇到許多
影響整體學習的問題。除了認知、語言、大小肌肉發
展障礙帶來的困難外，學校也非常關注其情緒及社交
行為發展。	

在學校裏，逸逸經常發脾氣，未能遵守課堂規則，難
以專注大班教學，並經常與同伴發生衝突，打傷別人
和說髒話。當時，他被很多幼兒和家長標籤為「曳孩
子」，慢慢變得不願上學，逃離課室，讓教師及家長感
到很大的壓力。在家裏，逸逸與父母、姐姐及祖父母
同住，不同家庭成員之間未能協調的家庭管教，也是
另一個讓父母感到困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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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逸逸獲得支援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是由跨專業團
隊提供到校的及早介入服務，團隊成員包括言語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和特殊幼兒工作員，定
期到學校為逸逸提供抽離課堂的個別訓練。

逸逸升讀高班時，機構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
和計劃」。除了整合「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和「第一層支
援服務」，加上額外的資源，成立了一支全面的「學前
校園學習支援團隊」外，又和學校教師共同接受培訓，
讓團隊和教師有更多有系統的協作機會，例如運用「幼
兒教室合作諮詢」模式來探討問題及解決方法，以及分
享靈感來實行「全方位學習設計」等，令從抽離課堂的
個別訓練轉向融入課堂活動的支援模式。

由於團隊及學校教師人員眾多，有系統的班本支援模
式和溝通方法成為了服務的成功要訣之一。根據「幼兒
教室合作諮詢」指引，學習支援團隊首要著重與學校
和教師們建立良好的關係，定期與教師分析及評估幼
兒需要。透過特殊幼兒工作員的統籌，收集言語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和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
訪學校的觀察和意見，然後整合各專業（包括教師）的
想法、靈感和創意，於每次與教師諮詢後填寫「下一步
表格」（相關資料1），以計劃策略的執行及檢視其進展
和成效，務求讓所訂立的個別訓練和班本介入目標能
配合幼兒各範疇的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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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剛剛加入「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時候，專業團隊成員
首先為逸逸撰寫個別訓練計劃以訂立各個發展範疇的
訓練目標，並擬定日期來檢視逸逸的進展情況，訓練
目標如下：

1. 語言方面：增加對句子結構和詞彙的認知
2. 大小肌肉方面：增加協調、平衡、使用工具的靈巧性
3. 認知方面：加強數學概念和單詞識別能力
4. 社交和情感方面：增強識別情感和社交溝通與互動的

能力
5. 自理能力方面：學習如何收拾和保持整潔

在接受「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服務的一年，
學習支援團隊與學校教師的協作下，除了上述各個發
展範疇的個別訓練目標外，團隊成員也訂立了逸逸在
課堂上的目標，期望透過班本支援，促進幼兒的參與
度、獨立程度和人際關係。這些功能性目標也融入在
幼兒的個別訓練計劃中，先透過個別訓練讓幼兒初步
掌握這些技巧，再透過班本支援，讓幼兒能在日常課
堂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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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在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訓練時，逸逸在各範疇的
發展未有顯著進步，讓專業團隊十分懊惱。經過學習
支援團隊在每月舉行的個案會議進行磋商後，團隊有
機會共同分析逸逸的困難和未見進展的原因，其中包
括逸逸的專注度低，未能控制自己的衝動行為，遇到
挑戰便退縮或發脾氣等。

學習支援團隊各治療師和特殊幼兒工作員開始在所有
個人訓練中應用一致的策略以配合逸逸的需要，包括
以他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清晰而堅定的界限，透過跟
逸逸的互動來建立積極和融洽的關係，例如欣賞逸逸
做到的正面行為，鼓勵他在班上做榜樣，並以「快、
準、誠」的讚賞原則強化他合作的表現。當逸逸感受
到導師們密切的關注與對他能力的欣賞後，他便逐漸
信任及願意依從導師的指示。當逸逸慢慢地能在個別

逸 逸 的 目 標 包 括 ： 

1. 能遵守課堂中群體性的規範或指令，例如依從教師設立
的課堂規則	（參與度）

2. 在成人的協助下，恰當地以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表達自
己的情緒	（人際關係）

3. 能處理生活上的一些簡單的疑難，例如能嘗試不同解決
問題的方法和面對挑戰時會堅持	（獨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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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遵守導師的指令後，特殊幼兒工作員便嘗試在
班中鼓勵他實踐，當他願意嘗試跟從教師的課堂指示
時，成人便立刻在旁讚賞他以強化他的行為。學習支
援團隊成員也鼓勵他在課堂上使用在個別訓練中剛學
到的句子和詞彙來表達自己。

同時，透過教育心理學家的諮詢和培訓，教師慢慢
學會了情緒指導技巧來管理逸逸的情緒行為，例如輔
助逸逸說出遇到困難時的情緒、對逸逸有更多的同理
心、以及引導逸逸解決困難等。漸漸地，逸逸掌握了
基礎的情緒詞彙，能在教師的口頭提示下，說出自己
的心情。除此以外，逸逸在面對困難時會先嘗試自行
尋找解決方法，就算未能自行解決，也能以口語尋求
成人的協助。

除了上述的訓練外，學習支援團隊也定期向逸逸母親
講述他的發展狀況及所使用的策略，特殊幼兒工作
員向母親示範這些策略，並鼓勵母親在家中實踐，期
望家校能運用一致的策略。漸漸地，逸逸母親掌握了
有效的管教技巧。例如母親開始欣賞逸逸做得到的事
情，並以「快、準、誠」的讚賞來鼓勵逸逸。另外，母
親願意嘗試減少即時的負面批評，忍耐不即時「矯正」
他的行為，嘗試先描述他的行為和感受，然後鼓勵他
說出自己的情緒和想法，讓逸逸感受到自己的情緒被
接納及理解，待冷靜後母親才慢慢與逸逸分析事件，
共同找出預防或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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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經過近一年的支援，逸逸在各範疇都漸見進步。

在人際關係上，逸逸能利用情緒詞彙來表達感受，取
代發脾氣和拍打他人。逸逸與周遭的成年人建立了積
極和正面的 關 係，當他因未能按捺而表現不當行為
時，逸逸能很快地理解別人的反應和感受，願意表達
自已的歉意和探索不當行為背後的感受和原因，慢慢
學會了理解和控制其不當行為。例如在一次訓練中，
逸逸因未能做到活動的要求而衝動地拍打了枱面一
下，讓特殊幼兒工作員感到驚嚇和失望。當逸逸看到
特殊幼兒工作員的面部表情時，便意識到他的感受，
然後主動說出：「我好嬲做唔到呀嘛……對唔住，我知
道下次要『停一停，諗一諗』呀嘛……你唔好唔開心啦」  

，顯示逸逸能覺察到他人和自己的情緒，明白界限及
能以恰當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情緒並願意妥協。

在獨立程度方面，逸逸行為的改善讓他有機會接受小
組訓練。在當中，他得到更多機會與同儕互動，讓他
能學習解決社交問題及管理情緒的技能。例如，逸逸
理解輸掉一場比賽會讓他感到悲傷和失望，所以他會
主動跟大人表達自己當下的不快情緒，也懂得肯定自
己在比賽中曾付出的努力，然後鼓勵自己總有其他機
會參加並勝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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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1. 「下一步表格」（中文版）	(見實踐範例1出處)

在參與度上，逸逸在個別訓練中學會了聽從特殊幼兒
工作員的指令進行各項活動，他的正面行為也因此得
到讚賞而強化。特殊幼兒工作員嘗試鼓勵他在班中留
心聆聽和跟從教師的指令。現在，逸逸大致能跟從教
師設立的課堂規則進行各項活動，教師也適時地讚賞
他，讓他能持續投入課堂活動。

由於逸逸對聆聽指令及情緒控制上都有進步，特殊幼
兒工作員和各治療師在進行個別訓練時便更流暢，他
在各範疇的進展也更理想，令個別訓練與班本介入兩
種支援模式相輔相承，取得理想的支援成果。到目前
為至，逸逸在六大範疇的訓練目標都能達成。學習支
援團隊會繼續支援逸逸成長，在個案會議上就逸逸的
進展互相交流，適時提升他的訓練目標，讓他更加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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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6：小文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一支整全的學習支援隊伍，透過與教師的緊密協作，更
容易了解有學習困難的幼兒在主流課堂的學習需要，訂
立的訓練目標能更對準需要
	· 透過與學習支援團隊的交流，教師在大班中善用「全方
位學習設計」和「作息本位介入」等策略，讓接受「到校
學前康復服務」的幼兒能透過課堂活動強化在個別訓練
中學到的技能，使他在各範疇的表現得到改進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28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3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7
所敍述時段：	 由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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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幼兒班時期，班任教師察覺小文在語言發音和表達、小
肌、大肌、自理和專注都出現明顯困難，曾向家長反映
其學習需要

	· 低班時期，班任教師轉介小文加入「第一層支援服務」試
驗計劃。其後，他在2021年6月到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
測驗中心接受評估，診斷結果為自閉症譜系障礙、發音
障礙、大肌肉發展遲緩及有早期讀寫障礙徵狀，被轉介
輪候「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 高班學年開始，小文獲派「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2021
年10月從「第一層支援服務」轉到「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 根據班任教師的描述和專業團隊的觀察，小文的需要和
困難如下：
	。社交及情緒方面，小文與人交流時，未能保持眼神
接觸，並難以維持共同話題；也不懂得向他人表達
感受，常常悶悶不樂
	。語言發展方面，小文發音不清、說話時語速太快，
别人難以理解其表達內容
	。大肌肉發展方面，他的腹部力量不足，常常靠着桌
面工作，坐着時很快出現拱背的情況。另外，他拋
接球的能力和跳躍能力也較弱，在大肌肉課堂的參
與度較低，也會逃避具挑戰性的活動

介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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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在小文上高班的學年，機構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園
優質融和計劃」，結合了「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已有資源，加上一些額外人
手，組成一支照顧全校所有幼兒學習需要的「學習支
援團隊」。成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高級特殊幼兒工
作員、特殊幼兒工作員、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和社工。除了職業治療師一職，其他職
位都是由固定人員擔任。這安排有助各團隊成員了解
班中所有幼兒的不同需要（包括有學習困難的幼兒），
以致在課堂流程和課室環境設計上，也易於向班任教
師作全面和切實可行的建議。學習支援團隊不單讓有
學習困難的幼兒得到更多學習機會，也讓全班幼兒得
益。以言語治療師為例，她透過標準化評估和課堂觀
察，熟悉「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幼兒的需要；又向特殊
幼兒工作員了解接受「第一層支援服務」的幼兒在語言
發展上的需要，然後安排觀課，再與特殊幼兒工作員
和班任教師討論，一起找出高班幼兒的共同問題和解
決方法。

	。小肌肉方面，小文手腕穩定性低，難以操弄剪刀
以完成圖工
	。由小文在低班時加入「第一層支援服務」到高班接受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特
殊幼兒工作員和社工都曾與家長訪談，得悉家長
最關注小文的語言發展，特別擔心他的發音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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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加入「計劃」後，特殊幼兒工作員和高級特殊幼兒
工作員先後與小文的班任教師面談，了解他在課堂的
表現和教師的關注，並到校觀課。然後，和社工一起
進行家訪，除了觀察家中環境，也與家長面談，了解
小文的發展歷程及家長的關注，並掌握小文的能力、
興趣和長處等。

家訪後，學習支援團隊大部分成員給小文安排了一次
聯合評估；然後，特殊幼兒工作員、言語治療師、職
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分別進行個別評估，以深入了
解小文在各發展範疇的能力。評估後，支援團隊各成
員均積極分享觀察和意見。另外，特殊幼兒工作員諮
詢班任教師的意見，其中特別關注小文的社交行為和
情緒，因為一方面小文被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另
一方面班任教師接觸小文的時間較長，清楚他在課堂
面對的困難。其後由特殊幼兒工作員整合各方資料並
草擬個別學習計劃。

在小文加入計劃一個月後，學習支援團隊召開個案會
議，討論個別學習計劃草案並分享觀察和意見；特殊
幼兒工作員也分享了班任教師的意見，讓各成員更
了解小文。例如：職業治療師分享小文的追視能力較
弱、不太喜歡與人有身體接觸；言語治療師分享小文
看圖卡較弱，較難找出圖卡的重點，他較難與人維持
話題及語速太快；特殊幼兒工作員分享小文對於珊瑚
有獨特興趣（往後言語治療師也在訓練教材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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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在小文的個別學習計劃中，訓練的重點放在語言、大
肌、小肌三方面。以下為其中三個目標：

目標一：在口語提示下，以合宜的速度說話或回答問題
（人際關係）
目標二：以正確的坐姿進行桌上學習活動（獨立能力、
參與度）
目標三：參與成人的談話，能在共同話題交流3回或以
上（人際關係）

等。會議期間，成員一起修訂個別學習計劃的目標和
訓練內容，並確定訓練的優次。

個別學習計劃通過後，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和特殊幼
兒工作員與班任教師開會，分享學習支援團隊的意見
和家訪的發現，又向班任教師講解小文未來半年的訓
練方向和策略，並在日常流程或課室佈置提供建議，
藉此提升小文的能力；這些建議也讓其他與小文有同
樣發展需要的幼兒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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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小文的坐姿不正，在桌面工作時，上身經常挨着桌
面，使桌子不斷向前移動。特殊幼兒工作員向職業
治療師諮詢，希望加強小文的上肢和腹肌力及其穩定
性。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與班任教師開會時，建議在
課室角落和日常流程作調整，藉此強化小文的上肢肌
力，建議如下：

在課室加設不同的牆身活動（例如：在牆上／門上／直
立板上寫畫、完成迷宮、找不同）（相關資料1）；
容許全班幼兒在圖書角以俯卧姿勢閱讀（俯臥時，腹部
和下肢緊貼地面；上肢方面，前臂貼着地面支撐，與
上臂呈90度）（相關資料2）；在需要書寫時，讓小文以
俯卧姿勢書寫；在角落放置座檯式手動筆刨，讓他站
着用雙手刨筆，藉此加強他的上肢肌力及穩定性。

在大肌肉活動中加設與上肢和腹肌力的相關的活動，
如：扮小蟹、小拱橋、拔河、拉重物等。

這些日常流程安排和課室角落活動，有助小文把在個
別訓練中學到的技巧，轉移到課堂常規活動中，並得
以鞏固。

多元化課室角落放置和日常流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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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班任教師慢慢了解自閉症譜
系障礙幼兒的特徵，明白向幼兒預告流程的重要性。
她在主題或英文課堂開始前，先向小文預告當天流
程，包括「問答時間」或「分享時間」，若小文對課堂有
疑惑或分享，可在這時段提出。此方法能有助小文和
全班幼兒學習聆聽和適時發言。

小文對百科知識深感興趣，常常與人分享知識，惟較
少留意他人是否對話題感興趣。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和特殊幼兒工作員建議班任教師
和家長透過日常對話，讓小文學習等待及回應。對話
中，當小文分享其他話題時，會請他等候，待共同話
題結束後，再讓小文表達其想法。

小文在上星期六的課時，班任教師邀請小文把百科全
書帶回幼兒園，讓他與同儕和老師分享自己的所見所
聞。班任教師在講述「愛護環境」、「長大了」等主題
時，讓小文擔任小老師，分享他已有的知識。

當小文說話速度越來越快時，班任教師提示他減慢
速度說話，讓别人能更清楚聽到他分享的內容。漸漸
地，小文也開始留意自己的說話速度。

預告流程

適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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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習計劃制定後，支援團隊的社工、高級特殊幼
兒工作員、特殊幼兒工作員一同會見家長，講解未來
的訓練方向和建議把訓練融入家居活動，讓小文在日
常生活得到持續學習的機會。如：到超級巿場購物後
讓小文幫忙拿物品、讓他使用大湯杓、打蛋器等以增
強上肢肌力；當小文語速太快時，家長會提醒他。

成效
小 文
小文在語速方面的自我察覺改善了，甚至會提醒別人
「要慢慢講，人地先聽得清楚」。在維持交談的話題方
面，小文的表現也有進步，談話時，他偶爾會想分享
其他話題，但在成人鼓勵下，他願意暫時放下自己感
興趣的內容。讓人鼓舞的是，自從班任教師邀請小文
在星期六把百科全書帶回學校與同儕分享，而同儕留
心聆聽的表現讓小文感到和他們相處的樂趣，他比以
往更主動邀請同儕一起進行活動，如合作性遊戲、桌
上遊戲等。上肢肌力方面，小文在桌面工作時減少靠
着桌子，避免了桌子向前推移的情況，並且能以較端
正的姿勢進行桌上活動。隨着小文上肢肌力的強化，
他執筆書寫的表現也有改善，能較有力寫字，寫出比
較工整的文字；並減少依賴成人的輔助，變得獨立。

家長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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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透過家訪、聯合評估、和個別學習計劃的講解，家長
有機會與學習支援團隊交流，認識小文的發展情況和
不同的教學策略，並能把訓練元素融入生活流程中（如
購物後幫忙拿物品、提示小文留意說話語速等）。駐校
的幼兒工作員也不時在放學時間與家長溝通，了解小
文的進展。家長反映小文加入「計劃」後，整體肌力增
強，他比以前更願意到公園玩和參加遠足，並樂意與
同齡幼兒交流，減少了家長的困擾。

全 班
高班其中一組幼兒在課堂裡較多說話，以致常常超出
課堂原定的時間。透過預告流程，幼兒知道課堂完結
前有分享或提問時間，讓他們能先集中聆聽班任教師
的說話，稍後再分享自己的意見或向老師提問。

班 任 教 師
透過學習「全方位學習設計」原則和與支援團隊的交
流，班任教師在設計角落、課堂和流程上得到很多啟
發，如：鼓勵兒童以不同姿勢進行活動、有更多的活
動在排洗或等候時間進行等，有助推動教師的專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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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1.  牆身或直立板活動

2. 讓兒童以手肘撐地俯臥在地上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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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7：天天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支援幼兒各範疇，有助幼兒投入於日常流程及活動
	· 結合幼兒在訓練課堂習得的技能、知識應用於日常課堂

班級：	 幼兒班
班級人數：	 26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9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9
所敍述時段：	 由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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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在天天入讀學前預備班時，家長及教師均觀察到他在體
能、語言表達和理解上與同齡幼兒有落差。天天往往因
不理解指令而難於跟從日常流程及課堂活動的指示，也
因此妨礙了他學習較為抽象的概念，例如：空間位置
詞、數與量、物件概念等。

由於天天的學習能力與同齡幼兒有落差，削弱了他投
入課堂的興趣及動機。有見及此，家長經母嬰健康院轉
介，安排天天到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進行評
估。評估結果指出當時約兩歲的天天在認知及學習上的
能力較弱，尤其是語言方面；天天多以動作、手勢及聲
音作表達，未能以單字回應，並在理解指令時有困難。
天天被兒科醫生診斷為整體發展遲緩及明顯語言遲緩，
同時被轉介輪候「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天天於2021年9
月加入服務，開始接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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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整體而言，天天的能力發展得較為遲緩，受影響的範疇
包括小肌、大肌、認知、語言等，按天天當時的學習困
難，他需要接受個別的學習訓練及跟從治療師針對性的
建議，以改善他整體遲緩的問題。由於天天加入了「到校
學前康復服務」，專業團隊包括語言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物理治療師、特殊幼兒工作員及社工，於評估天天
各方面的能力後，在跨專業團隊的會議中為他訂立了六
大範疇的訓練目標。每月進行的訓練課都針對目標，讓
他有系統地進行訓練，以改善他的能力，期望能達至同
齡幼兒的水平；並讓他重新投入參與課堂活動，能夠跟
從指令及跟隨流程活動。

本年度，機構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
，成立了一支結合「第一層支援服務」（先導計劃）和「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學前校園學習支援團隊」，有助推
動及完善融合學習。學習支援團隊中的教育心理學家、
特殊幼兒工作員和治療師透過定期的跨專業（包括教師）
會議、觀課及個案分析，提出可應用於日常課堂的針對
性建議。除此之外，團隊也透過教師諮詢，協助天天將
抽離課堂的個別訓練所學到的知識及技能，投入日常流
程，以強化知識及技能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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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所言，天天在接收指令上遇到困難。學習支援團
隊的言語治療師從觀課中，發現天天較能透過圖片及實
物理解環境及指令。有見及此，當教師在進行課堂活動
時，參考了「全方位學習設計」原則的「多樣化呈現方式」  

，在學習流程中加入視覺提示和練習機會，有助提升他
的投入感及參與程度。以音樂活動為例，教師在邀請天
天參加音樂律動時，會附以相關圖片，讓他透過視覺提
示瞭解活動指令；另外，教師也會從旁示範，協助他進
行肢體創作活動，例如教師示範在聽到海水聲時，將雙
手合上並左右搖擺，扮演魚兒在水中暢遊的情境，讓他
有機會參與音樂活動。

學習支援團隊除了考慮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外，也參考「全
方位學習設計」原則，透過定期的跨專業會議，為教師提
供整體課程設計的建議。例如在設計大肌肉活動時，物
理治療師建議加入整體幼兒皆合適的軀幹及上肢活動，
例如：在循環式遊戲中，增加幼兒四點爬行和身體協調
的元素（相關資料1），透過這些活動，有助幼兒為將來的
正確坐姿及書寫建立基礎能力。由此可見，以課堂介入
為本的支援模式除了有利於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學習外，
也對班中其他幼兒有莫大的裨益。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除了提供專業團隊的支
援外，也有校本支援人員的參與，就課堂設計及角落設
計給予建議，有助幼兒從環境區角中自我學習。例如：
在圖書角中加入猜猜故事、情節排序、表達感受等，從
多元學習中幫助幼兒增加應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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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協 助 天 天 將 大 肌 及 語 言 項 目 應 用 於 日 常 課 堂
· 大肌肉發展方面，個別訓練的長期目標是提升天天的

平衡能力和軀幹與肢體的協調能力，以增加身體的靈
活性，減少跌倒的機會。另外，職業治療師又幫助他
保持專注及身體覺知能力。短期目標是天天能在6吋闊
的平衡木上倒後行

· 語言發展方面，個別訓練的長期目標是提升天天的語
言理解和表達能力。言語治療師幫助天天在日常活動
中增加對生活物品的認識，也訓練他理解指令，並期
望他在增進語言理解後可以逐漸提升表達能力。短期
目標是天天能說出不同類別中（例如：水果、交通工
具、動物	）	5個或以上的例子

在天天參與個別訓練去達到有關目標的過程中，團隊期
望能透過「幼兒教室合作諮詢」，讓教師瞭解天天的訓練
狀況、進度及在課堂上的需要，從而為天天提供適切的
支援，使他最終能改善課堂的「參與」、「獨立」和「人際
關係」。

就課堂的參與度而言，當知道天天在個別訓練中對不同
物件有所認識時，教師便能就他的學習進度給予他合適
程度的指令，使他能夠更容易在課堂中配合教師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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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參與活動，從而給他製造成功經驗，讓他在往後的課
堂中更投入參與。例如：當天天認識不同交通工具的名
稱時，他便能跟從教師教師的指令，按不同交通工具的
特徵，做出有關交通工具的肢體動作，如：張開雙臂扮
演飛機飛行，而當中扮演的形式也有助幼兒發展肢體創
作能力。

在獨立程度方面，大肌肉活動能夠強化天天控制肌肉的
能力，有助他在日常生活中擔當自理的任務。當掌握了
平衡調控後，天天便能在課室移動的過程中減少碰撞；
此外，也有助天天鞏固動作轉移，包括蹲下和站立，讓
他在收拾物品和活動轉移的過程中更獨立，減少教師的
輔助。教師也因應天天的訓練進度，調整給他幫助的程
度，讓他更加獨立。

在人際關係中，當教師瞭解到天天能從體能活動中得到
學習的喜悅，從輕鬆愉快的過程中，願意與其他幼兒共
同學習，引發更多的群體交流的時候，教師便可在課堂
上製造更多天天與其他幼兒互動的機會，例如：共同玩
攀爬架、一起和其他幼兒走完平衡木等，讓天天明白除
了運用語言與人溝通和互動外，也可通過共同參與不同
的活動，以達到相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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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透過跨專業會議，教師及特殊幼兒工作員聽取物理治療
師對改善幼兒平衡力的建議，把它融入大肌肉活動時段
內的循環式遊戲中，當中包括動態平衡力的元素、交替
腳轉換等。天天性格外向，樂於參與大肌肉活動。除在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接受個別的大肌肉訓練外，也從主
流課堂的參與，得到充分應用的機會。

天天學習物件的名稱時，特殊幼兒工作員會與教師緊密
合作，善用日常流程為介入點，在排隊時間會指着課室
中不同的物件，詢問他「依樣係咩嘢？」帶出所接觸物件
的名稱。當天天熟悉物件名稱時，會被邀請擔當小老
師，示範把物件名稱說出來。教師也會增加幼兒接觸物
件名稱的機會，例如：在進食午餐的時候，教師會請幼
兒共同說出食物的名稱，有助他們把學習到的食物名稱
帶到生活及日常流程中（相關資料2）。

結合專業建議融入課堂活動

把學習融入流程，增加應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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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課，言語治療師留意到天天的語言發展狀況後，
對其語言表達及理解的支援策略作針對性的建議，藉以
優化教師支援有個別差異幼兒的教學策略。例如建議教
師在介紹新事物時，以「多元化呈現方式」，將學習內容
以實物及圖片呈現，促進學習效能；讓天天從觸感操弄
探索，強化他對物件的認識；以圖片展示物件不同的特
點，加強他對物件的理解；又配合角色扮演，增加他運
用詞彙和句子的機會，有助他把個別訓練課中學習到的
語言知識，應用在日常的語言環境中。

若教師設計的課堂教學內容具有彈性，並預備多元化教
材，讓幼兒按照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擇活動，可以提升
幼兒的課堂參與度。例如讓幼兒在指定範圍內自行選擇
他們喜歡的大肌肉活動（行平衡木或拿着豆袋在直線上行
走）。

為能力較弱和強的幼兒訂定適度的教學目標。例如：能
力較強的幼兒以說出物件的名稱為目標；而語言表達較
為被動的幼兒，則要求他先辨別物件，或以肢體動作模
仿物件的特徵，以「多樣化的參與方式」來參與課堂活
動。此舉有利所有幼兒投入參與課堂活動，提高整體學
習氣氛。

「全方位學習設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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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天 天 在 不 同 範 疇 漸 見 進 步
運用了上述的策略一段時間後，天天的平衡能力和協
調能力均有提升，他在課室裡跌倒的次數逐漸減少，也
能自己完成在平衡木上的訓練活動，減少對教師的依
賴，獨立能力有所提升。除此以外，天天的詞彙量慢慢
增加，可以在少量口頭或視覺提示下說出不同的交通工
具、水果及動物的名稱。由於天天的詞彙量逐漸增加，
對於理解教師在課堂上的指令的能力也有進步。天天現
在一般可以跟據教師的指令完成不同的課堂活動，明顯
比之前更投入參與課堂活動，願意回應教師的提問；也
能夠跟從大班一同遊戲，享受學習。由於教師在課堂上
製造了不少機會讓天天與其他幼兒一同互動和遊戲，天
天現在與班上其他幼兒漸漸熟稔，能夠一同玩耍，開始
慢慢建立他的社交圈。

全 校 支 援 推 動 融 合 教 育
由於學習建議皆適用於不同發展階段及年齡的所有幼
兒，以全班模式支援幼兒的需要，能給予有特殊需要的
幼兒更多學習及應用的機會，同時減少標籤效應。個案
會議討論中加深了教師、校方及專業團隊對幼兒個別需
要及獨特性的關注，有助學校持續推動融合教育。教師
對於關顧多元需要幼兒的意識比以往更強烈，他們在設
計活動時會悉心考慮能力差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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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1. 透過設計循環式遊戲，鼓勵幼兒發展軀幹及四肢協調能力

2. 利用圖片和餐食，鼓勵幼兒在進餐前認識及說出每天
進食的食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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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8：家樂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幼稚園與到校學習支援團隊的協作從小步開始，逐步將
支援的正面成效由目標幼兒擴展至整個課室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19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1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2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1年9月	至	2022年1月	 	 	
	 	 	 	 	 	 	 	 	 	 	 	 	 	 	 	 	 	 	 	 	 	 	 	 	 	 	 	 	 	 	 	 	 	 	 	 	 	 	（團隊於本學年仍繼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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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新學年開始，教師持續觀察班中幼兒的適應情況及學
習表現，以了解有否幼兒需要支援。開學一個月後，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的學習支援團隊接獲
高班教師的查詢，希望團隊能夠協助家樂。

學習支援團隊的特殊幼兒工作員接獲查詢後，向家樂
的班任教師了解他在校內整體適應及學習的狀況，也
向家長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及管教等情況，便整理了一
份家樂的背景資料給學習支援團隊參考；然後聯同團
隊的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教育心
理學家到校，對他進行隨堂觀察。

綜合隨堂觀察結果及家樂的班任教師和家長提供的
資料，學習支援團隊對家樂的支援需要有以下各項結
論：

1 . 語 言 表 達 方 面
家樂只能運用短句或片語回應教師或同學的提問，例
如：「唔識」、「係點做？」等。家樂用語言表達的動機
也低於其他幼兒，需要教師更多口語提示及等待的時
間。整體而言，家樂於課堂內未能持續以語言跟教師
或同學互動。

2 . 社 交 溝 通 方 面
家樂於主題時段、分組或自選活動時間都很少主動與
鄰座同學聊天，或邀請同學合作或一起玩。學習支援
團隊成員也注意到家樂在執行課堂流程及學習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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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經過持續的隨堂觀察，學習支援團隊了解家樂各方面
的支援需要後，便與學校教師進行了一節約90分鐘的
面談，主要內容包括：

· 學習支援團隊成員扼要地向出席的班任教師及學校主任
交代了隨堂觀察家樂的情況

· 按照家樂的需要，建議合適的支援，包括：支援的範
疇、目標、可行性、優次及策略等；並就促進家樂在課
堂流程及活動的「參與」、「獨立」及「人際關係」三方面
的裨益作考慮

要教師大量的口語提示及鼓勵，才願意參與。在分組
或自選活動中，他未能自主地轉換不同活動，需要教
師口語提示和協助。過程中，儘管家樂能夠獨立完成
活動，他仍持續向教師尋求協助，反映他對自行完成
活動的自信心偏低。

3 . 文 字 抄 寫 方 面
家樂於課堂抄寫中文時，持續地（即一星期五天中有三
天或以上）增多或減少筆劃。班任教師主要以口語提醒
家樂，惟效果未見顯著。

4 . 專 注 力 方 面
家樂在一般學習活動的專注時間明顯較同班幼兒短，
也較其他幼兒容易分心，需要班任教師不斷的提醒他。



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第二章：實踐範例 96

介入目標
經討論後，學習支援團隊隨即展開籌備支援工作，向
家樂的班任教師索取未來幾個單元的教案文件（包括活
動進行日期及時間）及課堂抄寫練習作準備。以下是家
樂的介入目標：

經討論後，班任教師及學校主任均同意以下各項給家
樂支援的範疇及介入優次：

1. 幼稚園以自由遊戲活動為主要的學習方式，能夠有效運
用語言、社交及溝通技巧對家樂參與活動的狀況及人際
關係的建立至為重要。故此，家樂的語言表達、社交及
溝通技巧為首要的關注項目。言語治療師會幫助家樂增
加詞彙量（例如：常用物件的名稱）及教導他組織簡單
的合作遊戲和邀請同學玩耍

2. 家樂需要建立基礎的文字抄寫能力，即協助他學好中文
文字結構及筆順，好讓他升上小學時能獨立地抄寫手冊
或完成堂課	（主要由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給予專業建
議）

其後，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仔細討論如何在日常
課室流程中，推行上述的支援。團隊獲得班任教師及
主任支持，表明若有需要，團隊成員可進入課室，向
班任教師即時示範並講解合適的支援策略的具體執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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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目 標 1 ：
策 略 1 ： 調 適 學 習 要 求
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討論課堂活動設計，鼓勵他在
提問時加入適當的口語提示與示範，並透過調適他回饋
的方式，提升家樂的語言表達能力。例如班任教師邀
請家樂回答問題「你喺呢一頁入面，見到邊啲水果呢？」
時，先請他走出來，逐一指着水果並說出它的名稱，
如：「蘋果」、「香蕉」、「士多啤梨」等。當他正確地逐
一說出水果的名稱時，班任教師向他示範以完整的句子
回應：「我見到蘋果、香蕉同士多啤梨。」然後，再請家
樂複述句子。當他能夠正確地複述句子時，班任教師便
給他即時而正面的口語回饋，如：「好開心你能夠用完
整句子回答我呢個問題，繼續努力！」

另一方面，經班任教師的安排，特殊幼兒工作員每星期
一次於自選活動時間入班，讓家樂邀請兩位同班同學，
一起玩桌上遊戲，用較密集的口語提示、鼓勵及示範，
促進家樂更主動地用口語與人互動和合作。活動過程
中，特殊幼兒工作員鼓勵家樂用簡單的語句和示範，提

1. 家樂能夠運用四素句表達個人需要及回應他人的要求，
藉以提升家樂參與課堂活動的程度及加強他與同儕之間
的互動和交流（人際關係及參與度）

2. 透過視覺提示及示範，家樂能夠自行完成課堂的中文字
抄寫練習	（獨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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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其他幼兒參與遊戲的規則，例如：「依家到你啦！」、
「請你畀粒骰仔我吖！」或「我哋下次再玩過，好嗎？」
。當特殊幼兒工作員注意到家樂在減少提示下仍能運用
上述語句時，就進一步減少給他示範和口語提示，改
以動作提示他，如輕拍他的肩膀，再以食指指向其他
同學，示意他說出「依家到你啦！」。

策 略 2 ：「 作 息 為 本 介 入  」
鼓勵家長於家庭環境中運用「親子共讀」策略，以提升家
樂運用完整口語句子的能力，繼而進一步改善他的口語
表達能力。特殊幼兒工作員利用由教育局製作的《親子
閱讀樂趣多—給0-9歲孩子的家長》單張及小冊子，與家
樂媽媽討論有關親子共讀對語言表達能力發展的好處，
並示範有關技巧；又建議家長在親子共讀時，進行簡單
角色扮演，鼓勵家樂模仿故事人物的說話，增加練習運
用口語詞彙及句式的機會。

與此同時，特殊幼兒工作員建議家長在家庭日常生活流
程中，增加家樂運用語言的機會，例如向他提出問題：
「今日你想食咩午餐？」，並利用口語提示及示範，鼓
勵他用完整句子作答，如：「我想食漢堡包同薯條。」，
讓他有更多練習及應用技巧的機會。	

目 標 2 ：
策 略 1 ： 運 用「 全 方 位 學 習 設 計 」原 則 的「 多 樣 化 的 呈 現
方 式 」
職業治療師及特殊幼兒工作員與班任教師面談，商討
鼓勵家樂獨立完成課堂抄寫的策略。團隊成員觀察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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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比一般幼兒需用較多時間抄寫中文字，他似乎未能
有效利用短期視覺記憶去協助抄寫，故不時出現筆劃
增減的情況；也未能掌握完整筆劃的概念與運用筆順
的技巧，故抄寫文字時，就像把筆劃「繪畫」出來，而
非按照筆順規則寫出來。

特殊幼兒工作員與班任教師商討後決定入班支援家樂
抄寫文字。特殊幼兒工作員利用「字型尺」（展示文字
分成上、下；左、右；左、中、右等結構）及「四色筆
筆順法」（以紅、藍、黑、綠4色順序寫出文字筆劃），
給家樂清楚展示書寫文字部件的位置及筆順。其後，
也向教師示範如何在班中使用「字型尺」及「四色筆筆順
法」的策略，讓教師把它們應用於其他幼兒，逐漸發展
成適用於整班的教學策略。

成效
目 標 1 ：
在校内，家樂能於簡單的口語提示及鼓勵下，用較長
的口語句式表達自己的需要；同時，也能在鼓勵下邀
請他人一起遊戲，並與人輪流遊戲。在家庭環境中，
家樂較以往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也會自信地運用語
言分享個人經歷與感受。家長表示特殊幼兒工作員與
她分享的親子共讀技巧十分實用，尤其是透過視像指
導她在家練習，對她掌握所需技巧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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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2 ：
班任教師把「字型尺」及「四色筆」的圖片，恆常地在課
室的當眼位置展示，提醒所有幼兒運用它們之餘，也
於家樂每一次抄寫文字前特別提醒他。自應用上述策
略後，家樂的中文抄寫漸見改善，包括抄寫時間縮短
及展現正確筆順，也逐漸減少依賴教師的執手協助及
口語提示，可以自行完成書寫作業。

教 師 的 得 著 ：
班任教師在檢討會議上表示，由於學習支援全在課室
環境內進行，她能獲得第一身經驗，觀察到特殊幼兒
工作員在小組遊戲中如何運用較頻密及正向的口語回
饋幼兒，以及運用提示與示範的技巧。特殊幼兒工作
員於課堂中為教師進行示範，讓教師即時了解及體驗
介入策略的正面效果，有助增强教師學以致用的動力。

班任教師認為特殊幼兒工作員應用於家樂的技巧，對
班中其他幼兒也適用。透過與特殊幼兒工作員的討論
及直接觀察，教師更加了解簡單而清晰的口語提示和
示範對幼兒的好處。因此，班任教師表示日後會更積
極在班中應用這些技巧。



「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由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
就讀低班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由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	
重讀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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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9：楹楹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本個案展示「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的學習支援
團隊與班任教師的協作，不斷優化學習環境，教學活動
設計和教學技巧，藉此在日常課堂流程中支援幼兒的學
習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29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2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2
所敘述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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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楹楹的家長為雙職父母，工作時間較長，平日楹楹由
長輩協助照顧，因此家長與孩子相處的時間較少，偶
爾才有親子活動。楹楹多在家獨自玩耍或觀看電子產
品。由於家長較少與楹楹相處和溝通，對孩子的發展
及身心成長瞭解也少，根本不察覺楹楹與同齡幼兒在
能力上有差異。

上學年學期初（低班），教師觀察到楹楹的認知及語
言能力稍遜，未能說出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物品的名稱						
（如：交通工具、食物、動物）。在日常的情境中，楹
楹尚能運用兩至三個元素的話語與成人對話，惟她說
話組織能力較弱，多以動作或簡單詞彙回應成人的問
題及作社交互動。

於是由駐校特殊幼兒工作員備註1作進一步觀察，留意
到楹楹在學習、社交、行為、情緒等範疇都有特別需
要，便建議家長及教師讓她參與「第一層支援服務」試
驗計劃。

重讀低班後，在小組學習時，楹楹一般能安坐，但接
收教師的指令較弱，較少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及回應問
題。楹楹的空間感也較弱，書寫時英文字母的方向會
反轉，如：「S」。在地墊上活動時，楹楹也經常出現
「W」字腳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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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學校於本年度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  

，嘗試推行一套融合教育的理想支援模式。「計劃」由
不同的專業人員組成學習支援團隊（包括：教育心理學
家、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特殊幼兒工作員、治療師
和社工），以優化幼兒／家長／教師／學校不同層面的
教與學。團隊成員為班任教師提供諮詢和訓練，擬在
教學上作出調適來滿足楹楹和其他幼兒的不同需要。
班任教師藉着每月的諮詢會議，向團隊成員詢問有關
幼兒於學習、行為及整體發展的狀況，透過討論與交
流獲得具體建議，讓每個幼兒的困難得以改善。

團隊每三個月為所關注的幼兒訂定短期的訓練目標，
由駐校特殊幼兒工作員按幼兒的需要進行班本／小
組／個別支援，在日常課堂流程中協助教師落實班本
支援建議，幫忙角落佈置及教具製作，並向教師解說
幼兒接受訓練期間的表現及整體訓練進展。此外，又
向家長提供在家支援及訓練建議。

因此駐校特殊幼兒工作員建議家長為楹楹在衞生署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登記接受評估。惟輪候需時，遂
轉介楹楹至「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之教育心理學
家。經全面評估後，楹楹被診斷為整體發展遲緩。家
長同意為楹楹申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課堂為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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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家長方面，除了上述的在家支援建議外，高級
特殊幼兒工作員更提供專業諮詢及輔導，因應幼兒
的個別需要，協助家長建立育兒的正面態度及有效技
巧，提升家長親職效能以應對幼兒的特別需要。

「計劃」鼓勵專業及教學人員運用不同策略（如：課堂
為本介入、合作諮詢、訂定與生活相關的目標、隨機
教學等）及「全方位學習設計」原則以優化學習環境和教
學活動設計，以及增進教學技巧（詳述如下），並以「支
援─成效模式」持續評估幼兒的需要，按其所需提供合
適程度的支援。

1 . 課 室 環 境 佈 置
· 班中大部分幼兒都有不同的特殊學習需要（包括參加
「兼收計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及「第一層支援服
務」試驗計劃的幼兒）。他們一般較容易理解圖像，因
此班任教師按「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提供多樣化
的呈現方式，製作了上課流程圖（相關資料1）、課堂規
則圖（相關資料2）等，利用視覺元素來幫助幼兒適應每
日的流程和活動

· 教師清晰地分類及按層次擺放教具，同時於教具櫃加上
圖示或文字標示，以協助幼兒收拾物品；讓幼兒在收拾
過程中，也可重溫主題的概念及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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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 教師留意幼兒的興趣，以「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提

供多樣化的參與方式，「投其所好」地設計學習活動。
教師先吸引幼兒關注，再簡介活動目的，才正式進行活
動

· 教師設計課堂時以動靜交替方式進行活動，適當地運用
視覺、聽覺及觸覺，以多樣化的呈現方式去加強學習經
驗，延長幼兒對課堂的專注能力，解決不同幼兒在語言
能力、圖像和聲音識別能力及閱讀能力上的差異

· 團隊按班中課程主題及幼兒的個別學習需要，以「作息
為本介入」的理念為班任教師提供諮詢，支援教師在日
常課堂流程中為幼兒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讓幼兒的知
識及社交技巧得以增長

3 . 教 學 技 巧
· 團隊經常與班任教師交流教學方法，定期檢討幼兒的學

習進展和適應能力
· 班中部分幼兒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較弱，難於掌握教

師的口語指示和要求，因此教師務必給予幼兒簡單、明
確和直接的指示，而避免艱深複雜的語句或比喻，同時
配合肢體動作及圖片；並讓幼兒以多樣化的方式表達學
習的成果，而不局限於口語的表達。幼兒往往需要較長
時間去理解資訊，因此教師需要給予幼兒足夠的時間去
回應，不急於替幼兒回答問題或不斷重複指令

· 當幼兒出現良好行為時給予即時而精準的讚賞，以提升
幼兒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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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針對上述三個目標，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相討
後，同意選用以下策略及方法：

目 標 1
按「作息為本介入」原則，在生活流程中營造更多語言
表達的機會：

· 教師利用開放式問題，順着楹楹的回答繼續提問，
讓她在課堂中按教師的提示描述熟悉的故事書內容，
如：老師按句子的結構指着圖畫。例子：教師先指出
圖畫中的人物（爸爸），接着指出交通工具（巴士），讓
楹楹說出「爸爸」和「巴士」後，繼續問她說：「爸爸坐乜
嘢？」。透過教師的引導，增進楹楹對詞彙及閱讀的理
解，也幫助她運用三元素句子來描述故事內容

· 教師在日常流程中，請楹楹模仿朋輩的回應和語句，
讓楹楹透過模仿，漸漸轉化為自己的用語

· 特殊幼兒工作員鼓勵家長每天與楹楹進行5-10分鐘親
子伴讀或玩不同種類的遊戲（如：煮飯仔、照顧洋娃

以下是學習支援團隊建議教師為楹楹所訂立的目標：

1. 在日常生活中，能運用三元素的句子描述事情，如媽
媽洗杯	（參與度）

2. 在協助下，能與同伴進行簡單社交遊戲（人際關係）
3. 透過提升上肢及下肢能力，以維持正確坐姿書寫約

10-15分鐘（獨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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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砌積木等），並在過程中描述圖書內容或自己和楹
楹的動作，亦可適當地提問，例如：「點解要餵公仔食
飯呀？點樣煮飯架？」等。家長聆聽楹楹回答後，組織
並複述她的說話，以增強其理解及表達能力

目 標 2
按「全方位學習設計」原則，提供多樣化的參與方式：

	· 在分組活動時，特殊幼兒工作員按楹楹的能力選取合適
的教材，讓活動具合適的挑戰性，從而激發她學習不同
的社交遊戲。以下是活動的例子：
	。「詞語找找樂」：教師把圖卡和詞語卡放在桌子
上，教師示範取出其中一張詞語卡並讀出詞語，
接着請楹楹找出相配的圖卡，再讀出詞語及連接
詞
	。桌上遊戲（SH A P Y）：教師與楹楹輪流擲兩粒骰
子，接着請楹楹觀察骰子上的形狀，說出句子「揾
XX形同埋XX形」，最後在木片堆中找出形狀相配
的木片
	。當楹楹明白遊戲的玩法及熟悉流程時，教師鼓勵楹
楹邀請朋輩一起進行活動，如：故事分享、桌上遊戲
等。教師又藉着「隨機教學」提升幼兒的認知、語言、
社交能力

目 標 3
按「作息為本介入」原則，在課堂及流程中加入鍛鍊上
肢及下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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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1
· 楹楹的表達能力漸見進步，在日常生活中，她能在圖

片提示下說出常見物品的名稱（如：水果、身體部分、
動物等的名稱）。她漸漸喜愛閱讀故事書，於自選活動
時會主動到圖書角與朋輩一起閱讀熟悉的故事書。而
班上大部分的幼兒都能描述故事書中的內容

· 楹楹逐漸掌握運用三元素的句子及使用連接詞「仲有」、
「同埋」來擴張句子

目 標 2
· 楹楹能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願意與同伴一起

遊戲。在教師的提示下，楹楹能用說話向朋輩表達自
己的需要，利用玩具和朋輩一起玩角色扮演的遊戲，
同時反映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如：醫生與病人

· 教師在課室中增加垂直面塗鴉／寫畫／遊戲的機會，
如：上課時請楹楹於白板書寫日期及畫出當日天氣、
在牆身走迷宮、大筆畫架創作等，以加強楹楹上肢的
穩定性及肌耐力，和延長楹楹正確坐姿書寫的時間

· 教師在日常轉換流程的等候時間中，加入加強肌耐力
的環節，如：在輪候時進行循環式遊戲時，請幼兒靠
牆坐「無影凳」10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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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楹在圖片提示及老師協助下能說出自己的感受及想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遊戲過程中，楹楹能與朋輩一起討
論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當朋輩遇到困難和負面情緒
時，楹楹都會主動幫助（如：開水喉、拿紙巾）及拍膊
頭、安慰對方

目 標 3
· 楹楹在寫和畫的活動中時能維持正確坐姿，亦表現投入

及自信

對 全 班 幼 兒 影 響
· 教師把不同能力之幼兒編排在同一組學習，並讓幼兒按

自己的喜好和能力以不同方式作分享（口頭表達、視覺
呈現、身體展示），能提升幼兒的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 在學習過程中，教師為幼兒提供不同途徑獲得知識（直
接教學、小組討論），以多種方式來呈現學習教材（視
覺：出示雨天的圖卡／圖書／影片；聽覺：播放下雨的
聲音；觸覺：感受噴水壺噴出的水），增強了他們的學
習動機

· 在教材上增設視覺提示的圖示或文字標示（相關資料3)
，並按層次擺放教具，讓幼兒能將教材自行配對在正確
的位置上，並選取合適自己能力的教具，有效提升他們
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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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1. 上學流程圖
2. 課堂規則圖：教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2010）。
《執行技巧訓練套》。香港：教育局。

3. 教具櫃加上圖示或文字標示

備註1：「賽馬會學前校園優質融和計劃」提供了額外資源，讓學校聘請一名駐
校特殊幼兒工作員。此校園有未參加「計劃」前，已聘用駐校特殊幼兒工作員。

上學流程圖

課堂規則圖

教具櫃加上圖示或文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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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0：心心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學習支援團隊與教師協作，在課堂流程及活動中，支援
活躍衝動的幼兒

· 為幼兒提供感興趣的活動，給予適當的關注；並於發出
簡單明確的指示後，適時給予提示、描述行為和給予讚
賞等，都是建立課堂正向行為的有效策略

班級： 低班
班級人數：	 25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1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3
所描述時段： 由2021年10月至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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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上學年（幼兒班 )下學期的時候，教師察覺到心心的行
為表現與同齡幼兒有異：難於集中聆聽指令，活躍程
度較高，而且在課室內持續出現衝動行為及與同儕相
處困難。惟家長認為心心年紀尚小，行為表現活躍乃
屬正常。

心心就讀的幼稚園在本學年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園優
質融和計劃」，「計劃」中的特殊幼兒工作員、職業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聯同「第一層支援服
務」試驗計劃的教育心理學家等組成學習支援團隊，定
期到訪幼稚園，與教師協作，支援有需要的幼兒。

本學年（低班）初，心心的班任教師主動接觸學習支援
團隊，希望團隊評估心心的需要，並協助教職員處理
其不合宜行為。教育心理學家與特殊幼兒工作員進行
觀課及與教師訪談後，認為心心的專注能力及控制衝
動能力較弱，以致未能適當地參與課堂活動：

· 在主題活動時間，心心經常離座，並以動作騷擾鄰座
同學。偶爾在座位上大聲回答教職員的問題，而沒有
按照教師「先舉手、後說話」的要求

· 執行課室常規時，包括收拾物品和排隊等，她的表現
總是一塌胡塗，沒有半點條理。轉換活動過程中，偶
爾也會大叫起來

· 同儕關係方面，心心於分組時與其他同學經常因爭玩
具或教材而發生爭執，需要教師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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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學習支援團隊建議心心接受支援服務，其後安排
校長一同接見家長，介紹有關服務，讓家長接納幼兒
的需要。

支援模式

特殊幼兒工作員是學習支援團隊的統籌員，其工作包
括：整合資料，協助團隊與教師溝通，跟進支援策略
的成效，有需要時，在小組或課堂中給教師示範支援
的技巧。

學習支援團隊定期隨堂觀察，了解心心於課堂流程或
學習活動的表現（包括活動轉換時間），經過兩次約一
小時的觀課，團隊掌握了心心的課堂表現，隨即利用
課後時間與班任教師進行一節約60分鐘的合作諮詢，
主要內容包括：

· 學習支援團隊首先了解班任教師在協助心心時遇到的困
難及期望獲得的支援

· 團隊向班任教師彙報隨堂觀察心心的情況
· 針對心心的需要，團隊建議合適的支援，包括：支援範

疇、目標、策略等；並就促進心心在課堂流程及活動的
「參與度」、「獨立能力」及「人際關係」三方面的裨益作
考慮

「課堂介入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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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目標

有效策略

以下兩項是支援心心的目標：

1. 心心能於示範及提示下參與課堂分組或主題活動（參與
度）

2. 心心能於協助下參與課堂小組活動，並與同儕適當地互
動（人際關係）

目 標 1
策 略１： 運 用「 全 方 位 學 習 設 計 」原 則 的「 多 樣 化 的 行 為
及 表 達 方 式 」

· 因應心心「好動」的特質，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師商討
鼓勵心心及全班幼兒使用多樣化的行為及表達方式，讓
他們用動作回應教師的指令，以幫助他們預備投入分組
或主題活動中。例如：教師先拍手三次吸引幼兒，然後
說「所有同學，包括心心，如果想聽故事，就一齊拍手
三下／摸頭仔一次（教師同步示範動作）。睇吓邊個想
聽故事先，預備，1……2……3，邊個想聽故事？」

· 以教師關注的優次及策略的可行性為基礎，共同訂立具
體支援心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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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2 ： 適 時 給 予 提 示 及 描 述 行 為
	· 安排心心上主題課時把座位靠近教師。教師透過不同的
提示及描述幼兒行為，讓心心得到適當的注意，並懂得
用合宜的行為參與活動，如：用規則圖視覺上提示心心
「先舉手、後說話」，然後用說話描述心心所作出的合
宜行為，作為正面回饋：「你見到規則圖，就識提自己
要先舉手」，讓心心清楚自己做對了什麼行為，從而獲
得教師的注意		

策 略 3 ： 給 予 即 時 而 精 準 的 讚 賞
	· 當全班幼兒，包括心心，能夠以恰當的方式回應時，教
師會以「快、準、誠」的原則讚賞心心，例如：「心心，
做得好，老師好開心你能夠拍手三下／摸頭仔一次，等
老師知道你想聽故事，你有聽清楚老師嘅指示！」

目 標 2
策 略 1 ： 運 用「 全 方 位 學 習 設 計 」原 則 的「 多 樣 化 的 參 與  
方 式 」

	· 於分組時間，特殊幼兒工作員帶領三至四人的小組進行
不同的桌上遊戲，幼兒可根據興趣而參加，以增加參與
動機
	· 特殊幼兒工作員以較密集的示範、口語提示及鼓勵，促
進心心在遊戲過程中學習等待、輪候、注意別人的反
應、並適當地用語言表達（如：「輪到你？/輪到我未？」）
，從而提升心心與同儕正向溝通及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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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2 ： 把 學 習 融 入 課 堂 及 家 庭 的 作 息 流 程 中
	· 隨着心心在小組中進步，言語治療師建議班任教師利用
日常課堂的流程和活動，協助心心鞏固和延展所學：
	。班任教師在課堂分組活動或日常流程中適時介入心心
和朋輩的互動，示範合宜的社交用語或句式，如：			
「可唔可以一齊玩？／可唔可以教我玩？」
	。當心心和同儕發生爭執時，班任教師會引導她了
解自己當下的情緒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提供選
項，例如：「你依家有冇唔開心？係有、冇？」、		
「依家可以有兩個方法去解決問題，一係重新玩
遊戲、二係停止唔玩。你會選擇一定係二？」（教
師同時舉起一或兩隻手指作提示），引導並鼓勵
心心以簡單的口語或動作（舉起一或兩隻手指）回
應，讓心心慢慢學習自我調節
	。心心回應後，班任教師即時給予她具體而清晰的
口語讚賞，讓她知道剛才的回應是恰當的

	· 經過一段時間的課堂支援後，心心於課堂內的行為表現
有明顯改善。學習支援團隊和班任教師認同稍後由特
殊幼兒工作員與家長分享促進溝通及提升自我調節的技
巧，並探討實際的安排，讓家長把上述技巧應用於家庭
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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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目 標 1
心心獲得適切的支援後，在課堂的表現比以前專注及
投入，會先舉手並等待老師呼喚她的名字才回應。同
時，隨着老師增加對心心的關注及正面回饋，她在課
堂騷擾同學、離座等情況也大為減少。

目 標 2
分組時間內，心心能夠於簡單口語提示及鼓勵下，與
同儕進行簡單的桌上遊戲，也會邀請其他同儕一同遊
戲，期間會主動說「你玩先」、「對不起」、「我幫你」
等，並能夠與同儕輪流進行簡單的合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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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1：恆恆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這是一次很好的實踐學習體驗。透過幼兒教室合作諮詢的
模式，學習支援團隊和教師團隊在每月的個案討論中，為
目標幼兒（恆恆）共同計劃和施行一連串的支援策略，包
括：調整課業、調適教學策略等等。在專業團隊持續關注
和支援下，特殊幼兒工作員採用了班本支援模式，並透過
填寫「下一步表格」，跟進恆恆的學習進展，令原本失去信
心和學習興趣的恆恆，再次對學習產生興趣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22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1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3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

(團隊於本學年仍繼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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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 教師發現恆恆在課堂上容易分心，也未能回答問題

	· 恆恆未能讀出剛學會的生字，而他在抄寫生字方面更需
要教師的個別幫助。若教師不在身邊，他就停下來，直
至教師再鼓勵他，他才勉強繼續寫下去。因此，教師把
恆恆的情況轉告媽媽

	· 媽媽需外出工作，便把恆恆交由外祖父母照顧。恆恆多
在家中玩網上遊戲，不願做功課。媽媽只好安排恆恆放
學後到補習班做功課

	· 恆恆上補習班後，學習情況未見改善，認讀生字及抄寫
方面隨着時間過去，落差也越來越大。後來教師與駐校
社工商討恆恆的情況，於是透過社工邀請家長參加「第
一層支援服務」

	· 當學習支援團隊獲悉恆恆的問題後，便入班觀察，並與
班任教師進行初步的合作諮詢

	· 整個學習支援團隊進行課堂情境及流程觀察後，發現恆
恆未能按教師對全班的要求去獨立完成課堂活動流程，
包括（一）做習作及抄寫生字，（二）然後收拾個人物品，
（三）再進行自選活動。恆恆的困難和原因分析如下:

	。根據職業治療師觀察，恆恆書寫方面有困難，要完成
全頁抄寫，令他難於負荷，對學習失去興趣
	。恆恆在抄寫過程中，經常需要在教師協助下完成，對
學習欠信心，遇到困難也依賴他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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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 學習支援團隊每月到訪學校，除了入班觀察及與班任教
師進行初步合作諮詢之外，也進行個案會議

· 個案會議就恆恆的個別需要，建議合適的支援策略。而
高級特殊幼兒工作員填寫「下一步表格」（相關資料1）作
為備忘，以便跟進和溝通各方的建議

· 若建議涉及課業、流程或環境設置，會在個案會議徵詢
校方主任的意見，得到共識後才推行。若建議需要家長
的理解和認同，亦須與學校協商有關的家長工作

· 由於恆恆的困難主要涉及小肌和自理的範疇，職業治療
師透過觀課和合作諮詢給予持續支援

· 而特殊幼兒工作員則以入班與教師協作方式給予持續支
援，如示範、提供教具和器材等，並填寫有關紀錄給專
業團隊及班教師參考之用

	。恆恆在收拾物品上亦出現問題。當他完成抄寫後，會
將習作及物品胡亂塞入書包，往往要在教師協助下才
能放好
	。由於恆恆需完成抄寫及收拾，才可進行自選活動，而
當他花費大量時間完成抄寫及收拾後，自選活動的時
間自然相對減少，也使他少了與同學一起玩耍的機會

「課堂為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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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於訂立三個介入目標後，便共
同計劃及推行多種策略，以協助恆恆自行完成課堂活動流
程。

· 提供「多樣化的參與方式」
	。職業治療師建議減少抄寫行數，讓恆恆在既定時間
完成抄寫後，能有時間與同學一起進行自選活動
	。由於涉及課程和課業改動，因此要讓主任瞭解恆恆
的學習問題，接納建議後才推行
	。另外，請班教師聯絡媽媽，讓媽媽瞭解減少恆恆抄
寫的原因，及建議停止補習來減輕恆恆抄寫的壓力

介入目標

有效策略

針對恆恆的困難，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訂立了三個介
入目標。按照「作息為本介入」的原則，這些目標有助提
升恆恆在課堂的參與度、獨立完成課堂流程的能力、及與
人建立關係，對恆恆學習和整體發展有利。

1. 能跟隨全班在抄寫時限內（約10-15分鐘）完成隔行抄寫生
字（參與度）

2. 能獨立完成收拾書本習作的程序（獨立能力）
3. 在教師引導下，能與同學一起玩玩具（人際關係）

增強在課堂上抄寫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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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適教學策略
	。恆恆對字體的筆畫結構、空間位置皆出現困難。
因此高級特殊工作員建議班任教師提供多樣呈現方
式，如：在白板示範書寫時，可用不同顏色來加強
恆恆對文字的筆畫及部件結構的認識（相關資料2）
	。職業治療師認為教師暫時有需要把字體放大，讓恆
恆能近距離進行抄寫。因此安排特殊幼兒工作員在
課堂上提供近距離示範，並放大生字讓恆恆學習

· 在流程中提供運用小手肌的機會，增強手指靈活性
	。職業治療師發現恆恆在流程中，未能獨立完成收
拾工作，其中原因是手指欠靈活，這也影響抄寫技
巧。因此建議可透過玩玩具來加強小手肌的活動能
力（相關資料3）
	。職業治療師亦留意到班內的玩具，並不適合高班幼
兒的小手肌發展，因此建議合適的玩具、器材，然
後購買並借給學校，讓恆恆和全班同時獲益

· 建立收拾技巧及信心，減少依賴他人協助
	。職業治療師亦建議用功課袋教導恆恆收拾的程序：
先把功課及通告等放入袋，然後才放入書包。這樣
做有助恆恆較有條理處理個人物品，減少依賴他人
協助
	。此外，安排特殊幼兒工作員入班，在近距離示範筆
畫次序，只是過渡性質。而高級幼兒特殊幼兒工作
員定時入班觀察，提供教師諮詢，讓教師逐步減少
協助恆恆之餘，同時建立恆恆的信心

增強完成流程中收拾工作的獨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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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恆恆完成抄寫習作後，特殊幼兒工作員教導他
與同學一起玩治療師所建議的小手肌玩具。一方
面訓練手指靈活性，另一方面讓他學習與同學一
起玩，學習分享玩具

與此同時，學習支援團隊和班任教師共同探討和運用
「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來優化全班的學習環境、活
動、流程、方式等，以兼顧個別幼兒及全班的不同學
習需要。

· 按幼兒喜好，提供多種選擇機會
	。在自選活動中，安排不同活動（如：圖書、玩玩
具、科學探索），讓幼兒按個人喜好選擇
	。玩具櫃內放置不同種類的玩具（包括治療師建議的
不同種類訓練小手肌玩具），讓幼兒按個人喜好選
擇
	。強調努力和正面積極的回饋。當完成抄寫後，教
師會給幼兒鼓勵和讚賞來增加成功經驗，告知幼
兒那個字寫得好，欣賞幼兒努力完成任務

· 促進朋輩互動和支援
	。治療師和特殊幼兒工作員選取一些可讓多名幼兒
一起共用的玩具，示範及教導他們如何一起玩，
一方面促進朋輩互動，另一方面培養幼兒在日常
中互相幫助的行為

透過與同學一起玩建立人際關係

提供「多樣化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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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自選活動前，教師先介紹活動及提示自選活動規則。
除了口述外，也配合文字、簡化的圖片或示範等多種呈
現方式，讓全班明白及遵守活動規則
	· 教師在玩具籃子貼上文字和圖片標記，讓全班懂得把玩
具收拾及放回籃子內

成效
	· 恆恆現時已能跟上全班步伐，在抄寫時限內完成，而
且不用減少行數
	· 恆恆能把功課放入功課袋及收拾個人物品
	· 能與同學一起玩玩具
	· 在諮詢過程中，教師逐漸明白班中幼兒的個別差異及
學習喜好，並因此採用「全方位學習設計」，有利每一
個幼兒學習。此外，教師亦掌握各種策略，而且能轉
化策略應用於課堂中。例如：教師刻意安排能力較高
的朋輩坐在恆恆旁邊示範筆畫及提示他改正
	· 家長也很積極配合。現在不再安排恆恆補習，而在晚
上與恆恆閱讀故事，也多了和他玩小遊戲

提供「多樣化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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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1.		「下一步表格」（中文版）（見實踐範例1出處）
2.	字型結構卡及識字卡

3.	訓練小手肌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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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 2：志健

介入要點

背景資料

	· 善用日常課室內的活動流程，為幼兒製造更多練習與鞏
固技巧的機會，帶來持續而明顯的改變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14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3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1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	 	
	 	 (團隊於本學年仍繼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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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原因
志健就讀低班時，由當時的班任教師建議接受「第一層
支援服務」試驗計劃，經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幼兒工作
員持續觀察後，初步懷疑他整體發展遲緩，但志健的
父母對轉介他接受全面發展評估感到抗拒，故一直未
有進一步的評估或確診。

升讀高班後，志健在各範疇的發展，與同齡幼兒的差
距更明顯，尤其是語言表達及理解方面，他雖然能
夠以短句表達自己的需要，但內容欠缺條理，說話時
也有明顯發音問題。此外，志健在生活自理和操作小
工具，包括執筆、剪紙、穿脫衣服及整理書包等表
現皆弱，更使他做事欠缺信心，事事倚賴身邊的成年
人。志健抄寫中文字時，經常出現錯誤或筆劃增減
的情況，需要教師提點他改正，因此他對抄寫的動
機很低，也特別容易感到沮喪和焦慮，擔心一再出現
錯誤。另方面，志健的大肌肉協調也較弱，例如跑、
跳、上下樓梯等動作都較同齡幼兒表現得較為笨拙，
偶爾還會跌倒。	

適逢志健就讀的幼稚園在本學年參加了「賽馬會學前校
園優質融和計劃」，「計劃」中的教育心理學家、特殊幼
兒工作員、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

班級：	 高班
班級人數：	 14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人數：	 3　
「第一層支援服務」人數：	 1
所敘述的時段：	 由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	 	
	 	 (團隊於本學年仍繼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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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

· 團隊彙報隨堂觀察所得有關志健的情況
· 團隊了解班任教師在協助志健時遇上的困難及期望獲得

的支援

社工，組成學習支援團隊，定期到訪幼稚園，協助教
師支援有學習需要的幼兒。

志健經班任教師轉介後，學習支援團隊成員便進行隨
堂觀察，期望透過直接觀察，搜集更多資料，以設計
適用於志健的課室支援方案。

「課堂介入為本」

為了蒐集更全面有關志健的學習狀況，學習支援團隊
分别於主題活動、分組活動、體能活動及茶點時段展
開隨堂觀察。團隊各成員進入課室前，均獲得一份由
特殊幼兒工作員預先整理有關志健的資料，以作進一
步觀察及記錄。	

經過三次兩小時的觀課，學習支援團隊進一步了解及
掌握志健在發展與學習各方面的支援需要。然後，團
隊成員與志健的班任教師利用放學後的時間，進行了
一節約60分鐘的合作諮詢，主要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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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志健在課堂活動的參與度、獨立進行或完成活動
的能力、以及與成人／同輩互動能力三方面，團隊按志
健的需要及對他的禆益，建議適切的支援，包括介入的
範疇、目標、可行性、優次及策略

· 團隊就課堂教學、教具／課業設計與應用及環境設置提
供針對性建議，再以教師關注的優次及策略可行性為基
礎，共同訂立具體支援志健的計劃

確立支援目標和計劃後，特殊幼兒工作員與教育心理
學家便擔當主要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按照建議的支
援策略，與班任教師共同於課室內推行。若有合適機
會，團隊成員會於課室內向教師示範應用支援策略，
讓教師逐步掌握相關技巧。學習支援團隊持續地定期
觀察志健在課堂的表現，並於觀察後與班任教師進行
15分鐘左右的簡短檢討，了解支援策略的成效；有需
要時，會適時建議調整支援策略的方法。

介入目標
在諮詢中，學習支援團隊與班任教師分享過支援重點
後，便繼續商討訂立具體目標。考慮到志健即將升讀
小一，恰當的語言表達能力，對社交溝通、人際關係
及整體學習發展至為重要。因此，以下是回應志健的
迫切需要而訂立的最重要支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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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策略
支援策略一般包括提供合宜的學習環境，調適課程，
並配合多元化的教學方法；除了有效照顧志健的需
要，也能延伸至班上所有幼兒，使全班受益。具體落
實以上支援目標的策略如下：

	· 參考「作息為本介入」原則，言語治療師建議教師透過
日常流程的介入及調節環境來增加志健的溝通機會，例
如在茶點時間，製造運用口語的機會，鼓勵志健表達自
己的需要：「我想要一塊餅乾同一杯水。」同時，教師
在課室的環境中展示圖片提示幼兒（包括志健）一些表
達自己需要的句子，以幫助他們有條理地表達需要
	· 教師於進行體能活動時刻意增加社交互動及運用語言的
機會。在體能活動室進行分組球類遊戲活動前，教師提
醒所有幼兒需要運用口語，向他人表達自己的要求，例
如：「我可唔可以同你一組呀？」

「志健能夠運用恰當和有組織的語句，向教師或同儕
主動表達自己的需要或尋求協助，以提升他的社交能
力」

班任教師期望藉着學習支援團隊的協助，讓志健的表
現於本學期餘下的時間能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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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 透過持續的到校觀課及諮詢，學習支援團隊觀察到志健

參與分組或朋輩活動的積極性漸有改善，過程中也能主
動運用班任教師或特殊幼兒工作員示範過的社交用語，
與人建立更友善的關係

· 班任教師表示，學習支援團隊提出的建議及特殊幼兒工
作員於課堂內示範的支援技巧，都加深了教師對志健學
習需要的了解和諒解；此外，團隊成員的建議也有效地
針對課堂實際需要，讓志健獲得適切的教導及配套，他
在課堂表現更見積極參與及投入，也能獨立地完成工作

· 教師於課室內進行分組活動／日常流程時適時加入朋輩
互動的環節，並示範合宜的社交用語或句式，如：「可
唔可以一齊玩？／呢個點玩㗎？」

· 班任教師在運用上述策略時，時常留意志健的反應，給
予志健適當的口語鼓勵及具體而明確的讚賞，以鞏固他
掌握並運用有關技巧

· 按照「全方位學習設計」提供「多樣化的呈現方式」的原
則，教師運用不同類型的提示（如：口語、動作、圖
片）以加強志健及全班幼兒對課堂內容的理解，幫助志
健學習及表達自己的想法等，並讓班上的幼兒都能成為
輔助志健學習語言及社交溝通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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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班任教師在學習支援團隊鼓勵下，漸漸嘗試將上述「作
息本為介入」策略，應用到班中其他的幼兒身上。教師
也意識到製造更多社交互動及運用語言的機會，除了有
助提升整班幼兒參與活動的動機之外，也能帶動學習氣
氛
	· 在學習支援團隊的持續鼓勵及協助下，班任教師對在課
堂裏支援有發展或學習差異幼兒的態度漸趨正面；而教
師在應用更多不同策略及提供更多練習機會給志健後，
目睹他的表現持續進步，因而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也對
自己能夠協助有需要的幼兒抱有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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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馬 會 學 前 校 園 優 質 融 和 計 劃」實 踐 範 例》
（「範 例」）中 的 所 有 內 容 和 資 料 僅 供 參 考 ， 不
構 成 任 何 建 議 。 範 例 中 的 所 有 內 容 和 材 料 均	
「按 原 樣」和「可 用」提 供 ， 不 附 有 任 何 明 示 或
暗 示 的 保 證 。 賽 馬 會 學 前 校 園 優 質 融 和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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