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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特首參選人的政綱均或多或少提及要加強支援特殊教育，實屬可喜。不過，當中只有胡國興特別留意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支援，並提出具體建議，其餘三位參與人只開出支援期票，但卻未有在幼兒方面有具體
承諾。

特首候選人提名期開始，各參選人積極爭取提名，並且不約而同在教育議題上開出期票。本系列的上一篇
文章論及幼教是香港教育問題的缺口之一，而特殊需要支援是另一個。

大部分有發展困難幼兒未有支援

眾所周知，6歲以前是支援的黃金期，能夠及早識別，及早獲得支援，可讓有發展困難的兒童較容易重回
正軌，這亦是國際上共識的支援方針。反之，愈遲發現及支援，令情況惡化，要逆轉便困難重重，既不利
幼兒整體成長發展，亦構成將來重大的社會成本。現時的問題正正出現在未能做到「及早識別，及早支
援」；根據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的調查，約有七分一幼稚園學生有發展困難，人數接近25,000
人。當中，只有4成（約1萬人）得到適切支援。

有特殊需要的幼兒由學校發現，轉介至母嬰健康院作初步評估，再轉介至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作專業評
估，往往需要一年以上。若幼兒入讀的學校有參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約2,900個名額）尚可
在短時間內獲得支援服務，否則就只能耐心輪候康復服務，這又需要最少一年以上，支援的黃金期就是這
樣白白浪費。

再者，只有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為有康復服務需要的幼兒才能輪候康復服務，沒有「通過評估」的
幼兒並不表示沒有支援需要，只是急切性較低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支援需要，而這類幼兒又難以獲得適切服
務，往往因此令情況惡化，日後需要花更多資源處理。

融合教育政策延伸至幼教

四名特首參選人的政綱均或多或少提及要加強支援特殊教育，實屬可喜。不過，當中只有胡國興特別留意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支援，並提出具體建議，其餘三位參與人只開出支援期票，但卻未有在幼兒方面有具體
承諾。若參選人有誠意在支援有特殊需要這一議題上做點實事，筆者建議他們承諾將融合教育政策延伸至
幼兒教育階段。

儘管融合教育在中小學的實踐過程中備受批評，但其方針有可取之處，包括全校模式、「先支援後評估」
及提供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支援等。隨著明年大部分幼稚園/幼兒學校直接由政府資助，融合教育政策應該延
伸至幼教。下列幾項措施應盡快在幼兒教育實施：

1. 建立篩選機制：仿傚小學的篩選機制，由教育局提供篩選工具供老師篩選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2. 先支援後評估：為所有被篩選有特殊需要學生提供即時支援，並安排進一步評估。
3. 派遣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社工：前者為有特殊需要學生提供初步評估及課程調適意見以促進融合
教育，後者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輔導及服務跟進等。
4. 設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為有特殊需要學生提供課程調適及支援課堂學習適應，以及協調校
內校外各類支援服務，以達到全校支援的良好效果。

零爭議期票，哪一位願開？

不少公共政策建議容易引起社會爭議，由制訂政策以至推動落實均困難重重，加強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不
單不會引起爭議，反而只會帶來掌聲。目前的特殊教育開支約24億，只佔教育經常開支的3%。即使推行上
述4項措施，估計只會增加5億*，在整個接近800億的教育預算當中，只是輕微增加0.7%。而一旦推行上述
措施，便能真正做到「及早識別、及早支援」，讓有特殊需要的孩在6歲以前的黃金期獲得適切支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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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令孩子早日回到正軌，亦能減輕日後在中小學階段有關方面的公共開支及其他社會成本。

這個只能夠獲得掌聲又零爭議的5億元期票，能為我們成千上萬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帶來即時支援，同時亦
為社會節省日後的公共開支及儲備更佳的人力資本。各特首選舉參選人，你們有誰願意開出這張期票？

註:　*假設1位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每10間學校、一位社工服務3間學校及每校增聘1位主任作「特殊教育統籌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