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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澳目前的特殊教育制度是根據七月一日第 33/96/M 號法令核准的《特殊

教育制度》為基礎，為因體格、感官、心理、情緒及社會方面之特徵而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

鑑於上述法令生效至今已經18年，隨著社會變遷，部分條文已未能配合現

時特殊教育的發展需求。而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以下簡

稱《綱要法》）第十二條對特殊教育作出的規定，如：特殊教育旨在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合其身心發展的受教育機會，以協助其融入社會、發揮潛

能、彌補不足及參與就業；特殊教育的對象包括資優學生和身心障礙的學生；特

殊教育優先在普通學校內以融合的方式實施，同時亦可在特殊教育機構以其他方

式實施。在考量本澳社會的條件、特殊教育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特殊教育服務需

求殷切及社會大眾對修訂《特殊教育制度》的期望等因素，且為配合澳門特區政

府對特殊教育的推動和支援，全面落實《綱要法》的相關規定，教育暨青年局認

為有必要修訂七月一日第33/96/M號法令《特殊教育制度》，以進一步為特殊教

育學生提供持續適切的教育及服務。 

 

為此，教育暨青年局制定本諮詢文本，誠邀社會各界參與討論，廣泛收集

各持份者的意見和建議，以便完善諮詢文本的內容，讓法規的推行更有成效。為

便於對《特殊教育制度》的內容有更全面的了解，諮詢文本就修訂的內容作了簡

要介紹。 

本諮詢文本共分三章(第一章 一般規定、第二章 資優學生，以及第三章 身

心障礙學生)，修訂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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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特殊教育制度的適用範圍；

– 為發展特殊教育提供支援；

– 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制定、檢討或修訂；

– 因應特殊教育學生的能力進行評核；

– 教學人員及專業團隊參與培訓； 

– 界定資優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的基本特性、教育安置、課程調整、設置

團隊，以及證書的發放； 

– 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無障礙環境及生涯轉銜的規劃。

 

本諮詢文本已上載於教育暨青年局網頁 www.dsej.gov.mo，教育業界及特殊

教育相關的民間團體和機構，以及公眾可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透過

以下任何方式向教育暨青年局提交建議或發表意見：

- 郵寄：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號一樓 教育暨青年局（封面請註明“《特

殊教育制度》之諮詢意見”）

- 親臨遞交：教育暨青年局及其轄下各中心

- 電郵：webmaster@dsej.gov.mo

- 傳真：(853) 2835 5210

擬將所提的意見或建議全部或部分保密的人士/機構，請於提出書面意見或

建議時清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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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制度》修訂重點 

第一章 一般規定 

一、 適用範圍(修訂) 

– 根據《綱要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特殊教育旨在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合其身心發展的受教育機會，以協助其

融入社會、發揮潛能、彌補不足及參與就業”。 
– 根據《綱要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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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沒有明文規定)  特殊教育學生是指經具職權的

公共部門或獲教育行政當局認

可的實體評估確定在學習及適

應上具特殊需要的學生。

 適用於就讀於納入教育制度之

教育機構且有暫時或長期特殊

教育需求之學生。

 對因體格、感官、心理、情緒

及社會方面之特徵而有特殊教

育需求之學生之教育，要求教

育方式須顧及上述情況，以便

促進學生學業進步及融入社

會。

 特殊教育學生包括資優學生和

身心障礙學生。

 

二、 為發展特殊教育提供支援(新增) 

澳門在目前特殊教育發展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的支援及措施，加強對資優學生的培育，以配合本澳人才發展政策，

各持份者有責任提供條件以發展特殊教育。 

建議新增內容 

 為發展特殊教育，政府： 

– 建立跨部門的合作機制，以檢視、協調及發展相關部門的政策和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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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增內容 

– 有系統及持續地發展評估工具； 

– 發展相關的對外合作與交流； 

– 創造條件鼓勵學校接納特殊教育學生； 

– 為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服務的私人實體提供經費、設施、設備、技

術、培訓及交流方面的支援； 

– 為學生提供特殊教育的相關評估，並從經費、輔助設備、輔導和治

療等方面為其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援； 

– 為特殊教育學生的家長提供必要的支援，尤其提供必要的資訊、諮

詢、輔導及親職教育。 

 

 為促進特殊教育的發展，學校： 

– 關注、觀察及轉介懷疑屬特殊教育的學生接受評估； 

– 創造條件接納特殊教育學生，並促進其身心發展以及潛能的發揮； 

– 在校內設立特殊教育的團隊，以協調相關的日常工作、管理學生的

紀錄以及發展相關服務； 

– 為特殊教育學生提供支援； 

– 持續關注及觀察特殊教育學生的學習適應情況，及時作出適當的輔

助或重新安排評估。 

 

 為保障特殊教育的開展，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 

– 有義務讓有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受教育者獲得適切的教育； 

– 可就受教育者是否接受評估、是否同意評估的結果，以及以此為基

礎而作的教育安置建議作出決定； 

– 有權參與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制定。 

 

 

三、 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制定、檢討或修訂(修訂) 

考慮到家校溝通與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讓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更了解為

其受教育者所設置的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內容，為此，建議個別化教育計

劃可由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共同參與制定、檢討或修訂。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制定及核准每個學生之個別教

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綱之期

限，為註冊後或發現有特殊教

育需要後之三十日。

學生註冊後或獲確認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起計三十日內，學校

應為其制定個別化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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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個別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

綱，應由教師及負責執行之技

術人員在領導機關及有關教學

統籌架構之監督下參與制定。 
 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綱之評

估應由參與制定之所有教師及

專業技術人員作出，且應由教

育機構之領導機關認可。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制定、檢討

或修訂應在教學領導機關的統

籌及監督下由教師及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負責，尚可由行

使親權或監護權者共同參與，

且在採用個別化教育計劃前應

獲教學領導機關核准。

 為採納特殊教育制度之措施而

對學生所作之評估，應獲監護

人之明示同意。

 監護人有權獲悉個別教學計劃

及教學活動大綱。 

 倘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沒有參

與制定、檢討或修訂個別化教

育計劃時，學校必須就經教學

領導機關核准的個別化教育計

劃向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作出

通知，並由其簽署知悉。

 教育機構之領導機關應提供任

何必需之資訊及文件，並作出

適時之聯繫，以便為制定個別

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綱創造

更好條件。

 為制定及落實個別化教育計

劃，學校的教學領導機關應提

供必須的資訊及文件，並作出

適時的協調。

 (沒有明文規定)  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有權獲取

個別化教育計劃文本的副本。

 

四、 因應特殊教育學生的能力進行評核(修訂) 

為更清晰地規範學校須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需要作出適當的評核，

建議以現行 特殊教育制度 為基礎，完善有關評核的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沒有明文規定)  一般學生評核制度的規定適用

於特殊教育學生，但不妨礙因

應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需要在

評核方面作特別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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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個別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

綱，應由教師及負責執行之技

術人員在領導機關及有關教學

統籌架構之監督下參與制定。 
 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綱之評

估應由參與制定之所有教師及

專業技術人員作出，且應由教

育機構之領導機關認可。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制定、檢討

或修訂應在教學領導機關的統

籌及監督下由教師及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負責，尚可由行

使親權或監護權者共同參與，

且在採用個別化教育計劃前應

獲教學領導機關核准。

 為採納特殊教育制度之措施而

對學生所作之評估，應獲監護

人之明示同意。

 監護人有權獲悉個別教學計劃

及教學活動大綱。 

 倘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沒有參

與制定、檢討或修訂個別化教

育計劃時，學校必須就經教學

領導機關核准的個別化教育計

劃向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作出

通知，並由其簽署知悉。

 教育機構之領導機關應提供任

何必需之資訊及文件，並作出

適時之聯繫，以便為制定個別

教學計劃及教學活動大綱創造

更好條件。

 為制定及落實個別化教育計

劃，學校的教學領導機關應提

供必須的資訊及文件，並作出

適時的協調。

 (沒有明文規定)  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有權獲取

個別化教育計劃文本的副本。

 

四、 因應特殊教育學生的能力進行評核(修訂) 

為更清晰地規範學校須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需要作出適當的評核，

建議以現行 特殊教育制度 為基礎，完善有關評核的規定。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沒有明文規定)  一般學生評核制度的規定適用

於特殊教育學生，但不妨礙因

應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需要在

評核方面作特別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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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評估之特別條件應按學生之行

為、能力及科目內容之性質訂

定。 

 評核應按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

能力、程度、障礙限制或學習

優勢，以及科目內容的性質訂

定。 

 下列者尤其被視為評估之特別

條件： 

a）評估方法或考試之類型；

b）表達之方式或途徑；

c）定期性；

d）持續時間；

e）考試地點。

 下列者尤其視為評核的特別條

件：

- 評核方法的類型； 

- 評核學生所採用的表達方

式或途徑； 

- 評核範圍及標準； 

- 評核的週期、持續時間，

以及適當時段； 

- 評核的地點。

 每位教師應在教學統籌及監督

架構之協助下，尋求特定及具

體之評估學習進程之方法。

 教師及跟進學生的團隊應在教

學領導機關的統籌及監督下，

尋求特定及具體的評核學習進

程的方法。

 (沒有明文規定)  由教師及相關團隊為其負責跟

進的身心障礙學生進行形成性

評核，以及於每學年結束時進

行學年總結性評核，並註明曾

採用輔助措施的成效。 

五、 教學人員及專業團隊的專業發展(修訂) 

為讓特殊教育學生得到適切的教育、治療及輔導等服務，須規範教學人

員、治療人員、輔導員及相關人員接受適當及與其專業相應的培訓，以

提升專業能力。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屬納入特殊教育制度之學生之

級別或班級之教師，得按該教

學模式之特徵參與適當之培訓

活動。 

 教學人員應按其學生的學習需

要，參與適當的培訓活動。

 專業團隊應按其專業領域及其

跟進學生的身心特性，參與相

關的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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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優學生

在二十一世紀知識型的經濟社會，世界各地對人才的需求愈見殷切，許多

國家都紛紛致力推展資優教育。為促進本澳社會發展及儲備人才，澳門特區政府

需肩負起培育資優學生的責任，加強投放資源推展資優教育，讓學生的多元潛能

充份發揮。建議在修訂文本中就資優學生的基本特性、教育安置、課程、團隊的

設置及證書等作出規定。 

 

一、基本特性及教育安置(新增) 

為更明確界定特殊教育的適用對象，建議訂定資優學生的基本特性及教

育安置方式。

 

建議新增內容 

基本特性：

 資優學生是指在智力、學術、創造力、藝術、領導能力或其他方面

具備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的學生。

教育安置：

 資優學生於普通學校就讀，其就讀的教育階段按正規教育劃分，但

不受正規教育各教育階段的就讀年齡限制；經考核，亦可提前升級

或畢業。

二、課程的調整(新增) 

考慮到資優學生的課程應配合其優勢、能力和需要，且由於第 15/2014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以下簡稱《本地學制正規

教育課程框架》)已於 2014 年生效，並從 2014/2015 學校年度開始逐步

實施，故以《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為基礎，按資優學生不同的

學習需要，對上述框架作調整。 

建議新增內容 

資優學生的課程應根據《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規定作調整，

學校可按學生的個別需要增潤科目的學習內容、加快學習進度或縮短專

長科目的學習時間，且因應學生在學科以外的優勢及能力，提供針對性

措施及額外的培訓計劃。

9
                                  



12

三、設置團隊(新增)

為確保資優學生能持續獲取適切的教育，學校應根據學生的需要設置相

關的團隊。

建議新增內容 

學校可因應資優學生的需要設置資優教育團隊，協調校內的資優教育工

作。

 

四、證書的發放(新增)

為學歷、專業資歷及就業之效力，建議明確規範向有關學生發放的證書。 
 

建議新增內容 

完成相應的正規教育階段者，可獲發相應教育階段的學歷證書。

 

第三章  身心障礙學生 

一、基本特性及教育安置(新增)
– 為更明確界定特殊教育的適用對象，建議訂定身心障礙學生的基本

特性。

– 考慮到身心障礙學生在智能、學習、溝通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能力

各有不同，需要不同程度的調適，應就學生不同的教育需要實施教

育安置。 

建議新增內容 

基本特性： 

 身心障礙學生是指因心理或生理出現障礙的學生，尤其包括： 

– 身體機能障礙(包括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

等)
– 智能障礙

– 自閉症類群障礙

– 特殊學習困難(如:聽、說、讀、寫、數學運算方面有顯著困難)
– 情緒行為障礙 

– 其他障礙 

10
                                  



13

三、設置團隊(新增)

為確保資優學生能持續獲取適切的教育，學校應根據學生的需要設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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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增內容 

學校可因應資優學生的需要設置資優教育團隊，協調校內的資優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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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書的發放(新增)

為學歷、專業資歷及就業之效力，建議明確規範向有關學生發放的證書。 
 

建議新增內容 

完成相應的正規教育階段者，可獲發相應教育階段的學歷證書。

 

第三章  身心障礙學生 

一、基本特性及教育安置(新增)
– 為更明確界定特殊教育的適用對象，建議訂定身心障礙學生的基本

特性。

– 考慮到身心障礙學生在智能、學習、溝通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能力

各有不同，需要不同程度的調適，應就學生不同的教育需要實施教

育安置。 

建議新增內容 

基本特性： 

 身心障礙學生是指因心理或生理出現障礙的學生，尤其包括： 

– 身體機能障礙(包括聽覺障礙、視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

等)
– 智能障礙

– 自閉症類群障礙

– 特殊學習困難(如:聽、說、讀、寫、數學運算方面有顯著困難)
– 情緒行為障礙 

– 其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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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增內容 

教育安置：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以具職權的公共部門或獲教育行政當局

認可的實體所負責的評估為基礎。身心障礙學生可於普通學校、特

殊教育學校或提供住宿的特殊教育學校內就讀，身心障礙學生在教

育安置方面分下列三類： 

1) 融合學生

– 安置於普通學校正規教育各教育階段的班級。

2)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

– 安置於特殊教育小班；

– 特殊教育小班包括小學教育階段、初中教育階段及初中後

“職業技術教育導向課程”；
– 初中後“職業技術教育導向課程”的重點為學習及實踐工作

技能，屬不具學歷的課程。

3) 特殊教育班級學生

– 因應學生的能力及年齡，安置於不同程度的特殊教育班級；

– 特殊教育班級分輕度、中度及重度三種程度，且按年齡劃

分四個階段：

 3 至 5 歲為第一階段

 6 至 10 歲為第二階段

 11 至 15 歲為第三階段

 16 至 21 歲為第四階段

– 特殊教育班級不設留級制度。

二、轉銜(新增)
為使特殊教育小班或特殊教育班級的學生在轉換學習階段、離校後的

訓練、或在就業方面能持續得到適切及所需的支援，有必要提供跨學

校、機構或部門的銜接服務，故建議規範學校應為學生的生涯轉銜作

規劃，以促進其融入社會。 
 

建議新增內容 

學校應為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涯轉銜作規劃，並與相關學校、機構或部門

協調，為學生提供整體性及持續性的轉銜服務，以促使其融入社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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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的調整(新增)
考慮到身心障礙學生的課程應配合其身心特性和需要，且由於《本地學

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已於 2014 年生效，並從 2014/2015 學校年度開

始逐步實施。為此，須按融合生及特殊教育小班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對上述框架作調整；而對於特殊教育班級學生，則參考《本地學制正規

教育課程框架》的規定，另行制定。 

 

建議新增內容 

 融合學生： 

– 課程應根據《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規定，因應其身

心障礙的情況，對於學習有困難的科目，可在具體內容及教育

活動時間方面進行調整。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

– 課程應根據《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規定，因應其身

心障礙的情況，對於學習有困難的科目，可調整具體內容及教

育活動時間，也可增減某些科目。

 特殊教育班級學生﹕

– 參考《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規定，按身心障礙學生

的能力及年齡另行訂定。

四、學校提供無障礙環境(修訂)

規範學校須因應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無障礙環境，尤其透

過增設或改建校園的設施、設備、消除建築上的屏障，以及提供適當的

教材、教具及輔具。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學校場地、適當教材及其他用

於個人或集體補充或充實學習

之設備，均視為特殊設施。

 學校硬件之配合尤其指： 
– 消除建築上之屏障；

– 使設施及設備符合特殊教

育活動之要求； 

– 家具之配合。 

 為促使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順

利，學校須因應學生需要提供

無障礙校園環境，主要包括﹕

– 增設適當的無障礙設備、消

除建築上的屏障或重建學

校的設施；

– 提供適當的教材、教具及輔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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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置團隊(新增)
為確保身心障礙學生能持續獲取適切的教育及照顧，學校應根據學生的

需要設置相關團隊。

 

建議新增內容 

 融合學生﹕

– 學校須因應融合學生的需要設置融合教育團隊，以確保融合教

育的實施。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及特殊教育班級學生﹕

– 學校應根據特殊教育小班學生及特殊教育班級學生的需要設

置專業團隊，為學生提供所需的輔導及治療訓練。

六、證書的發放(修訂)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繼續升學或就業的權利，建議明確規範向有關學生

發放能反映其真實能力的證書。 
 

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為學歷、專業資歷及就業之效

力，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得獲發

載明其所達到水平之證書或文

憑。 

 經學生或其監護人之要求，教

育機構之領導機關得發出修讀

證書或完成學業證書。 

 文憑及證書之式樣由批示訂

定。 

 

為學歷、專業資歷及就業的效力，

具備不同能力的身心障礙學生可獲

發證書如下﹕

 融合學生﹕

– 倘學生接受學習輔助及對

其評核方式作調適後，成績

能達到普通學生的評核標

準，可獲發正規教育相應教

育階段的學歷證書；

– 倘學生的成績能達到個別

化教育計劃所訂定的評核

標準，可獲發正規教育相應

教育階段的學歷證書，但須

註明曾對特定科目學習內

容或評核標準作調適。

– 融合學生小學畢業者可報

讀初中教育；初中畢業者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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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置團隊(新增)
為確保身心障礙學生能持續獲取適切的教育及照顧，學校應根據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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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新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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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的學歷證書，但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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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初中教育；初中畢業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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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報讀高中教育；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

– 特殊教育小班小學及初中

的學生，若各科目的成績達

個別化教育計劃所訂定的

評核標準，可獲發正規教育

相應特殊教育階段的學歷

證書，但須載有“按《特殊

教育制度》頒發”的字樣及

其能力的描述。

– “職業技術教育導向課程”
的學生，在完成修讀課程

後，可獲發載有“按《特殊

教育制度》頒發”的字樣及

其能力描述的修讀證書。

– 特殊教育小班小學畢業者

可報讀特殊教育小班初中

教育；特殊教育小班初中畢

業者可報讀“職業技術教育

導向課程”。
– 經學校評估能力適合者，特

殊教育小班小學畢業者可

報讀普通學校的初中教

育；特殊教育小班初中畢業

者可報讀普通學校的高中

教育。

 特殊教育班級學生﹕

– 在完成修讀相應的特殊教

育階段，可獲發正規教育相

應特殊教育階段的修讀證

書，但須載有“按 特殊教

育制度 頒發”的字樣及其

能力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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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訂建議 

報讀高中教育；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

– 特殊教育小班小學及初中

的學生，若各科目的成績達

個別化教育計劃所訂定的

評核標準，可獲發正規教育

相應特殊教育階段的學歷

證書，但須載有“按《特殊

教育制度》頒發”的字樣及

其能力的描述。

– “職業技術教育導向課程”
的學生，在完成修讀課程

後，可獲發載有“按《特殊

教育制度》頒發”的字樣及

其能力描述的修讀證書。

– 特殊教育小班小學畢業者

可報讀特殊教育小班初中

教育；特殊教育小班初中畢

業者可報讀“職業技術教育

導向課程”。
– 經學校評估能力適合者，特

殊教育小班小學畢業者可

報讀普通學校的初中教

育；特殊教育小班初中畢業

者可報讀普通學校的高中

教育。

 特殊教育班級學生﹕

– 在完成修讀相應的特殊教

育階段，可獲發正規教育相

應特殊教育階段的修讀證

書，但須載有“按 特殊教

育制度 頒發”的字樣及其

能力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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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意見的方式

 

教育暨青年局歡迎教育業界人士、各特殊教育相關民間團體和機構，以及

公眾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透過下列任何方式

提交建議或發表意見：

- 郵寄：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 教育暨青年局（封面請註明“修訂

《特殊教育制度》之諮詢意見”）
- 親臨遞交：

教育暨青年局及其轄下各中心

地點 地址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 號一樓

黑沙環青年活動中心 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建華大廈廣場

青年試館 澳門高偉樂街(塔石體育館)

外港青年活動中心 澳門新口岸畢仕達大馬路綜藝館第二座

駿菁活動中心 澳門順景廣場(近馬場東大馬路)

教育資源中心 澳門南灣大馬路 926 號

成人教育中心 澳門祐漢看台街 313 號翡翠廣場 3 樓

語言推廣中心 澳門美麗街 31 號 3 樓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氹仔布拉干薩街濠景花園 24至 26座地下

德育中心 澳門台山新街利達新邨三樓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澳門美麗街 31 號 2 樓及 4 樓

終身學習服務站 澳門得勝馬路 12 號 B
湖畔綜合活動中心 氹仔美副將馬路湖畔大廈 A 區 2 樓 C 

- 電郵：webmaster@dsej.gov.mo
- 傳真：(853) 2835 5210

  擬將所提的意見或建議全部或部分保密的人士/機構，請於提出書面意見或

建議時清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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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教育暨青年局特設三場諮詢專場，以介紹諮詢文本的內容和直接聽取

各持份者的意見，具體安排如下：

諮詢

專場
對象 日期 時間 語言

地點 報名

方式

專場一

– 非高等教育

正規教育學

校人員

– 非高等教育

私立學校辦

學實體

2015年 3月 19日

(星期四)
16:30-18:00

粵語

（設葡語及

英語傳譯）

聖羅撒女子

中學中文部

備註

專場二

特殊教育相關

的民間團體及

機構

2015年 3月 20日

(星期五)
18:00-19:30

粵語

（設葡語及

英語傳譯）

教育暨青年局

仲尼堂

專場三

特殊教育相關

的民間團體及

機構

2015年 3月 21日

(星期六)
14:30-16:00 粵語

聖羅撒女子

中學中文部

備註：教育暨青年局發函通知非高等教育正規教育學校人員、非高等教育私立

學校辦學實體，以及特殊教育相關的民間團體及機構諮詢專場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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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訂《特殊教育制度》意見表

歡迎透過填寫此表或以其他方式，向教育暨青年局發表對修訂《特殊教育

制度》的建議或意見。

本人/機構的意見如下：

諮詢重點 意見和建議

第一章 一般規定

一、適用範圍

二、為發展特殊教育提供支援 

三、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化教

育計劃的制定、檢討或修訂

四、因應特殊教育學生的能力

進行評核

五、教學人員及專業團隊的專

業發展

第二章 資優學生

一、 基本特性及教育安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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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重點 意見和建議

二、 課程的調整

三、 設置團隊

四、 證書的發放

第三章 身心障礙學生

一、 基本特性及教育安置

二、 轉銜

三、 課程的調整

四、 學校提供無障礙環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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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重點 意見和建議

五、 設置團隊

六、 證書的發放

意見提供者的姓名或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或聯絡方式：＿＿＿＿＿＿＿＿＿＿＿＿＿＿＿＿＿＿＿＿

擬將所提供的身份資料、意見或建議全部或部分保密的人士/機構，請在□內

填寫“√”：

□ 本人/機構要求保密身份資料。

□ 本人/機構要求保密所提供的意見/建議，包括：

□全部

□部分，保密內容為：＿＿＿＿＿＿＿＿＿＿＿＿＿＿＿＿＿

註：若提供意見者在提出書面意見或建議時無清楚說明保密要求，

則推定同意其意見、建議及所提供之身份資料可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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