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融合教育視障中學生現況調查報告 

引 言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成立於 1964 年，是一個由視障人士自行組成及管理的

自助組織。本會一直發揮視障人士自助互助的精神，以推動平等、獨立、機會

為宗旨，並一直關注視障人士及學生能否獲得均等的學習機會，而本會的毅行

者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亦不斷地為視障學生提供各類支援服務。 

 

自60年代後期，本會一直支持視障學生參與融合教育，追求均等的教育機

會，結果是令人鼓舞的。政府早於1977年發表的康復政策白皮書已表明支持融

合教育，包括引進資源教師。從那時起，視障學生已表現出他們有能力於主流

學校求學，當中不少已經完成香港的專上教育，並擁有自己的事業，包括翻譯、

社會工作、公共行政、工商管理和法律服務等。 

 

現時約有 138 名視障學生就讀於主流學校，然而不少接受融合教育模式的

視障學生及其家長不時向本會反映，不論政府、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對他們的支

援都不足夠。為此，本會曾於 2006 年作出一項名為《探討香港視障學生在主

流學校內的全人發展情況》的研究，當時亦有將報告書呈交予政府有關部門作

參考。數年後，不少的融合生仍然向我們表示因為支援不足而面對很多的學習

障礙，本會因此認為有需要再次進行調查研究，跟進了解現時於主流學校就讀

的視障學生學習現況。 

 

事實上，香港作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締約成員，理應讓殘疾人士

享有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教育權利，並應確保在各級教育機構實行包容性的

教育制度。而《殘疾歧視條例》亦規定任何教育機構不得限制殘疾學生接受服

務或使用設施，如無不合情理的困難，即屬歧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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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式 

 

本研究以主流學校中就讀的視障中學生作為對象。由於很多視障學生在小

學階段仍然就讀於心光學校，接受融合教育的比例相對較低，而心光學校並沒

有開設高中課程，故此視障學生進入中學階段後，必須轉往主流學校就讀，方

有機會完成整個中學階段。換言之，基本上每位視障中學生都會經歷融合教育

的階段，因而受融合教育政策的影響比就讀其他班級的視障學生為大。 

 

整項研究以量化分析作為方向，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數據，並根據有關

數據的統計結果進行分析。基於時間和資源的限制，是次研究並沒有採用質性

的研究方式，對受訪者進行深入的訪談。 

 

上述問卷調查，於本年三月至四月間進行。本會透過不同渠道，包括：本

會的會員資料庫、會員及職員的個人網絡、心光學校及相關政府部門，向所有

就讀於主流學校的中學生發出問卷。調查期間，本會共收回 42 份有效問卷。 

 

由於就讀於主流學校的視障中學生人數並不多，本會亦未能掌握所有就讀

於主流學校的視障中學生的資料，故未能採用隨機抽樣或全收取樣的方式進行

研究。雖然有關統計數據未必能完全符合統計學的嚴格要求，但由於有效的問

卷佔在主流學校就讀的視障中學生約 50%，本會相信，調查的結果一定程度上

能夠反映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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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受訪者姓別 

 

姓 別 人 數 百分比(%) 

男 18 42.86 

女 24 57.14 

 

2. 受訪者就讀班級 

 

班 級 人 數 百分比(%) 

中 一 6 14.29 

中 二 2 4.76 

中 三 13 30.95 

中 四 9 21.43 

中 五 6 14.29 

中 六 5 11.90 

中 七 1 2.38 

 

 

3. 受訪者視力狀況 

 

視力狀況 人 數 百分比(%) 

全失明 17 40.48 

嚴重低視能 18 42.86 

中度低視能 5 11.90 

輕度低視能 2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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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曾否就讀心光學校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是 32 76.19 

否 10 23.81 

 

 

5. 受訪者是否需要使用點字課本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是 31 73.81 

否 11 26.19 

 

6. 新學期開始後收齊所有點字課本的平均時間 

 

時 間 人 數 百分比(%) 

不超過一個月 1 3.23 

一至兩個月 8 25.81 

三至四個月 13 41.94 

五至六個月 1 3.23 

超過六個月 8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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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到老師所發教材的點字版本平均所需時間 

 

時 間 人 數 百分比(%) 

不超過三天 3 10.00 

四至六天 8 26.67 

一星期 9 30.00 

兩星期 5 16.67 

三星期 1 3.33 

一個月或以上 5 16.67 

 

8. 獲取課外參考資料的渠道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視障人士圖書館 21 50.00 

學校及公共圖書館 13 30.95 

報章雜誌 24 57.14 

電子傳媒 24 57.14 

互聯網 40 95.24 

補習社 3 7.14 

其他 1 2.38 

沒有使用參考資料 1 2.38 

 

9. 受訪者有否因為視障而被校方拒絕修讀某些科目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有 13 30.95 

沒有 29 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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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受訪者因視障被拒絕修讀的科目 

 

科 目 人 數 科 目 人 數 科 目 人 數 

數  學 1 電 腦 5 工 藝 3 

科學相關 4 體 育 7 家 政 5 

地 理 2 美 術 2 其 他 0 

 

11. 受訪者參與校內課外活動的數目 

 

數 量 人 數 百分比(%) 

沒 有 9 21.43 

一．項 20 47.62 

兩 項 10 23.81 

三 項 3 7.14 

四項或以上 0 0.00 

 

12. 受訪者參與課外活動的類別 

 

項 目 人 數 項 目 人 數 項 目 人 數 

音 樂 12 戲 劇 0 義務工作 4 

美 術 4 棋 藝 0 學 術 11 

舞 蹈 0 體 育 4 其 他 9 

(註：其他包括宗教活動、參觀活動、遊學團、制服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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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受訪者曾否因視障未能參與課外活動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是 16 39.02 

否 25 60.98 

 

14. 曾因視障而未能參與課外活動種類 

 

項 目 人 數 項 目 人 數 項 目 人 數 

音 樂 0 戲 劇 0 義務工作 1 

美 術 1 棋 藝 1 學 術 0 

舞 蹈 0 體 育 7 其 他 6 

(註：其他包括遠足及戶外活動等) 

 

15. 受訪者能否投入校園生活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能 24 57.14 

不能 18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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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受訪者未能投入校園生活的原因 

 

項 目 人 數 

與同學沒有共同話題 9 

老師或同學不了解我的需要 8 

在學校較難結交朋友 5 

未能參與校內的課外活動 4 

校方未能提供足夠的學習支援 2 

其 他 3 

(註：其他包括未能主動與人溝通和未能主動參與活動等) 

 

17. 受訪者在校內的自我形象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沒有甚麼特別 19 46.50 

需要別人幫助 21 52.50 

傾訴對象 11 27.50 

領導者 2 5.00 

弱 者 5 12.50 

其 他 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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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析 

 

整項調查搜集的數據，涵蓋主流學校就讀的視障學生在各方面的需要。綜

合調查結果，整項研究可以從學習材料、學習和課外活動以及校園生活幾方面

進行分析。 

 

1. 學習材料 

 

雖然資訊科技及輔助器材日益進步，視障學生能透過電腦取得不少資訊，

但是由於他們不能存取部份學習材料的軟本，仍有相當部份學生需要使用點字

版本的學習材料。故此，視障學生對點字轉譯服務的需求仍然相當殷切，而該

等服務的質素和效率，對視障學生的學習質素亦起着相當重要的影響。 

 

為此，調查搜集了反映點字轉譯服務質素的數據。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需要三個月或以上才能取齊整個學期所有教科書的點字版本，有的甚至在

學期開始後五到六個月才取齊所有教科書。在香港，每個學期一般為期大約四

至五個月，一個學年也不過是九至十個月。即是說，普遍的視障學生在學期超

過三分之二的時間方能取齊教科書。即使以學年計算，學生也需要經過整個學

年的一半時間才能取齊教科書。 

 

上述的情況顯示視障學生要在未能取得點字教科書的情況下學習，也就是

說，他們只能依賴老師上課時的講解和老師提供的筆記和講義。相較於其他健

視的同學，視障學生的學習進度和質素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除了教科書以外，視障學生在獲取老師提供的學習材料方面同樣出現困

難。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需要一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取得

老師提供的學習材料點字版本。現時香港的學校教學進度相當緊逼，老師提供

學習材料的密度相當高，加上中學語文科進行課程改革，以及實施新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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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別是引入通識教育作為必修科目，學生的學習將越來越依賴校本和老師

提供的教材。若視障學生未能及時取得學習材料的點字版本，他們必定難以和

健視學生一同參與課堂學習。 

 

獲取課本以外的補充參考材料是現時香港學生的學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部份。為此，調查亦嘗試收集與這方面有關的數據。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份

的視障學生均會透過互聯網獲取課外的參考材料，反映隨着資訊科技的發展，

互聯網對視障人士學習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惟現時很多的網站都不能令視障人

士能無障礙地瀏覽，視障學生根本不能方便地透過互聯網學習知識。 

 

綜觀有關學習材料方面的調查結果，視障學生在獲取學習材料方面的質素

和效率均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雖然政府在2007年修訂了版權條例，為閱讀殘

障人士增訂了版權豁免的條款，可是調查發現有七成被訪的學生未能於開學後

三個月內取得所有課本，反映點字書的制作速度仍然遠遠未能配合學生的學習

需要。有關情況亦令人憂慮視障學生的學習效果和進度會否因而遭受負面影

響，當局對此應予以正視。 

 

2. 學習活動及課外活動 

 

除了視障融合生獲取學習材料的情況以外，調查亦搜集了視障學生在課堂

和課外活動方面參與的數據。有關數據的分析會有助了解視障學生接受全人教

育的情況。 

 

政府當局實行融合教育的政策，原意是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與其他

同學在平等的環境下學習。也就是說，若政府及學校銳意落實融合教育，就應

該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盡可能享受與其他學生一樣的權利。但綜合問卷

調查的結果，情況實在令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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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有三成的被訪視障學生仍然因為視障的原因而被校方拒絕

修讀某些科目，學校此等的做法可能已經構成殘疾歧視。香港早在1996年已實

施《殘疾歧視條例》，社會實不容許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在校園中存在。為此，

政府當局和學校必須致力杜絕限制學生修讀任何科目的權利。 

 

當進一步問及視障學生被拒絕修讀的科目時，結果發現部份主要科目如數

學、科學、地理等仍然出現拒絕修讀的情況。這樣極可能影響學生繼續進修的

機會。而在新高中學制下，有關的影響將更加明顯。另一方面，雖然視障人士

已廣泛應用資訊科技與世界接觸，但仍有學生被拒絕修讀電腦科，此情況實在

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此外，不少視障學生被拒絕修讀體育、美術和家政等術科，

這將影響他們的全人發展。事實上，心光學校一直都為視障學生提供術科課

程，證明視障學生有能力修讀這些科目。我們相信只要作出適當的教學內容調

適及配合有效的教學方法，視障學生同樣能在主流學校修讀各種學科。 

 

在課外活動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的受訪者參與的課外活動類別比較

狹窄，更有約四成的受訪者指出曾因視障的原因而未能參與一些普通的課外活

動。在平等機會的原則下，有關情況實在不能接受。主流學校應盡可能尋求方

法，或就課外活動的安排作出調整，以便視障學生有均等機會參與不同形式的

課外活動。 

 

3. 校園生活的投入 

 

是次調查亦有搜集與視障學生主觀感覺和情緒需要的數據，這方面的資料

將有助政府當局和學校設計及執行校內的課外教育計劃，讓視障學生能更好地

投入學校生活。 

 

調查結果發現，有超過四成的學生表示他們基於視障而未能投入校園生

活，有關結果實在值得關注。當問及未能投入校園生活的原因時，不少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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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與同學沒有共同話題，或是校內的老師和同學不了解視障學生的需要等，

表示他們與老師及同學的溝通出現困難。 

 

調查亦搜集了有關視障學生自我形象的資料。部份受訪者可能因為視障的

關係，自我形象比較低，認為自己是需要幫助的人或弱者。整體而言，視障學

生未能完全融入主流學校的校園生活，除了是自我形象低的問題外，還感到不

被同學或老師所接納。 

 

結 論 

 

綜合上述的調查分析，在主流學校就讀的視障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需要上，

並未得到完備的支援。無論在學習材料、學習活動、課外活動和校園生活方面，

視障學生均面對不同程度的問題。在此情況下，視障學生的全人教育將無可避

免地受到影響。同時，調查結果亦反映雖然政府當局已就融合教育的落實投放

了一定的資源，但實際上視障學生獲得的配套和支援並不足夠，這可能反映資

源並非投放於最佳的用途上，政府實有需要全面檢討現時的融合教育政策。 

 

建 議 

 

就上述的調查結果、分析及結論，本會提出以下建議： 

 

1.  為使視障融合生能與健視學生同步取得教科書及有關的學習材料，教育局 

應： 

1.1 要求教科書出版商向轉譯點字課本的機構提供課本的軟本以減省轉譯的 

時間，甚至鼓勵出版商透過視障機構向學校提供課本的軟本； 

1.2 增撥資源，提昇現時負責點字轉譯機構的服務層次，讓有關機構不但能製

作點字書，也能製作適合視障學生使用的電子書，以加快轉譯教材之速度； 

1.3 確保出版商的電子學習材料格式（例如光碟、網上資源等）及其他電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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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媒體能讓視障學生無障礙地閱讀；同時也應確保視障人士能無障礙地瀏

覽互聯網的各種網站； 

1.4 要求主流學校必須盡早向視障學生提供書單，令相關機構能盡早進行轉譯

工作；及 

1.5 每年向學校發出教科書指引時，必須加入可供視障學生閱讀的電子版本作

為教科書指引的標準，以推動出版商為視障學生同步推出可無障礙地閱讀

的電子書。 

 

2.  為了讓視障學童更全面地參與主流學校之學習及課外活動，資源老師與主

流學校應： 

2.1 加強溝通，如舉辦工作坊及分享會，讓主流老師更了解視障學童的能力、

與他們相處的技巧以及解決學生在參與課堂及活動所遇到的困難，從而消

除對視障學生的誤解；及  

 

2.2 協助視障融合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並幫助他們解決在學校遇到的人

際關係問題，令他們投入校園生活。 

 

3. 除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外，教育局應增設視障服務組專責處理視障學生的特

殊需要，並對視障學童遇到較多困難的科目和活動作研究，增加教與學的

調適，如制定具體的教學指引（包括製作凸圖指引）、探討教授技巧（包

括圖像學習方式）及引入適切的輔助器材等。 

 

4.  為提高主流學校老師對照顧視障學童的技巧，教育局應研究要求每一間學

校均須有一定比例的老師曾接受有關視障學生特殊學習需要的培訓課程。 

 

5.  為提昇視障融合生的社交能力及自信，視障機構及視障學校應為他們舉辦

更多個人成長活動，有需要時，更可進行個人輔導，教育局亦應對此服務

作出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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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讓主流師生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促進共融，教

育局應資助殘疾人士非政府機構在校園舉辦更多公眾教育活動，以促使主

流學校的師生更了解視障學生的能力及與他們相處的技巧，從而消除對視

障學生的誤解。 

 

7.  為了更有效運用資源，教育局應積極檢討現時的視障學童支援服務，包括：  

7.1 資源教師在融合教育的角色及定位； 

7.2 如何有效協助視障學生參與3+3+4新學制，及電子學習計劃；及 

7.3 研究推行分區視障學童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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