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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本澳特殊及融合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參考數據顯示，2022/2023學年本澳共有3,329名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佔非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3.81%，其中融合生有2,381人，佔總人
數2.73%。同比鄰近有發展融合教育的地區，台灣身心障礙學生的比率
為4.5%，而香港SEN學生人數則達到11%；事實上，本澳在過去5年間，
同樣錄得每年增加200名特殊生的紀錄，我們亦可預視相關人數有繼續上
升的趨勢。雖然，本地融合教育自2006年起在非高等教育中被持續推廣
和重視，可是隨著國際對兒童教育的重視提升，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給予充分發掘和支援，本澳該如何為特殊生提供更多、更全面的照顧
和教育，不單是各界共同關注的課題，更是生育鼓勵政策的重要配套。

　　例如，融合生的增加，對師資團隊提出了更高和更多要求。現時，
本澳雖然有約400名資源教師，當局亦有派出巡迴教師提供支援，但面對
個別化教學需要的增加持續下，校內資源教師難以支援所有學生，令教
學壓力上升，同時教學成效難以彰顯。參考外地經驗，台灣對分散式資
源班提出1:8的師生比目標，而香港則提出至少有10%老師曾經參與30小
時的特教進修基礎課程，以及至少3至6名參加100至120小時的高級、專
題課程等各項支援措施及目標規定。澳門要推動融合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當局有必要從整體師資配套上作出規劃。

　　另外，完善的早療服務，有助融合生盡早得到改善；及時、充足和
恆常的治療和訓練，亦能減少本地融合教育的壓力。然而，有家長組織
向本人反映，除評估及早療服務的輪候時間長外，認為現時政府將較多
資源及人員培訓集中在語言治療方面，但其他如物理、聽力、感統等訓
練卻未見明顯增加，令有需要兒童難以獲得充分支援，家長亦需自行在
私人市場或鄰近地區尋求服務，對其經濟乃至身心均造成巨大壓力，期
望政府能進一步完善本地早療服務和供應，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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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針對有關學生就業困難的問題，早前行政長官表示，社文司、
社工局將做好配合，並研究學生的各項需要和就業需支，全方位從教育、
事業、家庭、企業跟進，助力有需要學生由學校轉入社會，相關工作的
未來規劃，亦期望當局可以進一步透露。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針對目前澳門融合生持續增加的情況下，請問政府會否參考外地經驗，
對資源及融合教師的設置定立明確指標，為相關教育的發展和需求滿足
提供更科學的規劃和充裕的準備？

2. 就有家長對早療服務提出的訴求，請問特區政府未來有何優化工作規
劃？又將如何應對語言治療以外的早療服務供應不足的問題？另外，政
府又會否考慮如設立特殊補貼等，讓家長更具條件在私人市場尋求服務
協助的支援項目？

3. 為實現特教及融教學生融入社會，從教育至就業，從家庭至企業的協
助，以及構建更多層級、具延續性的支援機制上，請問政府未來有何規
劃和具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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