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融合教育現況及實施 

趙偉智 

摘要 

本文主要論述澳門融合教育的發展狀況，所陳述的內容包括：本

澳近幾年的融合教育統計數字；本澳融合教育所存在的問題；訪問了

現職融合教育教師們的想法。最後會就所呈現的問題給出建議。 

 

一、前言 

澳門政府推行融合教育已有 25 年的經驗，早在 1991 年在各公立學校實施融

合教育，並在 2006 年特區政府頒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把融合教育推廣

至私校，至今已經實行 10 年的計畫，但經過多年的經驗仍然有不少對於融合教

育的抱怨。在推行融合教育的同時，是否有推行融合教育的知識？在職場上的教

師又如何看待融合教育？法律上是否足夠的保障套用在融合生身上？推行融合

教育後對普校的衝突又如何？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探討。 

二、過去五年的融合教育統計 

(一)、融合生人數 

根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統計數字，在 2010~2014 學年度接受融合教育的學

生人數持續增長，以下舉出五年來有關特殊需求學生及融合生的人數。 

學年 接受特殊教育總人數 融合生 特殊教育小班及特殊班 

2010/2011 997 426 551 

2011/2012 1,044 484 560 

2012/2013 1,098 516 582 



2013/2014 1,304 692 612 

2014/2015 1,430 806 624 

2015/2016 1592 949 643 

根據以上統計數字，過去五年就讀融合教育的學生增至一倍。有研究顯示，

每個國家和地方約有 10%的學生是融合生，而澳門只有 2%，意味着大部分融合

生沒有被發現出來，被忽略了。可見未來融合生的人數必然急促上升。 

(二)、設有融合教育的學校 

因應融合學生持續的增進，本澳政府在 2006 年特區政府頒佈《非高等教育

制度綱要法》，把融合教育推廣至私校，並且投入大量資源推動融合教育。以下

舉出五年來設有融合教育學校的統計數字。 

  

學年 提供融合教育的學校 公立學校 免費私立學校 非免費私立學校 

2010/2011 34 8 22 4 

2011/2012 35 8 22 5 

2012/2013 36 8 22 6 

2013/2014 37 9 21 7 

2014/2015 38 9 22 7 

2015/2016 38 9 22 7 

筆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統計數字顯示，由 2010 至 2015 學年，從原本 34 間學校增至 37

間學校，在五年期間每年僅增添一間學校。其中，根據 2014/2015 學年，設有融

合教育的中學只有 17 間學校，分別：12 間的公立或免費私立學校、5 間非免費

私立學校，按照分班比例令人憂慮按照升勢融合生學額是否足夠？事實上，現時

規模較小的學校，收取融合生的人數高於規模大的學校，造成不均衡的現象。 

註
１
：聖家學校於 2013 學年退出融合教育，令人懷疑是否當年本澳出生率低，引發收生率不



足，校方為了解決此問題，決定增設融合教育收取更多學生，而因近年學生人數回升，故校方為

退出。 

註
２
：培正學校只接受肢體障礙及聽障之學生，且智力與普生無差異者。 

（三）、教青局培訓人數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資料顯示，由 2011 至 2016 年報讀相關培訓課程人數若

1050 名教師。當中，320 名，報讀 2011 至 2013 年融合教育培訓課程，總上課時

數為 30 小時；640 名，報讀 2014 至 2016 年融合教育教師證書，總上課時數為

30 小時；90 名，報讀 2014 至 2016 年資源教師培訓課程，總上課時數為 100 小

時。 

三、融合教育現存的問題 

（一)、校方對於融合教育的認同 

根據華僑報(2012)，只有三十七間開設融合教育學校，沒有開展融合教育的

四十一間學校中，並非所有學校都沒有達到融合生標準的學生，而是相當部分的

學校沒有或拒絕為疑似的融合生進行適切的評估，甚至有學校在學生被評為融合

生後立刻勸其轉校、拒絕提供融合教育。 

（二)、教青局對於融合教師的培訓 

現時教青局將接受 180 小時在職培訓的普通班老師，等同擁有特殊教育四年

本科學歷，是對專業的不尊重。實際操作上，學生問題千變萬化，有多動症、自

閉症、亞斯伯格症、讀寫障礙等等。如果老師沒有足夠的認知，如何識別這些學

生、撰寫個人化學習計劃，調整課程和評鑑方式？雖然教青局有安排巡迴老師到

各間學校提供輔導，但特教老師嚴重不足已是迫在眉睫。 

有部分修讀融合培訓課程的教師認為，短短的 136 小時的培訓，根本不足以

應付學生的需求，政府缺乏持續跟進設有融合教育的學校，校方管理層不一定了

解融合教育，造成有些計劃或建議無法通過。 

（三)、法律對於融合教育的保障 



在訪問前線教師中，提及到有許多家長都不願意子女接受評估，原因是害怕

評估後，鑑定為融合生時，若校方沒有設立融合教育制度會勸退家長。另一方面

當鑑定為融合生後，升中學額又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全澳只有一半私校有融

合教育。一班最多三名融合生，學額實在有限。有家長感慨融合教育有時變了「擋

箭牌」，學校更有理由勸喻一些難教或成績差的學生離校，好保持菁英學校的招

牌。 

根據澳門特別行為區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1-2-3“教

育機構”是指專門實施各種類型教育的實體；2-3-1 所有人不論其國籍、血統、

種族、性別、年齡、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

條件，均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由法律所見，雖然有提及學校必須提供各類型

的教育，也提及均享有教育的權利，但法律中，並沒有提及融合的部分，政府一

方面的推行融合教育，可是沒有法律的驅使下，恐怕無法順利進行。  

 

 

四、現職教師的訪問/心得 

資深巡迴教師：董老師 

Q1.你在巡迴期間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A.校方有意推動融合教育,但前線教師不願意接手，認為只會增多工作量、學生

無法進步“浪費時間”。 

B.資源教師想因應不同的學生設計多元評量方式，但校方認為評量是公平的，不

應有減輕減量等方式。 

C.雙方不願意接受融合教育 

D.資深教師對於融合教育的認知不足，認為只是學生懶惰，不願學習而造成成績

底落。 

E.現時融合生集中在某幾間學校，造成教師的工作量增多，造成教師無法有充裕



時間設計課程。 

Q2.在輔導資源教師時，最常遇到的抱怨是什麼？ 

A. 曾經有一名新進資源老師，因該校是初辦融合教育，她必須重頭做起，可是

常遇到在資深普班教師的反對及不接納意見，造成很多事情都無法達成。在其他

學校情況也類似，當資源教師與普班教師協助時，常遇到阻力。 

B. 培訓時數不足，無法處理工作上的各種困難(部分老師會因辛苦途中離開融合

教育界) 

Q3. 在你巡迴工作期間，令你深刻的事情是？ 

A.一個教育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例:教師有意改善融合教育，但校方政策不允許，

造成無法落實。 

B.兒童心理發展方面,因環境變化,例:雙職雙親、家庭互動、電子娛樂、家庭社

經地位。(家庭社經、互動↑融合生↓) 

C.法律方面無法保障融合生，例學位。 

D.家長相關組織勢力弱。 

 

Q4.你對未來融合教育有何期許或建議？ 

A. 開設特殊教育系，澳大教育學院將特殊教育轉為必修，增設融合教育課及幼

兒教育。 

B.家長不願意送孩子接受評估，一方面不願接受有可能成為融合生的事實，另一

方面是害怕評估後學校會勸退。面臨升中的融合學生，因本澳設有融合教育的中

學比小學少，相對學額非常不足。促請政府趕快立法保障融合生的權益，推行融

合教育時也必須訂定保障法，確保融合生都有相對的學額。 

C.政府宣導不足，應定期到各校舉辦座談會，宣導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知

識。到設有融合教育的學校，定期為教職員宣導及持續培訓，確保專業知識得以

更新。 



資深巡迴教師：鄭老師 

Q1. 你在巡迴期間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A.現時融合生數量愈來愈多，但教師數量並沒有隨著增長，造成現職教師的壓力

愈來愈大，甚至亦有學生未被發現或家長拒絕子女進行評估，憂心校方會因此勸

退家長。 

Q2. 在輔導資源教師時，最常遇到的抱怨是什麼？ 

A.曾有資源教師抱怨身為資源教師就像補習老師或保母，原因是校方政策只要求

資源班教師為融合生複習普班教課內容，目的是為了讓融合生應付考試，並沒有

符合融合教育的理念，許多教師為避免與管理層發生磨擦只好按照政策。 

B.部分家長配合度不足，只把責任交給教師，當學生回到家就沒有跟進學業，形

成事倍功半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家庭環境因素，雙親必須工作無法跟進子女

學業。 

C.曾有學校要求資源教師跟進非融合生，該生只是新移民不習慣校內生活，校方

就因此要求資源教師協助該生適應校內生活，可是，事後仍然要求跟進，造成資

源教師工作量增加。 

D.校方行政單位缺乏對融合教育的認知，也拒絕資源教師為融合生調整教課內容

及考卷內容，認為融合生必須跟隨原班進度，造成教師無法因應學生能力進行補

救教學。 

Q3. 在你巡迴工作期間，令你深刻的事情是？ 

A.曾有一所學校發現一名疑似融合生，故要求學生輔導員觀察該生的行為，如發

生情緒行為問題就必須勸退該生，學生輔導員認為此要求有違教育原意，經過與

校方協商後無法達成共識，決議離職。 

Q4. 你對未來融合教育有何期許或建議？ 

A.現時特教中心的學生輔導員人數不足，無法滿足融合生的需求，故建議政府增

添學生輔導員以應付融合生的需求。 

B.因現時各校對於融合教育的認知參差不齊，雖然政府一直推行融合教育也投入



大量資源，但沒有一個相應的對策、也缺乏協助學校的進行。故建議政府應針對

實施的學校持續培訓，也應到尚未實施融合教育的學校進行宣導工作。 



資源教師：黃老師 

我現今任職的學校對於融合教育的投放還是很大的，比如，學校會購買澳門

特殊奧運會的相關服務，如為融合進行語言治療、社交訓練、職業治療及物理治

療等。學校的行政對融合教育的心態是支持和包容的，但所給的資源還是不夠，

如兩個融合教師要共用一個課室，對於融合教師一職，學校還是會給予很多額外

的工作量，因融合教師平常每天大概需兩次的輔導融合生，不用批改作業、出考

卷和處理班務工作，因此，學校認為融合老師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工作，常常要幫

學校做些非教學上的工作，如各項校內比賽的司儀，带學生比賽、出外，甚至一

些行政工作。其實融合老師每天要準備學生教學，針對不同學生，所做的工作紙

不同，處理各個融合生的情緒、行為和學習問題，抽離學生測考等，甚至有時要

抽離學生上課。因此，學校的行政不了解融合老師實際工作的重擔。 

薪金方面，融合教師的薪金是比一般老師少很多，因普通科任老師有額外的

督課費（教青局規定督課費 250 元一節），班主任津貼，撰寫個別化教育計劃津

貼（每一科一位融合生大概 2,000 元左右），還有其他額外的津貼，但融合老師

拿的薪金只是學校所給的底薪再加教青局的教師津貼，因此，越來越多的融合老

師轉為科任教師，或其他工作。 

融合教師比一般教師的師資培訓還要多。教青局規定，要報讀 30 小時融合

教師課程和 100 小時融合教師證書，才能成合資格的融合教師，因此，融合教師

是工資比一般教師少，付出的時間又要比一般教師多的職位。 

 



資源教師：陳老師 

學校融合教育是一個專責的小組，設有組長。組長也蠻有學歷的。不但是專

業畢業的，且也擁有診斷融合生的證照。組長以下有 6 個老師，專職為抽離的學

生上課。像我們這些資源老師，只是因應各不同科目為融合生，補充不足夠的科

任老師。 

可能資源老師不夠吧，那些專職的融合老師，竟然絕大部分都不是資源老

師。本人於 2011 年在校教學時報讀教青局開設的 30 小時融合教育教師培訓；於

2012 年更報讀了 100 小時的課程而成為正式的資源教師。七月份一個月的密集

上課，也培訓不了多少資源教師。但我校的這些資源老師，竟然連這 30 小時、

100 小時的培訓也沒有經歷過。澳門融合教師的需求越見很高。 

更有一個現象，我們為融合同學上課時；教學設計不是解決同學的學習方

向；不管融合同學有些是閱讀障礙、有些是自閉症、有些是多動兒。不是為着解

決他們的困難，只是為他們補習，多上一課，為他們完成功課。而且資源老師的

責任是統一的將試卷難度降低。 

有一組同學，逢星期一、四中午上融合課。因為這 3 人小組的同學，每個的

情況不同，一個是智力略遜、一個是專注力不足、一個是自閉症。因而上課時老

師備課很吃力，同學學習很吃力；考試成績不理想；調低難度的考卷，同學仍舊

不合格。 



五、建議 

教育當局投放大量資源給予私校，吸引私校多收融合生。然而，忽略了有效

管理融合教育的方法，如：師資配套、教學方法、設備支援、融合生的思想輔導

工作等。特別在教學過程中，由於教師缺乏專業知識輔導特殊學生，影響教學進

度和課堂紀律。一直以來，澳門沒有特殊教育的培訓基地，各高等院校也沒有開

設特殊教育學系。以澳門大學為例，特殊教育只作為師範生的選修科，對這方面

知識不足，實踐能力更為薄弱，他日遇到如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其實已

超出教師的專業知識，課堂上將難以應對。縱使教青局不斷地對教師進行培訓，

但效果仍有待提高。 

中華教育會於二○一二年對教育施政方針提出意見，指出：“特區政府有必

要對本澳特殊教育作出審視、反思，尋求發展方向。特別對融合教育、特殊小班

教育制訂長遠教育計劃，作出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資培訓、教學環境、支援

服務、評估服務等改革。”在政府主導下，加強對融合教育的管理，制定融合教

育法規，讓私校靈活性參與融合教育，落實公平教育。然而，由於澳門私校辦學

自主，有權決定是否收取融合生，融合生學位仍然緊張，產生了學校推行融合教

育的不協調性，未能真正廣泛推動融合政策和長遠發展，極待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於二○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由澳門公職教育協會舉辦的「澳門融合教育現況

及展望—如何推動及優化本澳融合教育發展」座談會，邀請至台灣特殊教育學者

來為澳門融合教育現況作反思。針對澳門現時融合教育之不足，學者提出以下建

議： 

1.建議澳門政府盡快立法，以保障特殊需求學生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 

2.建議澳門政府實施零拒絕，要求凡領取津貼之學校，都必須提供融合學額。 

3.建議澳門大學開辦特殊教育學系及於教育系開設特殊教育導論為必修學

分。 

4.建議教青局津貼特教教師，鼓勵教師持續進修 



5.建設澳門政府立法規定，定時評鑑設有融合教育學校的行政及教學，以確

保校方有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教學。 

6.建議開設特殊教師優良獎，鼓勵教師們自我提昇。 

有見及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加強師資培訓 

使教師具備更多特殊教育專業知識和技能，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當局應

與本澳高等院校合作，開設特殊教育專業，把特殊教育視為師範生的必修課程。

政府要多支持、多推廣，鼓勵學生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畢業後吸引他們回澳工作。

訂立措施鼓勵教師修讀特殊教育課程，提升特教教師薪酬，作為晉級的考核標

準。私校方面則要提升融合教育的管理效能。尤其融合生愈來愈多，加強師資培

訓顯得極之重要。 

（二）、多宣傳、接納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的發展受阻，是社會對這方面認知含糊、接納較低、重視不足的緣

故。要改變家長、教師、學校和社會人士的觀念，必須做好宣傳工作，讓他們了

解這群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掌握融合教育的知識，給予融合生更多學習支援。 

定時舉辦特殊教育相關知識推廣活動，讓社會大眾更了解相關知識，對於日

後發展有莫大幫助。 

（三）、規劃融合教育的長遠發展 

早在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英國和澳洲已經推行融合教育。鄰近地區如香港、

台灣也在九十年代初，推行個別化教育計劃。澳門的融合教育起步較遲，因此，

教育當局要根據教育發展趨勢，借鑒先進國家、鄰近發達國家對融合教育管理的

經驗，加大研究融合教育，吸引更多私校推動融合教育；同時規劃融合教育的培

訓、課程、設備、評估、服務、支援等工作，只要大環境做好充分準備，才能有

效推動融合教育。 

（四）、建立資源網 

建議當局設立中央資料庫，令接手的學校更易了解融合生轉校前的狀況，例



如：個人化學習計劃、評估報告和學習成效等等。只要管理完善，便可避免私隱

外洩。 

根據教青局報告爭取自 2016/2017學年起開始實施新的融合教育運作及資助

模式： 

新模式初步計劃從重點考量以下方向： 

1. 通當減少融合班學生人數的上限；由現時的每班 25 人下調至更少的人數； 

2. 進一步加強對融合教育的資助，亦加強了監管； 

3. 加強師資培訓，提升融合教育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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