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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目的是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发展的看法，包括：了

解融合生家长对融合教育学额以及对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之看法、了解融合生家长对本澳

未来融合教育发展方向的看法。研究利用自编的「融合生家长访谈问题大纲」和参与融合教

育的家长进行一对一访谈，受访的家长有八位，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及详细的文字记录。最后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给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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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viewpoints of parents 

with children studying as inclusive students in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Macau. Specifically,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pinions of parents of inclusive students on the issues of: the admission quota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he non-participation of some school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in Macau. Eight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admitted and study as inclusive students in mainstream 

schools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with 

Children in Inclusive System＂, written by the author, was used to conduct individual 

interview with each parent. Each interview was recorded in sound and written forma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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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一）、背景缘起 

近年，澳门被发现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有明显变化。以融合生为例，据统计资

料显示，从 2009 年至 2013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从 372人递增到 692人，特殊教育

小班及特教班的总人数，从 502人增加到 612人，亦即是这五年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总人数从 874 人增加到 1304人
［1］［2］

。近期资料显示，融合生由 2006/2007 学年的 211 人增

至本学年的 806人，特殊教育小班及特教班的总人数已递增至 624人，接受特殊教育学生总

人数已增至为 1430人
［3］［4］

。另外，除了公立学校外，参与融合教育的私立学校数目，从 2009

年至 2014年，只从 26间增加至 29间，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数目增幅甚少
［5］［6］

。因此，目

前澳门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数目升幅，似乎追不上融合生数目上升的速度。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澳门于 2015 年 3月至 4月间就修订《特殊教育制度》举办了几场公众谘询会，一些参

加者如教师、家长也反映了本澳融合教育的问题，其中有参加者在会后指出本澳融合生在找



学额上的困难，家长往往要为成为融合生的子女疲于找寻学额。有参加者表示希望教青局可

以对学校制订一些政策，使这些孩子能有较多机会融入于普通班里学习，甚至有些参加者是

期望政府可以进行相关的立法工作。另外，有参加者认为目前本澳为融合生提供的学额是足

够的，甚至觉得没有立法的需要。2015年 3月至 5月间，研究者参与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

会的调查工作，对 12 间参与了教青局的「融合教育资助计划」的私立学校进行了一个简单

的民意调查。该学会根据修订《特殊教育制度》的谘询会后的部分与会者的反映，自编一份

「融合学校家长填写问卷」，让这 12间学校共 310位融合生家长填写问卷。问卷回收了 261

份，有用卷为 257 份。调查发现，有 73.2%融合生家长了解到目前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

有 93.4%融合生家长赞成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应参与融合教育；有 89.5%融合生家长认为

要通过立法来保障融合生的学额
［7］

。 

因此研究者在此情况下开展了本研究，目的是更深入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

育发展的看法，此为本研究之动机。期望将研究结果与有关的分析向澳门社会公众、传媒作

公布，让市民对本澳的融合教育发展状况有更多的认识与关注。同时也希望藉着研究的结果

提出建议，供政府对融合教育发展的政策作参考之用。根据研究动机，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1. 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学额的看法；2.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就融合学校的

融合生数目增加下、对融合生的学习的看法；3.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

校的看法；4.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立法的看法；5.了解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

澳融合教育未来发展的看法。根据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研究问题如下： 

1.澳门融合生家长对融合教育学额的看法是怎样的？ 

2.澳门融合生家长就融合学校的融合生数目增加下、对融合生的学习的看法是怎样的？ 

3.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的看法是怎样的？ 

4.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立法的看法是怎样的？ 

5.澳门融合生家长对本澳融合教育未来发展的看法是怎样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于 2015 年 3月至 5月间由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研

究样本，让已填写该民意调查、又有兴趣愿意作进一步访谈的融合生家长参与本次访谈研究。

与学校商议下，研究者选取了 3间不同澳门区域的学校的家长接受访谈。这 3间学校包括：

一间在中区，一间在下环区，一间在氹仔区。为了真实反映出受访者的想法，研究者在这 3

间学校以「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
［8］

，请学校帮研究者选取能为研究问

题提供最丰富信息的 10位家长作为本研究的访谈对象，由于有 2位家长不愿意参与本次研

究，最终只选取了 8位家长（6位父亲，2位母亲），其中下环区有 3位家长，中区有 3位家 

长，氹仔区有 2位家长。每位家长分别接受 2次、合共 10至 30分钟左右的访谈。 

（二）、研究工具 

研究根据 2015年 3月至 5月间由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的问题，编

写了两次「融合生家长访谈问题大纲」，如下： 

第一次访问问题大纲 

1.请问您觉得政府提供融合教育的学额是怎样？为什么？ 

2.请问您对没参与 融合教育的学校的看法是怎样？为什么？ 

3.请问您对融合教育需否立法的看法是怎样？为什么？ 

4.请问您对未来澳门政府就融合教育发展的政策有何看法？ 



第二次访问问题大纲 

5.如果一间学校融合生数目不停增加，对该校整体的融合生有否影响？为什么？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与家长进行 2次的一对一访

谈，期间会进行录音及文字记录。并以访谈导引法（interview guide），追问与问题大纲有

关的问题，将所有受访者的回答组合在访谈问题大纲之下
［9］

，藉此得到更多「额外」有关资

料，也便于事后整理。 

访谈后，将每位家长的两次访谈录音及文字记录，撰写成「第一次访谈逐字稿」、「第

二次访谈逐字稿」。并以持续比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对所有受访者的逐

字稿进行编码（图 1）
［10］

，研究者先将家长就每条访谈大纲中、所表示的有用话题加以单位

化，以分类方式整理话题，以形成每位家长就每条问题大纲的「类别」；然后将家长们有关

系的「类别」的一些内容联结起来，形成与每条问题大纲有关的「组型」；最后对「组型」

进行结果分析。 

 

 

 

 

 

 

 

 

 

 

 

 

 

 

三、结果 

（一）、融合生家长对融合教育学额的看法 

8位家长均认为本澳提供的融合教育学额是不足够的，认为不够学额的理由有五个，包

括：5位（A、B、E、F、G）认为「被诊断融合生后，被原校劝转到其他学校」；2位（A、B）

认为「在融合学校就读期间，亦被转校数次」；2位（F、H）认为「发现参与融合教育的学

校较少」；1位（C）认为「升中找不到融合学校的学额」；1位（D）认为「一班有数位的融

合生」。 

资料分析后发现，家长目前认为融合教育学额是不足够的，最大的原因是不少学校没参

与融合教育，造成校内有学生被评估为融合生后最终被原校劝告转校。而有情绪困难的融合

生亦可能因常被迫不停转校而出现难找学额的情况。另外，有家长表示教青局所提供收取融

合生的学校名单不是太多。再加上本澳融合生升中可能有学额不足的情况出现、以及有家长

反映某些学校会有收取较多融合生的情况可知，家长认为融合教育学额不足是有理由的。 

图 1每条问题大纲的「组型」构成 

家长 C 家长 A 家长 B 

话题 话题 话题 话题 话题 话题 话题 

家长 A的类别 家长 C的类别 

话题 

家长 D的类别 

该问题大纲的组型 1 

家长 B的类别 

该问题大纲的组型 2 

家长 D 



（二）、融合生数目增加下，家长对融合生的学习看法 

5位（B、C、E、F、G）认为「对融合生学习会有影响」；5位（B、C、E、F、G）认为「影

响教师跟进」；3位（A、D、H）认为「对融合生学习不会有太大影响」；3位（A、E、G）认

为「关键在师资」；1位（A）认为「关键在家长的配合」； 1位（D）认为「普通生家长可能

有意见」；1位（H）认为「关键在学校的调整」。 

资料分析后发现，不少家长（B、C、E、F、G）认为如果一间学校的融合生数目增加，

会对融合生的学习、教师的跟进上构成影响，另外也有家长（A、D、H）认为影响不大。然

而重点还是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以应对增加了的融合生，此外学校在教学、课程及评核上

有否为融合生作调整，以及融合生家长有否作出配合、有没有其他普通生家长会有意见等也

可能会对融合生的学习构成影响。 

（三）、家长对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之看法 

8位家长均认同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应参与，其理由有 5个，包括：6位（A、B、D、

F、G、H）认为「有教无类、教育的公平性」；4位（A、C、G、H）认为「使融合教育学额增

加」；3位（B、E、G）认为「拿政府资助，有责任办融合教育」；1位（A）认为「降低有情

绪问题的融合生集中在某些学校」；1位（D）认为「可使普通生学习接纳包容融合生」。 
资料分析后发现，家长同意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要参与融合教育，原因除了可使普通

生学习接纳包容融合生以及降低有情绪问题的融合生集中在某些学校外，更主要有 3个的理

由，分别是「有教无类、教育的公平性」、「拿政府资助，有责任办融合教育」、「使融合教育

学额增加」。可见，家长同意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要参与融合教育，除了要满足融合生的

学额外，更主要是认为参与了才能体现教育的有教无类、教育公平性，同时认为参与是应该

的，因为私立学校就是有责任要办融合教育，解决目前政府、社会所面对的教育问题。 

另外，访谈中有意外发现，家长对目前不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有 7个看法，包括：5

位（B、D、F、G、H）认为「学校不参与融合教育是不公平」；5位（A、B、E、G、H）认为

「学校只想收好的学生，走 “名校＂路线」；3位（A、B、G）认为「师资不足使学校不参

与」；2位（C、F）认为「觉得学校歧视融合生」；2位（D、E）认为「学校担心普通生家长

投诉」；1位（A）认为「学校只想少做少错」；1位（F）认为「学校只考虑一般孩子，收生

数足够不收融合生」。 
资料分析后发现，家长对不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拒收融合生的看法，除了有 3位家长

认为原因是与「师资不足使学校不参与」有关外，包括从上述「学校只想少做少错」、「学校

不参与融合教育是不公平的」、「学校只想收好的学生，走 “名校＂路线」、「觉得学校歧视

融合生」、「学校担心普通生家长投诉」、「学校只考虑一般小孩，收生数足够不收融合生」等

6点可以发现，家长对于学校不参与融合教育的看法是比较负面。 

（四）、家长对融合教育是否立法的看法 

1位家长（D）认为融合教育不要立法，D认为若果强迫学校做融合教育，学校可能就只

会「按本旨办事」，收了融合生后也可能只让学生「随班就坐」。而且提出立法后可能引致社

会争议。有 7位家长（A、B、C、E、F、G、H）认为融合教育要立法， 他们理由包括：4位

（A、C、E、G）认为「增加融合教育学额」；4 位（B、F、G、H）认为「使学校要遵守法例

有关规定」；2 位（A、B）认为「减少融合生找不到学额而被中途停学」；2 位（F、H）认为

「可使家长有更多的选择权」；1位（E）认为「使每间学校收取一定融合生比例」；1位（E）

认为「降低原先融合学校的教师工作压力」；1位（E）认为「可对融合生及早发现与介入」。 

资料分析后发现，赞成立法的家长认为，除了家长 E有较多理由外，家长其实都较集中



在「增加融合教育学额」、「使学校要遵守法例有关规定」、「减少融合生找不到学额而被中途

停学」、「可使家长有更多的选择权」等，而这四项理由重点其实都是学额。因此家长其实最

关心的，就是本澳所有学校有没有提供足够的融合教育学额让其子女入读，家长认为立法才

能保障其子女有回归主流的机会。 

（五）、家长对澳门融合教育发展方向的看法 

关于政府未来对澳门融合教育的规划，4位（A、B、G、H）认为「提高教师及相关人员

的数量与知能」；4位（A、C、F、G）认为「加强融合教育资源的投入」；4位（D、E、F、G）

认为「加强宣导工作」；2位（G、H）认为「立法」；1位（B）认为「提高医疗、评估诊断技

术」；1 位（B）认为「帮助经济有困难的融合生家庭」；1 位（B）认为「改变学校管理层的

想法」；1位（F）认为「建立社区支持」；也有 1位（C）认为政府要「提供更多学额」。 

资料分析后发现，「提高教师及相关人员的数量与知能」、「加强融合教育资源的投入」、

「宣导」等三项是有最多家长认为本澳今后融合教育发展要走的路向，而在此部分也有家长

重提「立法」，就可以知道立法在一些家长心目中的重要性。其中「加强融合教育资源的投

入」，有家长认为此重点还是增加资源以聘请更多资源教师，可见「提高教师及相关人员的

数量与知能」、「加强融合教育资源的投入」这两个看法，共同重点就是「师资」上。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本研究显示，家长认为澳门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根据澳门政府于《第 33/96/M号法

令－特殊教育制度》指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之教育应在家庭、教育机构、卫生护理机

构及社会之紧密合作及协调下进行」，相关条文并没有针对就读普通学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学生的学额进行有关法律制订
［11］

。其后，融合教育在本澳正式实行后，2006年的《第 9/2006

号法律》第十二条（三），虽然明确指出特殊教育要以「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

行」，指出今后融合教育将会是本澳特殊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
［12］［13］

，可是也没有提

出如何保障融合生的就读学额，亦没有专为融合教育的学额制订相关的补充性条文，而在本

澳目前融合生有显着的增加，融合学校数目的增长速度追不上融合生数目的增长速度的情况

下
［14］

，最终使家长觉得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可见，为保障融合生学额而建设相关的法

规应是本澳日后修订特殊教育法律的一个重点。 

本研究显示，一间学校融合生数目增多时，可能对融合生整体学习存在影响，然而更为

关键是在师资等人资上。要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品质，实需校方的配合，

尤其校内专业团队中教师与专业人员专业知识的分享与共同努力愿景的建立，是主导身心障

碍学生受教品质良莠的关键
［15］

，师资等人力资源的培养是澳们要使融合教育有效发展的其

中一个要点。倘若从事特殊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出现不足，则使辅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团队执行效果有限
［16］

。可见，会否影响融合生在班级上的学习，无可取替的特殊教育领域

中的「师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本研究发现，家长认为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要参与融合教育，除了要满足融合生的学

额外，更主要是认为参与了才能体现教育的有教无类、教育公平性，亦认为私立学校就是有

责任要办融合教育，解决目前社会所面对的教育问题。同时研究发现，部分家长觉得学校不

参与融合教育，是只想收好的学生，走 “名校＂路线，认为此情况是不公平。从公平性上

看，教育涉及到人人享有的平等教育权利、公共教育资源，以保障人的发展平等；在平等的

教育权利上，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是人的一种基本人权，这是建基于人的固有尊严与

平等的要求；而公共教育资源上，每位儿童应包括享有所得到的入学机会、教学、课程资源



等
［17］

。因此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将“教育＂回归到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因材施

教，有教无类＂的概念
［18］

。教育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与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教育公平是

一个社会公平的体现，而所提供的公平与否就是义务教育政策的首要价值标准
［19］

。可见，

澳门教育改革随了追求教育的高效率外，还需要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制定政策，以追求

真正的教育平等。 

本研究显示，大部分家长认为澳门实施融合教育要配备立法，主要理由是使学额增加及

使有关私立学校要遵守法律规定。另外除了立法外，提高师资、加强资源投入、宣导也是家

长认为澳门融合教育往后发展的方向。参看邻近台湾，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特殊教育法也进

行定期的修订，在法例的保护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慢慢从「零拒绝－进入普通学校」、

经过「零拒绝－进入普通班级」、再去到现时的「零拒绝－可以学习普通教育课程」，台湾的

融合教育在完善的法律配套下得以健康发展
［20］

。可见，在社会环境变化下，教育政策、相

关教育法律制订需要与社会发展有紧密的关系
［21］

。因此，本澳的融合教育能否得以发展，

有关法律的修订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在修订法规同时，完善相关人资培训、加大资源投入等

亦可能使澳门融合教育得以发展
［22］

。 

（二）、建议 

1.家长方面 

孩子若在没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里、经教青局评为融合生，其家长应马上告知该学校，

并与校方、特教中心作出联系与协商，尽快为孩子找寻合适的融合学校；家长尽量保持正面

的心态，与子女一起面对；主动与融合学校的各专业人员进行沟通；联络有关非牟利机构与

组织，为其融合生子女提供各种有关专业的跟进。 

2.学校方面 

建议政府采取政策推动全澳门学校的教师修读教青局所办的融合教育基础课程，推动对

融合生有经验的教师修读资源教师课程；提高合资格任教融合生的教师的工资及专业地位；

学校管理层须加强融合教育理念与管理的培训，加强与政府的协作，全面实施全校参与模式

的融合教育。 

3.政府方面 

须继续开办短期融合教育课程，课程内容应增加各专业人员的协作部分；政府须有系统

地落实融合教育的宣导工作，做好全澳学校以至整个社会的残疾人士的宣导；除了增加拨款

款外，也应合理运用有关资源；与各非牟利机构建立社区支持网络，完善评估诊断机制；慎

重检视澳门教育、特殊教育的法律体制，并作出有关修订，以利融合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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