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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兒童都應該接受最優質的教育。然而，在現今世代，

面對著多樣的教育環境，兒童及家長有著前所未有的期望和挑

戰。縱管實踐不易，如何有效地為兒童提供優質教育，值得每

位教育工作者深思。雖然每個孩子成長都有相類似的需要，但

有些學生在身體、心理、行為或社會情緒方面的發展異於同

儕，因此在成長上有獨特的需求。了解孩子的特殊教育需要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以下統一簡稱為「SEN」）對於

家長和教師至關重要，以能為這些孩子提供最佳學習機會。可

惜的是，對這些問題的充分理解可能不足以幫助他們在社會立

足，我們需要基於實證的理論和實踐來指導學習，以可靠、無

誤的方式解決具體問題。這本書由李麗梅博士撰寫，不僅為讀

者提供了理解一系列SEN的必要信息，而且還舉例說明了解

決這些問題所需採取的方法和實例。本書透過真實案例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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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解決問題關鍵的成功方法，也提供了操作背後的過程和理論的

基本原理，以及解決各種問題的可用資源清單。這些實用的技

巧對父母來說絕對有用，對教育工作者和任何參與兒童和青少

年工作的人來說也很有參考價值。我強烈推薦本書，儘管

SEN學生因個人的局限而在教育制度遇到挑戰，我相信這本

書能令大眾更關心他們的需要，在有限資源下以最佳方法協助

學生，發揮他們的潛能。

楊書誠教授

澳洲天主教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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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每當課程開始前，我常問學員一個問題：什麼是「特殊教

育」？讓學員知道所謂「特殊」，只是一個相對的名稱。簡單的

例子是，有深近視的人士在數百年前可能是「特殊」，現今只

要配戴合適的眼鏡，深近視就不是一種障礙，而有深近視的人

並不「特殊」。由此引伸，現在每一位在社交、行為或學科學

習上有困難的學生，如有適當的「工具」作支援，亦可以有效

的學習。對這些學生來說，適當的「工具」包括課程、教學、

評估及學習環境調適。作適當調適並不容易，首先要清楚知道

每一類SEN學生的特徵及需要，從而設計合適的學習計劃。

李博士在2008年出版的《不一樣的孩子：認識及培育學習差異

兒童》一書中，已針對各類學習需要，介紹其特徵及相應的教

導方法。16年後，社會及學校對教導SEN學生的策略發生頗

大變化，如對自閉症的定義改變、資訊科技引入、教學法更

新、學校人手及經費增加等，對教師及家長都有一定影響。本

書適當整合並運用了現存知識及資源，能成為教師及家長的

「工具」，為他們提供專業資料，讓每一位學童都得到最理想的

教導。李博士深信所有孩子都是可教的，而這一個原則，一直

沿用至本作之中，沒有改變。

何福全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前課程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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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擁有著獨特的天賦和需求。兒

童心理學和學習理論發展至今，教育學者們日益深刻地認識到

了差異化教學和評估的重要性。這一認識不僅是為了普通學

生，更是為了包括有SEN的孩子們。優質的、適切的教育對

每個人都至關重要，這也是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

隨著對SEN的關注不斷增加，理解和應對這些需求已成

為一項重要的任務，直接影響著每個孩子能否得到公平、適切

的教育。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和政策支援融合教

育，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夠在教育系統中獲益成長。學校和教

育機構也越來越多地採用融合教育的方法，通過創新教學方法

和支援系統，培養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教育環境。

本書的作者李麗梅博士是優質融合教育的堅定宣導者和

實踐者。她憑藉多年的實踐經驗，深信融合教育是提供優質

教育的有效途徑。自首次出版以來，李博士的前作《不一樣的

孩子》一直備受矚目。書中詳盡闡述了差異學習和融合教育的

核心理念和原則，並深入探討了不同類型的教育需求，真正

連接理論與實踐。通過每一章節的內容，讀者能夠深入了解

不同類型的學習需要的特點、診斷標準，以及相應的教育策

略和支持方法。李博士分享了她長期從事融合教育的經驗，

包括如何設計和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協調多方資源支持，

以及如何促進學校和社區的合作，共同創造良好的成長環

境。通過案例分析，她展示了不同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的

成長和發展情況，以及教育工作者如何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

進行個性化支持和指導。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 

推
薦
序

xi儘管融合教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面臨著挑戰，如

資源不平衡、社會偏見等。要更好地設計和實踐針對不同

SEN孩子的教學和支援策略，以真正發揮他們的優勢，需要

各方持份者共同肩負起責任、擁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標、掌握專

業的知識和技能。實現優質融合教育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教育工作者、家長、社會工作者、心理諮詢師以及其他相關從

業者，都在培育SEN學生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本

書不僅面向教育工作者和專業人士，還特別針對家長以及相關

人士提供了實用的建議和指導，受眾廣泛。

我相信不同的讀者和受眾群體能夠通過本書深入了解SEN

和融合領域的知識和實踐，為孩子們創造更加友善的學習環

境，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實現自己的潛能，追逐自己的夢想。

葛贇教授

澳門聖若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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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孩子「不一樣」不是一個異象，而是一種常態。試問哪有

孩子會跟別人一模一樣呢？李麗梅博士在本書指出，在過去

16年來，公眾對SEN有更深入和廣泛的認識。政府對推行融

合教育提供了更多資源，包括到校服務、教師培訓。惟大眾對

SEN學童仍然持著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不幸地整體能力均

處於低水平，不能在主流班學習，需要以特別形式學習。

全方位學習課程模式（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正

正展現了差異是常態現象。學生有著不同能力、不同興趣、不

同學習方式，但都能在同一學習活動、同一課程，與同班同學

一起進行有效並有意義的學習。要推行全方位課程最困難之處

並不在於設計課程及教學技巧，而是在各方人士對學習差異的

態度、對SEN學生的真正認識，以及如何真正了解不同程度

及種類的學習差異，為SEN學生在主流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

提供合乎其份並到位的支援，把班中所有差異視為常態現象，

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互相欣賞和互相學習。期望讀者閱讀完

此書，將不同學習需要都能以常態看待，讓所有SEN學生都

能得到公平、平等及尊重的對待，共享優質的教育。

嚴沛瑜博士

英國心理學會副院士 
特許心理學家 

匠仁慈善機構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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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到許多年前，第一天踏進中五班教室，見到一大群

外貌、年齡和自己相差不是太遠的年輕人，不情不願地站起

來，然後以慵懶、含糊不清的語調呢喃：「Good⋯Morn⋯

ing⋯Mi⋯ sssss」時，我心裏就告訴自己：「教書？算了罷，

最多一年就離開！」然而，我卻留了下來，還進出多間中學，

甚至是大學、教育局，在漫長又匆匆的歲月裏，經歷了學生的

成長故事，見證着他們走過低谷，找到生命立足之處，這幾十

年當教師的日子，總結起來還是很開心、很有意義的。我常常

在想，如果當年剛畢業時，沒有進到一間比較「弱勢」的學校

教書，沒有親身感受到「每個孩子都能教好」的樂趣，我還會

相信好老師就是要有能力教好每個學生、優質教育就是要發展

所有學生潛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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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在1970年代後期，一邊廂，香港政府將免費強制教育擴

展至中三，政策惠及許多學生，也令社會達到全民教育，但總

有些年輕人因各種原因不喜歡上學，惟基於政策，他們在16歲

前都要呆在課室裏。另一邊廂，教育當局按學生考試成績的

「差異」，人為地將學生分成五等（五個組別），按中央派位機制

被分派到各學校就讀，卻沒有在教育資源上有相關調整。在那

些接收較多第四、五組別學生的課室裏，坐着各式各樣、在考

試制度下被列為「能力稍遜」的孩子，當中也有不少，以現今名

詞來說，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但那時的老師，包括

我，可能聽過一些形容詞如「多動」、「智障」、「自閉」，但眼見

很多學生在課室跑來跑去，又或他們無心向學、測驗考試交白

卷、上學盼放學的場面，我們只是選擇視而不見，祈求他們安

安份份地由早上坐至下課，無風無浪早日離校。

但我是幸運的。和這群孩子相處後，他們的聰明、可愛、

真性情，逐漸啟發了我，讓我對教育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也

受到身邊很多有熱誠、有理念的教育同工感染，嘗試以最基本

但亦最有效的方法來教導這些孩子。這些方法並不特殊，需要

的只是對孩子成長的信念，以接納、聆聽和關愛來陪伴他們。

我們一起摸索、實踐，過程中遇到極多挫敗，但偶爾的成功案

例，鼓舞着我向前行。他們的故事，後來都寫進《天下無不可

教的孩子》這本書裏。

多年後，因緣際會，我從前線教師轉職教師培訓工作，教

的科目大多與SEN有關。我的教學能力並不突出，但非常賣

力，期望傳遞的不只是知識和理論，而是一份信念，也是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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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教育的核心：看見、教好、照顧好每一個學生。我重複又重複

地強調，特殊教育教學法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學生的需要，然

後設計適合他們的教學活動。這看似是教學的基本操作，但在

現代教育制度下，在既定課程進度、評核標準的框框內，教師

只能按照書本教學，令這基本的要求幾乎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融合教育的實施，似乎讓老師就在如鐵板一塊的制度中

打磨出一條細小的空隙，自主地發揮教學的創意。

做了近二十年的教師培訓工作，幸運的是我在教室裏遇到

很多很多非常用心的老師，他們會熱淚盈眶地分享與特殊孩子

的故事，更會積極討論如何將理論在教學中實踐。老師提出的

問題看似很「瑣碎」：如何令一名有自閉和社交焦慮的幼兒順利

完成畢業禮表演（而不是禁止他參與）？如何教導專注力弱的孩

子在指定時間吃完茶點（而不是由大人餵他吃）？老師們嘗試後

成功的喜悅，激勵我更努力探討這些策略的可行性。也有些時

候，學校邀請我到校支援，課室內老師的教學、學生的回應，

驗證了許多教育理論的可行和不可行之處。我常常跟老師們

說，理論上可以有很多方法和策略幫助學生，但特殊教育最具

挑戰的地方就是，每一個策略、每一個方法都是為個別的學生

特別設計的，即使同是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他們呈

現出來的行為各異，老師須經常檢視、考慮哪一個方法最適合

這名學生，重視每個人的獨特處，是特殊教育的根本價值，也

最能體現老師專業最可貴之處。

在香港工作大半生，前兩年又再因緣際會，有機會離開香

港，到了澳門從事教師培訓工作。雖然至今只有一年多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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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子，但也深感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對於特殊教育推行的影響。

兩地雖然鄰近，都說相同的語言，但制度的不同，令推行特殊

教育的措施有很大的差異。我常常提醒自己，需要調節經驗和

想法，配合澳門的學校情況來教學。然而無論哪一制度，好老

師仍然是好老師，我在澳門遇到、聽到的一些動人故事，有些

也放在這本書裏。

教學之外，我還有三年在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工作的經驗，

資優生和SEN學生，好像是能力線上的兩極，但其實教學理

念並無兩樣：教導他們，需先認清並了解學生的需要，引導他

們發展潛能。資優生較幸運，只要環境許可，他們的能力較易

釋放，回報也較大。SEN學生需要面對較多學習和制度的關

卡，若能越過，人生可以很美好。具體策略會有不同，相同的

是老師的角色就是要協助他們發揮自身能力。 

還有一些個人經驗影響着我對特殊教育的看法。就在當教

師的歲月裏，我自己也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和他們一起成

長，完整了我的人生。我讀書的路還算順利，在那年頭，能考

入大學，總算是考試制度下的「勝利組」。但由小學到中學，

兩個孩子在學習上遇到較多困難，而我和其他家長一樣，感到

焦慮、徬徨和埋怨，也深切體會到父母的困難、無奈和傷痛，

感受到在社會文化的期望下，要學習如何不被他人價值觀牽

引，學習自處。和孩子共同走過的路，也是自己的成長印記，

讓我能從另一角度了解孩子：成長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要看得

遠些，不因一時挫敗而放棄，不因他人的評價而動搖初心，孩

子可以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早年教導孩子的一些體會，我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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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在《非常孩子遇上伯樂媽媽：走進廚房的教育法》這本小書中。

那個「非常孩子」現在還是很喜歡煮食，但沒有選擇從事飲食

業，大學畢業後找到他人生中另一喜愛的工作。

女兒在10歲左右時，有次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媽媽，你

很好彩（幸運），因為你有我這個女兒！」我還未來得及答話，

她續說：「我在讀書上有少少問題要你處理，你就可以做到媽

媽的工作了。好像我有些同學，讀書很好，自動自覺，又是領

袖生，又會自己去考好學校，他們的媽媽都沒事可做呢！」

孩子戲語，原先不太認真對待，但再細想，不無道理。孩

子的問題能夠激發起我們做教師、做父母的能力，不一樣孩子

就是讓我們反省教育制度的種種缺失，嘗試了解每個孩子的行

為、情緒和想法。在不同孩子的身上，即使他們有同一個學習

需要，都會發現不一樣的特徵、程度和需要。比起斷然以「正

常」與否來定義每個孩子的發展，不如把成長看作一個複雜多

彩的「光譜」，而只要我們用心觀察，便能看到各種各樣、專

屬於每個孩子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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