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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統」與「變」看香港推行融合教育的困難   符賢 2013 

 

引言 

  融合教育的推行在本港踏入第十六年，推行全校參與計劃的學校數目比發展

初期不斷增加。根據教育局的統計（2012），入讀主流小學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下稱’SEN’）人數由 2001/02學年的 1866增加至 2011/12學年的 15940。

誠如栾昕畅（2010）所言，融合教育一詞在本港教育界已不再陌生。然而，儘管

程介明（2008）指香港融合教育的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與日本叮噹馬頭，但是

在引入融合教育時遇到不少的困難。本文先以系統和變建構一個框架，利用該框

架分析本港實施融合教育的阻礙，最後作本課程的反思。 

 

建構概念 

系統是由不同的組件所組成的，而各個組件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和互

相依存的影響。系統是個有機的整體，但整體不是部份的總和。任何系統通常會

在內在地及外在地與另一系統聯繫，造成系統中有系統。不同因素的投入會使系

統轉變，產生正反饋和負反饋，繼而出現穩定或不穩定的狀態（陶兆輝等，2011；

鄭雅儀等，2008）。 

 

生態系統強調個體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在互動的過程中，不只在同一層環境

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交替組成(Bronfenbrenner, 1979)。由內至外依次

為：小系統 1、中系統 2、外系統 3和大系統 4。 

 

變是一個過程，為現有系統組織帶來突破。其性質可分為量變或質變等；力量來

源可分為內因或外因等。按速度來劃分，變可分為(1)漸變、急變及劇變和(2)

三級變，包括第一級變 5、第二級變 6和第三級變 7。 

 

表面上，系統和變是兩個獨立的概念，有助解釋本港推行融合教育的不利因素。

但當我們應用時，會發現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小系統指與個體直接互動的人、事和物。 
2中系統指與個體所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 
3外系統指會影響與個體直接接觸的系統，但個體未直接參與的系統。 
4大系統指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等較高層次的系統，並影響著各個系統。 
5第一級改變是當遇到行為與期望結果不同時，透過修訂「行為」和「期望」，

在同一系統內運作，從而達致平衡。 
6第二級改變是在系統原有的規範以外，對原有的價值觀、信念和規則作出刺激，

令系統有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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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三級改變是改變自己的角度，用不同角度站在新的位置去看同一事物，更透

徹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使新觀點能改變原有的價值觀，從而改變行為與期望。 
 

應用概念 

 

                        

 

 

 

 

 

                    圖一: 主流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關係 

 

簡單來說，融合教育是指將 SEN融入主流學習，強調主流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合作和

融合。如圖一所示，引入特殊教育，改變本港的教育系統，並與主流教育合併為一

個系統。參與新資助模式的融合學校日增(量變)，由 2003年的 25間增至 2008年的

519間（教育局，2012），這增長可視為漸變的過程。 

 

                   

 

                                         [改自 Bronfenbrenner(1979)] 

              圖二: 生態系統理論 

 

條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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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在實施融合教育上所面對的挫敗，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融合教育邁向成

功是需要多重環境的支持和配合，故建議從生態系統來探討（王于欣，2011）。

如圖二顯示，以上各個生態系統包於含了不同的組件，與外界有各種的交流（許

倬雲，1999），各組件環環相扣、相互影響，屬於開放系統（薛俊良，2008）。 

從大系統看，本港的共融和關愛文化不濃厚，增加推行融合教育的阻礙。本港雖

分別有六成的教師和非 SEN家長認同學校推行融合教育，但不足四成的非 SEN

家長接納其孩子與 SEN同班（徐國棟等，2006）。造成這情況的文化因素是香港

一方面對西方的個人主義權益看得很重（程介明，2008）；一方面深受中方傳統

的精英主義所影響（蔡寶瓊，1995）。而且香港是非常實用主義的社會，是從對

社會是否有用來衡量孩子，而非從孩子的需要出發（程介明，2005），以至埋沒

有適應不良但資質不錯的 SEN。 

 

 

 

 

 

 

 

 

 

 

 

 

 

 

 

圖三: 融合教育的「雪球效應」及「穩定效應」環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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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系統看，學校高層對實施融合教育的認識不足、目標不清，成為一大隱憂。

受文化影響(大系統)，學校決策者欠缺變革理想，只圖落實速食式的融合教育（伍

國雄，2009）。此外，融合教育推行的時機欠佳，夾在教改和殺校的浪潮中，致

使出現變革發展脫序和效果泡沫化的現象（伍國雄，2009）。受適齡入學兒童下

降的影響，如圖三所示，有學校為免被縮班、殺校而濫收 SEN。然而，照顧 SEN

非該些學校的發展重點（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故無意在校內培植融合文化。

甚至有學校每逢有人參觀或觀課時要求 SEN迴避（雷江華等，2006），這等同排

斥和歧視 SEN，削弱關愛和共融的文化，使他們難以融入學校。最後，造成部份

學校的校譽轉差或使校內的 SEN轉校，該此學校再次面臨殺校的危機，形成雪球

效應。這是受競爭主義所影響。學校重視競爭性，不會因個別學生的需要而犧牲

整體師生的利益（譚偉明等，2008）。另一方面，受殺校的威脅，部份學校銳意

發展融合教育作招徠來應變，並善用資源，提升學校軟、硬件來配合。如在培訓

方面，加強教師對 SEN的認識和教學策略，從而慢慢接納 SEN，協助他們融入課

堂(質變)，逃過殺校一劫，達致穩定效應。可見，雖然 SEN(個體)並未直接參與

外系統，但外系統的組件影響與 SEN直接接觸的中系統。 

 

從中系統看，老師和家長對 SEN的不認同，限制融合教育的發展。張蓓莉（1991）

強調我們對人對事的態度來自正確的認知和情感的支持，SEN進入主流校不代表

能與教師順利地產生正確的認知繼而互相接納。教師對 SEN的接受態差異大（羅

耀珍，2008），有些教師更從心底中抱拒絕的態度（陳志華，2008）。而非 SEN

家長對給予 SEN額外的支援而感到不滿，這反映他們對 SEN的認識不足。中國人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多傾向安穩，不願接受新挑戰、新事物（林啟彥等，2004）。

因此，部份思想傳統的教師不願為 SEN而作出改變，如為 SEN額外調息課程和進

修，依舊以其腐化的思想應對 SEN，使融合教育的推行流於形式化。 

 

跨學科概念的重要性 

透過系統和變這兩個概念作思考，給予我們一個從多角度和宏觀的分析本港融合

教育的弊病。而小系統(SEN)多套疊於中系統之內(教師和非 SEN家長)，中系統

又常套疊於大系統(文化和價值觀)之中，系統與系統間層層相疊，相互施予壓力

和影響，造成錯縱複雜的關係和變化。與人的消化系統 8相似，進食(在港引入

融合教育)，如果其中一個系統出現毛病，如胃(大系統中的價值觀)，消化(融合)

過程 9受影響，繼而對整個身份(生態系統)有影響。 

 

發展變革總有過程。某些組件的變化會影響其他組件的改變，使融合教育的架構

出現失衡狀態。同時，亦會因為變使系統再次平衡。面對既複雜又多變的現實世

界，單一的角度思考不能鳥瞰大局（金吾倫，1997）。若我們掌握跨學科思考，

從宏觀看問題，弄清組件間的因果關係，從而進行預測，作出相對的應變措施，

有助邁向成功的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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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反思 

上過第一課的「系統」後，由原來的一頭霧水到現在慢慢地掌握跨學科概念，由

虛無變得實在。學習了多個跨學科概念，我學會不再片面地思考事情的某一部

份，提升個人思考模式和分析批判能力。 

 

常識科涉及多個跨學校範疇，著重學生整體而非零碎的學習經驗和拓寬學習空間

（教育局，2012）。本人日後的教學會滲入跨學科概念，貫穿多個學科的界線，

讓學生建構概念，把所學應用到其他學科和環境，同時為通識科做好預備。 

 

總結 

誠如薛俊良（2008）所言，一個系統越穩定，存在得越久，便越難承受改變。上

述指出教育系統的改變(引入融合教育)所導致的障礙背後受深厚的文化因素影

響，而一些文化背後又受制度的影響。要改革需經過一番的磋商，故邁向成功的

融合教育仍需時。但只要各界的支持、溝通、配合、參與和態度的改變(尊重多

樣性)，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香港能成為一個無障礙文化的社會，屆時會有更多

SEN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容易地融入學校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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