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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寫意：賽馬會讀寫支援計劃 

 

參考資料 

計劃背景 

 香港的學童中，約有 10% 有不同程度的學習障礙，當中以讀寫障礙最為普遍，佔所有學習

障礙的八成以上。 

 有讀寫障礙的學童，問題不在於他們的智力，而是他們腦部處理文字資訊的過程與常人有

異，影響了認字及其他讀寫能力。 

 讀寫障礙會嚴重影響學童的學習能力，並可能會出現行為情緒的問題，妨礙其社交發展，

故此必須及早介入並接受適當的輔導。 

 過去一百年，大部分有關讀寫障礙的研究均於西方國家進行，有關研究亦顯示不同的語言

對讀寫障礙學童會構成不同表徵的學習困難。 

 由於中文並非由字母組成，與西方語言（例如英語、德語）的語系有別，因此以中文為母

語的讀寫障礙學童在讀寫時所遇到的困難，與西方學童亦有所不同。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學校的教育中英並重，讀寫障礙學童要應付學習和生活所需，

在語文學習方面，必須要有更完善而適切的教學方法和技巧，方能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故此，香港賽馬會認為有需要為香港的讀寫障礙學童推出一項長遠的支援計劃，以協助這

類學童好好發展潛能。 

 

計劃大綱 

 「喜閱寫意：賽馬會讀寫支援計劃」（下簡稱「喜閱寫意」計劃）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金構思及主導，並撥款捐出 1 億 5,370 萬港元，邀請香港大學領導推行的一項讀寫障

礙支援計劃，為期五年（2006-2011）。除了香港大學外，更邀請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局、香港扶幼會和協康會合作參與。 

 由於上述五年計劃廣受歡迎，香港賽馬會於 2011 年繼續推行第二期「喜閱寫意」計劃，為

期三年（2011-2014）。 

 計劃嘗試有系統地以實証為本的方法針對本地人士的需要，訂定具體的工作方向，內容包

括： 

 研究、發展及製作評估工具 

 為幼稚園及小學提供支援，從而發展校本讀寫支援模式 

 培訓小學中國語文教師 

 培訓幼稚園校長及教師 

 培訓幼稚園及小學學生的家長 

 為學前兒童、小學生及其家長提供地區為本的支援 

 研製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中文學習教材套，供教師使用 

 為教育心理家提供專業培訓，並制訂《教育心理學家手冊》供業內使用 

 公民教育，提升市民對讀寫障礙的認識 

 邀請海外專家出任顧問，提供意見、主持研討會及工作坊，並協助評估計劃的成效 

計劃詳情 

 香港大學心理學系負責學術研究 

 為建立一個有效改善讀寫障礙學童學習的教學模式及提供重要的理論基礎及研究數

據，多個與讀寫障礙有關的學術研究已完成。研究內容包括： 

 讀寫障礙學童之長期學習發展模式及其影響早期支援策略成效之因素等； 

 學童在句子或篇章閱讀層面所遇到的困難； 

 早期支援策略對改善讀寫障礙學童之學習成效。 

 

 香港大學心理學系負責發展及制訂甄別與評估工具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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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香港學前兒童閱讀能力甄別測驗》 

此測驗是一套專為學前教師設計的甄別工具，旨在協助教師識別有潛在閱讀困

難的學前兒童。 

 小學 

 制訂《香港小學生讀寫障礙測驗（第二版）》 

此測驗供教育及臨床心理學家測試學童在語文及認知能力各方面的表現，以評

估有讀寫障礙的學生。 

 制訂《香港小學生讀寫困難行為量表（第二版）》 

此行為量表是讓小學教師根據學生的日常學習表現，以甄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

學生。 

 制訂《香港初小學生中文讀寫能力評估》 

這是一套配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而設計的電腦化評估工具，旨在

讓教師有效地監察學生的學習進度及提供基準評估以檢視學習成效。 

 制訂《香港初小學生中文讀寫能力評估（第二版）》 

此《香港初小學生中文讀寫能力評估（第二版）》加入更多功能，旨在讓教師

更簡便、有效地使用評估工具，以便及早識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此評估

工具將於 2013 年出版。 

 中學 

 制訂《香港初中學生讀寫障礙測驗（第二版）》 

此測驗供教育及臨床心理學家測試學生在語文及認知能力各方面的表現，以評

估有讀寫障礙的學生。 

 制訂《香港初中學生讀寫困難行為量表》 

此行為量表旨在讓中學教師甄別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香港大學心理學系負責幼稚園校本支援 

 於 2011 至 2013 年提供校本支援及培訓，以協助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有效地使用《香港

學前兒童閱讀能力甄別測驗》，以及早識別和及早支援有潛在閱讀困難的學前兒童 

 香港大學心理學系負責小學校本支援 

 發展「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發展「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同時設計一套初小中文優化課程以切合

學生學習發展，且能照顧有學習困難學生的學習需要，從以提升初小學生的語

文能力。此模式已於全港超過 35 所小學推行。由於模式推行成效理想，教育局

於 2011 至 2016 年支援全港 200 多所小學推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

式」。 

 為學校支援人員及教師提供支援及培訓 

 校本支援及培訓──定期到校與老師進行會議及培訓活動，以協助學校順利推

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 

 專業發展活動──於 2011 至 2013 年，為教育心理學家及學校支援人員舉辦專

業發展活動，協助他們就學校推行模式提供專業諮詢及支援 

 出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運作指南》及《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模式──支援人員手冊》──供教育心理學家、學校支援人員及教師參考，以

便協助學校長遠地推行模式 

 發展《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教育心理學家指南(電子版)》──本指

南集教育心理學家等的校本支援及學校推行模式經驗，供教育心理學家長遠支

援學校作參考，將於 2013 年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理學系負責教師培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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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期計劃的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發展及培訓方面，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育

心理學系負責。為期五年的教師發展及培訓包括： 

 與香港大學的校本支援小組合作，為參與校本支援計劃的小學教師提供校本培

訓； 

 為教育局轄下有關部門的專業人員開辦工作坊； 

 為全港小學中文科教師提供基礎培訓。 

上述各項，以小學中文科教師的培訓為教師發展的核心。中大培訓小組開辦「優化語

文教學 支援讀寫困難學生」30 小時高級課程選修單元，協助教師認識兒童學習語文

的心理歷程及掌握如何教導被評估為讀寫障礙的學生。 

 在第二期的發展計劃中，中大培訓小組建基於過去五年計劃開辦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

課程的成功經驗，進一步提供不同深度及廣度的教師培訓： 

 繼續於 2011 至 2013 年開辦「優化語文教學 支援讀寫困難學生」30 小時高級

課程選修單元，讓未修讀有關課程的小學教師報讀。 

 開辦「建構校本語文教學方案 訂定讀寫發展支援系統」72 小時專題課程，藉

此培訓小學語文專業領導人員，提升其專業領導及發展校本分層輔導教學模式

的知識和能力，使讀寫困難學生得到更全面的照顧與支援。三年內預計全港約

有一百間小學約共二百至三百位前線教師參與課程。 

 開辦「語文童樂──促進語文學習 照顧個別差異」30 小時教師發展課程，旨

在協助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的人員有效照顧兒童在語文學習上的差異。預計在三

年內約有一千位任職於學前機構的校長及教師接受培訓。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理學系負責小學家長培訓項目 

 有見於家庭支援對學童的成長和學習有着深遠的影響，中大培訓小組自 2011 年起為

全港小學學生的家長開辦「教兒喜『閱』，寫意成長」課程。課程分四個單元進行，

協助小學學生的家長支援孩子學習中文，並讓他們了解孩子的成長需要。預計在三年

內約有共三百位小學學生的家長接受培訓。 

 另一方面，小學教師專題課程學員須參與「教兒喜『閱』，寫意成長」家長培訓課

程，藉此學習相關的培訓技巧，其後專題課程學員可在校內開展校本家長培訓課程，

使更多家長及學童受惠。 

 

 香港中文大學負責繼續發展網上教學資源 

 2011 年起，中大培訓小組會強化現有的網站設計，撰寫及收集各種相關教學資訊、教

學方案、教學輔助資源、個案研究等，以發展網上教學資源庫，持續提供各種最新的

語文及分層輔導教學資訊和資源，幫助不同課程的學員更準確地掌握學與教的發展趨

勢，從而為學生提供最適切的支援服務。 

 

 協康會為有讀寫障礙的小學學童而設之地區支援服務計劃 

 為配合有讀寫障礙學童在學習和個人身心成長之整全發展，與及為他們的家庭成員提

供適切的支援，協康會致力探討如何在地區層面為有讀寫障礙學童及其家庭建立全面

支援之服務模式。 

 地區支援模式重點包括：地區協調、職員培訓、家長教育、服務資訊平台及義工資

源。協康會先以深水埗區為試點，邀請區內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參與成立地區支援服

務協調委員會，一起探討區內讀寫障礙學童及家庭的需要，然後共同策劃及提供不同

類型的支援服務。 

 除提供直接支援服務外，協康會亦出版了「支援讀寫障礙學童──家長教育手冊」，

並透過舉辦培訓講座及工作坊，教導前線社工及學生輔導人員如何支援有讀寫障礙學

童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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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支援模式其後更擴展至天水圍及東涌區。透過培訓區內社會服務機構的前線社工

及互相合作，為讀寫障礙學童及其家長提供了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協康會為學前階段有潛在讀寫困難的幼兒而設之支援計劃 

 研究讀寫障礙的文獻顯示，讀寫障礙兒童倘能及早接受適當的輔導訓練，將有助減低

他們在學習上的困難。有見及此，協康會主力透過以下三個策略及早支援有潛在讀寫

困難的幼兒： 

 

 研發一套針對潛在讀寫困難幼兒在學習語文方面的需要、並適用於幼稚園的語文

學習教材套 

 開展校本支援計劃，協助幼師及早識別及支援有潛在讀寫困難的幼兒 

 開展地區支援計劃，及早支援有潛在讀寫困難的幼兒及其家長 

 經過三年的研究、設計、試教及成效研究，協康會已在 2010 年正式推出《聽說讀寫

小寶盒──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並派發予超過一千位幼稚園老師使用。教材套包括

一本教學手冊，及兩本分別適用於低班及高班幼兒的活動手冊，旨在透過有系統的教

學活動，提升幼兒的語言能力、寫前技巧及與閱讀有關的認知能力。曾參與教材套試

教計劃的校長及老師均表示，教材套的活動能夠提升幼兒的語文學習表現和增加他們

學習語文的動機，對有潛在讀寫困難幼兒的成效尤為顯著。 

 在 2011 年，協康會在 18 間幼稚園推出為期三年之「幼兒語文學習──校本支援計

劃」，協助幼兒教師在日常教學中使用《聽說讀寫小寶盒-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

以幫助校內有潛在讀寫困難的幼兒，提升他們的聽說讀寫能力。 

 在 2012 年中，協康會與多間社會服務機構合作推出全新的「幼兒語文學習──地區

支援計劃」，在全港不同區域成立 13 間「幼兒語文學習──地區支援中心」，透過

定期舉辦「聽說讀寫小奇兵」幼兒語文學習小組，及早支援有潛在讀寫困難的幼兒。 

 為讓家長掌握協助幼兒的方法，協康會定期舉辦家長講座及分享會，由教育心理學家

及治療師講解為潛在讀寫困難幼兒而設的家居訓練活動，並會於 2013 年中出版「聽

說讀寫百寶盒 ──幼兒語文學習活動手冊」。 

 

 香港扶幼會研製中學中文學習教材套，供教師及家長使用 

 香港扶幼會「讀寫發展計劃」於 2006 至 2011 年進行「初中中文讀寫障礙教材編寫計

劃」。是項工作由教育心理學家、教師及註冊社工組成工作小組，透過集合跨學科的

專業知識編寫一套適用於全港主流中學中一至中三有讀寫障礙學生的輔助教材套《勇

寫無懼 ‧ 讀創高峰》。這套教材在主流中學逐步試行並作研究，協助學校發展校本

的支援模式。此外，香港扶幼會工作小組於 2008 至 2011 年研發《電腦輔助：中學生

讀寫能力培訓手冊》，以支援讀寫障礙學生發展以資訊科技學習的方法，藉此提升學

習效能及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