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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學生陷升學就業兩難　
炮循校長冀社會放下偏見重視職業教育

特區政府常言非常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SEN）的成長和發展，但當他們畢業離開校園後所面
對的種種困難，卻多數都會被「遺忘」。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與專收SEN學生的炮台山循道衛理
中學合作發表的報告揭示：在以「升學」為主流價值觀的教育過程當中，全港適齡學生有70.7%取得
專上學歷，但有關佔比在SEN學生中只有33.9%；而在追求「文憑主義」的職場文化之下，SEN學生
的就業率只有30-40%，明顯低於整體人口的70%。如何破除社會對於SEN學生的歧視與偏見，真
正促成「融合」，是有為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

圖為與炮循合作多年的僱主，其中黃志豪認為通過SEN學生在餐廳的服務，能讓社會人士看到他們
的能力。左起：MWYO青年辦公室助理研究員朱城鋒，炮循校長沈立平，社企生生餐廳經理黃志豪
，香港傷健協會社工林嘉俊。

升學導向為主流
職業教育遭歧視

根據教育局今年2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2023/24學年共有64,220名SEN學生，
被分為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智障、精神病、聽障、肢體傷殘
及視障等九個類別。當局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鼓勵大部分SEN學生入讀普通學校，而較嚴
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經專業人士評估和家長同意後，則可轉介入讀特殊學校。政策原意是，透過

為SEN學生提供正常學習環境和公平學習機會，推動社會共融；然而，基於配套不足，政策實踐仍
然面對不少難題。

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與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炮循）合作發表的《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
課程成效評估》報告指出，在2020年，全港20-34歲罹患自閉症的學生當中，只有33.9%能獲得專
上學歷，顯著低於全港同齡人口中高達70.7%的專上學歷佔比。除此，SEN青年的就業率只有
30-40%，同樣顯著低於整體人口的69.1%。炮循是全港唯一一間生源全是SEN學生的基督教主流
中學，考慮到SEN學生在升學和就業時的困難，校方不像一般學校以「升學」為導向，而是較為注重
學生的職業教育，開設十個政府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QF），並會安排中六學生參與「職場新力軍
」實習計劃。

然而，在「融合教育」的政策框架之下，炮循有些「吃力不討好」。例如當局把SEN學生納入主流教
育路徑，沒有積極鼓勵學校開設太多加強職業教育的QF課程，結果導致炮循被質疑「只有你一間做
（QF），應該也沒多好」；另外，炮循也被當局限制每年只能招收46名新生，難以幫助更多SEN學生
。校長沈立平指出，社會普遍對大學以外的出路有所保留，但事實上不是所有學生都適合升讀大學
，他因而建議教育局多加推動和宣傳，給予更多正面支持和肯定，確立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道理，讓
每位學生都能選擇最合適自己的出路。

實習生信心下降
僱主滿意度上升

「學校無論如何模擬都無法還原工作的真實情況。」沈立平說，炮循因而為中六畢業生開展為期7+7
（七天加七週）的「職場新力軍」實習計劃，讓學生根據修讀的QF課程和個人興趣選擇不同行業實
習。上述《成效評估》報告通過訪問炮循實習生得出的數據顯示，三分之二的學生在實習後都傾向
有信心找到工作。然而，實習生通過實習後，對自我的技能、效能各項評分均比實習前下跌，但同時
實習生也會對職場的要求和自己的能力有更準確的評估，且會開始思考自己的職業規劃，當中需要
僱主和學校的持續鼓勵和支援。

老師太仁慈，『就住』（遷就）我們，以老師的角度去教我們怎樣去面試，變相不太真實……外面僱
主問的問題較為直接。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課程成效評估》受訪畢業生

沈立平強調，炮循希望透過實習計劃，「讓學生到了職場不是成為僱主的包袱，而是真的能成為『新
力軍』。」《成效評估》訪問實習主管的結果反映，實習計劃確能讓僱主對SEN青年的能力改觀，主
管對實習生的21項行為或技能總平均分比實習前預期均上升約10%-17%。然而，在實習後有
42.9%（6位）主管認為沒有合適職位，未能推薦實習生留任。報告還發現，若實習生修讀的QF課程
與實習職位相關，會更容易獲得主管青睞，可見QF課程對學生就業會產生幫助。

他亦樂於學習新事物，例如使用VR眼鏡和3D打印機方面，他能夠自己嘗試操作或查找文件進行打
印，這種自主學習的能力值得稱讚。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課程成效評估》受訪主管

炮循十個QF課程中有至少六個是第二級課程，《成效評估》顯示若學生修讀第二級QF課程越多，
便越有可能投身職場；但若修讀第二級的QF課程數量不足或未修讀過，他們較可能入讀其他機構
的資歷架構課程。對外界來說，不同教育機構的QF課程沒有太大分別，但沈立平認為，其他機構的
課程比炮循課程更加淺顯，相當於第一級，而且脫離市場就業需求，對日後就業起不到太多幫助。

消除偏見不容易
各界需要走多步

為炮循實習生提供實習機會的40多位愛心僱主中，大部分是大專院校和社會企業，只有較少部分是
私人企業，因為社會普遍把SEN學生當成殘疾人士看待。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14年的一項研究顯
示，209間商業機構中有 63％的僱主表示不願意在未來五年內僱用包括SEN人士來內的殘疾人，
認為SEN青年需要更多的培訓和監督。沈立平表示，擴大僱主網絡不是太難，但要持續提供長期的
全職職位並不簡單，需要各持份者的共同努力。

香港傷健協會的註冊社工林嘉俊作為炮循合作僱主之一，他強調建立共融工作間對SE青年穩定就
業的重要性。在硬件方面，應為聽障視障、肢體傷殘的員工提供便利的工作設施與環境。對此社署
也有殘疾僱員支援計劃，資助僱主購置儀器或改裝工作間，但僱主認知和意願較為不足，每年僅有
20至50宗申請；在軟件方面，工作環境和氛圍對於較為敏感的SEN青年來說尤其重要，因此應加強
同事的培訓，提升對SEN員工的認知和幫助，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

勞工及福利局聯同康復諮詢委員會和其他社福機構，推出《有能者‧聘之約章》，冀能推動僱主為殘
疾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合共有幾百個機構參與；然而，不少人批評，《約章》缺乏落實和監管，並無
顯著成效。《成效評估》建議勞福局應定期收集參與《約章》機構聘用僱員的狀況；邀請非政府機
構為機構進行評核；為連續多年達至要求的企業特別設計標誌，展示企業社會責任感，促進僱主聘
請SEN人士的意願。此外，政府也嘗試以經濟誘因讓僱主聘請殘疾僱員，例如「就業展才能」計劃
為僱主提供九個月的津貼，促進其聘請殘疾僱員，2017至2021年每年約有800至1,100宗就業個案。
儘管其申請量並不算太低，僱員留任率卻不足四成，大部分僱員均任職不足一年便離職，並無法為
SEN青年提供長期穩定的職位。對此，則需要加強政府、僱主、僱員就工作內容和困難進行三方協
調溝通，協助僱員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率，發揮他們的獨特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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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SEN人士的意願。此外，政府也嘗試以經濟誘因讓僱主聘請殘疾僱員，例如「就業展才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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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常言非常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SEN）的成長和發展，但當他們畢業離開校園後所面
對的種種困難，卻多數都會被「遺忘」。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與專收SEN學生的炮台山循道衛理
中學合作發表的報告揭示：在以「升學」為主流價值觀的教育過程當中，全港適齡學生有70.7%取得
專上學歷，但有關佔比在SEN學生中只有33.9%；而在追求「文憑主義」的職場文化之下，SEN學生
的就業率只有30-40%，明顯低於整體人口的70%。如何破除社會對於SEN學生的歧視與偏見，真
正促成「融合」，是有為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

圖為與炮循合作多年的僱主，其中黃志豪認為通過SEN學生在餐廳的服務，能讓社會人士看到他們
的能力。左起：MWYO青年辦公室助理研究員朱城鋒，炮循校長沈立平，社企生生餐廳經理黃志豪
，香港傷健協會社工林嘉俊。

升學導向為主流
職業教育遭歧視

根據教育局今年2月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2023/24學年共有64,220名SEN學生，
被分為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智障、精神病、聽障、肢體傷殘
及視障等九個類別。當局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鼓勵大部分SEN學生入讀普通學校，而較嚴
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經專業人士評估和家長同意後，則可轉介入讀特殊學校。政策原意是，透過

為SEN學生提供正常學習環境和公平學習機會，推動社會共融；然而，基於配套不足，政策實踐仍
然面對不少難題。

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與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炮循）合作發表的《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
課程成效評估》報告指出，在2020年，全港20-34歲罹患自閉症的學生當中，只有33.9%能獲得專
上學歷，顯著低於全港同齡人口中高達70.7%的專上學歷佔比。除此，SEN青年的就業率只有
30-40%，同樣顯著低於整體人口的69.1%。炮循是全港唯一一間生源全是SEN學生的基督教主流
中學，考慮到SEN學生在升學和就業時的困難，校方不像一般學校以「升學」為導向，而是較為注重
學生的職業教育，開設十個政府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QF），並會安排中六學生參與「職場新力軍
」實習計劃。

然而，在「融合教育」的政策框架之下，炮循有些「吃力不討好」。例如當局把SEN學生納入主流教
育路徑，沒有積極鼓勵學校開設太多加強職業教育的QF課程，結果導致炮循被質疑「只有你一間做
（QF），應該也沒多好」；另外，炮循也被當局限制每年只能招收46名新生，難以幫助更多SEN學生
。校長沈立平指出，社會普遍對大學以外的出路有所保留，但事實上不是所有學生都適合升讀大學
，他因而建議教育局多加推動和宣傳，給予更多正面支持和肯定，確立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道理，讓
每位學生都能選擇最合適自己的出路。

實習生信心下降
僱主滿意度上升

「學校無論如何模擬都無法還原工作的真實情況。」沈立平說，炮循因而為中六畢業生開展為期7+7
（七天加七週）的「職場新力軍」實習計劃，讓學生根據修讀的QF課程和個人興趣選擇不同行業實
習。上述《成效評估》報告通過訪問炮循實習生得出的數據顯示，三分之二的學生在實習後都傾向
有信心找到工作。然而，實習生通過實習後，對自我的技能、效能各項評分均比實習前下跌，但同時
實習生也會對職場的要求和自己的能力有更準確的評估，且會開始思考自己的職業規劃，當中需要
僱主和學校的持續鼓勵和支援。

老師太仁慈，『就住』（遷就）我們，以老師的角度去教我們怎樣去面試，變相不太真實……外面僱
主問的問題較為直接。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課程成效評估》受訪畢業生

沈立平強調，炮循希望透過實習計劃，「讓學生到了職場不是成為僱主的包袱，而是真的能成為『新
力軍』。」《成效評估》訪問實習主管的結果反映，實習計劃確能讓僱主對SEN青年的能力改觀，主
管對實習生的21項行為或技能總平均分比實習前預期均上升約10%-17%。然而，在實習後有
42.9%（6位）主管認為沒有合適職位，未能推薦實習生留任。報告還發現，若實習生修讀的QF課程
與實習職位相關，會更容易獲得主管青睞，可見QF課程對學生就業會產生幫助。

他亦樂於學習新事物，例如使用VR眼鏡和3D打印機方面，他能夠自己嘗試操作或查找文件進行打
印，這種自主學習的能力值得稱讚。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資歷架構課程成效評估》受訪主管

炮循十個QF課程中有至少六個是第二級課程，《成效評估》顯示若學生修讀第二級QF課程越多，
便越有可能投身職場；但若修讀第二級的QF課程數量不足或未修讀過，他們較可能入讀其他機構
的資歷架構課程。對外界來說，不同教育機構的QF課程沒有太大分別，但沈立平認為，其他機構的
課程比炮循課程更加淺顯，相當於第一級，而且脫離市場就業需求，對日後就業起不到太多幫助。

消除偏見不容易
各界需要走多步

為炮循實習生提供實習機會的40多位愛心僱主中，大部分是大專院校和社會企業，只有較少部分是
私人企業，因為社會普遍把SEN學生當成殘疾人士看待。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14年的一項研究顯
示，209間商業機構中有 63％的僱主表示不願意在未來五年內僱用包括SEN人士來內的殘疾人，
認為SEN青年需要更多的培訓和監督。沈立平表示，擴大僱主網絡不是太難，但要持續提供長期的
全職職位並不簡單，需要各持份者的共同努力。

香港傷健協會的註冊社工林嘉俊作為炮循合作僱主之一，他強調建立共融工作間對SE青年穩定就
業的重要性。在硬件方面，應為聽障視障、肢體傷殘的員工提供便利的工作設施與環境。對此社署
也有殘疾僱員支援計劃，資助僱主購置儀器或改裝工作間，但僱主認知和意願較為不足，每年僅有
20至50宗申請；在軟件方面，工作環境和氛圍對於較為敏感的SEN青年來說尤其重要，因此應加強
同事的培訓，提升對SEN員工的認知和幫助，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

勞工及福利局聯同康復諮詢委員會和其他社福機構，推出《有能者‧聘之約章》，冀能推動僱主為殘
疾人士提供工作機會，合共有幾百個機構參與；然而，不少人批評，《約章》缺乏落實和監管，並無
顯著成效。《成效評估》建議勞福局應定期收集參與《約章》機構聘用僱員的狀況；邀請非政府機
構為機構進行評核；為連續多年達至要求的企業特別設計標誌，展示企業社會責任感，促進僱主聘
請SEN人士的意願。此外，政府也嘗試以經濟誘因讓僱主聘請殘疾僱員，例如「就業展才能」計劃
為僱主提供九個月的津貼，促進其聘請殘疾僱員，2017至2021年每年約有800至1,100宗就業個案。
儘管其申請量並不算太低，僱員留任率卻不足四成，大部分僱員均任職不足一年便離職，並無法為
SEN青年提供長期穩定的職位。對此，則需要加強政府、僱主、僱員就工作內容和困難進行三方協
調溝通，協助僱員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率，發揮他們的獨特社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