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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教育」源自匈牙利，主張揉合教育與治療於中樞神經系統受損人士的復康工作

上。「引導式教育」以培育患者的全人發展為目標，透過單一專業─「引導員」─協助患

者在成長路上盡自己本事去實現自我。這種與傳統西方醫學講求精細分工、矯正功能背道

而馳的理念，短短數十年間在復康界牽起不少回響；至今積極從匈牙利輸入正規「引導

員」，或派員到彼圖學院修讀正規課程之西方國家達二十餘數。 

囿於文化及資源所限，本會未嘗輸入正規「引導員」，只沿用既有人力資源，發展出一

套富香港特色的「引導式教育」。在西方醫學主流建制下，我們以「貫通式團隊」替代正

規「引導員」，同時每年派員到彼圖學院作短期學習及交流。經廿載耕耘，彼圖學院院長

葛絲瑪教授在第五屆《引導式教育國際會議》開幕致詞上公開確認香港是沒有「引導員」

推行「引導式教育」下的唯一成功案例。本會三位成員亦先後獲彼圖學院頒授「榮譽引導

員」名銜。具備官方認可，本會勢成遠東區推動「引導式教育」的基地，並開展了港澳及

海峽兩岸的教學工作。 

從宏觀角度看，本會以「引導式教育」串連不同服務單位，建立一套縱向系統，從孩提

年代開始伴著學員成長，直至他們完全融入社會為止。本文將以職業復康角度闡述「引導

式教育」的精神。 

「工作」是成人角色的象徵，有助智障成年人肯定自我；「引導式教育」縱向系統為智

障成年人提供職業幹道的階梯(圖一)，使其在合適及包容的環境下逐步攀登。階梯的最底

層是家居復康、其上有日間訓練中心、庇護工場、頂層為輔助就業。當學員能投身公開就

業，他們便正式脫離「引導式教育」體系。 

除一套縱向系統外，港式「引導式教育」還有三個原則：(一)貫通式團隊；(二)整合式

訓練；及(三)結構性環境。 

以「貫通式團隊」取代「引導員」是本會推行「引導式教育」的特色，由多部門專業人

員以「引導式教育」為共同復康理念，為個別學員建立共同訓練目標及將訓練計劃融入學

員生活；讓復康工作不再囿於少數專業員工之手，積極推動全體員工(包括專業及非專業人

員)參與訓練計劃，令學員生活的每一刻都成為學習機會；而扎實的人生，便是由這些細小

的學習機會匯聚而成。本文第二部份將以團隊中為數最少的專業人員─言語治療師─在庇

護工場的角色，闡釋「貫通式團隊」的運作。 

「整合式訓練」旨在平衡發展學員體智社心，專業員工必須開放一己之專業範疇，以學

員的整體需要爲本，與不同專業員工携手處理學員各方面的需要。換言之，訓練不局限在

職員的專業背景，只著眼在學員的全人發展上。接受本會服務的智障人士大部份都患有其

他殘障，如腦癱、自閉症等。然而，即使多重缺損，往往在別些方面會比較發達；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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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地給予「結構性環境」支援，智障或多重殘障人士也會展現不輸於別人的地方，活出

新天地。本文第三部份將以具自閉傾向的智障患者接受職前訓為例，深入闡釋這兩個原則。 

 
   

 輔助就業  

( 針對某些行業作重點培訓，旨在提高學員爭取公開就業的競爭力。 ) 

   

 庇護工場  

( 提供不同程度職業技能訓練，讓不同殘障程度之學員都能盡展所長，參與生產活

動。能力較低者以工作為媒介作功能改進，能力較高者以工作肯定自我；兩者均

獲酬勞。具潛質者可上遷至輔助就業。 ) 

   

 日間訓練中心  

( 提供職前訓練及培養工作習慣，包括：時空概念、數概語常、桌面專注、工作態

度、責任感、理解力、工作意慾、基本溝通及工作禮儀等。具潛質者會被安排到

庇護工場實地體驗，為上遷庇護工場作預備。 ) 

   

 家居復康  

( 針對一些抗拒與外界接觸，長困在家的智障成年人。治療人員定期到訪患者家居給

予適切訓練，續步鼓勵其到中心接受短時段訓練，按進度上遷至日間訓練中心。 ) 
   

圖一、職業幹道上的「引導式教育」縱向系統。 

 

「貫通式團隊」中的言語治療 

在本會十七所成人服務單位裡，就只得兩位言語治療師。為使有需要之學員能改善工作

上的溝通和互動能力，言語治療師必須藉著「貫通式團隊」的運作，透過其他同工(如：物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工場導師等)推行有關訓練。為方便其他職系人員跟進該等訓練，

我們的言語治療師特別編製了一系列溝通訓練標準教材庫，包括：《手勢溝通訓練手冊》、

《手勢溝通示範錄像》、《溝通圖庫》、《圖像光碟庫》等。教材庫的資料乃按日常用法

分類，方便搜尋；而所載資料亦定期新增，以配合時代及學員需要。 

經單位轉介後，言語治療師會先行參閱有關個案的綜合評估資料(由不同專業人員填寫)，

經深入評估及觀察學員日常生活(包括工作時段)後，言語治療師的評估結果將新增至該學

員的綜合評估檔案內讓各同工參考。 

與單位主責治療師商討適合該學員的溝通方法(如：手勢、電腦、文字溝通、溝通簿、

社交禮儀等)及有關訓練目標後；按學員喜好從教材庫中選擇合適教材，再就教材內容為單

位員工舉辦工作坊。工作坊亦作為一個互動平台，讓不同專業治療師交換意見，改善教材

內容，使能更適用於不同實況環境及切合個別學員的特殊需要。例：「手勢溝通」須配合

職業治療師的手部功能訓練及按個別學員情況修訂手形、速度及方向上的要求。 

訓練計劃主要循小組訓練及工作時段跟進。言語治療師按學員能力分組，小組初期由言

語治療師執行，然後安排單位員工觀察和參與。期間，言語治療師會向他們解釋訓練目標、

方法和技巧。之後單位員工將獨立為學員在工作時段進行個別訓練，而小組後期亦會交予

單位內其他治療人員執行；言語治療師只作定期(每月一次)監督。訓練期完結後，言語治

療師將與有關員工檢討學員進度及訂立來年目標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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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在學習上的主要困難在於普及應用的能力較常人爲弱，是故「引導式教育」強

調小組訓練必須配合日常跟進。使用標準化之教材能令學員在工場及宿舍接觸不同職系員

工時均獲一致的環境對待，這點對智障人士學習新事物尤為重要。此外、該教材庫巳廣泛

應用在本會成人服 

務不同層次的服務單位，即使學員上遷或下移，其所慣用的溝通方法及訓練亦得以連貫

及銜接。 

 

「結構性環境」下的「整合式職前訓練」 

日間訓練中心不少智障人士同時患有自閉症或自閉傾向，他們愛獨處、不合群、與他人

交往時極為被動、對改變生活習慣強烈抗拒。他們害怕別人擅闖其私人空間，甚至作出過

敏性反擊或自傷行為。一般適用於智障人士的社交生活及訓練模式並不適合他們，而傳統

處理問題行為的「行為更易法」對他們之成效亦存疑，遑論讓其在庇護工場接受職業訓練。

是故，他們一般會被安排到日間訓練中心接受職前訓練。 

該等學員由於不善表達意願或感受，容易發脾氣。焦慮情緒亦源於對外界缺乏整體認識，

以致不能預計後果亦不易接受改變。學習只停留在特定場景，不能應用所學，亦難以從經

驗中學習；注意力不集中，或過份集中以至對周遭茫然。一般的工作模式，無助培養他們

工作習慣，甚或引起焦慮，產生更多學習問題、異常行為等。 

傳統治療致力矯正患者弱點，「引導式教育」則以教育理念帶出患者潛能。在「引導式

教育」下，我們致力為該等學員建立一個有既定規律的工作及起居環境，以一致手法貫徹

他們整天的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下，他們自能安頓心神，工作井然有序，甚至比一般人更

有耐性，不懼刻板重複的工作。 

自閉人士擅長視覺思維、處理視覺空間的能力亦較一般人高。故此，我們在「引導式教

育」體系內注入「視覺策略」元素，以有系統的提示及圖像化的溝通，建立獨造環境讓患

者發揮潛能。亦鼓勵學員透過日常生活流程圖掌握生活程序，增加安全感。 

我們在日間訓練中心為 10 名智障及自閉人士進行詳細評估。受觀察學員均為動機薄弱

及有行為問題，屬於較難照顧一群。接受「視覺策略」訓練約一年後，學員在參與訓練及

行為表現上，均有明顯改善： 

(一)平均專注力由訓練前少於2分鐘，大幅調升至10分鐘。部分學員甚至可保持專注至

課堂小休(約15分鐘)。 

(二)有系統提示及圖像化溝通使學員明白訓練上的要求，日常生活流程圖讓學員掌握

生活規律；兩者均有助減少引發問題行為的誘因，大大減低異常行為出現的次

數，朋輩對他們的接受程度亦因而改善。 

(三)有系統提示及圖像化溝通亦能有效讓學員理解社交遊戲規則，所有學員在回應問

題及基本禮儀上均有進步，個別學員更主動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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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提供一條漫長的職業幹道，讓智障及多重殘障學員按步攀登；未能成功上遷者，亦可

在結構性的包容環境下，盡自己本事，在現時的梯階上開辟天地，肯定自我。「引導式教

育」是這幹道的骨骼，我們亦會按學員需要注入其他合適的復康元素，在這副骨架上增添

血肉，吸納現代復康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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