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官立小學 

2023-2024年度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周年報告 

 

（一）服務簡介 

 本校於二零二三至二四學年繼續連同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組成學校群，聘請何彥誼姑娘為校本言語治療師，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服務範圍涵蓋「學生」、「教師」、「家長」及「學校」四大層面，以「預防」、「治療」及「提升」三個範疇進行。本校為統籌學校，獲

分配 60%校本言語治療師的服務時間，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學生、教師、家長及學校提供專業言語治療服務。校本言語治療師平均每

週在校服務三天。 

 

（二）本學年計劃目標 

1. 及早識別、轉介和支援校內有語言障礙的學生，並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個別治療和小組治療； 

2. 提升教師協助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技巧，舉行個案討論及教師講座； 

3. 加深家長對語言障礙問題和語言訓練的認識，協助他們掌握提升子女語言能力的技巧； 

4. 透過全校參與活動，營造共融文化。 

  



（三）本年度關注事項 

1. 提升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治療果效，建立及早識別機制以識別有語言障礙的學生 (學生層面)； 

2. 加深教師對各種語言障礙及學生支援策略的認識 (教師層面)； 

3. 提高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家長對其子女言語治療支援計劃的參與度 (家長層面)； 

4. 舉辦全校參與活動，提升學生的説話組織能力及面試技巧 (學校層面)。 

 

  



（四）本學年校本言語治療計劃內容及檢討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學

生

層

面 

 

預防 

治療 

及早識別有語言

障礙的學生 

新個案轉介評估 

 

所有持有其他機構的言語治療轉介信/

評估/進度報告的新生在兩個月內獲得

接見及評估。 

 

所有由教師經轉介表篩選出懷疑有語言

障礙的的學生在兩個月內獲得接見及評

估。 

 

檢討方法：查閱書面及數據記錄。 

新轉介學生評估情況 

1. 持有其他機構的言語治療轉介信/評估/進度

報告的新生 

轉介人數 評估後有語

障人數 

轉接至接受

評估所需時

間 

11 11 兩個月内 

 

2. 由教師經轉介表篩選出懷疑有語言障礙的

學生 

轉介人數 評估後有語障

人數有 

轉介至接受評

估所需時間 

3 3 兩個月内 

 

提供服務達標，安排有助及早識別有語言障礙

的學生，建議明年繼續。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學

生

層

面 

 

治療 為有語言障礙的

學生制訂治療計

劃 

制訂治療計劃 為所有舊個案進行覆檢並訂定治療計

劃。  

 

覆檢後兩個月內，為有語言障礙的學生

制訂治療計劃。  

 

檢討方法：查閱書面及數據記錄。 

制訂治療計劃 

1. 舊個案 

人數 完成制訂治療計劃所需時間 

37 兩個月内 

2. 新個案 

人數 完成制訂治療計劃所需時間 

14 兩個月内 

提供服務達標，安排有助及早支援學生，建議

明年繼續。 

學

生

層

面 

 

治療 提升訓練成效，

令學生能把治療

課所學的技巧類

化到日常生活之

中 

家居訓練：校本

言語治療師會為

學生設計家居訓

練 

 

所有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均能獲發家居訓

練。 

 

家長明白家居練習的内容及進行方法。 

 

檢討方法：家長問卷*及統計 

所有學生於課後均會收到校本言語治療師為學

生設計的家居訓練，據在治療課中的持續性評

估所見，完成家居訓練有助加快語障學生的治

療進度，亦曾有家長反映家居訓練有助學生把

治療課所學的技巧類化到日常生活之中。 

*因校本言語治療師病假及產假關係，所以未能

完成家長問卷。  

 

建議明年繼續此服務，並在學期末完成家長問

卷。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學

生

層

面 

 

治療 為有語言障礙的

學生提供治療 

按有語言障礙的

學生的治療計

劃，安排個別或/

及小組訓練 

所有被評定為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均獲得

跟進。 

 

提供分組名單，包括各組訓練目標及分

組原則。  

 

70%學生在接受治療後有明顯的進步。

(校本言語治療師在學期終的進度報告

會詳列學生的進展)。  

 

檢討方法：查閱書面及數據記錄。 

1. 23至 24學年接受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學生

共有 51人，至學期終*，仍需接受校本言語

治療服務的學生共有 51人。 

 中度 輕度 正常 

全學年 6 45 0 

 

2. 在學期終仍需接受治療的學生，能完成兩項

或以上治療目標的學生有 51人，44位學生

有顯著進步（86%）。 

 中度 輕度 正常 

學生人數（學

期終） 

6 45 0 

達成兩項或以

上治療目標的

學生人數 

6 45 0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3. 學生接受服務情況*： 

 最低治療節數

(個別或小組) 

最高治療節數

(個別或小組) 

中度 3 5 

輕度 1 5 

個別/小組言語治療平均訓練時間：30分鐘 

學生出席詳細情況見言語治療學生名冊。學生

分組情況及各組訓練目標詳見學生分組名單。

每節治療課的治療目標、學生進度及家居訓練

均記錄在治療記錄中。 

*因校本言語治療師病假及產假關係，學生於本

學年接受服務至 24年 2月上旬。 

 

建議明年繼續就學生需要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教

師

層

面 

預防 

提升 

增加教師對 

有語言障礙的學

生與語言學習策

略的認識 

教 師 工 作 坊 : 

「提升發音技

巧」 

80%或以上教師認為講座能增加他們對

校內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及支援策略的認

識。 

 

檢討方法：問卷及統計。 

因校本言語治療師病假及產假關係，所以未能

舉辦教師工作坊。  

 

建議明年從教師的關注重點考慮舉辦教師活

動。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教

師

層

面 

預防 

提升 

簡介轉介懷疑有

語言障礙的學生

的機制 

簡介轉介懷疑有

語言障礙的學生

的機制及轉介表 

80%或以上教師能使用轉介表轉介懷疑

有語障的學生。 

 

80%或以上由教師轉介的學生被確診為

有語言障礙。 

 

檢討方法：由校本言語治療師檢視及統

計。 

全校教師參與了於 23年 9月校務會議舉行的簡

介，會後曾有 2 位教師向言語治療師索取轉接

表，轉介了 2 位學生接受評估，當中 2 位學生

（100%）被確診為有語言障礙。 

 

建議明年繼續轉介機制。 

教

師

層

面 

治療 增加教師對 

有中度語言障礙

的學生及支援策

略的認識 

有中度語言障礙

的學生個案會議 

80%有中度語言障礙的學生的中文科任

老師認為會議有助增加他們對有中度語

言障礙的學生及支援策略的認識。 

 

檢討方法：查閱數據及書面記錄。 

曾於 24年 1月分別與 3位中文科任老師進行個

案會議。100%（3/3）有中度語言障礙的學生的

中文科任老師認為會議有助增加他們對有中度

語言障礙的學生及支援策略的認識。 

 

建議明年繼續此服務。 

家

長

層

面 

 

治療 讓家長得知學生

的溝通能力及治

療進度 

言語能力報告 100%新個案的學生家長會在 23年 10月

至 12 月與校本言語治療師面談或以電

話溝通。 

 

100%（14/14）於學期初被轉介的新個案的學生

家長曾於 23年 10月至 12月以電話與校本言語

治療師溝通，得知評估結果及治療方向。所有

家長均同意評估結果及認為治療方向切合學生

需要。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100%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家長會於 24 年

2月收到評估報告 （新個案）或中期進

度報告 （舊個案）。 

 

100%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家長會於 24 年

7月收到全年進度報告。 

 

檢討方法：查閱數據及書面記錄。 

 

原定於 24年 2月下旬家長日派發評估報告 （新

個案）或中期進度報告 （舊個案），但因校本

言語治療師病假及產假關係，報告將於 24年 9

月派發。  

 

建議明年繼續就學生評估及治療情況提供評估

及進度報告。 

家

長

層

面 

 

預防 

治療 

提升 

 

在個別學習計劃

會議中提供專業

意見，以提升各

參與人士對有語

言障礙的學生的

了解和如何在日

常生活或課堂中

改善學生的溝通

技巧 

 

個別學習計劃會

議 

校本言語治療師根據會議內容，修訂所

有參與個別學習計劃的有語言障礙的學

生的治療目標。 

 

檢討方法：查閱書面記錄。 

 

校本言語治療師曾參與一位學生的個別學習計

劃會議及一位學生的評估後會議，並已經根據

會議內容，修訂其治療目標。 

 

建議明年繼續此服務。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家

長

層

面 

治療 讓有語言障礙的

學生的家長知悉

服務情況及其子

女的治療進度，

並學習治療技巧

以進行家居訓練 

 

家長觀課 100%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家長能從手

冊上的備忘，預早得知治療時間。 

 

30%的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家長能參與

治療課。 

 

檢討方法：查閱數據及書面記錄。 

100%（51/51）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家長能透過

手冊上的備忘或電話，預早得知治療時間。 

 

12%（6/51）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家長曾參與觀

課，家長反映觀課有助他們了解學生的訓練目

標及掌握在家與子女使用家居訓練和課堂所學

的技巧進行練習，提升治療果效。 

 

建議明年繼續，並就學生情況聯絡未能到校觀

課的家長。 

家

長

層

面 

治療 與家長進行面談

/家長日接見/以

電話溝通，解釋

評估結果 /治療

進展，及建議家

長可如何在日常

生活提升子女的

溝通技巧 

家長面談 /家長

日接見 /電話聯

絡 

75%所訂對象（需要特別支援的新個案、

出組個案及將會升中但仍需跟進的小六

個案的家長）的家長以最少一種形式聯

絡 (家長面談/家長日接見/電話聯絡)。 

 

檢討方法：查閱數據及書面記錄。 

80%所訂對（16/20）的家長以最少一種形式聯

絡 (家長面談/家長日接見/電話聯絡)。 

 

建議明年繼續，並就學生情況以不同方式聯絡

家長。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家

長

層

面 

預防 

治療 

提升 

讓家長掌握支援

策略，改善學生

的發音能力 

家長講座：發音

知多少 

80%或以上參與的家長認為講座有助他

們了解更多如何在日常生活提升子女的

發音技巧。 

 

檢討方法：問卷及統計。 

曾於 24年 2月 3日舉辦一場為時一小時的家長

講座: 「發音知多少」，共 12位家長出席講座。 

 

100%家長（12/12）認為講座有助他們了解更多

如何在日常生活提升子女的發音技巧。 

 

建議明年從家長的關注重點、學生的語言能力

等方面考慮舉辦家長活動，提升家長參與率。 

 

學

校

層

面 

治療 

提升 

豐富學校的言語

治療物資及教材 

優化學校校本言

語治療資源庫： 

1. 發展校本言

語治療教材 

2. 就學生的言

語治療需要，安

排購 

買訓練教材及工

具 

學校認同所購買的訓練教材及工具適合

學生使用。 

 

檢討方法：查閱財政及書面記錄。 

學校於校本言語治療師進行採購程序前，曾檢

視校本言語治療師計劃購買的物資，學校認同

所購買的訓練教材及工具適合學生使用。 

 

建議明年繼續運用教育局的撥款，購買訓練教

材及工具。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學

校

層

面 

提升 提升學生面試時

的表達、發音及

聲線運用技巧。  

小六面試講座及

模擬面試訓練 

80%或以上的負責教師及社工認為講座

及模擬面試訓練有助提升學生面試時的

表達、發音及聲線運用技巧。 

 

檢討方法：問卷及統計。 

曾於 23年 11月 20日，連同負責教師及社工，

舉辦小六面試講座，向小六學生講解面試時的

表達、發音及聲線運用技巧。 

 

100%（3/3）參與老師及社工認為講座有助提升

學生面試時的表達、發音及聲線運用技巧。 

 

曾於 23年 11月 28日及 24年 1月 16日，連同

負責教師及社工，與小六學生進行模擬面試訓

練。 

 

100%（3/3）參與老師及社工認為模擬面試訓練

有助提升學生面試時的表達、發音及聲線運用

技巧。100%（3/3）參與老師及社工認為校本言

語治療師於模擬面試能因應學生的能力給予合

適回饋，以助學生改善面試技巧。 

 

提供服務達標，建議明年繼續。 



層

面 
範疇 目標 服務項目 檢討方法 檢討及建議 

學

校

層

面 

預防 

治療 

提升 

加深社交大使對

語障學生的了

解、提升接受輔

導的學生的社交

能力 

朋輩支援計劃 100％「社交大使」表示計劃加深了他們

對語障學生的了解。 

 

100％接受輔導的學生在訓練後社交技

巧有所提升。 

 

檢討方法：由校本言語治療師檢視及統

計。 

因校本言語治療師病假及產假關係，下學期開

展的朋輩支援計劃將於 24年 9月續推行。  

 

建議明年就學生需要繼續此服務。 

 

 

 

 

 

 

 

 

 



（五）總結及展望  

本年度的部份服務項目因校本言語治療師放取病假及產假關係，未能按計劃完成。  

在新的學年，校本言語治療師計劃繼續在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四個層面發展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1. 學生層面：  

 繼續安排及早識別有語言障礙的學生及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個別/小組治療； 

2. 家長層面：  

 繼續以不同形式與有語言障礙的學生的家長保持溝通，令他們了解子女的治療進展，並鼓勵他們盡量參與子女的言語治療支援計劃； 

 從家長的關注重點、學生的語言能力等方面考慮舉辦家長工作坊或活動，提升家長參與率； 

3. 教師層面：  

 繼續舉辦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對言語治療的認識； 

 入班觀察有中度語障的學生，並就學生需要，推行協作計劃； 

4. 學校層面：  

 從課程發展需要、學校和教師的關注重點、學生的語言能力等方面考慮舉辦全校性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