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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幼兒教育的發展與對特殊教育的重視，如何教導特殊需求幼兒，給予適

當的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國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因應法令的訂定，在學前已落

實融合教育政策多年。當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因為時代環境的需求而有所改變

及調整之際，我國執行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已超過十多年，其執行成效如何？與政

策規劃的結果是否一致？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藉由探討目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

施現況及分析其執行成效，以瞭解不同層面之利害關係人在執行時所遭遇到的困

擾，藉以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期許大家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有更好的調適與

認同，進而改善學前融合環境的品質，提升特殊需求幼兒在融合環境下的學習與

適應之成效。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成效之研究結果，研究發現： 

一、教師的態度、家長的配合及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是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成功的

主因。 

二、擬定及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推動在執行率方面具相當之成效。 

三、家長對融合班教師予以肯定，在教育特殊需求孩子遇困難時會尋求教師的協

助與幫忙。 

四、特殊需求生在學前融合的環境中有顯著成長。 

五、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在透過逐年逐步的調整與實施，及結合宣導手冊、

網路資源的提供等相關配套措施，用以達成融合之目標與精神。 

 

    並就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做為修正與推動台中市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

策之參考。 

 

關鍵字：學前融合教育、融合教育政策、特殊需求幼兒、特殊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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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are highly valued,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teach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o offer them with proper 

education are getting more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implemented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for years based on the laws.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n educational policy meet the need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as 

time goes by. Besides, our country has implemented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is research is going to discuss some relative 

questions.  What i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n inclusive education?   

Does the result match the prediction of the planned policy?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strategy.  Through 

discussing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chung 

City,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may encounter 

when they are working on the program.  Some suggestions will be made accordingly.  

By doing so, we hope people may have better adjustment and identification toward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Hopefully,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nvironment may be improved.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e learning and adop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under inclusive environment may be promoted.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are as bellows:   

A. Teachers’ attitude, parents’ cooperation and itinerant teachers’ assistance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B. The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of making plans and implementing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s is very good.  

C. Parents are positive about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and they 

will ask for teachers’ assistance when they confront difficulties on teachi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D.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the environment of preschool 

inclusion is significant.  

E.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and spirit of inclusion, the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chung City is gradually adjusted and implemented year by year, 

combining with information supply, such as promotion booklet, website resources, 

etc.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are recommend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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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and promotion of implementing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chung City. 

 

 

 

Key words: preschool inclusive education,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spe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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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初入職場之際與幼兒園教師分享著工作上開心、煩惱的事時，最常聽到教師

苦惱著某某小朋友今天又打人了、某某小朋友在教室大吼大叫隨意走動...，對於幼

兒種種脫序的行為應該採取何種策略進行輔導、如何引導幼童間的和平相處、教

學上的調整等是每個幼教老師最困擾也最迫切待解決的問題。探究原因也許是該

生被忽略了本身所存在的某種障礙因素或特殊需求，没有被鑑定出障礙原因，未

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而使得學生被「排除」、被「隔離」，而這些在在顯示了

我們對特殊需求幼兒的不了解。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愈來愈多人開始思考目前

的安置是否符合特教的理念或者是能否滿足這些特殊需求的人目前之所需。家

長、專家學者甚至政府機關、心理學家...等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也都了解特殊教育

對於障礙孩子的重要性。融合的觀念在法令、社會道德以及教育心理的因素下，

漸漸地與特教結合，於是特殊教育當前特別強調融合教育的重要，且主張在最少

限制環境、正常化原則以及反隔離的要求下來加以推展，甚至有漸漸向下發展的

趨勢（毛連塭，1988）。 

    融合教育真正受到教育界的重視是在於1980 年代中期及1990年之間。在1982

年加拿大蒙特婁根據加拿大權利及自由憲章（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擬定了特殊兒童安置在普通班的方案。在1980年及1992年間美國聯邦

政府根據美國殘障法案（ADA）及美國殘障教育法（IDEA）訂立了特殊兒童的安

置辦法，規定特殊兒童必須在最小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ed Environment；LRE）

中接受安置。我國在1997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中規定「為使就讀普通班

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到適當之安置及輔導，應訂立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原

則及輔導辦法......。」且又在其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第七條中規定「學前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兒童，應以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所以融合教育儼然已經形成一

種趨勢（吳武典，2001）。 

    融合教育的理念及發展在臺灣已推行多年，將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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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學習環境實行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學前融合教育是

讓學前階段的特殊需求幼兒進入普通幼兒園，和一般幼兒在相同的環境中遊戲、

學習，並給予適當服務之教育方式。強調的是提供特殊需求幼兒一個正常化的教

育環境，而非隔離的環境。 

    深入探討臺灣的融合教育政策，在教育界及學術界時常提到融合教育之口

號，其政策的制訂與法令的頒佈是否真正的落實於一般教育現場？有學者指出，

「在修正特殊教育法中，雖然沒有用到回歸主流、統合、融合等字眼，但在策略

上，已明確顯示儘量統合、朝向融合的取向」（吳武典，1998：14）。但是，目

前特殊教育法中提及融合的字眼，僅第十八條中提到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

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特

殊教育法，2013）。強調融合的精神，但令人質疑融合教育政策其效率是否真的

符合了教育的期望？所達到的教育成效有多少呢？在特殊教育法中包含了身心障

礙和資優教育兩個部分，但問題是，兩者之間的教育方式及學生接受的程度有明

顯的落差，融合教育政策的考量應僅就身障生的融合抑或應包含資優生的融合

呢？在探究目前特殊教育政策的研究中，主要集中於探討特殊教育政策和資優教

育政策，而實際針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進行探討及研究的數量較少。有學者主張

「融合教育不應僅由特殊教育界來倡議與著力，普通教育相關法令規定亦需配合

修訂調整；特殊教育立法應從普通學校整體面來規劃融合教育工作，而非單從特

殊教育本位來思考」（蔡昆瀛，2000a：12）。 

    另外，雖然法令規定班級有特殊學生得酌減普通學生之人數，但是因應少子

化現象及滿足家長的需求，就研究者所瞭解，在幼兒園的實際教育現場並非都能

配合法令減少班級人數，再則，有部分特殊需求幼兒是在開學後教師經由觀察及

進行發展篩檢後而發現之個案，如果再加上開學前已經以鑑定安置進來的確認個

案，不僅增加了班級教師的負擔，也不可能在已開學實際就讀的情形下冒然的減

少班級中普通學生之人數。另外在申請特教助理員及專業團隊的部分並不是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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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就一定能得到資源，提供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以大班特殊需求生為主，中小班

則是提供特教巡迴輔導及補助特教經費。但是，特殊需求生並非都是大班，忽視

了中小班中的特殊需求生也需要特殊需求的服務，這樣的教育現場其教學品質是

否有其成效，在配合政策的執行層面上是否能達到真正融合的意義呢？ 

    基於以上論點，本研究旨在探討及分析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成

效。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文獻回顧；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幼兒教育的發展與對特殊教育的重視，如何教導特殊需求幼兒給予適當

的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以往，特殊教育忽視了在一般環境中所存在的特殊需

求學生，將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加以隔離，強調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之

間的差異，主張以特殊的方法及隔離的環境教導特殊需求學生。但是隔離的效果

往往使得這些特殊需求的學生與社會脫軌，難以適應時代潮流變遷的社會生活，

而更顯得其孤立無援。在時代的潮流變遷及逐漸受到重視的特殊教育中，融合教

育政策的推動正好彌補了隔離教育所造成的缺失，希望能藉由提供無障礙的互動

機會，以激發特殊需求幼兒之潛能使其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特殊教育之所以能全面化及適性化的推動，在我國及世界各國的教育上皆有

著長久的奮鬥歷程。從十九世紀初對於隔離式機構的反彈，在教育的安置上也由

單一的特殊機構轉而為較少限制的多元安置方式（如普通班、資源班......等），同

時並倡導了回歸主流的精神（Dorn, Fuchs, & Fuchs, 1996），融合教育的形成是經

歷一連串的改革而逐漸成形。在「主張無論何種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所有的學

生都應該與年齡相當的同儕在同一個地方接受教育，而不應該在「特殊」或是「隔

離」的環境中學習......。」（Cartledge & Johnson, 1996）的理念中，我們了解了跟

一般同儕在正常環境中一同學習是人的基本權利，不容剝奪。身心障礙者唯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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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環境中生活及接受教育才能發展出與一般人良好的互動關係，將來也才能

在多元的環境中生存（O'Neil, 1995；Paul & Ward, 1996；林宜真，1998）。  

    自1960 年代起，特殊教育逐漸擺脫過去弱勢的形象，而開始受到社會大眾的

矚目與重視，許多重大的改革方案也從此時陸陸續續被提出，如：「反隔離」

（desegregation）、「反標記」（anti-labeling）、「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及其中最具指標性的「正常化原則1」（normalization）；爾後，演變至1970 年代

則又接連推動「最少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簡稱LRE）和「回

歸主流」（mainstreaming）等重要議題，企圖使身心障礙學童得以更順利地回歸

正常社會。這一連串的特殊教育改革運動，歷經了多年的努力與經營，終於在1980 

年代中期至1990 年間有了最為豐碩的果實，也就是「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理念（李孟芸，2013：1）。 

    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源自於特殊教育政策的推行，特殊教育政策主要的教育

對象是身心障礙者以及資賦優異者，而一般教育政策主要的教育對象是一般普通

生，融合教育政策因應這兩個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主要的教育對象在強調在相

同教育環境中的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我國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因應法令的訂

定，在學前已落實融合教育政策多年。當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因為時代環境的

需求而有所改變及調整之際，我國執行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已超過十多年，其執行

成效如何？與政策規劃的結果是否一致？因此，調查相關人員的意見，以瞭解目

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現況，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研究者本身服務於學前教育領域，在工作領域上常接觸到特殊需求幼兒，大

學時期加選修了三十學分特殊教育學程，同時具備了普幼教師與學前特教師的資

                                                      
1
 「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概念係 1950 年代源起於北歐，而後流行於美國，在往後的四十年裡，幾乎

每十年就有一個新的理念因應「正常化」的概念而產生，例如： 1960 年代的「去機構教養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 1970 年代的「最少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1980 年代的「回歸

主流」（mainstreaming）;1990 年代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這些理念的蔓延與擴大，對身心障

礙者的教育、生活型態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所謂「正常化」其涵意是指「讓身心障礙者每一天的生活儘可能

接近社會主流。例如：擁有正常的家庭大小、有適當的隱私、有社會的接觸、有情感與性的聯結、有酬勞的

工作、有機會參與決定等。」（Nirje,1969）正常化倡議的結果，就形成了社區本位服務的運動，其主要精神

在避免個人因身心的障礙而被隔離（segregation），傾向提供統合（integration）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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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對於融合教育政策在學前的推動與實施的過程，有實際的參與及執行經驗，

研究者本身尚具備了特教專業知能，但是對於如何有效引導特殊需求幼兒融入團

體及部分問題行為的輔導，仍感到困擾，而大多數學前融合班之教師只修習了三

學分的特殊教育學分，缺乏特教專業知能，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及行為問題、

與特殊生家長的溝通問題、行政支援的不足及如何針對各個特殊需求的幼兒撰寫

個別化教育計劃等都是教師們所困擾且待解決的問題。是故，在政策執行的過程

中，第一現場的學前教師在實施融合教育政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擾，及如何因

應遭遇困難時的可能解決之道，對於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以及執行的成效是否有

不同之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對於特殊生家長而言，缺乏足夠的管道獲得特教資源、没有足夠的能力及技

巧教導孩子、認為自己的孩子只是比別人慢了一點，長大後就跟得上，以消極的

態度面對孩子的障礙，認為將孩子送到學校就能解決問題。研究者在實際接觸特

殊需求幼兒之家長及融合班教師、一般幼兒之家長等相關人員時常會聽到抱怨的

聲音，大家對於「融合」的態度是接受的，但過程中卻往往感到力不從心，不知

如何才能營造和諧成功的融合環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因此，本研究將深入探討，調查目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現況，

分析其執行成效，瞭解各相關人員在實際參與融合教育時所面臨的困擾，提出可

能的解決之道，以期大家對於此政策能有更好的調適與認同，進而改善學前融合

環境的品質，提升特殊需求幼兒在融合環境下的學習與適應之成效。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分析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形成之過程。 

二、探討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現況。 

三、探討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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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有關融合教育議題的研究及探討，近年來受到相當熱絡的討論。融合可說是

二十世紀末在國際間廣為討論的新議題，不僅大幅度佔據教育研究領域，更滲入

許多國家的教育政策核心（張嘉文，2008：57）。本節旨在探討學前融合教育政

策之相關文獻，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論文名稱及摘要、關鍵詞

「學前融合教育」為關鍵字，共搜尋到55筆相關研究論文；以論文名稱及摘要「融

合教育政策」為關鍵字，搜尋到10筆；以「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為關鍵字，只搜

尋到1筆。茲就此分為三部分：壹、學前融合教育相關研究；貮、融合教育政策相

關研究；參、融合教育實施成效之相關研究。 

壹、學前融合教育相關研究 

    研究者整理學前融合教育之相關研究論文，將研究主題分為教師專業知能、

家長參與與支持、行政支持與專業團隊、教學實務等部分。文獻內容整理如下： 

一、教師專業知能 

    廖又儀（2007）《幼教師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的困難與因應策略》一文中對於提

升教師個人專業知能方面提到，因為幼教師極少接受相關的職前特殊教育課程，

而明顯缺乏特殊教育的專業能力、相關的特教經驗以及特教訓練，以致於難以因

應融合教育的施行。另外，在職進修與訓練方面，對於特教進修管道缺少、研習

活動缺乏實際效益的問題，間接的阻礙了幼教師的專業成長。 

    方婉真（2008）《學前融合教育班教師教學困擾之調查研究》以自編之問卷

調查學前融合教育班教師教學困擾情形。研究結果指出學前融合教育班教師在教

導身心障礙幼兒的過程中，會覺得自己對於特教專業領域不夠瞭解，無法提供身

心障礙幼兒最好的教學策略，需要充實特教專業知識來因應。足見學前融合教育

班教師體認到充實特教專業知識的重要性，認為自己應該更瞭解特教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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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尋求更有效的輔導方式來教導幼兒。結果也顯示了學前融合教育班教師的特教

專業知識與知能會影響教學以及學生受教的品質。 

    蔡沂蓁（2009）《國內學前融合教育現況及實施困境之探討》研究指出，教

師缺乏完善進修管道，在特殊教育相關知能，經驗不足及教師不諳特殊幼兒的特

性的情形下，無法針對特殊幼兒的需求給予實質上的教學輔導；並在家長期待過

高情形下，普通教師無法針對個別需求做差異性指導、評量，教學不知如何做適

當的調整變通，當教師無法處理這些負面的反應時，就容易產生教師壓力；這些

壓力更使教師不願意擔任班導師（蔡沂蓁，2009：20）。 

    由上述研究發現教師因為特教知能的不足造成教學之困擾，擔心無法給予特

殊需求幼生實質的教學與輔導。另外缺乏進修特教專業知能方面的管道，也顯示

了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在教師專業知能方面的配套措施需要再加強改進。 

二、家長參與與支持 

    林文怡（2012）《公立幼兒園融合班家長參與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以問卷

調查方式瞭解融合班家長參與之現況及態度的研究論文中指出，家長在參與特殊

需求孩子的活動中以參與子女教育的學習活動意願較高。無法參與子女學習及班

級活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工作忙碌、没時間參與學校的親職教育活動。另外，家

長對自身缺乏自信心，認為無可提供子女學習之貢獻，因此畏懼、退縮，害怕提

出建議使自己特殊需求孩子受到不平等待遇，因而消極的參與學校活動。 

    黃宜貞（2011）《學前教育階段一般幼兒家長對融合教育態度之調查研究》

以自編問卷對合併前之原台中縣市公私立幼稚園中之一般幼生家長及融合班級教

師進行調查研究。研究指出一般幼兒家長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的態度，包括：對身

心障礙者的看法、對融合教育的認識、對融合教育的配合意願等層面均呈現正向

的態度。另外也發現了家長對於特殊教育法、融合教育所提供的服務及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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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不為瞭解。若學校實施融合教育較為積極，家長對融合教育的認識和配合意

願相對較高，而教師有教導過特殊需求幼生的經驗，也會影響家長對融合教育的

正向態度。 

    陳新宜（2010）《身心障礙幼兒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下之問題研究》以質性

方式進行深度訪談，旨在瞭解苗栗縣身心障礙幼兒的家長與教師，對於身心障礙

幼兒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下的看法，以及探討在安置歷程中所遇到的相關問題。

研究指出，由於身心障礙幼兒的特殊需求與障礙，家長與教師在選擇讓孩子就讀

於融合教育環境的考量，比起一般幼兒有著更多的擔憂與無奈。家長會反應需求，

教師須提供服務，在供需之間，教師與家長的考量會以滿足身心障礙幼兒的特殊

需求為出發點，目的是期望在融合環境下，孩子能得到適當的安置。而家長在面

對身心障礙幼兒教育安置上的認知與處理方式，會隨著家長的態度與人格特質的

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看法。積極型的家長會主動尋求資源，試圖尋求更適合孩子的

學習環境；消極型的家長則是不知所措，甚至不敢行使自己的權利為孩子找尋更

適合的教育資源；而無奈型的家長會希望孩子能留在融合的環境中學習，但卻因

為孩子的適應狀況不佳而被迫更換安置地點。另外研究也發現私立幼稚園的轉銜

輔導工作未落實，導致家長無法獲得相關訊息與建議、缺乏完善的鑑定評估設備、

家長對於安置選擇認知不足，無法落實多元安置。研究中建議家長應積極汲取特

教相關訊息，透過書籍、網路資訊或是專業諮詢，出席各項相關會議為孩子爭取

應有的權利。藉由與教師或其他相關人員的良好互動，家長能更了解孩子的需求

與發展，為孩子開啟資源服務的按鈕，才能使孩子的學習獲得更大的進步。 

    由上述研究中發現，家長的態度是影響特殊需求幼生發展進步與否的因素，

唯有家長與學校及教師三方面積極的配合，有良好的互動，孩子的發展才有顯著

的進步。而對於特教資源的爭取也是家長必須瞭解及爭取的。因此，政府在對於

此一政策執行時的相關資訊及配套措施是否有明確的管道及宣導來提供家長瞭解

且易取得之，這些都是相關人員需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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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支持與專業團隊 

    李如男（2013）《臺北市幼兒園園長推動融合教育之困境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以半結構訪談臺北市幼兒園園長，藉由瞭解臺北市幼兒園園長對融合教育的理念

與整體的推動加以探討幼兒園在推動融合教育過程中實際遇到的困境及因應策

略。研究指出，受訪園長支持與接納特殊需求幼兒應該與一般幼兒一起在一般環境

裡就學，並談及特殊幼兒有逐年增加的現象，因此推動融合教育不只是未來趨勢，

更是非做不可。另外，認為收托特殊需求幼兒應有條件和限制，須考量到幼兒園人

力是否足夠和課程安排是否適合。對於政策的做法要有清楚的規劃和說明。再來要

有專業資源的支持和協助，包括經費補助與專業人員要足夠。而教師由於師生比

高、人力不足，增加行政工作壓力，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來不及寫難以配合行

政作業、特教研習地點太遠及人手調配不足影響教師參與研習意願。再來認為政府

補助經費少，不足以改善人力的不足及環境設備。而早療評估速度慢，報告取得慢

常趕不及申請補助之行政作業且作業繁瑣。再來是申請特教助理員的門檻高，標準

嚴苛，對於專業人員入園輔導與協助非常認同。而私立幼兒園會考量到收托特殊需

求幼兒影響招生而選擇放棄收托。 

    林甚組（2010）《臺中縣學前融合班接受專業團隊服務之現況調查研究》以

自編之問卷進行調查，藉以探討台中縣學前融合班教師與行政人員對專業團隊服

務之認知、專業團隊入園服務之實施與配合之狀況、專業團隊服務成效及接受專

業團隊服務所面臨之困難與挑戰。研究指出，學前融合班教師與行政人員對專業

團隊入園提供服務之認知有部分不足，認為專業團隊服務是抽離特殊幼兒進行直

接治療。園所給予教師的人力支持較不足，能全程參與專業團隊服務與討論的比

率不高，以致無法獲得專業示範及與專業人員討論可行之方法，無法將專業建議

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研究中建議園所可以專業團隊入園服務當成全園教師的進修

機會，安排較多教師可參與的時間或另外做課程與活動之規劃，請專業人員進行

示範教學服務與專業諮詢，藉此資源提昇園所教師與行政人員之教學與輔導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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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由上述研究中發現，園所的支持與專業團隊服務的介入能提供教師人力的支

援及提升專業知能，確實落實融合教育政策的執行，促使融合教育的效益展現。 

四、教學實務 

    林鈺涵（2004）《宜蘭地區學前教師對融合教育中發展遲緩幼兒接納態度之

研究》以宜蘭地區學前教師為調查對象，利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學前教師對融合

教育中發展遲緩幼兒的接納態度。研究指出，接觸身心障礙幼兒有非常愉快經驗

的學前教師對於融合班級中發展遲緩幼兒的接納態度有顯著相關。另外，身心障

礙幼兒就讀普通班會增加教師在選擇教材或教具等方面的困擾，而因其特殊需求

需要在教學上做一些調整。並建議加強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間的溝通，建立特殊

教育教師與普通教育教師間協同合作的模式，共同組成合作教學小組，以幫助有

特殊需求的學生。 

    邱曦萱（2007）《學前教師教學之心路歷程-以融合班為例》以半結構式的訪

談瞭解學前融合教師所經歷的教學經驗與心路歷程。由研究訪談中發現教師對於

特殊需求學生在認知上的學習要求不大，著重在管理其情緒與行為。在教學困擾

方面，不知如何協助特殊幼兒生活自理及與一般幼兒的互動。認為重要的是特殊

需求孩子能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學會適應團體生活。 

    由研究中發現，教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幼兒時對於其困擾主要是特殊需求幼兒

的情緒及行為的問題而影響到教室整體的秩序及教學品質。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特殊需求幼生能融入團體，適應團體生活，不致於社會脫節。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歸納如下： 

1、特教知能的不足及缺乏特教知能的進修管道，造成融合班教師的教學困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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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教師在配合實施融合教育政策時態度而有所差異。 

2、家長的態度支持與否，教師對家長的態度與情緒上的支持，親師之間的互動，

都是影響特殊需求幼兒發展的關鍵因素。 

3、園所的支持與專業團隊服務的介入能提供教師人力的支援及提升專業知能，確

實落實融合教育政策的執行，促使融合教育的效益展現。 

4、特殊需求幼兒的情緒及行為的問題，是融合班教師最迫切需要處理與輔導的課

題。運用輔導的策略及班級經營的管理讓特殊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融合在同一

班級裡愉快相處方能達到融合的目的。 

貮、融合教育政策相關研究 

    賴雅雯（2006）《臺北縣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政策之研究》以文獻分析、訪談

及問卷調查法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政策之實施現況、在實施過程中所遭

遇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研究指出臺北縣國民小學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現

況，由於法令有相關規定，以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實施情形較佳，但在語言、職能

治療師等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這部分須改進；普通班教師教導

身心障礙學生遭遇問題時會直接求助於校內特教教師，但較少作到依身心障礙學

生的需求來調整其課程教學，學校輔導主任和普通班教師對於融合教育政策之態

度、準備度都偏低。 

    劉嘉樺（2004）《台灣學前融合教育政策與實踐-以台北縣市國小附設幼稚園

為例》透過行動者的觀點，探討融合教育政策施行後的預期結果與非預期結果，

在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的過程中透過行動者的反思，讓融合教育政策更能因應行動

者的相關需求。以學者、教師和幼兒，從角色定位、互動關係、現場實踐（能動

性與侷限性）、反省性監控等面向，探討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落實程度為何？以

及行動者面對結構所產生的助力與阻力為何？對於政策方面的研究指出，由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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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的評鑑不一致，没有統一的評定標準，導致現場行動者没有依循的準則去

判定特幼生應該是被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還是適合安置在特殊班，家長擔心孩

子就讀特殊班被貼上標籤。因為評鑑與教育安置没有準則，加上標籤化與畢馬龍

效應的影響，因此國內的教學現場常會發生不當安置的情形。另外，政府在推行

新政策時，往往還没做好詳盡的規劃，就匆匆地把政策付諸實施，因此教師在參

與政策實驗的過程中，常會發生求助無門的窘境，常有無米之炊之感嘆，導致現

場教師剛開始每每無法正向面對施行融合教育之挑戰。 

    高宜芝、王欣宜（2005）《當前我國融合教育實施成敗相關因素之探討》在

研究中對我國實施融合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指出，雖然融合教育主張所有特殊學生

應融入社區中的普通學校，但是大多數的人概念仍然普遍認為特殊學生應該由特

殊教師教學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現今國內推行融合教育過程中，由於一般學校

普通班級人數過多，再加上身心障礙學生的加入，造成老師無法顧及每一位學生

需求。再者，普通班級教學與評量有一定的進度，加上學生異質性高、班級秩序

難以掌控等，在大班教學情境下要以學生個別差異做課程調整都是教師們常遇到

的難題，在缺乏適當的支持情況下，常令教師對實行融合教育卻步。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融合教育政策並無真正地頒佈及落實於教育現場。普教

與特教各司其職，分工多於合作。教育政策思考的角度需重新修正，特教與普教

應該要合流，教育政策的規劃與思考應有整體觀，如此現況服務內涵的重疊與資

源浪費才可獲得改善（鄭津妃，2012）。教育政策理念的不明確、特教評鑑的標

準不一致、及學前教師特教知能的不足等問題，都會侷限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成

效，因此，政府對於相關的配套措施應積極的研擬，並投注相關資源與制訂規則，

使所有環節都能環環相扣，方能使融合教育場域有更美好的教育願景。 

參、融合教育實施成效相關研究 

    吳武典（1993）指出影響融合教育實施成效的因素可分為四方面： 

一、物理環境方面：學生學習與活動的場所須符合無障礙環境的原則；對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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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没有入學限制的門檻，且提供充分的教學資源以助學習。 

二、心理環境方面：特殊需求學生在班上受到接納與尊重，得到協助與鼓勵，被

視為班上的一份子。 

三、課程教學方面：學習內容必須考慮到所有學生的需求，學習的結果也有適當

的評量。 

四、支援系統方面：不僅獲得充分的行政支援，所有的家長也能參與學校活動，

甚至與社區結合在一起。 

    蔡昆瀛（2000）認為若要確保融合教育政策推展的成效及品質，需要普通班

師生觀念的養成、相關知能研習、確定安置機制的建立、普通班級組成的調整、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落實、普通課程與活動的調整、家長的積極參與、支援服務的

有效提供等八大要項的配合。 

    蔡佳芬（2004）歸納出融合教育實施時的五項相關重要因素，分別為學校行

政支援配合、教師教學實施支持、親師合作進行、教師專業素養提昇及學生因素，

如果這些方面密切配合，則融合教育的實施會比較容易成功。 

    鈕文英（2002）綜合國內外文獻，將與融合教育實施成效有關的因素加以統

整（如表1-1），分成六個向度：班級結構、教師、學生、行政、家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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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影響融合教育實施成效之相關因素 

向度 相關因素 

班級結構 ＊學生人數、師生比 

＊特殊學生與一般學生的比例 

教師 ＊普通教育教師對融合教育的瞭解與支持程度 

＊普通教育教師的專業訓練與準備度 

＊普通與特教教師的角色與職責的澄清、合作方式與溝通情形 

學生 ＊特殊學生的障礙類型和程度 

＊特殊學生與一般學生的準備度 

行政 ＊行政人員對融合教育的瞭解與支持程度 

＊空間、設備與資源無障礙和充分的程度 

＊學校行政上的支持與協助 

＊特殊教育經費的提撥和分配 

家長 ＊家長對融合教育的瞭解與支持程度 

＊家長的參與和配合程度 

課程、 

教學與評量 

＊特殊專業服務的提供情形 

＊教學時間是否充分 

＊相關資源的引進情形 

＊課程/教材、教學方法、評量方法等因應個別差異的情形 

資料來源：鈕文英（2002：241） 

     

    由以上研究發現，教師、家長、行政支援、課程等是影響融合教育實施成效

之重要因素，另外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與執行也是重要之因素之一。Odom（2000）

提出21世紀的新話題：「是計劃，而非兒童，必須準備來施行融合教育。」（programs, 

not children, have to be 'ready for inclusion'）。在教師、同儕幼兒、家長、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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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等的正向看法與支持下，融合教育政策定能成功推展之。 

    綜合上述文獻整理，研究者發現雖然融合教育已推行十多個年頭，在學前階

段的相關研究多以探究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意見、態度、可能遭遇的困境等為主要

研究方向或是針對某一群組例如教師、家長為研究對象，且以量化的研究最為普

遍，在政策面的討論方面較少針對以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各利害關係人進行

直接的研究探討或相關的探討，尤其是以一單一縣市做個案的研究討論，政策的

立意良好，但有無實際的功效，或不符合實際需求的狀況。因此本文將以台中市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為例，採用質性研究方式，針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的

成效進行研究探討。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及分析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成效。首先蒐集學前融合教

育政策相關文獻資料，以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執行與政策的推動策略為本研究的

基本架構。經相關文獻的蒐集分析，分別對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家長、相關專

業團隊等進行訪談，瞭解利害關係人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現況及成效的

看法，進行統整分析，找出結論並提出建議。本研究架構圖如下（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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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架構圖 

貮、章節安排 

本研究內容分為五大章，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綸，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研

究範圍與限制，文獻回顧是針對學前融合教育及融合教育政策、實施成效進行既

有研究的瞭解與分析。 

第二章學前融合教育相關理論探討，包括：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與內涵、國

外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情形、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與相關理論探討。 

第三章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現況，包括：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源起、

學前融合教育的立法基礎與發展、我國學前融合教育面臨的困境，以政策的形成、

政策的執行與政策推動策略，探討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的概況。 

第四章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證訪談之分析，採用質性研究法，以參與

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相關人員為訪談對象，進行深入訪談，依據訪談結果

分別從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執行與政策推動策略進行成效分析，以瞭解台中市學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 

政策的形成 政策的執行 政策推動策略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成效 

教育行政人員 融合班教師 家長 相關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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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融合教育政策執行現況、成效及對策。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由前一章的成效分析結果，並提出建議，供未來推動及

修正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探討重點為台中市幼兒園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現況與成效分

析。是故，以台中市目前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現況為主要研究範圍，以台中

市教育行政機關承辦人員、學前融合班教師、特殊生家長、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為

研究訪談對象。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執行之現況與成效之間的關係，將採

用質性研究之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廣泛蒐集國內外融合教育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與本研究相關理論之

專家學者著作、論文期刊、網路資源、報章雜誌等，經詳細閱讀後進行統整與比

較性的分析，以瞭解學前融合教育的內涵及發展的背景，由國外的融合教育政策

實施情形，進而探究台灣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之法令及政策制定的過程。再以此

為基礎，調查台中市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以瞭解目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

施之現況。再進而分析執行此一政策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成效。以期能提供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成效分析之論證基礎。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深度訪談台中市教育局特教科行政人員、學前融合班教師、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以及家長，旨在瞭解台中市實施學前融合教育之相關政策對於

特殊需求幼生安置於學前融合班之學習成效及對於普通幼生的影響，希望藉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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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目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現況及分析其執行成效，以瞭解不同層面

之相關人員在執行時所遭遇到的困擾，藉以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期許大家對於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有更好的調適與認同，進而改善學前融合環境的品質，提升特

殊需求幼兒在融合環境下的學習與適應之成效。 

貮、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如下所述： 

一、本研究所探討之學前融合教育僅就台中市學前教育階段之幼兒園實施融合教

育政策之現況進行研究，各縣市做法可能不盡相同，研究結果不宜推論至其他

縣市。 

二、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研究，除教育行政人員訪談 2 名外，融合班教師

及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家長等訪談對象以台中縣市合併前之原台中市及原台中

縣之相關人員，各抽樣 2 名進行訪談，其中融合班教師共訪談了 6 位，抽樣對

象以擔任幼兒園園主任及曾任職於公私立幼兒園之教師、教學經驗年資等為本

研究主要的抽樣對象。另外在巡迴輔導班教師的抽樣對象以教學經驗之資深及

資淺教師為主要訪談對象。受試者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因主客觀因素或教育程

度、接納態度、地區不同等因素的影響，而使本研究在內容的分析和結果的解

釋上可能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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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前融合教育相關理論探討 

本章節旨在探討國內外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共分為三節加以論述，第一節首

先探究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與內涵。第二節在說明國外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的

情形。第三節則在探討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及對相關理論之說明。 

 

第一節 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與內涵 

    早期身心障礙學生被隔離、安置在特殊學校或特殊班級，缺乏與一般學生互

動的機會，而隨著社會大眾對人權及教育的重視，政府對特殊教育的發展，制定

了許多相關的法令與政策，其中以融合教育為特殊教育發展的主流。本節將針對

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與內涵加以探討，詳述如下： 

壹、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 

    「融合教育」一詞，最早出現在聯合國1993年通過的「障礙者機會均等實施

原則」中（王天苗，1999）。而教育部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發表

的內容中提到所謂融合，簡單的說：是指將身心障礙學生由特定的機構走入一般

的社區，由特殊學校轉至普通學校，從特殊班進到普通班，也就是強調回歸主流

和正常化。以往的特殊教育，強調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的差異性，所以主張要有

特殊的環境與特殊的方法；當前的融合教育強調特殊兒童和普通兒童的相似性，

所以主張在相同環境中提供特殊的方法。實施完全融合的教育，仍有現實上的困

難。故致力於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人性化的融合，尋求最適合特教發展的安置方

式，是當前重要的課題（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1995）。 

    毛連塭、許素彬（1995）認為融合教育是符合人性化的教育，它提供多元的

安置方式，因應兒童的個別需求，給予協助，並發展其情意與智能，在學習環境

中被接納與尊重，並獲得安全感。 

    Mittler（2000）認為融合教育應將所有兒童視為一個整體，安置在同一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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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有相同的作息，一起工作與遊戲。根據 Mittler 的說法，「融合」不僅是一

種教育政策，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政策。融合教育是針對有特殊教育需求（special 

education need，簡稱 SEN）、或者是以身心障礙幼兒為主的教育政策（Lindsay & 

Geoff，2003：1）。 

    許碧勳（2003：60）表示融合教育是指「反隔離」的教育政策。主張「零拒

絕」的教育安置，讓特殊需求的孩子與普通孩子融合在一起，能在一般幼兒的學

習情境中，給予兩者產生最大的互動機會，同時又能得到適當的特殊教育服務。 

    根據上述學者對融合教育的論點，研究者歸納出三個主要的關鍵因素： 

一、融合的對象：包含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生。 

二、融合的環境：主要是一般的學習環境，即以普通班級為主。 

三、融合的方法：強調個別差異，因應幼生的個別需求提供適當的特殊教育與普

通教育之服務。 

貮、學前融合教育的內涵 

    蔡昆瀛（2000b）將融合教育的內涵歸納為以下幾點：1.融合是一種參與感與

歸屬感；2.融合教育是更完善的普通教育；3.特殊兒與一般兒都需要融合教育；4.

融合是一種動態的歷程；5.專業的師資是奠定融合教育成功的基礎；6.充足的支援

與專業合作是融合教育的實施之道；7.融合教育延伸了對特殊教育專業的需求。 

    胡永崇、蔡進昌、陳正專（2001）指出融合教育之涵義包括以下八種，分別

為：1.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中，不作其他形式的特殊教育安置；2.不論學生障礙類

別與障礙程度，皆安置於普通班；3.安置於其所居住社區之學校中；4.不作抽離；

5.強調學生真正的融入普通班級；6.重視支持、協調與合作；7.強調特殊兒童與普

通雙方均獲益；8.尊重個別差異、重視個別差異之因應。 

    鈕文英（2008）認為學校實施融合教育，有五個主要的過程指標：1.形成融合

和合作的文化，與建立融合教育的願景；2.建立學校人員和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態

度、知識和技能，並且持續發展他們的能力，促進他們參與融合教育方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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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施；3.發展、持續實施和評鑑學校本位的融合教育方案，並且提供行政支援；

4.建立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教師間的溝通與合作；5.營造能讓學生身體、社會和教

學融合的班級。 

    吳淑美（2004）將融合教育實施之指標與特徵歸納為：1.每位學生皆為班上的

一份子；2.提供有效的教學個別化教育服務；3.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4.普通教師

與特殊教師共同合作；5.促進同儕互動與學習；6.學生與家長積極參與；7.行政資

源與政策的支持；8.提供合宜的評量方式。 

    廖又儀（2007）依據以下幾個向度，歸納出融合教育的涵義： 

一、融合的對象：服務的對象以班上具有特殊需求之學生為主。 

二、安置的模式：特殊學生全時段安置於普通班中，使特殊學生與普通學生於相

同情境下學習，提供正常化且非隔離的學習環境。 

三、同儕學習：增進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的雙向互動。 

四、教學的進行：尊重個別差異，針對特殊兒童進行個別化的教育方案、適性課

程、以及供合宜的評量方式。 

五、團隊合作：重視普通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的特教專業人員間的合作，

以及學生與家長的共同參與，提供特殊學生最佳的團隊合作服務。 

六、支持系統：強調行政面、政策面以及資源面的整合與支持。 

七、教育整合：將特殊教育帶入普通班中，合併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為一體系。 

    綜合上述，學前融合教育主要是為學齡前接受教育之一般幼兒及特殊需求幼

兒提供融合的環境，強調同儕學習的重要，並尊重其個別差異，結合普通教育與

特殊教育，讓所有的幼兒在融合的教育環境下皆有所成長。 

 

第二節 國外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情形 

    世界各國受到聯合國於 1948 年發表的「人權宣言」及 60 年代歐洲興起的人

權運動的影響，開始推動融合教育（吳昆壽，1998）。1968 年，美國學者 Dunn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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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最主要的教育安置型態-「特殊班」的教育成效提出批評，Deno 也隨後在

1970 年提出多元教育安置模式，建議採取「最少限制環境」的安置原則（陳維屏，

2013：12）。美國國會於 1975 年通過的「所有障礙兒童教育法」（又稱 94-142 公法）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對於教育安置型態逐漸從隔離安置

措施走向融合安置，影響最大（黎慧欣，1996）。在 1980 至 1992 年間，美國聯邦

政府根據「美國障礙者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 ADA）和「障礙

者教育法」（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簡稱 IDEA）修訂了特殊兒

童安置辦法，其中規定特殊兒童的安置必須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與非障礙兒童一

起就讀。融合教育的方式與教育的理念，從此不但成為美國特殊教育發展的方向，

也成為世界各國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鄭麗月，1999）。 

    研究者參考各學者專家的學術研究，整理各國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內容與

特色，為使能易於了解各國融合教育政策的實施情形，以期作為我國在實施學前

融合教育政策方面能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表列如下： 

表 2-1 各國融合教育政策分析表 

國別 融合教育政策 

中
國 

傳統特殊教育重點在於隔離安置重度發育遲緩程度不明顯的兒童。因

此，極不利於培養重度發育遲緩者的社會適應能力，也錯過了對輕度

發育遲緩者進行早期干預的最佳時期。有鑑於此，上海市教育行政單

位選取六所普通幼兒園作為實驗基地，設立學前特殊幼兒教育中心，

並採用行動研究法，探索如何在發達城區建立學前融合教育體制。 

1989年在確立發展特殊教育的基本方針中，提出積極開展學前教育。

2009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

業發展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殘疾兒童學前教育”。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則綱要（2010-2020年）》以關心和

支持特殊教育、完善特殊教育體系、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機制三大任務

和實施發展特殊教育重大項目為中心，提出發展特殊教育的九項具體

要求。其中第二條規定：各級政府要加快發展特殊教育，把特殊教育

事業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則，列入議事日程。但是卻把特殊教育

和學前教育分裂開來。時至今日尚無針對學前特殊教育制定專門的法

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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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加拿大的特殊教育史上有一份主題為 1968 年發表的「一百萬兒童」

報告書，是一篇有關特殊兒童之教育權利的報告書。 

該報告建議：「凡是為特殊兒童所安排的協助應以家庭或一般學校的

教室為重要場所，要給予此等兒童提供正常的生活經驗。」 

此報告促成加拿大的「融合教育運動」，即是把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

融合成單一的教育系統。 

1982 年加拿大蒙特婁根據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the Canadi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擬定了特殊兒童安置在普通班的方案。 

1990 年代開始，主張融合教育，強調（1）教育思潮進展到要將普通

教育與特殊教育合併為單一教育系統。（2）重視以學生為中心，符合

個別需求的教育措施。 

美
國 

美國在 1975 年公布殘障幼兒教育法（P.L.94-142）：強調零拒絕、個

別化教育方案及最少限制環境的理念。1986 年公布 P.L.99-457 修正

法，是目前推展特殊幼兒教育的主要依據，也是目前推展學前融合教

育的濫觴。 

在 94-142 公法通過後，數度對原始法律條文進行修正，在 1990 年的

修正案中，重新命名為「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美國融合教育政策之推動，主要是透過法律

的制定來逐步完成，而又以 IDEA1997 當中的內容為實施方向之準則。 

1990 年美國開始大力推動融合教育。持續推動全體身障者在正常教育

環境下受教，主張以更融合的方式，將學生安置於普通教育環境中，

在單一融合的教育系統中，傳遞教育服務給所有的學生，並增加特殊

教育教師與普通教育教師的合作，以共同計劃、協同合作教學等方式

來進行。為促使融合教育理想的實現，學校重建運動被提出。 

澳
洲 

澳洲聯邦政府於 1986 年公布殘障服務法案（Disability Service Act），

旨在提供發展一系列支援服務的架構，用以增進殘障者個人獨立與社

區生活的融合。 

1992 年公布殘障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旨在立法

禁止對殘障者在工作、教育等方面有所歧視。 

澳洲的融合教育具下列特色：（1）幾乎是全體學生的融合教育；（2）

融合教育不僅是目標，也是一種過程；（3）對學習困難與學習障礙學

生的特殊支援；（4）採用支援等級或特殊教育方案類型；（5）明確的

政策與執行機制；（6）幾乎是全體學生共用的統一課程；（7）特殊教

育專業人力的靈活運用；（8）不分類的教師登記。 



 

24 

資料來源：（許碧勳，2003：87；陳紅，2013：126-128；蔡文龍，2002：45； 

鈕文英，2002：2-3；許俊銘，2004：23；賴雅雯，2006：29-33） 

 

    綜合上述，融合可說是現今國際的新興議題，是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核心。

各國在融合教育政策上各有其特色，對於法規方面的制定均能考量到身心障礙者

的需求，讓身心障礙者能真正的回歸於社會中，在瞭解了各國在融合教育政策的

發展及其實施情形，也發現上述國家中除了中國對於法律的制定並未實際的制訂

出明確的法條，其他各國的融合政策可作為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借鏡，對於

推動我國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能有具體且明確的參考方向及目標。 

 

 

英
國 

英國在 1978 年提出渥努克報告書（Warnock Reporter），首度提出統

合、回歸主流的理念，強調特殊學生須給予系統化評量，即五階段的

鑑定。 

1981 教育法（Educational Act）：落實統合教育，建立整合專業服務，

讓家長參與評量。落實特教需求證書（Statement）的審查，提出五階

段評量模式。 

1994 年實施法案（The Code of Practice）：提出五階段「特殊教育需求」

（Special Education Need; SEN）的認定標準。將特殊教育服務年限延

長到 19 歲。 

英國的融合教育政策是由中央所推動，地方政府及學校為執行單位，

其對於特殊教育服務的對象不以病理上的障礙分類，而以「特殊教育

需求」統稱之；其次，在對於特殊學生的鑑定上，則以五階段評量模

式來執行連續的、不可越級的法定評估與安置流程。 

法
國 

法國在 1975 年公布殘障福利法並依法制訂「統合教育政策」。 

制定 1991 年教育法，規定自 1992 年開始，六歲以前的身心障礙幼兒

可選擇融合於日托中心、幼稚園或小學附設幼稚園就讀，凡是有特殊

需要之幼兒，由各縣市社會醫療體系的幼兒早期介入中心提供早期療

育的服務。 

1999 年提出「殘障教育計畫」，改善師資培訓制度、發展有關資訊及

適應性教學法予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長。 

2000 年公布「支援殘障者融合於社區之多年計畫」（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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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與相關理論 

    早期身心障礙者被認為是社會的負擔，飽受社會異樣的眼光。大多數人並未

給予身心障礙者適當的照顧，以排斥及拒絕的態度對待他們，將他們隔離於外。

而隨著融合教育理念的倡導，學生的受教權逐漸的受到重視，在融合的趨勢與推

動下，集中式或隔離式的學習環境不再是身心障礙幼兒就學安置的優先選擇，取

而代之的是在普通學校或普通班級中與一般幼兒一起學習與生活。 

    本節針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與其相關理論背景，說明與探討如下： 

壹、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 

    融合教育發萌於 1980 年代，但其實深受 1948 年聯合國「人權宣言」及 1970

年代歐洲興起的人權運動的影響。其中在 1968 年，美國學者 Dunn 即針對當時最

主要的教育安置型態-「特殊班」的教育成效提出批評，Deno 也隨後在 1970 年提

出多元教育安置模式，建議採取「最少限制環境」的安置原則（陳維屏，2012：

12）。 

    美國是最早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方案的國家，在 1970 年代，Bricker 進行「嬰幼

兒研究與介入計畫（The Infant, Toddler, and Preschool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roject）」，以「發展統合（developmental integration）」的概念安排特殊幼兒與普通

幼兒一起學習，奠定日後實施融合教育的基礎（引自王天苗，2003）。 

    綜觀整個特殊教育的發展，在1950年代之前採隔離式的教育；至1960年代開

始訴求「正常化（normalization）」理念；隨之因應在1970年代產生了回歸主流

（mainstreaming）運動與1980年代的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1990年代迄今21世紀興起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甚至完全融合的

理想（吳武典，2004）。在特殊教育的發展上，幾乎每隔十年即會產生重大且影響

深遠的變革。 

一、1960年代-去機構化與正常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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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東墀（2001）說明正常化的理念在20世紀60年代從北歐傳到美國。該理念

的基本精神乃是主張，身心障礙者在儘可能的範圍，能與非身心障礙者一起生活、

就學和就業，而不應採取隔離或區隔的措施。在正常化的原則之下，有所謂「離

開教養院運動」（deinstitutionalization，或譯為「去機構化」），主張讓身心障礙者

進入社區本位的設施（community-based facilities），在社區當中，與一般社區民眾

從事社區的活動，如：就學、就醫、就業、休閒活動等等。有識之士以為，身心

障礙者在社區中的生活方式與一般人無異，才是正常的生活。如果將他們送進（或

關進）教養院內，在其中長於斯、病於斯、老於斯、乃至葬於斯，實在是不符人

道的作法。就身心障礙的兒童而言，在正常化的原則之下，也應該與一般正常兒

童在正常的環境之下，接受教育，並且教育的活動也應該以正常的環境為考慮。

由於身心障礙兒童需要接受教育的緣故，衍生出他們也需要相關服務（related 

services），以有助於他們能夠與非障礙兒童在正常的環境中，共聚一堂、一起受教。

也因而帶動了許多重要的特殊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以後特殊教育立法的基礎。 

二、1970年代-回歸主流思潮 

    受到正常化原則的倡導，美國社會開始對之前隔離式教育提出了質疑與批

評，間接促使了1970年代回歸主流運動之興起（賴雅雯，2006：7）。「回歸主流」

理念的興起，仍是延續正常化的理念並與之相呼應，認為身心障礙者不應被視為

「化外之民」或「邊緣人」，主張他們應該回歸到主流社會，主流社會也不應該因

為他們是身心障礙者而排斥他們（何東墀，2001：57）。 

    1970年代，美國一群輕度障礙者的家長為維護其子女的教育權益，而發起回

歸主流運動，駁斥讓其子女在隔離環境中接受教育的形式，主張應使在支流教育

（即特殊教育）中的學童回到主流教育（即普通教育）中進行學習（陳麗如，2004：

61）。回歸主流係指事先已被安置在隔離式教育環境中的身心障礙學生，如果適應

良好，應令其回到普通班或普通學校中與一般同儕共同學習，並提供適合其能力

與需要的教育（林貴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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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於1971年宣佈「智能不足者權利宣言」；1975年宣佈「殘障者權利宣

言」，揭示殘障者「機會均等且全面參與」、「回歸主流社會的權利」，表現在教育

上，主要針對安置於特殊班的輕度障礙學生，要求將他們與普通兒童一起安置於

相同的教育環境（郭紜均，2007：3）。同年美國通過94-142公法，明文規定身心障

礙兒童應於「最少限制的環境（the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nt）」接受免費的公立

學校教育。許多以往被排除於公立學校之外的學生都獲得接納，為身心障礙學生

開啟了教育之大門，「回歸主流」理論蔚為當時特殊教育安置的趨勢。 

    但是回歸主流的基本哲學與實施方式，僅是讓原先被隔離的身心障礙學生能

夠回到普通教育環境裡學習，普通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的統合主要是在非學業性

的活動上頭，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仍是彼此分離的二個系統（劉博允，2000：21）。 

三、1980年代-普通教育改革 

    1985年美國開始提倡普通教育改革（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運動，

此乃是針對回歸主流運動以來，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之間彼此分離的弊端而起。

相較於回歸主流運動，普通教育改革的目標在調整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兩者間的

關係，它強調在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之間存有一種「共同分擔的責任」，希望能建

立一個較為統整的系統來管理教育資源，讓身心障礙學生獲得對其助益最大的教

育措施（賴雅雯，2006：8-9）。 

    普通教育改革運動認為若安置學生在普通班級中，而没有相關支援的提供，

則對教育體制和學生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傷害。於是，常以「抽離式」的方案進行

特殊教育活動，抽取部分就學時間對學生進行個別需求的教學服務，成為此階段

的重點，亦即所謂「資源教室方案」（resource classroom program）。至今，資源教

室方案亦成為特殊學生安置在普通班的特殊教育支援措施（陳麗如，2004：62）。 

四、1990年代融合教育興起 

    融合教育真正受到教育界的重視是在於1980 年代中期及1990年之間。在1982

年加拿大蒙特婁根據加拿大權利及自由憲章（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28 

Freedoms）擬定了特殊兒童安置在普通班的方案。在1980年及1992年間美國聯邦

政府根據美國殘障法案（ADA）及美國殘障教育法（IDEA）訂立了特殊兒童的安

置辦法中規定特殊兒童必須在最小限制（Least Restricted Environment；LRE）的環

境中接受安置（吳武典，2001）。 

    融合教育的方式與理念在1990年代被提出，已成為目前特殊教育的主流，融

合教育的興起是因應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彼此分離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改革，主張

將身心障礙的學生安置於普通教育的環境之中。 

    陳麗如（2004：64）指出融合教育不是回歸主流的舊瓶新裝，亦不是侷限於

非學業性的活動上，而是在普通班級中提供老師與學生必要的支援服務，並協助

學生個別化的課程調整，以確保學生在課業、行為和社會的成長與進步。1990年

代的「融合教育」，或說是「完全融合教育的主張」，主張每一位學生都應該在教

育的主流裡，若他們有特殊需求，就必須將其所需的相關服務或支持系統帶進學

校或教室內。 

    柯秋雪（2013：57）說明國際間對於特殊需求學生融合教育的重視與推動，

主要是聯合國於1994年在薩拉曼卡舉辦的特殊需求教育世界會議中，發表《薩拉

曼卡宣言》（Salamanca Statement）與《特殊需求教育的行動網領》（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聯合國於2008年在第48屆國際教育會議，以《融

合教育-未來之路》為主題，具體指出各國教育政策對融合教育發展的重要性，籲

請各國應該立法提升對兒童友善的教育文化與環境，支援教師教學，提升教師培

育以及訓練的品質，使所有兒童能有效學習，才能達到高優質教育（high-quality 

education）與優質全民教育的目標。2009年的《聯合國教育之政策方針》（Policy on 

Guidelines on Inclusion in Education）也重申品質與平等在融合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以終身教育的觀點而言，兒童早期照顧與教育（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ECCE）能預備兒童在學校學習成功，支援家庭，以改善兒童及其家庭

的福祉，尤其早期療育（early intervention）能有效節省特殊教育的成本，並能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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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融合教育的基礎（柯秋雪，2013：57-59）。 

    此外，柯秋雪（2013：62）也指出聯合國發表的《薩拉曼宣言》開啟了各國

重視特殊需求兒童融合教育之里程碑，而後也陸陸續續發表具體的融合方針與政

策方向，促使各國立法與政策支持行政與組織推動優質融合教育，重視教師與相

關人員之教育與訓練，提供兒童與家庭所需的資源與支援，增進兒童參與普通班

的學習與獲得成效，以達到優質的融合教育。 

    綜合上述，說明了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的重要趨勢。在重視人權、重視教育

公平與正義的現今社會，融合教育的實施能讓一般兒童有機會學習如何幫助特殊

需求的兒童，而特殊需求的兒童也能藉由融合的方式，得到個人的尊嚴與滿足特

殊需求，免於受到標記並保障了受教權。早期教育與早期療育更是落實融合教育

的重要基礎，因此在潮流的順應之下，各國政府更應針對學前融合教育制定相關

法令與政策，提供融合的機會，讓所有兒童都能受到重視，提升學習與獲得成效。 

貮、相關理論探討 

    曹純瓊（2001：2-8）表示無論是特殊教育學者或是發展學者皆認同身心障礙

兒童不應安置於隔離的教育環境中，多數認為融合教育對他們的發展與學習甚或

對未來的適應是最好的教育模式。 

    就兒童的心理發展與教育層面而言，蘇俄心理學家維高斯基（Vygotsky）認為

要教育心理或生理有困難的孩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促進他們與成人和同儕的社

會互動。這就是意指有困難的孩子應該被包括在原本文化的正常活動中。如果身

心障礙兒童無法經驗到成人或同儕積極互動的機會，在他們的「文化發展」上將

造成從屬的、或更嚴重的問題。維高斯基相信有特殊需求孩子的教育，應該和教

養正常發展兒童的目標相同（谷瑞勉譯，1999：146-148）。 

    維高斯基（Vygotsky，1993，引自曹純瓊，2001：2-8）基於結構主義的觀點，

即提出身心障礙兒童應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中，其理由如下： 

一、身心障礙兒童的發展過程與一般兒童是一樣的，深受到教育情境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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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一般兒童隔離則有不同的發展模式且少有益處。故不宜隔離。 

二、身心障礙兒童常被認為只具有具體的思考，故在學校生活中甚少暴露於抽象

思考的教學情境，其結果是抑制兒童可能仍存在的任何抽象的思考基礎。 

三、身心障礙兒童由於標記作用，而可能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因之有必要檢核其

發展本質與路徑，以提供教學模式。 

    在社會學習的理論中，維高斯基（Vygotsky）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最近

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ZPD）」。他認為孩子新的能力，

最先是藉與成人及其他有能力的同儕合作來發展，再內化為孩子心理世界的一部

分。維高斯基（Vygotsky）建議我們真正需要評量的，並不是孩子靠自己做，或已

具備的能力有多少，是要看孩子在其他人幫助下的表現及學習的潛力。他把ZPD

定義為「一段距離-介於由獨自解決問題，所顯示的實際發展程度，與經由成人指

導或與有能力的同儕合作來解決問題，所顯示的潛在發展程度之間的距離，就是

最近發展區」（谷瑞勉譯，1999：44）。維高斯基的最近發展區觀點，對學習和行

為困難的孩子特別重要。與其把目光放在這些孩子不能做的地方，他認為更重要、

更有挑戰性的問題，應是不管在獨立或有其他人協助的情況下，這些孩子「能做

什麼」（can do）的問題上。因此，維高斯基強調老師和父母應注重這些孩子的優

點，而不是只注意到他們的弱點（谷瑞勉譯，1999：149）。 

    以維高斯基的觀點來看，融合的學習環境對特殊需求的孩子或一般孩子皆能

提供一個良好有品質的教育環境，因此，我們應認同並重視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

讓每個孩子都能獲得適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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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現況 

本章旨在探討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發展與實施之情形，共分為四節，第

一節在說明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源起。第二節在敘述我國學前融合教育的立

法基礎與發展。第三節在探討我國學前融合教育面臨之困擾。第四節以學前融合

教育政策的形成、政策的執行與政策推動的情形說明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

策的概況。 

 

第一節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源起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之相關政策的源起如何而來？要透過這幾十年來相關的特

教會議及立法過程來談起，教育部在 1995 年發表的「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

書」（教育部，1995：30-33）文中提到為實現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充分就學、

適性發展的目標，所依循的理念共有九項，其中「零拒絕的教育理想」、「人性

化的融合教育」、「關鍵性的早期介入」等理念，即很明顯的說明了學前融合教

育是我國教育政策上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 

    1995 年的「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議」所公布的會議內容，為我國開始重視學

前特教議題的緣起，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郭為藩在此會議上主張：對身心障礙及弱

勢團體中五至六歲的兒童，將於兩年內達成教育免費化目標。會議中提倡有關學

前特殊教育的政策，包括：加強學前教育，提供早期療育服務：1. 五年內做到為

零歲至六歲幼兒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各縣市對三至五歲身心障礙幼兒由社政與醫

療單位設立身心障礙兒童通報系統及提供早期療育服務；2. 實施零拒絕教育，收

容各類及各種障礙程度的身心障礙兒童，以多元教育安置的方式，使所有的身心

障礙學生都能充分就讀；3. 重視個別差異與特殊需要的存在，落實個別化教育計

畫（IEP），協助有特殊需要之學生適當發展（林貴美，2001： 19-20）。 

    然而，1990 年代的教改運動中卻將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切割，在正常化的教

育環境中有潛藏著許多未被鑑定或處於弱勢的學生，他們也需要特教和融合的服



 

32 

務，但在普通教育的政策下這些學生的特殊教育需求卻被忽略了。行政院教育改

革審議委員會在 1996 年 6 月出版的第三期諮議報告書（1996：38-39），明確指出

當前之政策走向與法令修訂，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考量，在概念上已朝往國際化

與人性化的方向合流，值得肯定。其中第七點提到：1.免費為身心障礙者做醫療與

教育措施、2.提高就學率、3.擴充身心障礙者的師資培育、4.身心障礙者與普通班

同學上課，每班宜增設一位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教學。但在實質推動上，仍存有

若干不確定性在。文中指出當前國內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特教困境，身心障礙者

特殊教育之實施，應採個別化（以滿足個人獨特需求）與正常化（儘量接近正常

環境）原則，故應強調社區化與小校小班之安置方式，並大幅更新重整教材之編

製與教學之個別化，整合特教於普通教育內，將普通教育與特教模糊化（中重障

礙程度以上者可另考慮）。但這方面的努力，顯然是不足的，亟待評估並制訂具體

實施計畫。文中也提到（1996：40），身心障礙教育之基本問題，乃在於進入國民

教育體系之比例偏低，且缺乏 3~5 歲的早期療育系統，故零拒絕方案應以此為主，

方符國際潮流。教育部承諾在兩年內，將身心障礙學童之特殊教育往下延伸到五

歲，亦宜儘速承諾在五年內再往下延伸到三歲，儘速建立全面 3~5 歲身心障礙幼

兒之普及早期療育系統。 

    我國於1997年立法院第3屆第3會期教育委員會第12次會議中2，國立教育資料

館館長毛連塭當時提到融合教育是近十年來特殊教育流行的安置方式。對於特殊

教育約在三十年前，已有所謂回歸主流的想法，而在五十年前，則是採混合教育

法。在反隔離的要求下，遂產生了五十年前的混合式教育。到了三十年前特教界

普遍認為讓特殊學生在特教班受教育尚不足，應該回歸至普通班上課，即所謂的

回歸主流。到了近十年，美國由於財政及教育理念的改變，又提出了融合式的安

置方式，亦即以普通班為基地。在實施融合式教育時，必須特別留意所謂融合、

                                                      
2
 此會議邀請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毛連塭、新竹師範學院特教中心主任吳淑美、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特教系主任柯平順等學者專家就「普通學生及特教的另類選擇－ 探討融合式教育之實施」發

表意見，並邀請當時之教育部部長吳京報告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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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都只是為達目標的一種手段，而所謂融合，應包括生理、心理及社會的融合，

否則只是將兩類兒童擺在一起，並不能保證他們在心理、社會方面的完全融合（立

法院公報1997a：147-148）。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特教系主任柯平順教授在此會議中提到融合教育的基本精

神應該走在落實教育的精神上面，如果從傳統國內教育的精神：「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來談，融合教育本來就是應該做的，在做法上強調若干精神。融合教育是

合作的教育，需要很多領域的相關人員共同合作，而且在教育過程中，老師與家

長，不同的老師之間也需要合作，這也是合作精神。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孩子與

孩子之間彼此要合作，也是合作的學習。從效果方面而言，普通兒童會產生接納

心，即因相處而了解並接納他們。針對特殊需求兒童，若有特殊教學，同時也可

模仿正常兒童，將比只對特殊兒童實行特殊教育的效果更好（立法院公報，1997a：

151-152）。 

    接著在1997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第9條規定「各階段特殊教育之學生入學年齡

及修業年限，對身心障礙國民，除依義務教育之年限規定辦理外，並應向下延至

三歲，於該法公布施行六年內逐步完成。」、第13條「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

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第25條「為提供身

心障礙兒童及早接受療育之機會，各級政府應由醫療主管機關召集，結合醫療、

教育、社政主管機關，共同規劃及辦理早期療育工作。」（教育部，1997），而1998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7條也提出「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以與

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教育部，1998）。 

    由以上的會議內容及法令可明白我國的學前融合教育在 1990 年代開始即已受

到政府相當的重視，這也為我國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發展上奠定了重要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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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的立法基礎與發展 

    融合教育主要源起於特殊教育，在法令的制定上主要以特殊教育法為主。本

節旨在說明融合教育的立法基礎、發展歷程及其相關政策。詳述如下： 

壹、 立法基礎 

    政府為使特殊教育學生均能「充分就學、適性發展」，於 1984 年即制訂特殊

教育法，使特殊教育的實施，有了法律的依據。立法院在 1997 年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當時的吳京部長在說明修正草案時提到，一個國

家的教育，發展到普及程度後，特殊學生的教育，尤其是身心障礙者的學習權必

定受到關注，特殊教育發展之水準即成為國家教育進步的重要指標。無論是人文

學者或社會科學家，對於人性尊嚴的維護、個體需求的滿足、人類潛能的開發、

社會風度的培養均極重視。政府基於教育機會均等、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理念，

雖然在國家財政拮据的情形下，為堅持人文理念及社會正義原則，對於特殊學生

的教育一直不遺餘力，惟恐有所疏漏而限制他們的發展。特殊教育所照顧的對象

是社會中具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而身心障礙者更是最弱勢的一群，除了需要各

界予以關懷之外，更需要法律上予以適切的保障（立法院公報，1997b：66）。 

    特殊教育法是我國特殊教育主要的法律依據，1984 年公布後為我國的特殊教

育發展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政府為了秉持「融合教育」的理想能有效的達成，

在特殊教育法條文中規劃了多項實施於普通班中的特殊教育方案，1997 年修訂的

特殊教育法第 13 條中規定「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為

前提下，以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第 14 條「為使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得到適當之安置與輔導，應訂定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原則與輔導辦

法」、「為使普通班老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與其他學生之需要，身心障礙學

生就讀之普通班應減少班級人數」及第 15 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結合特殊

教育機構及專業人員，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之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

支援服務」（教育部，1997）。1998 年修訂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學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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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以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教育部，1998）。接

著在 2013 年所修訂的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中規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

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第 22

條「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第 23

條「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教

育部，2013）。 

    而不同以往雙軌制的特殊教育，在特殊教育相關工作者的觀念上需要調整，

在執行的措施上也需要配合。臺灣的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與相關法

規規定，如無障礙的環境、免費提供上下學交通服務、公平合理的應試機會、提

供相關專業服務、減少安置身心障礙學生之普通班班級人數、就近入學安置、提

供支援服務、各校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大分類方式培育特教師資等確保

身心障礙者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的權利。（張蓓莉，2009：9） 

    由上述的法規中可得知，政府為能促進並早日落實「融合教育」所做的努力。

雖然在我國的相關教育法規中並未直接針對「融合教育」之字句，訂定明確的法

規，但在法令規定內容中均顯示了融合教育的精神，已具備了相當之雛型。 

貳、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的發展 

    我國的融合教育發展之基礎建立在特殊教育上，因此，探討臺灣融合教育的

發展，要先瞭解臺灣的特殊教育發展。臺灣特殊教育起源始於 1886 年，英國牧師

甘雨霖在台南成立「訓盲院」。從 1960 年開始，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層面由盲聾

教育擴大至智能障礙、肢體障礙、資賦優異等各領域（莊惠如，2008）。而學前

融合教育的施行開始於 1986 年起，由輔大生活應用科學系附設托兒所首開實驗性

的進行，將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混合就讀計畫；1989 年起，吳淑美教授在新竹師

院特殊教育中心實施學前聽語障幼兒與普通幼兒融合教育實驗，並在 1992 年延伸

至國小階段，迄今已延伸至國中階段；臺灣師大特教中心 1995 年於附設幼稚園進

行不分障礙類別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的混合教育計畫；臺中啟聰學校及省立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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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智學校等特殊學校亦分別於 1997 年及 1998 年成立學前融合教育實驗班。上述

除輔仁大學附設托兒所外，其他多為特殊教育機構的學前特殊班級編制下進行的

實驗性教學模式，亦即一般所謂「反融合」。我國於民國 86 學年度開始，因應教

育部修訂之特殊教育法及各縣市教育局之要求與鼓勵辦法，部分公立幼稚園開始

進行 5 歲特殊需求幼兒的融合教育試驗班級教學，而於民國 87 學年度起才開始進

行全面實施計畫，普通學前教育園所的融合教育於此正式啟幕（曹純瓊，2001：

6-11）。 

    教育部為落實身心障礙幼兒之特殊教育，自民國 92 學年度開始進行第一期五

年計畫，即「加強推動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實施方案」。民國 98 學年度執行第

二期五年計畫，更名「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方案」，方案主要目標為全面

滿足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就學需求，擴大學前特殊教育服務量。自民國 92 學年度起

實施迄今，接受學前特殊教育之身心障礙幼兒已由 6,473 人增至民國 102 學年度 

13,839 人，顯示教育部推動學前特殊教育及其相關服務已頗具成效3。 

    此方案自實施以來，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之班級數（表 3-1）及接受學前身

心障礙特殊教育之幼兒人數（圖 3-1）皆有明顯增加之趨勢，顯示在數量的部分頗

具績效。 

              

                                                      
3
 網路資源-「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方案」，為教育部之施政理念與政策中為普及學前特殊

教育服務量及精緻服務品質，訂頒「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方案(98-102 學年度)」。網址 

http://spec.tzps.tc.edu.tw/Manasystem/Files/Bulletin/1030611 
 

http://spec.tzps.tc.edu.tw/Manasystem/Files/Bulletin/1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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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歷年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之班級數 

民國 92-102 學年學前度學前身心障礙特教班級數 

學年度 

身心障礙類 

集中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特殊教育 

學校 
小計 

92 98 25 12 53 188 

93 99 24 21 53 197 

94 104 21 42 53 220 

95 121 3 62 54 240 

96 121 4 66 53 244 

97 122 16 78 52 267 

98 121 21 85 54 281 

99 129 21 98 56 304 

100 129 19 113 62 323 

101 130 24 150 65 369 

102 134 18 192 62 406 

 

 

圖 3-1 歷年學前身心障礙幼兒接受特殊教育人數 

資料來源：摘錄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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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查詢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之資料顯示，至 2014 年 5 月 18 日製表之民國

102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共計有 14910 個身心障礙學生，其中在集中式學校、班級

以及在家教育者的人數為 1036 人，而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的人數為 13874 人，顯

示有 95%以上的身障生都是在各級學校的普通班就讀。 

    由以上數據可得知，我國近幾年來在學前幼教場所為特殊需求幼兒提供了充

分安置的機會，而由學前巡迴輔導班級數的增加也說明了目前我國學前特殊需求

幼兒的教育是以融合教育為主，安置於普通班級中的特殊需求幼兒的人數佔了大

多數的比例。這顯示了我國在學前教育階段實施融合教育，將身障生實際安置於

普通班與一般生共同生活與學習方面已具有相當之成效。 

參、 中央政府的融合教育相關政策 

    為確保與落實對特殊需求幼兒的照顧，我國政府在相關學者及各部會的努力

下，訂定了特殊教育相關之法規，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及法規的推行也成立了

各項改革方案及教育工作計劃，以下茲就學前融合教育相關政策分述如下： 

一、 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我國政府於 1980 年頒布「殘障福利法」，並於 1997 年修正名稱為「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修正了全部的條文，之後於 2001 年及 2003 年進行部份條文修正，

又於 2007 年變更名稱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主要目的在照顧身心障礙者，

維護其合法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機會，促進其自立

及發展。為落實「零拒絕」的理念，在教育權益的條文中明確指出學校不得以身

心障礙、尚未設置適當設施或其他理由拒絕身心障礙者入學。 

    而我國政府為讓特殊教育有更明確的實施方向及完善的規劃，於 1984 年訂定

公布了「特殊教育法」，於 2013 年、2014 年修正及增訂了部分條文， 在第一條

明確指出「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

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特制本法。」讓特殊教育之主

管機關有了法源上的規範，且提供了特殊需求學生更完善的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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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公布之相關辦法 

    教育部依據特殊教育法的公布，在 1987 年訂定公布了「特殊教育法施行細

則」，為符合教育制度及政策的調整，至 2013 年共進行了六次的修正，以提供特

殊需求的學生有更明確的安置原則並符合當前的教育政策。 

    另外我國例年來所頒布之相關辦法，如「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

（1991 年頒布），第二條明文指出特殊教育設施之設置，應符合個別化、社區

化、無障礙、融合及現代化原則。目前本法已修改名稱為「特殊教育學校設置及

人員編制標準」，並將第二條內容修正納入特殊教育法內。而 2013 年制定的「特

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第四條指出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

礙學生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其專業團隊，

以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等共

同參與為原則。為能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和一般學生相同的教育環境及相關支援的

協助，由以上法規即明確指出我國的特殊教育之相關政策以融合教育為主要方

針。 

三、 教育部之改革方案及工作計畫 

    教育部在 2015 年的年度施政方針4中，第八點指出整合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就

學措施，落實社會公義關懷；完備就學安全網相關措施，落實身心障礙學生融合

教育，完善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內容即明確的提到了「落實融合教育」。在

2014 年的年度施政計畫中，對於特殊教育的推展，重要的計畫項目為推動地方政

府特殊教育，其內容包括： 

表 3-2 教育部推動地方政府特殊教育年度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特殊教育推展 推動地方政府一、補助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購置輔具及提供相關支持服務、

                                                      
4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年度施政方針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2040&Page=23114&Index=9&WID=45a6f039-fcaf-44fe-83
0e-50882aab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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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提供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特殊教育服務、身心障礙

學童交通費及汰舊換新交通車。 

二、補助縣市政府加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功能、

辦理特教巡迴輔導及相關行政工作經費。 

三、補助辦理教師、專業人員、家長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改善私立特殊教育學校師資、辦理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冬

夏令學習營。 

四、鼓勵幼托園所機構招收學前身心障礙幼兒並補助家長教育

經費、補助縣市政府擬定並辦理學前特殊教育方案、補助

學前特殊教育班開辦費及教師進修經費、辦理托兒所及課

後托育中心等相關經費。 

五、補助直轄市與縣市立特殊教育學校、高職特殊教育班設備

及經常性經費，並提供高中職學生輔具、視障教科書及輔

導相關工作。 

六、補助縣市改善國中小無障礙環境相關設施。 

七、管理維護及推廣使用並發售特教學生測驗評量工具、編製

身心障礙類測驗評量工具及課程綱要、規劃特殊教育教材

教具、輔具及電腦輔助教學軟體支援網絡建置，及因應普

教課綱調整。 

八、辦理特殊教育評鑑及訪視。 

九、辦理優秀特殊教育人員表揚及愛心廠商表揚。 

十、補助縣市推動多元資優教育方案。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施政方針及計畫-年度施政計畫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2041&Type=1&Index=9&WID=45a6f039-fc

af-44fe-830e-50882aab1121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2041&Type=1&Index=9&WID=45a6f039-fcaf-44fe-830e-50882aab1121
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2041&Type=1&Index=9&WID=45a6f039-fcaf-44fe-830e-50882aab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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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特殊教育之相關政策的說明，顯示了我國政府對特殊教育的重視，

教育部以實際作為推動融合教育，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合與執行，確保了身心障

礙者的教育權益，也使融合教育得以有效落實。 

 

第三節 我國學前融合教育面臨的困境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中邀請教育部

部長蔣偉寧先生列席就「特殊教育執行成效及未來政策規劃」（包含各級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受教權平等事項）提出報告，並備質詢。立法委員林淑芬在此會議中提

到 30 年前，我們過渡到因為有差異，所以要特殊教育，而設立了特教班，但是，

這樣一路走來，又怕被汙名化、標籤化，所以又改了一個好名稱，叫「融合」，

立意良好，但要有配套方案，需要特教老師、助理員及因材施教的 IEP 計畫，這

些都沒有，這些都要錢。唯有配套和充分的資源，才能實施融合教育，而今天，

有充分的資源，也沒有配套的完整人力，今天的融合教育等於開倒車，回到 30 年

前，直接忽視、漠視。在教育現場中，第一，普通教師負擔過重。30 個普通學生

已經過重，你還讓他負擔這兩個特教學生，讓他們分身乏術……，老師分身乏術，

所以這兩個怎麼帶？老師也不知道，有些老師甚至沒有特教的概念，他要備課教

一般的學生都來不及了，還要處理情緒障礙居多的孩子，他沒有能力。所以他直

接承認他沒辦法教，而孩子在這裡面也就直接被漠視，如果嚴重一點的情緒障礙，

還會造成教學現場秩序的干擾，請他到別的地方坐。第二、一般學生不當行為和

態度，他們就排斥、排擠、謾罵，甚至再度傷害。第三、普通教育教師特教知能

不足，方法不足，也經常用錯方法，手足無措，讓這些特教兒童受到更多限制，

甚至剝奪學習權。第四、一般教師課程調整空間過份密集，強調教學成效，對於

特教生無法適應；我們剛才也一再強調，校內缺乏專業服務資源，這就是教育現

場。蔣偉寧部長回應一個班級原來 30 人，如果有特教學生進去，至少可以減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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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生。並表示教師應以專業能力處理特殊學生的問題，而專業則是透過學分班

的學習（立法院公報，2012：219-220）。 

    目前臺灣融合教育的比例已達 90%以上，但是由一些研究的結果發現，並不

完全支持融合教育所預期的標的。這或許代表我們的融合教育，需要更多的準備

與試驗。臺灣普通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態度尚待加強；相關制度與配合措施未臻理

想；各項支援系統的功能與實效，還需要繼續檢視或建置。「融合」關係到普通師

生與教育體制，尤其是普通教師方面，他們的需求、困境與壓力需要受到正視與

解決。師資培育方面，不僅只是改為大分類的培育方式，也需要加強特教教師瞭

解融合後的工作環境為：普通教師與普通教育。此外推動融合教育宜切實把握融

合的精神，提供特教服務而非特教場所，而已出現的「融合班」一詞，是否會影

響特殊教育的服務，依舊限於「特教場域」的框架中，值得關注（張蓓莉，2009：

16）。 

    我國這些年來為了推廣融合教育，在實務政策的推動上，增加了許多相關的

措施並增編了許多的資源，融合教育在我國學前階段的實行可謂已有相當之成

效。然而實際上在推展方面仍有諸多的阻礙，待宣導及協調與解決。普通班教師

在面對班級內的特殊需求生的種種行為或學習問題，時常有相當大的壓力，自認

為無法處理，而依規定需要為特殊需求生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也增加了教師在工

作及教學上的負擔，這些種種因素都讓普通班教師對於融合教育的政策與實施產

生質疑與排斥心理。 

    野薑花（2009）在國語日報發表文章-「談幼兒教育的零拒絕」，文中提到目前

學前融合教育因政策的推動，僅以「幼兒園招生中每收一名中度或重度幼兒得減

收一或兩名幼兒」，為融合政策作推動，且未設障礙別及最高額限，讓特殊幼兒直

接進入幼兒園。這種推動方式在對特殊幼兒的安置上是否符合真正需求？對普通

幼兒是幫助，還是相對於照顧的另一種剝奪？教師在繁瑣工作下，是否能提供班

級中包括特殊及普通幼兒好品質的照顧與學習？教師的幼教專業能否勝任？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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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入園後，支援的人力及資源又在哪裡？這些都是政策與實務上值得深思的問

題。 

    研究者搜集及整理相關之研究，綜合了幾點我國在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所面臨

的困境有： 

一、 家長的態度支持與否：不論是一般生家長或特殊需求生的家長，家長的過度

保護，與老師教育理念的不同，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即無法認同與配合。一

般生的家長不願意孩子受到特殊生的影響，而特殊生的家長怕小孩被貼標籤。 

二、 普通班教師的態度及專業：特教知能的不足及特殊生的行為問題都可能影響

教師的教學品質及對特殊需求生的態度接納與否。 

三、 特殊需求生對班級的適應能力：特殊需求生無法適應團體生活，因而干擾班

級秩序及教學。 

四、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不足：雖然政府已投入相當的經費與資源，但是對於園所

及普通班教師而言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例巡迴輔導教師入園的時間不足、

無法順利申請到特殊助理員或相關之專業團隊。 

五、 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

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在一些相

關研究中可發現擬定及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對於普通班教師而言因特教知能

的不足、對於特殊需求生的不瞭解、IEP 內容過於繁瑣，編寫相當耗時等原

因，增加了普通班教師在工作及教學上的困擾。 

六、 政府的法令政策不明：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對於招收特殊生得減收一般生之

人數及提高所需人力資源及協助，法條中並没有訂定明確之數字，因而大多

數學校因受少子化及招生等因素，不論其特殊生的障礙程度輕重與否，多半

只減少收受一位一般生，且未考量這些身障生都亟需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協

助，教育部本應據以編列相關經費，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3 年度

預算書卻未依法編列所需預算。受限經費及人力的不足而無法實際提高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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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協助。 

 

第四節 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概況 

    大台中在 2011 年縣市合併之後，積極檢視市政教育相關發展政策，研擬永續

發展目標及策略，推動全面性及有系統的深耕教育，營造教育文化的幸福國際城

市。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發表的施政白皮書
5
（2011 年~2014 年）中對於發展策略及

具體措施中的發展策略十四提到：健全鑑輔功能，適才適性安置。而其中的具體

措施第 4 點：以學生需求為中心，落實融合教育，提供適性安置，確實督導各校

定期評估學生教育安置適切性，並檢討與改進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就學安置

與服務措施，達成彈性的教育安置。 

    「均衡資源分配，完備特殊教育措施」是台中市教育局對於特殊教育政策實

施的重點業務6，其中在推動學前特殊教育方面，提到應符合有教無類的精神。對

於學前身心障礙幼兒教育之規劃，包括： 

一、加強辦理早期療育宣導與親職教育。 

二、培訓學前心理評量人員，以利早期輔導與復健介入。 

三、逐年增設各類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 

四、鼓勵公、私立幼兒園優先招收身心障礙幼兒，提供融合特殊教育服務措施。 

五、積極規劃辦理開設學前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提昇學前幼稚園所教師特殊

專業知能。 

六、鼓勵學前幼教機構進用已修畢 54 小時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或專任合格學前

特教教師，以提昇學前特殊教育幼兒受教品質。 

七、辦理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訪視，瞭解學前特殊教育實施狀況並提供行政支

持。 

八、辦理學前特殊教育方案，發展多元化特殊教育安置型態等項，以落實有教無

                                                      
5
 網路資源：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施政白皮書 http://www.tc.edu.tw/m/360 

6
 網路資源：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重點業務介紹 http://www.tc.edu.tw/m/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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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因材施教之特殊教育精神。 

    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7的統計資料顯示，台中市在學前教育階段接受特

殊需求的幼兒人數由 2011 年縣市合併時的總人數為 1319 人，至 2014 年接受特殊

需求幼兒的總人數已增加至為 1589 人，而因身心障礙普查及特殊教育逐年落實，

學生總人數穩定增加中，由數據可以看出台中市在進行特殊教育宣導工作已展現

部份成效。台中市配合國家的特殊教育政策，致力於特殊教育工作的推展，積極

推動且落實融合教育的政策，使得台中市特殊需求的幼兒得以有機會早期發現早

期療育，及早接受教育與學習。茲就台中市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政策相關之措施

說明如下： 

一、 台中市學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各級地方政府為落實融合教育的理念，依據特殊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訂定了

相關法規，以利融合教育的推行，茲將台中市公布之學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整理

如下： 

表 3-3 台中市政府學前特殊教育相關法規 

法規 目的 法源依據 

台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設置要點（2011

年發布，2013 年修正） 

台中市政府為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

置、重新安置及輔導事宜，設置台中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特殊教育法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 

台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

要點（2011 年發布） 

台中市政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參與諮

詢、規劃、推動特殊教育與其他相關事項，

設置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 

特殊教育法第五條 

台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補助交

通 費 實 施 辦 法 修 正 條 文

（2011年發布，2014年修正） 

補助對象為無法自行上下學且未搭乘就學

服務交通車之身心障礙學生。補助標準以每

年度實際就學月數計，每月補助新臺幣五百

元。 

特殊教育法第三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 

台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實施

要點（2011 年發布，2012 年

修正）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為協助本市特殊教育教

師有效教學，加強本市特殊教育課程教學之

改進與研究發展，以提升本市特殊教育師資

素質及特殊教育品質，特設置特殊教育輔導

團 

 

台中市身心障礙巡迴輔導教

師服務實施要點（2012 年訂

定）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本

市身心障礙學生享有適性教育，發展良好之

社會適應能力，充分發揮身心潛能，獲致最

 

                                                      
7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年度特殊統計 http://www.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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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台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教育方案申請辦法 

適用對象為經台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鑑定，未安置於各類特殊教育班

之特殊教育學生，得依學生特教需求及類

別，分別擬具特殊教育方案。 

特殊教育法第十一

條第三項 

台中市身心障礙幼兒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

免補助要點（2011 年發布，

2013 修正） 

台中市政府為減免身心障礙學生與設籍本

市之身心障礙幼兒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

雜費，特訂定本要點。 

 

     

    以上法規可見台中市對於學前特殊需求幼兒之就學服務，規劃並提供了各項

法源依據。 

 

二、 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實施內涵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0、17、23 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規定，台

中市政府於 2014 年公布「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階段學前教育階段特殊需求學

童鑑定安置計畫」，其重要內涵如下： 

（一）目的 

1、 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學童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

務。 

2、 維護特殊需求學童受教權益，適性安置，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二）申請對象： 

1、申請「鑑定安置」：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或學前機構學齡 2 至 6 歲（出

生日期 2008 年 9 月 2 日至 2012 年 9 月 1 日）幼童，且領有下列各項有

效佐證資料之一以上，尚未取得特教身分者： 

（1）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2）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因重大傷病致影響學習。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中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

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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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經本市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定後，同教育階段不得再次申請

鑑定；惟因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身心障礙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審議。 

（三）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1、依本市鑑輔會議決或申請鑑定安置時所持佐證資料之有效期限為該生特

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 

2、安置單位應於該生特教資格有效期限內協助提出重新鑑定。 

3、未依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該生各項

特殊教育服務。 

（四）安置原則： 

1、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 

2、依據 2014 年 4 月 10 日修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

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 3 條，學前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教班每班

以不超過 8 人為原則。 

三、 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之相關措施 

    為了積極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台中市政府訂定了各項實施計畫及相關辦

法，同時為提昇學前教師特殊專業知能，舉辦特教知能研習，並成立特殊教育諮

詢會、專業團隊、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特殊方案等服務以提供學前教師諮詢與支

援服務。分述如下： 

（一） 訂定相關推動計畫與辦法 

    台中市政府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5 條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0 條

以及民國 103-107 學年度教育部提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方案，訂定了「學前特

殊需求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督導工作實施計畫」，其目的為： 

1、 督導台中市各學前安置單位學前特殊需求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設

計、執行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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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本市教保服務人員設計與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知能。 

3、 輔導本市各學前安置單位落實團隊合作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確實

提供家庭支援服務、相關服務及轉銜服務，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健全

個別化教育計畫整體運作模式，強化安置單位特殊教育行政配套作為之

績效。 

4、 確保並逐步提升本市學前特殊需求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其所規劃提

供各項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另外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3、24 條以及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

辦法、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辦法。訂定了「臺中市身心障礙專業團

隊服務暨管理要點」，其目的為： 

1、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適性化教育之權利，充分開發其身心潛能。 

2、整合教育、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專業服務，提昇身心障礙教育效能。 

3、協助各級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生活、就業轉銜及家庭支持，促

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依據「台中市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督導實施計畫」，督導各

級學校落實轉銜服務工作，以促進各教育階段服務資訊確實移轉，有效整合各方

資源，持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全面性與適性之個別化特殊教育服務。  

（二） 辦理相關教師研習 

    台中市政府為督導學前特教輔導工作的品質，以台中市幼兒園之行政人員對

特教相關業務之認識與瞭解以及增進幼兒園普通班教師 IEP 專業成知能，落實個

別化教育之實施，辦理了幼兒園教師特教專業進修增能成長系列研習，參加對象

為台中市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經由研習活動，彼此切磋教學方法，增加

教學知能，2013 年度學前幼教教師人數為 1471 人，於該年度曾參加特教研習之人

數為 1180 人次，參加研習比率為 80.21%
8。 

                                                      
8
網路資源：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統計資料 http://www.tc.edu.tw/m/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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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資料，可看出台中市在 2011 年縣市合併後，依據法令規章推動政策，

對於法規的訂定及推行，特教經費的爭取與調整等，都顯示出在學前融合教育政

策的推動上，努力的整合各個面向，也積極的推動幼托整合政策、健全幼教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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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證訪談之分

析 

    在統整第二章的理論探討及第三章的「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推動之現況

後，為瞭解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形成、執行的方式以及所推動的策略以進

行成效之分析，將以推動及參與「學前融合教育」的政府公部門相關人員及參與

教師及家長作為主要訪談對象（表 4-1）。學前融合教育的主要環境是學校，主要

執行的對象為教師，因此本研究將受訪之學前融合班教師，另以表格列出經歷及

教學年資（表 4-2）。 

表 4-1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對象 訪談日期 代號 

台中市特教資源中心學前特教承辦人員 
2015/03/17 A1 

2015/03/24 A2 

台中市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2015/02/02 B1 

2015/02/06 B2 

2015/02/10 B3 

2015/02/26 B4 

台中市學前融合班教師 

2015/02/12 C1 

2015/03/18 C2 

2015/02/01 C3 

2015/02/09 C4 

2015/02/16 C5 

2015/02/17 C6 

台中市學前融合班學生家長 
2015/02/03 D1 

2015/02/05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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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學前融合班學生家長 
2015/02/09 D3 

2015/02/11 D4 

 

表 4-2 受訪教師基本資料表 

代號 職稱 經歷 教學年資 

C1 幼兒園主任 曾擔任公立幼兒園教師 10 年、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6 年、 

公立幼兒園主任 1 年 

17 年 

C2 幼兒園主任 曾擔任公立幼兒園園長兼任教師 21年、 

公立幼兒園園主任 3 年 

24 年 

C3 幼兒園教師 公立幼兒園教師 13 年 13 年 

C4 幼兒園教保員 曾擔任私立幼兒園教師 2 年、 

公立幼兒園教保員 1 年 

3 年 

C5 幼兒園教師 曾擔任私立幼兒園教師 10 年、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5 年、 

公立幼兒園教師 7 年 

22 年 

C6 幼兒園教師 曾擔任私立幼兒園教師 1 年、 

公立幼兒園教保員 2 年、 

公立幼兒園教師 1 年 

4 年 

 

    訪談內容設計分為三大部份：（一）政策擬定及輔導面：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特

教課承辦人員及特教資源中心行政人員（訪談者 A），（二）政策實際執行推動面：

台中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訪談者 B）、台中市學前融合班教師（訪談者 C），（三）

政策參與感受面：台中市特殊需求幼生之家長（訪談者 D）。本章將探討訪談中所

獲得的資料，透過本研究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形成、執行與成效之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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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的分類整理與分析。訪談期間為：2015 年 2 月至 3 月，並於訪談結束後

將訪談內容進行整理記錄（附錄），以利統整分析，訪談題目如下（表 4-3、表 4-4、

表 4-5、表 4-6）： 

表 4-3 訪談題目大綱-教育行政人員 

題號 題目 配對 

1 在「學前融合教育」推動過程中，首長曾對此一政策做過哪些指

示或協助？推動的理念為何？ 

形成 

2 在「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前曾經考慮過什麼要素？（環境

背景因素、設立目標的原則、所要達到的教育目標） 

形成 

3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形成 

4 對於特教經費的提撥與分配，有哪些方面？主要的考量為何？ 形成 

5 教育局辦理特殊教育評鑑對於各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的成效是否

有所提升？在哪方面較顯著？ 

執行 

6 在制定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時，相關資源配合的情形為何？（相關

人員的準備；人力、空間、設施等的資源準備） 

執行 

7 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到目前為止，有何具體成效？滿意嗎？

各級學校、教師及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有成效評估機制嗎？ 

執行 

8 對於所制訂的政策，在實際推行時，是否有一些阻礙、或是侷限？ 執行 

9 就「學前融合教育」之政策面做了哪些規畫或調整？採用哪些措

施或策略？ 

推動

策略 

10 在政策規劃上如何將資源進行整合？運用哪些方式將理念傳達出

去，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行效率及成果。 

推動

策略 

11 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後，其目標達成的程度如何？對教

育人員及家長、學生產生哪些影響？對教育環境產生哪些影響？ 

推動

策略 

12 對於舉辦過的學前相關融合教育宣導活動或研習（例：轉銜、IEP

研習等），在實施融合教育政策上是否有所成效？ 

推動

策略 

 

表 4-4 訪談題目大綱-學前融合班教師 

題號 題目 配對 

1 請問您對於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看法？ 形成 

2 就您瞭解，台中市在「學前融合教育」的整體規畫上做了哪些調

整，讓特殊需求之幼生及家長願意參與？政策的規畫及考量是否

參考教師的意見？ 

形成 

3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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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參與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有何具體的成效？

對目前的成果滿意嗎？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 

執行 

5 您認為自己是否具備特教專業知能，是否參加過台中市所舉辦的

特教研習，以哪類研習課程最有幫助，認為還可以舉辦哪類的研

習課程？ 

執行 

6 面對此一政策時，教師在執行上的需求及在推動過程中遭遇的困

境，行政單位是否有提供方法或提供哪些資源支援教師？ 

執行 

7 在執行學前融合教育時，曾面臨過什麼樣的困難？ 需要哪些協

助？（例如：教學、班級經營、行政、課程、家長溝通方面） 

執行 

8 對於一個班級中的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應為何較為恰

當？您的學校是否有確實實行酌減人數？ 

執行 

9 對於目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的入班協助是否有實質幫助，您希望

特教巡迴輔導教師以何種方式協助您？您們如何配合？ 

執行 

10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

及管道讓家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

行效率及成果。 

推動

策略 

11 您認為台中市以審核教師所撰寫的 IEP 通過與否，做為特教經費

的獎補助或獎懲辦法，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 

推動

策略 

12 如果家長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產生疑慮，您如何解決？ 推動

策略 

13 對於普通和特殊學生的融合，您所運用的策略為何？ 如何解決幼

兒之間的衝突呢？ 

推動

策略 

14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還需要作哪

些努力？您有何看法或建議？ 

推動

策略 

15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畫與目

標？ 

推動

策略 

 

表 4-5 訪談題目大綱-家長 

題號 題目 配對 

1 對於台中市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有何看法？在參與過

程中，您感受到承辦人員及校方、教師的態度如何？滿意嗎？ 

形成 

2 對於特教經費方面的補助是否有實質的幫助？認為政府還可以提

供哪些方面的補助？ 

形成 

3 您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 形成 

4 您認為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

件？ 

形成 

5 您參加過哪些台中市所舉辦的特教相關宣導活動，是否有所幫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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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認為還可以加強哪些部分的活動？ 

6 您與園所教師對孩子的教養、行為或學習方面等是否有所共識，

園所教師對孩子主要的幫助有哪些？ 

執行 

7 就您瞭解，台中市在「學前融合教育」的整體規畫上做了哪些調

整，讓特殊需求之幼生及家長願意參與？政策的規畫及考量是否

參考家長的意見？ 

執行 

8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台中市政府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推

動有何具體的成效？對目前的成果滿意嗎？ 

執行 

9 您為孩子選擇就讀幼兒園所考量的因素為何？剛入園所時是否有

不適應的情形？在哪些方面較不適應？ 

執行 

10 您認為孩子在融合教育環境中學習， 是否有所進步？在哪些方面

最有所進步呢？ 

執行 

11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您有何看法

或建議？ 

推動

策略 

12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

及管道讓家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

行效率及成果。 

推動

策略 

13 在孩子的教育遭遇到問題及困難時，您希望得到哪些需求和協

助？ 

推動

策略 

14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畫與目

標？ 

推動

策略 

 

表 4-6 訪談題目大綱-相關專業團隊 

題號 題目 配對 

1 請問您對於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看法？ 形成 

2 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下，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發展是否會有所侷

限？ 請試著說明在哪些地方會被侷限？ 

形成 

3 您認為學前融合班的教師應具備哪些特質？ 形成 

4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形成 

5 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的政策，您所提供的服務為何？ 執行 

6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參與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有何具體的成效？

對目前的成果滿意嗎？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 

執行 

7 您如何協助融合班教師、小孩及家長？希望教師及家長能如何配

合？ 

執行 

8 您認為在輔導的過程中，在哪方面曾遇到困難？如何解決？ 執行 

9 您認為一個班級中的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為何較為恰

當？就您所瞭解各園所是否依法規辦法實際配合執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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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您有何看法

或建議？ 

推動

策略 

11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

及管道讓家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

行效率及成果。 

推動

策略 

12 以您自身的觀點出發，您認為要順利推行學前融合教育需要哪些

配套措施呢？ 

推動

策略 

13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畫與目

標？ 

推動

策略 

14 您認為台中市以審核教師所撰寫的 IEP 通過與否，做為特教經費

的獎補助或獎懲辦法，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 

推動

策略 

 

第一節 政策形成的過程及認知程度之分析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形成，旨在希望特殊需求幼兒能安置於普通教育的環境

中，與一般幼生共同學習。學前融合教育的推動與實施，對於各相關人員是否都

已具備了足夠的瞭解與因應的能力，本節將針對各相關人員對學前融合教育的形

成與認知，進行分析與瞭解，並進一步探討政策形成之相關因素。 

一、 台中市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形成與推動的理念 

台中市於民國 100 年縣市合併後，因地方區域範圍大，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為

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援系統，協助辦理特殊教育相關事項，在特教科的業務之下

又分為中區、海線，及山線三區的特教資源中心。而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規劃主

要以海線及中區特教資源中心為主，並在中區特教資源中心成立學前組的行政單

位，主要負責全台中市的學前特殊教育的鑑定安置與轉銜、輔導等業務。 

（一）台中市教育行政人員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規畫 

    台中市學前特教資源中心學前組的行政人員對於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

推動理念，提到台中市目前主要是依據特殊教育法，配合教育部訂定的特殊教育

發展五年計畫為政策的規畫方向及理念。 

 

目前主要是針對教育部特殊教育發展五年計畫的內容，以小組會議方式開

會，討論所要推動的工作進行修正與調整。還有教育部臨時訂定的政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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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著重的方向，隨時要針對所發放的公文內容進行討論及規畫與推動。（A1） 

 

希望把特殊的孩子能儘量都安置在普通班，主要推動的理念就是依法辦理。

（A2） 

 

    教育行政人員表示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規畫與推動，會先考量各層面可

能影響的因素及主要希望達到的教育原則，在經過這幾年的規畫與調整，已有固

定的模式，且每年都有宣導，因此大家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已具備相當的認識

與瞭解，因此在推動上也多能配合執行。 

 

會考慮到家長的立場以及學校所能做到的層面，不同性質的公私立學校等都

是考慮的要素。（A1） 

 

原則上是希望特殊需求的學生都能安置在普通班，主要以此要素為考量。至

於安置的原則會經過審查的機制再予以安置。（A2） 

 

    政府在規劃融合教育政策時，在特教經費的提撥與分配影響著學校對於融合

教育政策的配合與否，尤其是在私立幼兒園的部分，經費的補助，對於特殊需求

生的接受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私立機構方面有二筆補助，為鼓勵招收特殊生，補助各私立機構五千元，

並於每年安排特教訪視，到各個學校訪視特殊生安置及適應的情形，以及私

立機構如何運用所補助的經費，至於補助的標準是以要求各學校教師針對特

殊生撰寫 IEP，只要有完成送審且通過即可補助私立學校五千元，另外公私立

部分都有一筆家長教育經費的補助，私立每學期補助七千五百元，至於公立

幼兒園則是每學期補助三千元。（A1） 

 

在經過我們的審查機制，確定安置於各種班型的特殊生，會再轉由教育局裡

管理經費的負責人員再行審查各園所是否達到補助的標準，審查的層面很

廣，例如軟硬體設備、還有教師和學校在特教上整體的理念、巡迴輔導做的

好不好等。（A2） 

 

    而為了瞭解台中市各校實際執行融合教育的情形，及對於特教經費實際運用

的情形，台中市每年均安排了學前階段特殊教育輔導訪視工作，派員到各校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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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訪視，並依各校執行成果整理成冊，提供教育局單位及學校、教師實質的建

議與可改進的地方。另外，台中市為讓全市各幼兒園的教師及行政人員瞭解與認

識學前特教所有相關業務之時程、可申請之福利及需填寫之各種表格、可諮詢之

管道等，除了發給各校學前特教相關之手冊，在網路上也詳細介紹及附上了相關

表件供大家下載，並於每學年開學前要求各校負責特教行政業務的人員進行相關

之研習課程，讓大家對於台中市的學前特教有更深入的瞭解，以利配合市府的各

項政策之執行。 

 

（二）學前融合班教師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 

    學前融合班教師對於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瞭解與認同，影響著學前融

合教育政策的執行成效，而政府在政策的規畫是否以教師的意見為考量，也關係

教師對於政策的配合與否。 

 

感覺上政府所做的調整比較硬，例如，在去年本來是規定在幼兒園安置特殊

生不能酌減人數，但是在園主任會議後，就能聽取大家的意見，酌減一位普

通生，但是，這樣的彈性並不大，以特教法而言，可酌減 1~3 人，這樣彈性

較大，但是台中市只能酌減 1人，就規定的很硬。（C1） 

 

對於政策的調整，身為現場教師的我，並無太大感受，也並未被徵詢過相關

意見。（C3） 

 

    教師認為政策的規畫没有徵詢過意見，但也有教師認為整體的規畫更週延也

更具體，在經過政策的宣導後，家長對於融合的政策較為瞭解。 

 

整體的規畫更加週延且更具體了，家長對於融合教育其實是不懂的，但是他

會理解到特教的專業，知道可以得到實質的幫助。主要是詢求專業教師的看

法，只是下達命令讓我們執行，但是並没有實質考量到教師的意見。（C2） 

 

有巡迴輔導老師會進班協助幼兒及教師並且給予建議。政策上也提供家長非

常多的便利性。如網路上的申報及研習訊息的提供。（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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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主要在醫療和社福還有教育體系方面都有針對特殊需求生進行調整，

例如教育方面提供巡輔服務及特教方案，就是特教助理員還有安置治療師入

校進行療育課程，在醫院主要提供療育課程，而社福體系則是對特殊需求生

的家庭提供服務，但是這三個單位好像就没有很明確的連結，在整體的規畫

上並没有做很確實。是否有考量教師的意見，當然就感受不到了，我們主要

是配合政府在執行。（C5） 

 

關於這部分，我有初步的瞭解，例如參加過的 IEP 及鑑定安置、轉銜等的研

習，就有透過這些瞭解目前台中市的政策規畫，除了參加研習，平常就没有

什麼機會接觸。（C6） 

 

    由教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知，教師對於政府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

主要是經由公文的發送、研習或巡迴輔導教師的傳達，大家都能配合著執行政策

或傳達給家長瞭解，但是在政策的規畫方面，教師普遍認為政府在規畫政策時並

没有接納他們的意見，只能努力配合著執行政策。有許多的政策都是經由教師再

轉而提供家長資訊，但是對於主要執行者的教師而言，無論在面對家長、面對行

政人員或面對特殊需求生等，所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但並不是每個政策在各校

都能順利的執行，有任何疑問時，也只能打電話向相關單位抱怨，或藉由每年的

園主任會議中提出問題及討論，能溝通的管道太少，並没有實質的瞭解及考量到

教師的意見。 

 

（三）家長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 

    家長對於台中市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主要是經由社福機構或學校教

師的傳達，配合著參與各項活動及會議，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能感受到相關人員

的用心，但是並没有實際的瞭解台中市推動了哪些與學前融合教育相關之政策，

因此對於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並不完全瞭解。 

 

我覺得台中市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家長的態度還是最大的關鍵，因為

我願意面對孩子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願意和老師溝通，我願意參加各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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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活動，因此我的孩子才能有所進步。（D1） 

 

我不清楚台中市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是什麼，我的孩子會進行早療，有特殊

需求是因為嬰兒時期的發展較慢，檢查後等到確定她有障礙，需要上治療課

程，又安排了好久才開始在醫院上課。後來參加社福機構，也是在醫院上課

時認識的家長告訴我才去參加他們的活動。（D2） 

 

我因為參與社福機構，知道社福機構和政府是有合作的，好像是政府提供金

錢，由社福機構來承辦活動，對於社工的服務我很感謝，他們幫了我很多的

忙，對於我的情緒壓力減輕很多。學校和老師，對我的孩子還是都有照顧。（D3） 

 

台中市有什麼政策，我不知道，不過，在進入學校之前，我有得到一個訊息，

知道學校是不能拒絕特殊生進去就讀的，而且感覺好像很多的活動都是在縣

市合併以後比較有在舉辦。在孩子進入學校讀書，學校和老師的態度都很好，

我很滿意。（D4） 

 

    另外，特教經費的補助對於家長是否有實質的幫助，由訪談中得知，家長主

要請領到的是帶孩子到醫療院所進行療育課程的交通費，還有由學校申請的家長

特教補助經費這兩部分，至於家長除了對經費補助有需求之外，對於政策的宣傳

及特殊生安置於普通班在身心靈各方面是否已具備充分的準備，也希望政府在進

行政策的規畫時能有所考量。目前台中市主要與社福機構配合，由社福機構之社

工員提供特殊需求生家長相關之服務與支援，但是，如果家長本身不積極參與及

配合，加上社工員的流動率高，即使市府規劃了許多政策活動，家長還是不得而

知，無法達到實質的效果。 

    許多政策在執行時，除了人力，對於經費是否足夠也是考量的要點之一，尤

其是推動任何新的政策，没有事先完整的規畫，人力不足、缺乏經費，就無法有

效的達到效果。 

 

對於這部分，我實際領到的補助只有送孩子去上治療課程的交通費，我没有

積極的去申請其他的補助。如果補助一個孩子的立足點是在於有没有身障手

冊，真的很難去幫助到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政府的幫助是有限的，所以我覺

得如何去突破這個點，才是最重要的。（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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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府提供了許多的福利政策，給予家長經費上的補助，希望能藉由經費

的提供，給予實質的幫助，但是家長似乎没有實際的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我覺得補助不夠，在學校只有申請到 3000元的特教經費，還有補助一些交通

費，但是像交通費，現在的油錢那麼貴，根本就不夠，還有健保上的治療課

程根本就不夠，尤其是在縣市合併後，補助的錢反而變少了，我比較希望在

上治療課還有交通費都能提高補助的經費。（D2） 

 

我没有申請其他任何的補助，只有申請交通費。補助對我而言是没有必要的，

我比較希望是對安置的部分可以提供幫助，對於安置的宣導還有人力都是不

夠的。都只能聽到其他家長分享才知道各種訊息。（D4） 

 

    在訪談過程中，可由家長的家庭環境中感受到家長對於經費補助的需求，家

庭經濟收入穩定的家長，對於特殊生的需求主要以是否能得到妥善的安置為主，

而家庭經濟收入較不穩定的家長，對於經費的補助就有較大的需求。 

 

二、 對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看法 

（一）專業團隊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 

    特殊需求生安置於普通班，有專業團隊的介入及引導，對於教師，能提供專

業的知識及方法，對特殊需求生，能幫助學習及成長。目前台中市的專業團隊主

要的成員是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協助所有安置在普通班級的特殊需求生，至於巡

迴輔導教師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影響著特殊需求生安置在普通班是否能得

到妥善的照顧及學習成長。 

 

基本上，我是非常支持融合教育，因為未來孩子就是要走進社會中生活，所

以盡可能的讓他們在適合的時間讓他們可以跟一般幼兒一起學習，讓他們透

過同儕的模仿、團體的學習訓練他們的融入生活中，但是前提之下是要在準

備好的適當時機來進行，因為在孩子的基本能力還沒有訓練某個程度時，要

融入是有其困難，除了孩子學習的很累，班級老師也會因為要顧及班級中其

他的孩子，往往在有心無力的情況下，也沒有辦法做個別的訓練或輔導，這

樣下來融合的效益不大，甚至老師們會有反彈的聲浪。在融合的政策下還是

需要考量適性教育。（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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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對於有些特殊幼兒來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確實是適宜且成功的。但也必

需要看些特殊幼兒的類別及障礙程度，並不是所有的特殊幼兒都適用。（B2） 

 

學前融合教育對於幼兒而言： 

1.特殊生：回歸到自然且真實的環境，普遍許多孩子是因為家庭環境刺激不

足，到了學校發現透過團體規則、混齡教學、觀察學習能力也會有所提升。 

2.普幼生：學會接納、幫助別人。（B3） 

 

覺得還可以再更好，尤其是相較一些先進國家，我們的政策好像都很緩慢，

自然的融合在台灣好像還是沒有被大家重視，需要再努力。（B4） 

 

    以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立場，都認為融合對於特殊需求生是有幫助的，也提

到了融合需要視特殊需求生的障礙程度及障礙類別而有所調整，並不是所有的特

殊需求生都適合於融合的環境。而要達到融合教育的成功，還有許多必須努力及

調整改進的空間。至於，融合的環境適對於特殊需求生的發展是進步亦或某些能

力會被侷限呢？ 

 

特殊幼兒要融入一般幼兒教育，當然會因為他們個別的發展遲緩況狀有不同

的困難，但這些困難可能就是我們要訓練他們的地方，因此我不覺得會對他

們的發展有所侷限，因為當初是考量集中式的特教班級對他們來說，會侷限

他們的某些發展，因此走入融合中。密集集中的訓練我覺得是需要的，可能

會因融合的教育中，沒辦法做到密集的訓練而發展變的就較慢，當然可能其

他的發展卻變好。（B1） 

 

我覺得應該要以特殊幼兒的類別來論，因為每種類別及障礙的程度所需要的

教育模式均不相同。如果將融合教育的環境分為硬體設備及軟體教學二部分

來論： 

1.硬體設備:如果特殊幼兒是屬於肢體或一些行動不易控制的特殊幼兒時，有

時一般的幼兒園會無法顧及其安全性及提供一些屬於無障礙之設施，確實也

就會造成雙方的困擾。 

2.軟體教學:這個層面就會涉及較廣，例如： 

(1)園方(園長)或行政老師與教學導師之間是否都能同心一致性的接納特殊幼

兒的態度會影響特殊幼兒的發展，行政對導師的支持(例如有特殊狀況時否

馬上派員支持......)有時就會影響導師當時的心情及態度。 

(2)導師對於班上特殊兒的特教專業知識及如何引導其他幼兒對特殊兒的態度

同樣都會影響特殊兒的發展。 

(3)有時導師想另外抽時間予以一對一輔導，但卻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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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還有其他幼兒需照顧，所以也分身乏術。 

(4)普通幼兒的家長態度及特殊幼兒家長的配合度，也都會影響融合教育的成

效。（B2） 

 

我想跟人有關，環境也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有願意付出的人，但是大環境不

佳，那要提供服務也會變的很受阻。（B4） 

 

    特殊需求生的障礙程度影響著在融合環境中許多要考量的因素，並不是所有

的特殊需求生都適合安置於普通的環境中學習，時間、人力、空間、及觀念、態

度等都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二）學前融合班教師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 

    融合班教師對於特殊需求生在融合教育的環境裡是否能適應，能力是否能提

升，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法令的規定，不得拒絕特殊需求生入班就讀，教師

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影響著他對特殊需求生的接納程度，也影響著同齡幼

兒對特殊需求生的認同，更影響著特殊需求生的學習能力與成長。 

 

我是贊成融合教育的，但是要視特殊孩子的狀況而定，感覺目前台中市是以

家長的意見為主，家長會太過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就是要融合，但是並没有

以孩子的實際需求來考量，並没有實際的落實融合教育，但整體而言還是有

融合的必要性。（C1） 

 

對於站在幫助特殊生的出發點是很好，但是相關的配套措施就要有週延的計

畫。（C2） 

 

站在老師的立場，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我是持贊成的立場。一方面讓適合融合

的學生能在適切的學習場域學習，也讓一般學生能夠學習正確對待特殊需求

學生的態度及學習付出。但是，近年來，學前融合教育政策雖然有規定一個

學校能夠容納特殊需求學生的數量，但對特殊需求學生的障礙類別及障礙程

度似乎沒有特別規範，且諸多特殊需求學生家長隱瞞其特殊需求的身份以一

般生進入幼兒園就讀，卻無法可管，也造成現場老師過多的負擔並影響一般

學生受教權，這部分是讓我比較無法認同的部分。（C3） 

 

    雖然贊成融合教育，但教師認為相關的配套措施必須要做好，例如人數的限

制，有些家長隱瞞孩子的特殊需求，待確定入學後才告知或經由教師觀察發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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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而造成班級中的特殊需求生增加，超過教師的負擔，這點在每年新生

入學報名及報到時都是學校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我個人是贊成實施融合教育的，讓特殊生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與幼兒一起學

習成長，不但特殊生可以感受到安全感及被社會所接納，對於在社交技巧上

也能有所助益。而一般生在與特殊生的互動過程也可學習如何協助及幫忙同

學，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及關懷別人的同理心，幼兒園就如同一個小型的社會，

實施融合教育對幼兒來說利大於弊，所以我個人是贊成的。（C4） 

 

當然是很贊成，對於特殊生的能力一定能提升，對於普通生也能學習照顧別

人，瞭解有很多人是需要被照顧被關心的。尤其是障礙程度輕度的學生，如

果把他安置在特殊班，對於他的成長與學習似乎會被侷限，而且就我的瞭解

台中市的學前特殊班很少，其實是無法負荷所有的特殊生。（C5） 

 

我是贊成的，覺得是有必要的，因為家長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標籤化，也

希望在普通班正常的學習，我自己也教導過特殊的小孩，對於他們在普通班

的學習，我覺得多少可以帶動一些文化刺激方面的發展，所以我覺得是有幫

助的。（C6） 

 

    教師對於融合都是持贊成的態度，認為藉由融合的環境能提升特殊需求生的

能力，增加社交的技巧，對於普通生也能學習照顧能力較弱的孩子，但是，相關

的配套措施必須要做好，没有規畫好完善的措施及政策而造成了教師的負擔，反

而無法達到融合的目的。 

（三）家長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 

    每個家長都不希望孩子被貼上標籤，對於孩子的特殊需求，認為孩子在經過

同儕的團體生活學習，無論是語言、與人互動的技巧等都能有所成長。政府推動

融合，而家長是否實際的認識及瞭解何謂融合教育，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特殊需

求，願意承認孩子的障礙，和教師共同努力及配合，往往影響著孩子在融合的環

境中的適應與否及學習的態度。 

 

很贊成呀！因為我的孩子在融合的環境下真的有很大的進步，從一開始不願

意被碰，到能開心的和大家一起學習玩耍，這些都是融合的成功。（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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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在幼兒園上課進步很多，尤其是在動作、說話，我是主動告訴老師

我的孩子有特殊需求，主要也是因為有經費補助，才通報給學校，姐姐讀了

學校後有進步，現在妹妹也在讀，也是有很多的進步。（D2） 

 

我不知道什麼叫學前融合教育，如果是指我的孩子在普通班讀書，我的孩子

並不用到特教班讀書，當然就是讀普通班。（D3） 

 

    在訪問家長的過程中，家長對於班級的型態之認知就是普通班和特教班，對

於特殊需求生安置在普通班即是所謂的融合教育並不瞭解，只是單純的認為孩子

本來就没太大的問題，當然就是讀普通班。有些家長在孩子入園就讀時會主動告

知孩子的特殊需求，但是，有些家長則不認為自己孩子有任何的問題，一開始的

態度就是否認、隱瞞，家長的心態及對融合的認知與瞭解，對於孩子在融合班被

接納及認同與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三、 制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基本要素 

    制訂成功的融合教育政策，要有全面的考量，以下藉由各相關人員的訪談瞭

解大家認為融合教育能成功應具備的要素，進行歸納及整理。 

（一）教育行政人員 

融合教育要成功，老師的接受度要很高，對特教的理念也要很熟悉，另外還

有教育的政策是否提供學校足夠的支援或方法，例如為鼓勵私立機構願意接

收特殊生，即補助私立機構五千元的經費，以提高私立機構招收特殊生的比

率。（A1） 

 

要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人力去協助。（A2） 

 

（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1. 有好的政策支持，包含酌減人數、專業人員的提供、巡輔教師的資源足夠

等。 

2.家長對自己孩子入幼托的知能的提升，包含積極的參與 IEP、主動與班級老

師溝通、能享受什麼樣的服務等等。 

3.班級教師是直接受教者，需要有良好的行政支援，才能在班級人數多又包

含有特殊幼兒的情況時還能保持一般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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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孩子已經有具備融入一般教育的基本能力。（B1） 

 

園所、導師、家長、巡輔教師、特教專業團隊等溝通良好、積極配合的共同

為幼兒尋求最專業的方式。（B2） 

 

1.巡輔師與教師的合作與配合 

2.教師具備特教專業知識 

3.具體執行落實ＩＥＰ目標 

4.多元評量與課程調整 

5.觀察記錄（B3） 

 

人、環境都要具備，人就包含有老師、家長、醫療體系的治療師、社工，只

有在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要讓孩子更好的情況下，每個也角色也都願意

溝通、求進步、願意付出，才有成功的可能性。（B4） 

 

（三）學前融合班教師 

整體的配套措施都應該要具備，例如老師基本的特教知能、充足的人力資源

等都是需要具備的。老師是否願意接受特殊生，主動去瞭解各種特殊需求，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C1） 

 

家長的配合程度為首要。行政團隊的支援也是重要因素！（C3） 

 

1.政府需制訂完善的計畫及政策，讓家長、教師及幼兒都能獲得實質的保障。 

2.教育部需提供教師專業進修的管道，提昇教師的專業素養。 

3.政府提供窗口做為溝通管道，讓家長及教師有問題時都能在窗口獲得解答。 

4.家長需與教師密切配合，期許幼兒進步及成長。（C4） 

 

老師、家長的態度、課程的調整、行政的支援、學生本身的特質等都是需具

備的條件。（C5） 

 

老師本身專業知識的領域要很足夠，比較知道如何給予這個小朋友資源、協

助他們或者協助家長資源的提供。家長對於教育政策也要有一定的瞭解，如

果說家長有一定的瞭解，對於我們老師的建議也比較能夠接受。（C6）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融合的成功，家長還是佔很大的因素，家長不努力的話，你丟到學校也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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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呀，家長要願意坦白小孩的狀況讓老師知道，老師才有辦法去處理。我

覺得彼此的互動有表現出來就已經是成功的一半了，和老師的互動是很重要

的。（D1） 

 

家長吧！我主動的去學校當愛心媽媽，常常是一整天都在學校幫忙，所以可

以很清楚看到孩子的進步。（D2） 

 

家長的接受態度很重要，還有教師是否能接受特殊生，另外學校是否能提供

足夠的資源也是必要的，如果學校没有任何的特殊資源，根本就無法有幫助

特殊需求的孩子。（D3） 

 

老師應該要針對這些孩子增加課程的調整，這是最重要的。（D4） 

 

    綜合上述，歸納整理各相關人員認為融合教育成功之要素如下： 

1.教師的態度與具備專業之知能 

2.家長的態度及對政策的認識與配合 

3.教師與家長之間的合作 

4.政策的支持與足夠的資源，例如人力、經費 

5.課程的調整 

6.行政團隊的支援 

    由訪談中，各相關人員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執行，認為教師佔了很重要

的因素，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到各校協助及輔導時，接觸各種面向的教師，因此，

藉由巡迴輔導教師的觀點，瞭解融合班教師應具備的特質。 

 

(1) 基本的特教相關知能，如果沒有但是願意去尋求幫助或是自主進修者。 

(2) 對幼兒發展有基本的概念，避免過度要求孩子或是未察覺孩子發展的問

題。 

(3) 有善良和耐心，我想這是一般幼兒教師都該有的吧。 

(4) 和家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B1） 

 

真誠的接納特殊幼兒、能尋求對特教專業知識的諮詢、具有耐心、願意溝通、

具有創意、高 EQ。（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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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懂得覺察幼兒的需求、願意嘗試新的事物與挑戰、對於課程調整也要

有基本的概念，如果本身的環境有限制或老師對特教不是很瞭解，要去實行

好的融合其實是有困難的。（B3） 

 

心態很重要！如果連教師對於融合都是沒辦法接受或是實際上去做，那都是

空講的，我個人是覺得老師應該具備的是專業的知能與時時願意接受新知、

挑戰的心態。（B4） 

 

    耐心、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具備專業知能的教師，願意接納特殊需求生，以正

向的態度去面對及教導，特殊需求生方能有所進步，達到融合的目的，學前融合

教育才能有所成效。 

 

第二節 政策實施現況與執行成效之分析 

    學前融合教育執行時，曾遭遇到的困難、相關人員間的配合、相關資源的整

合，影響政策執行的成效，本節旨在分析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之現況與

執行成效之整體與各層面的表現。 

 

一、政策執行所遭遇的困難 

    政策的執行對於各個層面的相關人員所面對的困難與感受各有不同，以下由

各相關人員的訪談中瞭解大家在面對阻礙時，實際的感受及所因應的措施，進行

整理與分析。 

（一）教育行政人員 

    教育行政人員對於新的政策在推動時，除了執行上級的命令，還要面臨到學

校、教師以及家長方面的疑問及抱怨。 

政策的推動主要執行的層面是學校單位，學校方面就會有反應工作很多，在

推出一個新的政策時，一定會有負面的聲音，有些會打電話來抱怨，但是抱

怨後還是會配合著執行。（A1） 

 

目前遇到最大的阻礙，是在安置特殊生於公立學校就讀時，被公立學校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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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拒絕，雖然依特教法不得拒絕特殊生入學，但是還是有部分公立的學校直

接的拒絕，不配合我們的安置工作。（A2） 

 

    本來在訪談之前，認為最多抱怨聲音的應該會是私立的學校，但是出乎意料

的，公立學校的抱怨及拒絕配執行的比率似乎較高，也許是因為私立學校可自主

決定是否招收特殊需求生，而公立學校礙於法令規定不得拒絕特殊需求生，每年

都有經由鑑定安置入校就讀的特殊需求生，因此各校有特殊需求生的比率較高，

而承辦鑑定安置的行政人員較常接觸的大多是公立的學校，因此對於不願配合的

學校有著較深的無奈感。 

（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除了要執行上級的指示，面對學校的行政承辦人員提醒承

辦的業務時程，面對教師提供策略，與家長溝通提供方法，對特殊需求生進行輔

導。 

 

幼兒園行政不支持，面對特殊幼兒的問題大多丟給班級老師，對特教業務只

有抱怨或是完全執行，除非已經到了被催繳的情況出現才會再要求老師，當

然在私立幼兒園的情況最多，畢竟他們不像公幼是一定要收托的，所以當收

托一位特殊幼兒又得額外做很多的特教業務，對他們來說就是負擔。（B1） 

 

輔導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家長不積極，認為只要將孩子送來學校，孩子就應

該要進步與改善，殊不知家庭才是對孩子最重要的一環!在這樣的心態下，孩

子的進步通常有限，這也是我最不願見到的狀況。（B2） 

 

輔導時配合度不夠，或是家長、老師對於孩子其實不是很瞭解，態度不夠積

極，用同理心去讓他對我所提出的建議有信心。（B4） 

 

    除了家長的態度不積極及行政的不支持，在跨專業的結合醫療與社福機構的

部分，是巡迴輔導教師感到最需要重視且加強的地方。 

有時候在輔導不同障礙類別都是熟悉的，特別是需要結合醫療相知識，這時

候結合其他專業團隊就變得特別重要，跨專業的合作。感覺在教育體系和社

福體系間的連結其實是很弱的，我會主動與社福機構連繫，即便主動去找個

案服務的社工，感覺社工比較少會主動透露個案的資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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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很有限的。這是目前我覺得在跨專業團隊的部分較難推動起來的部分。

而在醫療體系的部分，畢竟治療師是比較專業的，即使台中市有提供特教方

案，讓治療師入校提供治療，但是和我們巡輔的部分卻是分開的，彼此之間

的連結是家長，如果雙方能有所連結，能有對話的管道，服務的品質會比較

有效果。（B3） 

 

    由巡迴輔導教師的訪談中發現，每個人對於輔導時所面臨的困難及感受都不

同，主要是配合度的問題，如果各方面都能相互配合，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巡迴

輔導教師在執行時就較能得心應手。而跨專業團隊的部分，與醫療及社福單位的

連繫方面，彼此没有連結，主要的管道還是需經由家長。因此，家長的態度決定

特殊需求生是否能在融合的環境中有明顯的進步。 

（三）學前融合班教師 

    特殊需求生除了家長，接觸最多的就是融合班教師，教師對於特殊需求生的

接納程度及態度影響著學生是否有進步。教師除了面對特殊需求生家長，同時也

要面對普通生家長，而對於班級的經營及課程的安排亦要有所調整，還要撰寫個

別化教育計畫，同時對外要與巡迴輔導教師配合，也要配合特教的行政業務。 

 

我覺得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還是人力資源的提供，雖然政府有提供特教助理

員，但是時數是不夠的，尤其以目前班上所安置的特殊生有癲癇的問題，需

要隨時留意他的情形，根本没有多餘的人力來協助，最後只能協商他的家長

陪同就學，感覺人力的資源是非常不足的。（C1） 

 

通常障礙程度較輕微及家長配合度較高的學生，較不會有太大困難。但若障

礙程度較嚴重或生活自理需要較多協助的學生較需要協助。（C3） 

 

    最大問題還是在於家長的配合度，許多特殊需求生家長以為將小孩送到學校

就是學校的責任，只是一昧的要求學校、要求教師，以消極的態度處理，這樣即

使教師再用心，孩子在學校看得到成效，但是孩子終究要回歸到家庭，問題還是

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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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遇到的問題是與家長之間無法達成共識，因家長從小就沒有讓幼兒養成好

的習慣，導致在學校學生一切行為都有明顯的改善，但一回到家就又回復原

狀，家長又不肯配合，把教養的責任都推給老師，讓老師心有餘而力不足，

希望能多開辦家長的研習讓家長與幼兒一起成長。（C4） 

 

所面臨的問題是與家長的溝通方面，尤其是現在很多特殊生之所以有特殊行

為，其實很大的部分是來自於家庭環境的刺激不足，學生在經過學校的團體

生活及規範後在團體中能有穩定的表現，但是一回到家，家長不懂得運用有

效的方法教導，只有養沒有教，把教導的責任都推到老師身上，即使提供了

很多的方法，但是家長還是不斷的抱怨，不斷的要求，而没有去正視到最原

始的問題其實是家庭本身，這是我目前所遇到最大的困擾。（C5） 

 

主要在輔導特殊生方面，之前遇到一位小朋友下肢的張力發展遲緩，在情緒

方面也很容易受到影響，有的時候情緒一來反應很大，大到會影響到全班。

我們一直和該家長溝通，家長也願意帶孩子去上療育課，但是從期初到期末，

家長遲不拿診斷證明來，感覺家長不是很積極的處理，而學校特教組的老師

也有協助處理給予建議，所以我覺得在家長溝通這方面還是需要協助。（C6） 

 

    由訪談中發現，教師面對的最大的問題主要是特殊需求生的障礙而產生之問

題，例情緒、生理問題，雖然有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但是因為巡迴輔導教師並

不是每天都在學校協助，還是需要教師有獨自處理的能力，另外政府雖然有安排

特教助理員及療育課程的支援，但是人力支援的不足，仍是教師目前目前最希望

能有所改善的部分。 

 

目前主要的問題還是人力資源的不足，每天只核發兩小時的特教助理員經

費，但是學生需要的是全時段的陪同，這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難。在班級

經營方面，當然會造成困擾，但是，問題其實不大，運用方法適當的處理後

都還是能解決。還有特殊需求生的家長較為敏感，因此在與特殊生家長溝通

時的措詞要很小心的使用及留意。（C1） 

 

我的困境是如果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協助是專業的，對於特教通報網上的

系統處理都能實際的協助完成，那麼我在處理特教網路系統上也能較得手，

減少很多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位不專業的巡迴輔導教師没有給予任何行

政、特教通報網上的協助熱忱不夠，那麼就只能靠自己，就會感覺較為吃力。

（C2） 



 

72 

 

行政協助與家長做溝通。（C3） 

 

台中市教育局有專人的窗口可以提供諮詢及解答，若真的執行上有困難會反

應給上級主管尋求協助。市政府也有巡迴輔導教師可以協助教師。（C4） 

 

主要提供的方法還是巡輔老師的協助，另外在療育課程的申請及特教助理員

的申請好像就有所限制了。但是巡輔老師並不是每天時時都在學校服務，因

此當有問題產生時，還是要老師自行處理。（C5） 

 

之前剛好碰到 IEP 的表格改新的版本，在書寫時較為困擾，有巡輔老師的協

助指導，比較知道方法，順利的完成。（C6） 

 

    面對融合教育，對於第一現場的教師而言，主要還是希望能增加行政方面的

協助，例如巡迴輔導教師或特教助員、療育課程時數等的增加，另外在與家長溝

通方面亦是主要希望有所改進的部分。 

二、政策執行時的措施及相關人員的配合與影響 

    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在執行時相關資源的整合及政策的調整，相關人員是否都

已做足了充分的準備，能適時的調整及配合。 

（一）教育行政人員 

    教育行政人員對於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對於相關資源配合

及準備的情形，影響著政策在執行時面臨的不同質疑之聲音。 

 

第一部分當然是有長官的支持，第二部分就是由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為主，共

同制定及執行融合教育政策，另外在屆齡訪視的方面，因為需要的人力很多，

就會尋求國小心評教師的支援，再來場地的考量，會依各個學校在制定的時

間點能提供場地為優先考量，我們會與各學校進行協調。（A1） 

 

大多數的學校普遍的反應會認為資源不夠，但這也是關係到錢夠不夠的問

題，主要還是關係到經費的不足，像學校都會希望教師助理員的時數多一些、

專業團隊的時數多一些，可是因為經費並不是那麼多，還是要經過審查的機

制再審予經費。（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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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及資源的不足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教育行政人員如何有效的調整及安

排，除了上級的支持，負責執行的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也需要有所認同及配合。

如果大家都不配合，那麼對於政策的執行必定無法順利的推動，成效也就有所打

折。 

（二）巡迴輔導教師 

     台中市訂定了身心障礙巡迴輔導教師服務要點，而各個巡迴輔導教師對於本

身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會因各校配合程度及政策內容而有所調整，以下藉由訪談瞭

解分析巡迴輔導教師提供之服務是否有所差異。 

 

提供班級老師教學的技巧、示範教學、提供教學策略、行政支援（IEP、鑑定

安置、特教相關業務）、特殊幼兒的個別指導或是團體教學等等。（B1） 

 

1.有關學校特教的行政整合資源（包含宣導教育局的一些行政項目或鑑定安

置）。 

2.幫助導師對於 IEP 的擬定、執行、評量、及會議的召開。 

3.適時提供一對一輔導。 

4.幫助轉銜屆齡的評估、入公幼的訪視。 

5.對於特殊幼兒的輔導策略及建議。 

6.與社工及家長保持良好的聯繫。（B2） 

 

    巡迴輔導教師在行政方面會提醒及協助對於特教業務上的時程及申請流程、

方式，在融合班教師方面提供教學策略及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在特殊需求生方

面給予個別指導及適應團體的能力。 

 

我所提供的範圍很廣，會入班觀察，透過課堂觀察發現孩子的問題及需要課

程調整的部分、透過協同教學引導孩子學習（例：教導孩子塗鴉）、提供教師

諮詢、個別輔導，針對孩子不足的能力加強（例：認識顏色、數字）。再來是

提供家長或老師的諮詢，甚至提供跨專業資源的結合，這些都是我們所提供

的服務。我會主動與社福機構連繫，但是在教育體系和社福體系間的連結其

實是很弱的，即便主動去找個案服務的社工，感覺社工比較少會主動透露個

案的資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源是很有限的。目前台中主要方向是鼓勵巡輔

老師進班，這是未來的趨勢，因為融合班老師和個案相處的時間較長，主要

觀察老師或學生的相處應如何調整、提供方法。另外是對各校行政業務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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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因為特教的行政業務其實是很繁雜的，我會在每個特教業務申請的時間

內提醒行政老師注意是否已完成。（B3） 

 

身為巡輔教師，我會以提供間接的服務居多，方式是與其他團隊中的人員進

行溝通，大家共擬一個適合孩子的服務模式來進行，有關使用直接的教學服

務則會依據孩子與班上其他孩子的落差，再進行評估其需要性，諮詢服務也

是常常會使用的，提供一些新資訊給其他團隊中的人員。（B4） 

 

    每個人會因為各校的性質調整自己輔導的方式。巡迴輔導教師的個案量很

多，在面對各種不同特質的融合班教師及家長，所給予服務及彼此之間的配合也

會影響執行的成效。 

 

1. 對於教師的部分：和他們先溝通理解目前孩子發展狀況，找出老師在帶孩

子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以及孩子有什麼樣的需求，然後安排入班觀察

協助或是個別輔導，並且在每次輔導之後馬上跟老師討論為下次的輔導做

準備，除此之外也會給老師精神上的支持，讓他們更有動力去帶領特殊需

求幼兒。 

2. 幼兒的部分：入班觀察時，記錄他在班級中的行為表現，因為班級老師在

團體生活中，沒有辦法一對一的觀察或是輔導，然後針對所觀察到的特殊

行為或是優勢能力跟老師討論。抽離教學的部分，會視孩子的需求在精細

動作、粗大動作、認知、語言、生活自理和人際互動的部分進行輔導，主

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他在班級中能因為個別能力的提升，對融入課程或是

人際溝通能更順利。 

3. 家長的部分：會請老師作為媒介將我們所溝通的事情轉知家長，然後在期

初和期末會進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會議，讓家長說出他在帶孩子的困難

點、孩子的優弱勢能力討論孩子學習的狀況以及需要再加強的部分。另外，

若家長有個別的問題會以電話聯絡或是透過老師轉達，協助他在特教方面

的相關疑問和提供特教相關的服務。（B1） 

 

通常我會與老師或家長積極的溝通，了解老師、家長及孩子的需求後，再與

他們做充分的討論及建議，我覺得良好的〈溝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透過真正的溝通後，才能讓雙方更加了解，並能充分合作配合，增進融和教

育的成效。希望家長在家裡能延續在學校所指導的項目，而家長也能將所需

求的項目目標告知老師，共同來研擬輔導策略。（B2） 

 

    巡迴輔導教師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能，提供教師及家長教導特殊需求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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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真、負責的巡迴輔導教師對於每個個案的情形能完全掌握及瞭解，給予專

業又有效的輔導策略。 

 

提供諮詢、協同，針對孩子比較弱的能力也會做個別輔導、偶爾也會抽離教

學評估孩子能力現況。巡輔師主要重點還是在教導教師、家長可以如何教導

小孩，也希望家長和學校也能同步配合，規則、步調一致。巡輔老師主要是

以諮詢為主，我提供了方法，當然希望老師或家長能確實去執行，必須持續

去執行，而不是我提供了方法，你卻說已經知道，但並没有確實去嘗試，如

此，彼此之間就很難達到有效協助了。（B3） 

 

先瞭解他們的需求，會依每個人不同的特質或能力來提供我覺得可行的服務

與建議，當然希望教師與家長不單單將我當成老師、也能當我是朋友，願意

跟我分享他的困難，我們共同討論，才能給孩子更適切的服務。（B4） 

 

    大多數的巡迴輔導教師都能以自身的專業提供學校及教師實質的幫助。但

是，在接觸過的各個巡迴輔導教師，也碰到有些巡迴輔導教師只是在消耗自己的

輔導時數，並没有針對教師及家長的需求提供方法，對特殊需求生也不甚瞭解。 

    法令規定，特殊需求生安置於普通班可酌減人數，而巡迴輔導教師輔導各個

學校不同的特殊需求生，同時也從中瞭解各個學校實際的幼生人數比率。對於這

項政策的執行，藉由巡迴輔導教師來實際瞭解各校的情形。進而探討是否有調整

的空間。 

 

以中大班來說（兩個老師），2 個特殊生和 24 個普通生，也就是 1：12，普通

生需要老師協助的也不少，加上有兩個可能需要更多協助的特殊生，過多的

孩子在同一個班級除了老師負擔大，孩子的要受教品質也會受影響。以小班

來說（兩個老師），1：10。還是要依幼兒的程度來考慮是否要可以減少或是

增加有幼生的收托人數，現行的辦法規定只能酌減一名普通生，公幼來說大

多會執行，只有一些園所認為特殊生的能力真的很弱，會跟校長溝通裁示酌

減更多的人數，然而一般私立幼兒園就沒有酌減人數的考量，上面要接多少

量，老師只能照單全收。（B1） 

 

我覺得不一定，要看學生的類別及學生的個別情形，如果以公幼人數及有二

位帶班老師來說，大約 1~2 人之比例，但重要的是需要考慮學生的障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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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程度。公幼較會依規辦理，私幼則不一定。（B2） 

 

    對於酌減人數的考量，在巡迴輔導教師認為，主要還是要視所招收的特殊需

求生的障礙而有所不同的調整，例如，單純是語言發展遲緩的孩子，較不會影響

到班級的秩序，而有情緒問題或行為問題的孩子對於教師的班級經營就容易造成

負擔。 

 

一個班不宜安置超過三位，兩位比較恰當。應該以老師所能負荷的能力為主

要考慮的重點，有酌減人數的必要性，目前台中市是 1：1，招收一位特殊生

酌減一位普通生，以一班兩位特殊生而言，如果班級特殊生有突發狀況，還

有另一位老師可協助，但是安置到三位特殊生，就超過老師所能負荷的了。

目前就我瞭解，還是有的學校會拒收，尤其是私立幼兒園，至於公幼，雖然

有法令所規範，還是有一些公幼會以一些理由拒絕接納特殊生。（B3） 

 

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當然是自然比例最好，但是也要考量到孩

子障礙的程度，及老師對於教導特殊需求孩子的能力是不是足夠，或是對於

這樣的孩子接受度不是很高，如果老師的接受度不高，那即使只有一位特殊

需求的學生在班上，對老師來說也是困擾。（B4） 

 

    台中市目前的規定招收一位特殊需求生可酌減一位普通生，原本台中市於

2014 年對全市公幼發佈了一紙公文，指出台中市訂定的法令中酌減人數的法規適

用範圍不包括學前，因此學前階段主要以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為主，但是，又礙於

經費及人力的不足，對於特教服務的提供並無法滿足各校的需求，因而在民國 103

學年度的上學期，於園主任會議時經由各校園主任極力向市府反應及爭取酌減人

數的需求，方才確定了台中市學前階段可酌減的人數為 1 名，這對所有的教師而

言，雖然可減少的人數只有 1 名，仍可減輕些許的負擔。 

（三）融合班教師 

    有特殊需求生安置於班級，巡迴輔導教師就會安排時間入班提供教師各種方

式的服務，由融合班教師的角度，對於巡迴輔導教師入班輔導的觀感，是否有實

質的幫助，彼此之間配合的方式及接受的態度也影響政策在執行時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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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實質幫助的，有入班也有抽離，目前巡輔老師所提供的服務是以抽離

為主，但是他會視我們的課程有所調整，每次入園時會事先告知他這次所要

進行的方式，彼此間的配合都還不錯。（C1） 

 

我希望巡迴輔導教師的態度要積極，主要是希望能提醒我對於各個特教業務

在執行上的時程，我也會配合巡迴輔導教師所要求的部分努力完成。（C2） 

 

幫助很大，除了提供班級老師更適切的輔導策略，也能給予書寫 IEP的指導。

（C3） 

 

    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服務很廣，除了行政的支援，在協助教師方面，會視

教師及學生的特殊需求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服務。 

 

目前巡輔老師入班都是以觀察個案為主，然後再與教師進行個案的討論及溝

通並且給予建議如何協助幼兒改善此行為。進行課程時則是以抽離式的課程

為主，然後再與教師進行個案的討論及溝通，兩者互相討論後找到適合的方

法進行教學及行為上的改善。（C4） 

 

巡輔老師會入班觀察、抽離個別指導、提供方法、協助 IEP 的撰寫，他所提

供的服務很多元，會針對孩子需求去調整輔導方法，有很實質的幫助。（C5） 

 

巡輔老師曾經利用下午的時間在班上，實際教導示範如何處理特殊生的情緒

問題，讓我們實際觀摩她的處理方法，這有很實質的幫助。（C6） 

 

    融合班教師都認為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有實質的幫助，也希望藉由巡迴輔導

教師的專業知能改善特殊需求生的問題，幫助他們能更融入於團體生活中學習。 

    融合班教師除了教導特殊需求生，主要還是以佔多數的普通生為教導的對

象，而教師認為一個融合班級裡最恰當的人數比例為何？各校實際執行的情形，

是否符合目前台中市所訂定的法令？ 

 

目前台中市是招收一名特殊生，可酌減一名普通生，但是應該還是要依學生

的障礙程度及情形有所彈性，我們學校有確實酌減，目前是收一名特殊生可

減二名普通生。（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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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 1 比 1 的比例還算恰當，但是如果是 1 比 2 是最為恰當的。（C2） 

 

以往是依障礙程度類別酌減一至三名學生，但上學期卻改成一個特殊學生只

能酌減一名學生，此政策的修改不僅增加老師帶班壓力也罔顧一般學生的受

教權益。我的學校主管皆能依據收托特殊需求學生給予適當人數的酌減。（C3） 

 

    對於台中市曾發公文指示學前特殊教育以提供特殊服務為主，酌減人數的法

令不適用於學前階段，這對於當時的公幼造成很大的衝擊，對於家長當然樂見增

加可招收人數，但是對於融合班教師卻是造成了很大的負擔，所幸，台中市在其

之後調整了政策，改為可酌減一名。 

 

我覺得 15:1 的比例是較為適合的。15 位一般生一位特殊生，這樣教師比較能

夠看到每一個孩子的需求。（C4） 

 

我覺得較恰當的比例是依特教法中的規定可酌減一至三名，台中市把規定訂

的太硬，應該要視各個障礙類別或程度有所調整，學校確實有依規定酌減人

數。但是這方面主要要看當年新生的報名人數還有學校上級主管的態度，其

實上級主管面對家長的壓力是不願意酌減的，在經過多次的溝通後才願意依

法執行。（C5） 

 

以往是 1：3 的比例，收一名特殊生可減三名普通生，我覺得這個比例不錯，

一個班級的特殊生人數不要超過三名比較好，畢竟特殊生太多對於普通生而

言也不公平。（C6） 

 

    大多數的學校都有依規定酌減人數，而教師認為以酌減 1~3 人的人數為最理

想的比例，依所招收的特殊需求生障礙程度，適時的調整可減少之人數應該是最

為理想，畢竟，融合班還是要考量要多數普通生的學習，如果教師每天疲於面對

特殊需求生，没有多餘的精力教導普通生，那麼也就失去了融合最主要的基本目

的。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特殊需求生無法自己選擇學校，何種學習環境最適合於特殊需求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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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決於家長。 

 

選擇學校的考量點第一個是環境要宜人，人數不要太多，我希望孩子能在單

純的環境裡學習，在確定要就讀這間學校時我就跟孩子做好心理建設，讓孩

子對這間學校有很好的印象，我希望孩子可以在一個環境中穩定的成長，因

此，我很早就讓孩子對即將就讀的學校先熟悉，所以一去讀書時很快就熟悉

環境、適應環境了。（D1） 

 

因為離住家近，所以才選擇這個就讀的學校，我覺得她没有任何不適應的情

形。因為剛好進去讀書時的老師又有早療經驗，所以她去讀書都很開心呀。

（D2） 

 

孩子進入幼兒園就讀是社福機構協助，還有也是考慮到交通，所以以就近的

學校為主，進去讀書後，因為老師的態度是接受的，好像没有不適應的地方。

（D3） 

 

我是打聽到很多家長的推薦才選擇這間學校就讀，剛入學時，因為孩子的障

礙主要以語言為主，老師對於孩子所說的話都是用猜的，老師要很努力的猜

孩子說的話，其他就没有不適應的地方了。（D4） 

 

    家長在選擇學校時都會多方打聽，除了學校的評價之外，對於交通的考量也

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入幼的鑑定安置時，主要承辦人員也會建議先以離家近的學

校為優先考量，就近安置也是目前政策所推動的主要方向。 

    至於特殊需求生順利安置於融合班，要適應團體生活，第一要面對即是融合

班教師的接納及認同與否，教師懂得運用策略與特殊需求生相處及教導，與家長

及巡迴輔導教師有所共識，特殊需求生就能得到最充分的幫助及學習。 

 

園所教師對孩子的教養，幫助是有的，老師會去引導，讓他嘗試去當小老師、

領導同學，我覺得這個蠻好的，他缺乏的是團體的互動，所以班上老師安排

他做領導的活動，例如跟大家說故事，這些都是他可以進步很大的因素。（D1） 

 

老師對她實行愛的教育，我讓老師全權處理，如果我的孩子有不對的地方，

老師要怎麼處罰都可以，我不會介意。（D2） 

 

幼兒園的老師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有一個較資深的老師把他當自己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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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另外一位老師較年輕，會個別教導我的孩子，所以在課程或團體、情

緒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功課，在幼兒園時和班上同學程度差不多，

但是現在讀國小，就跟不上學校的課程了。（D3） 

 

很多地方都有幫助，老師很細心，對於我的孩子每個部分都有幫助，比如說

語言、團體互動都有幫助。（D4） 

 

    家長對於孩子在經過融合環境的學習後，都有明顯感受到孩子的進步，這些

主要就是教師所獲得最大的成就，除了自己的專業，與家長的溝通及與巡迴輔導

教師的配合都是成功的要件。 

    另外，對於台中市配合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所訂定及規劃舉辦之各項研習或活

動，對於實際參與的教師及家長是否有實質的幫助，教師及家長又瞭解多少，因

此接著將探討台中市在融合教育政策的規畫及考量因素與教師及家長之間的配

合。 

 

我本身有特教教師的資格，基本上是具備特教專業知能的。但是以目前台中

市所舉辦的特教研習真的太少了，對於融合班級其實很多問題都是在現場所

發生的，應該要立即處理，而等到巡輔老師入園時已過了最佳處理時機，但

是這有很大的難度，不太可能讓巡輔老師一直待在學校等學生的問題產生，

而如果是安排巡輔老師入班進行輔導教學的研習課程，對於巡輔老師而言，

她並不認識全班的學生，因此在技術性方面還是有很多不可行性，如果能考

量這點，試著舉辦實際的教學觀摩研習，對於職場的老師應該較有實質的幫

助。（C1） 

 

我本身具備了特教教師證，對於台中市所舉辦的研習建議可以舉辦教學方法

方面的研習，教師在面對到各種類別的特殊生，如何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來提

升學生的能力是最有幫助的。這也是我們教師比較欠缺，需要協助的。（C2） 

 

我本身也具備了特教教師的資格，參加過許多的特教研習，但是因我在縣市

合併之前服務於原台中市，縣市合併之前原台中市所舉辦的特教知能研習較

多，而縣市合併後，我調動到原台中縣的學校服務，好像就很少有特教研習

了，尤其是這幾年主要都只是 IEP 的研習，我個人覺得可以再增加對特殊生

家長的情緒輔導及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但是家長不願意承認這方面規畫安

排相關課程。（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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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了以上三位融合班教師都具備了特教教師的資格，曾參與過學前融合教

育政策的規畫與執行，或擔任過台中市學前特教心評老師及巡迴輔導教師，即使

是已具備專業知能的融合班教師對於台中市在規畫教學實務及情緒管道的相關研

習尚有需求，其他未具特教資格的教師更是需要有專業的老師的引導提供最實際

的方法來教導特殊需求生。 

 

每年都會參加特教相關研習。我認為一些實務性的研習最能提供現場教師相

關的幫助，諸如：在教學現場教師會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的策略。（C3） 

 

在二技時有修過特教學分，但時日已久。日前有參加教育部舉辦的 IEP 研習，

覺得對自己很有幫助，從不熟悉到了解甚至實際練習書寫，都有很大的助益。

我覺得可以增加各種類別的特殊生教學上的輔導及生活上指引的研習，增加

自己的專業能力。（C4） 

 

我在大學習時有修特教三學分，然後到私立幼兒園就職後，也有參加中教大

舉辦的特殊實務人才的培訓課程研習三十六個小時，這部分是自己額外的學

習，没有列入特教學分，有請到早療所的老師，具體的與我們分享指導個案

的經驗。我希望能舉辦情緒處理這部分的研習，或如何口語指導特殊生，希

望是比較具體的學習到實務方面。（C6） 

 

    由訪談中發現，融合班教師都具備了基本的特教專業知能，也願意配合政府

積極的參加各種特教相關研習，但是，台中市所開辦的特教研習太少，主要都是

以行政方面的承辦業務為主，對於教學實務方面就很少開辦研習，這點相關單位

應可列入考量。 

    至於家長對於政府所舉辦的活動是否願意及積極的參與？ 

 

我參加過入小一的轉銜說明會，大部分知道的活動訊息大多來自弘毓或者是

學校老師的告知，其他就很少了。而主要是參加由弘毓所安排的家長成長課

程，我認為政府對特殊兒的照顧做得很好，但是對於家長或來自家中其他成

員的需求就没有被重視到，我比較需要有關於特殊兒家長的喘息空間或對家

中其他成員進行情緒的紓導等相關的活動，才是真的有實質的幫助。（D1） 

 

我都没有參加過，我會自己去拿宣傳的單子看，或者社福機構會寄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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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但是我都没有去參加。因為我覺得地點都好遠，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也不想去參加。（D2） 

 

我都是參加社福機構舉辦的活動。例如，我現在讓孩子參加一個兒童戲劇的

課程活動，這個課程主要的對象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參加後對於我的孩子

情緒的紓發就有很大的幫助。建議可以增加這類的活動。另外還有對於家長

的情緒紓導方面，我一開始對於孩子的障礙有很明顯的情緒問題，因為社工

的協助和紓導，幫助我走出來了，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辦活動，也要考慮到家

長的部分。（D3）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老師的論文發表，針對各種不同障礙類別的孩子以錄影的

方式去說明可以輔導的方法，好像是由特教中心協助舉辦的活動，我覺得這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參加過入小一的轉銜說明會，但是我覺得幫助不大，

並没有針對我們的困擾提供到實質的幫助。（D4） 

 

    家長對於台中市所舉辦之相關活動接受度不一樣，主要參與的活動以社福機

構所舉辦的活動為主，至於市府承辦人員主辦與家長相關之研習主要是以安置或

轉銜等說明會為主，目的在讓家長瞭解目前台中市的融合教育政策，以利家長在

面對孩子就學這區塊有更深入的瞭解，但是經過深入的訪問後，發現，家長與政

府所重視的地方完全不同，家長希望能增加在孩子成長及情緒紓導這方面，但是，

政府主要是以讓家長瞭解政策以便配合執行。 

 

三、執行的成效與回饋 

    接著由各相關人員在實際執行後所獲得之成效及回饋進行整理與分析。 

（一）教育行政人員 

    教育行政人員對於政策規畫及推動，就是希望融合教育政策能有所成效，達

到融合的主要目的。 

 

成效是一定有的，但是以每個學校對特殊生的接受度有不同的成效，有些學

校對特殊生的接納度很高，相對的特殊生的進步就很顯著，融合教育即有具

體的成效，但是有些學校則只是應付評鑑，只是做做表面，特殊生是有一些

些進步，但是進步的空間就不大了。（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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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業務主要是安置特殊生，接觸較多的是公立的學校，可是現在私立學校

也蠻多願意收特殊生，我覺得學校及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觀念有比較開放了。

特殊生經過我們的安置進入普通班就讀，感受最明顯的是家長的回饋，家長

知道有我們這個單位在協助他們，有疑問時也會主動的詢問我們、配合相關

事務，至於成效評估還是以特教訪視為主。（A2） 

 

    對於教育行政人員而言，主要是由實地訪視或書面資料的呈現、學校的肯定

與配合、家長的回饋等實際感受到推動融合的成效，也才有動力持續地規畫及推

動各相關政策，讓台中市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能更完善。 

（二）巡迴輔導教師 

    巡迴輔導教師與融合班教師是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主要的執行者，巡迴輔導教

師除了要執行，也實際參與了政策的規畫，成效達成與否，也有著最深刻的感受。 

 

大致上來說成效都是有的，但是由於教育者的理念和面對特殊幼兒的態度每

個人都不同，所以也會因此成效不一致，不過因為服務的園所合作時間久了，

彼此有信任，所以在溝通相關問題時配合度都蠻好的，家長配合度高的都有

蠻不錯的回饋，反之家長配合度不高的，會把所有的教育責任給教師，這是

我們在面對家長的部分需要再加強的。（B1）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學前融合教育是非常具有成效的，而且也已經普遍受到各

園所的接納，特殊幼兒在一般的園所環境中大多都能進步，有些甚至能在入

小一前撤銷特殊身分，與一般幼兒無異的進入國小就讀，我想這就是我最開

心也會覺得最有成就感。「學前融合教育」要能成功，家長及家庭環境佔很重

要的角色，如果家長不積極配合那在學校及導師方面就會覺得無力輔導，孩

子也不會有明顯的進步，所以家長的態度會影響融合教育的成功與否。如果

孩子在融合教育環境中明顯的成長與進步，不論是家長與老師都會非常的開

心，而家長的態度當然就會積極的配合也會樂於接納對孩子的輔導意見。（B2）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每天來回奔波於各學校，就是希望能提供學校在融合教育

上所遇到的各種問題，能提供教師在面對特殊需求生時能給予幫助，看到教師給

予肯定，特殊需求生有所進步，對於巡迴輔導教師而言，即是最好的成效與回饋。 

 

看到孩子明顯的進步，還有家長的接納和認同都有明顯的成效，而這些都不

是我個人的功勞，應該是整個團隊的功勞，例如說，我提供老師方法，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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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徹底的執行，家長也能接受和配合，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老師或家長

能給予我肯定和配合，這對我也是很大的鼓勵。（B3） 

 

成效：讓更多家長、老師瞭解融合教育在學前可以做一些什麼，目前大部分

的家長及老師、園所行政人員對於我所提出的建議，都覺得不錯，而且有表

示，覺得有收穫，有時候也能跟家長或老師變成朋友，在孩子幼兒園畢業之

後，繼續有聯絡，分享孩子上小學之後的狀況。（B4） 

 

    對於巡迴輔導教師而言，教師、家長願意接受與配合，學生有明顯的進步，

以最佳狀態進入國小就讀，就是具體成效的達成。 

（三）學前融合班教師 

    教師配合政策，執行政策，學生的進步感受最大的就是第一現場的教師，除

了看到學生的進步，另外，也要配合著政策之成效將之具體的呈現。 

 

整體而言是有成效的，例如巡輔老師入班協助及協助 IEP 的撰寫都有顯著的

成效。以目前而言，巡輔老師會提醒行政業務的時程，協助修改 IEP，這些都

有具體的成效，還有如果巡輔老師來將特殊需生帶出去輔導，對我們來說也

能有短暫的喘息時間。另外家長對於巡輔老師的協助也都能給予肯定，但是

宣導還是不夠的。（C1） 

 

以家長的部分來說，家長的疑問及意見變少了，家長剛接觸時會就擔心的部

分一直問一直有問，反覆的問，但是有一定的系統化，給予家長確實的解答，

其實家長的疑問就變少。另外也因為有專業的人力的協助，是有相當的成效。

（C2） 

 

對於能夠配合老師教學策略的家長，通常這些學生進步的比較多，巡輔老師

的加入也提供現場老師許多策略，讓老師有許多成長。家長諸多的錯誤對待

幼兒的方式，透過與班級老師及巡輔老師的溝通能得到修正。（C3） 

 

    教師在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下，有效運用各種策略與特殊需求生相處及學

習，在看到特殊需求生的進步及家長由一開始的否認、不願面對，到能積極配合

共同為特殊需求生努力，即是最大的成效與回饋。 

 

1.看到班上小孩由不會到不肯甚至不願意做，但在老師及同學的協助及鼓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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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己獨立完成一件事情，而且對於老師的叮嚀能夠記住且實行（如能準時

到校，不亂發脾氣）等。從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細節都能看到孩子的進步。 

2.因為持續一直與家長溝通及討論，加上巡輔老師給的建議家長也都能配合，

所以能看到孩子的成長與進步家長也是欣慰的。（C4） 

 

是有成效的，例如已畢業的特殊生家長還是會帶著孩子回學校探望，還有看

著特殊需求生由一入學情緒的不穩定、團體及學習等各方面都需要輔導，到

能獨立完成自己的事，與同學和平相處等這些都對我們有很大的肯定，當然

家長的認同與支持，能盡力的配合學校所有的事務，都是鼓勵我們的動力。

（C5） 

 

有巡輔老師的協助與介入，比較有明顯的成效。在開期末 IEP 會議時比較能

感受到家長的回饋。（C6） 

 

    教師普遍認為有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幫助最大，因為要面對學生的障礙問

題，還要處理相關行政的問題，對於教師可說是擔負著重重的壓力，因此，巡迴

輔導教師能有效的給予實質的幫助，才能實際的減輕壓力，另外，面對學生的進

步及家長的回饋，也是持續執行的最佳動力。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將特殊需求生安置於融合的環境，希望融合教育對於孩子能有所進步有所成

長，因此，家長的感受是最為深切的。 

 

是有成效，政府提倡早療，在早療這部分有做得很好，政府對於特殊生的照

顧，我覺得只有在早療還有學校的巡輔這些部分，其實有很多的問題不是來

自於特殊生而是來自於家中其他的子女，輔導只做到特殊生但是有無輔導到

其他子女，這點就是很大的問題了。以我的孩子而言，他真的有進步，現在

入小學讀普通班，在各方面都還適應得不錯，我現在考慮到他在醫院還有學

校還有特教身份的檔案存在，不知道這對他以後是否會造成影響。 

對於特殊生的家庭親職教育這個區塊就推廣得不好了，在心理建設這個部分

真的做得不好，政府要我們自己走出去，但是，為什麼在心理建設這部分宗

教做得就比政府做得好，因為宗教願意走入人家的家裡，而政府卻是要我們

自己走出去，要得到關心是要走出去比較簡單還是走入家裡對我們的幫助比

較大，就很明顯了。（D1） 

 

還是有成效，我的孩子因為社福機構的協助進入公立幼兒園讀書，每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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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巡輔老師去學校教我的孩子，對我的孩子在讀幼兒園時都有感受到他的

進步。（D3） 

 

如果是針對個案來說是有效果的，但是放的位置不同，效果就不一樣了，例

如以孩子的障礙不同，效果就有所不同了，尤其是如果老師對孩子的障礙程

度不瞭解，不知道怎麼教特殊需求的孩子，這樣就没有明顯的效果了。還是

要看老師是否願意花心思去瞭解每個不同類別孩子的需求。（D4） 

 

    由家長的訪談中發現，家長都有感受到孩子的進步，也都能順利的經由學前

融合教育而進入國小就讀於普通班級，但是，感受最深的是對於早療的部分，覺

得早療推行的很好，有感受到融合班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的用心，但是對於負責

政策規畫的政府卻覺得做得還不夠。 

 

第三節 政策推動策略及因應措施之分析 

    政策的推動要能順利執行達到成效，運用的策略以及推動的方式是重要的一

個因素，接著整理與分析各相關人員在推動策略上所運用的策略，以及對於未來

有具體的規畫與目標。 

一、政策的資源整合與推動的方式 

（一）教育行政人員 

    台中市經過縣市合併之後，在原台中市及原台中縣本來既定之學前融合教育

政策如何統整，將資源整合為一，用以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 

 

目前台中特教資源中心分了三個區域-中區、海線及山線，至於學前的部分是

以我們中區及海線為主要負責學前特教的業務，各資源中心彼此之間會進行

協調，總體而言，需要執行一項新的業務時，先以特教科的公文為主，確定

可以執行時，即會將此訊息告知巡迴輔導教師，由巡迴輔導教師去向學校宣

導新政策，而這個的前提是確定要執行時，一定會以公文發佈此訊息，主要

是怕學校會誤導了訊息，因此會請巡迴輔導教師告知及協助各園所，而如果

學校有疑問，巡迴輔導教師無法處理及回答時，就會請他們撥打電話至中區

資源中心，由我們給予解答及協助。不過也會視公文的性質有所不同，並不

是所有的政策都是由巡迴輔導教師來面對學校。例如，專業團隊的申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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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特教科直接向各學校發佈，並不會經由巡迴輔導教師來協助學校，主要還

是要依各公文的性質而定。（A1） 

 

    特教資源中心的成立旨在協助市府特教科承辦與特教相關之業務，藉由特教

資源中心將特教資源整合為一，所承辦的業務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申請、特

殊需求生的鑑定安置與轉銜、特教方案的審查及特教研習的規畫與承辦等，而透

過公文及巡迴輔導教師的方式將資訊傳達，另外也有訂定了相關之資源手冊，讓

大家對特教業務能更熟悉。 

 

（二）巡迴輔導教師 

    巡迴輔導教師除入幼托園所輔導特殊需求生之外，也協助市府將政策有效的

傳達給各個學前單位，因此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要足夠，對於台中市的所有

特教業務也必須隨時掌握及熟悉，才能有效協助各園所對於學前融合政策的推動。 

 

入幼托部分：目前的宣導方有發文給每個公私立園所，將入幼托的訊息轉知

給學校提供給有需要入公立幼兒園的幼兒家長，除了給園所之外，會依照他

們在通報中心留下的資料寄發公文告知，並且也會將訊息給各區的個管中

心。另外，特教中心也會舉辦好幾場的入公幼說明會，讓家長了解整個安置

流程，以及未來在幼兒園可以接受的服務為何。（B1） 

 

1.教育局會從行政面發公文通知學校有關的特教資源服務由學校通知家長。 

2.特教中心幫忙特教的鑑定與安置、諮詢有關特教相關業務及輔導、藉由巡輔

教師傳達有關的特教相關事宜。 

3.社會局的服務及社工對個案的管理都可幫助家長了解資訊。（B2） 

 

1.透過巡輔教師、專業團隊、教助員等提供學校及家長所需的人力資源。以特

教宣導的方式，讓家長瞭解目前所提供的資源。 

2.學校的部分，以親師聯絡、書面資料、會議、輔導記錄、IEP 等，提供家長

瞭解。 

另外以社福機構的方式提供家長資訊，讓家長知道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務。

我們會儘量的提供書面的資料讓家長能確實瞭解目前所進行的政策。（B3） 

 

特教科與幼兒教育科會舉行一些家長可以參與的研習、也有透過兒童發展資

源中心發出一些相關的單張、宣傳、研習讓家長能更瞭解自己的福利。（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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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迴輔導教師的角色在學前融合教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除了與學校

單位連繫，有些巡迴輔導教師也積極與社福機構有所連結，有效的將所有資源整

合為一，對於幫助特殊需求生及家長對政策更為瞭解也願意配合著執行。 

 

（三）融合班教師 

    融合班教師多半是透過巡迴輔導教師或市府的公文，配合著推動政策，再將

資訊傳達給家長。 

 

很積極的家長會知道如何尋求資源，會主動問老師或和家長間相互分享，會

自己主動去探詢各種不同的管道，為自己的孩子爭取各種資源，但是如果家

長自己没有深入的瞭解，没有積極去爭取，能得到的訊息就很少了。主要還

是在於家長的態度是否能積極面對及爭取，才能有效提高執行率。（C1） 

 

教育局會以公文來通知學校，而最主要是教師的角色很重要。（C2） 

 

教師有轉發「特教說明會」的公文給家長，但似乎不是強制性參加。（C3） 

 

目前大多以學前融合教育為主軸，在各大醫療院所都有早期療育中心，也會

提供社工或巡迴輔導員進行訪視。以上這些管道都會提供相關訊息給家長，

讓家長了解有那些資源可以運用幫助孩子成長。行政資源上也有提供特教資

訊網等相關連結的網站，家長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訊息，讓家長可以放心地設

想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而不再是一昧的盲從，我覺得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整

體的執行有一定的成效。（C4） 

 

對於這部分，我覺得主要是巡輔老師提供訊息或是家長間互相的分享，才能

知道瞭解資源在哪裡，至於學校所能做的是協助家長去問去瞭解，但這些還

是要家長的態度認同與否才能有效提高成果。（C5） 

 

主要以市府發送公文到各個幼兒園，請老師提醒特殊生的家長一些資訊，例

如參加相關的研習。（C6） 

 

    只要市府的訊息一傳達到各校，為了特殊需求生及家長的權益，教師一定會

再傳達給各家長得知，並鼓勵家長積極的參與，但是如果家長的態度不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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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極的，那麼，教師即使再努力，所能達到效果還是很有限。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特殊需求生家長在面對孩子的障礙，一開始大多是無助的，是不知所措的，

但是在經過醫療、社福及教育體系的協助後，大多能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自己孩

子的需求。 

 

我們都是家長彼此間的互相通報才能知道有哪些資源，有哪些政策是家長需

要的，都是要我們主動瞭解，政府的推廣並没有很清楚的訊息讓我們知道。

另外宣導活動上所使用的標題、字眼太官方了，推廣的方法應該要很溫和，

但是進行這些活動時所使用的用句反而讓家長會有所恐懼，影響家長參與的

意願，感覺是政府漠視了家長和其他手足的心理需求。（D1） 

 

還是要透過社福機構才會知道有哪些活動，但是以前剛加入時社工比較常聯

絡，可是後來也很少連絡，而且現在的活動都要自己出錢，這樣就會減少我

去參加的意願了。（D2） 

 

電視的宣導效果是最大的，但是也比較花錢，另外網路、海報還有學校的座

談會都是很好的宣導管道。但是宣導還是不夠的，很多時候都還是要家長自

己去找資源。（D4） 

 

    由家長的訪談中發現，家長是透過彼此之間相互的分享或社福機構、學校的

轉達，才知道目前市府有哪些政策可以申請，舉辦了哪些與特殊需求生相關之活

動，對於市府的宣傳並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努力。 

 

二、推動政策運用的策略及配套措施 

    推動一個新的政策一定會有所謂的觀察期，各相關人員在策略的運用技巧及

因應的配套措施也影響著政策是否能順利及有效的執行。 

 

（一）教育行政人員 

    身為政策的規畫及推動者，教育行政人員在政策的推動之初，是否能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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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有所調整。 

 

在推動一個新的政策時當然有些阻礙，我們會思考這些負面的聲音是哪些方

面没有顧慮到，內部進行討論及調整。（A1） 

 

在安置特殊生時，會先統整各個學校的班級數及現有的特殊生人數，再行決

定可安置的特殊生人數，儘量不安置於同一個學校，因為考量品質及每個學

校老師的負擔，所以會儘量平均的安置於不同的學校。（A2） 

 

    在安置特殊需求生時能考量到各校所能承擔的人數，有了全面考量，在實際

推行時也能適時的討論與調整，如此，政策才能順利的推動。 

（二）巡迴輔導教師 

    接著由巡迴輔導教師的觀點，瞭解要順利進行學前融合教育所需要的配套措

施。 

 

1.入幼托前的審查，讓特殊幼兒可以能安置到適合的環境就學。 

2.能明確的告知能酌減多少人數，不讓一般生的家長或是特教生的家長對學校

安置的人數有疑問，除了給幼兒受教權，也應該要考慮職場老師的教學品質

和教學壓力。 

3.安排家長知能研習，讓他們了解入幼托後需要知道的權利和義務為何，這樣

學校在安排或是連絡相關事宜時，才不會搞不清楚是要做什麼，以至於每一

次都要一直不斷地解釋，參與度就會明顯地降低。 

4.妥善的審核適合特殊幼兒需求的專業人員以及特教助理員。 

5.巡輔教師入園輔導。 

6.針對行政業務做得好的園所可以給予實際的回饋。反之，對於相關行政業務

沒有辦法如期完成的園所，要去了解可能的原因，並且適時的給予督導。 

7.學區國小能配合出席轉銜會議。（B1） 

 

教育局、特教中心、社會局、醫院、學校、巡輔教師、專業團隊、家長的各

自角色均需做好，溝通管道也都能良好又暢通，這樣才能順利推行學前融合

教育。（B2） 

     

    所有與融合教育之相關人員均應準備好配套措施，如果是事不關己的態度，

那麼政策在推動時就會有許多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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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團隊間的相互合作可以再更密切一些、相關專業知能研習、人力資源

要充足、適性滿足不同的特殊需求。應讓社福體系和教育體系及醫療體系間

能彼此有一連繫的管道，這些配套都能做好，才有實質的幫助。另外，在特

教的研習方面目前規劃的較少，即使是針對巡輔老師也没有安排一系列的知

能研習，對於融合班教師，目前似乎只有 IEP 的研習，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

方面，這些都是不足夠的，應該要增加特教的研習。（B3） 

 

教育、社政、家庭要共同合作。（B4） 

 

    巡迴輔導教師主要提到了所有與特殊需求生相關之專業團隊，無論醫療、社

福及教育體系彼此之間的連結很重要，這也是目前台中市所缺乏的部分，雖然有

些巡迴輔導教師很用心，會主動與這些單位進行連絡，讓特殊需求生接受全面的

服務，但是並不是每位巡迴輔導教師的做法都相同，因此，特殊需求生所能學習

及接觸到的服務及資訊也就有所不同。 

（三）融合班教師 

    融合班教師主要在教育現場教導普通生及特殊需求生，即使是兄弟姐妹或普

通生在團體生活相處及學習時也會有所爭執及衝突，而特殊需求生有著其特殊需

求，如何在融合的環境裡有效學習，就要看融合班教師處理的技巧及接納的態度。 

 

會教導普通生去幫助特殊生，教導他們將特殊生當弟弟妹妹來照顧，也會以

繪本例如阿虎開竅了讓學生瞭解特殊需求生。至於有所衝突時，我會以普通

生的方式去處理，視發生的問題解決，而對於普通生的抱怨，我也會實際的

告知他特殊生的需求及需要諒解的地方讓普通生瞭解並有所諒解。（C1） 

 

主要要多一點耐心，給予時間和空間。而幼兒有所衝突時，會請雙方面一起

面對面溝通。（C2） 

 

在幼兒園混齡的環境中，通常一般生與特殊生之間不會有太多衝突，除非特

殊需求的障礙類別是過動、情障之類。若特殊需求的學生有較特別的狀況，

老師會先做心理建設，比如：他在處理某些方面是較小的弟弟妹妹，或他在

某方面生病需要大家的幫忙。（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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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公平的處理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之間的衝突，除了教導普通生認識特殊需

求生的特質，能主動幫助同學、體諒同學，對於特殊需求生也要學習不因自己的

特殊需求而造成班級的困擾，能學習適應團體生活，學習與人相處。 

 

在人際關係上我會一視同仁，但在學習內容上會因特殊生的需求而有所調整

或加強抽離教學。而當幼兒發生衝突時，會先了解原因當下處理，如特殊生

犯錯也會給予指導，不會因為身份不同而有所特殊待遇，讓其他幼兒覺得老

師不公平。而一般生在相處一段時間後也能理解特殊生和他們有一點不同而

會多包容及幫助特殊生。（C4） 

 

我會請班上能力較好的學生輪流協助特殊學生，例如日常生活作息或班級活

動、課程等，另外也會利用繪本、小故事、影片等讓全班認識特殊需求的學

生，大家一起討論可以幫助的方法。另外發生衝突時，先請雙方說明事情發

生的原因，除了當面說明，也會另外個別聊聊及藉由其他小朋友瞭解原因，

在瞭解原因後除了道歉外，也會針對事情給予適度的處罰，例如：扣獎勵印

章、取消或減短角落時間等。（C5） 

 

我會利用晨間的時間和小朋友聊天，以中立的立場去說明特殊小朋友的狀

況，和小朋友聊聊可以給他哪些協助，還有會用小老師的制度。（C6） 

 

     融合班教師面對特殊需求生，考驗著他們的班級經營、課程調整及親師溝通

等的能力，教師能有效處理各方面的問題，除了能讓普通生認同特殊需求生，學

習幫助特殊需求生，對於特殊需求生也能適應於團體生活，增加社交技巧。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家長讓孩子去學校就讀，就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成長。但是，特殊需求生的家長

極不願意孩子被貼標籤，也不希望孩子被孤立，在孩子教育上遭遇到的問題處理

的方式及尋求協助的管道，即是家長最迫切要面對及處理的。 

 

我會去問學校老師，還有就是和其他家長聊。（D1） 

 

我會問老師還有社工，跟朋友、家人聊自己小孩的問題。可是要我從哪裡問

政府，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問了。（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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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每個學校都應該有特教資源的提供，我為了我的孩子積極參加學校的

活動，擔任志工媽媽，希望就此瞭解孩子的學校的情形，希望學校重視我的

孩子的特殊需求，但是效果好像没有很好。（D3） 

 

我會找其他家長或者是老師、巡輔老師、社工尋求協助。（D4） 

 

    家長們都會藉由學校教師及社工、其他家長等方式尋求協助，為了孩子也會

積極的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以期孩子在學校能被認同，被接受，有用心又積極

的家長，對特殊需求生而言，必定能有所成長及進步。 

    特殊教育法規定，需為特殊需求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而台中市在民國 103

學年度為了讓融合班教師對 IEP 的內容及更便於撰寫，重新擬定了個別化教育計

畫的表格，並舉辦了多場的相關研習，且要求必須審查通過才能核予特教經費，

但是，這個政策的擬定及規畫，對於各相關人員是否有著相同的感受，有達到所

謂的成效，以下由各相關人員的訪談來瞭解不同層面的人員對這項政策的看法。 

 

一定有成效，有了研習及說明會，老師對特殊生的態度較能接受，也比較知

道帶特殊生的方法，不會直接拒絕特殊生。（A2） 

 

由於是第一年執行所以對於教學品質和執行率目前無法觀察出來，但是就目

前在第一線服務時，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園所長和教師對這樣的政策很反彈，

園所會覺得特教補助是給接受特殊幼兒園及特殊幼兒家長，應該是鼓勵的性

質，但是以這樣的方式就會像是一種強制的規定，對倡導融合教育可能不是

好的策略，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IEP 督導雖然抓出了許多園所的問題，但是因

為修改的標準不一，所以會有不一致的結果，讓許多園所抱怨甚至質疑巡輔

教師的專業，因為 IEP 是巡輔老師看過後送出的，怎麼還會被退還修改呢？

這部份我們有在進行檢討當中。其實 IEP 的督導對於園所的執行上面是有稍

微提升一些，畢竟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而老師們在評估孩子的能力時也會

去思考，這也是很好的開始，我想很多政策都是在被要求之後漸漸地變成一

個既定要完成工作。我覺得因為目前已經有 IEP 督導以及特教訪視工作，所

以是否要把 IEP 撰寫通過與否當作經費申請的必要條件應要再做討論。（B1） 

 

    由於巡迴輔導教師是站在把關的第一線，負責審查 IEP 內容，但是教師所撰

寫的內容又同時是巡迴輔導教師所協助及給予建議而完成的，在彼此的矛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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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面對審查不通過的教師及學校之疑問，又要面對同樣是巡迴輔導教師的審

查，每個人的標準不一而引發的種種疑問，因此在協助輔導園所教師撰寫時即要

仔細的檢視過。 

 

我覺得園所本就應該為特殊幼兒擬定 IEP，而有些園所本來就會很認真的去撰

寫 IEP，但有些園所就會淪為形式或甚至不寫。而以有無撰寫 IEP 來做為特教

經費的獎補助，確實能幫助園所來書寫 IEP，也能讓一些幼兒園來正視特殊幼

兒的需求及為他設定適合之目標，加上因為要與家長開 IEP 期初及期末會議，

所以這些都可幫助園所來重視特殊幼兒的需求。 

但如果要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那我覺得應該要看各園所

及老師是否都能依照 IEP 所訂定之目標確實來執行。（B2） 

 

還是有一定的成效的。在執行率的部分一定有所成效，因為可以規範私立幼

兒園的老師一定要撰寫 IEP，至於特教品質，因為有要求內容，老師在書寫時

也比較用心的去撰寫，巡輔教師也會協助書寫及修改，對於整體是有所成效

的。（B3） 

 

這只是被動的希望老師能夠進行撰寫的 IEP 的工作，而且補助也幾乎都沒有

直接讓老師受惠，而是補助給園所，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應該沒有直

接影響，我的建議是希望能直接將獎勵、補助給第一線的人員，他們真的才

是應該受到鼓勵的人。（B4） 

 

    對於負責撰寫的教師，在接受特殊需求生安置於班級時，即知道一定要寫

IEP，大家對於內容也都很熟悉，只是台中市在近二年內修改了內容，對於已熟悉

之前格式的教師而言，既要重新學習新的格式，又要面對審查，在經過努力撰寫

卻被退回要求修改或重寫，會因此產生許多抱怨，本來是立意良善的政策，卻反

過來給予人不友善的感受。 

 

我不知道品質有没有提升，但是在執行率方面是一定會提高的，就我所知目

前的 IEP 內容的調整是為了讓老師能更容易撰寫，但是，實際在書寫上反而

有更難寫的感覺，有聽到很多老師的抱怨，現在好像變成是字句上的挑剔，

在玩文字遊戲，對於內容有很多的限制和要求。（C1） 

 

這是個不友善的政策，不應該將 IEP 與特教經費綁在一起。願意收托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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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是基於老師教育的熱忱，且繕寫 IEP 的過程是讓老師檢視是否給予特

殊需求學生適切的輔導策略，當政府要求老師要收托特殊需求學生，又要在

時間內將 IEP 繕寫完成，並且在沒有 IEP 的書寫標準狀況下，對於老師是否

過於苛求！（C3） 

 

這點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個人認為身為教師本就應有這樣的專業及涵養，不

應只著重在文書方面紙本報告來裁定教師是否有認真教學甚至做為補助的標

準，這對於認真教學但不善於書面報告之教師並不公平。（C4） 

 

因為關係到家長是否能申請到特教補助，所以大家都必須要寫 IEP，當然會提

升執行率。但是我個人覺得之前的 IEP 內容較容易撰寫，現在台中市修改了

IEP 的內容，雖然舉辦了多場的研習來說明如何撰寫，但是在實際撰寫時，就

會覺得被限制很多，尤其是寫好了還要被審核通過與否，審核的標準在哪？

由誰來審核？具公平性嗎？經過如此的審核就能提升品質了嗎，對於這部分

我就很不能認同了。（C5） 

 

    大家都認為一定有成效，但是感受大不同，以融合班教師而言，公立學校的

教師只要班級有特殊需求生，本來就會配合著擬定 IEP，而如此的政策卻是要他在

字句裡挑三撿四，感覺彈性不大，而且每個審查內容的巡迴輔導教師標準不一，

本來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卻演變的很難讓教師心甘情願的去配合此政策。而對

於私立學校的教師而言，以往並不一定配合撰寫，總是要巡迴輔導教師再三的提

醒，但是，因為關係到經費的核發，不得不寫，因此執行率一定會提高，但是，

最為教師質疑的是，所謂的品質真的有所提升了嗎，即使是編撰內容及協助撰寫

的巡迴輔導教師本身都不一定認同，更何況是主要撰寫者的教師，也希望教育行

政單位對於此項政策能多方聽取職場教師的心得，適度的調整，才能讓人主動且

積極的配合政策的執行。 

    另外，台中市對於特教所提供的人力是否充足，各相關人員因為對人力需求

的不同，看法也不盡相同。 

（一）巡迴輔導教師的看法 

 

專業人員的人力是足夠，但是因為經費的問題，所以在核發專業人員或是特

教助理時數時，會沒有辦法符合學生的需求，加上在核發時數時，委員只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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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件資料去審核(只有一些特殊狀況會詢問巡輔教師有無需求)，會跟實際的

需求不符合。巡輔輔導教師的人力在某些區域的是需要再增加，台中市巡輔

教師的行政工作非常的多，所以常常需要占用到輔導的時間，像入幼托的安

置訪視、入小一的屆齡轉銜都需要有第一線的人來協助，需要再討論怎麼能

讓巡輔教師在輔導和行政上面取得平衡，這真的是兩難。（B1） 

 

目前的人力當然依舊不足，但卻礙於許多規定，所以也無法補足人力。（B2） 

 

在私幼導師部分，人力明顯的不足，無法做到雙導師相互協同。專業團隊的

人力、巡輔師還是有比較少。建議應該再加強專業團隊部分，例如增加時數

或提供特教助理員，或者增加巡輔教師的人力。（B3） 

 

不充足！而且我覺得在職進修也不夠，例如：罕見疾病越來越多樣化，孩子

的障礙種類也非常多樣化，需要不斷的增進相關資訊才能家長對老師更有信

心。（B4） 

 

    巡迴輔導普遍認為不充足，除了本身人力的不足，無法有效提供行政或輔導

方面的支援，對於專業知能的學習亦覺得有必要再增加。 

 

（二）融合班教師的看法 

 

人力的資源提供真的很不充足，應該多核發特殊助理員的時數，據瞭解在寒

假的課後留園就能核到每天八小時，但是平時的時間卻無法核太多時數，另

外特教助理員很難找，應該要開立專門的學分栽培特殊助理員，除了可具備

專業的特教知能，在人選方面的考量也能有所依據。（C1） 

 

人力明顯不足，特教助理員的加入確實能夠給予特殊需求學生實質的幫助，

也能減少帶班老師的負擔。基本問題是班級人數過多，且是否每種障礙類別

都適合放在普通班實施學前融合教育。（C3） 

 

我覺得巡輔老師 2 個禮拜一次的時間似乎太少，加上手上的個案數較多可能

無法面面俱到，個人建議是否可以增加巡輔老師的人數，讓師生比例能夠降

低。（C4） 

 

我覺得不夠，尤其是在專業團隊這部分，雖然平時有巡輔老師入園協助，也

能申請專業團隊，但是以療育課程的申請來說，目前以大班為優先申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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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班都無法申請到療育課程，但是，年齡越小的孩子應該更要接受早療，

才會有明顯的成效。（C5） 

 

    融合班教師對於人力的需求主要希望增加專業團隊輔導的時數，例如療育教

師的專業輔導或巡迴輔導教師，以及特教助理員的時數，雖然班上有兩位教師，

但是教師在面對特殊需求生的突發問題時，又要處理行政，又要進行課程教學，

時常會有措手不及的情形，因此如果有特教助理員可以專門協助該特殊需求生的

特殊需求，對於教師可減輕許多的負擔。 

 

（三）特殊需求生家長的看法 

 

我覺得城鄉差距太大有很大的影響，在資源的分配上就不平均了，像在語言

治療師這部分就很缺乏了，每個小孩的情形不同，在人力需求這部分有很明

顯的不足，而且老師負荷過重，換了又換。（D1） 

 

應該是不夠，像社工就一直在換，還有語言治療師也是都是一直在換。（D2） 

 

人力是不夠的，因為我的孩子只申請到臨界的診斷證明，所以所能申請到的

特教資源好像很少，如果可以增加人力，有時間幫他做個別輔導，應該才有

幫助。應該不要分障礙的輕重度，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提供人力，這樣才有實

際的幫助。（D3） 

 

在幼兒園時的巡輔老師很用心，但是感覺人力還是不足夠的，在上課的課程

輔導應該要增加人力的支援。（D4） 

 

    在家長的看法中，也普遍認為人力明顯不足，家長主要的訴求是對社福機構

及醫療體系方面的需求，因為與孩子息息相關，家長希望孩子在融合班學習，但

是又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多的特教資源，能接受個別指導以提升能力，但是又不希

望孩子被貼標籤，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但是，家長卻忽略了自身的態度及配合

度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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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未來的規畫與目標 

    在瞭解了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對各相關人員所推動的策略及因應措施，也訪問

了所有相關人員瞭解大家對於台中市未來在政策擬定的具體規畫及目標。 

（一）教育行政人員 

    以教育行人員而言，主要是教育部五年發展計畫為主要規畫的方向，且每年

所執行的政策方向大多已有固定的模式，在推動上也就較能得心應手。 

 

對於目標的達成尚在努力中，主要還是希望各個學校都能接納特殊生，配合

執行及推動相關政策。（A1） 

 

有逐年在達成融合教育的目標，越來越進步了，因為大家已經知道每年要做

的工作，已經很習慣了，有固定的模式在進行，接受度相對就較高了。（A2） 

 

    只要所有相關人員都能相互配合執行與推動，對於相關政策必能達到所要的

目標，因此，教育行政人員對於目標的達成率有著樂觀的態度，也相信在每年逐

步推動的政策無論是教師、家長都會有所體認與瞭解。 

（二）巡迴輔導教師 

     巡迴輔導教師即要配合宣導政策，要輔導特殊需求生，要提供教學策略及專

業知能，要與家長溝通，巡迴輔導教師對於未來政策的具體規畫及目標有： 

 

1.多元的宣導，讓更多的家長（普通生和特殊生的家長）對這樣的觀念更熟悉，

以得到更多的共鳴。 

2.提升家長知能的研習。 

3.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能要求研修更多的特教學分。 

4.給予收托特殊幼兒的園所和執行教學的班級教師實質的獎勵。 

5.以回饋機制，確認園所有轉知家長相關資訊。（B1） 

 

我對於目前台中市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擬定的目標及規劃都很肯定與

支持。對於特殊幼兒來說，台中市的特教相關資源真的很多，有很多單位及

相關人員真的都很認真又願意付出一己之力來幫助這些特殊幼兒。 

希望未來能再多與醫療單位合作，對幼兒去醫療院所的復健情形能更加了解

並多加以支持及配合。（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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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仿效彰化巡輔師和治療師是一起的，能確實與社會局資源做完整的結

合與統整。另外就是增加特教的知能研習，尤其是加強巡輔教師的特教知能。

（B3） 

 

安排座談會或是進行參訪，共同分享他人的成功經驗，也可以與其他家長團

體共同合作，讓家長成長團體的經驗也能分享給其他的家長及老師。（B4） 

 

    每個人由不同的角度去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所訂定的目標也就有所不同，

但是都是最實際也可以參考的重要方向，供台中市未來在擬定具體目標及政策的

方向。 

（三）融合班教師 

    由融合班教師的角度來看，對於政策擬定的方向及目標有： 

 

能增加特教助理員的人力，並提供特教知能的課程讓大家能更瞭解特殊需求

生，據我瞭解，在彰化曾經要求每個園所一定要派一位老師參加特教知能課

程，等同於受訓為園所的特教種子教師，如果台中市也能如此執行與規畫，

應該能有不錯的成效。（C1） 

 

希望能增加專業團隊實際指導特殊生的時數，目前專業團隊的方面所給予的

時數太少，並没有真正的幫助到特殊的孩子，感覺是在消耗時數而已，當然

雖然目前時數很少，專業團隊還是有提供教師一些方法，如果時數增加了相

信幫助會更大。（C2） 

 

1.先評估障礙類別及程度是否適合學前融合。 

2.確實酌減班級人數。 

3.特教助理員的時數的審核時間縮短。 

4.IEP 與特教補助不要綁在一起。 

5.給班級教師繕寫 IEP 或審核 IEP 的標準。（C3） 

 

1.增加專業團隊的人力，用以支援學前融合的班級。 

2.增加特教的研習課程，尤其是以實務經驗的課程。（C5） 

 

希望在巡輔老師入班輔導時除了輔導有特教身分的學生，也能協助觀察及瞭

解班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發現問題時能提供老師方法。有專業的師

資來幫助我們，在遇到問題時才能知道方法去處理。（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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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訪談中發現，教師主要的需求還是以教學現場為主，希望能增加專業團隊

輔導的時數，也希望能多開辦研習供大家在因應策略上有實際的幫助及參考。 

 

（四）特殊需求生家長 

    以目前教育最重視的就是家長的想法，孩子最親密也最信賴的對象就是家

長，家長對於政策的擬定及規畫都是以孩子為第一考量。 

 

在進入學校之前就在醫院先進行聯合評估，在兒童手冊上註明，小孩在入學

時，學校就能很清楚的掌握到孩子的狀況，而且老師應該具備基本的特教知

識與訓練，有很敏銳的觀察到小孩的特殊需求，不要忽略了邊緣的小孩，另

外學校應該要開設親職教育方面課程讓家長瞭解你的小孩有哪些狀況可以馬

上知道。要讓家長認同，在社工、學校、老師應該要有同理心，不能只是以

很官方的方法讓家長接受自己的孩子有障礙。不要只是以身障手冊去認定，

將聯合評估納入兒童健康檢查的制度裡，才能及早知發現及早治療。（D1） 

 

提高經費的補助對我才有真正的幫助。（D2） 

 

學校會安排基本的健康檢查例如視力、牙齒檢查，如果可以再增加醫院的聯

合評估例如請醫生到學校做統合的評估和治療，例如單腳跳、大小動作不協

調，再請學校發通知，而不是等家長自己發現孩子的障礙，即使學校有基本

的能力檢測，感覺是不夠的，畢竟老師對於專業的醫療問題其實是不瞭解的，

要有醫療的資源進入學校才是有幫助，另外社區也應該要宣傳例如里長的協

助，如果這些都能確實執行，一定會有所成效的。（D4） 

 

    家長所希望政府規畫及推動的政策方向與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都不相同，有

許多特殊需求生的障礙問題都是在入學後或是經過同儕相處才發現問題，因此，

從家長的角度來分析，主要還是希望在醫療、教育、早療、社福等機構彼此之間

能密切的結合，相互配合，以期孩子的障礙問題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才不致

於錯過最佳治療的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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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分析 

    將以上訪談資料加以整理分類並進行分析，提出以下研究發現： 

壹、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形成方面的研究發現 

一、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主要依循教育部所擬定之相關政策逐步規畫與執行。 

    台中市對於融合教育政策的規畫及擬定，主要以教育部所訂定之相關政策為

依據，配合規畫及執行，並依融合現場實際之執行情形，予以調整政策內容及方

式。 

 

二、政策在制定前没有諮詢教師及家長的意見，而在執行過程中會依據多方意見

進行調整。 

    融合班教師及家長對於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擬訂没有實際參與規畫的

管道，但是教師在執行過程中，會透過相關會議或電話聯繫等方式表達意見及實

際執行面的困境，以供政策擬定者能適度調整政策執行方式，而政策擬定者也會

依所得到之意見稍加調整政策的執行內容或方式。 

 

三、大家對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一致，均認為融合有助於特殊需求生成長與

進步。 

    教育行政人員、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及融合班教師因所學知識，對於學前融合

教育內涵具相當之瞭解，而家長對於「學前融合教育」內涵不甚瞭解，但大家對

融合教育之理念看法一致，均認為融合的環境能幫助特殊需求生有所成長與進步。 

 

四、家長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所制定之政策不清楚。 

    家長主要經由社福機構及教師方面得知台中市所進行之相關政策及宣導活

動，積極的家長會主動瞭解並參與，尋求資源，而多數家長只是被動的配合，並

不清楚政府推動的所有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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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執行方面的研究發現 

一、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之政策執行現況良好，學前融合班教師與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能配合推動及執行所制定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 

    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是融合班教師及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兩者對於融合教育政

策具相當程度之認知，也瞭解台中市在學前融合教育方面所推動之相關政策，能

依公文指示或研習資訊等瞭解政策的方向並配合執行與推動。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協助擬定及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輔導策略及提醒特教相關業務時程，而教

師負責執行，彼此之間要有共識，如果巡迴輔導教師没有積極提供相關服務，而

教師不配合執行，政策的執行就會有所阻礙，無法順利推動。 

 

二、融合班教師與家長及相關人員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影響政策的執行。 

    教師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影響特殊需求生的進步空間。教師願意接受特殊需求

生，能與家長密切配合，瞭解學生及家長的需求，針對學生的特殊需求提供協助

及方法，而家長願意面對自己孩子的障礙，願意配合教師所提供的資訊共同參與，

對於特殊需求生即能有所成長，對於政策的推動亦有所助力。如果家長對教師所

提供的資訊不理不睬，不配合參與，而教師不主動將政策相關訊息告知家長，不

願意放下身段接受特殊需求生，政策即很難推動與執行。 

 

三、人力不足是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家長所共同面臨的困境。 

    學前融合教育主要以安置特殊需求生在融合的環境學習與成長，以目前學前

班級的人數比例，一個班級中教師與學生的比例為 2：30，而台中市對於安置特殊

需求生的酌減人數可減收 1 名，因此以大多數的公立幼兒園之實際幼兒人數為 2

名教師教導超過 25 名以上的普通生再加上 1 至 2 名的特殊需求生，而有些學校因

為學校的政策方針並没有實際減收普通生。對於教師而言，學齡前的孩子尚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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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生活自理、團體適應及常規的建立等，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戰要面對，再加上特

殊需求生不同之特殊需求時常是疲於奔命，無法負荷。因此，如能申請到特教助

理員從旁協助特殊需求生，有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輔導策略及協助指導特殊需求

生，有專業團隊提供療育課程，這些對於融合班教師都是非常實際的幫助。而台

中市目前礙於經費的因素，在療育課程方面只能提供大班特殊需求生服務，對於

特教助理員的申請時數也有限，另外，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要負責的個案量太多，

無法提供各學校足夠的輔導時數。台中市目前的對策是增加特教助理員的時數及

增加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人力，以期能紓解因人力的不足而影響執行的成效。 

 

參、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推動策略方面的研究發現 

一、台中市在縣市合併後，成立了特教資源中心，將資源整合為一，用以推動學

前融合教育政策。 

    目前台中市特教育資源中心分了三區-中區、海線及山線，並在中區資源中心

增設了學前組，旨在協助市府特教科承辦相關之業務，協助幼托整合與學前特殊

教育服務，及協助辦理台中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之管理與運作等相關業務。 

 

二、台中市在辦理特教宣導活動及規畫特教專業知能的研習方面尚有改善空間。 

    台中市目前主要的特教宣導活動以鑑定安置、入幼托或小一的轉銜工作為

主，而研習主要以教導教師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及特教相關業務的流程說明而

辦理研習，對於教師希望能規畫教學實務，如何有效輔導特殊需求生的方法，在

這方面的研習規畫較少，另外家長對於面對特殊需求生的情緒紓導的方法等方面

尚待政府能瞭解到需求，規畫相關研習。 

 

三、經費的提撥與分配影響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 

    經費的提撥有助於私立幼兒園提高接受特殊需求生的安置，而家長對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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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助亦有所需求，交通費及健保的給付，提高家長帶特殊需求生至醫療院所接

受專業的療育課程之意願。另外在公立幼兒園的部分，申請特教助理員及療育課

程方面的經費提撥與分配有助於增加人力資源及提供專業知能。 

 

四、特教資源的整合尚需加強教育、醫療及社福體系之間的連結。 

    台中市目前主要是由醫療、社福與教育體系三方面為特教之相關資源，各個

體系有各自負責的單位，社福機構主要由社工員協助家長提供家庭相關服務，而

醫療院所主要負責特殊需求生的鑑定證明及提供療育課程，教育單位則是以特殊

需求生安置於學校接受教育為主，彼此之間的連結較少，有些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會主動聯繫社工員瞭解學生家庭狀況，或是社工員與教師也會偶有聯繫，但是，

主要的聯繫管道太少太被動，主要還是由家長進行連結，任何一方的主動性不高，

形成各做各的，各管各的，在資源的整合上尚待加強。 

 

五、落實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與執行、檢討，訂定相關辦法。 

    台中市於民國 103 學年配合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的修改及政策的調整，以教

師撰寫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為審查特教相關經費通過與否的依據，此項政策對於提

升台中市在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執行率有具體的成效，但是對於主要撰寫的教師而

言，每位審查內容的巡迴輔導教師標準不一致，融合班教師認為經由負責輔導的

巡迴輔導教師協助完成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應該已是符合撰寫標準，卻被要求要修

改而感到不解，也突顯政策擬定的缺失，訂定標準的不一致，因此，台中市已於

2015 年調整審查的標準，以期每位融合班教師在撰寫時没有質問，對於特教品質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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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並分析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實施現況及執行之成效，根

據第三章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現況分析及第四章實驗訪談結果分析，針對推

動與參與「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政府教育行政人員、融合班教師、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及特殊需求生的家長等多方訪談，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並分析結果，

從中檢視目前台中市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之執行成效，整理相關的結論，以供

教育行政機構、學校、教師與未來相關之研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依據研究結果與研究發現，提出以下結論： 

壹、教師的態度、家長的配合及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是推動學前融合

教育成功的主因。 

    教師有耐心、具專業知能、願意接受特殊需求生，家長願意與教師溝通、有

良好的配合態度，巡迴輔導教師提供專業協助教師及家長，彼此之間的配合是推

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主要因素。 

 

貮、擬定及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推動在執行率方面具相當之成效。 

    台中市於民國 103 學年配合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的修改及政策的調整，以教

師撰寫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為審查特教相關經費通過與否的依據，由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積極教導及協助教師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並安排多場次之相關研習課

程，此項政策對於提升台中市在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執行率有具體的成效。另外，

台中市於 2015 年調整審查的標準，以期每位融合班教師在撰寫時没有疑問，對於

特教品質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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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家長對融合班教師予以肯定，在教育特殊需求孩子遇困難時會尋

求教師的協助與幫忙。 

    家長都能肯定融合班教師對孩子的用心，願意與教師分享孩子的特殊需求，

主動尋求協助，配合教師調整教導特殊需求生的方法，也由融合教育的政策下看

到孩子的進步與成長。 

 

肆、特殊需求生在學前融合的環境中有顯著成長。 

    特殊需求生經由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執行安置於融合班級與普通生一起學習

與生活，無論在語言、生活自理、團體適應等方面都有所進步，有具體的成效。 

 

伍、台中市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在透過逐年逐步的調整與實施，及結合

宣導手冊、網路資源的提供等相關配套措施，用以達成融合之目

標與精神。 

    台中市在訂定一項新的政策時，能依教育行政人員的檢討、教師的反應、會

議的討論等方式進行調整，對於政策的宣導也會透過手冊、網路、說明會等的方

式，提供大家對政策更瞭解與配合，達到政策訂定之目標。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對教育部及縣市政府教育局在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制訂及推動之策略，

提出以下建議： 

壹、學前融合教育之政策的制定，可廣納各相關人員的意見，增加政

策的可行性及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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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對於政策的規畫與考量並没有參考教師及家長的意見，建議政府

在政策的制定前可廣納多方的意見，尤其是負責執行的教師及特殊需求生的家

長，瞭解實際的需求，共同研擬政策的方向，再行規畫與制定政策。 

 

貮、加強融合的宣導觀念，提升對融合教育的正確觀念及社會大眾的

認同。 

    一般人士對於融合的內涵並不完全瞭解，以為教育就是特教與普教二分法，

而隨著時代背景的不同及醫療知識的增進，現在特殊需求的孩子比例有增加的趨

勢，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也許只是生理或情緒、語言上的特殊需求需要被關心，

需要再教導。因此，教導大家認識融合的內涵，認識特殊需求的孩子的特質，加

強宣導融合的正確觀念有助於特殊需求生能適應於社會團體之生活，被大家所認

同。 

 

参、增加特教知能的研習，課程的安排以教學實務及情緒處理等實務

經驗為主。 

    由研究發現，目前台中市的特教研習主要以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及特教業務

的操作為主，對於教導實務經驗之研習甚少，而這是目前職場融合班教師及家長

的需求，建議台中市之後在研習的安排上能增加此方面之課程規畫。 

 

肆、成立跨機構的資源整合小組，加強規畫融合教育的支援系統。 

   政府應積極規畫整合特教的相關資源，加強在教育、社福及醫療方面的支援系

統，讓三者之間有連繫的管道，建議可成立一資源整合小組負責連繫，協助提供

支援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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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落實融合教育政策之宣導與執行，並要持續的推行，建立政策成

效評估的機制。 

    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主要藉由一個又一個完善的政策持續的推行，每一個

政策的規畫與推動都有延續性，好的政策需持續的宣導與推行，而效率不佳的政

策要適度調整或停止，因此，建議可針對每個政策建立成效評估的機制，成立政

策實施的評估小組，檢驗政策推動的成效是否達成，也可做為下一個政策形成的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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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訪談對象-教育行政人員 A1（2015.03.17）、A2（2015.03.24） 

Q ：在「學前融合教育」推動過程中，首長(或長官)曾對此一政策做過哪些指示或

協助？推動的理念為何？ 

A1：目前主要是針對教育部特殊教育發展五年計畫的內容，以小組會議方式開會，

討論所要推動的工作進行修正與調整，例如：五年計畫裡關於 IEP 督導部分，

就會針對內容進行討論及檢討再行推動。還有教育部臨時訂定的政策也是我

們著重的方向，隨時要針對所發放的公文內容進行討論及規畫與推動。 

A2：希望把特殊的孩子能儘量都安置在普通班，主要推動的理念就是依法辦理。 

Q ：在「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前曾經考慮過什麼要素？（環境背景因素、

設立目標的原則、所要達到的教育目標） 

A1：會考慮到家長的立場以及學校所能做到的層面，不同性質的公私立學校等都 

是考慮的要素。 

A2：原則上是希望特殊需求的學生都能安置在普通班，主要以此要素為考量。至

於安置的原則會經過審查的機制再予以安置。 

Q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A1：融合教育要成功，老師的接受度要很高，對特教的理念也要很熟悉，另外還

有教育的政策是否提供學校足夠的支援或方法，例如為鼓勵私立機構願意接

收特殊生，即補助私立機構五千元的經費，以提高私立機構招收特殊生的比

率。 

A2：要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人力去協助。 

Q ：對於特教經費的提撥與分配，有哪些方面？主要的考量為何？ 

A1：在私立機構方面有二筆補助，為鼓勵招收特殊生，補助各私立機構五千元，

並於每年安排特教訪視，到各個學校訪視特殊生安置及適應的情形，以及私

立機構如何運用所補助的經費，至於補助的標準是以要求各學校教師針對特

殊生撰寫 IEP，只要有完成送審且通過即可補助私立學校五千元，另外公私

立部分都有一筆家長教育經費的補助，私立每學期補助七千五百元，至於公

立幼兒園則是每學期補助三千元。 

A2：在經過我們的審查機制確定安置於各種班型的特殊生，會再轉由教育局裡管

理經費的負責人員再行審查各園所是否達到補助的標準，審查的層面很廣，

例如軟硬體設備、還有教師和學校在特教上整體的理念、巡迴輔導做的好不

好等。 

Q ：教育局辦理特殊教育評鑑對於各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的成效是否有所提升？

在哪方面較顯著？ 

A1：成效是一定有的，但是以每個學校對特殊生的接受度有不同的成效，有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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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特殊生的接納度很高，相對的特殊生的進步就很顯著，融合教育即有具

體的成效，但是有些學校則只是應付評鑑，只是做做表面，特殊生是有一些

些進步，但是進步的空間就不大了。 

Q ：在制定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時，相關資源配合的情形為何？（相關人員的準備；

人力、空間、設施等的資源準備） 

A1：第一部分當然是有長官的支持，第二部分就是由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為主，共

同制定及執行融合教育政策，另外在屆齡訪視的方面，因為需要的人力很多，

就會尋求國小心評教師的支援，再來場地的考量，會依各個學校在制定的時

間點能提供場地為優先考量，我們會與各學校進行協調。 

A2：大多數的學校普遍的反應會認為資源不夠，但這也是關係到錢夠不夠的問題，

主要還是關係到經費的不足，像學校都會希望教師助理員的時數多一些、專

業團隊的時數多一些，可是因為經費並不是那麼多，還是要經過審查的機制

再審予經費。 

Q ：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到目前為止，有何具體成效？滿意嗎？各級學校、

教師及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有成效評估機制嗎？ 

A1：整體而言是有成效，但是要依各學校的推動及配合情形，而有不同的成效。

目前台中市以私立學校較多，依每個學校的接受度而有不同的成效，如果學

校單位是支持的，而老師的態度也就較為接受，相對的特殊生就有顯著的進

步，這樣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成效當然就比較好。 

A2：我的業務主要是安置特殊生，接觸較多的是公立的學校，可是現在私立學校

也蠻多願意收特殊生，我覺得學校及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觀念有比較開放了。

特殊生經過我們的安置進入普通班就讀，感受最明顯的是家長的回饋，家長

知道有我們這個單位在協助他們，有疑問時也會主動的詢問我們、配合相關

事務，至於成效評估還是以特教訪視為主。 

Q ：對於所制訂的政策，在實際推行時，是否有一些阻礙、或是侷限？ 

A1：政策的推動主要執行的層面是學校單位，學校方面就會有反應工作很多，在

推出一個新的政策時，一定會有負面的聲音，有些會打電話來抱怨，但是抱

怨後還是會配合著執行。 

A2：目前遇到最大的阻礙，是在安置特殊生於公立學校就讀時，被公立學校斷然

的拒絕，雖然依特教法不得拒絕特殊生入學，但是還是有部分公立的學校直

接的拒絕，不配合我們的安置工作。 

Q ：就「學前融合教育」之政策面做了哪些規畫或調整？採用哪些措施或策略？ 

A1：在推動一個新的政策時當然有些阻礙，我們會思考這些負面的聲音是哪些方

面没有顧慮到，內部進行討論及調整。 

A2：在安置特殊生時，會先統整各個學校的班級數及現有的特殊生人數，再行決

定可安置的特殊生人數，儘量不安置於同一個學校，因為考量品質及每個學

校老師的負擔，所以會儘量平均的安置於不同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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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政策規畫上如何將資源進行整合？運用哪些方式將理念傳達出去，以提高

「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行效率及成果。 

A1：目前台中特教資源中心分了三個區域-中區、海線及山線，至於學前的部分是

以我們中區及海線為主要負責學前特教的業務，各資源中心彼此之間會進行

協調，總體而言，需要執行一項新的業務時，先以特教科的公文為主，確定

可以執行時，即會將此訊息告知巡迴輔導教師，由巡迴輔導教師去向學校宣

導新政策，而這個的前提是確定要執行時，一定會以公文發佈此訊息，主要

是怕學校會誤導了訊息，因此會請巡迴輔導教師告知及協助各園所，而如果

學校有疑問，巡迴輔導教師無法處理及回答時，就會請他們撥打電話至中區

資源中心，由我們給予解答及協助。不過也會視公文的性質有所不同，並不

是所有的政策都是由巡迴輔導教師來面對學校。例如，專業團隊的申請就是

由特教科直接向各學校發佈，並不會經由巡迴輔導教師來協助學校，主要還

是要依各公文的性質而定。 

A2：我們主要是以說明會為主。 

Q ：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政策後，其目標達成的程度如何？對教育人員及家

長、學生產生哪些影響？對教育環境產生哪些影響？ 

A1：對於目標的達成尚在努力中，主要還是希望各個學校都能接納特殊生，配合

執行及推動相關政策。 

A2：有逐年在達成融合教育的目標，越來越進步了，因為大家已經知道每年要做

的工作，已經很習慣了，有固定的模式在進行，接受度相對就較高了。 

Q ：對於舉辦過的學前相關融合教育宣導活動或研習（例：轉銜、IEP 研習等），

在實施融合教育政策上是否有所成效？ 

A1：我們一直持續的舉辦相關研習，成效是一定有的，如果各個學校的特教業務

承辦人都是同一位的話，對於每年都要進行的工作流程一定很熟悉，要請他

們配合執行各個業務時都很快就能上手，但是，如果是學校的特教承辦人是

新接手，那麼他對於業務並不是非常瞭解，因此就要不斷的解釋及教導他們，

如此的成效就會有所差異。 

A2：一定有成效，有了研習及說明會，老師對特殊生的態度較能接受，也比較知

道帶特殊生的方法，不會直接拒絕特殊生。 

 

訪談對象-巡迴輔導教師 B1（2015.02.02）、B2（2015.02.06）、B3（2015.02.10）、B4

（2015.02.26） 

Q ：請問您對於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看法？ 

B1：基本上，我是非常支持融合教育，因為未來孩子就是要走進社會中生活，所

已盡可能的讓他們在適合的時間讓他們可以跟一般幼兒一起學習，讓他們透

過同儕的模仿、團體的學習訓練他們的融入生活中，但是前提之下是要在準

備好的適當時機來進行，因為在孩子的基本能力還沒有訓練某個程度時，要

融入是有其困難，除了孩子學習的很累，班級老師也會因為要顧及班級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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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孩子，往往在有心無力的情況下，也沒有辦法做個別的訓練或輔導，這

樣下來融合的效益不大，甚至老師們會有反彈的聲浪。如同上述，如果孩子

的障礙程度較重，需要個別協助的部分較多，我覺得要進入融合勢必要有很

多的人力資源，若主管機關沒有辦法提供的話，我覺得需要考量更適合的安

置環境，在融合的政策下還是需要考量適性教育。 

B2：我覺得對於有些特殊幼兒來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確實是適宜且成功的。但也必

需要看些特殊幼兒的類別及障礙程度，並不是所有的特殊幼兒都適用。 

B3：1.特殊生：回歸到自然且真實的環境，普遍許多孩子是因為家庭環境刺激不足，

到了學校發現透過團體規則、混齡教學、觀察學習能力也會有所提升。 

2.普幼生：學會接納、幫助別人。 

以學前教師的立場，當然是很贙成融合教育，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服務

的學區，很多都是發展遲緩，有時候不單純是學生的障礙部分，很多都是與

家庭的環境、刺激、社經背景，那些都中影響很多，我是巡輔老師，我會接

的障礙類別，一定都是比較輕度最多也到中度，我覺得這樣的小孩，其實有

很大的學習空間，今天讓他回到比較自然真實的環境，透過一些同儕的刺激、

團體規則等在整體能力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B4：覺得還可以再更好，尤其是相較一些現進國家我們的政策好像都很緩慢，自

然的融合在台灣好像還是沒有被大家重視，需要再努力。 

Q ：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下，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發展是否會有所侷限？ 請試著說

明在哪些地方會被侷限？ 

B1：特殊幼兒要融入一般幼兒教育當然會因為他們個別的發展遲緩況狀有不同的

困難，但這些困難可能就是我們要訓練他們的地方，因此我不覺得會對他們

的發展有所侷限，因為當初是考量集中式的特教班級對他們來說，會侷限他

們的某些發展，因此走入融合中，除非障礙程度較重的孩子，例如他們需要

的是加強他們進食、訓練爬、走路等等能力，密集集中的訓練我覺得是需要

的，可能會因融合的教育中，沒辦法做到密集的訓練而發展變的就較慢，當

然可能其他的發展卻變好。 

B2：我覺得應該要以特殊幼兒的類別來論，因為每種類別及障礙的程度所需要的

教育模式均不相同。 

如果將融合教育的環境分為硬體設備及軟體教學二部分來論： 

1.硬體設備:如果特殊幼兒是屬於肢體或一些行動不易控制的特殊幼兒時，有

時一般的幼兒園會無法顧及其安全性及提供一些屬於無障礙之設施，確實也

就會造成雙方的困擾。 

2.軟體教學:這個層面就會涉及較廣，例如： 

(1)園方(園長)或行政老師與教學導師之間是否都能同心一致性的接納特殊幼

兒的態度會影響特殊幼兒的發展，行政對導師的支持(例如有特殊狀況時否

馬上派員支持......)有時就會影響導師當時的心情及態度。 

(2)導師對於班上特殊兒的特教專業知識及如何引導其他幼兒對特殊兒的態度

同樣都會影響特殊兒的發展。 

(3)有時導師想另外抽時間予以一對一輔導，但卻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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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還有其他幼兒需照顧，所以也分身乏術。 

(4)普通幼兒的家長態度及特殊幼兒家長的配合度，也都會影響融合教育的成

效。 

B4：是否受到侷限?我想跟人有關，環境也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有願意付出的人但

是大環境不加那要提供服務也會變的很受阻。 

Q ：您認為學前融合班的教師應具備哪些特質？ 

B1：1.基本的特教相關知能，如果沒有但是願意去尋求幫助或是自主進修者。 

2.對幼兒發展有基本的概念，避免過度要求孩子或是未察覺孩子發展的問題。 

3.有善良和耐心，我想這是一般幼兒教師都該有的吧。 

4.和家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 

B2：真誠的接納特殊幼兒、能尋求對特教專業知識的諮詢、具有耐心、願意溝通、

具有創意、高 EQ。 

B3：耐心、懂得覺察幼兒的需求、願意嘗試新的事物與挑戰、對於課程調整也要

有基本的概念，如果本身的環境有限制或老師對特教不是很瞭解，要去實行

好的融合其實是有困難的。 

B4：心態很重要！如果連教師對於融合都是沒辦法接受或是實際上去做，那都是

空講的，我個人是覺得老師應該具備的是專業的知能與時時願意接受新知、

挑戰的心態。 

Q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B1：1.有好的政策支持，包含酌減人數、專業人員的提供、巡輔教師的資源足夠等。 

    2.家長對自己孩子入幼托的知能的提升，包含積極的參與 IEP、主動與班級老

師溝通、能享受什麼樣的服務等等 

    3.班級教師是直接受教者，需要有良好的行政支援，才能在班級人數多又包含

有特殊幼兒的情況時還能保持一般的教學品質。 

    4.孩子已經有具備融入一般教育的基本能力。 

B2：園所、導師、家長、巡輔教師、特教專業團隊等溝通良好、積極配合的共同

為幼兒尋求最專業的方式。 

B3：1.巡輔師與教師的合作與配合 2.教師具備特教專業知識 3.具體執行落實ＩＥＰ

目標 4.多元評量與課程調整 5.觀察記錄 

融合班老師具備基本的專業特教知能，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清楚每個類別

的特質，和巡輔之間就無法對話了，如果能瞭解每個障礙類別孩子先天不足

的地方，比較能去接納，也較明白巡輔老師所提供的學習方法，就從接納開

始就知道如何和孩子相處。如果老師連最基礎的知能都不知道，不清楚各個

障礙類別的特質，就無法與她討論各個障礙類別的輔導方法。在輔導過程中，

我發現有很多並不是由幼教體系出身的老師，或是已經有年紀的老師，可能

只是修幾個幼教或特教的學分或時數，在專棊知能方面，其實是很不足夠的。

IEP、多元評量和課程調整這三點是有相關的，也都是融合能成功的重要因

素，再來是觀察記錄，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瞭解孩子的特質，只要安靜、專

心的去觀察，其實時間不需要很多，就能發現可能的問題是什麼？孩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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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什麼？ 

B4：人、環境都要具備，人就包含有老師、家長、醫療體系的治療師、社工…，

只有在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要讓孩子更好的情況下，每個也角色也都願

意溝通、求進步、願意付出，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Q ：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的政策，您所提供的服務為何？ 

B1：巡迴輔導：提供班級老師教學的技巧、示範教學、提供教學策略、行政支援

(IEP、鑑定安置、特教相關業務)、特殊幼兒的個別指導或是團體教學等等。 

B2：1.有關學校特教的行政整合資源(包含宣導教育局的一些行政項目或鑑定安

置....)。 

2.幫助導師對於 IEP 的擬定、執行、評量、及會議的召開。 

3.適時提供一對一輔導。 

4.幫助轉銜屆齡的評估、入公幼的訪視.....。 

5.對於特殊幼兒的輔導策略及建議。 

6.與社工及家長保持良好的聯繫。 

B3：我所提供的範圍很廣，會入班觀察，透過課堂觀察發現孩子的問題及需要課

程調整的部分、透過協同教學引導孩子學習（例：教導孩子塗鴉）、提供教師

諮詢、個別輔導，針對孩子不足的能力加強（例：認識顏色、數字）、想幫孩

子加入拼圖的練習，會先幫孩子練習有就經驗後再讓孩子平常在班級上也能

操作。再來是提供家長或老師的諮詢，甚至提供跨專業資源的結合，這些都

是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我會主動與社福機構連繫，但是在教育體系和社福體

系間的連結其實是很弱的，即便主動去找個案服務的社工，感覺社工比較少

會主動透露個案的資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源是很有限的。目前台中主要方

向是鼓勵巡輔老師進班，這是未來的趨勢，因為融合班老師和個案相處的時

間較長，主要觀察老師或學生的相處應如何調整、提供方法。另外是對各校

行政業務的提醒，因為特教的行政業務其實是很繁雜的，我會在每個特教業

務申請的時間內提醒行政老師注意是否已完成。 

B4：身為巡輔教師，我會以提供間接的服務居多，方式是與其他團隊中的人員進

行溝通，大家共擬一個適合孩子的服務模式來進行，有關使用直接的教學服

務則會依據孩子與班上其他孩子的落差，再進行評估其需要性，諮詢服務也

是常常會使用的，提供一些新資訊給其他團隊中的人員…。 

Q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參與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有何具體的成效？對目前的

成果滿意嗎？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 

B1：大致上來說成效都是有的，但是由於教育者的理念和面對特殊幼兒的態度每

個人都不同，所以也會因此成效不一致，不過因為服務的園所合作時間久了，

彼此有信任，所以在溝通相關問題時配合度都蠻好的，家長配合度高的都有

蠻不錯的回饋，反之家長配合度不高的，需要不時地去推一夏他們或是要求

他們，因為他們都會把所有的教育責任給教師，這是我們在面對家長的部分

需要再加強的。 

B2：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學前融合教育是非常具有成效的，而且也已經普遍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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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的接納，特殊幼兒在一般的園所環境中大多都能進步，有些甚至能在入

小一前撤銷特殊身分，與一般幼兒無異的進入國小就讀，我想這就是我最開

心也會覺得最有成就感。 

其實我覺得「學前融合教育」要能成功，家長及家庭環境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家長不積極配合那在學校及導師方面就會覺得無力輔導，孩子也不會有

明顯的進步，所以家長的態度會影響融合教育的成功與否。 

如果孩子在融合教育環境中明顯的成長與進步，不論是家長與老師都會非常

的開心，而家長的態度當然就會積極的配合也會樂於接納對孩子的輔導意見。 

B3：看到孩子明顯的進步，還有家長的接納和認同都有明顯的成效，而這些都不

是我個人的功勞，應該是整個團隊的功勞，例如說，我提供老師方法，而老

師也徹底的執行，家長也能接受和配合，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老師或家長

能給予我肯定和配合，這對我也是很大的鼓勵。 

B4：成效：讓更多家長、老師瞭解融合教育在學前可以做一些什麼…，目前大部

分的家長及老師、園所行政人員對於我所提出的建議，都覺得不錯，而且有

表示：覺得有收穫...，有時候也能跟家長或老師變成朋友，在孩子幼兒園畢

業之後，繼續有聯絡…分享孩子上小學之後的狀況。 

Q ：您如何協助融合班教師、小孩及家長？希望教師及家長能如何配合？ 

B1：1.對於教師的部分：和他們先溝通理解目前孩子發展狀況，找出老師在帶孩子

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以及孩子有什麼樣的需求，然後安排入班觀察協助

或是個別輔導，並且在每次輔導之後馬上跟老師討論為下次的輔導做準備，

除此之外也會給老師精神上的支持，讓他們更有動力去帶領特殊需求幼兒。 

    2.幼兒的部分：入班觀察時，記錄他在班級中的行為表現，因為班級老師在團

體生活中，沒有辦法一對一的觀察或是輔導，然後針對所觀察到的特殊行為

或是優勢能力跟老師討論，當孩子對我不感到陌生時會適時地看他需要進行

入班協助。抽離教學的部分，會視孩子的需求在精細動作、粗大動作、認知、

語言、生活自理和人際互動的部分進行輔導，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他在班

級中能因為個別能力的提升，對融入課程或是人際溝通能更順利。 

    3.家長的部分：會請老師作為媒介將我們所溝通的事情轉知家長，然後在期初

和期末會進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會議，讓家長說出他在帶孩子的困難點、孩

子的優弱勢能力討論孩子學習的狀況以及需要再加強的部分。另外，若家長

有個別的問題會以電話聯絡或是透過老師轉達，協助他在特教方面的相關疑

問和提供特教相關的服務。 

B2：通常我會與老師或家長積極的溝通，了解老師、家長及孩子的需求後，再與

他們做充分的討論及建議，我覺得良好的[溝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透過

真正的溝通後，才能讓雙方更加了解，並能充分合作配合，增進融和教育的

成效。希望家長在家裡能延續在學校所指導的項目，而家長也能將所需求的

項目目標告知老師，共同來研擬輔導策略。 

B3：提供諮詢、協同，針對孩子比較弱的能力也會做個別輔導、偶爾也會抽離教

學評估孩子能力現況。巡輔師主要重點還是在教導教師、家長可以如何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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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也希望家長和學校也能同步配合，規則、步調一致。有些家長會自己

尋求各方面的方法，什麼方法都嘗試，但不持久，遇到很大的挫折就放棄，

要達到效果就很有限了。因此我覺得家長如果能針對某一個方法，確實又持

續的執行，效果應該比較明顯。巡輔老師主要是以諮詢為主，我提供了方法，

當然希望老師或家長能確實去執行，必須持續去執行，而不是我提供了方法，

你卻說已經知道，但並没有確實去嘗試，如此，彼此之間就很難達到有效協

助了。 

B4：先瞭解他們的需求，會依每個人不同的特質或能力來提供我覺得可行的服務

與建議，當然希望教師與家長不單單將我當成老師、也能當我是朋友，願意

跟我分享他的困難，我們共同討論，才能給孩子更適切的服務。 

Q ：您認為在輔導的過程中，在哪方面曾遇到困難？如何解決？ 

B1：幼兒園行政不支持，面對特殊幼兒的問題大多丟給班級老師，對特教業務只

有抱怨或是完全執行，除非已經到了被催繳的情況出現才會再要求老師，當

然在私立幼兒園的情況最多，畢竟他們不像公幼是一定要收托的，所以當收

托一位特殊幼兒又得額外做很多的特教業務，對他們來說就是負擔，我會盡

量的協助班級老師完成 IEP、轉銜表填寫(目前老師的行政工作大概如此)，另

外不該讓教師做的行政工作我會適時的提醒園所長或是特教承辦人員應該要

做什麼事情了，並且直接告訴他們要怎麼做，然後再適時地去提醒行政人員

什麼時候要完成了喔，或是有什麼問題嗎？以協助者的角色去督促他們執行。 

B2：輔導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家長不積極，認為只要將孩子送來學校，孩子就應

該要進步與改善，殊不知家庭才是對孩子最重要的一環!在這樣的心態下，孩

子的進步通常有限，這也是我最不願見到的狀況。我會盡量與家長溝通，適

時調整家長的想法。 

B3：有時候在輔導不同障礙類別都是熟悉的，特別是需要結合醫療相知識，這時

候結合其他專業團隊就變得特別重要，跨專業的合作。感覺在教育體系和社

福體系間的連結其實是很弱的，我會主動與社福機構連繫，即便主動去找個

案服務的社工，感覺社工比較少會主動透露個案的資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

源是很有限的。這是目前我覺得在跨專業團隊的部分較難推動起來的部分。

而在醫療體系的部分，畢竟治療師是比較專業的，即使台中市有提供特教方

案，讓治療師入校提供治療，但是和我們巡輔的部分卻是分開的，彼此之間

的連結是家長，如果雙方能有所連結，能有對話的管道，服務的品質會比較

有效果。例如彰化，安排治療師與巡輔老師協同一起輔導學生，讓醫療和教

育給合，也許可以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B4：輔導時配合度不夠，或是家長、老師對於孩子其實不是很瞭解，態度不夠積

極….，用同理心去讓他對我所提出的建議有信心。 

Q ：您認為一個班級中的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為何較為恰當？就您所

瞭解各園所是否依法規辦法實際配合執行？ 

B1：1.以中大班來說(兩個老師)，2 個特殊生和 24 個普通生，也就是 1:12，因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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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班級裡面有 26 為學生其實已經蠻多了，普通生需要老師協助的也不少加

上有兩個可能需要更多協助的特殊生，過多的孩子在同一個班級除了老師負

擔大，孩子的要受教品質也會受影響。 

    2.以小班來說(兩個老師)，1 比 10。雖然這是我覺得恰當比例，但是還是要依

幼兒的程度癌考慮是否要可以減少或是增加有幼生的收托人數，現行的辦法

規定只能酌減一名普通生，公幼來說大多會執行，只有一些園所認為特殊生

的能力真的很弱，會跟校長溝通裁示酌減更多的人數，然而一般私立幼兒園

就沒有酌減人數的考量，上面要接多少輛老師只能照單全收。 

B2：我覺得不一定，要看學生的類別及學生的個別情形，如果以公幼人數及有二

位帶班老師來說，大約 1~2 人之比例，但重要的是需要考慮學生的障礙類別

級程度。公幼較會依規辦理，私幼則不一定。 

B3：一個班不宜安置超過三位，兩位比較恰當。以老師的立場而言，如果個案的

能力較弱，應該以老師所能負荷的能力為主要考慮的重點，有酌減人數的必

要性，目前台中市是 1：1，招收一位特殊生酌減一位普通生，以一班兩位特

殊生而言，如果班級特殊生有突發狀況，還有另一位老師可協助，但是安置

到三位特殊生，就超過老師所能負荷的了。目前就我瞭解，還是有的學校會

拒收，尤其是私立幼兒園，主要看該園園長是否願意接受特殊生，如果園長

的態度要收，其實老師是無法拒絕的，至於公幼，雖然有法令所規範，還是

有一些公幼會以一些理由拒絕接納特殊生。 

B4：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當然是自然比例最好，但是也要考量到孩

子障礙的程度，及老師對於教導特殊需求孩子的能力是不是足夠，或是對於

這樣的孩子接受度不是很高，如果老師的接受度不高，那即使只有一位特殊

需求的學生在班上，對老師來說也是困擾。 

Q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您有何看法或建議？ 

B1：專業人員的人力是足夠，但是因為經費的問題，所以在核發專業人員或是特

教助理時數時，會沒有辦法符合學生的需求，加上在核發時數時，委員只針

對文件資料去審核(只有一些特殊狀況會詢問巡輔教師有無需求)，會跟實際的

需求不符合。如果在審核表申請時，讓園所以需求排序位的方式填寫，在考

量孩子的特殊情況，如果遇到可能跟需求不符合的幼兒時，可以打電話諮詢

家長或是巡輔教師，因為園所當然會希望所有的服務都能享受到，所以每個

部分都會填寫，但是如果經費有限制，應該以現階段的需求為主。 

巡輔輔導教師的人力在某些區域的是需要再增加，雖然某些區域的巡輔人力

是足夠了，但是台中市巡輔教師的行政工作非常的多，所以常常需要占用到

輔導的時間，其實我們有專門在做行政的老師，但是他們自己還有些許的課

務，再加上密集的行政工作，確實還是需要分擔給其他巡輔教師來協助，像

入幼托的安置訪視、入小一的屆齡轉銜都需要有第一線的人來協助，需要再

討論怎麼能讓巡輔教師在輔導和行政上面取得平衡，這真的是兩難。 

B2：目前的人力當然依舊不足，但卻礙於許多規定，所以也無法補足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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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在私幼導師部分，人力明顯的不足，無法做到雙導師相互協同。專業團隊的

人力、巡輔師還是有比較少。建議應該再加強專業團隊部分，例如增加時數

或提供特教助理員，或者增加巡輔教師的人力。 

B4：不充足！而且我覺得在職進修也不夠，例如：罕見疾病越來越多樣化，孩子

的障礙種類也非常多樣化，需要不斷的增進相關資訊才能家長對老師更有信

心。 

Q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及管道讓家

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行效率及成果。 

B1：入幼托部分：目前的宣導方有發文給每個公私立園所，將入幼托的訊息轉知

給學校提供給有需要入公立幼兒園的幼兒家長，除了給園所之外，會依照他

們在通報中心留下的資料寄發公文告知，並且也會將訊息給各區的個管中

心。另外，特教中心也會舉辦好幾場的入公幼說明會，讓家長了解整個安置

流程，以及未來在幼兒園可以接受的服務為何。 

入小一的服務：請學校公文轉知家長入小一轉銜說明會，以及是否同意進行

屆齡評估作業。 

B2：(1)教育局會從行政面發公文通知學校有關的特教資源服務由學校通知家長。

(2)特教中心幫忙特教的鑑定與安置、諮詢有關特教相關業務及輔導、藉由巡

輔教師傳達有關的特教相關事宜。(3)社會局的服務及社工對個案的管理都可

幫助家長了解資訊。 

B3：1.透過巡輔教師、專業團隊、教助員等提供學校及家長所需的人力資源。以特

教宣導的方式，讓家長瞭解目前所提供的資源。 

2.學校的部分，以親師聯絡、書面資料、會議、輔導記錄、ＩＥＰ等，提供家

長瞭解。 

另外以社福機構的方式提供家長資訊，讓家長知道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服務。

我們會儘量的提供書面的資料讓家長能確實瞭解目前所進行的政策。 

B4：特教科與幼兒教育科會舉行一些家長可以參與的研習、也有透過兒童發展資

源中心發出一些相關的單張、宣傳、研習讓家長能更瞭解自己的福利。 

Q ：以您自身的觀點出發，您認為要順利推行學前融合教育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呢？ 

B1：1.入幼托前的審查，讓特殊幼兒可以能安置到適合的環境就學。 

2.能明確的告知能酌減多少人數，不讓一般生的家長或是特教生的家長對學

校安置的人數有疑問，除了給幼兒受教權，也應該要考慮職場老師的教學

品質和教學壓力。 

3.安排家長知能研習，讓他們了解入幼托後需要知道的權利和義務為何，這

樣學校在安排或是連絡相關事宜時，才不會搞不清楚是要做什麼，以至於

每一次都要一直不斷地解釋，參與度就會明顯地降低。 

4.妥善的審核適合特殊幼兒需求的專業人員以及特教助理員。 

5.巡輔教師入園輔導。 

6.針對行政業務做得好的園所可以給予實際的回饋。反之，對於相關行政業

務沒有辦法如期完成的園所，要去了解可能的原因，並且適時的給予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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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區國小能配合出席轉銜會議。 

B2：教育局、特教中心、社會局、醫院、學校、巡輔教師、專業團隊、家長的各

自角色均需做好，溝通管道也都能良好又暢通，這樣才能順利推行學前融合

教育。 

B3：在專業團隊間的相互合作可以再更密切一些、相關專業知能研習、人力資源

要充足、適性滿足不同的特殊需求。應讓社福體系和教育體系及醫療體系間

能彼此有一連繫的管道，這些配套都能做好，才有實質的幫助。另外，在特

教的研習方面目前規劃的較少，即使是針對巡輔老師也没有安排一系列的知

能研習，對於融合班教師，目前似乎只有 IEP 的研習，在推動學前融合教育

方面，這些都是不足夠的，應該要增加特教的研習。 

B4：教育、社政、家庭要共同合作。 

Q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畫與目標？ 

B1：1.多元的宣導，讓更多的家長(普通生和特殊生的家長)對這樣的觀念更熟悉，

以得到更多的共鳴。 

  2.提升家長知能的研習。 

  3.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能要求研修更多的特教學分。 

  4.給予收托特殊幼兒的園所和執行教學的班級教師實質的獎勵。 

  5.以回饋機制，確認園所有轉知家長相關資訊。 

B2：我對於目前台中市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擬定的目標及規劃都很肯定與

支持。對於特殊幼兒來說，台中市的特教相關資源真的很多，有很多單位及

相關人員真的都很認真又願意付出一己之力來幫助這些特殊幼兒。 

    希望未來能再多與醫療單位合作，對幼兒去醫療院所的復健情形能更加了解

並多加以支持及配合。 

B3：建議可仿效彰化巡輔師和治療師是一起的，能確實與社會局資源做完整的結

合與統整。另外就是增加特教的知能研習，尤其是加強巡輔教師的特教知能。 

B4：安排座談會或是進行參訪，共同分享他人的成功經驗，也可以與其他家長團

體共同合作，讓家長成長團體的經驗也能分享給其他的家長及老師。 

Q ：您認為台中市以審核教師所撰寫的 IEP 通過與否，做為特教經費的獎補助或

獎懲辦法，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 

B1：由於是第一年執行所以對於教學品質和執行率目前無法觀察出來，但是就目

前在第一線服務時，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園所長和教師對這樣的政策很反彈，

園所會覺得特教補助是給接受特殊幼兒園所以及特殊幼兒家長，應該是鼓勵

的性質，但是以這樣的方式就會像是一種強制的規定，對倡導融合教育可能

不是好的策略，我了解政策的實施是為了讓教師們落實 IEP 的撰寫，所以會

以這樣的方式來要求他們，因為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了，所以老師們幾乎都

會繳交，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IEP 督導雖然抓出了需多園所的問題，但是因

為修改的標準不一，所以會有不一致的結果，讓許多園所抱怨甚至質疑巡輔

教師的專業，因為 IEP 是巡輔老師看過後送出的，怎麼還會被退還修改呢？

這部份我們有在進行檢討當中。其實 IEP 的督導對於園所的執行上面是有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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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提升一些，畢竟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而老師們在評估孩子的能力時也會

去思考，這也是很好的開始，我想很多政策都是在被要求之後漸漸地變成一

個既定要完成工作。我覺得因為目前已經有 IEP 督導以及特教訪視工作，所

以是否要把 IEP 撰寫通過與否當作經費申請的必要條件應要再做討論。 

B2：我覺得園所本就應該為特殊幼兒擬定 IEP，而有些園所本來就會很認真的去撰

寫 IEP，但有些園所就會淪為形式或甚至不寫。而以有無撰寫 IEP 來做為特

教經費的獎補助，確實能幫助園所來書寫 IEP，也能讓一些幼兒園來正視特

殊幼兒的需求及為他設定適合之目標，加上因為要與家長開 IEP 期初及期末

會議，所以這些都可幫助園所來重視特殊幼兒的需求。 

    但如果要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那我覺得應該要看各園所

及老師是否都能依照 IEP 所訂定之目標確實來執行 

B3：還是有一定的成效的。在執行率的部分一定有所成效，因為可以規範私立幼

兒園的老師一定要撰寫 IEP，至於特教品質，因為有要求內容，老師在書寫

時也比較用心的去撰寫，巡輔教師也會協助書寫及修改，對於整體是有所成

效的。 

B4：這只是被動的希望老師能夠進行撰寫的 IEP 的工作，而且補助也幾乎都沒有

直接讓老師受惠，而是補助給園所，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應該沒有直

接影響，我的建議是希望能直接將獎勵、補助給第一線的人員，他們真的才

是應該受到鼓勵的人。 

 

訪談對象-融合班教師 C1（2015.02.12）、C2（2015.03.18）、C3（2015.02.01）、C4

（2015.02.09）、C5（2015.02.16）、C6（2015.02.17） 

Q ：請問您對於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看法？ 

C1：我是贊成融合教育的，但是要視特殊孩子的狀況而定，感覺目前台中市是以

家長的意見為主，家長會太過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就是要融合，但是並没有

以孩子的實際需求來考量，並没有實際的落實融合教育，例如，有語言發展

遲緩的孩子就有融合的需求，在融合的環境下，對於他的語言能力是有提升

的，所以整體而言還是有融合的必要性。 

C2：對於站在幫助特殊生的出發點是很好，但是相關的配套措施就要有週延的計

畫。 

C3：站在老師的立場，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我是持贊成的立場。一方面讓適合融合

的學生能在適切的學習場域學習，也讓一般學生能夠學習正確對待特殊需求

學生的態度及學習付出。但是，近年來，學前融合教育政策雖然有規定一個

學校能夠容納特殊需求學生的數量，但對特殊需求學生的障礙類別及障礙程

度似乎沒有特別規範，且諸多特殊需求學生家長隱瞞其特殊需求的身份以一

般生進入幼兒園就讀，卻無法可管，也造成現場老師過多的負擔並影響一般

學生受教權，這部分是讓我比較無法認同的部分。 

C4：我個人是贊成實施融合教育的,讓特殊生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與幼兒一起學習

成長,不但特殊生可以感受到安全感及被社會所接納,對於在社交技巧上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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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助益.而一般生在與特殊生的互動過程也可學習如何協助及幫忙同學,建

立自己的自信心及關懷別人的同理心,幼兒園就如同一個小型的社會,實施融

合教育對幼兒來說利大於弊,所以我個人是贊成的。 

C5：當然是很贊成，對於特殊生的能力一定能提升，對於普通生也能學習照顧別

人，瞭解有很多人是需要被照顧被關心的。尤其是障礙程度輕度的學生，如

果把他安置在特殊班，對於他的成長與學習似乎會被侷限，而且就我的瞭解

台中市的學前特殊班很少，其實是無法負荷所有的特殊生的。 

C6：我是贊成的，覺得是有必要的，因為家長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標籤化，也

希望在普通班正常的學習，我自己也教導過特殊的小孩，對於他們在普通班

的學習，我覺得多少可以帶動一些文化刺激方面的發展，所以我覺得是有幫

助的。 

Q ：就您瞭解，台中市在「學前融合教育」的整體規劃上做了哪些調整，讓特殊

需求之幼生及家長願意參與？政策的規劃及考量是否參考教師的意見？ 

C1：感覺上政府所做的調整比較硬，例如，在去年本來是規定在幼兒園安置特殊

生不能酌減人數，並没有聽取老師的意見，但是在園主任會議後，就能聽取

大家的意見，酌減一位普通生，但是，這樣的彈性並不大，以特教法而言，

可酌減 1~3 人，這樣彈性較大，但是台中市只能酌減 1 人，就規定的很硬。 

C2：整體的規畫更加週延且更具體了，家長對於融合教育其實是不懂的，但是他

會理解到特教的專業，經由教育的區塊，是可以讓家長感受到教育的專業，

也就會給予相對的尊重，感覺到社會出現了一道光，知道可以得到實質的幫

助。主要是詢求專業教師的看法，只是下達命令讓我們執行，但是並没有實

質考量到教師的意見。 

C3：對於政策的調整，身為現場教師的我，並無太大感受，也並未被徵詢過相關

意見。 

C4：1.有巡迴輔導老師會進班協助幼兒及教師並且給予建議。  

2.在期初及期末會與家長及教師共同開 IEP 會議,針對特殊幼兒需加強改進輔

導的行為擬定目標及計劃,期末對計劃的實施及成效進行討論及溝通。 

3.在特教通報及實施上非常嚴謹。 

4. 政策上也提供家長非常多的便利性.如網路上的申報及研習訊息的提供 

綜合以上各點都可讓家長放心地把幼兒送到學校學習及成長。 

C5：台中市主要在醫療和社福還有教育體系方面都有針對特殊需求生進行調整，

例如教育方面提供巡輔服務及特教方案，就是特教助理員還有安置治療師入

校進行療育課程，在醫院主要提供療育課程，而社福體系則是對特殊需求生

的家庭提供服務，但是這三個單位好像就没有很明確的連結，要瞭解醫院上

了哪些課或參加了哪些社福的活動，都是家長主動告知或我們的詢問，如果

家長不說，我們不問，其實在整體的規劃上並没有做很確實。是否有考量教

師的意見，當然就感受不到了，我們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執行。除了與巡輔老

師的分享，感覺好像並没有其他管道能將意見提供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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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關於這部分，我有初步的瞭解，例如參加過的 IEP 及鑑定安置、轉銜等的研

習，就有透過這些瞭解目前台中市的政策規劃，除了參加研習，平常就没有

什麼機會接觸。 

Q ：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C1：整體的配套措施都應該要具備，例如老師基本的特教知能、充足的人力資源

等都是需要具備的。老師是否願意接受特殊生，主動去瞭解各種特殊需求，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C2：目前在行政方面做得很完整，行政單位很努力的推動及規畫，以公司企業化

來比擬，主要就是像以人力資源方式進行有系統的管理，有一定的步驟及流

程，由上至下都能各司其職，不管是由誰來執行，有一定的準則，就是成功

的要素了。 

C3：家長的配合程度為首要。行政團隊的支援也是重要因素！ 

C4：1.政府需制訂完善的計劃及政策,讓家長、教師及幼兒都能獲得實質的保障。 

2.教育部需提供教師專業進修的管道，提昇教師的專業素養。 

3.政府提供窗口做為溝通管道，讓家長及教師有問題時都能在窗口獲得解答。 

4.家長需與教師密切配合，期許幼兒進步及成長。 

C5：老師、家長的態度、課程的調整、行政的支援、學生本身的特質等都是需具

備的條件。 

C6：老師本身專業知識的領域要很足夠，老師本身有這方面的經驗，當班上有特

殊生時，比較知道如何給予這個小朋友資源、協助他們或者協助家長資源的

提供。家長對於教育政策也要有一定的瞭解，如果說家長有一定的瞭解，對

於我們老師的建議也比較能夠接受。 

Q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參與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有何具體的成效？對目前的

成果滿意嗎？家長的感受與回饋如何？ 

C1：整體而言是有成效的，例如巡輔老師入班協助及協助 IEP 的撰寫都有顯著的

成效。以目前而言，巡輔老師會提醒行政業務的時程，協助修改 IEP，這些都

有具體的成效，還有如果巡輔老師來將特殊需生帶出去輔導，對我們來說也

能有短暫的喘息時間。另外家長對於巡輔老師的協助也都能給予肯定，但是

宣導還是不夠的，例如，目前有一位家長在剛入學時就有疑問為什麼多了一

位老師來上課，不願意孩子接受額外的輔導，對於要開 IEP 會議也覺得很麻

煩，但是在溝通瞭解後就能調整心態，接受巡輔師的協助及所提供的方法。

尤其像這次的 IEP 撰寫方式有所調整，必須由其他的巡輔老師來評審老師所

撰寫的 IEP 內容通過與否，有巡輔老師的協助對於 IEP 的撰寫問題就能確實

提供幫助。 

C2：以家長的部分來說，家長的疑問及意見變少了，家長剛接觸時會就擔心的部

分一直問一直有問，反覆的問，但是有一定的系統化，給予家長確實的解答，

其實家長的疑問就變少。另外也因為有專業的人力的協助，是有相當的成效。 

C3：對於能夠配合老師教學策略的家長，通常這些學生進步的比較多，巡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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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入也提供現場老師許多策略，讓老師有許多成長。家長諸多的錯誤對待

幼兒的方式，透過與班級老師及巡輔老師的溝通能得到修正。 

C4：1.看到班上小孩由不會到不肯甚至不願意做，但在老師及同學的協助及鼓勵下

能自己獨立完成一件事情，而且對於老師的叮嚀能夠記住且實行(如能準時

到校，不亂發脾氣)等。從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細節都能看到孩子的進步。 

    2.因為持續一直與家長溝通及討論，加上巡輔老師給的建議家長也都能配合，

所以能看到孩子的成長與進步家長也是欣慰的。 

C5：是有成效的，例如已畢業的特殊生家長還是會帶著孩子回學校探望，還有看

著特殊需求生由一入學情緒的不穩定、團體及學習等各方面都需要輔導，到

能獨立完成自己的事，與同學和平相處等這些都對我們有很大的肯定，當然

家長的認同與支持，能盡力的配合學校所有的事務，都是鼓勵我們的動力。 

C6：有巡輔老師的協助與介入，比較有明顯的成效。在開期末 IEP 會議時比較能

感受到家長的回饋。 

Q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及管道讓家

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行效率及成果。 

C1：很積極的家長會知道如何尋求資源，會主動問老師或和家長間相互分享，會

自己主動去探詢各種不同的管道，為自己的孩子爭取各種資源，但是如果家

長自己没有深入的瞭解，没有積極去爭取，能得到的訊息就很少了，例如本

校有一家長分享他的另一就讀很有名的私立幼兒園，但是卻没有任何的特教

資源協助，没有巡輔老師，没有特教補助等，瞭解原因原來是一開始的鑑定

安置，在家長的意願欄中，沒有深入瞭解這個政策所提供的協助，選擇不要

接受任何服務。主要還是在於家長的態度是否能積極面對及爭取，才能有效

提高執行率。 

C2：教育局會以公文來通知學校，而最主要是教師的角色很重要。 

C3：教師有轉發「特教說明會」的公文給家長，但似乎不是強制性參加。 

C4：目前大多以學前融合教育為主軸,在各大醫療院所都有早期療育中心，也會提

供社工或巡迴輔導員進行訪視。以上這些管道都會提供相關訊息給家長，讓

家長了解有那些資源可以運用幫助孩子成長。行政資源上也有提供特教資訊

網等相關連結的網站，家長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訊息，讓家長可以放心地設想

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而不再是一昧的盲從，我覺得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整體

的執行有一定的成效。 

C5：對於這部分，我覺得主要是巡輔老師提供訊息或是家長間互相的分享，才能

知道瞭解資源在哪裡，至於學校所能做的是協助家長去問去瞭解，但這些還

是要家長的態度認同與否才能有效提高成果。 

C6：主要以市府發送公文到各個幼兒園，請老師提醒特殊生的家長一些資訊，例

如參加相關的研習。 

Q ：您認為自己是否具備特教專業知能，是否參加過台中市所舉辦的特教研習，

以哪類研習課程最有幫助，認為還可以舉辦哪類的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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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我本身有特教教師的資格，基本上是具備特教專業知能的。但是以目前台中

市所舉辦的特教研習真的太少了，對於融合班級其實很多問題都是在現場所

發生的，應該要立即處理，而等到巡輔老師入園時已過了最佳處理時機，但

是這有很大的難度，不太可能讓巡輔老師一直待在學校等學生的問題產生，

而如果是安排巡輔老師入班進行輔導教學的研習課程，對於巡輔老師而言，

她並不認識全班的學生，因此在技術性方面還是有很多不可行性，如果能考

量這點，試著舉辦實際的教學觀摩研習，對於職場的老師應該較有實質的幫

助。 

C2：我本身具備了特教教師證，對於台中市所舉辦的研習建議可以舉辦教學方法

方面的研習，教師在面對到各種類別的特殊生，如何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來提

升學生的能力是最有幫助的。這也是我們教師比較欠缺，需要協助的。 

C3：每年都會參加特教相關研習。我認為一些實務性的研習最能提供現場教師相

關的幫助，諸如：在教學現場教師會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的策略。 

C4：在二技時有修過特教學分，但時日已久。日前有參加教育部舉辦的 IEP 研習，

覺得對自己很有幫助，從不熟悉到了解甚至實際練習書寫，都有很大的助益。

我覺得可以增加各種類別的特殊生教學上的輔導及生活上指引的研習，增加

自己的專業能力。 

C5：我本身也具備了特教教師的資格，參加過許多的特教研習，但是因我在縣市

合併之前服務於原台中市，縣市合併之前原台中市所舉辦的特教知能研習有

較多，而縣市合併後，我調動到原台中縣的學校服務，好像就很少有特教研

習了，尤其是這幾年主要都只是 IEP 的研習，我個人覺得可以再增加對特殊

生家長的情緒輔導及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但是家長不願意承認這方面規劃

安排相關課程。 

C6：我在大學習時有修特教三學分，然後到私立幼兒園就職後，也有參加中教大

舉辦的特殊實務人才的培訓課程研習三十六個小時，這部分是自己額外的學

習，没有列入特教學分，有請到早療所的老師，具體的與我們分享指導個案

的經驗。我希望能舉辦情緒處理這部分的研習，或如何口語指導特殊生，希

望是比較具體的學習到實務方面。 

Q ：面對此一政策時，教師在執行上的需求及在推動過程中遭遇的困境，行政單

位是否有提供方法或提供哪些資源支援教師？ 

C1：我覺得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還是人力資源的提供，雖然政府有提供特教助理員，

但是時數是不夠的，尤其以目前班上所安置的特殊生有癲癇的問題，需要隨

時留意他的情形，根本没有多餘的人力來協助，最後只能協商他的家長陪同

就學，感覺人力的資源是非常不足的。 

C2：我的困境是如果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協助是專業的，對於特教通報網上的

系統處理都能實際的協助完成，那麼我在處理特教網路系統上也能較得手，

減少很多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位不專業的巡迴輔導教師没有給予任何行

政、特教通報網上的協助熱忱不夠，那麼就只能靠自己，就會感覺較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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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行政協助與家長做溝通！ 

C4：台中市教育局有專人的窗口可以提供諮詢及解答，若真的執行上有困難會反

應給上級主管尋求協助。市政府也有巡迴輔導教師可以協助教師。 

C5：主要提供的方法還是巡輔老師的協助，另外在療育課程的申請及特教助理員

的申請好像就有所限制了。但是巡輔老師並不是每天時時都在學校服務，因

此當有問題產生時，還是要老師自行處理。 

C6：之前剛好碰到 IEP 的表格改新的版本，在書寫時較為困擾，有巡輔老師的協

助指導，比較知道方法，順利的完成。 

Q ：在執行學前融合教育時，曾面臨過什麼樣的困難？ 需要哪些協助？（例如：

教學、班級經營、行政、課程、家長溝通方面） 

C1：目前主要的問題還是人力資源的不足，每天只核發兩小時的特教助理員經費，

但是學生需要的是全時段的陪同，這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難。在其他的方

面就較没有問題了，對普通生的家長，我們在一開學的親師座談就會先讓所

有的家長瞭解目前班上特殊需求生的狀況，因此家長並不會因為班上有特殊

需求生而有所反對，整體的態度是認同的。在班級經營方面，當然會造成困

擾，但是，問題其實不大，運用方法適當的處理後都還是能解決。還有特殊

需求生的家長較為敏感，因此在與特殊生家長溝通時的措詞要很小心的使用

及留意。 

C2：主要是以行政方面需要最多的協助，即是特教通報網的網路系統需要有巡迴

輔導教師的協助。 

C3：通常障礙程度較輕微及家長配合度較高的學生，較不會有太大困難。但若障

礙程度較嚴重或生活自理需要較多協助的學生較需要協助。 

1.障礙類別如過動、亞伯…等，較有可能在班級經營或家長溝通方面造成影

響，尤其是剛開學之際，一般幼生尚且處理適應階段，很多特殊狀況發生，

而特殊需求學生通常需要一個老師特別看顧，老師會分身乏術。 

2.障礙程度較嚴重的學生，需要一位老師特別看顧。 

特教助理員的措施能夠給予現場老師幫助，但是通常特教助理員的審核花費

太多時間，進到教學現場通常是在開學後一至兩個月，雖然對老師有幫助，

但是卻錯過最需要協助的時間！ 

C4：曾遇到的問題是與家長之間無法達成共識，因家長從小就沒有讓幼兒養成好

的習慣，導致在學校學生一切行為都有明顯的改善，但一回到家就又回復原

狀，家長又不肯配合，把教養的責任都推給老師，讓老師心有餘而力不足，

希望能多開辦家長的研習讓家長與幼兒一起成長。 

C5：所面臨的問題是與家長的溝通方面，尤其是現在很多特殊生之所以有特殊行

為，其實很大的部分是來自於家庭環境的刺激不足，學生在經過學校的團體

生活及規範後在團體中能有穩定的表現，但是一回到家，家長不懂得運用有

效的方法教導，只有養沒有教，把教導的責任都推到老師身上，即使提供了

很多的方法，但是家長還是不斷的抱怨，不斷的要求，而没有去正視到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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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問題其實是家庭本身，這是我目前所遇到最大的困擾。 

C6：主要在輔導特殊生方面，之前遇到一位小朋友下肢的張力發展遲緩，在情緒

方面也很容易受到影響，有的時候情緒一來反應很大，大到會影響到全班，

剛好同班的另一位老師特教有豐富的特教經驗，會當下提供策略，立刻去處

理，待班上秩序較穩定了，有一些彈性時間，我們就會討論這個特殊生的情

形。我們一直和該家長溝通，家長也願意帶孩子去上療育課，但是從期初到

期末，家長遲不拿診斷證明來，感覺家長不是很積極的處理，而學校特教組

的老師也有協助處理給予建議，所以我覺得在家長溝通這方面還是需要協助。 

Q ：對於一個班級中的特殊需求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比例應為何較為恰當？您的學

校是否有確實實行酌減人數？ 

C1：目前台中市是招收一名特殊生，可酌減一名普通生，但是應該還是要依學生

的障礙程度及情形有所彈性，我們學校有確實酌減，目前是收一名特殊生可

減二名普通生。 

C2：目前是 1 比 1 的比例還算恰當，但是如果是 1 比 2 是最為恰當的。 

C3：以往是依障礙程度類別酌減一至三名學生，但上學期卻改成一個特殊學生只

能酌減一名學生，此政策的修改不僅增加老師帶班壓力也罔顧一般學生的受

教權益。我的學校主管皆能依據收托特殊需求學生給予適當人數的酌減。 

C4：我覺得 15:1 的比例是較為適合的。15 位一般生一位特殊生，這樣教師比較能

夠看到每一個孩子的需求。學校目前並沒有確實實施酌減人數。 

C5：我覺得較恰當的比例是依特教法中的規定可酌減一至三名，台中市把規定訂

的太硬，應該要視各個障礙類別或程度有所調整，學校確實有依規定酌減人

數。但是這方面主要要看當年新生的報名人數還有學校上級主管的態度，其

實上級主管面對家長的壓力是不願意酌減的，在經過多次的溝通後才願意依

法執行。 

C6：以往是 1：3 的比例，收一名特殊生可減三名普通生，我覺得這個比例不錯，

一個班級的特殊生人數不要超過三名比較好，畢竟特殊生太多對於普通生而

言也不公平。 

Q ：對於目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的入班協助是否有實質幫助，您希望特教巡迴輔

導教師以何種方式協助您？您們如何配合？ 

C1：這是有實質幫助的，有入班也有抽離，目前巡輔老師所提供的服務是以抽離

為主，但是他會視我們的課程有所調整，每次入園時會事先告知他這次所要

進行的方式，彼此間的配合都還不錯。 

C2：我希望巡迴輔導教師的態度要積極，主要是希望能提醒我對於各個特教業務

在執行上的時程，我也會配合巡迴輔導教師所要求的部分努力完成。 

C3：幫助很大，除了提供班級老師更適切的輔導策略，也能給予書寫 IEP 的指導。 

C4：目前巡輔老師入班都是以觀察個案為主，然後再與教師進行個案的討論及溝

通並且給予建議如何協助幼兒改善此行為。進行課程時則是以抽離式的課程

為主，然後再與教師進行個案的討論及溝通，兩者互相討論後找到適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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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行教學及行為上的改善。 

C5：巡輔老師會入班觀察、抽離個別指導、提供方法、協助 IEP 的撰寫，他所提

供的服務很多元，會針對孩子需求去調整輔導方法，有很實質的幫助。 

C6：巡輔老師曾經利用下午的時間在班上，實際教導示範如何處理特殊生的情緒

問題，讓我們實際觀摩她的處理方法，這有很實質的幫助。 

Q ：您認為台中市以審核教師所撰寫的 IEP 通過與否，做為特教經費的獎補助或

獎懲辦法，對於提升特教品質及執行率是否有成效？ 

C1：我不知道品質有没有提升，但是在執行率方面是一定會提高的，就我所知目

前的 IEP 內容的調整是為了讓老師能更容易撰寫，但是，實際在書寫上反而

有更難寫的感覺，有聽到很多老師的抱怨，現在好像變成是字句上的挑剔，

在玩文字遊戲，對於內容有很多的限制和要求。但是大家都要寫，而且一定

要通過，家長才能順利領到特教補助，所以在執行率上一定是會提高的。 

C2：因為我們學校一直以來都有確實在寫 IEP，另外也有巡迴輔導教師的協助，因

此整體的品質是有提升的。 

C3：這是個不友善的政策，不應該將 IEP 與特教經費綁在一起。願意收托特殊需

求學生是基於老師教育的熱忱，且繕寫 IEP 的過程是讓老師檢視是否給予特

殊需求學生適切的輔導策略，當政府要求老師要收托特殊需求學生，又要在

時間內將 IEP 繕寫完成，並且在沒有 IEP 的書寫標準狀況下，對於老師是否

過於苛求！ 

C4：這點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個人認為身為教師本就應有這樣的專業及涵養，不

應只著重在文書方面紙本報告來裁定教師是否有認真教學甚至做為補助的標

準，這對於認真教學但不善於書面報告之教師並不公平。 

C5：因為關係到家長是否能申請到特教補助，所以大家都必須要寫 IEP，當然會提

升執行率。但是我個人覺得之前的 IEP 內容較容易撰寫，現在台中市修改了

IEP 的內容，雖然舉辦了多場的研習來說明如何撰寫，但是在實際撰寫時，就

會覺得被限制很多，尤其是寫好了還要被審核通過與否，審核的標準在哪？

由誰來審核？具公平性嗎？經過如此的審核就能提升品質了嗎，對於這部分

我就很不能認同了。 

C6：有奬勵制度就一定會有所成效，也没有聽到任何抱怨的聲音，應該有執行的

成效吧。 

Q ：如果家長對於學前融合教育產生疑慮，您如何解決？ 

C1：目前並没有家長有任何的疑慮，我們在一開學時會跟家長說明學生的特殊狀

況，在班上也會讓其他學生知道特殊學生的需求，因此並没有家長有很大的

反彈。但是感覺是因為學生領有手冊，一般家長較能體認與諒解，而如果是

一般幼兒有特殊行為傷害到了他的孩子，家長反而會去計較、會去在意。 

C2：我會嘗試著和家長溝通再溝通，讓他理解融合教育的重要。 

C3：我們的學校在開學前的家長座談會會與家長做雙向溝通，有問題會由行政方

面與其做溝通。若在開學後，家長產生疑慮的部分，則由老師與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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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我會先了解家長的疑惑在哪裡?針對問題給予回答及解惑，若家長還是不清楚

明白，會請家長跟園主任及巡迴輔導教師約時間訪談。或是請家長直接與市

政府特教科承辦人員詢問。 

C5：我會和家長溝通，讓家長能實際瞭解為什麼要融合，努力提升孩子的能力讓

家長能實際感受到在融合的環境中每個孩子都是有所成長的，另外也會尋求

巡輔或其他教師的協助，讓家長參與學校的課程，知道學校的作息，這些都

是我會運用的方法。 

C6：先瞭解家長的需求，瞭解他的疑問，再進行溝通。 

Q ：對於普通和特殊學生的融合，您所運用的策略為何？ 如何解決幼兒之間的衝

突呢？ 

C1：會教導普通生去幫助特殊生，教導他們將特殊生當弟弟妹妹來照顧，也會以

繪本例如阿虎開竅了讓學生瞭解特殊需求生。至於有所衝突時，我會以普通

生的方式去處理，視發生的問題解決，而對於普通生的抱怨，我也會實際的

告知他特殊生的需求及需要諒解的地方讓普通生瞭解並有所諒解。 

C2：主要要多一點耐心，給予時間和空間。而幼兒有所衝突時，會請雙方面一起

面對面溝通。 

C3：在幼兒園混齡的環境中，通常一般生與特殊生之間不會有太多衝突，除非特

殊需求的障礙類別是過動、情障之類。若特殊需求的學生有較特別的狀況，

老師會先做心理建設，比如：他在處理某些方面是較小的弟弟妹妹，或他在

某方面生病需要大家的幫忙…。 

C4：在人際關係上我會一視同仁，但在學習內容上會因特殊生的需求而有所調整

或加強抽離教學。而當幼兒發生衝突時，會先了解原因當下處理，如特殊生

犯錯也會給予指導，不會因為身份不同而有所特殊待遇，讓其他幼兒覺得老

師不公平。而一般生在相處一段時間後也能理解特殊生和他們有一點不同而

會多包容及幫助特殊生。 

C5：我會請班上能力較好的學生輪流協助特殊學生，例如日常生活作息或班級活

動、課程等，另外也會利用繪本、小故事、影片等讓全班認識特殊需求的學

生，大家一起討論可以幫助的方法。另外發生衝突時，先請雙方說明事情發

生的原因，除了當面說明，也會另外個別聊聊及藉由其他小朋友瞭解原因，

在瞭解原因後除了道歉外，也會針對事情給予適度的處罰，例如：扣獎勵印

章、取消或減短角落時間等。 

C6：我會利用晨間的時間和小朋友聊天，以中立的立場去說明特殊小朋友的狀況，

和小朋友聊聊可以給他哪些協助，還有會用小老師的制度。 

Q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還需要作哪些努力？您

有何看法或建議？ 

C1：人力的資源提供真的很不充足，應該多核發特殊助理員的時數，據瞭解在寒

假的課後留園就能核到每天八小時，但是平時的時間卻無法核太多時數，另

外特教助理員很難找，應該要開立專門的學分栽培特殊助理員，除了可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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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特教知能，在人選方面的考量也能有所依據。 

C2：個人覺得目前人力是足夠的。 

C3：人力明顯不足，特教助理員的加入確實能夠給予特殊需求學生實質的幫助，

也能減少帶班老師的負擔。基本問題是班級人數過多，且是否每種障礙類別

都適合放在普通班實施學前融合教育。 

C4：我覺得巡輔老師 2 個禮拜一次的時間似乎太少，加上手上的個案數較多可能

無法面面俱到，個人建議是否可以增加巡輔老師的人數，讓師生比例能夠降

低。 

C5：我覺得不夠，尤其是在專業團隊這部分，雖然平時有巡輔老師入園協助，也

能申請專業團隊，但是以療育課程的申請來說，目前以大班為優先申請對象，

中、小班都無法申請到療育課程，但是，年齡越小的孩子應該更要接受早療，

才會有明顯的成效。 

C6：我覺得巡輔老師在學期中除了輔導特殊需求生之外，也能安排入班觀察，看

看班上是否有其他需要被幫助但是没有特教身分的小朋友。 

Q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劃與目標？ 

C1：能增加特教助理員的人力，並提供特教知能的課程讓大家能更瞭解特殊需求

生，另外據我瞭解，在彰化曾經要求每個園所一定要派一位老師參加特教知

能課程，等同於受訓為園所的特教種子教師，如果台中市也能如此執行與規

劃，應該能有不錯的成效。 

C2：希望能增加專業團隊實際指導特殊生的時數，目前專業團隊的方面所給予的

時數太少，並没有真正的幫助到特殊的孩子，感覺是在消耗時數而已，當然

雖然目前時數很少，專業團隊還是有提供教師一些方法，如果時數增加了相

信幫助會更大。 

C3：1.先評估障礙類別及程度是否適合學前融合 2.確實酌減班級人數 3.特教助理員

的時數的審核時間縮短 4.IEP與特教補助不要綁在一起 5.給班級教師繕寫 IEP

或審核 IEP 的標準 

C4：這個問題没有想過，無法具體回答。 

C5：1.增加專業團隊的人力，用以支援學前融合的班級。 

   2.增加特教的研習課程，尤其是以實務經驗的課程。 

C6：希望在巡輔老師入班輔導時除了輔導有特教身分的學生，也能協助觀察及瞭

解班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發現問題時能提供老師方法。有專業的師

資來幫助我們，在遇到問題時才能知道方法去處理。 

 

訪談對象-融合班教師 B1（2015.02.03）、B2（2015.02.05）、B3（2015.02.09）、B4

（2015.02.11） 

Q ：對於台中市所推動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有何看法？在參與過程中，您感

受到承辦人員及校方、教師的態度如何？滿意嗎？ 

D1：我的孩子在實際就讀幼兒園後，真的有進步，但我覺得台中市推動的學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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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育政策，主要在家長的態度，今天如果我不願意面對我的孩子有障礙，

不希望我的孩子被貼標籤，我不參與也不配合這些活動，這樣就算台中市推

了許多的活動讓大家瞭解和參加，也是没有用呀! 為了孩子，我可以去接受

為了資源而去請領特殊需求生的身份，可是醫院很難跟學校有所連結，這個

就是很大的問題。我的孩子是高功能自閉，我應該要申請的老師是心理師，

但是在申請時，主要是看我的孩子之前上了哪些治療課程，而在海線，我的

孩子只上職能、語言和物理，我只能申請這三個其中的兩個老師，當初我想

要申請的老師是心理師，而不是一般的巡輔師，因為我的孩子需要的是心理

師，但是在現場評估時，現場負責的老師直接告訴我，我不能申請到心理師，

因為我在醫院所進行的治療課程只有語言，我的孩子最大的問題是情緒，我

請不到我要的老師，我只能加減申請，我的孩子接受政府安排的巡輔師對他

真的没有實質的幫助。 

對於學校和老師，我很感謝她們對我孩子的用心教導，在他還没進入學校讀

書時，我先利用前半年的時間讓他去學校熟悉環境、熟悉老師，老師也都能

利用時間和他接觸，從一開始他不願意被碰觸到臉頰，到後來能接受，進去

就讀後，老師知道我的需求，願意和我溝通，聽我的想法，讓我的孩子在團

體生活中有表現的機會，對他都是很大的進步，所以對於學校和老師，我很

滿意。但是，我還是要回歸到一開始說的，家長的態度還是最大的關鍵，因

為我願意面對孩子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願意和老師溝通，我願意參加各種

相關的活動，因此我的孩子才能有所進步。 

D2：我不清楚台中市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是什麼，我的孩子會進行早療，有特殊

需求是因為嬰兒時期的發展較慢，診所醫生還有我自己的姐姐感覺她好像比

別的小孩慢，告訴我要去大醫院檢查，檢查後等到確定她有障礙，需要上治

療課程，又安排了好久才開始在醫院上課。後來參加社福機構，也是在醫院

上課時認識的家長告訴我才去參加他們的活動。學校老師很好呀，對我的孩

子是實行愛的教育，我和學校還有老師的互動都很好，我主動參加擔任學校

的愛心媽媽。 

D3：我因為參與社福機構，知道社福機構和政府是有合作的，好像是政府提供金

錢，由社福機構來承辦活動，對於社工的服務我很感謝，他們幫了我很多的

忙，對於我的情緒壓力減輕很多。學校和老師，對我的孩子還是都有照顧。 

D4：台中市有什麼政策，我不知道，不過，在進入學校之前，我有得到一個訊息，

知道學校是不能拒絕特殊生進去就讀的，而且感覺好像很多的活動都是在縣

市合併以後比較有在舉辦。在孩子進入學校讀書，學校和老師的態度都很好，

我很滿意。 

Q ：對於特教經費方面的補助是否有實質的幫助？認為政府還可以提供哪些方面

的補助？ 

D1：對於這部分，我實際領到的補助只有送孩子去上治療課程的交通費，我的孩

子只有申請診斷證明，並没有拿身障手冊，因為我的孩子是屬於較臨界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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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以請領的補助好像較少，而且我認識許多比我更需要補助的家庭，因

此，我也没有積極的去申請其他的補助。 

D2：我覺得補助不夠，在學校只有申請到 3000 元的特教經費，還有補助一些交通

費，但是像交通費，現在的油錢那麼貴，根本就不夠，還有健保上的治療課

程根本就不夠，尤其是在縣市合併後，補助的錢反而變少了，我比較希望在

上治療課還有交通費都能提高補助的經費。還有在小孩一出生的生育補助、

國民年金等都應該要再多一些補助。 

D3：只有申請到交通費的補助，其他就没有了。 

D4：我没有申請其他任何的補助，只有申請交通費。補助對我而言是没有必要的，

我比較希望是對安置的部分可以提供幫助，對於安置的宣導還有人力都是不

夠的。都只能聽到其他家長分享才知道各種訊息。 

Q ：您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看法？ 

D1：很贊成呀！因為我的孩子在融合的環境下真的有很大的進步，從一開始不願

意被碰，到能開心的和大家一起學習玩耍，這些都是融合的成功。 

D2：我的孩子在幼兒園上課進步很多，尤其是在動作、說話，我是主動告訴老師

我的孩子有特殊需求，主要也是因為有經費補助，才通報給學校，姐姐讀了

學校後有進步，現在妹妹也在讀，也是有很多的進步。 

D3：我不知道什麼叫學前融合教育，如果是指我的孩子在普通班讀書，我的孩子

並不用到特教班讀書，當然就是讀普通班。 

D4：我覺得很好呀，本來就應該要融合呀! 

Q ：您認為實施學前融合教育若要達到成功的要素，應具備哪些條件？ 

D1：融合的成功，家長還是佔很大的因素，家長不努力的話，你丟到學校也是没

有用呀，家長要願意坦白小孩的狀況讓老師知道，老師才有辦法去處理，我

覺得彼此的互動有表現出來就已經是成功的一半了，和老師的互動是很重要

的。 

D2：家長吧，我主動的去學校當愛心媽媽，常常是一整天都在學校幫忙，所以可

以很清楚看到孩子的進步。 

D3：家長的接受態度很重要，還有教師是否能接受特殊生，我的孩子在幼兒園時

遇到的老師可以接納他，幫助他，但是現在入小一了，老師的態度就很明顯

的不能接受，另外學校是否能提供足夠的資源也是必要的，如果學校没有任

何的特殊資源，根本就無法有幫助特殊需求的孩子。 

D4：老師應該要針對這些孩子增加課程的調整，這是最重要的。 

Q ：您參加過哪些台中市所舉辦的特教相關宣導活動，是否有所幫助？認為還可

以加強哪些部分的活動？ 

D1：我參加過入小一的轉銜說明會，大部分知道的活動訊息大多來自弘毓或者是

學校老師的告知，其他就很少了。而主要是參加由弘毓所安排的家長成長課

程，我認為政府對特殊兒的照顧做得很好，但是對於家長或來自家中其他成

員的需求就没有被重視到，我比較需要有關於特殊兒家長的喘息空間或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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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他成員進行情緒的紓導等相關的活動，才是真的有實質的幫助。 

D2：我都没有參加過，我會自己去拿宣傳的單子看，或者社福機構會寄活動通知

給我，但是我都没有去參加。因為我覺得地點都好遠，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也不想去參加。 

D3：我都是參加社福機構舉辦的活動。例如，我現在讓孩子參加一個兒童戲劇的

課程活動，這個課程主要的對象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參加後對於我的孩子

情緒的紓發就有很大的幫助。建議可以增加這類的活動。另外還有對於家長

的情緒紓導方面，我一開始對於孩子的障礙有很明顯的情緒問題，因為社工

的協助和紓導，幫助我走出來了，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辦活動，也要考慮到家

長的部分。 

D4：我曾經參加過一個老師的論文發表，針對各種不同障礙類別的孩子以錄影的

方式去說明可以輔導的方法，好像是由特教中心協助舉辦的活動，我覺得這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參加過入小一的轉銜說明會，但是我覺得幫助不大，

並没有針對我們的困擾提供到實質的幫助。 

Q ：您與園所教師對孩子的教養、行為或學習方面等是否有所共識，園所教師對

孩子主要的幫助有哪些？ 

D1：學校老師在我孩子還没入學之前就知道孩子的狀況，他在學校其實都表現得

很好，可是在家裡就非常的反常了，我說他在學校像個小白兔，在家像大野

狼，我會覺得他在學校真的有進步啦，之前我和幼兒園的老師還有巡迴輔導

老師談過，我的孩子說話比較制式，無法和人閒聊，與他聊天感覺無法進入

他的心坎裡，就是很直白的說話，覺得好像很 OK，但其實他對抽象的問答能

力是很弱的。 

園所教師對孩子的教養，幫助是有的，老師會去引導，讓他嘗試去當小老師、

領導同學，我覺得這個蠻好的，他缺乏的是團體的互動，所以班上老師安排

他做領導的活動，例如跟大家說故事，這些都是他可以進步很大的因素。 

D2：老師對她實行愛的教育，我讓老師全權處理，如果我的孩子有不對的地方，

老師要怎麼處罰都可以，我不會介意。姐姐在進去讀幼兒園時的老師剛好是

有早療經驗的老師，所以很清楚姐姐的需求，可是教師現在已轉到其他縣市

了。 

D3：幼兒園的老師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有一個較資深的老師把他當自己的孫子

照顧，另外一位老師較年輕，會個別教導我的孩子，所以在課程或團體、情

緒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功課，在幼兒園時和班上同學程度差不多，

但是現在讀國小，就跟不上學校的課程了。 

D4：很多地方都有幫助，老師很細心，對於我的孩子每個部分都有幫助，比如說

語言、團體互動都有幫助。 

Q ：就您瞭解，台中市在「學前融合教育」的整體規劃上做了哪些調整，讓特殊

需求之幼生及家長願意參與？政策的規劃及考量是否參考家長的意見？ 

D1：應該是有很多的資源，只是我都没有去接觸，因為政府做出來的事，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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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是這樣而己，無法有很深刻的感受。我後來加入弘毓，應該算是私人的

單位，政府有哪些單位我並不清楚，弘毓和政府的關係我也不清楚，至於弘

毓能給我們的幫助是剛開始有社工很積極的和我們連絡，但是社工的輪值率

很高，輪得很快，無法很深入的關心我們，幫助不到什麼，而且社工可能很

忙也不常打電話來，之前照顧小孩有瓶頸時，之前有安排一些課程是針對大

人的例如心理課程，幫助大人如何照顧特殊的孩子，主要是開一些課程讓大

人上課，可是那些課程的幫助其實有限，只聽幾次課程怎麼可能就因此解決

問題了，政府並没有去考量家長的需求和意見呀。 

D2：我不清楚。學校本來有幫我申請特教方案，但是，學校告訴我都没有通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也都没有找我們瞭解。 

D3：這點我比較不瞭解，應該還是以社福機構的告知才知道現在提供了哪些活動，

如果都没有參與就完全不知道了。 

D4：有没有做調整我不清楚，但是我覺得在課程的調整上是最重要的，家長和老

師的部分應該要考量，以我而言，我會自己去尋找資源，可以很清楚知道資

源在哪裡，但是如果孩子有狀況，但是家長什麼都不知道，就必須讓這些家

長知道有哪些資源。還是要以老師的課程調整為主要考量。 

Q ：到目前為止，您認為台中市政府對於「學前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有何具體

的成效？對目前的成果滿意嗎？ 

D1：是有成效，政府提倡早療，在早療這部分有做得很好啦，政府對於特殊生的

照顧，我覺得只有在早療還有學校的巡輔這些部分，但是在家長的心情還有

家中其他子女等其他的問題有無照顧到，其實有很多的問題不是來自於特殊

生而是來自於家中其他的子女，輔導只做到特殊生但是有無輔導到其他子

女，這點就是很大的問題了。以我的孩子而言，他真的有進步，現在入小學

讀普通班，在各方面都還適應得不錯，只除了有一些些的情緒問題，但是當

初，入小一時就只有兩條路-讀普通班還是特教班，並没有很具體的告訴我們

是否可以有其他的方向，所以我覺得政府對這些都没有說得很清楚。 

對於特殊生的家庭親職教育這個區塊就推廣得不好了，在心理建設這個部分

真的做得不好，政府要我們自己走出去，但是，為什麼在心理建設這部分宗

教做得就比政府做得好，因為宗教願意走入人家的家裡，而政府卻是要我們

自己走出去，要得到關心是要走出去比較簡單還是走入家裡對我們的幫助比

較大，就很明顯了。 

D2：這個我不知道，不過我的孩子在幼兒園就讀是有進步，現在在國小就讀資源

班，主要在學習方面有障礙，其他就還好。 

D3：還是有成效，我的孩子因為社福機構的協助進入公立幼兒園讀書，每個星期

都有巡輔老師去學校教我的孩子，對我的孩子在讀幼兒園時都有感受到他的

進步。 

D4：如果是針對個案來說是有效果的，但是放的位置不同，效果就不一樣了，例

如以孩子的障礙不同，效果就有所不同了，尤其是如果老師對孩子的障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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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瞭解，不知道怎麼教特殊需求的孩子，這樣就没有明顯的效果了。還是

要看老師是否願意花心思去瞭解每個不同類別孩子的需求。 

Q ：您為孩子選擇就讀幼兒園所考量的因素為何？剛入園所時是否有不適應的情

形？在哪些方面較不適應？ 

D1：選擇學校的考量點第一個是環境要宜人，人數不要太多，我的孩子狀況比較

特殊，我不希望他在人多的環境中學習，我擔心他可能會被欺負，而且主要

是我希望孩子能在單純的環境裡學習，我是刻意選擇這個學校，因為環璄越

單純對他的幫助應該越多，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照顧到我孩子的環境，在孩

子還没進去就讀時，我很早就讓孩子對即將就讀的學校先熟悉，所以一去讀

書時很快就熟悉環境、適應環境了。 

D2：因為離住家近，所以才選擇這個就讀的學校，我覺得她没有任何不適應的情

形。因為剛好進去讀書時的老師又有早療經驗，所以她去讀書都很開心呀。 

D3：孩子進入幼兒園就讀是社福機構協助，還有也是考慮到交通，所以以就近的

學校為主，進去讀書後，因為老師的態度是接受的，好像没有不適應的地方。 

D4：我是打聽到很多家長的推薦才選擇這間學校就讀，剛入學時，因為孩子的障

礙主要以語言為主，老師對於孩子所說的話都是用猜的，老師要很努力的猜

孩子說的話，其他就没有不適應的地方了。 

Q ：您認為孩子在融合教育環境中學習， 是否有所進步？在哪些方面最有所進步

呢？ 

D1：有進步，在和同學的相處還有語言方面都是有進步的。 

D2：都有進步吧，尤其是語言和動作的能力。 

D3：有進步呀，以功課的進步最明顯，至少他在讀幼兒園時功課都跟得上，老師

會安排很多的課程，並且會要求他教導他，所以没有跟不上的問題。現在讀

國小了，跟老師反應功課好像跟不上，但是並没有改善，感覺現在老師是放

牛吃草，什麼都不管。 

D4：主要在語言表達進步最多，她比較內向，對於同年齡的孩子，她比較不知道

如何相處，在我的堅持下讓她申請了緩讀一年，這一年她與年齡較小的孩子

相處好像就比較知道相處的方法了，尤其是在認知方面在緩讀這一年有很明

顯的進步。 

Q ：您認為推動「學前融合教育」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您有何看法或建議？ 

D1：我覺得城鄉差距太大有很大的影響，在資源的分配上就不平均了，像在語言

治療師這部分就很缺乏了，每個小孩的情形不同，在人力需求這部分有很明

顯的不足，而且老師負荷過重，換了又換。，在醫院有一個聯合評估，但是

一般家長並不知道，其實一般的孩子都可以去做，要怎麼改善，政府只有讓

孩子做健康檢查，在孩子領兒童健康手冊時就應該就要主動告知有早療的訊

息，讓家長知道，有時醫生只是草草的評估，但是現在在飲食、生活環境中

有很多的問題，因此讓每個孩子進行聯合評估是必要的納入政府的政策裡，

雖然現在是資訊爆炸的社會，大家都說大雞慢嘀，但是我在帶孩子進行早療



 

142 

課程時就認識了很多的案例，都是家長的訊息和觀念不足所造成的。 

D2：應該是不夠，像社工就一直在換，還有語言治療師也是都是一直在換。 

D3：人力是不夠的，因為我的孩子只申請到臨界的診斷證明，所以所能申請到的

特教資源好像很少，如果可以增加人力，有時間幫他做個別輔導，應該才有

幫助。應該不要分障礙的輕重度，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提供人力，這樣才有實

際的幫助。 

D4：在幼兒園時的巡輔老師很用心，但是感覺人力還是不足夠的，在上課的課程

輔導應該要增加人力的支援。應該要增加老師特教知能方面的課程，讓所有

的老師對於各個特殊需求的學生都能瞭解。在老師、醫生的專業還有家長的

認同都應該要再加強。 

Q ：您知道台中市如何將特教及普教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了哪些方式及管道讓家

長瞭解此一政策，以提高「學前融合教育」整體的執行效率及成果。 

D1：我們都是家長彼此間的互相通報才能知道有哪些資源，有哪些政策是家長需

要的，都是要我們主動瞭解，政府的推廣並没有很清楚的訊息讓我們知道。

還有就是學校還有弘毓的通知才會知道有哪些活動。感覺是政府漠視了家長

和其他手足的心理需求，這些家庭反而成了社會的邊緣有很大的問題，關注

特殊生没有錯，但是有無一併輔導周圍的人，對没有明顯感受到了。 

D2：還是要透過社福機構才會知道有哪些活動，但是以前剛加入時社工比較常聯

絡，可是後來也很少聯絡，而且現在的活動都要自己出錢，這樣就會減少我

去參加的意願了。 

D3：我知道的還是由社福機構方面的轉達才知道有哪些活動。 

D4：電視的宣導效果是最大的，但是也比較花錢，另外網路、海報還有學校的座

談會都是很好的宣導管道。但是宣導還是不夠的，很多時候都還是要家長自

己去找資源。 

Q ：在孩子的教育遭遇到問題及困難時，您希望得到哪些需求和協助？ 

D1：我會去問學校老師，還有就是和其他家長聊。 

D2：我會問老師還有社工，跟朋友、家人聊自己小孩的問題。可是要我從哪裡問

政府，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問了。 

D3：我希望每個學校都應該有特教資源的提供，我為了我的孩子積極參加學校的

活動，擔任志工媽媽，希望就此瞭解孩子的學校的情形，希望學校重視我的

孩子的特殊需求，但是效果好像没有很好，像現在還是在功課方面，就不知

道可以如何幫助他，還有老師的態度感覺是在等退休，對我的孩子没有完全

不理，真的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D4：我會找其他家長或者是老師、巡輔老師、社工尋求協助。 

Q ：您希望未來台中市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擬定哪些具體規劃與目標。 

D1：應該要有階段性的方法去進行，在進入學校之前就在醫院先進行聯合評估，

在兒童手冊上註明，而小孩在入學時，學校就能很清楚的掌握到孩子的狀況，

而不是老師和父母都在摸索，孩子入學後才發現問題，而且老師應該具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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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特教知識與訓練，現在的特殊生越來越多了，老師的工作加重很多又很

辛苦，現在班級的人數我覺得是算少的，老師應該要有很敏銳的觀察到小孩

的特殊需求，不要忽略了邊緣的小孩，另外學校應該要開設親職教育方面課

程讓家長瞭解你的小孩有哪些狀況可以馬上知道。不要只是以身障手冊去認

定，將聯合評估納入兒童健康檢查的制度裡，才能及早知發現及早治療。 

D2：提高經費的補助對我才有真正的幫助。妹妺現在也在幼兒園就讀，最大的問

題是語言，但是，一樣申請不到語言治療師。還有在社福機構，現在也和以

前成立的宗旨已經不一樣了，現在參加活動什麼都要收錢，對我來說就會考

慮要不要參加他的活動了。 

D3：我覺得在幼兒園所提供的資源已經很足夠了，但是對於幼兒園再轉到國小讀

書這方面應該要再加強，感覺上是在幼兒園已經進步了，但是一去國小怎麼

反而什麼幫助都没有了。所以如果要有所規劃，應該要考慮這個部分。 

D4：學校會安排基本的健康檢查例如視力、牙齒檢查，如果可以再增加醫院的聯

合評估例如請醫生到學校做統合的評估和治療，例如單腳跳、大小動作不協

調，再請學校發通知，而不是等家長自己發現孩子的障礙，即使學校有基本

的能力檢測，感覺是不夠的，畢竟老師對於專業的醫療問題其實是不瞭解的，

要有醫療的資源進入學校才是有幫助，另外社區也應該要宣傳例如里長的協

助，如果這些都能確實執行，一定會有所成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