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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決策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嗎？ 
促進智能障礙學生參與IEP/ITP會議之建議作法 

 
劉佩嘉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教師 

摘 要 
隨著相關自我決策運動的發展與提倡，在美國社會大眾開始強調及重視障礙者的自我決

策，同時也反映在相關法令的規範與制定上！然而，在過去幾乎沒有智能障礙學生參與

IEP/ITP會議的情況下，面對IDEA1997的要求及規定，部分老師及學校對「讓智能障礙學生
實際參與IEP/ITP會議」抱持著相當大的質疑，並提出可能存在的困難及阻礙！因此，作者
整理相關文獻以澄清部分觀念並提出建議做法，以促使智能障礙者之自我決策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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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ocacy of self determin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re now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ir IEP/ITP meetings, as depicted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author reviews related articles and raises suggestions as to how to make self 
determination of these student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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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20世紀的後20幾年，隨著獨立生活運

動的提倡與發展、常態化原則的提出與呼籲、

對障礙者人權的保護及自我擁護運動的發

起與成熟，美國對障礙者的觀點已漸漸由過

去將障礙者視為次等人類、植物人、貧窮等

的同義詞轉變為有能力的、值得受到尊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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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嚴的（Wehmeyer, 2000）。如此的改變使
得社會大眾開始強調及重視障礙者的自我

決策，同時也反映在相關法令的規範與制定

上，如：美國1992年的「復健法修正案」
（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2）強
調障礙是人類經驗自然的一部分，障礙者應

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享有獨立的生活、自

我決策、作選擇、貢獻社會、追求有意義的

生活、享受完全融合於美國經濟、政治、社

會、文化、教育的主流社會中，又如美國1997
年 的 「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育 法 修 正 案 」

（Individuals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s，公
法105-17，簡稱IDEA1997）中亦明定障礙學
生的積極主動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簡稱

IEP）及個別化轉銜計畫（簡稱ITP）會議，
強調障礙者的自我決策。 

然而，在過去幾乎沒有智能障礙學生參

與IEP/ITP會議的情況下，面對IDEA1997的
要求及規定，部分老師及學校對「讓智能障

礙學生實際參與IEP/ITP會議」抱持著相當大
的質疑並提出可能存在的困難及阻礙

（Wehmeyer, 2000）；此外，相關研究顯示
（Agran, Snow, & Swaner, 1999; Price, Wolensky, 
& Mulligan, 2002），雖然教師大體上皆能體認
與肯定自我決策對智能障礙者的重要性與

優點，但仍有大約五成以上之教師並未將自

我決策技能列入 IEP的教學目標中，而在
Wehmeyer與Schwartz（1998）的全國性調查
研究中，900個由教師設計之轉銜教學目標
中，並沒有一個教學目標是針對學生作選

擇、問題解決、作決定、設立及達成目標或

了解自己等有關自我決策技能。Agran等人
在其研究中發現這和教師們不知道什麼行

為是和自我決策有關，及認為自我決策只是

一個理想的結果，而非一組可教的技能有很

大的關係。因此，筆者整理相關文獻以澄清

部分觀念並提出建議之相關做法，以促使智

能障礙者之自我決策成為可能。 

貳、自我決策 
經過近20幾年來的發展，對於自我決策

的定義在各學者間仍很難達到共識，因為自

我決策基本上是一個捉摸不定的構念，自我

決策的定義並不能只是用一組技能或態度

來涵蓋全部的意涵，雖然這些技能或態度是

在自我決策的過程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成

分（Bambara, Cloe, & Koger, 1998）。筆者整
理相關的文獻，提出一些常見且重要的定

義：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自我決策原來是

指國家有獨立領導的權利；後來殘障權利的

擁護者將其所代表的精神引用到特殊教育

界，而形成現今的含意－障礙者掌控他們自

己的生活的權利（Price et al., 2002）。 
就心理學的角度來說， Deci與 Ryan

（1985）認為「自我決策是指有能力去選擇
且讓這些選擇成為個體行為的決策者，而這

些選擇則是受在個體內在動機的影響」（p. 
38）。Deci, Vallerand, Pelletier及Ryan（1991）
更加強調及說明有動機的行為是自我決策

的，個體完全贊同自己且是有意志地、內控

地去作選擇。 
此外，一些學者認為自我決策是個體本身

在其生命當中扮演重要的決定者，不受外在因

素影響及干擾，為有關自己生活品質的事去做

選擇及作決定（Wehmeyer, 1996; Wehmeyer, 
Agran, & Hughes, 1998; Wehmeyer, Kelchner, & 
Richards, 1996）；Wehmeyer（1996）進一步指出
自我決策應包含四項要素，即是獨立自主、自

我管理、心理賦權及自我實現。 
另外，Field, Hoffman與Posch（1997）

強調自我決策是個體和環境的互動，認為自

我決策是受到個人變項（如個人的價值、知

識和技能）和環境變項（如作選擇的機會、

他人的態度等）的影響，進而建構出自我決

策的模式，共分為下列五項重要內容，分別

是了解自己、評估自己、計劃、行動和享受

成果及學習；強調個體必需先透過了解自己

和評估自己之後，再去計劃、執行計畫而產

生行動，進而享受成果及學習。 
Hughes及Agran（1998）綜合各學者的

看法，將自我決策界定為下列五項內容： 
一、自我決策是透過和環境的互動及配

合個人的經驗而形成的一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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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決策是受到個體內在動機及需

求的影響而產生的，如獨立自主、自我規

範、心理賦權和自我實現等心理歷程都是自

我決策行為。 
三、自我決策是一種溝通的、社會的關

係。任何有意圖的溝通，如果環境能給予適

當的回應就是一種自我決策最基本的型

式；而對於障礙者而言，自我決策也代表著

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賴的伙伴關係。 
四、自我決策是指一種政治的、基本的

人權。過去，障礙者都沒有享有基本的人

權，無法為自己自我決策；然而，讓障礙者

有自我決策的權利和機會，則是代表民主的

象徵及基本人權的申張。 
五、自我決策代表一種系統的改變。為

使障礙者更自我決策，必須從之前由重要他

人為障礙者作決定轉變成由障礙者自己來

為自己作決定，使他們成為自己生活當中的

真正專家。 
綜合上述，自我決策是一個複雜的概

念，並非一句簡單的話就能涵蓋其內容。整

體而言，自我決策可包括選擇、作決定、控

制、行動、目標的達成及個人有意義的成功

等主要意涵在內。 

參、「不可能任務」觀念的釐清 
IDEA1997明確指出及要求所有特殊教

育學生最晚在14歲或以上之年紀應參加自
己的IEP會議，並考量他們的興趣、需要及
喜好。因此藉由執行及計劃他們自己的

IEP，學生可以學習自我擁護、作決定、自
我評估及目標達成等有關自我決策之技能

（Wehmyer, 1996; Field, Martin, Miller, Ward, 
& Wehmeyer, 1998），進而成為自己的擁護
者，倡導自己的權利，為確保自己長遠的目

標而努力（Martin & Marshall, 1997）。 
要如何使學生主動參與自己的IEP會議

呢？面對法令的相關要求，Wehmeyer（2000）
提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及觀念，如許多學校認

為只要讓學生擔任主席，主持會議就是促進

自我決策；有些專家反駁自我決策對智能障

礙者而言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根本不能自己

主持會議，況且他也不能獨立作出決定。 
Field等人（1998）就曾澄清，學生積極

主動參與並不只是公事公辦地符合法令需

求，還應包含一個支持團隊，以便將此過程

轉換成有意義的教育成果。Wehmyer（1996）
亦提到學生積極主動參與並不等同於獨立

領導轉銜會議，而應是指他們在某些方面變

得更獨立，代表學生成為平等參與者的程

度。另外，Martin與Marshall（1997）也指出
雖然學生參與IEP會議，但並不代表教師就
不需完成IEP的設計與規劃，只是在整個過
程中，學生有決定權，有權表達想法，及所

有的討論重點都應以學生為考量。再者，

Wehmeyer（2000）更加強調面對學生的積極
主動參與整個會議時，並非要等學生具備先

備技能後，才允許參與及掌控，而是應在互

動環境下，藉由機會的創造與練習及支持的

提供，培養自我決策能力。 

肆、促進自我決策之建議做法 
在學生參與IEP/ITP會議的過程中，基本

上都應以學生的能力、需要、喜好及興趣為

考量，同時並尊重學生的想法，與適時地給

與支持及練習的機會，以促使學生自我決策

之發展。以下將針對參與IEP會議及平時教
學二方面提供一些建議： 

 
一、就參與 IEP 會議而言 

Field等人（1998）認為為了能讓學生有
效地計劃與執行他們自己的IEP會議，教師
應該教導他們所應伴演的角色、所應擔負的

職責及責任。而IEP的團隊成員也必需學習
如何支持學生練習自我決策。因此，Field等
人提出下列讓學生能參與IEP會議並練習自
我決策之建議： 
（一）學生可邀請朋友、團隊成員及相關

人員來參加會議並寄邀請函。 
（二）學生可練習制訂會議時間表。 
（三）學生可準備茶點及與會人員之名

牌。 
（四）教導學生穿著合宜衣服參加會議。 
（五）學生可坐在會議桌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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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可領導會議，但若需要的話，

可由其老師、父母或朋友提供支持與協助。 
（七）每週運用相關策略，以幫助學生達

成其目標。 
（八）每週和支持團隊成員討論他目標達

成的過程。 
（九）調整相關的策略、時間表或所提供

的支持內容，以幫助學生達成目標。 
不過，在實際運用上，Field等人（1998）

認為還是要視學生實際需要及能力而適度

調整；同時，學生必須在支持的環境下並有 
豐富的練習機會才能有效地練習自我決策。 

同樣地， Johnson, Stodden, Emanuel, 
Luecking與Mack（2002）也認為提供支持有
利於學生發展作決定、溝通及自我擁護等有

關自我決策技能。可運用的策略包括： 
（一）提供專門教導自我決策及相關技能

之 課 程 ， 譬 如 國 外 之 「 Steps To Self- 
Determination Curriculum」、「Take Charge」、
「NEXT S.T.E.P.」及「Choice Maker」等相
關自我決策課程。國內目前尚無自我決策課

程之發展，不過可以參考國外課程，針對實

際需要及本國國情，修改使用之。 
（二）提供相關訊息及策略給家長，以利

學生在家中練習自我決策（目前國外有所謂

的「家長訓練及資訊中心」的成立，可提供

家長及學生在IEP/ITP會議過程中所需之支
持或資訊）。 
（三）將有關自我決策之相關技能明列於

學生IEP之教學目標中。相關資源與資訊（如
課程、策略等）應利用各種方法以使全國各

級學校皆可取得及利用。 
另外，Nola McKee與Paul（1996）針對

促進學生在IEP/ITP會議中表現得更自我決
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應問學生是否願意參加IEP/ITP會

議。 
（二）應問學生想邀請誰參加IEP/ITP會

議。 
（三）學生可以依其需要及興趣選擇課

程，如此可提高其學習動機及增加成功經

驗。 

（四）學生應在認知、職業、日常生活及

休閒娛樂等方面選擇自己有興趣、想達成的

目標。 
（五）學生可依其興趣選擇實習工作場

所，如此可提高其學習及工作意願。 
（六）可提供機會讓學生練習討論。不過

這需要事前訓練及會議中持續的提供支持

才行。 
（七）學生可決定他們是否需要協助。 
（八）應詢問學生是否接受所提供的服務

及支持。 
 

二、就平時教學而言 
Price等人（2002）認為自我決策並非獨

立的，不管在任何情境，都會遇到需要運用

自我決策之相關技能。因此，任何時間任何

情境都可用來練習自我決策。而就智能障礙

學生而言，Price等人強調以下三點： 
（一）重視社區本位的學習 
結合社區活動與教室練習，不僅可促進

自我決策的發展，也可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二）利用休閒及娛樂活動 
學生可在自然情境下與人合作及發展

自我決策等相關技能。 
（三）利用工作或實習場所 
學生可藉此練習作決定、問題解決、安

全技能、冒險技能及目標的設定與達成等相

關技能；而同事或長官所給予的回饋也可促

進學生自我了解及自我覺察。 

伍、結論 
長久以來，智能障礙者都是處於被動的

角色，由他人來替他作決定；然而，隨著社

會大眾觀念的改變與相關法令的要求，該是

把掌控權交還給智能障礙者了！雖然一下

子由被動者變成主動者可能會造成許多人

的困惑與卻步，甚至包括智能障礙者本身在

內；但倘若連機會都不給予，更遑論要促進

自我決策了！因此，相信給予智能障礙者適

度的尊重、支持與機會，或許就可使智能障

礙者逐步朝自我決策之路邁進了！ 
然而，綜觀國內目前之情況，雖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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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8條也規定「參與擬
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

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相關專業人員等，

並得邀請學生參與」，但在實際運作上仍有

一段差距；因此，期待藉由本文，使國人對

讓學生參與IEP/ITP會議有更完整的看法，並
重視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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