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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之協同合作： 
一加一大於二 

 
曾麗美 

臺北市清江國民小學教師 

 

壹、一加一不等於二 

近十幾年來，在回歸主流的教育理念

下，特殊教育強調融合教育，讓普通班級

內具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由普通班教師、

特教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結合不同教學專

長，共同討論設計課程，協同合作，其目

的為讓特殊兒童就讀普通班，一般學生與

特殊學生皆蒙其利(李重毅，2003)，然而

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之協同合作，一加

一不一定等於二，有時成效是小於一，這

是失敗的例子，有時成效是大於二，這是

成功的例子，分別說明如下。 

貳、一加一小於一：一個 
      失敗的例子 

小恩(化名)，國小一年級、情緒行為

障礙學生，個性畏縮、害羞，在教室幾乎

是不說話，就算是說話聲音也是非常小

聲，教師要聽到她說話，只能把耳朵貼在

她嘴巴旁邊才聽的到一點點聲音，大部分

小恩都是用點頭搖頭代替她的回答。在幼

小銜接轉銜會議上，幼稚園教師說小恩是

個棘手的個案，因為除了說話聲音幾乎聽

不見外，還有情緒行為障礙，例如打自己

的頭、撞牆等自傷行為。 
編班會議時小恩的普通班教師是一位

有愛心、耐心的資深教師，而特教個案管

理教師則是個有口碑的資深教師，大家都

鬆了一口氣，一加一在大家的期待中應該

是個超級完美組合，然而遺憾的是一加一

的結果卻是小於一。 
協同合作中由於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

師理念、作法不同，而使得協同合作沒有

交集、溝通不良而造成不愉快的誤解。例

如小恩在特教教師的引導下，在資源班教

室的確會大聲說話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在

普通班就不行，特教教師基於善意與責

任，「說者無心」的告知普通班教師小恩在

資源班的情況，但對普通班教師而言卻是

「聽者有意、格外刺耳」，認為對方指責自

己教學缺乏方法而對特教教師產生誤解，

還有其他事件則如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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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個失敗的例子 

事件 普通班教師 
教學理念 

對特教教師的 
誤解 

特教教師 
教學理念 

對普通班教師的 
誤解 

個案不敢

開口說。 

小 恩 是 被 寵 壞

的，她在教室唸

書 也 可 以 很 大

聲，個案不敢開

口說話是因為在

家裡也是這樣，

媽媽照顧太好、

寵壞的。 

特教教師也在寵

個案，個案在資

源班敢說話，是

因為資源班也像

家裡一樣沒有規

矩、特教教師就

像在學校的媽媽

照顧個案。 

個案是情緒障礙

孩子，缺乏自信

需要鼓勵，需要

多引導，勉強她

說話並不是治本

之道。 

普通班教師沒有

特教專業，不了

解情緒障礙和寵

壞的區別。 

特教教師

對家長稱

讚個案優

點。 

教師需要誠實告

知孩子在學校的

表現。 

特教教師在當好

人討好家長，而

讓普通班教師當

壞人。 

家 裡 有 特 殊 孩

子，家長需要被

鼓勵支持，不是

不告知，但是要

婉轉。 

普通班教師沒有

同 理 心 ， 不 了

解、不體貼。 

小恩行為

表現不，如

離開教室

未告知普

通 班 教

師。 

行為未規範，被

寵壞的學生，特

教生人數少，教

師當然可以呵護

孩子，但在普通

班規矩最重要。 

特 教 教 師 寵 孩

子，所以個案在

教室就像客人，

無法融入班級。

已教導提醒小恩

遵守規矩，行為

規範非短期能達

到，應該循序漸

進。 

普通班教師對小

恩過於嚴厲，加

深個案的退縮行

為。 

 
如上述，協同合作到最後竟是普通班

教師因曲解、誤會而排斥或拒絕特教教師

的介入輔導；而特教教師也認為普通班教

師欠缺特教專業能力無法認同，弄得協同

合作是無濟於事、兩敗俱傷。一加一小於

一，是阻力而非助力，協同合作失敗製造

的衝突令人遺憾，不僅對融合教育沒有任

何助益，更破壞了同事間的情誼。 

 

 

參、一加一大於二：一個 
      成功的例子 

小祥(化名)，小學三年級，家中獨生

子，個性善良天真，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小孩，但是家長一直都不認為孩子有問

題，而是臺灣制式教育讓小祥行為不被大

家接受。因此從一年級開始，小祥的家長

和普通班教師相處都不甚愉快。編班會議

上，小祥被編到一位代課教師班級，而特

教教師則是一位新進教師。這樣的一加一

組合，並不讓人期待，然而結果卻是跌破

大家眼鏡，大放異彩，家長竟然同意帶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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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去看醫生，接受孩子的障礙問題，對教

師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起因

竟是蘿蔔排骨湯事件。 
那次小祥吃學校營養午餐，喝湯時想

要吃大排骨，卻不小心把他自己已經喝過

湯的碗掉到湯桶內，使的整桶湯都不能

喝。普通班教師因此寫聯絡簿告知小祥家

長該行為，小祥家長第一反應就認為普通

班教師大驚小怪沒有愛心，孩子又不是故

意的，為什麼要這樣小題大做？哪個人吃

燒餅不掉芝麻的？  
 
 

而特教教師扮演的就是中介潤滑的角

色，婉轉的說明孩子的情況並說明普通班

教師因為怕其他孩子沒喝到湯而怪罪排擠

小祥。普通班教師在中午用餐時間，自己

扛著湯桶，一班班的去向各班要湯，忙到

12 點半才用餐，這時家長才體會到教師的

辛苦與用心。諸如此類，有些話普通班教

師不方便自己說的，透過特教教師轉述給

家長，家長的防衛慢慢卸下；相對的特教

教師對小祥的輔導，透過普通班教師的轉

述和小祥的進步，家長的態度明顯轉變，

也願意坦然面對小祥問題，歸納其成功的

事件或過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一個成功的例子 

事件或 
過程 

 
普通班教師 

 
結果 

 
特教教師 

 
結果 

個案湯碗

掉到湯

桶。 

到 各 班 去 要

湯，並將個案

行 為 告 訴 家

長。 

家長第一反應

就認為普通班

教師大驚小怪

沒有愛心。 

告知家長，普通班

教師用意是怕同

學喝不到湯怪罪

個案，普通班教師

忙到 12 點半才用

餐。 

家長感謝普通班

教師的用心。 

過動行

為，例如上

課未準時

進教室、出

怪聲、不專

心。 

尋求特教教師

共商對策。 
共同制定「好

學生每日上課

紀錄表」，並請

普通班教師紀

錄。 

依據普通班教師

的行為紀錄，給予

個案鼓勵(如：個案

喜歡踢足球，若個

案達到目標，則利

用上資源班課的

時候去踢足球)。 

個案較能控制自

己的過動行為，而

家長看到個案的

進步及教師的用

心，對個案的過動

障礙較能接受，而

非歸咎教育體制。 
個案功課

在教室常

未能完

成。 
 
 

尋求特教教師

共商對策。 
共同制定「自

我提醒卡」。 
下課提醒個案「自

我提醒卡」完成功

課。 

個案自動完成功

課次數增加。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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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續) 
事件或 
過程 

 
普通班教師 

 
結果 

 
特教教師 

 
結果 

個案家

長、普通班

教師對

ADHD 認

識不完

整。 

尋求特教教師

協助。 
特教教師提供

ADHD 相關資

訊、專業書籍

及研習，並共

同討論。 

邀 請 家 長 參 與

ADHD 相關座談，

並提供相關書籍閱

讀。 

家長認識 ADHD，

並同意帶個案到醫

院就醫。 

 
如上述一個新進特教教師和代課教

師，ㄧ加一的結果是家長的態度改變了、

孩子的行為進步了，協同合作成效是一加

一大於二。 
我們都希望談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

之協同合作，結果是一加一大於二。以上

述成功例子，除了是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

師彼此能夠放下成見、建立共信基礎、溝

通無阻外，還有以下因素： 

（一）同理感受，支持接納對方 

在今日少子化、大環境經濟不景氣的

衝擊下，班級學生數雖稍降低，然而普通

班教師面臨的壓力不下於以往。普通班教

師直接面臨的壓力除了課程的進度外，還

有班級經營親師溝通的難處，今日很多家

長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今日在急遽變

遷的時代中，社會充滿著不信任氛圍，人

際關係越來越疏離，親師之間容易因為自

我防衛，造成溝通不良而無法真正解決問

題。而弔詭的是原本屬於專業的教育，如

今似乎個個都是教育專家了，教師教學與

班級經營，都面臨嚴苛挑戰，而班上有特

殊兒童對教師更是無形的壓力，所以當普

通班教師在訴說情緒時，特教教師要先同

理感受，支持接納對方。以上述失敗的例

子，資深特教教師在面對普通班教師的情

緒時，抱怨家長太寵小恩不配合時，特教

教師基於善意而幫特殊兒童家長說話，如

此協同合作當然失敗，因為你(特教教師)
不了解我(普通班教師)，你不知道我真正

的需求，協同合作首重支持接納對方，而

非指導對方怎麼做。 

（二）協同合作，善用溝通技巧 

協同合作在溝通時雙方盡量面對面

「向日葵」式(看著對方)講話，以真誠的

態度同理心傾聽、讚美(肯定對方的用心與

努力)，要接納，不要反駁或批評。普通班

教師不太可能對特殊兒童有完全客觀的認

識，直接反駁與批評會製造溝通衝突。開

始時宜談教師的努力成果、學生的進步、

好的表現，這有助於取得彼此的信任，在

信任基礎下，協同合作方能見效，因此要

善用溝通技巧，先讚美肯定認同再提建議

或想法。 

（三）同一陣線，建立夥伴關係 

特教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建立良好關

係，要先肯定普通班教師的辛苦及對孩子

的付出，其次要表達特教教師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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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支援服務及資源教學。在能力範圍內

特教教師ㄧ定全力配合，彼此是平等關

係，沒有誰比較專業問題，只是立場角色

的不同而已。正如《維基百科全書》的定

義，所謂「協同合作」，是指「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人，進行知識工作的過程中，彼此

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進行知識加值、相

互學習。協同合作是一種典型的創新，彼

此不一定需要領導，藉由權力下放與平等

主義，甚至可以帶來更好的結果。」(陳永

隆，2008)，因此特教教師要讓普通班教師

感受大家是同一陣線，是教育的共同夥伴。 

（四）充實進修，提升專業知能 

有許多普通班教師所面臨的挑戰是如

何引導特殊學生在普通班級中學習，讓特

殊學生及一般學生在融合教育中皆蒙其

利。在融合教育的潮流推動、零拒絕的教

育理想下，教師更應充實進修特殊教育理

論與實務。如上述成功的例子，普通班教

師因為班上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學生，

就由特教教師提供資訊閱讀相關專業書籍

及研習，因此對小祥有較大的彈性，也能

調整教學策略。反之失敗的例子，小恩的

普通班教師認為小恩的情緒行為障礙是家

庭教養不當，媽媽太寵的關係，而特教教

師又無法適時發揮功能，提供足夠訊息，

因此協同合作的原則是提供普通班教師充

實進修的機會，以期提升專業知能。 

（五）有愛無礙，入班特教宣導 

「有愛無礙」不是口號，不是「道德

勸說」，而是深入人心，深層感動。了解、

接納、尊重、關懷與肯定，是特殊教育理

想境界。而了解身心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

是落實特殊教育的基礎，對身心障礙者是

平常心的了解、接納，而不是憐憫同情與

施捨。因此，我們認為協同合作要成功，

除了是普通班教師和特教教師共同合作

外，班上同儕的接納亦是重要課題。普通

班教師透過特教教師的入班特教宣導，例

如繪本導讀、身障體驗、愛心小天使選拔

等都是特教宣導的可行策略。因為在資源

班，身心障礙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普通

班，資源班教學成功與否，普通班教師、

學生對身障學生的了解、接納為重要關

鍵，因此有愛無礙，入班特教宣導相當重

要，而特教老師在協同合作中所扮演的就

是入班特教宣導的角色。 

（六）親師溝通，促進親師合作 

在融合教育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在於

家長和教師間的合作，特殊教育要能有效

的推動，不僅只是教師們滿腔熱血孤軍奮

戰，更重要的是團隊合作。普通班教師、

特教教師及家長協同合作，以達到事半功

倍之效。以上述成功例子羅蔔排骨湯事

件，家長誤解普通班教師小題大做，故意

和孩子過不去，經過特教教師說明後家長

了解普通班教師的用心後，全力配合學校

教學，有效親師溝通，促進親師合作，因

此普通班教師要與特教教師要積極和家長

協同合作，共同成為教育夥伴。 

（七）專業團隊，建立支援系統 

在融合教育中是將特教服務帶進普通

教室中，和普通班教師共同達成適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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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給予量身訂做的個別化教學，包

括同儕間的輔導、合作學習、多元的課程、

彈性的評量及專業團隊合作等，因此普通

班教師應做行政角色的調整，例如利用多

重評量、參加特殊兒童鑑定會議、參予撰

寫個別化教育計畫、與家長或監護人溝

通、與專業人員合作等。教學角色的調整，

例如安排技巧類化的機會、教學技巧的運

用、隨機教學等。協助角色的調整，例如

提供具體的經驗、練習的機會、較長的作

業時間、調整作業的難度等 (張昇鵬，

2006)。而普通班教師在角色的調整中，特

教教師扮演的角色是教學諮詢者、個案管

理者、團隊促進者(黃志雄，2006)，所以

特教教師要促進專業團隊合作，建立完善

的支援系統。 
當然，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之協同

合作，還有其他可以努力的事項，限於篇

幅，僅就教學現場，列出七項較重要的事

項。海倫‧凱勒曾說：「最美好的東西是看

不到、摸不到的，但可以用心感覺。」維

克多‧雨果也說：「有比大海更遼闊的景

色，那是天空，有比天空更遼闊的景色，

那是靈魂的深處。」教育的本質乃在激發

學生靈魂的深處潛在。我們希望透過「普

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協同合作」，激盪出教

育的火花，進而激發學生靈魂的深處潛

在，用心感覺最美好的東西，使協同合作

成效一加一大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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