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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福利制度的改善及對

人權的重視，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皆為政府關注

的重點。其中，特殊教育各階段的發展已有一套

完整的體制，而在家巡迴輔導教育雖是其中的一

環，但較為人所忽視。因此本人就擔任巡迴輔導

教師的經驗，對於教學提出一些自己的感想，與

大家一起討論共勉。 

二、何謂在家巡迴輔導教育 

  在家巡迴輔導教育主要是針對重度及極重度

的特殊兒童與罹患重病或身體病弱學生所提供的

一種教育服務。這些孩子由於特殊的因素而無法

到校與小朋友一起上課嬉戲，只能在家或教養機

構內接受巡迴輔導教師的教育指導。 

  在家巡迴輔導教師通常都是由受過特殊教育

專業訓練的合格教師擔任，定期至學生家中或教

養機構進行教學，教學之時數與課程內容則視學

生之個別差異而定。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主要是針對國小及國中的

孩子。一般採分離與混合兩種方式，各有優劣。

目前在花蓮縣採取混合教學。亦即輔導的學生中

有國小與國中的孩子，巡迴輔導教師則由特教資

源中心協調分配專人負責。 

三、教什麼？怎麼教？ 

  巡迴輔導教師感到最困擾疑惑的一個問題就

是要教些什麼？怎麼教？ 

  1.要有正確的觀念。教育的本質是相同的，不

管是普通兒童或特殊兒童，教育的原則與目的應

是無甚差異。孩子都需要老師的「尊重」、「關懷

」、「包容」與「愛」。絕不可因孩子的特殊，看到

孩子的殘障程度而驟下斷語：「這樣子，躺在床上

，不言不語，能學什麼」，這是一種傷害。因此要

以「正常普通」孩子的眼光需求對待他，以「特

殊不同」的方式教育他。 

  2.做好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擬定。這是

課程設計與學習內容的依循。根據「身心障礙教

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辦法」規定（註一），在家

教育巡迴輔導教師應屬於專業團隊的一員，此專

業團隊並以提供統整性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所謂統整性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有：（1）評量

學生能力及其生活環境（2）參與學生個別化教育

（3）依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學生所需之教育、

衛生醫療及轉銜輔導等專業服務（4）提供家長諮

詢、教育及社會福利等家庭支援性服務（5）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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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專業服務。 

  因此輔導教師必須與專業團隊及家長配合、

評估、討論，針對學生的優勢能力與個別特殊需

要，對症下藥，制定學生之 IEP，此教育計畫必需

徵得家長的同意，方得實施。絕不可單打獨鬥，

擅自而行。而課程教材的安排以「彈性」與「適

性」為原則。 

  因此巡迴輔導教師除了教學者的角色外，也

扮演了類似「評鑑者」、「資訊提供者」、「諮詢者

」及「社工者」等多方面的角色，由此更需要充

實教師統整性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教學才能順心

上手。 

  所以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擬定非常重要

，它是教師教學所要達成的目標，也是孩子學習

方向的具體內容。老師教什麼，孩子學什麼，全

在這份計畫中呈現。至於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的擬定？各校規定不同，以花蓮縣明恥國小為例

，如附圖一所示，可為參照。 

四、教學應注意事項 

  有了 IEP，下一步就是開始教學了，由於巡迴

教師教學的場所大部分不是在學生家中，就是在

教養機構，教學空間、環境都與學校迥異，因此

教學時需注意以下諸點： 

  1.端正的服裝儀容，穿著不可過於隨意。偏遠

地區則應注意安全。 

  2.不介入學生的家庭糾紛或問題中，避免金錢

借貸關係。 

  3.選擇單純的環境教學，可要求家長提供一較

不受干擾的空間，作為教學的場所。 

  4.家長配合參與教學，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

，若家長時間允可，在不干涉影響教學的情況下

，應鼓勵家長配合參與。 

  5.課程宜保持彈性，因人所需，因地制宜。教

學前應詢問家長孩童之概況、家長的想法，再進

行教學，課後亦應與家長進行討論，聽聽家長的

意見。 

  6.教學遊戲化，對於這類重度、極重度的孩子

而言，教學的重點在於給予學習刺激，以激發其

潛能，誘發其正常的動作。而這些孩子大都仍處

於口腔期的階段，根據其行為特徵，可準備一些

有趣可發出音響聲光之教具或輔具，以刺激其抓

取，增進其專注力（圖二）。 

  7.分段式教學，對一上課時段（一小時），若

允許，宜分為室內、室外，並採用動態、靜態活

動，觀察、紀錄、休息等分段式教學；以避免學

生體力不支，過度勞累，致成效不彰。原則上 20~30

分鐘即應讓孩子休息 5 分鐘。 

五、家長注意事項 

  家庭是孩子最先學習的場所也是孩子學習的

起點，而父母也是孩子的啟蒙老師，由此可知家

庭教育、父母引導對孩子的重要性。 

  1.尋求及建立支援網路，可參加或組織家長聯

誼會，彼此支援互助。 

  2.重視自己的權益，「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家長對於自身的權益一定要有所認知瞭解。 

  3.擅用各種資源，家長必需知道及運用各種資

源，以提供孩子最有用與有效的協助。 

  4.建立樂觀、正向的態度。 

  5.家人應彼此互助並採取一致的管教態度。 

  6.提供孩子豐富的學習與練習機會。 

六、結論 

  確實做好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是首要

的要求。教學的內容係針對學生之個別需要，以

功能性的課程為主，以小步驟的方式，給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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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重複刺激與學習。在教學上，強調是

以整合性的方式實施，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例

如對於某一教學項目，可配合運用語言治療、職

能治療、物理治療或感覺統合等技巧與手法來刺

激與誘發，使學生產生正常的動作或行為。 

  雖然大部分的孩子皆無法言語，他們想說卻

不能說，但他們的眼睛會說話，他們的表情、他

們的身體會說話，老師要懂得細心觀察，這是他

們回饋的訊息，要詳實紀錄，作為教學的參考與

改進的依據。 

  對這些重度、極重度的學生，我的目標是「

教育家長、給予支持、減少不必要之協助」。簡單

的說，就是透過教師的指導給予家長不斷的鼓勵

、支持；藉著教師專業的教學、訓練，增進學生

自理的能力，改善學生的狀況，以減少其不必要

的協助。 

  當然「愛心」、「耐心」、「讚美」與「鼓勵」

是激發孩子潛能最好的藥方，但愛還是要有智慧

要有方法的，這需要老師的努力與自我要求。學

生的進步是長久的目標，孩子一分的進步，老師

十分的欣慰，家長千萬分的安慰與感動，這是我

們努力耕耘，默默付出的動力泉源，讓我們彼此

共勉，全力以赴吧！（作者為花蓮縣明恥國小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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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明恥國小在家教育 IEP 制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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