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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障礙學生 12 年就學安置看學障
學生轉銜需求

王淑惠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99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12年就學安置為學習障礙學生提供了超過二千個升學機

會，在增加學生就學機會的同時，需要教師與學校提供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協助學生順

利完成學業。本文探討學障學生的轉銜需求並提出一些建議以減少學生學習困難。

中文關鍵詞：12 年就學安置、學障、轉銜

英文關鍵詞：12 years study placement, LD, transition

壹、前言

教育部於2000年即規劃「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實施計畫」（教育部，2010），

增加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機會，促使完成9年國

民義務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得以進入高中職

接受教育，接受12年完整適性之教育，期充

分發展其潛能，增進生活、學習、社會及職

業等方面適應能力。此方案為身心障礙學生

提供升學高中職機會，並以彈性多元安置方

式，期達到免試升學及入學普及化；提供就

近入學之機會，落實就學與生活在地化；提

供弱勢族群的補助，縮短學費差距；補強教

育資源不足區之高中職學校資源；使身心障

礙學生接受完整適性之教育，符應促進受教

機會均等及適性發展之政策。

雖然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增加，但其

適應與學習是否會遭遇困難，則需進一步的

觀察。因為如何幫助學障學生順利就學與畢

業減少輟學率是相當重要的工作，高中職畢

業是學生的基本學歷，2009年高職畢業生升

學率為76.91%，高中畢業生升學率95.56%，

代表多數學生畢業後並非直接就業而是持續

升學，因此應鼓勵身心障礙學生不要中斷學

習，透過各種學習管道習得一技之長，而求

學各階段轉銜若能順利，能避免學生在求學

程中持續受挫，提供學生更多的支持。

貳、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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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學管道
目前身心障礙學生升學高中職可以分為

一般升學管道及特殊升學管道，所謂一般升

學管道是指和普通學生一樣參加國中基本學

力測驗，並以多元入學方案，進入高中職就

讀，可選擇以申請入學、甄選入學、登記分

發等方式，可視需求申請考場服務（如延長

時間、提早入場、調整課桌椅等），並享有

基本學力測驗總分加25%的優惠措施，另外

一種方式則是特殊升學管道，稱為「身心障

礙12年就學安置計畫」，其中身心障礙學生

除自願就學高中職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高

職部外，可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訂入學

安置方式。

以99學年度而言，台北市自訂有7類、台

灣省有7類、高雄市有7類學生可參加此一方

案。高中職特教班則以智能障礙類主要招生

對象。教育部於1994年起在普通高職設置各

職業類科特殊教育實驗班，招收國中畢業之

輕度智障學生，於88 學年度起改為高職綜合

職業科，並納為學校正式班級。綜合職能科

以招收智能障礙學生為主全國共316班，服務

4,129位學生。

學障、聽障、自閉症、腦性麻痺、與情

障學生皆以國民中學學生第1次基本學力測

驗成績為安置的依據。

二、12 年就學安置提供名額
從臺灣省及金馬地區 99 學年度身心障

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簡章得知學習障礙類

學校開缺 2368 人，遠高於其他障別（智障、

聽障、情障、視障、腦性麻痺、自閉、肢障），

詳細數據請看表一。其中台中區開缺 363 人

（包含台中市 251 人，台中縣 112 人），台南

區開缺 334 人（包含台南市 169 人，台南縣

165 人），桃園縣開缺 221 人為前三名，各區

數據請看表二。從開缺的人數可知高中職學

校已逐漸了解與接受學習障礙學生就讀其學

校。臺北市與高雄市也針對身心障礙學生進

行 12 年就學安置以所屬公私立高中、高職為

主要安置學校，以平均分散安置各校為原

則，高職每一類科以平均安置為原則。

表一 臺灣省及金馬地區99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12年就學安置各類開缺

障礙

類別

學習

障礙

聽覺

障礙

情緒行

為障礙

視覺

障礙

腦性

麻痺

自閉

症

肢體

障礙

智能

障礙

人數 2368 754 368 296 170 154 61 1068

表二 臺灣省及金馬地區99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12年就學安置— 學障類開缺

區域 縣市（人數） 總人數 排序

宜蘭區 宜蘭縣 （103） 103 9

基隆區 基隆市 （44） 44 16

台北縣 （157）
台北區

金門縣 （13）
170

5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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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縣市（人數） 總人數 排序

桃園區 桃園縣 （221） 221 3

新竹市 （125）
新竹區）

新竹縣 （63）
188 4

苗栗區 苗栗縣 （92） 92 12

台中市 （251）
台中區

台中縣 （112）
363 1

南投區 南投縣 （103） 103 9

彰化區 彰化縣 （153） 153 7

雲林區 雲林縣 （103） 103 9

嘉義市 （49）
嘉義區

嘉義縣 （42）
91 13

台南市 （169）
台南區

台南縣 （165 ）
334 2

高雄市 （1）

高雄縣 （164）高雄區

澎湖縣 （2）

167 6

屏東區 屏東縣 （113） 113 8

台東區 台東縣 （61） 61 15

花蓮區 花蓮縣 （62） 62 14

全部區域 2368

參、高中職學障學生概況

一、就讀高中職人數

2010年全國就讀高中職的學習障礙學生

共有5,192人，比智能障礙類5,001人還多，

佔全國身心障礙學生的33%。其中台南市共

有334位學障學生佔該市身心障礙學生的

51%，比例為全國最高（http://set/edu.tw）。

國中階段學習障礙學生共有6,683人，比智能

障礙類7,724人還少，佔全國身心障礙學生的

29%。由此可知學習障礙學生升學的人數比

智能障礙學生多。

就讀高中職的學障學生安置在普通班級

中，全國共有167班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服

務3,783位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高中職的學習

障礙學生即有5,192人代表有許多學障學生

並未接受資源班的服務。現階段高中職身障

類資源班除台北市有35班、台中縣15班、彰

化縣13班、桃園縣12班、台南縣10班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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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班外，其餘縣市班數皆不多。資源班服務

對象包含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因此高中職的

資源班教師需針對各類障礙學生提供不同的

特教服務，負擔重，能提供直接教學的時數

也有限，因此教師需更有系統與規劃來進行

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因為綜合高中和高職課程是不同，國中

教師與家長而和學生討論，整體考量學生的

興趣與能力後再評估適合的學校與科系。若

學障生成績好、想升學，可透過多元入學管

道進入普通高中，不用透過12年國教安置，

因為此安置只能選學校並不能選就讀科別，

若安置到没有興趣的科系可能擔誤學生的生

涯發展。

二、高中職學習障礙者需求
美國教育部 2003年統計顯示只有46.5%的

身心障礙學生取得一般高中文憑。高中中輟

的學生以情障 65.1%，語障 397%及學障

38.7%最高。没有高中文憑工作機會減少，

薪水相對也較少，繼續升學也會有困難。

（一）學校支持

學障學生進入高中職就學之後學校仍應

持續提供特教諮詢與相關服務，以協助學生

面對新的環境與課業。曾瓊禛（2005）研究

指出學習障礙青少年「學校生活」壓力最大，

其次是「身心發展」壓力。學習障礙青少年

「自尊」表現未見樂觀，其中「學業性自尊」

表現最差。學習障礙青少年出現高憂鬱情緒

的比例高於一般青少年。曾瓊禛（2005）指

出接受「高教育支持」的學障青少年生活壓

力因應能力較佳，因此學校應提供相關的支

持與服務才能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Heiman 與 Precel （2003）特殊教育服

務有助改善學障大學生學業學習問題，Lopes,

Monteiro, 與 Sil 等人（2004）指出有學習障

礙與行為問題的學生能從資源教室的特殊課

程或是普通班的間接服務受益。由此可知學

校需提供學習障礙學生適當的教學支援以協

助其適應學校的狀況。

王裕玫（2005）學障生課業學習與情緒

行為的困難程度較高。王文珊（2008）研究

指出高中職學障生自覺學業學習需求程度中

等，可能與學障生在高中職環境遭受學業學

習困難，學習動機與興趣薄弱有關，因而轉

為關注社會情緒、自我概念與生涯發展議

題。Gans, Kenny,與Ghany（2003）認為學障

生消極看待學業能力與技巧並認為自己比非

障礙同儕有更多行為表現的困難，因此提供

課業上的協助、社會技巧訓練、生涯規畫及

相關輔導皆是必要進行。

（二）生涯規劃

學障學生若没有接受適當的教育與職業

訓練，或透過諮商與各種相關測驗以了解自

的性向與潛能，常無法針對自己的需求為生

涯進行適當的規劃。因此國小階段開始特教

教師除進行學科的教學外也應讓孩子體驗不

同職業，讓孩子覺察自己可能想從事的行

業。國中階段特教教師應積極為學生安排生

涯規劃課程，更多的職業試探以決定畢業後

升學方向。愈早協助孩子真實面對自己的能

力與優弱勢才不會對自己與將來的職業有不

切實際的期待。

三、12 年就學安置學生適應狀況
普通高中職的聽障學生基測成績高於啟

聰學校的基測，但仍難與同儕相比，影響其

學習適應（劉俊榮，2009）。林怡慧（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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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韻如（2004）指出學習障礙學生入學的適

應情形與一般生相比較差，升學的配套措施

有改善空間。王文珊（2008）、林怡慧（2005）

研究指出由12年就學安置入學之學障生，在

學業學習、生涯發展與整體需求程度大於非

由12年安置管道入學學障生。王文珊（2008）

認為經由12年就學安置管道入學之學障生，

透過加分及增額錄取方式進入高中職，若因

明星高中光環，勉強進入與自己能力落差太

大的學校，易產生適應困難情形。

劉福鎔等人（2004）針對台中高農高職

學障學生的安置科別與學校生活適應情形，

結果顯示食品科的學障生學校生活適應優於

餐飲科和園藝科學障生。詹文宏（2005）也

指出商業類科學障生學校適應情形最差，究

其原因可能與就讀家護藝術科學障生之職業

證照偏向實務操作與職場就業較相關，家護

藝術科的學障生經常辦理團體或小組競賽，

有許多機會促使學障生參與團體事務，而商

業類科較著重一般靜態學科所致。由此可知

學障學生若選符合自己優勢能力的科系就

讀，則適應的情形會較佳。

針對學障生安置的班別宜同時尊重學障

生的意願與教師的意願，若強行安置則學生

的適應容易有問題。王裕玫（2005）認為學

校行政人員安排學障生入班時，應與尊重、

諮詢導師意見並充分溝通，讓導師先有心理

準備以及規劃班級經營策略，減少教師教學

上的困難，因此不宜由行政單位直接指派，

宜經由協商再安置入班。

綜合文獻可知學障學生的升學後仍需要

許多的協助才能減少使其學校學習適應、社

會人際互動的困難。因為高中職階段多數學

校並無特教教師，因此需要導師、科任教師

和輔導室合作共同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持，

協助學生可以順利適應學校生活。

肆、學障學生轉銜服務需求

一、政府方面對高中職轉銜相關規定
政府也結合各部會包含內政部、教育

部、行政院衛生署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2006 年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通過「身

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整合實施方案」，針對

身心障礙者從出生至 65 歲以上皆以不同的

階段需要提供相關轉銜的服務。高中職階段

的轉銜包含：

(一)為需就讀高中（職）之身心障礙學規劃

就學安置事宜。

(二)各國中應邀請學生本人、家人與即將就

讀之高中（職）或就業職場相關人員召

開轉銜會議。

(三)各國中於完成轉銜後，應將轉銜資料通

報並將轉銜資料紙本移送擬就讀高中

（職）或就業職場並追蹤 6 個月。

(四)各高中（職）及五專應於一年級時辦理

職能評估，並視需要於學生畢業前 1 年

通報勞政單位協助辦理職業輔導評量。

(五)各高中（職）應於畢業前 2 年時結合勞

政單位，加強學生之職業教育、就業技

能養成及未來擬就業場域之實習。

(六)各高中（職）應於開學 1 個月內，邀請

學生及其家人、相關教師、相關專業或

原國中之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

以提供整體化之服務。

(七)各高中（職）於學生畢業前將未升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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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通報當地社政單位，對有意願就業、

接受職業訓練或醫療、復健需要者，社

政單位應通報勞政、衛政單位銜接及規

劃服務。並追蹤 6 個月。

二、學校方面
Zigmond（1990）即指出職業課程需針

對學障生需求設計才能對學障生有所幫助。

學校方面也應發掘學生的優勢能力，進行培

養，正如Goldberg等人（2003）指出應教導

學習障礙者利用優勢能力來補強弱勢能力，

才能致勝。

學障學生因為在基本的識字、閱讀、寫

字與數學常有困難，導致長期學業表現不

佳，因此學生需要更多成功的經驗與協助來

建立其自信心。因為許多職業技能並非一夕

之間即可以完成，因此應從國小階段即開始

培養工作的態度與習慣。在國小階段教師可

以透過訓練學生自我照顧、生活自理如打

掃、清潔、整理、溝通與口語表達等能力讓

學生具備基本的社會能力。國小階段更應該

加強學生的學科基本能力，讓學生具備基本

的國語與數學能力。國中階段教師除努力加

強學生基本能力外，也需要注意國中基測考

試的方向，教學生考試的技巧，因為12年就

學安置是依學生第一次基測的成績決定唱名

順序。雖然會由安置小組依學生整體綜合表

現、學習能力、性向、才能、志願之適切性、

身心狀況，晤談建議等提供學生適性適能安

置，但基測成績決定安置順序，故不可不重

視。無論學生是透過12年就學安置或多元管

道入學基測成績皆相當重要，因此需協助學

生可以在此獲取高分，才能進入適合的學校。

學障生在高中職階段更需要學校協助其

生涯探索了解未來就業或升學的出路，因為

身心障礙學生對自己的未來通常較無規畫與

困惑，故需要更多的指導（林和姻，2003；

林慶仁等，2006）。王文珊（2008）認為高

中職學障學生在生涯發展層面，最需要學校

協助規劃高中職畢業出路，瞭解升學與就業

資訊以及協助獲得職業證照。學校需提供學

生充分的資訊及早為學生規畫各項的進路，

使學生可以多元選擇未來發展方向。因此高

中職教師需要在高一階段即讓學生了解未來

的就業與就學的選擇，協助學生加強學科與

考證照需要的知識。政府也希望各高中（職）

在一年級時辦理職能評估，並視需要於學生

畢業前 1 年通報勞政單位協助辦理職業輔導

評量，因此高中職對學生就業扮演重要的角

色。無論是國中小的轉銜或是國中高中職的

轉銜，應加強不同教育階段教師間的聯繫，

使老師可以更掌握學生的學習特質，提供更

適合學生的課程與教學方式。

三、家長方面
學障學生家長應於國中階段即觀察了解

孩子的應趣與優弱勢能力，協助孩子發展自

己的專長與優勢能力，也讓孩子的選讀科系

能與自己的專長與興趣相吻合。家長應積極

參與孩子的轉銜需求與安置，了解學校不同

科別就讀內容與學校支援系統的優缺點再與

孩子討論適合的科系，增加孩子對將來就讀

科系的認知，減少錯誤的期待，以免造成就

學後的不適性。

Jones（2005）指出家長需要更多協助與

支持才能協助學障生從高中轉銜到工作職

場。因此學校應提供家長各種相關的資訊，

多與家長交流讓家長對孩子有正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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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為孩子最大的利益而努力。

四、學生方面
學障學生在國中階段可經由輔導室之性

向測驗探索自己喜歡的科目，透過與教師及

特教教師的討論進行自己的生涯規劃。國中

階段也可以參加各種技藝班試探自己的興趣

與性向。

學生應學習規劃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

前途負責，但因為學習障礙學生可能長期處

於學業低成就，可能對自己的將來也没有規

劃，處於被動的狀態，因此老師需積極尋求

成功的案例提供學生成功的範本，讓孩子有

參考的標杆與努力的方向。

伍、結論

在學障學生升學機會廣增的同時，學

校、家長與學障生更需要搜集不同的資訊，

了解各科系與各項職業的可能性，以為其生

涯進行最佳的規劃。經由加分後雖可以進入

較佳的學校但易有學習適應的困難，同儕互

動也易出現問題，因此應考量學生的基本能

力，清楚其優弱勢能力，避免將學生安置在

註定會失敗的科系或學校，應依學生的學業

能力安置於合其性向與能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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