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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習障礙為一終身性的障礙，除了教育階段的服務外，到

了成人階段，仍需要相關服務的協助，其中尤以職業上的協助更為

關鍵，有了工作上的支持，將可以使學習障礙者持續保有工作，但

長期以來囿於身心障礙鑑定排除學習障礙而使他們未能納入職業復

健服務體系中，在議題上也缺乏討論。隨著 2007 年《身心障礙權益

保障法》實施以後，對於身心障礙的鑑定改以世界衛生組織所發展

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為架構後，學習障礙者也適用

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得以在教育階段之外獲得必要的服務，使得

他們在職業上有機會獲得成功的機會，進而擁有高品質的成人生

活。本文旨在探討學習障礙者的身心特質對於就業上可能造成的阻

礙與影響，進而討論在職業復健上學習障礙者的需求，最後提出幾

點建議作為實務上之參考。 
 

關鍵詞：ICF、學習障礙成人、職業復健、轉銜 



238 特殊教育學生需求與支持 

 

前言 

由於國內家長、學者專家和相關團體對於身心障礙者權益的倡議，使得他們在

教育、社會福利、醫療或就業上接受到的服務品質日益提升，近年來接受特殊教育

服務的學習障礙學生逐漸增加，以 101 學年度而言，就讀高中職者就有 5,803 人

（教育部，2012），成為高中職階段人數最多的障別，已超越智能障礙者，但他們在

高中階段離校後所獲得的協助與服務卻遠不如其他障別；此外，在學習障礙者的轉

銜工作上，大多著重在他們的學習需求，如：升學或考試服務上，而忽略其他成人

生活上的需求（Seo, Abbott, & Hawkins, 2008），包括生活、工作、社區參與等範疇

上仍顯現困難，而當中以就業更為關鍵，透過就業，可以擁有良好生活品質，並提

升自我概念、增進服務社會之目標。究其原因在於學障僅受到《特殊教育法》之保

障，在《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的地位仍有待爭取，因此使得特教成果無法延

續，在教育、就業及社會福利等服務無法有效的串聯（林敏慧，2010）。事實上，

學障相關的特徵會持續影響個人各個層面和各個階段，其中也包括成人階段

（Dowdy, Smith & Nowell, 1992），因此提供學障者持續性的服務與支持有其必要

（吳嘉真，2012），如何將他們納入職業復健的服務對象，以延續教育成果，提升成

人生活品質，應是我們值得思考的重要議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內

政部，2007）（以下簡稱身權法）修訂後，使得身心障礙者的服務輸送，產生了重

大的改變，透過世界衛生組織所建構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以下簡稱 ICF）系

統來發展服務體系，對於提供教育系統外學障者的服務有了新契機，因此本文主要

針對學障成人在就業上的困難與職業復健上之需求加以討論，並以 ICF 的觀點來看

學障成人在職業復健上之需求與定位，做為實務工作發展的參考。 

學習障礙者在職業上的問題 

以往對於學障學生的服務均聚焦在教育階段，並且認為只要在學習上提供支

持，到他們成人階段時就能擺脫障礙帶來的困擾，但學習障礙在生活各種情境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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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年齡均持續存在，為終身性的障礙（Gonzaalez, Rosenthal, Kim, 2011）。因此，瞭

解學習障礙成人在職業上的問題，將可作為職業復健服務的基礎，以下針對相關問

題加以說明。 
Dowdy、Smith 和 Nowell（1992）歸納相關研究後指出學障成人在注意力、推

理、訊息處理、記憶、溝通、動作協調、社會能力及情緒成熟上仍有困難。在智力

上，學障經常被視為是輕度障礙的一群，但學者指出學習障礙仍有可能產生重度障

礙的影響（Bellini & Royce-Dovis, 1999），以 Wagner 等人（1993）所進行研究指

出，學障高中學生平均智商在 87.1，有 13.1% 的學障智商為 75（臨界智能障礙），

有將近 52.8%的學障生智商介於 75 到 90 之間（引自 Dowdy, Smith & Nowell, 
1992），而 Trendholm（1994）指出學障在認知能力的顯著困難，影響他們分析問

題、發展有效處理技巧、人際溝通和自我概念等能力，不僅使他們在學階段影響學

習成效，更因其特質持續影響成人生活，當然也包括工作。 
從就業成果來看，對於許多學障成人來說，謀職技巧、應徵技巧和保有工作也

許特別的困難，並且大多從事非技術性、入門程度的工作，比起一般人仍有較高失

業率、低就業和部份工時的工作，同時雇主也較不肯定學障工作者的表現

（Cumming, Maddux & Casey, 2000）。另外與一般人相較下，學障者在工作職位上的

提升機會較少、從事技能門檻較低的工作、部分工時、及較低薪資，而職業種類方

面則集中在服務業、售貨業、及管理業（Gonzalez, Rosenthal , & Kim, 2011）。在工

作學科技能上，由於職場仍或多或少有學科能力上之要求，因此學科仍持續影響學

障成人的工作表現，學障員工的雇主認為他們在職場中缺乏學科和社會技巧

（Cumming, Maddux & Casey, 2000；Horn, O’Donnell, & Vitulano, 1993；Ohler, & 
Levinson, 1995；Skinner & Lindstrom, 2003），而學障成人也有較長期間未就業的經

驗，在找工作上也遭遇較多的困難（Gonzalez, Rosenthal , & Kim, 2011）。王雅萍

（2012）針對高中職學障畢業生進行調查，結果指出學障生不僅經常換工作，且工

作持續性較低，薪資有一半為部分時薪工作。而學習上的困難對於工作適應上，則

包括了學科能力（如：計算、書寫、閱讀和理解）、記憶力、注意力、口語表達和動

作協調等方面。而吳嘉真（2012）研究也有類似的結果，指出學習障礙者在職場上

所遭遇的困難包括：操作速度較慢、對於需要學科能力的工作技能較顯困難，進而

可能影響職業選擇、職位晉升與職涯發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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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會適應方面，許多學障成人在經濟上無法獨立，並且伴隨有心理狀況和

情緒調適上的問題，Dunham、Schrader 和 Dunham（2000）認為學障者在社會技巧

和社會覺察上較不成熟，是導致其就業遭遇困難的主因。而另外一份研究指出學障

員工在職場上會有較衝動的行為表現，也較缺乏社會成熟度（Horn, O'Donnell, & 
Vitulano, 1993），在工作品質上，學障者對自己工作滿意度較低（Cummings, Mad-
dux, & Casey, 2000）。以上種種可知學障成人在就業上的困難，因此提供職業復健

有其需求。Dowdy、Smith 和 Nowell（1992）就認為職業復健對於學障成人來說不

僅重要，更可以提升他們生活的品質。綜上可知，學習障礙的特質，除了影響學習

能力之外，對於社會適應、工作人格以及工作技能等均產生影響，其影響是持續存

在，且產生工作上的困擾。 

美國學障成人與職業復健之關係 

Bellini 和 Royce-Dovis（1999）認為學習障礙雖然可以在特殊教育獲得學習上的

協助，但面臨轉銜時，缺乏成人服務的提供，將使教育成效打了折扣，特殊教育和

州立職業復健方案的合作對於提升障礙成人從高中轉銜至成人生活具有關鍵性的影

響，但以往兩者間未能提供密切的合作關係。其中存有幾個主因，首先是學障者和

家長的觀點，他們認為職業復健是提供給智能障礙或肢體障礙者的服務，他們甚至

不認為自己與「障礙」有關，他們認為只要離開學校，排除學習上的問題，就可使

學障不藥而癒；另外，在就業上，不管是政府或學障者本身也假定不需任何職業復

健方案，就可以在就業上獲得成功，因此大多的服務仍以學科為主，而忽略了其他

的需求，但實則不然。 
在特殊教育部份，過去往往學障學生的轉銜計畫，在高中階段大多僅針對學科

補救和離校後學科課程提供服務，偶爾會提供社交技巧、學習策略，但對於獨立生

活、生涯探索和謀職技巧、維持工作等目標卻極少被包含在內，而這些問題與許多

特教教師認為學障只有學科需求有關，另外特教和職業復健人員之間並未意識到學

障在隱藏在學科之外的限制，而 Dowdy（1996）也指出許多教育人員對於學障主要

在學科上有困難有偏狹的認知。另外在職業復健系統中，Reiff 和 deFur（1992）指

出大眾對學障者的第一個迷思就是認為他們在就業上沒有困難，雖然學障學生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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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比其他發展障礙者可能來的順利，但並不代表他們在職場上沒有遭遇到問題

（Dowdy, 1996）。 
從制度面來看，特殊教育教師和復健諮商人員在各自的系統中依據各自的法規

提供服務，從界定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均是如此，但是從轉銜的概念來說，則應該

主動形成伙伴關係來共同協助學障成人獲得就業並保有工作。Bellini 和 Royce-Dovis
（1999）就認為由於特殊教育屬於義務教育，所有學障者只要符合學障鑑定標準

者，均被視為符合資格，而在學校體系中，學障的鑑定，主要是為了在學校中提供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其鑑定主要是證明智力和成就間在一個或多個學科間有顯著差

異，因此在學校的定義上主要仍與學校學習內容與目標有關，因此主要的診斷仍以

學科困難為主，而非以未來就業或獨立成人生活功能所遭遇的困難加以界定。 
職業復健主要是結合個人優勢、資源、潛能、能力、功能以提升障礙者獲得有

薪就業機會（Dowdy, 1996），給予專業之職業潛能評估、職業諮商輔導、職前訓練

與工作調適訓練等，使其了解自我職業潛能與限制，並協助其達到生理、心理、社

會、職業和經濟上的最大功能，進而促使其朝向自我實現及社會參與的境界。依據

1992 年《美國障礙者法案》（America Disability Act, ADA）規定，要獲得職業復健

的服務，個人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標準： 
1.有生理或心理缺損以導致穩定就業的阻礙。 
2.可從職業復健中獲益而就業。 
3.獲得職業復健服務以準備、進入和經營或保有工作。 
而提供職業復健給學習障礙者也需依據此一標準，並非被鑑定為學習障礙就有

可以享有服務。美國州立職業復健部門於 1981 年認定學習障礙為正式服務對象，並

開始提供相關服務，其中包括了職業評量、職業諮商、工作訓練、工作安置和工作

追蹤等職業復健方案（Dunham, Schrader, & Dunham, 2000），美國州立職業復健機構

則是認定學障成人在行為特徵上足以影響就業，才能依法提供職業復健服務與方案

（Dowdy, Smith & Nowell, 1992），界定學習障礙主要是依據採取精神疾病診斷與統

計手冊第四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Ⅳ）

分類標準中符合職業復健方案的障礙者，在職業復健中界定學障包含許多範圍（例

如：注意力、推理、社會能力、情緒成熟等），在資格上的認定以學障者在職業上的

影響為主，包括就業和其他社會能力（Bellini & Royce-Dovis, 1999；Dow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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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而學科能力不是唯一考量的依據。學校在評量主要是直接界定和瞭解學生在

學科上的需求，以促進學障學生能順利完成學業，而職業復健重視成人生活的成

功，職業復健主要在評量職業相關的能力和障礙所產生的限制，以提供合理的調

整，使障礙者能順利獲得並保有工作。相較之下，由於成人服務在資源和服務型態

上的不同，職業復健必須以工作可能對障礙者所產生的困擾才能提供服務，相較之

下，產生了對於障礙界定不同的思維與服務型態，也由於特殊教育和職業復健上在

學障學生的操作性定義有所不同，而影響了特殊教育工作者和職業復健諮商人員在

提供給學障學生轉銜服務上的歧異。因此，美國學習障礙聯合會（Nat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NJCLD）就曾建議不同階段對於學習障礙的定義

應有一致的界定，以便於成人階段能持續提供相關服務（Dowdy & McCue, 1994）。
不過，Dowdy（1996）指出在決定學障是否為職業復健合格服務者時，必須要謹慎

判斷，因為他們大多擁有一般智力，沒有生理上的缺陷或限制，並且他們在學科上

的問題並不會一直成為就業上的困難。對於諮商者來說，瞭解學障者的困難有其必

要，而他們在注意、記憶、推理、協調、社會能力和情緒的成熟度必須加以瞭解，

才能符合其真正需求。 
Bellini 和 Royce-Davis（2000）就指出，事實上以美國特殊教育和成人服務而

言，兩者間在轉銜過程中仍缺乏緊密的聯繫，雖然法令要求特殊教育教師需要參與

轉銜計畫並加以執行，但特殊教育工作者並不知道有關於轉銜計畫、就業選擇以及

成人服務以及資格要求等訊息。從表一可知，特殊教育和職業復健不管是在任務與

目標、法規、符合資格、評量方式等均有所不同（Bellini & Royce-Davis, 1999；

Dowdy & McCue, 1994），Dowdy（1996）指出為了符合學習障礙者的需求，職業復

健和特殊教育人員必須攜手合作，這樣才能提升學障學生在教育階段的成果，並促

使他們充分參與工作和社區生活。 

ICF 在學障職業復健服務之定位 

因此從以上學障成人在就業上遭遇到的問題，以及職業復健對於學障者的意涵

後，我們應該加以思考，如何才能使學障成人納入到職業復健的體系，進而提供必

要的相關服務，而 Gonzalez、Rosenthal 和 Kim（2011）認為如何決定學障學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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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職業復健服務，主要可以瞭解個人的障礙是否持續影響日常生活主要的領域，

而從 ICF 的架構來看，極為適合作為需求評估的依據。 
 

表一  職業復健與特殊教育在服務上之差異 
 特殊教育 職業復健 

任務與目標 
透過立法來提供教學以符合障礙者在

教育上的獨特需求 
協助障礙者發揮個人優勢、技能獲得

就業 

依據法規 
美國障礙者教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美國障礙者法案（the 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資格 

1.透過跨專業團隊進行評估，如果團

隊評估結果符合州或聯邦的標準，

則學生可接受特教服務 
2.特殊教育屬於義務服務，只要學生

符合標準就提供服務，以教育需求

為出發點 

1.醫學診斷出個體之障礙在就業上有

所限制 
2.個體可以透過提供服務獲得就業上

之益處 
3.個人需要職業復健來進入到職場 

評量向度 

以學科領域為主（閱讀技巧、閱讀理

解） 
以成人職業生活中所有可能遭遇困難

的領域（注意力、記憶、溝通、閱

讀、書寫、拼字、計算、協調、社會

能力和情緒等） 

整理自 Bellini & Royce-Davis（1999）；Dowdy, & McCue（1994） 

 
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1 年頒布的 ICF

系統，將障礙擺脫於傳統生物醫學模式，改從環境與個體互動的角度，將身體結

構、身體功能、活動與參與等四個概念納入健康的主體下，與環境和個人等因素互

動下所產生的限制，作為障礙的定義與分類之依據，形成「生物心理與社會模式」

的概念，換句話說，將原先具負面含意的「障礙」，改為具中性含意的「功能」；以

「功能、障礙和健康」三個向度，來強調情境因素對於個人功能表現之影響。當個

體在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不全導致顯著偏離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參與

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量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

業團隊鑑定及評估後，即符合身權法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事實者，即被認定為身

心障礙者。事實上，我國身權法以 ICF 模式進行的鑑定方式已於 101 年 7 月正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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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當中曾由高雄市、台北縣、彰化縣及花蓮縣等進行需求評估試辦計畫，並在試

作過程中將學障者納入，並嘗試進行評估，以作為鑑定上的參考，目前衛生福利部

已將「閱讀」和「書寫」兩項學習障礙的類型納入身心障礙鑑定範疇之中，使得學

習障礙獲得教育以外的協助獲得保障。 
另外《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7 條提及縣市政府（社政）取得衛生主管機

關核轉的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須另籌組專業團隊進行需求評估。以該法的精神而

言，鑑定和服務需求乃是不同的歷程，均需透過評估而取得，不同需求的身心障礙

者，其取得的服務也會有所不同，Gonzalez、Rosenthal 和 Kim（2011）就認為並非

每一個學障學生都需要職業復健服務。從此一觀點，可知雖然學障者在身心障礙身

份上可以獲得保障，但提供職業復健服務則是另外透過評估來取得資格，可避免了

外界對於學障群體人數較多，恐對國家社會福利整體資源造成瓜分的爭議。另外，

從上述對於學障成人在就業中所遭遇的困難，整理如表二，研究者並嘗試以 ICF
「活動與參與」向度中的編碼來呈現，可作為未來發展學障成人在職業復健服務核

心碼（core set）之參考。 
 

表二  在認知領域中對職業產生影響的特定行為困難與 ICF 編碼之關係 
認知領域 職業的影響* ICF 向度與編碼 

在空間與
數字上的
困難 

‧對於上下左右感到混淆，容易迷路 
‧對於約定的時間經常遲到或早到 
‧對於完成正確數量或數學工作有困難 
‧不管是預算或金錢管理都顯得困難 
‧對於辨識上下班路線有困難 

d132 獲得訊息、d137 獲
得概念、d172 計算 

執行功能 •找工作上缺乏組織或無法聚焦 
•無法決定職業目標 
•工作緩慢或超過時限 
•無法按照時間完成或有效率完成 
•對於工作中未預期的問題感到驚訝 
•不真實的期待 
•對於聽從指令和安排的能力不佳 
‧在口語表達上有不錯的表現，但無法寫出所想 
‧能在電話中進行複雜的安排，但是對於團體所討論

的內容感到困惑 
•能瞭解口語訊息中的重要關鍵內容，但無法判斷文

字內的重點 

d210 從 事單一 任務 、

d220 從 事多重 任務 、

d250 管理自己的行為、

d310 以口語訊息溝通-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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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領域 職業的影響* ICF 向度與編碼 
專注力 •對於目前工作任務無法專注 

•經常無法遵守工作任務 
•無法坐下來聽講 
•改正錯誤有困難 
•過度社會化 
•被外在噪音所干擾 
•對於環境噪音或視覺干擾容易分心 
•專注時間短暫 
•在持續完成任務上有困難 

d160 集中注意力、d161
引導注意力 

語言和溝
通 

•在使用電話上有困難，誤解訊息 
•報告的撰寫緩慢或內容貧乏 
•與他人說話速度緩慢 
•對於同事嘗試解釋工作內容或教導工作任務時感到

混淆 
•經常誤解雇主的意思 
•對於語氣所代表的含意有錯誤的理解 
•對於非語言線索的不正確解讀，如臉部表情、眼神

接觸、肢體和手勢 
•對於文字字面的理解多於譬喻 

d132 語言掌握、d134 輔
助 語言 掌握、 d135 複
述、d137 獲得概念 

感官 
知覺 

•需要重覆或簡化訊息 
•對於電話留言內容記錄有誤 
•容易遺失隨身物品 

d135 複誦、d137 獲得觀
念、d155 獲得技巧 

肢動 
能力 

•使用工具笨拙或緩慢 
•經常在工作中受傷或發生意外 
•不靈巧的動作導致手忙腳亂 
•在打字、寫字或輸入資料動作緩慢或不正確 
•靈活度或肢體移動有問題 
•動作笨拙和容易發生意外 
•手部協調不佳 
•同時記筆記和聆聽有困難 
•在書寫文章上缺乏組織 

d155 獲得技能、d210 從
事單一任務、d220 從事
多重任務、d250 管理自
己的行為、d310 以口語
訊息溝通-接收、d170 寫
作 

社會 
情緒 

•與雇主或同時容易有衝突 
•無法與消費者溝通或處理抱怨 
•對於建設性的回饋無法接受 
•接待消費者時顯現冷漠或不友善的態度 

d250 管理自己的行為、

d350 交談、d355 討論、

d240 處理壓力與其他心
理需求、d710 基本人際
互動 

*「對職業的影響」一欄修正自 Dowdy（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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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從以上可知，學障成人在就業上之困境是需要透過職業復健來提供有效的服務

使學障成人實現自我，透過身權法，可使學生從學校過渡到成人生活時，提供無接

縫的轉銜，這樣的期盼似乎不再遙不可及；再者，ICF 對於特殊教育的啟示在於，

它改變了以往看待障礙的角度，並且考量個人整體需求，而非僅以學習上的需求為

主，然而相較於社會服務、醫療、職業復健等體系的投入，特殊教育目前尚有待界

定在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下的角色與定位，唯有瞭解才能為學障學生在離校後的

轉銜上提供更多的成人方案，包括職業復健來使教育上的成果得以延續，使特殊教

育的目的得以實現。以下僅提供數點建議，供作未來之參考。 

（一）跨部會的協調 

如上所述，特殊教育法對於學齡階段學障學生提供了保障，如何使他們透過轉

銜服務來取得更多資源與服務，以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仍是教育主管機關所應重視

的議題，對於內政部鑑定試作將學障者納入，此一作法表示肯定，期盼教育部與內

政部對於學障成人轉銜服務以及後續相關作法能進行研議，將使學障成人生活有保

障。 

（二）學界的參與 

特殊教育的發展除了與法令息息相關，更與學界的引導有著密不可分的關連，

迄今特殊教育尚未針對 ICF 提出一套完整的因應之道，殊為可惜，目前已有日本、

葡萄牙和紐西蘭等國家嘗試將 ICF 融入到特殊教育教學與鑑定中，如能將 ICF 與特

殊教育整合，作為共同語言，除提供一致的觀點外，更可以像 WHO 所期待的目標

一樣，作為一套教育工具，提供特殊教育更明確的服務依據。 

（三）團隊合作 

透過互動與討論，對於特殊教育和職業復健體系協助學障成人獲得服務將可事

半功倍，從身權法立法精神和職業復健角度來說，相關福利服務需經由專業團隊評

估後提供，因此，縱使兩個學障成人在評估後的職業需求並不會一致，不管是特殊

教育、職業復健、家長等，都需要更多的認識與理解，才能減少其他障礙群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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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納入身權法接受服務之疑慮。 

（四）增進認識 

除了學界外，從事實務工作的特教教師對於身權法與 ICF 的關係似乎有待瞭

解，但沒有認識，又如何為學障學生提供更好的離校後服務呢？增進學校與職業復

健的認識與合作，將可以促進轉銜服務品質的提升，也更能為學障學生倡議其應有

之權益，使教育成果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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