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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流程與現況 

                        講座：劉萌容 

                        整理：錄事  李銀卿 

 

各位好！今天談論的主題，主要是來向大家介紹，有關身

心障礙孩童如何在我們教育體系取得身心障礙學生的身份，及

學校體制內針對各類身心障礙學生有那些輔導的方式。 

 

壹、高雄市鑑定安置流程 

一、礙於目前正處縣市合併磨合之際，學校這學期仍沿用原

所屬高雄市(縣)教育局(處)的鑑定安置流程，暑假過後新

的學期就會啟用合併後新的流程規定，今天先以合併前

高雄市的鑑定安置流程來為各位做個說明。 

 

二、有關身心障礙學生的身份鑑定，以前學校單位非常依賴

醫療體系開立的診斷證明，惟近年已逐漸發展成雙軌並

行的模式，學校也可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委員會」來做鑑定的工作。 

 

三、醫療體系流程：若孩童健康或學習有狀況(例如：孩子

已四歲不太會講話、情緒反應很大且回復的時間很長)，

影響身體健康，家長就會帶著孩子去找醫生，醫院便會

給予生理的診斷(例如：發展遲緩、自閉症)，然後社會

局依據醫院的診斷，評估是否核發身心障礙手冊。 

 

四、教育體系流程：若孩童健康或學習有狀況，影響學習，

家長就會帶著孩子找老師或學校老師自行發現提報，鑑

輔會根據學校送來的個案資料及身心障礙鑑定標準給予

教育的診斷，然後教育局依據鑑輔會的診斷，核發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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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鑑定證明。 

 

貳、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簡稱「鑑輔會」) 

一、鑑輔會 

• 設於各縣市教育局之下。 

• 負責學前至國中及高中職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鑑

定和學校安置等工作。 

• 學生若領有身障手冊，依規定須登錄於教育部特教通

報網。 

• 教師藉晤談、觀察、檢核表等之方式，蒐集學生資料

後提報資料初審。 

• 若孩童屬較輕微的障礙則通常僅給特殊生身分(例

如：亞斯伯格症孩童)，可在一般班接受教育， 否則

會建議"入班"(通常指資源班)。 

• 鑑輔會會議採合議制(例如：高雄市) 或委員制(例如：

高雄縣) 。 

 

二、家長的參與 

• 與家長充份溝通後，取得「鑑定安置同意書」，校方須

告知鑑輔會會議的日期並邀請其列席說明，學生也可

以出席。家長得不列席，但校方須盡告知義務。 

• 家長若不同意鑑輔會會議的安置，可填寫「放棄學前

特教班服務聲明書」，並於下ㄧ次鑑輔會提轉安置。 

 

參、高雄市學前新生申請資格 

一、申請資格 

• 高雄市所屬公私立學校，在學學生且疑似為身心障礙

學生。 

• 學前特幼班暨公私立幼托園所或機構：年滿3足歲、未

滿6足歲。申請學前特幼班需設籍高雄市。 

• 由鑑定安置會議評估是否提供巡迴輔導服務(私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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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巡迴輔導由教育局提供，私立托兒所則由社會局

提供服務)。  

• 鑑定安置優先順序，以滿5足歲之身心障礙幼兒、其次

為4足歲之身心障礙幼兒，再其次為3足歲之身心障礙

幼兒，以就近、適性安置入學為原則。 

 

二、受理申請單位 

• 學前階段：各公私立幼托園所或機構。 

• 暫緩入學：原就讀園所準備相關資料，逕至學生所屬

學區國小輔導室(處)或教務處報名；如未就讀幼托園所

或機構，請所屬學區國小協助準備相關資料報名。 

• 國民教育階段以上：由學校教師或家長向就讀學校輔

導室（處）或教務處之特教業務承辦人提出申請。 

 

三、安置原則 

• 以就近、適性安置為原則。 

• 學前階段：依特幼班缺額，以大班、中班、小班為原

則依序安置。 

• 根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特殊教育學生之

就學以就近入學為原則。但其學區無合適場所可安置

時，得經主管鑑輔會鑑定後，安置於適當學區之場所。』 

 

四、報名資料的準備 

• 鑑定安置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 戶口名簿正本。 

• 教育需求檢核表。 

• 有效時限內之聯合評估中心綜合評估報告書。 

• 心理衡鑑報告。 

• 二年內專業評估報告乙份（如：托尼非語言智力測驗、

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0～6歲

兒童發展篩檢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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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手冊。 

• 醫院診斷證明書(一年內)。 

• 持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或無身障手冊(其智力測驗結

果為輕～重度者)，須加附ABS(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剖面圖，其他障礙者視初評教師評估後需要附上。 

• 鑑定自閉症者如無自閉症手冊或醫院診斷證明，加附

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 

• 聽覺障礙者加附"聽覺障礙學生鑑定資料表"一年內醫

療院所之聽力圖。 

• 視覺障礙者加附一年內之視力診斷證明。 

• 申請「語障(資源班)」者請加附"語言障礙學生鑑定資

料表"相關測驗正本。 

 

五、巡迴輔導服務 

• 語障(資源班)。 

• 視障巡迴輔導班。 

• 聽障巡迴輔導班。 

• 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班。 

• 特幼巡迴輔導班。 

• 床邊教學班。 

 

六、特殊需求 

• 相關專業服務，如：語言治療、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等。 

• 教師助理員。 

• 教育輔助器材，如：點字機、溝通板等。 

• 大字書或點字書。 

• 交通服務。 

• 無障礙環境。 

• 減普通班班級人數。 

• 申請基本學力測驗應考服務者，如非特殊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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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鑑定安置方式提出申請， 反之，需以重新評估方

式提出申請，以上均須加附個別化教育計畫或特教推

行委員會會議紀錄提鑑輔會審議(內容須與提供學生

考場需求相關)。 

 

肆、鑑定標準 

一、智能障礙鑑定標準 

• 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

二個標準差 。 

• 在自我照顧、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學科學習等表

現上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修訂中華適應量表

中低於百分等級16者達2項以上)。 

 

二、視覺障礙鑑定標準 

•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

辨認仍有困難者。 

• 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

未達○．三或視野在二十度以內者。 

• 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由眼科醫師以其他方式測

定後認定者。 

 

三、聽覺障礙鑑定標準 

•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導致對聲音之聽取或辨

識有困難者。 

• 自覺性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語音頻率聽閾
ㄩ

ˋ

(即人耳

可聽到的聲音頻率範圍)達二十五分貝以上者。 

• 無法接受前款自覺性純音聽力檢查時，由聽力檢查師

以他覺性聽力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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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言障礙鑑定標準 

• 構音障礙：說話之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

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並因而導致溝通困難者。  

• 聲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

性別或年齡不相稱，並因而導致溝通困難者。  

• 語暢異常：說話之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

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現象者。  

• 語言發展遲緩：語言之語形、語意、語彙、語法、語

用之發展，在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方面，較同年齡者

有明顯偏差或遲緩現象者。 

 

五、肢體障礙鑑定標準 

• 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

響學習者；其鑑定基準依行政院衛生署所定「身心障

礙等級」中所列肢體障礙之標準。 

 

六、身體障礙鑑定標準 

• 指罹患慢性疾病，體能虛弱，需要長期療養，以致影

響學習者；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之。 

 

七、情緒障礙鑑定標準 

• 指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嚴重影響生活適應

者；其障礙並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

之結果。  

• 情緒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

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

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 嚴重情緒障礙之鑑定基準如下：  

    1 行為或情緒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

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2 除學校外，至少在其他一個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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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 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輔導無顯著成

效者。 

 

八、學習障礙鑑定標準 

• 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推

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力有顯著問題，

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

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1 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者。  

    2 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者。  

    3 注意、記憶、聽覺理解、口語表達、基本閱讀技

巧、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推理或知覺動

作協調等任一能力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

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習輔導無顯著成效者。 

 

九、多重障礙鑑定標準 

• 指具兩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原因造成之

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 多重障礙之鑑定，應參照各類障礙之鑑定原則、基準。  

 

十、自閉症障礙鑑定標準 

• 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造成之廣泛性發展障礙，導致

在社會互動、溝通、行為興趣、學業學習、生活自理

或職業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 自閉症包括：兒童期崩解症、雷特症、典型自閉症、

亞斯伯格症及未明示的廣泛性發展障礙。其鑑定標準

如下，1為必備，2、3中至少需具備一項： 

     1 顯著社會互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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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顯著口語、非口語之溝通困難 

     3 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十一、發展遲緩障礙鑑定標準 

• 指未滿六歲之嬰幼兒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

在知覺、認知、動作、語言及溝通、社會情緒、心理

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顯著遲緩，但其障

礙類別無法確定者；其鑑定依嬰幼兒發展及養育環境

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伍、服務型態 

一、資源班 

• 課程安排依學生需求提供分為一般課程，如國英數課

業輔導或補救教學。特殊課程則有感覺統合訓練、注

意力訓練、認知策略訓練或社交技巧課程等。  

• 資源班課程安排方式主要為以下三種：  

   1 抽離式：利用原班相同科目、相同時間到資源班來

實施教學。  

   2 外加式：利用課餘、早自習或彈性課等實施補救教

學。  

   3 抽離式、外加式兩者並用：依據學生需要，對於在

班上適應困難的科目可以採用抽離式，到資源班上

課。如果適應情況良好，則可給予外加式輔導。 

 

二、特教班 

• 全時段全班皆為特殊生。 

• 教學內容多偏向實用性。 

• 注重生活自理能力。 

• 課程與普通班不同，分為六大領域：實用語文、實用

數學、生活教育、社會適應、休閒生活、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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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學校 

• 有通學制與住宿制兩種。 

• 校內有專業團隊人員。 

• 專業設備較齊全。 

• 課程內容也依六大領域設計。 

• 適合重度或極重度障礙學生。 

 

陸、結語 

本人投身特教的服務，長期以來很希望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來增強身心障礙學生的能力，也知道無法讓每個人都聰明、每

個人都是資優生，就像你我一樣都有一些能力上的限制，但是，

以特教的觀點，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孩童在學校的時候，能幫

助孩童將他們的潛能發揮到最大，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够

儘可能地讓一般社會大眾瞭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勢及劣

勢，所有的學生都是特別的、都是可以學習的，只不過身心障

礙學生有一些能力落差比較大，需要我們特教的調整，也需要

更多人的包容跟接納他們，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