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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教育的潮流中，普通班教

師面臨更多有特殊教育需求身心障

礙學生的問題與挑戰。聯合國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1993）曾在
1993年會員大會中通過「障礙者機會
均等實施準則」，其中第六條指出「普

通教育有責任提供身心障礙者融合

式教育，並在學校體系中給予障礙者

必要的支持性服務以及教師所需的

支持系統，而且只有在普通學校體系

無法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

時，才考慮提供特殊教育。」（邱上

真，2001）。「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是目前特殊教育安置的
主要方式（張蓓莉，2009）。王淑霞
（2001）探討國中教育人員對於實施
融合教育的態度，其研究顯示國中教

育人員對融合教育的態度是積極肯

定的，但是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卻

認為存有很多的疑慮。 
融合教育乃現今特殊教育的主

流與趨勢，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

通班級中就讀，與普通班學生在同樣

的環境下學習，享有平等的教育機

會，獲得適性的發展（紐文英，

2002）。目前台灣不斷的推展融合教
育的思潮，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安置於普通班接受教育的情形漸趨

普遍，安置率也逐年提高。根據特殊

教育統計年報數據顯示，94學年度

（教育部，2005）一般學校身障生安
置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分散式資源

班的人數有9037人，接受巡迴輔導的
學生有368人，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的學生有5768人，合計15173人（佔
一般學校身心障礙類學生安置人數

的76.28％）。迄98學年度（教育部，
2009），安置國中分散式資源班的人
數有12818人，已超過一般學校身障
生安置人數的一半以上；接受巡迴輔

導的學生有903人，與94學年度相較
其安置人數增加約2.5倍；普通班接
受特教服務的學生有4686人，合計
18407人（佔一般學校身心障礙類學
生安置人數的80.03％）。這顯示身心
障礙學生經由鑑定，接受融合教育服

務的比例，逐年提高，也就是說，普

通班教師要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教

育需求的機率大增。 
融合教育的實施，普通班教師是

主要的執行者，張蓓莉（2009）認為
普通班教師是影響身心障礙學生在

普通學校適應的關鍵者。Stedman 
(1990)更指出融合教育的成功關鍵，
教師因素遠勝於情境或方案因素。

Werts(1996)提到普通教師需要特殊
教育資源與支持的比例比身心障礙

學生需要特殊教育資源和支持的比

例更大；普通教師對於特殊教育資源

與支持的使用的比例也比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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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的比例要來的低，也就是

說，特殊教育的資源和支持提供給身

心障礙學生和普通教師之間有相當

大的差距，普通教師沒有覺察特殊教

育所提供的資源與支持。身為教導普

通班身心障礙學生第一線的普通班

教師非常需要特殊教育提供資源和

支持，因此，為普通教師提供支持服

務，是學校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重要

關鍵。 
 

壹壹壹壹、、、、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相關法令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相關法令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相關法令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相關法令 
有鑑於此，我國教育主管單位於

民國 97年提出「特殊教育發展報告
書」(教育部，2008a)，對於當前我國
特殊教育現況加以分析，探討問題並

提出發展策略，在課程與教學方面，

提到普通教育課程的可及性有助於

輕度障礙學生的融合；而人力資源方

面，指出應提供普通教師支援系統，

協助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以利融合教

育之推展，並重視普通教師之心理調

適與支持。另外，特殊教育政策與現

況（教育部，2008b）為釐清舊版特
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定位不

明」，對於修定特殊教育新法指出：

「各主管機關應建立特殊教育行政

支援系統」。民國 98年特殊教育新法
（總統府，2009）修訂第 30項指出：
「（修正條文第 51條）各主管機關應
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援系統」。民國

98 年（總統府，2009）修正公布特
殊教育法第三章特殊教育支持系統

包含第四十四條「各級主管機關為有

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

助各級學校特殊教育之執行及提供

諮詢、輔導與服務，應建立特殊教育

行政支持網絡；其支持網絡之聯繫與

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

主管機關定之。」期許特殊教育之願

景與展望能夠建構特殊教育完整的

支持體系，落實融合教育的教育理

想。 
教育部於民國 98 年提出更具前

瞻性、全面性的「特殊教育發展五年

計畫」（教育部，2008b），其中第三
方案是「善用人力資源」目標之一是

「特教行政支援體系之建立」，具體

的行動步驟為「建立特殊教育學生之

教師行政與教學支援系統，並提供心

理調適與支持服務」。透過學校組織

之運作，落實特殊教育法令規定，藉

由結合各項支持系統，提供普通班教

師對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

班之因應措施及所需的服務，將是推

動學校特殊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指

標。 
以上最新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條

以及推行特殊教育的計畫，再再突顯

出為普通教師提供特殊教育的支持

服務是迫切而必要的，融合教育需要

特教教師與普通班教師攜手合作，學

校行政單位與特教教師應該與普通

教師建立合作的支持關係，不僅提高

普通教師對特殊教育的敏感度與專

業度，還能有效且及的解決班上身心

障礙學生的困擾與問題，更能夠為特

殊教育的運作帶來新的方向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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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進步。 
 
貳貳貳貳、、、、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對普通教師的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對普通教師的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對普通教師的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對普通教師的

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融合教育理念的推行之下，身心

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就讀，期望

在正常的教育情境，最小限制的學習

環境中學習。Hammond和 Ingalls 
(2003)以及 Rorie (2009)的研究顯示
大多數普通班教師對於將特殊學生

安置於普通班級的態度是表示贊同

與支持，但表示贊同與支持的同時，

也表示普通教師要有足夠的專業知

能以及相關經驗，才能處理特殊學生

的各類問題。 
然而，在實際教學現場，普通教

師常難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也不易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實施個別的教

學；雖然教師有意願接納身心障礙學

生，但也會因為對身心障礙學生的瞭

解不深，對特殊教育的相關知能與教

學技巧的不足，無法滿足班上身心障

礙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而感到焦

慮。Talmor, Reiter & Feigin(2005)和
鄭桂能（2007）的研究皆證實，普通
班教師因為班級內有身心障礙學生

的工作環境而產生工作倦怠。 
研究者綜合整理國內對於普通

班教師教導身心障礙學生時所面臨

的壓力與困擾之相關研究文獻發現

（邱上真，2001；蕭惟聰，2001；李
水源、陳琦蓉，2003；蘇燕華、王天
苗，2003）： 
（一）身心障礙學生本身的問

題：有學習上的困難，包括沒有學習

動機、程度落後太多、能力太差…
等；以及行為上的困擾，包括個人的

不良行為、同儕衝突、師生衝突…
等。 
（二）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溝

通問題：包括家長的態度、疑慮或是

要求。 
（三）增加特殊教育行政的業

務、缺乏融合資源以及欠缺偷工協調

的管道。 
（四）普通教育課程內容太多，

普通教師無法有充分的時間與專業

知能為特殊學生在課程教學上做個

別化的準備和調整。 
（五）由於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

異大，普通教師欠缺專業知能，無法

確實掌握問題所在。 
因此，普通教師在面對身心障礙

學生的壓力與困擾，極需特殊教育支

持服務，提供普通教師心理上以及實

質上的協助。 
 
参参参参、、、、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定義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定義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定義特殊教育支持系統的定義、、、、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和方式和方式和方式和方式 
邱上真（2004）對支持的定義為

教師提供一些資源或策略，以增進教

師從統合的教學工作環境中，獲得必

要的資源、訊息與關係，進而使教師

的教學獨立性、生產性與學校及學生

家庭的統合性以及對工作的滿足感

能得以提昇。顏倩霞（2005）提出「支
持」的概念，認為提供普通班教師支

持系統，就是搭起普通班教師發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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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育技能的「鷹架」，可擴大其能

力發揮的範圍。黃瑋苓（2005）提到
學校應主動瞭解普通班教師所遭遇

的困難，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並增加

彈性的因應措施。 
關於支持服務的方式，徐瓊珠、

詹士宜（2008）認為提供特殊教育諮
詢以及必要的行政資源，都能減低普

通班教師在面對班級中特殊學生的

困擾。邱上真（2001）的調查研究發
現，國小和國中普通班教師在班上有

身心障礙學生時，最希望獲得的協助

方式是諮詢教師方案（校內有專業教

師提供諮詢服務）。李水源、陳琦蓉

（2003）建議學校將校內有特教背
景、特教專長與有教導身心障礙學生

經驗的教師資料建檔，成立學校特教

人力支援系統，以提供普通班教師多

元的諮詢對象。蘇燕華、王天苗

（2003）也認為善用特教教師的人力
資源和專業能力，是融合教育得以順

利實施的重要條件。Santoli, Sachs, 
Romey & McClurg (2008)認為成功
的融合教育，除了教師的正面態度之

外，也必須著重：行政支持的重要

性、普通教師和特教教師合作的需求

以及增加諮詢時間等需求，唯有這些

因素的結合才能會有成功的融合。 
關於支持服務的內容，研究者綜

合整理普通班教師在面對班上身心

障礙學生時希望獲得協助、支持的相

關研究文獻，將其普通班教師對特教

支持需求的內容分為行政、教學與輔

導三個層面來說明（邱上真，2001；

黃延圳，2004；陳宜慧，2005；鄭啟
清，2005；陳羿庭，2008；陳家瑩，
2008；顧宜婷，2009）： 
（一）在行政層面：為普通教師

提供學校各處室行政資源以及校外

資源；減少班級人數，並且對安置身

心障礙學生班級導師「提供獎勵措

施」，鼓勵教師接納身心障礙學生。 
（二）在教學方面：雖然學校已

有設立資源班，但是普通教師對資源

班的設立及教學方式不甚瞭解，因此

有必要在普通教師與特教資源班教

師之間建立相互配合的模式，例如成

立「教學小組」，利用晨會或是定期

座談，以提高教師彼此的教學成效以

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在輔導方面：提供身心障

礙學生個別資訊、學習特徵以及行為

特質，辦理特殊教育相關議題的研

習，提供認輔教師、諮詢服務等支

援，協助普通班教師解決班上身心障

礙學生之困擾與問題。 
 
肆肆肆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每個身心障礙學生都有個別差

異的需求，而普通教師也有差異性的

問題，Jenkins 和 Pious(1991)認為有
些普通教師能勝任「融合教育」所賦

予的角色與責任，但也有些普通教師

不能夠，也不願意接受特殊教育學生

的責任。因此，比較理想的作法就是

為普通教師提供支持的管道，以「特

殊教育諮詢服務」的模式，提供行

政、教學與輔導方面的協調，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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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輔導方面策略的提供，透過行政

組織、資源班以及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等三方面完備的支持系統，讓普通教

師有心理上的安慰與支持，帶給普通

班教師適度的溫暖和關懷，並建立友

善的關係，瞭解普通教師的困擾與支

持需求，使得普通教師能夠有效的解

決班上的身心障礙學生的困擾與問

題。所以為解決普通教師的困擾與問

題，學校應整合相關人員、資源，以

團隊服務的模式來運作「特殊教育諮

詢服務」，提供行政、教學、輔導等

全方位的支持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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