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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滿足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相關人員提供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其中在學生課程學習方

面可以從「調整」與「修改」兩個策略予以執行。這兩個策略不論在融合教育環境中或自足式特

殊教育環境中均是規劃特殊教育服務時很好的思考向度。本文從特殊教育需求內涵著手，再從調

整與修改兩個策略的意義及做法探討，最後提出教育需求滿足的思考流程，並加強描述兩個策略

在需求滿足工作上的執行應用。本文希望提供相關人員進行特殊教育服務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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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lated services programs are afforded. The programs include curriculum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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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domain. In general, curriculum domain program could serve with accommodation and 
modification strategie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n describe how to apply the curriculum strategies of accommodation and 
modification. The implications in this article could help teachers to afford proper special 
education for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either inclusion or self-contained classes. 
 

Keywords: accommodatio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pecial needs, modification 
 

壹、特殊教育需求 

由於人道主義的主張及對人權的尊重，

過去較負面的直接稱呼，瞎子、傻子、殘障

者（handicaps）等等，已成為過去的名詞。

今天強調以中性名詞指稱，例如視覺障礙

者、身心障礙者等，以聲明其障礙可能來自

環境或社會人士不當態度等所造成，並喜歡

統稱之為具有「特殊需求者」（individuals with 
special needs）。當需求被滿足了則生活困擾

得以減輕、消除，其生活適應便可提高。每

個人都有特殊需求，如近視的人有戴眼鏡的

需求，因此稱之為戴眼鏡的人（ individuals 
with glasses）。只是特殊需求者其需求在常態

環境中較為少見，不同於其他多數人。因此

就學生而言，則以「特殊需求學生」（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以

下簡稱特殊教育學生）來稱呼這群學生之需

求有別於多數學生的需求（Farrell, 2001）。至

今幾乎世界各國均以這樣的名稱面對這群學

生，以便直接思考其所需要的特殊教育服

務。正因為其需求特殊，因此在提供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時便存在一些與一般學生不同

的需求規劃方式及思考方向。 
實務上喜歡以教育需求的滿足程度來成

為特殊教育品質的指標（Dart, 2006; Skarb- 
revik, 2005）。世界各國紛紛以教育需求的概

念為特殊教育學生提供服務，包括服務的評

估、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推展、轉銜方案的建

立等等（ Cole & Shapiro, 2005; Tadema, 

Vlaskamp, & Ruijssennars, 2005）。我國《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即明訂在鑑定身心障礙

者的同時必須進行需求評估，以成為服務之

依據（內政部，2007）。障礙者的鑑定與服務

不與需求的掌握分離，這才是權益的本質。

在校園生活中則以特殊教育需求（ special 
education needs）為主張的重點，成為教育

的鑑定與服務的中心工作。美國 2001 年的

教育法案：《不放棄每一個孩子》（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簡稱 NCLB; P.L.107-110）
及 2004 年最新修訂的《障礙者教育法案》

（ The Ind iv idua ls  wi th  Disab i l i t i e s  
Educa t ion  Act ;  IDEA）也指出身心障礙學

生在任何學習情境中，應該有適當的服務方

案以協助他們有良好的學習結果（Boyer, 
2005; Madaus, 2005）。這些服務方案的規劃即

在企圖滿足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 

貳、調整與修改 

提供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可

以使學生有更正向的學業或生活表現。美國

A. J. Pappnianikou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of University of Con- 
necticut（UCONNUCEDD）以調整（accommo- 
dation）及修改（modification）兩個向度來思

考安排在課程學習方面特殊教育需求的滿足

方案（UCONNUCEDD, 2008）。在特殊教育

中，很多時候「調整」和「修改」會交互使

用，其實這兩者之間存在差異性，瞭解其差

異性對於提供學生教育需求的滿足服務是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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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 
「調整」主要在調整學生課程學習的方

式，是指將原來的教具、形式、空間等因應

學生的需求做調整，此策略不需要去改變教

學目標或課程內容。調整可應用在任何有特

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包括不需要密集特殊教

育課程的特殊教育學生。一般而言接受調整

服務的學生多數可以在普通班級與其他同學

一起上課，學習一般的課程內容，但是以不

同的方式與其他學生一起學習。例如特殊教

育學生與其他學生用一樣的考卷內容考試，

但是以不同的形式應試。美國在《復健法案》

504 條款（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下，被認定需要調整而不需要密集特殊

教育課程的特殊教育學生均有資格提出調整

服務（UCONNUCEDD, 2008）。而且根據

《IDEA》的規範，校方必須測量學生的學業

成就及功能表現，描述這些學生「調整」的

需求內容，並呈現在學生的 IEP（individualize 
educational plan）內。其內容可能如課本或講

義放大字體、延長考試時間、座位安排在一

個可以降低分心的區域、提供格子簿使學生

書寫得更整齊、透過手語翻譯員提供視覺訊

息、或加裝電腦觸碰螢幕替代傳統滑鼠等等。 
因為調整是一項簡單易做的服務策略，

因此通常不具有完整特殊教育專業訓練的教

師也可以輕易提供服務。但是即便如此，需

求內容也得經由特殊教育專業的評估以及掌

握充分的資源，才能準確完整地提供服務。

否則若沒有特殊教育專業評估能力的教師協

助，遇到不知如何提出需求的學生及家長

時，往往學生的需求還是未能獲得充分的滿

足。 

二、修改 
任何課程內容做改變來符合個別學生的

需求，「修改」就因而發生。修改是根據學生

的個別需要，在課程內容或是教學教具上做

改變。課程內容連結著學生的學習目標，因

此進行修改時，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目標需

要清楚地描述。尤其是當特殊教育學生在融

合班級中接受特殊教育時，往往需要各種關

於課程形式及學習內容的修改。對於需要做

課程修改的學生，在他的 IEP 計畫中應予以

闡明，常見列入其中的長短期目標。因為修

改通常關係著目標訂定的適當與否，也因此

對於學生的目前狀況需要充分的掌握。所以

修改的執行適當與否將受到教師特殊教育教

材教法技能的影響。一個適當、有效的課程

修改一定要具備幾項條件（UCONNUCEDD, 
2008）： 

  (一)代償（Compensatory）：適當的修改能

夠使學生在智能、生理、感官或行為等方面

具有挑戰。 

  (二)具有技能發展的空間：所有的修改會考

慮到學生現有的技能和其學習潛能的可能發

展程度來促使其學習新的技能。 

  (三)減少學習斷層：避免學生目前能力表現

與所學課程內容之間差異太大。 

因此一個設計良好的修改可以確保在尊

重個別學生之餘，也能善用他現有的能力來

學習新的事物。課程經過適當地修改讓特殊

教育學生得以學習新的課程內容，創造出特

殊教育學生另一個學習機會。反之，不適當

的修改則可能帶來學生的困擾而無法有效地

學習。教師在為特殊教育學生進行修改可以

四種方式進行（UCONNUCEDD, 2008）：  
1.學習內容減量：例如當同儕學習目標

為指認五種夜行動物時，特殊教育學生學習

目標為指認三種夜行動物。 

2.減少或合併學習步驟：例如當同儕被

要求在課前找出關於夜行動物的資訊，對於

特殊教育學生則直接給他一張夜行動物的清

單。 

3.提供適當的教具：提供適合特殊教育

學生閱讀能力的文章，可能是一本其他同儕

以前做過的筆記或讀過的書籍。 

4.提供其他層面的支持：例如直接提供

特殊教育學生課文的解釋而不要求他自己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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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特殊教育需求的滿足 

特殊教育需求之所以形成，主要是有困

擾或障礙存在。因此為了滿足特殊教育需

求，可以先從學生的困擾或障礙著手了解，

然後依以進行需求評估，掌握了需求後就可

以尋求策略發展需求滿足方案。其需求若是

屬於課程學習以外的其他方面，通常可以提

供福利、進行輔導、或以同儕、治療師等的

人力支持之策略予以滿足；需求若是屬於課

程學習方面，則可以調整或修改之策略發展

需求滿足之方案（見圖 1）。例如學生若訊息

接收與理解困難，則其需求可能為事先將上

課內容製成講義或依學生可以理解的程度呈

現課程內容，避免其脫離課程活動。此時前

者便在做調整的策略，後者便在應用修改策

略；在課程學習以外的方面，例如學生若下

肢行動上有所限制，其需求可能為協助其轉

換教室的行動，則其需求滿足的方案可能為

向各地方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申請移行輔具或

安排同儕協助，因應其行動困擾，這便是在

福利及人力支持之方案下提升特殊教育學生

的生活功能。 
 
 
 
 
 
 
 
 
 
 
 
 
 
 
 
 
 
 

圖 1  特殊教育需求滿足流程 

美國在特殊需求學生剛入學時，即以同

儕協助等各種策略來因應障礙學生的教育

需求，使特殊教育學生有較好的學習生活，

及擁有更好的學習效益（Zwart & Kallemeyn, 
2001）。為了滿足特殊學生的教育需求，應做

各種方案的規劃。我國目前在為特殊教育學

生進行鑑定及就學輔導時，也同時思考其個

人的特殊教育需求所在，以便在學生入學時

即能掌握其特殊教育需求，進而提供滿足需

求的策略。一般來說，學生所需要的教育需

求內容相當多元，依據學者們（許天威、蕭金

土、吳訓生、林和姻和陳亭予，2002；Boyer, 
2005; Elliot & Marquart, 2004; Graham-Smith & 
Lafayette, 2004; Madaus, 2005; Milsom & Hartley, 
2005; Tadema, Vlaskamp, & Ruijssennars, 
2005）所指出的包括：課業輔導、學習支持、

彈性評量、諮詢及諮商服務、生活照顧及關

心、科技輔具提供、相關訓練、醫療服務、

權益維護、行政協助、及資源轉介等等。陳

麗如（2009）針對大專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

進行研究，最後整理出 72 項需求，並經由因

素分析分為十類，包括生涯輔導、課業支持、

疾病處理、生活支持、行政協助、彈性調整、

生理考量、情境調整、資料訊息及教室情境

控制等。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相當多元且個

別化，其需求應受到謹慎地監控，方能維持

良好的特殊教育服務品質（Finn & Kohler, 
2009; Rabren & Johnson, 2010）。 

《特殊教育法》第 16 條聲明鑑定身心 

障礙學生，進行教育需求評估（教育部，

2009）。就特殊教育工作而言，則特殊教育需

求滿足的工作規劃，第一次主要在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上，

將各專業人員所做的需求評估進行會議決

議。再來就是特殊教育學生進入特殊教育環

境後，主要在進行課程學習的需求評估與需

求滿足工作。 

一、鑑輔會 
各縣巿鑑輔會藉由心評老師的測驗實施

困擾／障礙 

需求評估 

需求滿足 

課程學習 其他支持 

調
整 

修
改 

福
利 

輔
導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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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專業人員，包括治療師、教師、家長

等，所提供相關評估資料進行鑑定安置，並

同時依資料確認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在召

開安置會議時將該需求登錄於特殊教育學生

通報系統上。一般而言，在鑑輔會上所執行

的需求描述以其他支持方面為主，在課程學

習方面則以調整為主要策略即可滿足，如提

供輔具、放大字體課本等。特殊教育通報系

統便將需求傳輸至學生之特殊教育服務系統

中，以便相關人員在學生入學後甚至入學前

即提供需求滿足的方案規劃，迎接特殊教育

學生進入特殊教育系統。 

二、進入特殊教育環境 
特殊教育學生進入特殊教育環境後，教

師除了針對鑑輔會所指示的教育需求內容積

極安排服務方案外。在課程學習上則進行完

整的特殊教育需求評估，並於評估後進一步

安排需求滿足的工作。通常其內容應該在 IEP
會議上進行方向的討論，做成決議，而後依

IEP 決議進一步做各課程的評估。此時著重

重點在課程內容的安排規劃，即是在做修改

的工作。因為要正確掌握學生的起點能力、

優弱勢條件、學習困難所在等條件，使得這

成為較難執行的部分。如果特殊教育學生的

課程內容與進度與其他非特殊教育學生一

樣，則通常教師只要將課程內容維持一樣或

修改為較簡單的內容，其執行較為容易，因

此常是留在普通班與其他非特殊教育學生一

起進行課程。此時如果普通班教師不知如何

修改內容，或不知如何設計教材教具，便應

該與校內特殊教育教師或巡迴輔導教師進行

討論；如果學生與其他非特殊教育學生的課

程內容有較大的差異，則建議藉由資源教室

管道予以滿足，必要時並發展學生學習策略

的課程，如記憶術、專注力等。不管如何進

行，提供服務的教師應該時時評估特殊教育

學生的學習效果。如果效果不理想，則顯示

需要再次進行課程修改的工作。 

肆、結語 

不論特殊教育學生在普通班或自足式特

教班接受特殊教育，特殊教育需求的滿足使

特殊教育學生得以克服生活困境或學習得更

好。其中課程學習方面的調整策略及課程學

習方面以外的其他支持可以由特殊教育專業

的評估及資源的運用，由普通教育教師予以

滿足。課程學習方面的修改策略，其方案的

提供較具挑戰，有賴特殊教育的專業評估及

介入，通常由特殊教育教師予以規劃並充分

滿足。無論如何，一個特殊教育需求滿足方

案的完整規劃與提供，將是特殊教育學生的

福氣，也是其權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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