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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民國 86 年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

的修訂公佈，奠定了國內特殊教育新的里程

碑，特殊學生的安置由量的擴充進一步要求

到質的提昇，亦即最少限制的環境、適才適

性的教學方法、無障礙環境設施以及相關專

業服務等均成為特殊教育重點措施。故每一

個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地與所屬環境中的

正常人一起受教育和一起生活，且不論身心

障礙類型為何，障礙程度輕或重，身心障礙

者應儘可能地融合於一般社會中。林貴美

(2001)提出我國於民國八十四年召開「全國

身心障礙教育會議」中強調於各中小學普設

資源班，對特殊生提供適性的教育，以落實

融合教育的精神。為因應此趨勢，在國內的

特殊教育安置中，大都認為資源教室應為一

種適當的措施(蕭金土，民 86)。 

張蓓莉(1998)指出資源教室方案應提供

特殊教育學生、普通班教師及學校行政人員

所需要的支援服務，但是卻忽略了目前資源

班學生障別繁多，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資源班教師相對地也需獲得相當的行政

支援方能提昇教學效能。 

實施融合教育已是特殊教育的必然趨

勢，今日的不分類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障礙

類別繁多，而非過去以學障生居多的教學型

態，故資源教室方案的成功與否有賴學校行

政支援、普通班教師以及資源班教師團隊間

的分工合作。筆者自踏入教職以來，一直在

特教界服務，十年的特教生涯中曾經擔任過

三年啟智班導師、三年啟仁班導師以及四年

資源班導師，由於筆者現今任教的學校只有

不分類身心障礙資源班，並無設置集中式特

教班，所以本校資源班的教學對象障礙別較

多，包括 5 位多重障礙學生、3 位自閉症學

生、2 位語障生、1 位肢體障礙生以及 17 位

智能障礙生，因此他們需要獲得較充分的資

源以得到更適性的教學。儘管筆者已有十年

的特教教學經驗，仍深深感到心有餘而力不

足。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本校在融合教育的實

施上提供了相當程度的行政支援。    

貳、學校的行政支援 

本校目前為 77 個班級的大型學校，設

有兩班不分類資源班。本校的辦學理念：以

愛為出發點，印證福祿貝爾：「教育無他唯愛

與榜樣」。並以學生為主體，「只要對孩子有

利的教師就應該去做」。學校行政各處室秉持

著上述理念，依資源班需求提供下列的支援

淺談融合教育下資源班的行政支援

林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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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 

一、輔導處 

1.提供親師諮詢服務:輔導處各行政人員為普

通班導師及家長間諮詢及溝通的橋樑，提

供需要的諮詢以利親師間的了解與對話。 

2.鑑定安置的轉介與輔導:輔導組負責轉介疑

似特殊生個案，再由特教組及資源班老師

們為個案做評估，必要時做進一步的篩選

與施測。 

3.各類補助申請:包括身障生之交通補助費、

獎學金，此外特教組及輔導組亦特別為需

要急難救助之特殊生申請高風險家庭關懷

救助。 

4.特教相關資訊的宣導: 每學期至少一次的普

通教師特教知能研習、身障生鑑定安置會

議之相關訊息宣導、特教刊物之發行，如:

本校刊物－獅湖簡訊，此外並於每年 5 月

份配合本校感恩季實施一年一度的特教關

懷系列活動，以利特教落實在校園的每個

角落裡。 

5.協調各處室共同擬定特教工作計畫:與各處

室共同開會擬定年度特教工作計畫，並將

計畫詳列於教師手冊中。 

6.特教推行委員會的召開:為促成更多成功的

融合機會，本校行政各處室多次定期召開

特教推行委員會，以達到各處室充分的聯

繫與支援，俾利融合教育在獅湖國小能順

利運作，發揮其應有的角色與功能。 

二、教務處 

1.緩讀：學校教務處協助輔導處收集緩讀相

關資料後再交給輔導處彙整及上網登錄。 

2.校內先行安置編班:本校每年於期末召開特

殊生先行安置會議，由普通班導師們先行

認輔特殊生，教務處註冊組於全市編班作

業時，檢附學生相關資料向教育局說明，

整個過程中既耗時又繁瑣，即便如此，我

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對特殊生做出

最適當的安置。 

三、總務處 

1.積極爭取無障礙設施:本校已走過 31 個年

頭，部份無障礙設施亟需汰舊換新，尤其

是無障礙廁所的建置不夠，所幸本校校長

及總務主任已主動向各方爭取補助款，目

前已逐漸更新規劃中。 

2.特教各項補助經費專款專用:本校資源班於

96 年新增一班，除教育局撥款 15 萬元用於

資源班的基本設備外，本校總務處更不遺

餘力地多方補助限有的專款。 

3.教師助理員的薪資發放:本校多重障礙生多

達 5 名，為使融合教育更能落實於普通

班，本校目前共申請四名教師助理員。總

務處則負責每月的教師助理員薪資發放及

勞保、勞退、健保等結算。 

四、學務處 

學務處的主要支援工作乃是維護身障生

之校園安全；身障生中比率偏高的過動兒經

常於上課後仍流連忘返於校園中某些角落，

每每有此狀況發生時，學務處人員、普通班

老師及資源班老師便開始尋人大作戰以免他

們走出沒有圍牆的校園，發生不敢想像的意

外。 

參、一個重度障礙生的行政支援實例 

小祥(化名)原是個特殊學校的學生，案

母感受到個案對特殊學校的總總所學已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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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味，完全缺乏學習動機，且個案已先行於

鄰近國小資源班試讀一學期，爾後經過特殊

學校老師們的評估後亦認為個案可以轉安置

到普通學校資源班就讀，於是小祥即在此情

況下經過鑑輔會轉安置的行政流程後來到獅

湖國小資源班就讀。 

2007 年的小祥若依生理年齡已是小五的

學生，然而個案是一名多重障礙極重度（肢

障中度伴隨語障重度）的學生，在溝通方

面，完全無口語能力，僅靠眼睛轉動及手部

上 下 擺 動 表 達 需 求 ， 例 如 : 表 達 「 要 」 或

「是」即以看左邊或擺動左手，表達「不

要」或「不是」 即以看右邊或擺動右手表

示；想上廁所會用眼睛看身體的某部位；有

需求的時候會發聲音（曾經讓個案手上帶鈴

噹，有需求可以搖鈴表示）。在生活自理方

面，他能指認出的注音符號約七成左右，數

學數數方面，能選答 1-100 的數字，有 1-10

的加減法心算能力，但仍需加強。生活自理

部份，個案無移動能力，輪椅的移位需他人

完全協助，長期需躺在輪椅上，並由他人完

全協助如廁更換尿布和清理咳痰。就身體狀

況而言，個案會厭軟骨硬化，呼吸時有呼吸

氣息聲，且經常咳痰，手部張力大，身形消

瘦，狀如小一生。 

當本校得知小祥即將入學的消息後，由

校長立即召開校內協調會，參與人員包括校

長、各處室主任、各學年主任、特教班教

師，輔導主任於會中說明小祥的狀況，並提

出小祥所需要的行政支援、安置年級以及安

置班級。該會最後的決議為下列幾點： 

一、協助申請全時教師助理員。 

二、學校殘障廁所進行維修，提供平台方便

小祥更換尿布。 

三、對於未來自願認輔小祥的導師可減少班

級學生數 2 名，級任課減少 2 節，免站

導護，免收轉學生。 

四、邀請校外數位資深特教專家及特教資源

中心代表召開特教推行委員會以決定個

案安置之年級。當初鑑定安置輔導委員

會的委員們提出下列幾點建議： 

  1.請學校協助施測托尼測驗及成就測驗以

評估個案是否要降級。 

  2.依高雄市縮短修業年限的辦法個案最多

只能降兩級。 

  3.協助申請教師助理員。 

本校即根據上述建議特於 2007 年 6 月 8

日召開特教推行委員會，會中做出如下決議:

當個案與高年級學習楷模差異太大時，他很

容易產生挫折感，故不適合安排於高年級；

低年級同學則很難與他建立起陪伴的關係與

良性的溝通；故較適合安置於中年級，最後

母親希望小祥安置於三年級，本校仍以尊重

母親的決定為最後安置的依據。 

隨之而來的是 2007 年 6 月 11 日的先行

安置會議，目的在於協調小祥的安置班級，

其實 6 月 8 日的特教推行委員會議無疑是給

普通班教師一劑強心針，因為若能申請到全

時教師助理員，即可減輕普通班教師的心理

壓力。會議中大家互相推舉，最終由一位術

德兼備且具有輔導專長的黃老師擔任小祥的

導師。一切似乎塵埃落定，然而仍有其他的

行政支援陸續加入中，小祥的個案對獅湖國

小而言，是獅湖史上頭一遭，即便我們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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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皆已老舊，例：使用了 37 年的電梯，

我們仍秉持著以愛化礙的精神以落實融合教

育的實施。 

在諸多主要問題透過會議的機制做出決

議後，輔導處即協助申請專業團隊到校評估

小祥的輔具需求，並提供相關復健諮詢；很

幸運的是職能治療師及社工師火速於 6 月 15

日前來評估小祥的各項需求，他們認為小祥

尚可沿用特殊學校留下來的特製輪椅。就語

言溝通的需求層面而言，經過特殊學校與獅

湖國小轉銜會議中了解到，個案可利用肢體

動作來表達基本需求。專業團隊建議未來可

鼓勵小祥使用電腦來學習各項知識以擴充生

活經驗。 

轉眼間，2008 年 10 月的小祥已有全時

的教師助理員，同儕及班上家長的接納度很

高，同學們下課時圍繞著他問東問西，他們

也早已習慣小祥異於他人的氣息聲及咳痰

聲，個案從剛入學的焦躁不安，如:低頭不想

上課，或生氣僵直身體不想表達要做的事到

如今漸漸轉為低頭次數減少，並喜歡聽老師

們或同學們聊八卦或購物的相關資訊，笑聲

已多於哭聲……。 

肆、結語 

蕭惟聰（民 90）認為融合教育的實施需

要行政支援、經費及設備的支援及提供相關

服務等條件的配合，其說明如下： 

一、行政支援： 

學校教師及行政人員對障礙學生積極的

態度與信念；提供充裕的時間，讓學校的教

師和行政人員做準備；學校全體人員的支持

與協助；降低普通班級學生人數；安置於班

級中的障礙人數應加以限制（如不超過三

人）。  

二、經費及設備的支援： 

提撥部分特殊教育經費到普通班級中；

調整學校的環境設施與設備。 

三、尋求及提供相關服務： 

提供充分的相關服務措施，如語言、物

理治療等；成立復健與特殊教育人員輔導小

組，提供諮詢服務。 

今日獅湖國小的校園文化中，因為這個

大家庭中的種種教育行政支援，讓普通班老

師及資源班老師有更多的支持與更具體的獎

勵措施。相信融合教育在各處室多方的安排

下，它不僅僅是教育理想的實踐，更要讓普

通學生與身障生皆蒙受教育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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