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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職業學校特殊教育教師實施復健諮商

服務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張萃玲 l 王智弘 2 王智弘 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地區高職特教教師實施復健諮商之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採問卷

調查法以瞭解高職特教教師實施復健話，商服務之現況，並以訪問調查法瞭解其困境與因應策

問苦 。

共回收 330 份有效問卷，以次數分配、百分此等敘述統計方式進行量化處理;後續訪談

六位不同背景之特教教師，所得資料以編緝式分析法進行分析 。

結論如下:

一 、高職特教教師曾執行超過七成以上之復健諮商服務項目 ; 三大領域中，執行比例由高到

低依序是生涯輔導、串串銜服務與職涯相關評量 。

二 、高職特教教師面臨之困境 ， 主要因復健諮商專業知能薄弱，以及復健諮商服務歷程或服

務成效不明條所致 。

三 、高職特教教師採取之因應策略包括:積極行動、尋求支持、 合理思考與跳脫逃避等 。

凹、高職階段復健諮繭服務品質之提劑 ， 有賴更多特教教師及復健諮商專業人員之投入與合

作 。

恨據上述結論，本研究分別針對高職特教教師、師資培育機構、學校行政單位、政府單

位及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

關鍵字 因應策略、高職特教教師、復健諮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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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 高職特殊教育與復健諮商

教育部於民國 90 年公佈<<身心障礙學

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四年實施計畫掉，明訂高

中、高職特教班以招收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為

原則， 特殊教育學校以招生中、重、極重度

身心障礙學生為原則 (教育部， 200 1) ;民

國 9 1 年再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就設普通班

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原則及輔導辦法J '明訂

學校對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 除運用

原有輔導設施外 ， 應依學生之學習需要 ， 適

時利用自足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

輔導班之特殊教育資源及服務，以實施各項

輔導活動 ( 教育部， 2002 ) 。 期待校內原有

資源結合校外專業國隊，提供身心障礙學生

接受完整的高中驗教育與資源服務 。

高職階段是教育系統中 ， 培養各行業基

礎技術與服務人力的主要來源 。 然而 ， 依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統計 ， 90 、 9 1 、 92

學年度特殊學校以及高職特教班身心障礙

應屆畢業生 ，平均就業百分比依次為

64.4% 、 62 . 1 %與 6 1 .4% '亦即大約有四成的

身心障礙應屆畢業生在離校後未能進入職

場(許家璇、林宏熾， 2006 ) 。 可知身心障

礙學生進入高驗，未必能保障畢業後的工作

或生活 。

不理想的生涯發展為身心障礙者的明

顯問題，缺乏適當的轉銜服務制度，更可能

是高失業率以及離校後生活適應不良的主

因 ， 因之亟需適當的介入系統 (陳麗如、王

文科、林宏熾 ， 2000 ; Ochs & Roess l缸，

2001 卜失業率高除了就業環境的不利因素

外，身心障礙者的個人因素亦相當重要，因

此，除應繼續加強就業能力訓練之外，對影

響生涯發展的相關因素亦應加以重視 ( 林惠

芬 ， 2006) 。 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發展，除需

有生涯教育與轉銜教育外 ，尚須專業的生涯

輔導與諮商 ( 林幸台 ， 2007 ) 。 而職業輔導

評量則在提供障假者自我及工作世界資

訊，以協助他們做生涯決定( Lev in son 、 1 994 ，

2004 ) 。 尤其多數障礙學生在接受高職教育

後便直接投入職場 ， 因此高職階段的串串銜服

務、生涯輔導、職涯輔導評量等復健諮商相

關工作就顯得格外重要 。

復健諮商工作目的在協助身心障礙者

順利就業，並協助其獨立生活、融合於社區

( Jenkins, Patterson, & Szymanski, 1 998 ) 。囡

此， 高職復健諾商工作應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順利轉銜至戰場，適應未來社區項境，以為

獨立生活做準備。在中學階段就讀的身心障

礙學生，就證高職者佔絕大多數，此一階段

也多成了其正規學校教育的最終階段，對於

如何協助其投入社會的最後準備階段，使其

達成有效的轉銜也就格外重要(何華園，

200 1 )。 由於身心障礙者就業串串銜服務的迫

切性，高中、職特教班以及特殊教育學校，

理應為從事復健諮商工作的重要場域 ， 學校

特殊教育教師在尚未有復健諮蘭人員的編

制下，當需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獲得充足的就

業訓練及準備， 以適應未來就業及社區生

活 。

我國積極推動身心障礙學生復健諮商

相關工作乃是最近數年的事。陳麗如 ( 2000 )

會調查高中職特殊教育學校 (班 ) 202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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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離校轉銜服務狀況 ，結果顯示台灣地區

高中職特殊教育學校學生，離校串串銜服務需

求具有普遍偏高的現象 ， 且未畢業學生之需

求高於已畢業學生 ， 然而串串lií服務的取得卻

有偏低的現象 。

陳靜江 ( 2002 ) 針對高職特教班智能障

礙學生串串銜評量狀況與問題探討 ， 其中家長

認為最重要的活動為職業評暈，其次為工作

試做以及職場實習，整體而言 ，家長，認為上

述活動對其智陣子女的生涯規劃有幫助，且

大多數家長最關切的是孩子未來是否有工

作或地緻接受職業訓練;教師則認為評量學

生現況時遭遇最多的困難依序是﹒缺乏評量

工具、缺乏專業國隊支授、缺乏料銜評量生L1

能、缺乏行政單位支持、家長配合度不高及

教師沒有時間等 。

蘇f.l字 ( 2002) 以量化研究輔以質性研

究，分別訪談特教組長、職業輔導員 、高三

學生主要照顧者、離校學生主要照顧者以及

廳主 ，臉解崗職特教班學生就業串串銜服務狀

況與需求 。 研究發現 : 就業串串銜服務中「課

程與教學」 及「追蹤輔導」兩個層面的需求

程度大於職業輔導評軍與安體l智商;教師、

高三學生主要照顧者 、離校學生主要照顧者

對就業串串銜服務的需求伺偏高的現象;教師

希望家長協助開拓職場、配合社區工作媒

合、就業串串銜服務跨專業團隊合作能力日以落

實 。

周台傑、葉瓊華、詹文宏 ( 2003 ) 研究

啟智學校高職部學生就業串串~í服務現況與

需求 ， 結果顯示教師與學生的主要照顧者對

職業試探的需求，相對於已提供的服務來得

高;在社區實作(課程實習)方面，由於質

習地點離學校太遠，加上教師人力不足管理

困難 ， 以及與雇主互動時間減少等因素，呈

現社區實作施行上的障礙;而部分學佼因未

充分落實職業輔導評量工作，導致學生在實

習地方工作調盤次數過多;在安置及追蹤輔

導層面上，目IJ顯示需求大於目前服務的顯著

差異 。

研究顯示縛銜服務是目前最受到研究

者注意的復健諮商服務項目 ，但同時也顯

示 ，轉銜服務的需求大於質質供應、職業輔

導評量功能未能落實 ， 以及教師人力不足的

情況;目前國內釗對學生轉銜需求的研究

中 ， 有關生涯成熟度、生i仔輔導需求的研究

還相當少見 。 高職提供復健諮商服務具有迫

切需要性，而對於復健諮商服務的重要性認

知則是由專家主要者自美國引入台灣 。

二、復健諮商服務的緣起

美國的復健話，商專業的發展是一連串

立法過程的結果 ， 復健諮商鹿史可說是身心

障礙者相關立法和復健計益的執行史

( Jenkins et a l.. 1 998 ) 。 回顧 20 世紀處於大

戰後的美國，因受到慈善組織運動、義務教

育及特殊教育計畫興起、職業教育運動等影

響，加上幾項重要法令政策的帶動 ， 復健相

關服務有了蓬勃的發展，特別是 1 965 年的

職業復健法修正案 ' tË注經費於個案服務、

復健相關人事訓練、發展復健設備和復健計

畫 ， 並強調身心障礙者的職業重建和獨立生

活服務 ( Jenkins et 訓 ， 1998; Maki & Riggar, 

2004 ) 。

美國早期復健諮問服務，主要起於戰後

傷兵的職業復健工作，重點在戰後傷兵職業

相關的復健計章與服務 ， 在 1 973 年的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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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 Reh abilitation Act ) 及後績的修正案

中，擴大了服務嚴重的障礙者、促進身心障

礙者本身的參與、強調計童的評估、提升障

礙者的公民機 ， 多數復健諮耐人員開始服務

在校生 ( Jenk in s et a l. , 1998 ; Scarborough & 

G ilbride, 2006 ) 0 1 986 年復健法案修正案

( Rehabilitati on Act Amendments of 

1986 ) ，反映7障礙者在參與社會生活時 ，

運用科技串的具的需要 ， 以及強化障礙者就業

能力方案的需求，職業領域擴大到教育及社

區生活層面 ( Jenkins ， et a l. , 1998; Maki & 

Riggar, 2004 ) 。 因此復健諮商人員需瞭解調

整外在環境的方法、連結相關資源 ， 以滿足

障礙者就業、就學、就醫、就護等相關需求。

1992 年復健法修正案 ( 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2 ) 中 ， 更強調障礙

者對於自己職業復健目標的選擇權和決定

權 ， 亦即增進其掌控職業計盡歷程的能力、

改善職業復健和其他政府勞動計畫的連

結、擴大復健服務的範園、延伸至尚未受到

服務的少數族絆 ， 以及訓練合格的復健諮蹋

人員，以提供更完善的復健服務 ( Maki & 

Riggar, 2004 ) 。 尤其 ， 隨著美國前總統柯林

頓於 1 997 年四月重新簽署通過制訂之身心

障礙個人教育法修正案 ( Indiyidual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7 '簡稱 IDEA 1997 卜提出「串串銜服務

( transition seryice ) J 的概念 ， 美國身心障

礙者社會福利的發展以及特殊教育的改革

也進入一項新的紀元(林宏熾 ， 2003 ) 。在

此時期，復健諮商工作投入更多障礙者的

「賦權」、「增能」 觀念，以提供符合障礙者

需求的最佳服務 ，復健諮商服務與特殊教育

的結合也成為時勢所趨 。

根據美國 2004 年 IDEA 修正法草案 ，

除孵銜服務外 ，更強調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應設計以符合障礙學生的特定需求 ， 並為其

下一階段教育、就業和獨立生活做準備，進

而強調有效的串串銜服務，以提升成功的離校

後就業或教育 ， 並將串串銜服務的年限延長及

擴大串串銜服務的內容 ，且H等復健諮商有關之

職業輔導評量理念引進串串銜服務的概念

( National Jo int Committee on Leaming 

Disabilities , 2007 ) 。 縛銜的目標在於提供青

少年離校後有機會從事職業及獨立生活;隱

含的目的則是避免服務中斷 ， 並減少因訓練

停滯而造成無法順利銜接就業的情形

( Hanley-M以weU， Szymanski, & Owens-Johnson, 

1 998 ) 。 因此 ，除了障礙者主觀陳述自己的

需求外 ， 復健諮關人員也需藉由評盒，客觀

照阱，障礙者的能力，以協助障礙者從一個學

習階段轉進到下一個學習階段或就業市場

時 ， 能得到最適切的教育安信或就業支持 。

反觀國內復健諮商的立法演進 ， 自民區l

86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J 、 「特殊教育法」

相他修正公布，維護身心障礙者合法權益與

保障基本生活、接受過性教育的權利 ，促進

其公平參與社會生活機會的時代即已開

展;民國 89 年教育部函頒<<各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要時>>，讓辦理各教育

階段身心障擬學生串串銜服務之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有所參考和依據;民國 9 1 年結

合內政部、教育部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等單位，共同策劃函頒<<身心障

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整合實施方案>> ， 以科際

登合之專業團隊合作方式 ， 協調赴會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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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衛生、勞工等相關單位及人員，提供

身心障礙者整體而持續的個男IJ化專業串串銜

服務(，t本宏熾 ， 2003 ;林幸台， 2007 ) 。 民

國 96 年 7 月 1 1 日總統府公布之「身心障礙

者權宣言保障法 J ' 更積極促進身心障礙者最

大之社會參與權利 。關平身心障礙者基本就

智、就養、就學、就業等權利之相關法案日

益齊備 。

從美國的立法運動得到啟發，關內的復

健諮商工作也隨立法的演進而逐漸推展 ， 復

健諮詢服務亦在高職特教班以及特殊教育

學校漸次開展 。高職特殊教育教師須在尚未

有復健諮商人員的編制、相關專業訓練並未

完怖的情況下 ， 承擔起提供復建諮商服務的

責任 ， 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獲得相關的串串銜

服務、生涯輔導、職涯輔導評量等服務 ， 其

中所須面對的壓力與困境為何?而高職特

教教師在現況下如何提供復建諮商服務?

提供復健諮商服務時 ， 面臨壓力與困境如何

因ff!! ?乃值得關切之議題 。

三 、 因應理論及應用

所謂的因應行為 ( cop ing behav ior ) ， 是

指個體在日際追求時，面對頭坡限制所表現

的適應行為，因應行為的目的是為了減低焦

慮、解決困難，而不是逃避現實;而因應、策

略 ( cop i ng strategy ) 則是指個體在遭遇困難

時所採取的一些較為積極的應付手段 ， 因l恕

策略包括行動與恩怨 ， 是何目的的意識行

為 ，而非潛意識的防衛作用 ， 目的在減低焦

慮並解決困難(張春興 ， 1989 ) 。 而 Lazarus

F日 Fo lkman ( 1 984 ) 則將因應簡單定義為

常個人評估1頁境中具有l電力阱 ， 為處理壓力

1青坑所做的行為及認長I限于面的努力 ，此一定

義強調「努力」 的重要而不論結果的好壞 ，

由於因應與結果間的關係並不必然是正向

的 ， 就像心理防衛也不一定產生負面的結

果，端視特定的個人、情境或事件而定 ;某

種情境下適當的因應方式，在另一種情境中

可能不適合，且情境是動態的，所以一開始

適當的因應方式 ， 之後不一定合適 。

因應歷程開始之初 ， 通常是個人評估重

要的目標是否受到傷害或威脅的反應

( Fo lkman & Moskow i泣， 2004 ) 。 然有學者

認為，因應不應只被倪為對某些刺激的反

應 ， 而是個體對生活填境適應的一部份 ( Ko

& Chan, 2000 ) 。 隨著歷程的發展 ， 因l您可以

用來指引如何處取或修正導致痛苦的問

題 ，也可以調整對問題的情緒反應。人們會

採用何種因!您方式 ， 受到他們擁有何種資

源，以及資源的取得是否受到阻礙而定:資

源的種類包括生理資源 ( 健康狀況和活

力 ) 、心理資源(正向的信念 ) 、個人能力

(問題解決和社會互動)、復境資源(社會

支持和l物質資源)等 ; 阻礙的來源包括個人

限制、環境限制、 事件的威脅程度等

( Lazarus & Fo l km凹， 1 984 ) 。 另外，壓力

無法衡量，對於某些人而言 ，因應職業壓力

可能伴隨成功 ， 無法因應 ~IJ 帶來失敗

( McCorm ick, 1997) 。 因應的策略為何以及

成功與否具有個別差異，而由於研究對象及

方法的不同 ， 學者對於因應取向的歸類或多

或少具有差異，主要可由思考(正向或負

向卜情緒(宣洩或隱藏)及行動(主動或

逃遜)等三面向合括。

由於高職特教教師在提供復健諮商服

務時可能產生內在的困坡及壓力 ， 而高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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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師運用什麼因應方式解除此等困境與 ( 教育部， 2007) ，整理出附設綜合職能科

腰力以提供服務，不但關乎高職特教教師的 或資源班之高級職業學校共有 8 1 所、 550

心理健康，更關乎特教學生接受復健諮商的 位特教教師 ;設有高職部之特殊學校共 23

服務品質，因此相當值得探究 。 所、 74 1 位特教教師，共計台灣地區符合研

四 、 研究目的 究目標的學校 1 04 所、 1 29 1 位高職特教教

隨著「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凹 師 。

年實施計畫」的公布與實施，身心障擬者有 預試自大甲高工、秀水高工、金門農

了較充分的高職就學管道，且多數高職身，心 工 、嘉義家職、 三重商工 、淡水商工、澎湖

障礙學生自此階段畢業後，面臨驗業復傲的 海率高職、頭城家商、中山工商、龍德家商、

需求 。為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進入職場 三民家商、停敘工商、台北啟聰學校、台北

環境 ， 學校的特殊教育工作者，在尚未有專 啟智學校、台中啟聰學校、台中特殊教育學

職復健諮蹋人員的情形下，需充分利用相關 校、台商啟智學校、宜蘭特殊教育學校、花

資源 ，配合學校各頃串串銜措施及相關教學活 蓮啟智學校等 1 9 所高級職業學校及設有綜

動，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完整的串串銜服務、 合職能科的特殊教育學校中，隨機抽取 57

生瀝輔導與職涯相關評量 。高職特教教師目 位特教教師進行問卷預試 。

前實施復健諮商服務的現況為何?是否會 正式問卷以北中南東四區分層便利取

遭遇困境?會採取何種因應策略以面對困 樣，抽出 40 所學校、 429 位高職特教教師

境?這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方向 。 為調查，對象 (約佔全體母群之 33 .2% ) 。 自

貳、研究方法

民國 97 年 4 月至 5 月間 ，以郵寄或當面遞

交各校特教組長或相關負責人員 ，以協助發

放校內特教教師填寫「高職特教教師質施復

一 、 研究對象 健諮詢工作現況調查問卷J '問卷回收共 352

(一 ) 問卷調查部分 份，回收率 82. 1 % '剔除基本資料或內容填

本研究第一階段為問卷調查部份 ， 以台 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 22 份 ，可得有效問卷

灣地區設有綜合職能科或資源班之公、私立 共 330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 76.9% 。 本研究

高驗，以及特殊學校高職部之特教教師為母 對象之背景變項為根據國內現有相關研究

群體 ， 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f96 學 中較常出現之變項加以研究 ， 結果表列如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暨中小學特教班名冊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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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變項摘要表

性背景另IJ變頃 項目另IJ 人次 百分比

男
84 25.5 

女
246 74.5 

年齡

22-27 歲
58 17.6 

103 31.2 
28- 33 歲 84 25.5 
34-42 歲 85 25.8 
43 歲以上

服務身心障做學生于1三

資 滿 2 年以下
64 19.4 

2 年以上至 5 年
85 25.8 
93 28.2 

5 年以上至 1 0 年 88 26.7 
1 0 年以上

月談4的

特教組長
16 4.8 

159 48.2 
導師

95 28.8 
專任教師

60 18.2 
其他

專業背景

特教研究所 51 15.5 
特教(所) 的 學分fJf 66 20.0 
大學特教系/組 80 24.2 

學土後特教師lî資班 72 21.8 
修習部分特教學分 33 10.0 

相關特教liJf習 8 2.4 

其他
20 6. 1 

~1 : N=330 

(二) 質性研究部分 (基本資料兒表 2 ) ，以暸解高職特教教師

第二階段質性研究之訪談對象 ，選取背 實施復健諮商服務所遇到之困境以及因應

景變項互有差異並自願參與本研究的特教 措施 。

教師，在民閻明年 5 月至 6 月間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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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性
年齡

特教服務
職稱 專業背景 任教 學校屬性 設班狀況

的 另IJ 年 資 地區

A 男 38 歲 5 年 特教組長 大學特教
輸系

北部 公立高職 綜合職能科和資
源rJl

B 女 50 歲
1 3 年 實輔主任學士後特哈 北部特殊學校 綜合職能科
8 個月 師資筑 高職部

C 女 24 歲 10 j閏月 導師
大學 中部特殊學校 綜合職能科
特教系 高職部

D 玄 32 歲
l 年 特教 東部特殊學校 綜合職能科
9 個月 復健組長 研究所 高職部

E 女 32 底是
9 年 特教 中部特殊學校 綜合職能科
10 個月

專任教師 研究所 高職部

F 女 40 歲 7 年 導師
特教(所 )

中部公立高職綜合職能科
40 學分班

二 、 研究工具 由於本研究為採用「是否」計分的問

本研究以自編之「高職特教教師實施復 卷，因此採用庫李 2 1 號公式一庫李信度 ，

健諮商工作現況調查問卷J 1'乍為調查研究之 計算預試問卷全量表及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工具 ， 並根據研究目的擬定訪談大綱 。 之{言度。 57 份預試問卷中，復健諮商服務

(一 ) 問卷編製依據及信、效度分析 全!lì表共 35 趟，整體總分之平均數 23 .93 、

l 編製依據 標准差 9.43 、變異數 88 .995 '計算庫李信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工具係參考國內 為 例 ; r縛銜服務」 分量表共 1 4 題 ， 平均

外文獻 ， 以及 Scarborough f日 G i l bride 蚊 1 0 .00 、 標準差 4 鈞、 變與數 17 帥， 計算

(2006 ) 、 阮震亞 (2004 ) 、吳琇瑩 (2007 ) 、 庫李信度為.90 ; r生涯輔導」 分量表共 1 0

林宰台 ( 2004 ) 等人之研究，加以聽理、修 趟 ， 平均數 8 . 1 4 、標準差 2.79 、變異數 7 .77 • 

改成自編「高職特教教師資施復健諮商工作 計算庫李信l互為.89 ; r職涯相關評量」 分呈

現況調查問卷」 。 表共 11 題，平均數 5 .79 、 襟準差 3 .64 、 變

2 . 效度分析 典型文 13.24 '計算庫李信度為 87 。 由上述結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函請專家學者及 果可知 ， 本問卷之全量表及分量表皆具有內

特教教師共五位，針對問卷初稿內容進行效 部一致性。進行信度分析後 ， 全盟主題目 i呆

度評錯並提出修正意見，寫視題目內容是否 留，成為 「高職特教教自ilî實施復健諮商工作

能暸解問卷所欲研究之現況、語意是否適 現況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

切，就請提供具體修正意見 ，據以建立問卷 (二) 訪談大綱

的內容效度。 本研究採取結精式訪談，亦即事先擬定

3. 信度分析 訪談大綱 ，做為訪談時的方向和依據 。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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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經由研究參與者同意參與本研究後，於 1996 ; Miller & Crabtree, 2005 ; Strauss & 

訪談進行前一迎先以書面方式提供研究參 Corbin , 1 990 ) 。

與者參考，幫助其對訪談內容和l過程之l僚 2 信賴度 : 為提高訪談研究的信賴度， 研

解 。訪談大捕前!如下. 究者邀請一位曾選修質化研究的協同研

l 請描述-T您目前的工作壞境 (包把學 究者 ， 共同參與本研究之檢核工作 。 為

校特殊教育運作模式、相關教職員人 欣保訪談資料之正確性 ，研究者在逐字

敏、學生特質等)。 稿填寫完畢後 ， 邀請研究參與者針對逐

2 請描述一下您目前的工作內容(針對身 字桶內容加以檢核 ， 並填寫逐字稿內容

心障礙學生所安排的復健諮商相關服 符合程度， 如有不符之處再加以修改 ，

務、教學和l活動，包括串串銜服務、生涯 而六位研究參與者認為逐字稿符合程

輔導、職涯相關評量等工作 ) ， 以及曾適 度，平均達到 95.3% '顯示本研究具有

到的因難 。 信賴度。

3 . 常您遇到困難時 ， 1tL~曾採取什麼樣的因

!護措施 ， 結果如何? 參 、 研究結果

4 您希望學校行政人員或同事提供什麼樣

的支援? 一 、高職特教教師執行復健諮商服務整體和

5. 您有任何建議或想補充的地方1嗎? 各分量表之現況

(三) 訪談資料分析及信賴度 由表 3 可知 ， 復健諮商總量表共 35 題 ，

l 資料分析 : 結惰性訪談整理採用編輯式 即全部服務項目共 35 項 ， 有效問卷 330 份

分析法 ( ed i t ing sty le ) ， 即採用一分析大 中， 高職特教教師在過去一年內 ， 曾對身心

綱 ， 以開放的方式進行分類 ， 此法需一 障礙學生質施復健諮商工作者平均執行頃

再回到文本檢視、修訂之後 ， 再進入註 目(即答「是」 題數)為 26.02 項 ， 平均執

悴的階段，最後)將文本放在詮釋的梨梢 行項目除以問卷總題斂 ， 可知 l平均執行頃日

內力[1以表達，整理出本研究所欲探究之 佔全部服務項目 74. 3% 。

主題(彭若梅， 2004 ; 胡幼慧 、 姚美萃，

表 3 高職特教教師執行復健諮商服務整體和分量表之現況

量表名稱 總題敏 平均執行項目
百分比

(平均數/總題數)
復健諮商服務 35 26.02 74.3 

申專 í~j服務 14 10.23 73 .1 
生涯輔導 10 8.88 88.9 
職涯相關評壘 11 6.9 1 6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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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同的方式計算分量表部分 ， 生涯輔 上的特教教師表示曾在過去一年間提供服

導項目平均執行比例將近九成，為分量表中 務;為學生實習或就業議題串串介職業輔導員

最高;串串銜服務平均七成，在分量表中居 或就業服務員並與之合作、安排適合學生特

次;職涯相關評量約六成 ， 為分量表中最 質的實習或就業月磁場、聯繫學生以暸解畢業

低 。此結果可能與特教教師訓練背景具有生 後的就業適應情況、提供學生畢業後的就業

涯輔導基礎知能，卻不具備職海相關評量訓 支持，以及邀請學校(含巡迴) 職業輔導員

練有關 。 或就業服務員參與串串銜服務規盡1)等項日 ， 有

二 、 各服務項目執行現況分析 五成以上特教教師在過去一年曾提供上述

(一 ) 高服特教教師實施轉銜服務概況 服務;最少提供的服務則包括學生畢業後的

自表 4 可知， 高職特教教師質施復健諮 職業訓練及交通訓練，提供服務的特教教師

商工作的轉銜服務中，過去一年最多執行的 在五成以下 。

服務項目為「將家長意見納入串串銜服務規自1) 恨據劉玉婷 (200 1 )在其研究中發現'

的考量J ' 其次為「因應學生轉銜需求設計 教師對於追蹤輔導的部分較無法參與，可能

課程J '填答 「是」者都超過九成以上; 參 原因為教師人力資源缺乏 ， 學校教師無法多

加校內串串銜會議、督導干土區實作或驗場賞 花心力輔導離校學生，只能提供相關職訓資

習 、處理實習期間的問題、實施求職面談技 料、介紹工作機會 。 本研究之高職特教教師

巧訓練、在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為學生挺定個 也顯示在後繪的追蹤輔導上執行比例偏低 。

另1)化串串銜計 畫等服務項目，也都有七成五以

表 4 萬職特教教師實施轉銜服務執行人次及百分比

題號 題 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總人數) 排序
1$曾參加校內為學生召開的串串銜 (或就業安置) 會 280 84.8 
議嗎?

2 fW曾邀請學校 (含巡迴 ) 職業輔導員或就業服務員 197 59.7 12 
參與轉銜服務規劃嗎?

3 思考或規畫1)學生的串串銜服務前，您會H寄家長意見納 322 97.6 
入考量嗎?

4 您曾在個別化教育計畫 ( 簡稱 I EP ) 中為學生擬定 253 76.7 7 
個別化轉銜計畫嗎?

5 您會因應學生的轉銜需求設計課程嗎? 311 94.2 2 
6 您曾為學生實習或就業議題，轉介職業輔導員或就 243 73.6 8 

業服務員並與之合作嗎?

7 您會安排適合學生特質的實習或就業職場嗎? 237 71.8 9 
8 !æ會管導學生社區質作或職場貿習的表現嗎? 270 81.8 4 
9 您會處理學生在實習地點和質習期間發生的問題 266 80.6 

嗎?

10 !fJ.~曾為學生實施求職面談技巧訓練的課程嗎? 258 78.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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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i會聯繫學生以瞭解畢業後的就業適應情況嗎? 236 71.5 10 
12 ，ffl~曾提供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支持(如.追蹤就業安 212 64.2 11 

間結果、調整就業安置類型) I嗎?

13 !在i曾安排學生畢業後參加職業訓練嗎? 154 46.7 13 
14 您會安排學生畢業後就業的交通訓練l嗎? 137 41.5 14 

~ì : N=330 

(二) 高職特教教師質施生涯輔導概況 針對特殊學生對生滋相關向度的現況

由表 5 可知，生涯輔導項們 中， 過去一 研究中， Ochs 和 Roess l er (200 1 ) 發現特殊

年高職特教教師執行的服務項目 ， 10 迫中 生在生涯成熟變頃中， 生紐決定自我效能、

有 5 頃超過九成以上 。 包括 ﹒ 教導學生與未 生涯結果期待 、生涯探索勤儉以及職業認同

來生活相關的基本能力、 人際技巧 、 協助學 等凹!固項目分數都顯著低於一般生 Lamb

生發展對自我的正向態度與價值、教導學生 (2003 ) 研究指出，提供學生生涯發展、生

尋求協助以解決職場上或生活中的問題、與 涯決定、職業諮商和生涯探5年，活動的資源 ，

學生討論未來生活的安排等 ;教導學生維護 為協助身心障擬學生完成中學後學位或就

自 :fx撥給(職場上或生活中 ) 的概念不[Iñ 業的要素;陳曉螢 ( 2006 ) 研究發現輕度智

法、協助學生技出現階段與個人性向 、 興 能障擬學生生涯信念之就業準俏皮不佳 。 上

趣、職業技能相當的生涯選擇、指導學生尋 述研究顯示特殊學生對生混輔導縱有需

找並運用學校和社區資源、提供學生生i距白 求 ，特教教師致力於生混輔導的實施 ， 以利

我抉擇的機會等 4 項，為超過八成以上的特 特殊學生未來順利就業串串銜確有必要 ，本研

教教師在過去一年中， 曾提供身心障礙學生 究則顯示除了在運用網路進行生涯輔導有

的生混輔導服務;而實際運用網路 (或其他 質質的困難外，八成以上高職特教教師皆會

方式) }'\í:集和 |評估生涯資訊者，則將近六 進行生源輔導以滿足學生需求 。

成 。

表 5 高職特教教師實施生涯輔導執行人次及百分比

題號 題 1貝
百分比 m 

次數 (次做/總人數) 序
15 您曾協助學生發展對自我的正向態度與價值嗎? 322 97.6 ? 

16 您會教導學生與未來生活相關的基本能力l嗎? 324 98 .2 
17 您會教導學生與未來生活相關的人際技巧嗎? 322 97.6 7 

18 您會教導學生如何尋求協助 ， 以解決幟場仁或生活中 308 93 .3 4 
的問題嗎?

19 您會指導學生運用網路 (或其他方式)蒐集和評估生 194 58.8 10 
i 主資訊嗎?

20 您曾指導學生尋技並運用學校和社區資源l嗎? 290 87.9 8 
21 !8:曾教導學生維護自我權位 ( ij位場上或生活中)的概 292 8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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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J1H去I嗎?

22 1m曾提供學生生涯自我抉擇 (如表達自己的就業意 287 87.0 9 
願、選擇偏好的職場項境 ) 的機會l嗎?

23 您會協助學生找出現階段與個人性向、興趣、職業技 292 88.5 6 
能相當的生涯選擇嗎?

24 !f!.~曾與學生討論未來生活的安排嗎? 300 90 .9 5 
註 N =330

( 三 ) 高職特教教師實施職涯相關評靈概況 一般學科或職業教育的建議 ， 皆在五成以

本量表是高職特教教師在復健諮商服 上。 另外，五成以下的高職特教教師在過去

務中執行比例較少的一個向度(見表 6) , 一年曾經與學生說明討論職涯相關評暈的

其中利用職訓課程或實習時段進行觀察評 結果 ， 以及曾徑使用標準化工具為學生進行

章，以瞭解學生的工作態度或工作模式;以 評章 。

H吉談方式讓學生暸解自己的興趣、能力以及 依照上述結果看來，高級特教教師質施

限制J; 分析學生資料 ，判斷學生就業潛能、 職涯相關評量H奇 ，較常以陌談、觀察或檢視

職業興趣或性向，填答「是」 的高職特教教 資料的方式瞭解學生能力或興趣等特質;較

師超過八成;在過去一年內撿視學生資料 少使用標準化測驗工具為學生評量，對於評

峙，發現資料矛盾或不夠完鐘之處，會進一 量結果也較少與學生或家長討論或做為調

步進行資料蒐集或相關評章，會1I等學生串串介 整課程的建議 。 陳靜江 (2002 ) 研究發現 ，

「職業輔導評章」、曾運用職涯相關評量結 教師最常使用的評量方法是課堂觀綴 ， 其次

果規畫IJ學生的串串銜相關服務;曾運用學校其 是訪談學生，第三是訪談家長 ， 後樹研究俏

他教師的專長，與其合作進行職漲相關評 百I針對家長在學生職涯相關評霞的角色深

暈 ， 曾與家長說明討論職涯相關評量的結 入l僚解 。

果，以及根據職涯相關評量結果 ， 提供調經

表 6 高職特教教師實施職涯相關評量執行人次及百分比

題號 題 項
百分比

次數 (次數/總人做) 排序
25 您會以時談的方式讓學生暸解自己的興趣、能力以及 283 85 .8 7 

限制嗎?

26 !f!.~曾使用標準化測驗工具進行學生的職涯相關評暈 11 1 33.6 11 
嗎?

27 !f!.~會分析學生資料(如 過去作品、學業成績、醫療 277 83.9 3 
記錄、家庭狀況、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記錄等 ) ，判斷學

生可能的就業潛能、職業興趣或性向嗎?

28 當，fiJ:.檢視學生資料峙 ，發現資料矛盾或不夠完整之 233 70.6 4 
處 ， 曾進一步進行資料蒐集或相關評電I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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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話，您需要|僚Wþ學生的工作態度或工作線式H守，您會利 286 86.7 
用職訓課程或實習時段進行觀察評量1嗎?

30 HL~曾運用學校其他教師的專長，與其合作進行職涯相 194 58.8 7 
關8'1'暈 l嗎?

31 您會}I等學生轉介「職業串的導評韋J J嗎? 205 62.1 5 
32 fti曾運用職涯相關評量結果，規劃|學生的料很i相關服 198 60.0 6 

務!嗎?

33 您曾被檢職涯相關評早結果，提供調整一般學科或職 175 53.0 9 
業教育的建議的?

34 您曾與學生說明討論職涯相關評量的結果U!嗎? 139 42 .1 10 
35 您曾與家長說明討論職程相關評量的結果l嗎? 178 53 .9 8 

5主 N =330

三 、高職特教教師實施復健諮商服務困境與 與個案管理的連結，對於中、重度學生安置

因應策略結果探討 相當需要 。

根除訪談結果，高職特教教師質施復健 因為成們是中、重度的早在子為主 ， 所以

諮商服務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早在台探討如 基本上次們在特教、個管 ， 成人個管的連結

下. 密度是高的，那這些其實對以後核子安置的

( 一 ) 校內特殊教育運作概況 需要都很大 。 他的-1 ) 

! 人力資源與服務模式 2. 課程規剖與分組方式

研究參與者 A 與 F 皆任教於公立高 研究參與者所在學校綜合職能科皆開

驗，學生以開度智能障礙者佔多蚊 。 研究參 投各類職種課程或職業訓練提供學生學

與者 A 所在學校設有資源班，因為人數不 神，公立高驗的特教組規劃 ; 特殊學校則由

多 ，所以並米以抽雌形式上課， LLI輔導處負 1't習輔導處設計，課程整體方向 。研究參與者

賞障[純學生學習輔導工作;綜合職能科則由 E 提及 ， 若規進1)缺乏輕體性 ， 目 1)難以與共他

特教組負li'學生在校的辛辛項~n忱 。 研究參與 學習領域搭配 。

者 F 所在學校特教組規模較小 ， 除7組長以 實際執行11寺 ， IiJf究參與者 F 所在學校由

外，只有二liL導師輪流情班 ， 不只將專任~l lï 主I.f.科老師支援，其他學校由特教老師學習各

資，所以 nn惜生的職能教向和職業訓練相 桶職類之專業生LI能 ， 互相搭配、設計職能課

當?古楚 。 位教學，老師再自行設計或調整教學前動和

研究參與首 B 、 C 、 D 、 E 任教於特殊 內容;研究參與者 B 學校根據學生能力評

學校高職郎，由於學生障阪何皮較重的關 I~i後分組 ， 不依科別而是依能力決定組別，

係，除一般教師外，男朋有1果有人員以及專 部分原因是因應障礙程度變量以及就業市

業國隊人民 o 保管人員多採取不同班級輪流 場的現實考章 。

照護模式，對於ßÿ礙位皮葷的學生班級，人 既然 [ 就業機會 ] 變 小了， 模式又不-

)J較顯不足;另外，吐l訪談得知 ， 特殊教育 樣、需求又不同，所以找們就開始轉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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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不依這樣 [分科) 來分姐，不按職業的 得成效 ， 或是因教師問搭配協調不佳 ，

性質、種類來分，是按孩子的能力來分，就 也可能影響學習效果 。

變成核子有就業能力的一邊，沒有就業能 學校有辦研習沒有錯，但是要看老

力、必須進織梢的是一邊，就開始往這方面 師有泛有學習的意願啦，如果老師的學

采分 。 ( 815-3 ) 習意顧不高的話，你很可能就是一直重

(二) 復健話，商相關服務之質施與困難 放在你會的那幾個絨種 。 ( E52-3 ) 

l 復健諮詢專業知能薄弱 (2) 運用個別化串串銜計壺的困難.個另1)化轉

研究參與者 B 擔任實習輔導處主任， 信i計畫訂定的時間因學校而異 ，研究參

負責特教學生串串銜服務、轉介職業輔導評這 與者所在學校早自二年級下學期開始

業務，但對於復健諮商服務的定義與目標仍

不清楚;研究參與者 C 雖然從填寫問卷和

訪談的過程中，知道自己已經為學生提供了

不少復健諮商服務，但是對於復i建諮繭的理

論背景!萌生日仍然有限;研究參與者 D 擔任

復健組長，負責特教學生串串銜服務、 ;承接輔

導業務以及職涯相關評最業務，從大學的職

能治療系，串串換到研究所的特教系統，才知

道學校多數特教教師在執行復健諮繭服務

時，並沒有清楚的知能，且特教教師雖然依

照法令執行復健諮商相關業務，但並不|撩解

緣由，可能造成工作實務推動的困難 。

那個知能真的沒有，因為就目前來看，

師資接成過程的課程好了，特教老師就好了

喔 ， 都沒有j釘進諮商相關的專門理論啊 1

( D71-2 ) 

2. 縛銜服務之質施與困難

( 1 ) 掌握職類學習成效的困難﹒研究參與者

表示，雖然學生在校選擇不同的職種學

習以培養適性的就業能力，但是由於多

數學校要求特教教師學習職類專長以

教育特殊學生，當教師不具備某種職類

專長時，可能會抗拒或f悔過某些幟種，

學生的學習即無法符合個人需求而獲

初步擬定 ， 1斑從三年級才訂定，有未擬

訂5十至鐘前，設計課程可能無法考量學生

串串銜需求 ， 即使擬定完成，也可能因不

夠具闕，而造成實施11寺的困擾 。

當然第一個 星是覺得 ITP 擬定的時

間太坦克，雖然依照法令規定就是轉街走

到高三才要做，但是我是覺得 ITP 這個

部分，至IJ j有三才做其實是已經太晚了

啦，但是它目前的規定又是這樣子 。

( E45- 1) 

(3) 實施就業訓練的困難:研究參與者 D 、

E所在學校三年級時即為學生安排校外

的質習機會 ，研究參與者 D 、 E 、 F 所

在學校三年級時以更密集的職業訓

練，協助學生做好就業前的準備 。 但是

學校將校外就業訓線時間安排在三年

級才密集開展，對障礙程度重的學生而

言 ，訓練時間過於倉促 。 而校外進行就

業訓練除7考量學生意願以外，還需要

考量安全因素，參與者 B 、 D 表示 ，如

果老師對學生能力與貿際職場情況的

認知有落差 ，也不願意到驗場督導學

生，或老師對工作調整的生日能有限，就

無法以適當方式協助學生改善就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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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11幸的工作表現 。 示 ，當教師未能密集到驗場輔導學生

那種 [ 情緒問題 ] 不安全性比絞 峙，學生的表現即出現落差 。 另外 ， 因

高 ， 你隨時可能 ...1t在處理這一個人 為時間因素，特教教師不一定會實施學

的時候，另一個人萬-t1-生狀況，一個 生畢業後的就業訓練或交通訓練 。

老師來不及處且還同時兩個發生的情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訓練， 那我們

況 ， 可能會比較. 危險性比較高 。 也 jZ有時間去做交通訓練，因為成們

( F22 -1 ) 導師 ] 三年級接完就要回來接一年

(4) 開發就業機會的困難 :開發就業機會對 紋，六月份我們就要回來做新生的資料

特教老師 Iffl言是一頃挑戰， r刻為就業機 建緒 ， 然後才暑假的時候 ， 我們可能要做

會不多，就業市場容易飽和 l 。 研究參與 學生家訪啊，還有一些新生訓練的活

者 A 學校是由特教組負責，研究參與者 會 .. ... ( F23- 1) 

E 所在學校委由校內職業輔導員負責 2. 生i臣輔導之fr施與困難

但是過度依賴一人之力，正;1生 !拔萃，機會 研究參與者 A 、 E 、 F 表示生涯輔導己

反而受限 。 收入課程活動巾 ， 運用講述或討論的方式進

如采你今天只是抓到廠商 ， 廠商你 行 ， 但無法lìÍJi質掌提貨胞的成效 。 到外 ， 參

說一個店可以容納幾個人 ? 幾個身心 與(r' D 表示 ， 認知功能較高的學生更需要

障~者?最多一個 。如采今年你的學生 個別的生涯啊Iì縛，卻因為特教教r:IIH月 11導主11能

很棒 ， 我 11]了，明年我就不會再用了， 手l限或專業輔導人力不足，在推行11哥有質質

封 ，一年就飽和 。 ( A50-2 ) 的困難 。

(5) 就業安血的l生l難綜合研究參與者 A 、 成們都是特殊教育老師 ， 那其實特殊教

C 、 E 、 F 的品談內容 ， 障礙學生不希望 有教師訓練編導這個區塊很少 ， 找們大部分

雇主知道自己的障礙市質、或因為陣般 都是用行為，用行為方面的理論 ，比如說功

特質影巒J~f乍能力不11態J:it、或家長不全 能性行為分析啊 ， 或是行為矯治技術啊 ， 帶

然支持學生就業、或經濟不景氣 ， 都會 了很多行為學派的采面進來，我們有這方面

增加學生就業安嵐的難度 。 的知能，可是不適合用在這群 [ 學習陣從 ]

學生的工作態度及工作持續度 ， 通 核子身上，可是這群孩子反而是最需要彼健

常就業時開都沒辦法維持超過三個 諮商的東西且戶 ， 乳者是輸導技巧 。 ( D46-1 )

月，而工作持續皮又閥追到學生自己本 3 職涯相關評最之1'[施與困難

身對於L作的認知及態度 。 ( C I 2-3 ) 研究參與者 F 表示，缺乏適用於障礙學

(6) 畢業後追蹤的困難: 一般而言 ， 學校至 生的測驗工具、學生填答意願低俗 。 研究參

少需追蹤!銀業學生!狀況半年。 研究參與 與者 F 表示 ， 校內教師或專業閻隊人員原本

者 A 表示 ，校方可能較重視教學 ， 而l忽 應該可以為學生進行測驗評量服務，但是由

昀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問題 。參與者 F 表 於與特殊學生淌過有困難、職業評量L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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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不足、或是其他工作佔線為校內學生實 參與者 C 在第一年的教書生涯中，遇

施評量的時間，因此無法為特殊學生進行更 到學生或家長的輔導需求，會努力從網站、

深入的評量。 刊物吸取新知，在多數測驗不適用於障礙學

因為我們有特介出去做職吉干嘛，職業評 生的情況下，運用過去的評宣結果瞭解學三!三

量 ， 從們是以他們的資料來做主要的考量方 能力，或參與研發適用於該校學生的測驗工

式，所以我們在學校沒有用很標準化的工具 異，並應用於班上學生的評估;在搭班專任

來做有關職混方面的相關評量 。 ( F37- 1 ) 老師教室管理不良，對學生職業課程學習效

(三) 遇到困難時的因應措施 果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更譚力加強對學

本研究發現 ， 六位參與者皆會「採取行 生的要求 。

動、解決問題J ' 以因應復健諮商服務的因 參與者 D 所負責之料銜業務，有鑑於

境; 三位研究參與者曾採用「改變觀點、調

適心境」 方式;另外 ， 各有兩位研究參與者

運用「尋求人際支持J ' 以及 「保持距離或

逃過」 的囡應方式 。

1. t采取行動 、 解決問題

六位研究參與者皆會主動採取行動，面

對復健諮商服務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研究參與者 A 大學就說工教系的背

索，讓他在特教組長任內想出運用家長會的

力量連結工會，以解決驗場開發不易的難

題;而面對特教教師抗拒某些不熟悉職種的

蜘課問題 ， 參與者 A 為組內老自ilí調整課程，

以解決適應新職類課程的問題;對於學校不

重視學生就業串串銜的態度，參與者 A 以質

際的行動，結合組內的老師們 ， 譚力:l呀學生

推向最適切的就業方向;並給予完整的畢業

後追蹤和支持;對於障礙學生在推介職場

時 ， 不希望雇主知道自己的障礙事賀，校內

老師會調整做法以保護學生。

參與者 8 充分運用校內、外人力資源

協助學生進行職業輔導評壘，並且運用目農業

輔導評童結果，避免因為個人主觀而錯置學

生的就業方向。

原本串串銜計草擬定時程太晚，無法適時反應

學生需求 ， 自下學年起即1故調整;在而對與

專業國隊人員與自己所負責的行政任務搭

配不良的問題I!寺'l'l IJ以提部主管開會議決的

方式以確定責任歸屬。

參與者 E 運用觀察的方式掌握對學生

能力與興趣的|僚解，解決評量工具不足的問

題 。 另外， 把握機會向校內外行政單位反映

不足之處 ， 遇到行政步調較慢時，與其他老

師共同嘗試各種方法突破困境 ， 包括主動為

學生尋找佼內、外工作機會，以增加工作經

驗 。 對於學生不足的工作能力和就業準飾，

也會在教學過程中盡力讓學生瞭解並符合

職場要求 。

參與者 F 在目前特教行政對教師職務

及安排下 ， 以三位導師不斷輪替帶班 ， 不但

無法喘息，也無法為三年級畢業學生進行追

蹤輔導 ， 因此聯合其他導師一起向行政主管

爭取增加l教師員額，可惜效果不大。

如果轉銜只是要找廠商 ， 那廠商會飽

和，如果轉街是找工會， 工會不會飽和，因

為會不斷有廠商進入工會 ， 所以我覺得這是

點的問題 ， 如果你是#.f'J 工會 ， 那你會很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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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 A50-1 ) 參與者 F 發覺許多困難都不是一時三

2 活絡人際，尋求支持 刻可以解決，因此學習順其自然接受實際的

研究參與者 C 、 E 都曾從身邊人際關係 狀況和事情的發展，且運用宗教給予的觀

中，找到支持的力量。身為導師的 C 在不 念，緩和自己以往對事容易產生不滿的心

熟悉的工作場域及不清生產工作內容的情形 境;對於學校人際支持薄弱與行政管理不動

f'會與他人互動並從中累積經驗獲得處理 如山的狀況，也試著理解他人保護自己的立

事情的方法;面對與專任教自nÎ搭配不良的問 場和需求。

題時，也會找同為同事的大學同學傾訴解 改變自己的心境就是自己的想法可能

悶 。 就要改變啊 ， 可能以前你會覺得說 ，先是很

參與者 E 任教學校也是採取教師互相 理直氣壯的啊，現在我就會恕我理直氣和就

搭配規劃課程內容的合作模式 ，但是身為專 好，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尖銳地去處理那些事

任教師的 E 慶幸自己有很好的搭班導師，可 情，就變得比較退一點這樣子 。 ( F6 1-1 )

以互相學習與分萃，同時也認為這種人際支 4 保持距離 、 避免強求

持的正向力量，應更廣泛地運用在全鶴教師i 研究參與者 C 曾考慮從目前驗場退

憫，以造價更多學生 。 下 ，尋求其他機會 。 參與者 B 在推行相關

最主要是說，我們可以互相學習 11'.分 行政工作遇到阻力時，運用較多此類的因應

享 。 譬去。說今天上，先車的課，之前的上課經 策略，包括給自己時間思考其它可能的?想法

驗是什皮，可以分享 。 ( E7 卜2 ) 及做法，當與相關教師的溝通已經不能避免

3 反求諸己 ，調過，心境 帶有情緒時，會先請其他人員協助;如果工

在選擇採取行動、 尋求人際支持以外， 作理念還是無法得到上級行政首長認同

老師l也可能以自省的方式，調適自己的心 |峙，會離開目前職位 。

惰 。 研究參與者 B 在校內推動以職業輔導 過一陣子、給自己也一點時間，再去思

評量的結果來推介就業方向時，曾經遇到不 考，一方面去思考是不是對啊 ， 還是說有其

小的阻力，除了堅定「為所筍，為」的信念以 他方法可以繞道而行。 ( 843 -1 ) 

外 ， 也不忘從別人的反應中 ， 省視自己的作 ( 四 ) 期待或建議

為 。 1 期待學校行政系統有效運作

參與者 C 希望在專任老師的職類課程 研究參與者 A 認為該校特教組在辦理

以外，能加強學生的工作態度及能力 ， 讓學 復健諮商服務時，已能克版多數的困難，部

生不至於蹉跎在校三年，但也會反覆思量自 份原因在於特教組長由特教組老師輪流擔

己是否給予學生過大的壓力;此外，在教書 任 ， 而非如一般學校由新手教師接任 ，如此

第一年所經歷的負面事件中 ， 看見事情所帶 能順利帶動特教業務推展 ，也能避免學生受

來的正面意義 ，並在與學生的相處中，欣賞 到錯誤政策的危害 ， 因此期待學校能繼續沿

學生的單純與美好 。 用這樣的行政運作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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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 E 認為學校行政單位推行職評 恨據訪談老師的困境與因應，可以知道

業務頗為被動 ，期待勞委會委託中區職評中 高職特教教師人力的資源頗為吃緊，課程規

心到校宣導職評概念。 主Ij:f日實施因學校而異 ， 需要負擔職能課程的

當一個有經驗的人來領導， [ 特教]政 特教教師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更強的意願 ，才

策對了其實後面很容易跟進，只要31t、就會 能學習到足以滿足學生的職種 。 然而，雖然

進:但是如果政策錯 了， 你的 31t反而是一種 沒有足夠的復健諮高專業生日能，研究參與者

惡性的副作用，你跟隨的越多，錯的就越 在遇到轉銜服務、生涯輔導、職涯相關評量

多 ， 所以就等於做越多、錯越多，相對的， 等困境時 ， 仍相當譚力採取行動、尋求支

學生的傷害也越大 。 ( A68-1 ) 持、調適心境或跳脫情境 ， 以減少對學生復

2. 期待更充足的人力資源 健諮商服務的負閱影響 ， 蓄積能量:後再進而

研究參與者 B 、 C 對於特殊學校高職部 提列服務成效 。

學生障擬程度重 ， 卻沒有充足的人力 ， 憂心

影響教師職類課程的教學品質 ， 因此期待更 肆、結論與建議

多保育人員的編制;參與者 B 認為需要較

多的教師編制 ， 以提高師生比;參與者 F 本節級機研究結果提出結論 ， 並且提出

所在學校特教組除組長外 ， 僅編制三位導 相關建議提供相關人員、單位及後鑽研究者

師，期待有其他專任老師的編制，以緩和復 參考 。

健諮商相關工作的壓力 。 一 、結論

次是覺得如果人力夠，可以解決大部分 本研究恨機問卷之量化統計及質性訪

的問題，而且可以真正落實特教遍性安置精 談整理所得結果，歸納結論如下

神 。 ( 855- 1 ) 一 ) 高職特教教師執行復健諦，商服務現況

3 期待政府更好的離校銜緩機構iJ 卜 復健諮商服務內容 ，仍有可執行空間

參與者 E 認為 ， 學生在完成高職教育 高收特教教師平均執行超過七成以上

後 ，就業或機偽安置的銜接似乎不盡完善， 復健諮商服務項目，顯示高職特教教師

因此希望社政、勞政、教育系統能有更緊密 過去一年普遍已實施多數復健諮商服

的合作 。 務內容，但仍有可執行空間 。

就是以個案管理來講的話，到底是誰要 2 三大領域中 ， 執行比例曲高到低依序是

來接?譬如說這個被子今天是我學校就服 生涯輔導、串串銜服務、職涯相關評量

員在輔導，至IJ 畢業之後突然換成一個勞政單 高職特教教師普遍對生涯輔導的實施

位從中途突然接手，因為照道理講，孩子學 採取肯定的態度 ， 轉銜服務平均提供的

業技們應該再做轉銜輔導起為半年嘛，對對 項目也在七成以上， 相較之下 ，職涯相

對，如采你接手的單位不熟悉的話 ， 這樣不 關評豈可能受限於訓練不足而無法普

是很奇怪嗎? ( EIOI- I ) 遍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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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教教師應進修復健諮繭知能:特教教 ( 三 ) 高職特教教師實施復健訟，除服務週到

師在復健諮商理論與質胞 ， 特別是職糙 困難峙的因應策略

相關評靈的生日能還有相當的學習和發 由於每位教師採取的因應方式雖可大

蟬的空間 。 致歸類但又不失其獨特性 ， 每種困境也不一

(二 ) 高織特教教師i質施復健諮商服務的I~I 定能對應出一種因應策略，但從「採取行

境 動 ， 解決問題」的主動行動因應措施中 ， 可

恨險訪談結果，發現高職特教教師lî質胞 以看到高職特教教師彈性、積極的一函，從

復健諮商工作面臨之困境活給人際，尋求支持」 的人際支持因應措

1. 復健諮商專業知能薄弱:不論是推行行 施中，可以看到特教教師因為得到人際關懷

政工作的特教教師或非行政工作的第 和分享而得到滿足;從「反求諸己 ， 調過心

一線教學工作者，對於1夏健諮商服務所 境J I1可合理思考因應反應中看到特教教師涅

抱持的原理原則不清楚所造成的服務 性思考接受現質的轉折，從「保持距離、避

困境 。 兔強求」 的跳脫逃避因l盔、方式中 ， 看到特教

2 串串銜服務之困境 : 僻銜服務在質施上包 教師跳脫角色、讓自己獲得|喘息的智慧 。

把掌握職業類科學習成效的困難、運用 ( 間 ) 本研究對復鍵諮繭的意義

個別化僻銜計益的困難、質胞就業訓練 特殊教育發展至高職階段 ， 身心障礙學

的困難、開發就業機會的困難、就業安 生需要的不再只是基本生活、學習或人際技

置的困難以及畢業後追蹤的困難 ， 是普 能的養成，學生需要的是更多職業技能與態

遍存在於高職與特殊學校高職部共通 度的培養和訓練、串串銜計壺的擬定和施行、

的困境 。 個人生涯的支持和學習、評量結果的判斷和

3 生涯輔導之困境 : 多數教師表示在教學 指引 ， 以轉銜到下一人生階段。高職特教教

活動中已融入生涯輔導的內容 ， 但是對 自fIi是 目 前復健諮商工作的最主要執行者 ， 除

於成欽的等握有困難，男外商職雖有輸 了為特殊學生進行遍性教學的專長外 ， 應再

導老自ili編制、特殊學校雖有社工自iti或心 注入復健諮繭的專業知能，而復健諮商專業

Jlí1師編制，但除了特教教師以外的其他 人員如能進入高職與特教教的i合作 ， 提供身

專業人員投入身心障串通者的輔導工作 心障擬學生在校職能訓緻、輔導評量與未來

似乎仍相當有限 。 就業服務 ， 應能讓學生更順利進入且適應離

4. 職涯相關評量之困境:缺乏適當詞還工 校後的工作世界 |

具 、缺乏專業圈隊人員支授 、 學校行政 二 、 建議

單位未椎動學生評暈必連結就業服 本節根據高職特教教師質施復健諮商

務、家長與教師li對職業輔導評暈觀念模 服務現況、訪談教師指出質施復健諮商工作

糊、職業輔導評章建議未能取得共識幸產生的困境、因應的可f于|生及訪談教師的

皆為職波相關評量之凶境 。 期待與建議 ， 綜合出以下對各不同對象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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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巾ose of thi 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tatus, dimculti郎，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rehabi li tation counse ling service imple ll1ented by the specia 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 l high schools. We have used questionna ire surveys and se lective interviews, 330 

returned surveys were given to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nd 6 

special educat ion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re interview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 lyze the co ll ected data. Further, we adopt the ed iting 

ana lysis sty le to deal with the data from the interviews 

The m句。r resu lts are as follows 

1. Among the total 35 items li s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re a re on average 70% of them were 

implemented by the specia 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hese items can be 

classitìed into 3 categories; based on implementation rate, in descending order, are career 

gu idance, transition serv ice, and vocation and career re lated assessment respective ly. 

2 . When the special educat 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execute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erv ice, the d imculti es they committed were the inadequacy of knowledge of the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and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e仟ects of the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erv 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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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dopt 

following coping strategies: taking a direct action , searching for the outside suppo吋， thi叫(l11g

rationally, keeping left the difficulties, and so on 

4. In order to promote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詢問ice ，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need to build up c lose cooperation with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profess iona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as references for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he organizations ofteacher education, the school and govern

ment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successive researchers 

Keywords: coping strategies,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ervice, spec ial educatioD teachers in v 

ocational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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