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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於 2018 年與《親子天下》雜誌合作「建構友善
學障兒學習環境，你我可以做的一個改變」網路調查活動，盼以實際行動促進學

校與社會的改變。調查對象採方便取樣，完成填答後，由協會社工再次電話回

訪確認其內容。協會邀請筆者協助將調查蒐集到回應的一部分進行分析，作為未

來家長團體倡議及參與行政主管機關擬定相關政策的參考。採用質性資料的編輯

式分析模式與持續比較策略，逐步發展分類系統，並詮釋說明文本中的關聯性。

分析結果浮現四個選擇編碼：（一）學習障礙的學習適應困難；（二）家庭承擔

的壓力與挑戰；（三）偏見與隱微歧視的社會心理環境；（四）隱藏的結構性阻

礙。最後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學習障礙、融合教育、家長觀點、隱微歧視、結構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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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The Taipei Learning Disability Parent Organization held an online 

investigation with “CommonWealth Parenting and Education Magazine” to promote 
changes in schools and society through taking action.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and the association conducted telephonic follow-ups to clarify responses after the 
anticipants finished the questionnaire.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partial data collected 
and gives suggestions about policy to the authorities. Four selective codes emerged: 
(a) Difficulties of accommodation in school; (b) Parental stress and challenges; (c) 
Prejudice and micro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d) Hidden 
structural barriers. The practices and further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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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於 2014 年頒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使得《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 CRPD）保障身心障礙
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行政院

成立了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以推動相關

工作進一步落實 CRPD 所保障之事項。CRPD 
在其一般性建議書中提到教育系統必須具有可

得性 (availability)、可及性 (accessibility)、可
接受性 (acceptability) 與可調整性 (adaptability) 
等四個關聯特性（教育部譯，2016），為訂定
相關法規或規劃身心障礙者的教育服務時，

提供了很好的思維。2017 年 10 月底舉辦「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以下簡稱 CRPD 初次國際審查），結
論性意見中的第 III 部分「主要疑慮與建議」
裡，針對教育（第 24 條）指出我國融合教育
不足之處，並提出諸多關切與建議（行政院，

2019）。
學習障礙自 1984 年入特殊教育法至今，

人數一直是我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之冠（教育

部，2020），至 2012 年終得以申請內政部身
心障礙證明，其障礙獲社會福利認可。近四十

年來，社會大眾與教育人員對於學習障礙者應

有一定認識與理解。然筆者曾協助學校處理不

少學習障礙學生家長申訴案件，多源自家長感

受到學校教師――甚至於特教教師――對自己

孩子學習障礙的迷思與誤解，進而招致親師合

作中衝突四起，類似事件也曾見於家長觀點的

研究與報導中（黃己娥、王天苗，2007；陳珮
雯，2018；曾凡慈，2021）。

因無法從外觀上看出學習及生活適應的困

難，學習障礙者常為外人所誤解，其心理上可

能也會對自身學習表現不滿而衍生出其他情緒

行為問題；與許多低成就學生相似，智力和成

就間出現明顯落差（葉靖雲，2011），被誤解
為學習動機或其他因素使然，普通班教師亦常

無法針對其核心困難教導或介入有效策略。因

此有必要持續從不同的觀點，理解他們在融合

教育的真實世界裡所面對的困境。

台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在 2018 年與
《親子天下》雜誌合作舉辦「建構友善學障兒

學習環境，你我可以做的一個改變」活動；時

任常務理事的郭馨美在受訪時表示：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臺灣社會對學習障

礙者的認識依然很薄弱…，學習障礙的孩

子仍容易被貼上『笨、懶惰、不專心、不

用功』的標籤，…團體合作競賽中，永遠

被視為那顆拉低分數的老鼠屎…媽媽，連

帶也成了大人眼中『管教有問題』的家

長。」（張子弘，2018）
該活動蒐集近 100 個學習障礙者家庭心

聲，望後續能形成促進社會大眾認識與理解學

習障礙學生的行動方案，盼這些行動能夠促進

學校與社會的改變。協會邀請筆者協助將蒐集

到問卷回應的一部分進行分析，作為未來家長

團體倡議及參與行政主管機關擬定相關政策的

參考。筆者深信，學習障礙者與其家庭的現身

與發話，更能呈現其面對真實世界遭遇的困境

面貌。

以下先進行文獻探討，接著分別說明資料

蒐集與分析方法，對分析結果進行討論，最後

提出結論及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障礙者的適應困難

曾瓊禛與徐享良（2006）指出學習障礙
學生壓力首重「學校生活」層面，他們可能反

映「上課都聽不懂」，覺得「學校功課寫不

完」，認為「學校考試太難」，「不知如何

把課業學好」，也「擔心未來升學或找工作的

問題」；其能力缺陷透過教學也難轉變且伴其

一生，故學習新的、複雜的內容對他們而言並

非易事（黃己娥、王天苗，2007；王瓊珠，
2017）。

學習障礙不單是個體本身的問題，它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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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求不同而產生變化（王瓊珠，2017），
受限較差的思考技能和有缺陷的社交技能，導

致他們在因應社會性互動議題時產生負面的結

果（詹文宏、周台傑，2006）。學習障礙青少
年在社會情緒適應顯著困難，甚至會衍伸出憂

鬱情緒，出現率高於一般青少年，「我覺得緊

張煩躁」、「我現在變得比以前更容易失去耐

性」、以及「我的心情時好時壞」是他們可能

常出現的反應（曾瓊禛、徐享良，2006）。

二、融合環境中的挑戰

在我國 CRPD 初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的
教育（第 24 條）部分，表達「國家迄未承諾
全面實施完全融合教育」，尤其「未能區分排

除、隔離、整合與融合」；忽略永續發展目標

中，有關「融合及高品質教育」的意涵。這些

關切像是：「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

中的普通班級，以及接受職業與專業訓練，均

設有限制」、「學習生涯中的學術、社會各方

面，普遍缺乏通用設計、學習通用設計及合理

調整，對身心障礙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於普通

教育設施內接受教育造成阻礙」、「教師未接

受適當訓練以協助就讀普通班級的身心障礙學

生」等（行政院，2019）。
普通班教室內學生的個別差異越來越大，

教師課堂教學獲得的資源卻很少；雖然學習

障礙和其他學習不利學生大多數安置於一般

班級中，不代表他們的學習權益已經受到保障

（葉靖雲，2011）。學習障礙青少年在學習能
力與社會能力的缺陷影響之下，處處逢逆的

機會必然大於一般青少年（曾瓊禛、徐享良，

2006）。當這些學習問題伴隨其嚴重學業缺陷
時，帶給每位普通班教師極大的挑戰（呂翠

華，2011）。
家長是陪伴孩子一路成長的重要角色，比

教育工作者更了解孩子一路以來的學習適應困

難。同樣在學校的場景裡，筆者希望能透過本

文以家長角度詮釋其學習障礙子女的適應困難

與面臨的挑戰，能供協會未來倡議及參與擬定

相關政策的參考。

參、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問卷資料蒐集歷程

此份問卷由臺北市學習障礙者家長協會與

《親子天下》雜誌合作進行調查，問卷內容由

協會擬定，分為四大題，而本研究僅針對第一

題「您的學障孩子曾經遭遇過哪些困難？」進

行後續分析。調查對象採方便取樣，以 Google 
表單製成問卷，開放式自由填答。自 108 年 7 
月 17 日起於協會網站刊登招募訊息，公開徵
求 100 個協會會員家庭參與填寫問卷：填答者
子女的年齡從學齡至成人都有；完成填答後，

由協會社工再次電話回訪確認其內容。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有效資料  86 筆，填答者背景資料如表 
1，部分調查結果已於《親子天下》雜誌第 102 
期刊載。本文僅針對問卷第一題進行分析。

表 1

填答者背景資料分析

類別 項目 人數 小計

身分

父 4

86母 78

親友 4

年齡

31-40歲 21

86
41-50 42

51-60 15

*不詳 8

先匿名填答者姓名及可辨識資訊，再將資

料彙整至 Excel 活頁簿，依序以最小意義單位
文句切割後編輯行號，後續討論引用的資料文

本編號共 3 碼，如表 2。
採編輯式分析模式 (editing analysis style)，

透過持續比較策略，反覆閱讀文本（填答內

容），辨識分析單位，逐步發展出有意義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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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系統，然後以詮釋方式說明文本中的關聯性

（張芬芬，2010）。首先分析文本意涵進行第
一階段的開放編碼，相同意涵的文本，盡可能

編輯相同的開放編碼，或修正先浮現的編碼系

統以符合意涵相近的文本。接著，歸納意義相

近的開放編碼進行一至兩層的主軸編碼，隨重

複或概念相似的主軸編碼出現，亦同步調整先

出現的主軸編碼，以囊括歸入的開放編碼意

涵；隨著浮現的主軸編碼系統逐漸清晰且明

確，將意義概念相似的主軸編碼分類歸納，進

行最後階段的選擇編碼。資料分析時，筆者邀

請郭馨美理事擔任同儕檢核，持續透過正式與

非正式的討論直至達成共識，避免筆者主觀詮

釋所見。

肆、結果與討論

針對問卷第一題「您的學障孩子曾經遭遇

過哪些困難？」以紮跟理論進行分析，共浮現

四個選擇編碼，以下逐一描述其包含的主軸編

碼及開放編碼（表 3），並引用文本資料進行
討論。

表 3

學習障礙者在融合教育中持續面臨的困境

選擇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編碼

1 學習障礙
的學習適

應困難

1-1 核心困難 聽說讀寫算困難；記憶力差；不專注與過動；動作協

調困難

1-2 學習挫敗感 對學習、完成作業感到吃力辛苦、事倍功半；對低成

就感到挫折，導致動機低落

1-3 衍生的適應挑戰 情緒困擾；藥物副作用影響；不願意接受特教服務

2 家庭承擔
的壓力與

挑戰

2-1 缺乏系統性資訊與獲取
機會

自感知能不足；不理解時錯誤教導及延誤確認障礙

2-2 家庭成員的誤解或犧牲 學習障礙手足被忽略；家長與家族成員間摩擦

2-3 有／無形的額外負累 孩子評估治療、消化與孩子障礙有關資訊的時間或經

濟負擔；家長自身情緒勞務議題

3 偏見與隱
微歧視的

社會心理

環境

3-1 學習障礙者人際互動的
劣勢地位

可能經歷不同程度邊緣化感受、被排擠或被霸凌的經

驗

3-2 教職人員同為因果的知
能不足

缺乏對學系障礙的理解以致延誤鑑定；不具備教導學

習障礙的專業；誤解學習困難為不用功

4 隱藏的結
構性阻礙

4-1 特殊教育資源不足 學校提供的課程無法滿足需求；特殊教育資源可能不

足；支持措施制度匱乏

4-2 學校課程缺少可調整性 重通識課程，以閱讀為主流的學習

表 2 

引用文本資料編號

填答者序號 問卷題號
行號

（最小意義單位）

1~86 A 阿拉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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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障礙的學習適應困難

共有三個主軸編碼。首先是「核心困

難」：聽說讀寫算的困難、記憶力差、不專注

與過動、動作協調困難。

「很少講話，因為無法把事情整理成一句

話，建構組織能力差。」(33A-115)
「除了在學習上背了記了又忘記，明明很

熟卻想不起來，…自己寫出的文章卻又陌

生…」(85A-291~292)
「叫孩子沒反應」(33A-115)
「出生幾個月時便發現有問題，例如自己

絆倒自己，無法開非拉鍊的鉛筆盒，所以

後來換拉鍊式，鞋帶會綁很久…」(49A-
160~161)
第二個是「學習挫敗感」：他們對學習、

完成作業感到吃力辛苦、事倍功半，對低成就

感到挫折，導致動機低落。

「某些方面的作業完成比較有困難…需要

兩三個小時…」(15A-48~49)
「依然低成就，永遠吊車尾，只能學習自

處，話變得很少」(14A-45)
「孩子在學習上有挫折感，家長在教學

上也有挫折感，因為在教育就是甚麼都

要閱讀，但孩子在閱讀上有困難」(80A-
267~268)
學習障礙的核心缺陷，致使其學業適應

普遍遭遇困難（邱素梅，2016；林幸台等人，
2019）。他們普遍的共有特徵是缺乏學習動
機，學習特徵傾向成為被動的學習者，無法積

極地參與學習過程，常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得意

興闌珊、沒有興趣（洪儷瑜，2020）。
第三個是「衍生的適應挑戰」，包含：情

緒困擾、藥物副作用影響，還有不願意接受特

教服務。

「…小孩吃了利他能後，雖然注意力集中

了，但卻出現類似妥瑞現象，一直發出清

喉嚨的聲音。」(25A-83~84)
「老師無法因材施教…一致性的教導…孩

子更討厭上課」(24A-72~73)
「青少年時期對於特殊教育體系較為敏

感，不願意立即接受相關的資源。」

(81A-270)
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挫敗感，與衍生的

情緒行為、抗拒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筆者認為

可能受到其自我概念相當程度的影響。王瓊珠

（2017）研究發現學習障礙學生的生活適應，
與家庭社經地位高低、學習障礙鑑定時間的早

晚、自我概念強弱有關，也受學生本身具備的

「成功特質」影響。張萬烽（2017）研究指出
國高中階段學習障礙學生一般性自我概念，隨

著時間未有顯著變化，但呈現先降後升的發展

趨勢；顯示學習障礙學生的整體自我概念並非

同一個方向性，而是變動的。國外研究指出約

近三成的學習障礙成人罹患焦慮，且隨年齡增

長 (Aro et al., 2019)，即便學習障礙學生的外在
適應情況可能改善，然其心理健康惡化的風險

卻常被忽略。

張恒豪（2007）指出特殊教育的污名與對
障礙汙名的認知，會影響到身心障礙學生的自

我認同與社會關係。當隱性障礙者感受同儕團

體對所屬障礙汙名、貶抑不友善；或使自認障

礙不會影響其學習或生活適應，雖然實際上存

在特教需求，但仍傾向脫離特殊生身分（柯宜

均，2021）。
綜上可知，學習障礙學生的適應良窳概

難在生涯某個時間點斷言，且受到多元因素

（例：心理健康、汙名）持續交互影響著。本

調查由於採方便取樣，的確可能招募到學習障

礙子女正面臨適應困境的家庭浮現，參與調

查活動，但隨著其子女成長極可能有不同的

變化。

二、家庭承擔的壓力與挑戰

共三個主軸編碼。首先是「缺乏系統性資

訊與獲取機會」：家長自感知能不足；不理解

時錯誤教導及延誤確認障礙。

「無法看診時一一向醫師清楚交代孩子障

礙及困難及種種疑慮，以致產生學前診斷

有所遺漏或錯誤。」(29A-102~103)
「…『大隻雞晚啼』…易使養育人錯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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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時機及早療機會。一般復健科也無相對

應的早療課程。」(36A-124~125)
「曾經因此誤解自己的小孩不認真，但後

來才發現是學習障礙」(66A-224)
在孩子發展出現異狀後，家長日常關注

焦點將聚焦於此，為了尋找最好服務與最新資

訊，經常忙於參加跟障礙及治療相關的醫療或

專家門診，這對家庭無疑是極為辛苦的（杜

宜展譯，2010）。此外，鑑於只能聽從專業
角色建議，也有家長報導孩子被誤診的風險 
(Walker et al., 2016)。

第二個是「家庭成員的誤解或犧牲」；學

習障礙手足被忽略；家長與家族成員間摩擦。

「非特殊生的手足幾乎完全被忽略，會

變得過度體貼並不被愛的錯覺…」(54A-
179~180)
「…夫家親友否認自己家有可能出現特殊

生而有可能對媽媽的教養或基因或祖宗報

應的指責。」(54A-181~182)
許多文獻也提及類似情況，王慧婷等人

（譯）（2013）指出當孩子的障礙非顯性時，
周遭親友甚至家人可能會疑惑；家長也可能

經歷汙名的經驗，擔心外在對自己作為父母

的負面評價（曾凡慈，2021）。賴念華等人
（2020）指出身心障礙者母親可能共同經歷的
困境，包含：難以言喻的情緒、來自家人的壓

力，面對獨自教導障礙兒與健康手足的挑戰。

第三個是「有／無形的額外負累」：與評

估治療、額外學習的時間或經濟負擔；家長自

身情緒勞務議題。

「好幾次想乾脆一家人一起走上絕路算

了。」(54A-183~184)
「大量的金錢及精神負擔考驗夫妻相互體

諒及同心和自身情緒穩定度，也迫使其中

一人須考量離職自己照顧。」(54A-177-
178)
多數身心障礙者的家長都會經歷內疚和

悲痛階段（張英熙，2013；Berger & Riojas-
Cortez, 2013），許多母親更容易出現自責，
因為孩子的障礙出現，生活有了戲劇性轉變

（杜宜展譯，2010），像是生涯取捨、無助心
力交瘁（賴念華等人，2020）。相較一般家
長，身心障礙者家長的生活品質更容易受親職

壓力的負面影響（陳瑋婷，2012）。長時間額
外費心照顧身心障礙子女，家長的健康狀況可

能也會比較差，當子女身體功能變差、出現問

題行為、照顧者的身體變差或缺乏家庭或社會

支持，父母便會感到憂鬱（何志鴻、黃惠璣，

2017）。
綜上可知，家庭的社會支持至關重要，

但社會支持多為家庭成員，若家長無法獲得支

持，其親職壓力與生活品質可能隨之受到影

響。然而，即使身心障礙家長能獲得足夠的社

會支持，其生活品質的提升仍不如一般家長，

長期壓力衍生的心理衛生議題亦不容小覷。

三、偏見與隱微歧視的社會心理環境

偏見 (prejudice) 來自難以修正的刻板印
象，並造成歧視 (discrimination) 言行（唐宜
楨、吳慧菁，2008）；群體被汙名化 (stigma) 
的程度與標籤 (labeling) 及刻板印象有關，
並導致該群體地位喪失 (status loss) (Link & 
Phelan, 2001)。更有研究發現即便主觀自認對
特定群體沒有偏見，但多數人卻隱微地存在著

偏見 (VanPuymbrouck et al.,2020)；而隱微歧
視 (micro-aggression) 便是此類有意或無意、
簡短且司空見慣的日常用語、行為或環境所傳

達的敵意、貶損或負面輕視和侮辱 (Ehie et al., 
2021)。

身心障礙是演變中的概念，不僅指功能損

傷，還包含各種態度及環境障礙相互作用產生

的結果，阻礙他們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充分

及切實參與社會，無形的障礙則是對身心障礙

者的歧視與偏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7）。CRPD 初次國際審查建議「將『合理
調整』原則納入各項國家法規，並確保法律規

定拒絕合理調整即構成歧視…」（行政院，

2019）。然而，即便在法律保障下，在參與本
次調查的家庭報導中，仍可清楚看見偏見及隱

微歧視的社會心理環境如何構成學習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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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共有兩個主軸編碼。首先是「學習障

礙者人際互動的劣勢地位」。他們可能經歷不

同程度邊緣化感受、被排擠或被霸凌的經驗。

「…小三到現在小五國數去資源班…和同

學上課時間變少，覺得自己像班上邊緣

人。」(43A-145)
「對於人際淺規則，學障生有時較難去理

解這個團體運作的規則」(85A-291)
「讀書上，交友及與被霸凌及未來作及生

活上應如何做？」(8-A-22)
「小學、國中求學階段常被同學霸凌，取

笑白癡笨蛋。」(62A-215)
學習障礙學生與同儕相處情形可能是其整

體適應好壞的重要因素，人際問題和同儕衝突

可能帶來挫敗與困擾，甚至是違規問題（邱素

梅，2016）。促進學習障礙者的社會能力有助
於其「非學業自尊」，此為學習障礙青少年心

理健康所探討的重要層面（曾瓊禎、徐享良，

2006）。同儕社會支持增加，是預測學習障礙
者減少被欺凌、傷害、打架和憤怒等情緒行為

最重要的預測因素 (Rose et al., 2015)。曾瓊禛
與洪儷瑜（2015）指出學習障礙學生「社會情
緒」包含兩類適應困難：其一是受限學習障礙

核心缺陷，對社會情緒有關的訊息媒材，內在

處理歷程受影響，進而損害其社會情緒技能發

展；其二，以人際互動或人我關係的情境脈絡

裡，對接應社會訊息的運作歷程（認知處理、

行動反映、情緒調節）出現困難。當前研究重

視認知障礙學生社會技巧的提升，且不可否認

地，其社會知能的發展可能受到限制無法與同

儕相稱，在人際互動上可能逐漸落於劣勢的地

位；然而，卻罕有研究探討同儕對學習障礙者

偏見的形成與隱微歧視現象。

另一個是「教職人員同為因果的知能不

足」，包括：缺乏對學習障礙的理解以致延誤

鑑定，不具備教導學習障礙的專業，誤解學習

困難為不用功。

「 IEP會議，有些老師卻反映給家長應
該…如何教導，直接說明不會教導這類的

學生」(24A-73~74)

「…考進資優班，因為學習障礙而退班…

陸續出現睡眠障礙…老師也以記過方式來

面對作業遲交、缺席，目前休學中。」

(42A-142~143)
「某些方面的作業完成比較有困難…需要

兩三個小時，但校方無法理解，家長還被

要求要把作業看到對…」(15A-48~49)
「孩子因為閱讀速度慢，書寫困難，常會

被老師誤會，以為孩子不願意配合…」

(34A-118~119)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普通班教

師進行課程調整的情形，的確受到障礙類別、

教師理解學生需求的態度、認可調整需要性等

因素影響（張博舜，2016）；也有研究從家長
報導的經驗裡反思，接受診治標籤的學生不見

得能獲得更多寬容，有時可能是「豁免」老師

應有的調整責任（曾凡慈，2021）。家長可能
時常面臨孩子在校的問題行為被質疑是故意為

之，並不是有其他需求（曾靖芬，2008）；而
學校教職人員間缺乏特殊教育知能，導致特殊

教育學生在融合教育裡的進步受限，或衍生情

緒行為問題（周妤靜，2021）。
令人擔憂的是教職人員本身所持的偏見

與隱微歧視言行，先是對於學習障礙的知能不

足，認為自己瞭解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先入

為主認為學習障礙不需要學習調整，把低落的

學習表現更傾向單獨解讀為動機或態度，也可

能因此認為自己不需具備對學習障礙學生學習

困難本質的理解，或以「不懂」而推諉自己無

計可施。

四、隱藏的結構性阻礙

Simms 等人 (2015) 針對匹茲堡非裔男性在
種族平等上獲得經濟機會的研究，對於「結構

性阻礙」(structural barriers) 提出清楚的定義：
「結構性阻礙是指對某一群體形成不成比

例的阻礙，且持續與維持造成嚴重的不平

等結果。結構性障礙可以是有利於優勢群

體的政策、實踐和其他規範，但也同時系

統性地使邊緣化群體居於劣勢。」



特殊教育季刊
31

特殊教育季刊　民 111年　第 164期　第 23-36頁

教育系統裡優勢群體單一價值的僵化，以

致難容個體間多元性的面貌；對學習障礙者來

說，這導致學校裡就算有再多的特殊教育支持

系統，都可能遭遇不同程度、有形或無形的阻

礙。共有三個主軸編碼。首先是「特殊教育資

源不足」：學校提供的課程無法滿足需求、

特殊教育資源可能不足，以及支持措施制度

匱乏。

「沒有特教資源、資源班教學沒有成

就…」(56A-197)
「學校對學障不夠懂或認知狹隘，需要家

長自己大量吸收資訊，請教專家後提供學

校資訊，…學校資源也難以提供協助，…

調整提供資源且資源也有限。」 (54A-
174~175)
曾靖芬（2008）曾報導學習障礙母親耗盡

心力爭取與特殊教育主管機關對話機會，以確

認學障孩子的身分及需要的資源。針對家長感

受特教資源不足，筆者認為可能與無法從學校

得到專業支持，以及其學習障礙子女的學習調

整需求未獲得妥適回應有關。由於受訪對象皆

是協會正在服務或曾經服務過的家庭，對於其

學習障礙子女需求的倡議應具備一定的能力，

故整體學習障礙學生面臨的結構性阻礙，此困

境的現象可能更為普遍且艱難。

在筆者實務工作經驗裡，當相關利益者

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困難本質及學習調整需求產

生歧見時；這時再加上教職員與家長間互動摩

擦嫌隙日增；同時身為學校階層體制裡下層的

特殊教育教師，便很可能因本身專業不足，或

礙於科層體制中的位階，無法發揮特殊教育

專業角色的功能。這種情況下，學校便可能需

要系統外部的專業支援，整頓學校特殊教育團

隊的運作模式，或強化專業知能（周妤靜，

2021）。特殊教育資源不足是表象或是問題根
源？的確值得持續被討論。

第二個是「學校課程缺少可調整性」：重

通識課程，以閱讀為主流的學習。

「傳統高中、國中在教育環境上，仍以書

寫閱讀為本，故對閱讀書寫困難的孩子較

為不友善。」(61A-212)
「孩子在學習上有挫折感，家長在教學

上也有挫折感，因為在教育就是甚麼都

要閱讀，但孩子在閱讀上有困難」(80A-
267~268)
許多學習障礙學生仍陷在閱讀學習本位的

普通教育課程泥淖裡，而不是獲得支持他們參

與普通教育的補救或功能性課程。林幸台等人

（2019）研究調查 106 學年度臺北市高一學習
障礙學生，僅近三成參與學習策略課程，而社

會技巧或生活管理則皆在 15% 以下。
十二年國教課綱上路後，即便特殊教育課

程實施規範基本理念強調了：

「善用課程調整：重視課程與教材的鬆

綁，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彈性

調整課程之領域目標與學習重點…以規劃

及調整課程。」（教育部，2019）
然而，已有研究指出特教教師對課程調

整需要更多具體指導，教學現場也缺少範例；

需加強普通教師與行政人員的特教知能；教師

仍需與實務相關及課程調整之研習（施家琪等

人，2020）。近年國內論文研究則指出，普通
班教師對課程調整的困境達「普通困難」、

甚至「中等偏高」程度，最感到挑戰的面向

則為「學習內容」及「學習歷程」（張博舜，

2016；薛婉如，2018）。
綜上可知，學習障礙學生在參與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以及在普通教室裡獲得需要的課程

調整，仍有一段路要走。

第三個是「鑑定過程中的掙扎」，包含鑑

定歷程曠日費時，以及「標籤」身分的兩難。

「身分不明」時最為煎熬，當孩子進步又得擔

心特殊教育鑑定不通過，回原班須面對課業

及同儕互動壓力，普通教育提供的支持可能

不足。

「…孩子不想讓同儕知道自己是特殊吧！

再(也)不申請電腦作答，特殊考場的處
遇。」(14A-44~45)
「擔心孩子的進步，會讓學校與政府取消

相關的協助資源…，拿掉了療育資源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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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通班的課業，他所將面對的課業壓

力及同儕互動的關係造成的落差」(84A-
285~289)
「希望學校能積極確診…不要等到小三才

開始」(2A-7)
「很難排到醫院的治療課程，相關檢查及

需要大量請假」(54A-173)
Kirby (2017) 指出美國特殊教育存在隱含

的兩個假設，其一是根除身心障礙者的「不

正常」；其二是所有的特殊服務應該在單獨

環境中提供；並進一步指出美國當前教育機

構的措施讓學習障礙者被孤立永久化。張恒豪

（2007）指出，忽略障礙的社會文化面的結
果，使得特殊教育機制成為將障礙學生社會化

成障礙者的機制。當特殊教育身分有無與特殊

教育服務畫上等號，學生的需求高低並非被視

為連續性，不只學習障礙者，所有的身心障礙

學生與其家庭，都可能陷在面對「標籤」有無

的利弊中掙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提出學習障礙者及其家庭在融合教

育中持續面臨的挑戰有四個面向，首先是「學

習障礙的學習適應困難」。缺少及早妥適的引

導，學習障礙學生面對學習挫敗，導致出現情

緒困擾、缺乏與藥物共處的正向經驗，以及標

籤的污名――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衍生的

適應問題可能更為難解。第二個是「家庭承擔

的壓力與挑戰」，長期影響下，尤其是父母的

生活品質與心理衛生議題不容小覷。第三個是

「偏見與隱微歧視的社會心理環境」。教職人

員因理解不足，可能會認為學習障礙者沒有學

習調整的需求，低落的學習表現更傾向單獨解

讀為動機或態度；另一種狀況則是認為自己沒

有理解的責任而以「不懂」推諉無計可施。第

四個是「隱藏的結構性阻礙」，來自學校對個

體間多元面貌應對的僵化，可能大幅影響特殊

教育服務內涵與結果上的差異；更隱微不易

被清楚指認的，是對特殊教育所持信念上的

落差。

二、建議

（一）教育實務上的建議

從分析結果可見，在學習障礙者成長過程

中，與所處環境的交互影響構築著他們在融合

教育中持續面對的挑戰，針對此現象，筆者提

出以下教育實務上的建議。

1. 正視學習障礙者學習困難本質與學習動機的
交互性影響

缺乏學習動機是學習障礙學生普遍的共有

特徵，其學習特徵傾向成為被動的學習者，無

法積極地參與學習過程，常常在學習過程中表

現得意興闌珊、沒有興趣（洪儷瑜，2020）。
在教室裡，教師對於同樣表現出缺乏學習動機

的學生，能否有更寬廣的理解――正視學習障

礙者學習困難本質與學習動機的交互性影響，

與長期挫敗經驗下的習得無助感。

然而，他們卻常被期待，課程調整或教學

策略介入後，在短時間內要展現出對學習的興

趣，或立即改善學習問題，卻忽視其難以改變

的困難本質。當學習和生活任務的挑戰愈來愈

高時，「放棄」對學習障礙者來說，尤其是青

少年，是保護自己免於承認「我是個失敗者」

的最佳防衛。簡言之，從學習障礙者的學習表

現，歸因在其可控的學習態度或情緒行為問題

可能緣木求魚，對學生學習與自己的特質共處

也實無助益。

2. 因應發展遲緩孩童跌入學習落後的風險
許多在學前階段被鑑定為發展遲緩的孩

童，進入學校後仍有注意力、語言表達、理解

與較差的變通能力（陳羿伊，2016），具有成
為學習障礙的潛在風險。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2021）發現許多家長在發展遲緩兒女接
受早期療育的歷程中，只感覺到不停地「排

課」，此現象可能造成了家長將「早療」責任

歸在醫院與治療師。礙於法令，許多發展遲緩

孩童滿六歲後，退出醫院的「治療課程」，未

能受到增能或賦權的家長，面對仍有潛在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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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子女，無從評估也無法提供訓練支持，

加劇其子女進入學齡階段學習落後的風險。

此外，學校支援體系中相關人員（家長、

導師、學校人員、特殊教育教師）間常因錯誤

迷思和認知落差，影響彼此溝通與即時的支援

服務（陳羿伊，2016）。待學習障礙孩童學習
顯著落後時，學習困難特質才開始被關注，轉

介前介入、醫療評估到特殊教育鑑定常是關關

等待；家長在漫長的焦慮裡，可能感覺到孩子

需求延遲被滿足。早期療育是否只因應法令用

年齡一刀切開？家長是否都能承擔起一視同仁

的任務？這些無形的結構性阻礙，經常被認

為有替代方法可解決，卻始終存在著，無人

解決。

3. 探究融合教育困境現象背後的本質
過去幾十年，主管機關、學界以及家長團

體，戮力使特殊教育法規臻於完善。然而，在

筆者實務工作中，常耳聞縣市間迥異的做法，

甚至同縣市也存在著學校間的落差。其中一個

例子，是高中特教教師面對新生家長爭取如國

中的抽離課程時，可能僅化約地回應：「高中

只有兩個特教老師，一人組長，一人個管，也

沒其他資源」、「主管機關不准我們提供抽

離課程」；簡單幾句話便將家長提出的需求

拒於溝通門外，卻未提到學校可以因應的間接

服務、課程調整以及特需課程。這些時常發生

在教育現場的案例，或可解釋家長認為特教資

源不足的情形。所謂「特殊教育資源不足」，

究竟是經費不足？學校未落實法定的特殊教育

服務？抑或是其背後存在著無法被評估的結構

性阻礙？這可能不僅是學習障礙者所面臨的困

境，更可能是許多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每日所

遭遇到的挑戰。

（二）研究限制

此問卷調查採方便取樣，參與調查的家

庭皆來自臺北市或新北市，且皆為協會會員家

庭，對其子女教育情況有一定的了解程度，故

本文分析結果須謹慎看待，恐難擴論至其他縣

市的現況。

（三）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如本文前述，各縣市間融合教育存在差

異性，本文透過部分雙北家長的觀點，看見學

習障礙者在融合教育中仍持續面臨的困境。然

而，其他縣市的融合教育現場的狀況尚不清

楚，未來需要更多不同區域的研究，持續從家

長觀點報導其學習障礙子女在融合教育中面

臨的困境面貌，供主管機關作為政策擬定的

依據。

學習障礙者在融合教育中持續面臨的困

境，也可能是所有隱性障礙者的共同挑戰――

無法被直觀理解的核心困難，以及困難本質

與社會環境互動下展現的殊異樣貌。過去幾

十年，我國已以法規政策來落實融合教育，然 
CRPD 初次國際審查針對教育部分的結論性意
見，指出融合教育的諸多問題，究竟是根本性

問題？或問題僅為表象，其背後有更需被釐清

的本質？這些皆有待未來的研究或政策發展去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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