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班服務經驗談融合教育 
 

馮淑珍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身心障礙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壹、 緣起 

 我是一位遊走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小學老師，在小學教書十五

年，期間當過級任老師五年，科任教師五年，啟智班老師二年，資源

班老師三年。從主修企業管理，轉到小學普通教育，再轉至小學特殊

教育。 

 在初任國小普通班教師時，第一次接觸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他在

我班上功課不好，但算是乖。在科任課時，科任老師卻認為很頭痛，

經常被老師處罰（同學說的），老師教起來很無力又很困擾。雖是這

樣，科任老師也從來都不向級任老師抱怨或求援。 

 教書的第一年，我下了決定：如果要在這個職場繼續工作，那進

修特殊教育就是必備的條件。幸運地，在第一年結束前即考上國小特

殊教育師資班第一屆，利用夜間進修上課。修過這個專業課程之後，

最大的收穫就是覺得普通班內每個小朋友，不管功課如何都很不錯。

在我的接納態度調整更佳後，老覺得教不會學生是我的責任，不是學

生的問題了。因此，我也開始關心起校內這些特殊教育學生就讀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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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情形，老師們聚在一起時，經常把這些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掛在嘴

上，很關心也很無奈，靠著互相加油打氣挨過年段。 

 直到教書第三年，主任找我去開辦資源班，才真正有很好的機會

更瞭解這個「融合教育」。走訪了幾個當時在特殊教育有特色的名校，

但是當時啟智班學生找不到普通班接納讓特殊教育學生回歸，而大部

分資源班則是把特殊教育學生抽離部分國語和數學課做補救教學。教

育局的規定很明確，家長的想法能免費補習當然很好，所以還不算真

正關心到所謂的「融合教育」。 

 能有特教機會應該很珍惜才對，但是卻因為學校行政上，採購經

費運用的過程不是公開透明，很多列在資源辦班開經費下的設備不能

周全，所以不成功變成仁而調校了。因此，開始覺得有錢的單位都很

齷齪，行政和教師之間並不是融合的一條鞭。 

 調到當年採訪特教口碑很好的學校，可惜只有音樂教師缺。凹了

三年，因為學校團隊多，音樂課遇到的這些班級都很不一樣，成績好

壞懸殊很大，在科任教師口中每年都有一些所謂的魔鬼班，還沒走進

教室老師已經先頭痛囉！這當中所謂的特殊教育學生並不會特別突

顯問題，比特殊教育需求學生更令老師困擾的每班幾乎都有。 

 終於啟智班教師有缺，教了兩年，啟智班學生無法透過學校行政

運作回歸，運用的都是老師自己私人的情誼，因從科任轉任，所以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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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深老師還願意接受我的請託。在進到啟智班教學之前，從來都沒

有學生回歸過，好令人覺得不可思議，原來上面的政策，下面的對策

距離是這麼大的，理想與實際差異，並不是一套評鑑就可以執行的。

兩個人共同經營的班級，觀念要很一致協調，好像也不是那麼容易，

所以多一位助理教師應該可以綜合一下，沒想到在特教的領域其實是

很封閉的，和普通班教師的互動幾乎等於零，內部若非運作良好，那

可以想而知，啟智班的特教老師成為一股無色無味的空氣，這麼孤僻

怎麼談「融合」？ 

 回普通班三年後，因教育局的規定，要修過特殊教育學分的老師

才能在資源班服務，所以我回到資源班。感覺當局逐漸重視特殊教

育，家長越來越懂得特殊教育的權利，就讀普通班的意願增高許多，

啟智班的招生人數有下滑現象。周旋這麼久，這次我真的有機會一窺

「融合教育」的真面目！ 

貳、 融合教育 

 定義：「融合」是種信念，乃是基於一個前提：所有學生有權在

他們所居住的地區接受免費的公共教育，即使對於障礙兒童，學校首

先要想到的就是容納他們於普通班接受指導，其次，學校和孩子的父

母合作訂定個別教育計畫（IEP），IEP 可能包含其他相關的服務，以

便提供適當的機會使孩子能達成所預期的學習目標。基本上，融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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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乃採取一元的教育系統，教育的對象是班級內所有具特殊需求的學

生，包括輕、中、重度障礙者，而由普通班教師、特殊班教師及相關

專業人員協同合作，分擔責任，共同完成教學工作。在美國全國教育

改造與融合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 , NCERI , 1994 ）曾針對各州實施融合教育進行調查，

對教育領導者諮詢中得到：融合教育是一種對所有學生（包括重度障

礙者）在鄰近學校提供學習環境，使其能有效地接受均等教育的機

會，並能有支持性服務，使學生爾後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蔡明富，

民 87）。因此，對於融合教育的意義，可歸納為下列幾點： 

1. 就系統而言：打破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分離的二元教育系統，

採取一元的教育系統。 

2. 就融合對象而言：是班級中所有特殊需要的學生，不只限於特

殊學生。 

3. 就障礙而言：包括重度，中度，輕度等障礙學生。 

4. 就安置而言：融合教育是指安置於住家附近的普通班級中。 

5. 就教學而言：提供特殊兒童個別化教育方案和適性教學活動。 

6. 就協助而言：特殊教育和相關協助進入普通班級中，協助普通

班教師。 

7. 就合作而言：特殊教育、普通教育和相關專業人員之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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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協同合作與責任分擔的關係。 

8. 就目的而言：不只重視特殊學生的學業成就，也強調社會化的

能力和態度。 

 根據英國融合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udies on Inclusive 

Education of United Kingdom）的研究指出，融合教育是人們的權利，

也是好的教育，同時可以建立良好的社會觀念（DfEE，1998）。所以，

該中心提出以下十個融合教育的理由，個人認為這也是我國實施融合

教育的有力原因： 

1. 所有的孩子有一起學習的權利。 

2. 孩子們不該被歧視而被拒絕或排斥；不該因為身體的障礙或學

習困難，而遭受拒絕或排斥。 

3. 成人的障礙者闡述自己是特殊學校的殘存者，並要求結束隔離

教育。 

4. 沒有任何合法的理由可以隔開孩子們的教育。孩子們屬於彼

此，可以吸收彼此的優點和好處，他們需要彼此保護。 

5. 研究顯示融合教育下，孩子們的學習和社會表現得更好。 

6. 隔離學校可以提供的教學和關懷，普通學校也可以。 

7. 融合教育提供較有用的教育策略，可以給予協助和支持。3 

8. 隔離教育會讓孩子害怕、無知，並產生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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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以建立社會關係和為進入主流社會

作準備。 

10. 只有融合教育可以減少害怕，並建立友誼、尊重和瞭解。 

 目前國內就讀於普通班的身心障礙學生，其接受特殊教育的方式

有以下三種： 

1. 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部份時間在普通班與一般學生一起上

課，部份時間到資源教室接受資源教師的個別指導，希望特教

學生在這種安排下，發揮最大的潛能，並發展社會適應能力，

順利在一班學校就讀，安置型態包括語障資源班、身心障礙資

源班、學習障礙資源班等。 

2. 巡迥輔導：指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中，但由經過訓練

的巡迴教師機動地巡迴有特教學生的學校，對特教學生提供直

接服務，或對教師、家長提供諮詢等間接服務。 

3.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指身心障礙學生就讀於普通班，但需要

接受除資源班級巡迴輔導之外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依據評

估復設計個別化的教育計畫，提供該生所需要的特殊教育、復

健治療、教育輔助器材、無障礙環境或行政支援等直接或間接

協助。 

 在資源班上課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雖然大部份時間與普通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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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一起上課，但在課程上並未因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需要而調整，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只有在抽離普通班到資源教室時，才安排補救教學

(特教服務)。融合班的學生則是全部時間在普通班，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並不抽離原班教室，特殊教育服務直接在普通教室進行。而且課程

和評量方式都經過調整，以使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得到滿足。所以二

者最大的不同在於課程是否針對特殊教育學生有所調整。 

參、 隨班服務 

 在釐清「融合教育」後，融合就是讓特殊教育專業教室進到普通

班教室去，這是資源班轉入融合的開始。所以，融合的第一步：普通

班教師與特教教師和治療團隊要能協同合作，共同完成學生課業學

習。在普通教育師資養成時，認為教育是很專業，沒有人可以去侵犯

他人的專業，所以特教教師要和普通班教師進行課程上的協調或進到

班級去進行教學時，顯然在技術上得先克服心理的障礙。 

 有機會進到班級服務，也是經過和級任老師幾番的溝通，達成某

些共識後進行，所以普通班教師提出有限制的條件：只在某種課程，

固定在某一堂課，有一定的期間非無限期，只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不干涉教學課程。所以我的隨班服務對特殊教育學生是直接的且

未調整課程，課後提出建議給普通班老師，經過兩年四個個案，發現

普通班教師面對融合教育實施有很多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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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普通班教師對實施融合教育的困擾，以下列出透過我的觀

察和普通班教師的訪談綜合資料，普遍覺得：(1)個案影響同學上課

的氣氛；(2)常常讓老師費很多心思來留意其行為，教師課堂上無法

同時兼顧所有學生的學習；(3)作業和作息都無法和全班一致；(4)影

響其他同儕之間的學習；(5)家長的配合度不夠；(6)自認專業不足，

無法進行特殊需求的教材準備；(7)同儕的協助因案主人際關係欠佳

而降低；(8)在小組的學習找不到願意和個案同組的同學，又不能因

此都不進行小組教學；(9)不管在大群體或小群體都因案主之行為問

題干擾教師教學，而無法見建立和一般生相同標準的常規要求。依常

理應該逐漸轉好，但事實又非如此，常常是難以改善，一再重複；(10)

教師覺得自己特教專業不足，產生疑惑而壓力好大有挫折感。(11)新

轉入或非特殊教育學生中，需特別輔導的個案也不少，常有蠟燭兩頭

燒的難處；(12)無法符合家長的期待與要求；(13)個案在課業上根本

無法跟上普通班學習進度；(14)個案對於普通班課程內容聽不懂而且

不感興趣，上課態度不專注。 

再談談普通班教師因應困擾常使用的策略：(1)小老師協助抄聯絡

簿，完成在校的學習；(2)調整個案作業，減少量並鼓勵完成；(3)聯

絡家長協助完成功課或改善問題行為；(4)設特別獎勵制度，請全班

合作；(5)抽空一對一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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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教師在接到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後態度上的調整，從一開始

的緊張，不知所措，透過溝通瞭解，逐漸接納，調整並產生因應策略；

從不知如何尋求協助，轉為尋求資源，透過資源班，輔導室，在到社

區醫院，透過社工或治療師得到更多得資訊，嘗試與家長溝通，期待

特殊教育學生能有所幫助，努力程度從熱衷到挫敗的灰心嘆氣搖頭。

當然安置適當班級者例外，普通班也有教師很有教學經驗，雖然並非

透過特別的特教訓練，從多年的個案累積出心得，都能得心應手，並

不需要特殊教育專業教師的協助，個案在原班即受到相當成功的融合

過程，但這種機會和案例並不多。普遍教師自動與主動接受個案在班

上的很少，行政誘因只是班級學生總數減少兩名，更是沒有教師會因

此而有意願接受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以落為抽籤決定，心態上並非

完全的準備好了。 

肆、 省思 

 透過勇於接受隨班服務教師的第一步，讓基層教師的困擾和惶恐

得以讓當局知道，已經是難能可貴，也因此，更需要全面性的讓普通

班教師接受這個教育的新趨勢，並不是困擾很多就不用面對融合教

育，而是要透過提出問題來解決問題，鴕鳥心態是不容許容存在的。 

 教育的環境隨時在改變，沒有一套因應之道可行下，全面性進行

融合教育仍有很多空間有待努力。雖然在學術界已經把實驗進行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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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如荼，也證實融合教育的可行，社會多元的受益，但政府政策似乎

慢了半拍，法令未修正、特殊教育專業師資訓練、特殊教育課程設計

的需求、專業社工和治療團隊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廣泛的大眾接受的

程度，全民教育改革要得到應有的共識，否則徒增障礙。 

 教育改革的思潮總是牛步化，原因無他，我們還沒準備好，準備

的過程是否周全？執行是否達成效？政策有無配套措施？都會影響

最基層的教育單位教師，誰是基層教師最後的後盾？「有功無賞，打

破要賠」的功利社會下，對自己負責成為最大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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