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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之特教班實施 

融合教育活動之成效與困境 
林書帆 

中原大學研究生 

 

一、前言 

幼兒園之特教班亦稱為學前特教班。學前特教班以招收中、重度特殊幼兒為

主，其設立目的為滿足學前特殊學生的教育需求，但從特殊教育的觀點來看，特

殊幼兒不應完全在隔離的教育情境中接受教育，而應盡可能讓其有回歸或安置在

普通的班級中的機會（何東墀，2001）。因此，即便特殊幼兒已安置在隔離式的

特教班中，仍有其參與普通班學習之需求。目前國內在學前融合教育的實施方

式，除了幼兒園中融合班有特殊幼兒，為了讓特教班幼兒也能有融合經驗，因此

也需要安排融合教育活動。 

作者為學前特教班正式教師，任教期間以來，每年皆會替特教班中的特殊幼

兒規劃融合教育活動。作者會邀請普通班幼兒到特教班進行反回歸的遊戲活動，

或是讓特教班幼兒部分時段參與普通班的學習區活動、主題課程活動、晨光活動

與全園活動等等。對特教班幼兒實施融合教育後，一開始確實難以看出融合教育

對於孩子的影響，但其參與了五次、十次至無數次的融合活動後，就會發現融合

教育帶來的感動。然而，在融合教育活動開始前，並不是每次的融合活動邀請都

是如此順利，有時也會聽到普幼教師會量其特教知能、一般幼兒能力、課程進度、

人力資源等等，而婉拒共同實施融合教育活動。故本文以文獻分析方式整理國內

對於學前特教班幼兒實施融合教育活動之成效與困境，進而瞭解融合教育活動對

學前特教班幼兒的重要性與實務現場之狀況。 

二、 特殊幼兒就學安置情況 

學前教育階段的特殊幼兒在就學安置方面，可分為一般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

兩種就學方式。而目前學前階段的特殊幼兒以一般學校的安置方式進行就學為

主，此種就學安置方式，能有機會與一般幼兒接觸與互動；然而採特殊教育學校

的就學方式，則是較隔離的方式進行安置，此部份則佔少數。可見學前特殊幼兒

的就學安置方式，已逐漸趨向於一般學校就讀，較少將特殊幼兒集中安置於特殊

教育學校來進行教學。因作者為公立國小附設之幼兒園特教班教師，故以下主要

呈現一般學校身心障礙類學前教育階段之特教班與特教班幼兒數據。  

    依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00；2010；2020）資料顯示一般學校身

心障礙類學前教育階段班級設置，包含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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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與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國內在 89 學年度到 109 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級數

從 117 個班增加至 176 個班。而在一般學校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前教育階段學

生安置類型，包含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普通班接受特教

服務與其他（床邊教育）安置。國內在 89 學年度到 109 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

學生人數從 649 位增長至 1,289 位。顯示國內之特殊幼兒安置於學前集中式特教

班的人數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由此可知，仍有許多被安置於隔離的學前特教班幼

兒需要融合教育的機會。 

三、 特教班幼兒參與融合教育實施成效相關研究 

    廖又儀（2006）曾分析國內學前融合教育之文獻，其中提及融合教育對於對

特殊幼兒有所益處，包含促進同儕互動與社會能力的發展以及發展與學習能力。

然而作者在搜尋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成效文獻時，發現國內在針對學前融合

班之融合教育成效為大宗，對於學前特教班之融合教育成效研究相較少了許多，

而其中探討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之特教班幼兒融合教育成效作為研究僅有數篇

文獻，以下詳述：  

王天苗（2001）研究一所公立幼兒園之相關人員，其運用教學支援建立融合

教育的實施模式，將特幼班轉型成學習中心並將特幼班幼兒全時段安置於融合

班，研究顯示在沒有特教資源的情況下，義工對於特殊幼兒有更直接的幫助，而

有特教資源的情況下，特殊幼兒能接受普特教師、專業團隊與義工的協助進而提

升能力。 

陳麗卿（2008）透過觀察一位中度自閉症幼兒在普通班部份時段融合，於研

究中期發現，特殊幼兒的人際關係透過同儕學習獲得改善；後期階段特殊幼兒在

注意力、干擾行為與打人行為亦有改善。 

謝欣瑜（2008）採用行動研究法探討一位自閉症幼兒部分時段融入普通班學

生，研究發現透過結構化教學能有效促使自閉症幼兒適應普通班級中的作息。 

石富娟（2010）研究一位腦性麻痺幼兒在普通班部份時段融合，研究發現其

經過特教專業團隊的協助，再加上普通班角落的融合活動，提升了認知、社會互

動和動作能力。 

歐麗娟（2017）研究對象為兩位極重度障礙幼兒與四位一般幼兒，採取反回

歸的融合模式，邀請一般幼兒到特教班進行融合活動，研究顯示能有效提升特殊

幼兒對人際互動回應的表現，也改善了嗜睡、排斥動作協助與流口水的狀況。而

一般幼兒則增加對特殊幼兒主動協助以及接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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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大部分研究對象皆以特教班幼兒為主，包含自閉症與

腦性麻痺幼兒，而歐麗娟（2017）除了以極重度障礙幼兒為研究對象更包括一般

幼兒，僅王天苗（2001）以一所公立幼兒園之相關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全部的研

究皆採用質性研究法，深入地探究學前特教班幼兒實施融合教育之成效。另外，

在融合模式的部分，特教班幼兒參與融合教育多以部分時段融合為主，另也有全

時段融合與反回歸的方式。特教班幼兒雖然障礙程度較嚴重，但實施融合教育後

也能增進環境適應、認知、社會互動、動作機能或改善負面行為之能力，其中在

特殊幼兒提升社會互動與改善負面行為的能力，更是多數研究之結果。由此可

知，若能適當為學前特教班幼兒安排融合教育活動，對於特殊幼兒的學習與發展

有幫助。 

四、 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困境 

雖然對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有上述的優點，但在真正實施時卻會碰到許

多的困境。因國內學者對於研究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議題較少，作者僅在臺

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找到三篇與本文相關之文獻，以下詳述： 

黃惠雯（2009）訪談三位特幼教師與兩位普幼教師，研究發現普幼師缺乏特

教專業知能與無法將特殊幼兒視為班級學生、普特教師對彼此的態度為不認為他

們是「同一群」，會過度區分工作任務；普特教師對教學主導權認知不同、雙方

缺乏共同討論計畫的時間；缺乏行政人力與資源支援。 

張寶倫（2011）訪談八位特幼教師，研究顯示普特教師因融合教育產生壓力；

特教班幼兒對普通班幼兒學習造成干擾；普通班課程不適合所有特教班幼兒參

與；人力資源不足、特教班幼兒參與普通班學習會影響普通班招生。 

陳燕靜（2016）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選取八位普幼與兩位特幼教師作為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為普幼教師主教與特幼教師協教的合作模式，造成雙方教師壓

力、普特師缺乏共同備課與檢討的溝通機會，且欠缺站在對方角度思維的能力；

融合課程偏向團體教學，普通班主題課程被中斷，而特教班課程被限縮、融合時

數少，普幼和特幼師生對彼此的了解有限；行政支援不足，幼兒融合人數過多，

教室空間狹小。 

綜合以上，國內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可能遇到困境包括以下四點： 

1. 教師方面：普特教師雙方對各專業領域知能不了解，在合作實施融合教育易

產生壓力。 

2. 課程與教學方面：普特教師對教學主導權認知不同，雙方缺乏共同備課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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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溝通機會，且會過度區分工作任務；融合課程以團體教學為主，因此普

通班和特教班原本的課程會被中斷與限縮；融合時數少，造成普幼和特幼師

生對彼此的了解有限。 

3. 學生方面：特教班幼兒對普通班幼兒造成干擾。 

4. 行政支持方面：幼兒融合人數過多，行政人力、資源支援與教室空間不足；

特教班幼兒參與普通班學習，會影響普通班招生。 

而其中兩位學者除了瞭解學前特教班參與融合教育之困境，亦針對問題提出

解決策略。黃惠雯（2009）提及普特教師需調整合作態度、善用家長入班協助與

行政適時調解與支援。張寶倫（2011）說明參與融合之因應方式分成三個階段，

以下詳述： 

1. 參與前：特幼教師主動的態度、訂定特教班幼兒學習目標、增進普通班家長

與教師對特教班幼兒的瞭解、事前教師雙方需溝通及討論、對幼兒的預告及

宣導以及商議融合的時間。 

2. 參與過程：普特教師之合作關係、針對特殊幼兒設計課程以及他準備方面，

如輔具、座位或服裝儀容等。 

3. 參與後：普特教師開會檢討、課程依據特教班幼兒狀況彈性調整，以及特幼

教師提升專業能力等。由此可見，普特教師雙方能有良好合作的重要性，其

餘策略也能幫助普特教師為特教班幼兒實施融合教育時，盡可能減少融合時

會發生之困境。 

五、 結語 

學前融合教育已成為特殊幼兒教育的趨勢，根據學者研究結果能發現對學前

特教班幼兒實施融合教育活動的益處，除了能提升特殊幼兒各領域之能力，也能

帶給一般幼兒同理心的學習。在教學現場中，作者相信也有許多學前特教班教師

會在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活動，但作法不一且毫無根據的設計活動或評量成

效，這樣對於學前特教班幼兒的學習成效有限，慎是可惜。況且在實施過程中仍

會碰到許多方面的困境，讓特教班幼兒的融合之路崎嶇不平。可惜目前多數國內

學者皆針對學前融合班融合教育作為研究，鮮少以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活動

進行探究，此文盼能引起國內學者對於學前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議題之關注，以

期能有更多研究能深入並廣泛的探討此議題之成效與問題解決策略，共同為特教

班幼兒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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