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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對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的影響： 
一位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的省思 

廖雅瑩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就業輔導組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教育部於 109 年 5 月 14 日發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實施期程為

六年，希望以達「接軌國際、鏈結全球」之願景，該願景由 100 年所頒佈之中小

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延伸而來，其原由皆為教育部發現社會、經濟與科技受到全球

化的影響，產生快速變遷，學校教育必須提升學生適應多元文化及因應瞬息萬變

的能力，期培養具有國際觀及競爭力的人才。在 108 課綱的核心素養中，「多元

文化及國際理解」能力即是為讓學生能夠順應時代脈動與符合社會需要，避免成

為全球化下的淘汰者。 

身為一名教師面對時代洪流下的教育改革、教學創新及觀念翻轉，本應依據

學生學習需求進行自我調整，才能與時俱進，持續造福學生，但對於一名教導身

心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教師而言，面對全球化帶給教學現場的改變，需時刻調整

教學方向外，更常面臨身障學生學習速度遠不及環境劇變速度所帶來的衝擊，尤

其對於本因障礙特質顯著須花費更多時間學習之中重度身障學生，影響甚鉅。 

二、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為打破全球各國原有疆界的過程，開啟經濟、政治、

文化等層面上的交流，透過大量技術和資訊間的流通，形成互賴、合作、聯盟、

競爭甚至侵略的關係，讓國與國之間的界限及人類接觸方式發生改變，進而增加

人跟人之間接觸的機會，彼此的距離不受領土實際遠近而受限，在互動了解中產

生連結，形成人我一家的「地球村」（林柏儀，2020）。全球化的觀察指標包括經

濟、政治及文化等面向，每個面向都有具體行動可供觀察，而每個行動必然產生

相對應的後果，下列依據各面向簡易敘述之（蔡錫濤，2020）： 

(一) 經濟面向 

運輸和科技的革命促進技術成長與流通，國際貿易成為全球市場的經濟主

流，形成國際分工和勞動人口遷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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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面向 

電腦資訊的發達與傳播速度，讓人權意識日趨普及，使國家主權逐漸削弱；

各國疆界的鬆動除了帶來跨疆界的環境汙染，也因資源的分布不均衍伸走私、跨

國犯罪的發生，凸顯國際間外交聯盟及移民政策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三) 文化面向 

最顯而易見的即是語言與媒體透過網際網路日趨全球化的現象，人們為了流

通的便利性，產生有共識的國際語言，也增加不同文化彼此融合和接納的機會，

直接造成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及娛樂方式的改變，但多元文化帶來的選擇

多樣性卻產生一致性及排他性的現象，使得特有語言及文化消失，全球朝向「西

化」、「資本主義化」，如何在這股「主流」中，兼顧國家人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三、 全球化對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的影響 

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因受障礙特質限制，在學習能力、生活適應能力、社交

能力及自我照顧上，皆須透過大量反覆的練習和跨情境的訓練，才能將習得的知

識和技能運用於生活中，下列就生活及教育兩個層面，探討全球化對中重度身心

障礙學生帶來的影響。 

(一) 生活層面 

全球化讓環境瞬息萬變，使得在社會「生存」的門檻提高，所需的知識量和

適應能力劇增，對於中重度身障學生而言，無疑雪上加霜，依據全球化的觀察指

標－「經濟面向」、「政治面向」及「文化面向」進行說明： 

1. 經濟面向 

全球化後人們遷移便利，產生國際移工，臺灣引進許多東南亞的勞動人口從

事長期照護的工作，因中重度身障學生在生活自理上有較多的需求，家長常選擇

申請外籍看護協助，以減輕照顧負擔，但因語言上的隔閡，學生往往無法與其互

動，原本家長能給予的教育刺激也隨之消失，家庭教育功能無法發揮。 

2. 政治面向 

全球化帶來的跨國界犯罪問題日趨嚴重，且手法越來越多元，身心障礙者常

淪為犯罪工具或是被詐騙的對象，融入社會的危險性提高，導致家長傾向將孩子

放置隔離的環境而不願走入社區，間接引起人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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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面向 

食、衣、住、育樂受到資訊媒體傳播影響，社會呈現多元文化的樣貌，也常

帶動特殊潮流的風行且變化快速，身心障礙者多半一昧模仿流行，卻又無法正確

區辨各項文化的差異，使其在團體中顯得突兀，造成融入的問題。  

(二) 教育層面 

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和第十條明文規定，

每位身障學生每年皆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該計畫須以團隊合作的

方式於開學前擬訂並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而計畫中的目標則為提升身障學生順

利進入社會獨立生活之各項能力。特殊教育教師即是為這一群異質性極高的學

生，量身打造符合個別需求的教育計劃撰寫者，同時為發揮自身專業規劃功能

性、實用性的課程，以提升身障學生獨立生活、減輕照顧者負擔及降低社會照顧

成本為目標的執行者。特教老師常須隨著環境、科技及文化的轉變，隨時更改教

材內容，才能達到教育目標，但在時間和學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常面臨「挑最

重要的教」、「來不及教」及「教育計畫臨時更動」的困境，以下分別就此三面向

說明之： 

1. 挑最重要的教 

融入這個社會需要具備非常大量的知識、情意和技能，且每一項都受到科技

日新月異、文化環境改變而隨時增減、淘汰和更新，因此，即使竭盡所能依據當

時的時空背景去推測未來所需的能力，將其列入教學目標中，仍常面臨「這是重

要的嗎？未來生活需要嗎？」的困惑，例如：網際網路的來臨，社交活動大量仰

賴通訊軟體，但通訊軟體繁雜，只能選擇當前最廣泛使用的軟體進行教導，並以

操作方式及互動禮儀為教學重點，但無法準確預期該軟體「普及度」的時限以及

使用軟體會衍伸的問題，故可能發生「學生終於學會但該軟體也沒落或停用」的

情況，抑或後續才發現學習使用通訊軟體時如何保護自己隱私的相關知識比操作

方式更為重要。 

2. 來不及教 

感受最深的莫過於 2020 年所發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因為

全球化導致疾病快速擴散，國家政策為因應這一波大規模的流行病，隨時頒布最

新的應對政策，例如：戴口罩、視訊教學等，其中視訊教學的執行是一大考驗，

首先，中重度身障生須透過實際操作及大量練習後才能習得相關技能，因此沒有

足夠的時間教導學生使用視訊教學設備，只能仰賴家長協助，但並非所有家長都

有足夠的資訊能力且每個家庭的資源不同，若與正常手足同時需要使用電腦進行

遠距教學，在只有一台電腦的情況下，身障孩子多半是被犧牲的那一個，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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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身障生的實作課程多於理論性課程，而實作課程所需的材料和設備，例

如：陶土、洗車機等，通常無法在家中取得，導致學習上的困難，另外，中重度

身障生的專注力短且選擇性注意力不佳，透過視訊軟體教學，要抓住學生的專注

力實屬困難，老師也無法及時給予肢體上的提醒，可預期產生教學成效低落的結

果。因此，在採遠距教學前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讓中重度身障生在老師的教導下，

適應該教學方式，這在實際教學現場難以執行。 

3. 教育計畫臨時更動 

教導中重度身障學生多半需要較多的人力，才能有效運用上課時間，滿足每

個學生的個人需求，故許多需要他人大量肢體協助的學生，家長會另外聘請外籍

勞工擔任主要照顧者，而這一群外籍勞工則是教師可妥善運用的人力資源，但該

人力並非穩定，常會受到聘期、勞雇關係或是其他因素而不存在，導致教學活動

中斷，需重新擬定可繼續執行的教育計劃。全球化使得勞工遷移頻繁，不僅流通

方便，可選擇的國家也日趨增加，目前台灣已出現無法如期聘請到外籍勞工的困

境，也發生外籍勞工逃跑等事件，這成為教學現場的變動因子，使得教學計畫臨

時更動的頻率隨之增加。 

四、結語 

從普通教育大力推動國際教育的潮流下，可知全球化引領著教育的方向，也

是未來發展的關鍵指標，而特殊教育一直扮演輔助身心障礙學生融入這股主流教

育的角色，但生活環境的快速變遷，讓原已疲於追趕的學生顯得更加辛苦，但另

一方面，若將多元文化所帶來的資源，運用在身障學生的教學上，則能創造不同

的教學元素，例如：與照顧身障學生的外籍勞工合作，進行跨國文化的教育，增

加學生對不同國家之風俗民情和宗教文化的認識，進而學習尊重與包容的重要，

抑或交流常用的東南亞語言，透過共同學習和各項活動以增進照顧者與被照顧者

的感情等，在帶給身障學生不同學習體驗的同時，也推行了國際教育，可算是另

一種收穫。綜合上述，特殊教育教師們需更富有彈性及敏感度，覺察和接納多元

變動的環境刺激，以期更準確的設計教學目標，讓身障學生得以順利適應社會生

活，同時結合身邊的資源設計更多符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活動，一起協助身障學生

面對瞬息萬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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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來不及教
	感受最深的莫過於2020年所發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因為全球化導致疾病快速擴散，國家政策為因應這一波大規模的流行病，隨時頒布最新的應對政策，例如：戴口罩、視訊教學等，其中視訊教學的執行是一大考驗，首先，中重度身障生須透過實際操作及大量練習後才能習得相關技能，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教導學生使用視訊教學設備，只能仰賴家長協助，但並非所有家長都有足夠的資訊能力且每個家庭的資源不同，若與正常手足同時需要使用電腦進行遠距教學，在只有一台電腦的情況下，身障孩子多半是被犧牲的那一個，其次，中重度身障生的...
	3. 教育計畫臨時更動
	教導中重度身障學生多半需要較多的人力，才能有效運用上課時間，滿足每個學生的個人需求，故許多需要他人大量肢體協助的學生，家長會另外聘請外籍勞工擔任主要照顧者，而這一群外籍勞工則是教師可妥善運用的人力資源，但該人力並非穩定，常會受到聘期、勞雇關係或是其他因素而不存在，導致教學活動中斷，需重新擬定可繼續執行的教育計劃。全球化使得勞工遷移頻繁，不僅流通方便，可選擇的國家也日趨增加，目前台灣已出現無法如期聘請到外籍勞工的困境，也發生外籍勞工逃跑等事件，這成為教學現場的變動因子，使得教學計畫臨時更動的頻率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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