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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早期教育及早期療育對幼兒的重要性，Conti 及

Heckman（2013）的研究指出出生至五歲期間的教育將會影響未來的認知、社交

及情緒技能；簡淑芳（2007）認為三歲以前接受早期治療效果是在三歲以後的十

倍，因此臺灣各地越來越多早期療育的相關服務。根據特教統計年報指出，109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幼兒共計 23,709 人，其中接受學前巡迴輔導服務

的幼兒共計 18,895 位，佔了 79.7%，為最多幼兒使用之特殊教育服務（教育部，

2021）。 

但在偏鄉地區及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的孩童，往往因為交通與時間的限制，無

法接受治療，錯過了黃金療育時間。甚至許多需接受特殊教育幼兒進入幼兒園後，

才由幼兒園教師發現、通報。然而當班級中出現一位需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時常

常使得幼兒園教師感到人手不足（汪慧玲、沈佳生，2011），並且在特殊需求學

生出現行為問題時，幼兒園教師因為缺乏適當的特教相關知識感到手足無措，透

過與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合作與諮詢，更能解決特殊教育幼兒在校（園）所面臨

的學習困難（林怡慧，2018），由沈佳生及汪慧玲（2012）的研究中顯示，教師

對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需求相當高，因此更顯學前巡迴輔導的重要（黃荷婷，

2014）。故本文旨探討我國偏遠地區學前巡迴輔導實施現況及困境，最後將提出

結論與建議。 

二、我國學前巡迴輔導實施現況 

我國《特殊教育法》第 10 條指出，「學前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學生應以就

近入學為原則」，也因此融合教育為目前特殊教育安置趨勢（孫瑋英，2000），

受到法令規範與教育思潮的影響，融合教育也延伸至學前特殊教育（林怡慧，

2018），因此越來越多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就讀，為幫助就讀普通班的身心

障礙學生也能獲得特殊教育的服務，各縣市政府擬定不同的法規、計畫，使學前

巡迴輔導教師服務任務及內容更加明確。筆者蒐集全臺八縣市政府所訂定學前巡

迴輔導教師主要的服務任務及內容涵蓋，(1)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2)教學執行；

(3)提供教師教學輔導策略；(4)協助相關服務的申請；(5)提供家長及班級教師諮

詢；(6)提供家長親職教育；(7)特教宣導；(8)協助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之轉介安置

與鑑定；(9)特殊教育之推廣（黃荷婷，2014；嘉義縣政府，2010；桃園縣政府，

201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2002；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苗栗縣政府，2005；
基隆市政府，2007；彰化縣政府，2003；雲林縣政府，2004），學前巡迴教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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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內容廣泛被期待賦予多元功能角色，不單提供身心障礙幼兒直接教學，服務層

面還擴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及班級教師。 

羅美珠（2009）研究結果發現將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施的問題與困境列舉八

項：(1)教師專業能力的問題，因服務的內容多元，因此常有巡迴輔導老師專業

能力不足的相向；(2)服務對象類別多、人數多、差異性過大的問題；(3)交通往

返耗費時間的問題，巡迴輔導教師的服務是跨校，甚至是跨鄉鎮的，因此交通往

返需花費許多時間；(4)因應不同學校、不同學生的時間考量，常有排課的問題；

(5)學校的行政人員、 導師、家長配合度不夠的問題；(6)人際溝通的問題，巡迴

輔導教師所需面的人員包括源班教師、學生、家長、行政人員甚至是治療師，因

此巡迴輔導教師成為各專業人員間的溝通橋樑，若溝通不良則造成資源整合的困

難；(7)學生接受服務的時間不夠；(8)與普通班老師合作的問題，原班教師配合

度低與巡迴輔導教師常有理念與做法不同的情況。 

三、偏遠地區學前巡迴輔導現況 

105 年教育部為實踐教育機會平等原則，確保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提出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條文中定義之偏遠地區學校，指「因交通、文

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部，2017）。」 

臺灣 22 個縣市當中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的偏鄉地區（remote 
areas）共有 67 處鄉鎮市區被定義為偏鄉（行政院，2015）。偏鄉地區常有交通

不便、教育資源不均的狀況，許多需接受特殊教育的兒童因路程奔波不便與移動

困難、隔代教養、雙親忙於工作等原因，而無法定期至醫院治療追蹤，甚至無法

確診為特殊教育幼兒，臺灣目前在各縣市皆有推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進入校園提

供輔導（汪慧玲、沈佳生，2011），但在偏鄉地區因路途遙遠、交通時間長與學

前巡迴輔導教師不足等原因，使得須接受學前巡迴輔導的幼兒遠比能接受學前巡

迴輔導的幼兒多。 

對於家庭和照顧者來說，在偏遠地區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的嬰幼兒提供專

業及資源支持非常具有挑戰性（Maximiliane, 2014），臺灣早期療育觀念已逐漸

普及（洪巧儒，2014），但偏遠地區的民眾，常因交通不便、醫療資源缺乏、隔

代教養問題或監護人不在身邊、專業知識不足等問題嚴重，加上家庭社經地位不

利、家長教育概念及責任感不足，影響家長帶幼兒評估及就醫的情形，進而影響

兒童取得補助之身份，延誤治療及接受特殊教育時間。（林宜靜，2015；廖慧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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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偏鄉孩童及家庭，能擁有更良好的特教資源、且無須舟車勞頓前往特教

資源更為發達的縣市，科技部發起「偏鄉早療實驗計畫」，此計畫由「臺灣公益

社會實踐協會」提案，期望透過科技改善早療家庭生活品質、解決偏鄉交通不便

等問題，計畫中採用 VR 虛擬實境技術以及穿戴式感測技術，研發一套可在家中

或社區據點進行的復健訓練系統－「虛擬復健教室」，並透過雲端系統、視訊晤

談、線上教學等建置，給予孩子與家長協助，運用科技打造專屬資訊平台、設備，

協助早療孩童進行復健，減輕孩子與家長負擔。 

四、結語 

綜上所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對於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之兒童的重要，然而

偏遠地區的特教資源稀少，巡迴輔導教師因為路途遙遠能服務的對象有限，因此

許多兒童及家長須經過長時間的等待，甚至長途跋涉至醫療、特教資源豐富的縣

市接受治療，為使偏鄉須接受特教服務之兒童及家長擁有更好的特殊教育品質，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區域責任劃分確實：依據各鄉鎮作為巡迴輔導教師的責任劃分，減少巡迴輔

導教師通車的時間，精算服務學校、人數、障礙類別及距離。 

2. 增加巡迴輔導教師人力：僅管偏鄉地區需接受特殊教育之幼兒與都市相比少

了很多，但校與校之間的距離遙遠，教師通車時間長，能服務的幼兒少，增

加人力後能使更多學生獲得特教資源、且能增加學生接受巡迴輔導的節數。 

3. 增加學前特教教師：融合教育為目前特殊教育安置趨勢，多數學前身心障礙

學生被安置於普通班中，甚至有許多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幼兒是由幼兒園教

師篩檢出，擬定相關法規規定幼兒園中需至少有一位具備特殊教育背景之教

師。 

4. 運用科技縮減距離：臺灣目前唯有臺灣公益社會實踐協會發起的科技突圍計

畫，將科技帶入偏鄉早期療育、巡迴輔導等服務，但此計畫仍處於實驗階段，

期望未來「偏鄉早療實驗計畫」可以拓大並拓展至臺灣各地，使所有身心障

的孩子、家長、治療師與教師等皆可使用，使早期療育更加普及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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