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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特質幼兒融合教育中適應之困境與建議 
吳美璇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前言 

自閉症者因為不善於與他人互動，就像是活在外太空的星星上，接收不到來

自地球人的訊號，而有「星星兒」這個暱稱。從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資料

顯示，2012 年到 2019 年臺灣自閉症者從 12,817 人增加到 15,439 人，自閉症盛

行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如圖 1。 

 
圖 1 臺灣自閉症人數統計圖 

筆者任職幼兒園教師十年內曾陪伴三位星兒成長，星兒的能力、個性不盡相

同，有的安靜內向，有的活潑好動，有的常有攻擊行為，這樣的極端差異讓筆者

在教育不同的自閉特質學生時常感到困惑，也產生不少教學困擾。在自閉症者越

來越多的情況下，筆者透過自身教學經驗分析自閉特質幼兒於學前融合教育之適

應問題所在，並提供建言。 

二、學前融合教育困境 

依教育部（2016、2017、2018、2019、2020）指出，學前特教學生總數五年

內增加 5,690 人，但是這五年特教師資總數僅增加 160 位，師生比已呈現失衡。

而與幼兒園息息相關的「不分類巡迴輔導班」，107 學年度 572 名不分類巡迴輔

導教師中有 115 人是代理教師，其中更有 64 人不具教師資格，佔代理教師五成

以上，融合教育支持服務資源參差不齊乃學前融合教育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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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臺北市公立幼兒園為例，普通班每學年須保留一個名額給特殊生就讀

（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2020），如名額不足以安置當年度所有特殊生，則

這些特殊生將以一般生身分進入普通班就讀。另外當年度的新生在入學後被幼兒

園教師發現發展異常進而提報在校生安置也時有所聞，也因此學前融合教育現況

常有一班兩位以上特殊生狀況發生。當班上需要特殊照顧服務的孩子增加，班級

學生人數沒有得到適當減免，幼兒園教師在保育照顧上疲於奔命、課程規劃顧此

失彼為學前融合教育困境之二。 

近年受少子化影響，許多幼兒園新生是家裡的獨生子女，平時少有機會與同

齡孩子相處，進到幼兒園學習團體生活時常顯得獨特性較高，例如無法自行穿脫

鞋襪、用餐、如廁；爭搶玩具、積木；肌力或反應能力不足常跌倒等，都需要教

師個別照顧。以目前幼兒園 3~5 歲班師生比 2:30 來說，教師除了要照顧班上的

特殊生，還要顧及越來越有個別性、獨特性的一般生，而顯得更加分身乏術，筆

者認為幼兒園師生比過高乃學前融合教育困境之三。 

三、自閉特質幼兒融合教育困境 

徐光興（2014）提到世界各國專家對自閉症共同的診斷標準有三種行為障

礙：(1)人際關係相互交流的本質性障礙。(2)語言或非語言交流以及想像活動的

缺陷。(3)活動和興趣範圍的顯著狹窄。 

筆者任教於幼兒園六年來陪伴過三位具自閉特質的幼兒成長，三位幼兒因為

自閉程度不至於到中或重度，因此在幼兒園的障礙類別皆為「發展遲緩」。以下

就筆者經驗分享教學中觀察到的自閉特質幼兒於融合教育之困境。 

(一) 無法參與課程活動 

在融合教育的班級裡自閉特質幼兒常以獨行俠面貌出沒，例如團體討論時，

眼神常飄向遠方，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聽課；自由活動時間總是自己一人無拘無

束，不會主動找同儕玩，也會避開同儕玩樂的區域。有時候老師在進行課程時會

試著把一般幼兒的課程用於自閉特質幼兒，但是對自閉特質幼兒來說有些內容真

的做不到時則會出現情緒障礙，如尖叫、自殘、過動坐不住等。 

(二) 過度的環境刺激 

自閉特質幼兒遇到新的環境刺激時，在感覺能力和適當的調解處理能力有缺

陷。當自閉特質幼兒在普通班進行融合教育時，要面臨其他 29 位 3~5 歲幼兒的

噪音轟炸與近距離的人際接觸，也因此自閉特質幼兒常會有反應過激的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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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摔東西、尖叫、推撞他人等，有些攻擊行為造成同儕受傷時，普通班老師須面

對一般生家長的質疑與不諒解，進而造成普通班老師的壓力。 

(三) 飲食問題與常規建立 

依據法國 IBSE 量表指出，自閉症兒童會有過動、不能容忍挫折及飲食問題

等表現。幼兒園是孩子建立生活常規、練習團體生活的時期，普通班老師為了建

立班級常規，會公平、一致性的要求幼兒要共同遵守，這時有自閉特質的幼兒便

容易成為班上的特例，一般生常會問為什麼他可以不用坐在團討區？為什麼他可

以不吃菜？為什麼他會一直亂打人？為了符應自閉特質幼兒的特殊性，老師常常

需要解釋為什麼會有特例，有時候做不到公平，班上的常規便漸漸失衡。 

綜合上述所言，自閉特質幼兒的特殊性使其在普通班如鶴立雞群般存在，擁

有自閉症的特質卻因為症狀可能沒有那麼嚴重而被判定為發展遲緩，普通班沒有

減免人數因而增加老師的重擔。此外，幼兒園課程活動的限制、教室環境的限制、

生活常規的限制對於自閉特質幼兒都是需要時間慢慢適應與磨合。 

四、建議與結語 

(一) 建議 

教育主管機關應落實融合教育減免學生人數之法規，提升融合教育品質。擴

大特教支持系統，例如增加特教助理員之時數與資格申請、增加巡迴輔導教師人

數等。在師資培育階段應增加特殊教育課程並實際入班觀摩、實習才能學以致

用。增加辦理特殊教育知能研習使教學現場之教師能有更多增能的機會。對於自

閉特質幼兒應更加審慎評估、安排其早期療育與融合教育之場所，避免自閉特質

幼兒不斷在適應環境而錯失提升基本能力之早療黃金期。 

(二) 結語 

早期療育的重要性隨著研究證實經驗和環境對個體發展結果的影響，而受到

大眾的肯定（許碧勳，2003）。幼兒園為早期療育之重要場所，筆者不斷摸索如

何與特殊生相處，嘗試依照每位特殊生的能力、個性、喜好給予不同陪伴方式與

教育。其中自閉特質幼兒令筆者感到最有挑戰性，但是每當看到他今天又進步了

一些，學會了新的技能，便又充滿成就感能繼續下一個挑戰。冀望透過筆者之分

析，能幫助現場教師理解自閉特質幼兒於學前融合教育之適應問題所在，並改善

幼兒園融合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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