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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多元化的安置，逐步朝向融合」是現今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但要如何同

時兼顧一般幼兒與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權益，往往是學前普通班教師的一道難

題，而「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簡稱 UDL）正好可以

提供一個課程設計的解決方案。更早之前，吳淑美（1996）曾提出「多層次教學」

（multi-instruction）的概念，意指「在相同的課程設計中，讓學生擁有不同的學

習方式，教師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並能接受不同的學習

成果」。多層次教學強調尊重個體差異，讓特殊需求幼兒能從中感受到參與感與

成就感，即使只有「部分參與」也能達到各自的學習效果，不管是多層次教學還

是全方位學習設計，其共同精神均為「個別化」。 

學前融合教育指特殊需求幼兒與典型發展幼兒在自然情境下一同學習成長，

教師提供幼兒所需的支持，使幼兒能充分獲得學習與互動的機會（洪苡禎，2016）。

特殊需求幼兒在融合班中的優點是有更多機會與同儕互動，有一般幼兒作為學習

模仿對象，也能減少負面標記；缺點是課程以一般幼兒為主，若學生數較多，學

前普通班教師在缺少特殊教育專業及行政支持下，會無法兼顧所有幼兒的學習，

教師也會花更多時間在處理特殊需求幼兒的偏差行為（林佳靖，2019）。 

課程參與的第一步是幼兒能夠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互動，這對於一般幼兒而言

問題不大，但對於感官、認知、肢體有障礙的特殊需求幼兒，在參與學習過程中

可能就會面臨重重阻礙。全方位學習設計是為所有人設計的彈性課程，在學前融

合教育應用目的是幫助每一位學前幼兒都能適性學習。 

二、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 

美國特殊教育協會定義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是

指教材與活動設計能使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達成其學習目標，無論學生有聽、說、

讀、看、行動、寫字等能力的差異。全方位學習設計應隨時保持彈性，提供不同

能力的學生替代性與選擇性，以符合其學習需求，其特色包括：提供多元表徵的

學習路徑（multipl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提供多元表達的反應方式（multiple 

means of expression）、提供多元參與的動機誘因（multiple means of engagement），

讓教學、課程、評量均保持彈性（鈕文英，2015；Center for Applied Special 

Technology, 2008），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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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多元表徵的學習路徑 

教師利用多種方式呈現教材，並以不同複雜度呈現，讓學生依自己的需求選

擇，並透過視、聽、觸、動等多感官方式學習，例如：教師透過簡報呈現教學內

容，因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加入視覺（放大字體）、聽覺（語音輸出）、觸覺

（搭配平板或電子白板）等方式，提供學生需要學習的資訊。 

(二) 提供多元表達的反應方式 

讓學生依自己的能力、喜好、作答方式來表達意見，也可以善用多媒體來展

示他們學習的成果，例如：語言溝通障礙學生使用溝通圖卡、平板式溝通輔具或

眼控滑鼠等溝通與電腦輔具來表達想法、陳述意見及回答問題，以參與課程活動。 

(三) 提供多元參與的動機誘因 

因為學生的期望、動機、先備知識均不相同，教師應該讓課程內容盡量保持

彈性，讓學生可自行決定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及學習速度，例如：教師提供特殊

需求學生感興趣的課程主題及難度適中的內容，支持特殊需求學生在普通教育環

境下維持學習動機，並積極參與學習。 

三、全方位學習設計在學前融合教育的應用 

小玉（化名）是一名徐動型腦性麻痺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其同儕均為典

型發展的幼兒。小玉剛入學時，因全身癱軟，無法自主移動；當他有話想說時，

常用伊伊嗚嗚的聲音來表達，雖然有強烈的溝通意圖，但無法開口說話；在手部

功能控制上，他的右手雖然可以握拳或伸出手指，卻無法操作太小的開關。 

小玉雖想跟其他發展正常的幼兒一起參與活動及遊戲，但因有限的肢體控制

及表達，常讓他只能看著別人玩。Y 教師（化名）在了解小玉的身心狀況及限制

後，主動與筆者服務的單位聯繫，希望透過輔助科技的評估及介入，幫助小玉有

效參與活動。 

筆者透過實地觀察及訪談，發現 Y 教師的教育理念，與全方位學習設計強

調的三項原則不謀而合，茲將觀察結果分述如下。 

(一) 提供多元表徵的學習路徑  

Y 教師在幼兒園中使用不同的材料、工具設計教學活動，讓小玉能依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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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進行操作。在精細動作方面，Y 教師利用髮圈讓小玉練習套圈圈；在閱讀方

面，Y 教師使用握把及黏土自製翻書器，讓小玉可以握著翻書器自行翻閱書籍；

在移動方面，將腳踏車的踏板拆掉，讓小玉可以使用雙腳踏地隨意移動；在擺位

方面，使用巧拼及木板自製擺位椅，讓小玉可以坐著與同儕一同參與學習；在溝

通方面，Y 教師提供絨布條、語音溝通板、注音符號拼音板等方式，讓小玉循序

漸進的練習使用各種符號與輔具與外界溝通。 

(二) 提供多元表達的反應方式 

Y 教師讓小玉依照自己的能力及喜好選擇溝通方式。在牆上貼絨布條，上面

書寫文字，小玉可以去撕絨布條表達基本需求；在腳踏車前方放語音溝通板，讓

小玉可以使用大拇指按壓語音溝通板上的格子，透過事先錄製的語音，例如：我

可以加入嗎、你真棒，來參與社會性的活動；教師自製注音符號拼音板，讓小玉

練習在拼音板上將想法一字一句的表達出來。 

(三) 提供多元參與的動機誘因 

在幼兒園內有各式各樣的活動，Y 教師讓小玉自行決定學習內容。有一段時

間同儕間興起繪本創作，Y 教師順勢推動，讓每位幼兒依自己想做的主題設計繪

本，小玉對這個活動非常感興趣，Y 教師分析繪本製作至少需要創作、畫圖、寫

字才能完成作品，故讓小玉負責創作，另外找兩名一般幼兒來負責畫圖及寫字，

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小玉完成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繪本。 

四、全方位學習設計在學前融合教育應用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融合教育是一種「關懷、接納、付諸行動」的教育實踐（陳玫如，2019），

特殊需求幼兒能進入普通班級，與一般幼兒共同參與各種社會性及學術性的活

動，建立一個教育能普及於所有幼兒的融合環境，筆者以 Y 教師與小玉為例，說

明全方位學習設計在學前融合教育應用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一) 困境 

1. 高師生比 

Y 教師所處的幼兒園共有三名教師及四十五名幼兒，平均一名教師需同時照

顧十五名幼兒，1：15 的高師生比，在課程內容的規劃上，若缺少全方位學習設

計的概念，常無法兼顧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的個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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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前普通班教師擔憂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及行政支持不足 

Y 教師本身具 18 年幼教教學經驗，秉持著多收一個障別就多增進一個專業

的理念，會主動尋求療育、輔助科技等資源協助小玉，亦能將全方位學習設計的

概念應用在學前融合教育中，幫助小玉與一般幼兒相處。但學前普通班教師普遍

擔憂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不足，無法妥善照顧特殊需求幼兒，在缺少專業及行政支

持的情況下，是否有能力以全方位學習設計的概念設計彈性課程，令人存疑？ 

(二) 因應策略 

1. 參與特教知能研習充實專業 

鼓勵幼兒園教師參與特教知能研習，了解全方位學習設計的理念、課程設計

原則、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特質及輔助科技在融合班中的應用。將全方位學習設

計視為適用於所有幼兒的彈性課程，即使高師生比，也能讓一般幼兒與特殊需求

幼兒均能從中受益。 

2. 提升多媒體的素養與教學能力 

傳統教學的形式比較固定，缺乏彈性，多媒體的使用亦有限，但全方位學習

設計則鼓勵教師運用多媒體設備作為設計課程的媒介，透過多媒體的圖、文、影、

音等資訊，讓特殊需求幼兒能透過不同的感官與路徑學習。 

3. 了解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特質與風格 

有的特殊需求幼兒是視覺型學習者，有的是聽覺型學習者或觸覺型學習者，

他們的學習動機通常較一般幼兒低落，在學習過程中容易有挫折，教師可多運用

多感官教學策略，讓特殊需求幼兒運用優勢感官去探索及學習，誘發學習興趣。 

4. 使用輔助科技支持活動參與及評量學習成效 

輔助科技是指可以用來改善身心障礙者生活的相關設備、服務、策略及介入

計畫（Cook & Hussey, 2002）。特殊需求幼兒藉由輔助科技設備與服務，可擴大

殘存的能力、繞過無法發揮的能力、補償較為不足或有待提升之能力（陳明聰，

2016）。因此，要實踐融合教育，除了使用全方位學習設計的原則調整課程外，

更應使用輔助科技支持學習，透過部分參與，達到學習效果。 

四、結語 

融合教育課程應依據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需要與普通教育課程間之差異決

定課程調整原則。為因應特殊教育幼兒之個別需求，應從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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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來實施課程調整，並提供學習過程中必要的支持性輔助。  

全方位學習設計就是「課程調整」，克服各項阻礙，讓幼兒可以有效參與課

程，對課程做出相對回應。為了使所有幼兒都能參與課程，教師必須有一個彈性

的課程框架，使不同需求及能力的幼兒皆可達到學習目標。為因應特殊需求幼兒

之個別差異，在教學實施、教材內容、評量方式均應保持彈性。除課程調整外，

應重視輔助科技的使用，提供一個無障礙的學習環境，減少特殊需求幼兒在參與

活動的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困難，才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將其學習潛能轉換為

實際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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