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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特殊教育是一個複雜且多元化的領域，它主要關注那些在學習或發展方面需

要額外支持的學生，這些學生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特殊需求，例如：學習障礙、

情緒與行為障礙、身體或感官知覺缺損等。由於特殊需求學生需面臨的挑戰與一

般學生有所不同，教師必須運用特殊教育教學策略和方法，以確保這些學生的學

習需求可以得到滿足。 

從實驗教育角度來探討特殊教育議題可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和理解，實驗教育

方法在特殊教育中的應用，可幫助教師和學者專家們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和評估，

以找到最有效的教學策略和方法，並提升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成果和生活品質。 

二、我國特殊教育常見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模式 

特殊教育學生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是指在非傳統學校環境下，提供特殊需

求學生專屬的實驗性教育方案。這種教育形式可以提供更個別化、彈性及創新的

教學方式，以滿足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求和發展目標。 

在臺灣，特殊教育學生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有以下一些常見的四種模式： 

(一)教育訓練中心 

教育訓練中心是專為特殊需求學生而設立的非學校教育機構，例如：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立達啟能訓練中心、高雄市紅櫟樹日間照顧中心等。這

些中心提供專業的教育和訓練課程，並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個別需求進行教學和

輔導（黃慶齡、吳美霖，2017）。這些中心通常以小班制或個別教學為主，提供

較高度的個別化和專業化支持。 

(二)社區學習計畫 

特殊教育學生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也可以透過社區學習計畫來實施，例如：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伊甸基金會的無障礙生活節、國

際身心障礙者藝術巔峰創作聯展、忘憂草國際旅行社舉辦之愛心回饋協會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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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計畫通常與社區組織、非營利機構或專業團隊合作，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在社

區中學習、體驗及參與的機會（羅珮云，2010）。透過實際的社區活動和實務方

案，特殊需求學生可以發展社交技巧、生活自理能力及職業技能（羅珮云、鄭宜

佳，2010）。 

(三)在職實習和工作體驗 

特殊需求學生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也可包括在職實習和工作體驗，例如：

職場見習、職場參訪、職場體驗、工作坊等。這種形式的教育讓學生進入職場環

境中，實際參與工作和職業活動（莊素貞、袁東，2011）。透過實際的工作體驗，

學生可以學習職場技能、增強自信心，並將學到的知識應用於實際情境和職場

中。 

(四)在家教育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在特殊教育中的一個重要應用是在家教育，例如：持

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學生、重大傷病證明、資優生在家自學、非

自願原因無法到校且有在家教育之必要者等。在家教育是指特殊需求學生在家庭

環境中接受教育和學習的方式。這種教育形式可以提供更個別化、彈性及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體驗（黃榮真、洪美連，2004）。在臺灣，家庭可以選擇進行非學

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以滿足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家長可以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

合作，制定個別化的學習計畫，並提供針對性的教學和支持（葉瓊華，2011）。

在家教育允許特殊需求學生根據自己的步調進行學習，學生依據自身的能力和注

意力來安排學習時間，減少壓力和焦慮，進而提升學習效果。 

綜上所述，特殊教育學生與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有多種應用模式。教育訓

練中心提供專業的教育和培訓課程，以小班制或個別教學為主，提供個別化和專

業化支持。社區學習計畫則透過與社區組織合作，讓學生在社區中學習、體驗及

參與，發展社交技巧和生活能力。在職實習和工作體驗讓學生參與職場活動，學

習職場技能並應用所學。在家教育則讓特殊需求學生在家庭環境中接受教育和學

習，提供個別化、彈性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經驗。 

三、特殊教育學生在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模式之隱憂 

儘管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在特殊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它可以提

供特殊需求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和支持，且有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

相對應的教學策略和資源，更具有靈活性和彈性，實驗教育模式雖能夠根據學生

的需求調整教學計畫和學習環境，但在現實中仍然有其需要被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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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技巧與情感發展的挑戰 

特殊教育學生在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中可能面臨較少的社交機會，無法與

同儕互動和建立友誼關係。這可能導致他們在社交技能和情感發展等方面遇到困

難，缺乏與他人合作和互動的機會（鄭睦宣，2022）。由於缺乏與同儕互動的機

會可能限制了他們在社交情境中習得和發展這些技能的機會。他們可能面臨著適

應新環境、與他人合作、表達情感及解決衝突等方面的困難。 

(二)學術與知識學習的流失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可能無法提供與傳統學校相同的學業學習機會。學生

可能無法接觸到廣泛的學科和教學資源，缺乏多元化的學習經驗（洪詩雅，2022）。

這可能對他們的學術發展和知識素養產生影響。 

(三)專業團隊支持不足的可能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中可能缺乏充分的專業支持。特殊教育學生通常需要

特定的支持和教學策略，而在非學校型態中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專業支持和資源

（沈純君，2022）。這可能導致學生的教育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 

(四)社會融合的困難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可能無法提供與主流教育相同的社會融合機會。學生

可能缺乏與一般教育學生互動的機會，無法體驗多元的社會環境和面對各種不同

的人際互動（黃詩芸，2021）。這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社會認同感和融入感。 

(五)家庭壓力與負擔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通常會需要家長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提供教育支

持、監督學習進度及參與學習活動（簡沛如，2018）。這可能會給家庭帶來額外

的負擔和壓力，特別是對於缺乏資源和專業知識的家庭來說。 

綜上所述，雖然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對特殊教育領域有其重要性，但仍需

關注和解決相應的隱憂和議題，以確保特殊需求學生得到全面的教育和支持。 

四、解決隱憂之建議 

以下針對上述五點隱憂和議題，筆者提出相應的解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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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技巧與情感發展的挑戰 

可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更多的社交機會，例如：組織社交活動、參與社區服務

項目或成立屬於特殊需求學生的社交團體。 

(二)學術與知識學習的流失上 

與傳統學校建立合作關係，讓特殊教育學生有機會參與一般學校的課程或活

動，而並非只能選邊站，透過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和學習經驗，例如：利

用輔助科技、線上學習平台或專門設計的教材，滿足特殊教育學生在學習上的需

求。 

(三)專業團隊支持不足的可能 

可加強專業發展和培訓，提供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和相關特教專業人員所

需的知識與增能，並鼓勵合作與資源分享，建立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間的合作網絡，

以利彼此共享資源。例如：可利用視覺巡輔教師協助視障學生、情障巡輔教師協

助解決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 

(四)社會融合的困難 

可建立共同學習的機會，促進對特殊需求學生的理解和接納，例如：透過教

育活動和宣導工作，提升整個社區與環境對特殊教育的認識和支持。 

(五)家庭壓力與負擔 

可提供家長支持和資源，例如：家長培訓課程、家長社群網絡或專業諮詢服

務，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特殊教育的挑戰，並與相關單位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可讓家長能夠參與相關活動，以利與相關專業人員合作制定和實施學生的教育計

畫。 

以上這些建議旨在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在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中更好的支

持和機會，以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和社會融合。同時，也需要政府、教育機構及

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為特殊教育提供更多資源和支持，以實現具有包容性和多

元化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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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在特殊教育中有其獨特的優勢，合適的運用確實可以

帶給特殊需求學生更適切幫助，透過教師給予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支持計

畫，針對個別差異提供相對應的教學策略和資源，也能有效幫助特殊教育學生的

學習。 

但同時也需要注意若特殊教育學生長時間處於在家教育的狀態，社會技巧訓

練、社交互動機會相對較少，在學科上的學習與多元知識的接觸也有可能會受到

侷限，應時時注意學生是否會因此無法得到充分支持。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在特殊教育中有許多值得關注的發展方向，需要努力

增加特殊教育的教育資源，包括專業支持、教材資源及教學工具，以提高學生的

學習成效和教育品質。進一步探索和應用教育科技，可以為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

育提供更多的創新教學方法和個別化的學習體驗。同時也要重視社會融合，努力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與一般教育學生互動和合作的機會，並促進多元化和包容性的

學習環境，以確保特殊需求學生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品質和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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