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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之困境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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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行政院，2023），就讀大學的

智能障礙學生人數，從 100 學年度的 604 位，逐年上升成長，至 111 學年已有

1,402 位，亦即，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的數量每年都以百位成長著。 

在融合教育趨勢之下，為期待身心障礙學生能夠與普通生一同學習和升學，

將會面臨不少的困境與挑戰。過去智能障礙學生多為就讀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

以就業為導向，但隨著學生和家長的升學意識崛起以及升學管道多元化，智能障

礙學生家長期望能夠透過就讀大學來提升孩子的獨立自主能力，除了讓孩子體驗

多元的就學生活之外，還能夠取得大學文憑及增加就業機會。因此，本文將思考

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之困境以及未來就讀後建議之探討。 

二、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特質與安置型態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三條，提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其

安置型態分別為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其中，集中式特教

班以智能障礙學生或其他類別伴隨智能障礙為主，依照學習能力可分為，通過職

能評估標準的輕度至中度學生以及認知與學習功能較弱的中重度學生，輕度學生

主要以培養就業技能與態度為目標（劉奕彣，2022）。 

隨著融合教育思潮崛起，強調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有權利與普通生一同接

受教育，身心障礙學生與家長可以選擇教育安置型態，其不能因學生的身心障礙

拒絕入學，且在融合教育之下，可為身心障礙學生較多學習刺激，也能讓普通師

生尊重及接納個別差異（張蓓莉，2009）。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可依照學

生特質差異，提供適性且多元安置，同時考量學生需求及家長意願，鼓勵就近入

學並輔導進入高級中等學校，且適性輔導安置管道不採計國中會考成績，大大提

供身心障礙學生入學機會。但謝佳男（2016）指出高中職教師認為智能障礙學生

於「課業學習」與「人際關係」為主要困難。 

由此得知，受到融合教育及多元管道安置等影響，現行法規保障身心障礙學

生入學機會，尤其是智能障礙學生不像過往只能安置於集中式特教班，也能夠依

據自身的需求及家長意願安置至一般班級中接受教育，與普通生一同學習及考試 

升學，但智能障礙學生學習能力受限於智力及適應等因素，還是會產生學習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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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人際關係互動困難等情形。 

三、影響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之因素 

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人數之成長是受到許多環境因素而影響的，如制度辦

法、少子女化、家庭期待與支持等，下列依據各面向簡易敘述之： 

(一) 制度辦法  

針對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研究指出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

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教育部，2022）與「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

心障礙學生處理原則」（教育部，2018）鼓勵大學開出缺額以讓身心障礙學生入

學，因此智能障礙學生能夠透過多元入學管道就讀，且可依照障礙程度獲得就學

費用之減免，倘若入學後表現良好還能夠獲得獎助學金。 

(二) 少子女化影響 

因少子女化影響，大學數量過多以至於面臨生存危機，使得大學為了能夠解

決招生危機，以改變入學制度，使得智能障礙學生於 104 學年度就讀大學的人數

已突破千人（謝佳男，2017）。102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之智能障礙

生人數，如圖 1 所示。 

圖 1  102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就讀大專校院之智能障礙學生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2023）。 

(三) 家庭期待與支持 

因智能障礙學生高中職畢業後多數為就業導向，但部分學生尚未準備進入職

場，同時家長期待孩子能夠和普通生繼續升學，讓孩子能有更多嘗試的機會，為

盼望孩子能學習獨立生活並取得大學文憑進而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再加上大學

多元開放、政策與制度鼓勵，智能障礙學生不再只是就業為目標，而是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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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方式持續提升自我能力（黃宜苑，2016）。 

四、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之困境 

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後面臨諸多的困境，如能力差異、課業學習困難、人

際關係互動、就學適應不良等，以下依據各面向簡易敘述之： 

(一) 安置型態之能力差異 

關於智能障礙學生安置型態，大多數智能障礙學生安置於集中式特教班，少

數安置於分散式資源班，受於融合教育思潮趨勢，安置於分散式資源班的智能障

礙學生人數逐漸上升。安置於集中式特教班的智能障礙學生，因學習內容和大學

科系開設課程的方向完全不同，因為課綱設置以就業為導向，其教學內容以實用

性為主，因此智能障礙學生進入大學容易於學業上產生較大的斷層，且智能障礙

學生缺乏適當的社交技能以及缺乏彈性與臨機應變的能力，易於人際關係上有困

難（胡曼莉，2013）。 

安置於分散式資源班的智能障礙學生，學習內容雖與一般生無異，其可依照

學生身心特質與需求，評估學生學習間的差異進而決定課程調整方式（教育部，

2021），但還是受限於智能障礙學生本身學習及適應能力，較難在學習上有較良

好的表現，多仰賴特教教師和普通教師之協助。 

(二) 升學轉銜輔導 

現今升學管道多元，智能障礙學生可以透過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或其他升學管道等方式就讀，其不一定需要透過繁瑣

的甄選即可錄取學校，這對於智能障礙學生來說無疑是個升學的機會，但可能受

到家長對於升學轉銜認知有限、高中和大學實務課程差異、障礙特質而讓智能障

礙者面臨到就讀大學之困境（胡曼莉，2013）。 

(三) 大學就讀適應不良 

智能障礙學生入學後，發現自己高中所學的與就讀科系相似性不高，進而產

生學習困難情形，以及與同儕互動時產生人際互動上的困難，即面臨休學、轉學

或就業等抉擇（謝佳男，2017）。 

因此，筆者認為須謹慎思考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時可能會遭遇到哪些困難

與挫折，並提供其因應策略以解決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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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決之道與建議 

因現今智能障礙學生的家長開始對於升學感到興趣，期望孩子能夠進入大學

習得更多知識與技能，以培養獨立生活能力，但須思考智能障礙學生在大學可能

會遭遇哪些困難與挫折，以利於智能障礙學生能夠順利轉銜至大學就讀。以下針

對智能障礙學生就讀大學提出幾點建議： 

(一) 高中職輔導轉銜建議 

因智能障礙學生多為就業導向，面對有升學意願的學生和家長需多加討論，

不僅提供或辦理升學管道相關資訊，也要多方了解就讀大學後所需面對的情形及

相關現況，以評估孩子是否他們適合繼續升學。建議教師應多提供職業試探的機

會，協助學生確立方向以及了解升學意義，媒合學生合適且與高中職所學相似的

科系，以減少入學後不適應之情形。 

(二) 提升自我決策能力 

智能障礙學生可能由於障礙特質、失敗經驗、過度保護等原因，以至於缺乏

自我決策的能力。建議教師和家長應於高中階段逐漸培養孩子自我決策相關能

力，以利於提升未來就讀大學後獨立自主之能力。 

(三)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建議 

建議資源教室可依據學生的興趣與專長，給予多種自我決策的機會，並提供

心理支持、生涯探索、校內工讀等服務，加強智能障礙學生自我決策與未來就業

能力。 

(四) 加強大專校院轉銜機制 

對於無法適應大專校園生活的智能障礙學生提供評估校內轉系或是轉銜輔

導機制，以協助學生有更適切的生涯發展與學習效益。 

最後，筆者認為智能障礙學生升大學這件事未必是件壞事，國外已有研究顯

示取得大學學歷的智能障礙者在就業與生活適應上皆有良好表現，只是面臨智能

障礙學生升大學此議題時需要給予足夠教育及社會支持，以及建立相關制度，才

能夠減少智能障礙學生就學後適應不良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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