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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師生衝突毆打老師之新聞事件反思融合教育 
陳映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一、前言 

校園向來被視為高度穩定的組織，但今年三月初網路上流傳一段影片引起大

家議論紛紛，再次突顯出特教生融合教育在校園隱藏危機，影片內容是臺北市某

高中一名特殊教育學生，上課時疑似與老師產生口角糾紛、進而情緒失控，甚至

對老師口出穢言、出手毆打老師，後因班上其他同學幫忙上前壓制，才讓事件暫

時停息，究竟臺灣融合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 

臺灣如今特殊教育的主流教育方式從以往的隔離式教育改為「融合教育」，

讓特教生回歸普通班級上課，此教學模式相信是每位教育現場老師都曾經經歷的

教學場景，班級若有特殊生的融合，普教與特教教師能否有更多的合作？更突顯

出每位教師必須具備融合教育中克服課程設計難題及班級經營能力的重要性。 

二、融合教育發展沿革與考驗 

融合教育自 1960 年代從北歐傳入歐美各國，在國際上早被視為顯學，簡單

來說是透過非隔離式的學習環境讓身心障礙學生融入普通班級與普通同儕一起

進行學習，可說是一項「關懷、接納、付諸行動」的教育理念與實踐（林坤燦，

2012），意味著每位學生都應該在「平等受教權益、共享教學資源」的原則下有

機會參與學習及生活。我國在西元 1997 年修訂《特殊教育法》第一條中就說明

為使身心障礙或是資賦優異者，能有接受適性及「融合教育」的權利，鈕文英

（2008）提出的融合教育特徵包括：將所有學生納入同一班級並分享資源、建立

支援網絡、個別化服務、尊重差異、提供融入式服務、促進教師合作及學生家長

參與。民國 103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12 條生效後，融合教育中

的零拒絕、無障礙環境的精神成為特教主流。 

(一) 融合教育的實施優點 

統整國內眾多學者提及融合教育制度具有許多優點與好處，首先，能夠促進

特殊生與同儕之間的友好關係，並提供更多學習交流成長機會，有助於其適應校

園生活。其次，透過與一般學生的互動，特殊生能夠學習社交技巧，參與各種校

園活動，畢業後更易融入社會生活和未來就業順利。同時，特殊生也能夠受益於

更多的行為榜樣和刺激，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成長和進步。此外，這種教育模式不

僅有益於特殊生，還能讓一般學生理解和接納他人的不同，學會彼此尊重和包

容。最後，將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整合在一起，不僅能夠降低整體教育成本，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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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全體學生受益於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整合。（邱上真，1999；邱明芳，2001；

邱麗娃，1999；鈕文英，2008） 

既然融合教育擁有眾多優點，為何社會上仍有情緒障礙的學生毆打老師的狀

況產生呢？根據新聞報導提到老師是臨時接到代課通知到班上，事先並不知班上

是否有特殊生的狀況？事後校方也承認交接訊息確有漏失，未來將修正調代課方

式並提醒同仁注意班級特殊狀況。此外臺北市教育局也表示未來學校橫向溝通部

分務必落實代課老師課務交接，其中更要徹底執行注意特殊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中輔導事項。 

(二) 融合教育的面臨困境 

這師生衝突事件同時突顯出融合教育面臨著多項困難。高宜芝和王欣宜

（2005）認為實施融合教育可能遭遇以下的困境： 

1. 行政支援系統方面：學校行政缺乏清晰的支援方案、校內設施和制度的限制，

導致無法充分發揮支援應有功能。 

2. 教師教學與課程：普通班教師不像特教老師在特殊教育範圍專業知識豐富，

再加上每科目有教學進度壓力，有時難以兼顧所有學生；普特教老師若無攜

手合作，每學期開會制定的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常因橫向溝通

不易難以落實流於形式。 

3. 家長方面：普通及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均擔心其子女教育權益受到影響，進

而影響到家長與校方合作，使得融合教育的執行變得困難。除此之外，霸凌

議題也是融合教育需要面對的困難之一。特殊生可能因為身心特質與一般生

有所不同，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這對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無疑是種挑戰。 

(三) 如何提升融合教育的成效 

根據《111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中統計全臺灣高中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人

數為 23,794 人，當中情緒障礙類別的學生高達 1,718 人占高中階段比例為 7.2%，

可見班班幾乎都會有特殊生的融入已是教育現場的常態，雖融合教育在教學現場

已推行十五年之久，師長應如何應對情緒障礙的學生，只憑普通教師每年參加三

小時特教研習進行增能絕對是不夠的，老師們更要從加強自身輔導能力做起。 

建立有效的融合教育光靠老師增加輔導知能是不夠的，更需要家長及學校行

政單位的配合，透過以下方式來增強合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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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生部分 

首先，師生均要積極進行生命教育和社會情緒的學習，著重預防勝於治療。

這包括培養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和社交溝通技巧，應該成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

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才開始亡羊補牢。其次學習各種情緒安頓的對話和技巧，不

僅適用於一般學生，特殊學生應更受用，甚至在親師溝通能力有所助益。當遇到

師生衝突發生時，首先要安頓自己的情緒，意識到這個孩子的需求是特殊的，需

要轉換不同於一般學生的輔導方式做好應對準備。在處理學生有情緒時，要避免

刺激學生的言行，也不要被學生的情緒所影響。試著幫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緒，

協助他們平靜下來。視衝突情況需要，臨機應變及時尋求特教老師和學務人員的

支援，降低校園內的師生或生生衝突。 

2. 家長部分 

在融合教育中，家長需要積極配合學校及導師。這包括理解融合教育的理

念，與學校單位與老師保持溝通，支持孩子的學習和發展，積極參與孩子的個別

化教育計畫，尊重孩子的需求和意願，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勵，家長們接受培訓和

教育，以及與其他家長分享經驗。總括來說，這些措施共同構建了一個支持孩子

全面成長的環境，確保他們在教育中得到最好的支持和關懷。 

3. 行政單位部分 

首先，行政單位應建立定期的溝通機制，包括舉辦每學期個別化會議、建立

暢通聯繫管道，確保親師生之間能夠及時分享信息、討論問題並制定輔導方案。

其次，行政單位應與老師、學生和家長共同參與制定融合教育的個別教育計畫，

確保各方需求和期望得到充分考慮，檢核個別教育計畫是否確實落實。同時，行

政單位需提供充足的支持和資源，包括人力、財力和設施，以幫助老師和學生實

施融合教育。最後，行政單位應持續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協助老師不斷提升教

學技能和特教知識，以因應融合教育的需求。透過行政單位的積極作為，才能有

效推動融合教育的實施，促進學校環境的積極、包容與發展。 

(四) 確保支援系統人力整合 

許多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希望政府能夠更加重視並提出解方，由於特殊教育

資源的支援人力不足，學校普通班也受到了影響。此師生衝突事件亦是因輔導老

師、特教老師、特教助理員和社工等人員不足，導致學校在處理學生情緒問題時

人力支援難以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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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臺灣特教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24）提出了三點建議。首先，應該增

加各階段正式特教老師的人數；其次，需要設定資源班教師學生人數的上限，以

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另外，還應提供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相關的支持系統，增

加相關人力資源和相關特教知識課程。 

當時的教育部長潘文忠（2024）對此事件也深表遺憾同時承諾從 113 年將大

幅增加對教師心理諮商輔導資源並大幅增加特教助理員，4 年內 1,600 位，提供

老師在教學現場更即時協助。關於特教孩子，確實對老師和學生都是比較辛苦的

挑戰，教育部會與各地方政府持續舉辦相關專業研習增能，避免造成師生衝突，

後續還有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和資源需要落實，以提供學校第一現場的老師還有

特教孩子的需求。校園資源和安全網的責任不僅僅落在教師身上，還需要政府、

學校、家長等多方支持。因此，相關單位應持續關注特殊教育資源匱乏的問題，

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三、結語 

融合教育的重要性無法言語，明天社會的和諧融合必須從今日學校融合教育

開始做起，不論孩子身體或心智狀況如何，融合教育都為每一位學生提供了公平

的教育機會。融合過程中孩子們共同學習並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對他們的成長至

關重要。從建立尊重和同理心和欣賞彼此差異，互相學習再到共同成長，為每個

孩子帶來了無價的價值。最終，融合教育能够創造更加包容、和谐發展的社會氛

圍，為建構更美好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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