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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融合教育是一種強調平等和包容的教育理念，旨在將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與普

通學生共同安置於常規課堂中學習。《薩拉曼卡宣言》指出，融合學校應確保所

有學生，不論差異或困難，都能一起學習，並調整教學策略與課程設計以滿足多

元需求（黃志雄，2021）。 

在臺灣，學前融合教育的推行基於《特殊教育法》的修訂與實施，進一步強

調特殊需求學生應與普通學生共同接受教育。自 1997 年《特殊教育法》修訂以

來，逐步將特殊教育延伸至三歲幼兒，並於六年內逐步落實。2014 年的修訂更將

特殊教育的實施年齡提前至二歲，推動身心障礙幼童接受學前教育，彰顯了融合

教育對促進教育平等與包容的重要意義（教育部，2019）。 

2023 年《特殊教育法》的修訂強化了學前融合教育的政策框架，不僅持續將

特殊教育實施年齡自二歲開始，還增加了區域資源中心的建設，提供更系統性的

行政支持。然而，據教育部（2023）的期中評估報告顯示，該政策在偏遠地區的

實施仍受限於師資短缺和資金不足，表明政策推動與成效之間存在差距，亟需進

一步檢討。 

筆者以往現場實務經驗中發現，融合教育仍主要依賴教師個人經驗，教學方

法傳統，融合程度有限。如今，包容性教育得到廣泛推進，學校提供專業輔導、

心理支持和特教助理協助，確保幼兒在學習與社交方面獲得幫助。本文探討臺灣

學前融合教育的政策與實務現況，分析其面臨的困難與影響因素，並提出建議以

提升融合教育的品質與效果。 

二、文獻回顧 

(一) 融合教育的理念與發展 

融合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其核心在於促進教育的平等與包容，根據學生

不同需求調整教學，促進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與社交發展，同時提升普通學生對

多樣性與包容性的理解。黃志雄（2021）指出，融合教育透過課程設計、教學策

略、資源配置及社區合作，提供優質教育，並促進社會的整體包容性，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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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文化與能力的尊重。 

(二) 臺灣學前融合教育的發展歷程 

學前融合教育發展始於 1997 年《特殊教育法》的修訂，首次明確規定特殊

需求學生有權與普通學生同等接受教育，並將特殊教育延伸至學前階段，為融合

教育奠定法律基礎。2003 年，政府推出「加強推動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實施方

案」，專注提升三至六歲特殊需求幼兒的入學率並提供支援服務。根據《113-117

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教育部，2023），教育部要求幼兒園採取六大措

施，包括提升師資專業、增強融合教育培訓、改善教學環境和加強家長溝通等，

以確保特殊需求幼兒在普通班級中獲得公平且適性的教育支持。 

2014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進一步將特殊教育實施年齡提前至二歲，並強

調身心障礙幼童在學前階段接受教育的權利。此修訂響應國際教育公平的趨勢，

並進一步落實早期療育的重要性，填補過往學前特殊教育支持不足的法律空白。 

2019至 2023年的學前特殊教育第四期五年計畫著重於解決巡迴輔導中的抽

離式教學問題，強化教師專業素養，並推動融合教育的完全實施。與 2023 年開

始的第五期計畫相比，後者在資源投入與執行細節上更具系統性，例如新增區域

資源中心，並建立跨校協作機制，顯示出臺灣融合教育政策向更高效與全面的方

向發展（楊逸飛，2021）。2023 年 7 月，教育部訂定「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113-

117 學年度）」，提出提升師資專業、推動融合教育等六大目標，以落實《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營造友善融合教育環境，並系統性提升學前特殊教育品質，確

保身心障礙幼兒獲得公平且適性的教育機會。 

三、學前融合教育的實務與政策現況 

(一) 政策方向與措施 

臺灣的學前融合教育政策旨在促進教育公平和資源平等。楊逸飛（2021）指

出，過去十年來，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如增設學前教育班、改進師資質量和巡

迴輔導師生比例。教育部（2019）通過課程改革和巡迴輔導制度，強調個別化教

學以滿足不同學生需求。2023 年《特殊教育法》修訂進一步推動學前融合教育，

具體措施包括：增加身心障礙學生的運動輔具和適應體育服務、強化普通班教師

及相關人員的融合教育培訓、設立區域資源中心以支援融合教育。教育部於 2023

年 7 月 30 日制定「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113-117 學年度）」，規劃檢視融合教

育的成效並加強經驗交流，提升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機會，確保其在普通班級中

獲得適當支持，為實現教育公平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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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前融合教育的現況與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推廣 

臺灣的學前融合教育在教育公平和資源分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

面臨諸多挑戰。楊心瑜和石振國（2023）指出，政策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依

賴行政支持、環境因素及資源的充足與否，這些因素直接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

此外，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態度和參與也是影響融合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駱

明潔、程鈺菁、邱秀芬，2019）。 

在現實情況下，學前融合教育的推行常常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教師在特教

資源方面的不足並非僅限於偏遠地區，而是廣泛存在於許多地區的教學現場。這

些問題包括經費、師資和設備等方面的限制，影響了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質量，

並對整體教育公平性構成挑戰。除此之外，教師的專業能力和資源支持也對融合

教育的推行產生重大影響。 

作為融合教育中一項重要的實務工具，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是確保特殊

需求學生獲得針對性支持的關鍵。陳亨連與鐘梅菁（2010）指出，由於師生比例

過高，教師難以投入足夠時間有效制定和執行 IEP。教育部（2023）規範 IEP 需

邀請學生、家長及專業人員參與，並於開學前訂定計畫，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然而，IEP 的成效依賴於資源支持和行政協調，而資源不足或行政不力將限制其

成效。此外，IEP 的成功實施需要教師具備高水準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但臺灣的

師資培訓體系尚未完全跟上融合教育的需求。許多教師在應對特殊需求幼兒時，

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策略，導致 IEP 在實踐中流於形式，難以發揮應有的作

用。 

綜上所述，臺灣學前融合教育的現況顯示，無論是政策執行還是實務層面的

推行，都需要進一步改善資源分配與支持系統。為提升 IEP 的有效性，教育體系

需加強師資培訓、改善師生比例、提供更多資源支持與行政協助，以確保 IEP 能

真正惠及特殊需求學生，並提升融合教育的整體效果。 

四、學前融合教育的困難與影響因素 

(一) 資源不足與師資培訓的挑戰 

融合教育的有效推行需要大量資源支持，包括專業的教師培訓、適應性教學

工具及充分的教學場地。然而，資源不足和師資培訓的缺乏仍是主要障礙。根據

教育部（2023）數據，偏遠地區幼兒園在融合教育培訓的參與率低於 40%。行政

機構雖提供特教助理員支持，但每班配備人數仍未達《特殊教育法》要求，對融

合教育推行造成影響。劉錫吾（2020）研究顯示，年齡較大且任職於公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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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對專業知能的需求更為強烈，反映其面臨挑戰。資源不足問題在偏遠地區

尤為嚴重，影響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質量，進一步加劇教育不公平現象。 

(二) 環境因素與教學困擾 

環境因素是影響融合教育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顯示，融合班級教學環

境常不理想，如聽障輔具不足、教師專業知識欠缺、環境吵雜、人數過多等（馬

敬涵，2018）。這些問題對教師教學構成挑戰，並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學前階段

教學以遊戲和互動為主，當班級人數過多或教室空間不足時，教師難以兼顧所有

學生需求，特別是需要特殊支持的學生，進而影響融合教育質量。 

(三) 行政支持與合作機制的不足 

行政支持與跨系統合作對推動融合教育至關重要。然而，現有行政支持體系

不足，導致教師與學校推動融合教育時困難重重（陳亨連與鐘梅菁，2010）。例

如，許多學校缺乏專門融合教育支持人員，教師常需依靠個人經驗解決問題。李

家萲（2022）指出，特教助理員的品質與時數分配、特教巡迴輔導的協助等方面

存在不足，班級師生比調整及家庭對特殊教育的認知提升亦需重視。 

(四) 家長參與度不足與社會認知挑戰 

家長在融合教育中的參與至關重要，但許多家長對此認知不足，導致參與度

較低或態度消極（駱明潔、程鈺菁、邱秀芬，2019）。這主要源於融合教育普及

不足，特殊需求幼兒常被視為家庭負擔，而非應全面支持的對象。此外，政策宣

導與學校支持不足，未充分解釋融合教育益處或提供必要協助，影響家長積極參

與，進而限制融合教育推行成效。 

五、學前融合教育專業知能需求與建議 

(一) 提升特教資源與師資支援 

提升特教資源與師資支援是推動融合教育的關鍵。資源不足導致融合教育質

量受限（陸怡君，2017）。教育部（2013）強調需加強普通班教師、教保人員及

相關行政人員的培訓，並提供個別化支持以提升教育質量。 

(二) 加強教學實務與支援合作 

成功推行融合教育需教師具備高度專業知識，特別是在差異化教學與個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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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面（劉錫吾，2020）。應設計持續性專業培訓課程，並鼓勵教師參與國內

外學術活動，提升教學效能。 

(三) 推動融合策略與資源整合 

融合教育需整合教學資源，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促進家長與社區參與（鐘梅

菁，2018）。應加強學校與家庭間合作，促進資源共享，並定期溝通與評估，確

保融合策略的有效性。 

(四) 強化合作諮詢與行政支持 

合作諮詢與行政支持是融合教育的重要支柱。應設立專門融合教育支持中

心，為學校與教師提供一站式支援，並促進跨系統資源整合，提升整體效能（柯

雅齡與陳香娟，2018）。 

(五) 提高社會認知與家長參與 

提升家長參與與社會認知是融合教育成功關鍵。應加強與家長溝通，解釋融

合教育益處，並鼓勵家長積極參與，營造更友善教育環境。 

六、結論與建議 

為提升臺灣學前融合教育的質量，需從多方面同步推進。首先，應設立融合

教育支援中心，提供專業諮詢與資源共享，並定期舉辦培訓課程，協助教師與家

長更有效地支持特殊需求幼兒。其次，應合理調整班級規模與師生比例，將每班

人數控制在 20 名以內，並確保配置特教助理員，以保障教學品質。強化行政支

持與政策執行是關鍵，政府需加大資源投入，推動跨學科合作與專業知能的提升。

同時，應加強與家長的溝通，說明融合教育的價值與益處，共同營造友善的教育

環境。透過充分的資源支持、有效的策略設計與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融合教育

才能真正落實，促進幼兒全面而多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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