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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工作現況與困境之探討─ 
以桃園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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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制度是現行特殊教育體制中，為支持學前階段身心障

礙幼兒所設立的重要服務模式。根據《特殊教育法》第 10 條及相關規定，對於身

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及特殊教育的實施，其實施特殊教育應自二歲開始。2023 年

我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明確規範融合教育所需之知能，其內

涵應考量學校與幼兒園全體學生及幼兒所需之生活適應、人際互動與學習參與之

重要知能。隨著相關政策修訂實施及融合教育理念的推廣，李翠玲（2016）指出融

合教育已成為當今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作為社會多元性的縮影，實施融

合教育具有正當性。然而，面對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和教育現場多元挑戰，巡迴輔

導教師的工作現況及面臨的困境已成為教育研究的重要議題。 

桃園市作為臺灣發展迅速城市之一，其學前教育系統承載著龐大的幼兒人口

與多樣化的需求，尤其是身心障礙幼兒的教育服務需求更是日益提升。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的工作內容不僅包含針對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設計與實施，

還需支援普通班教師、提供家長諮詢，甚至協助行政單位進行鑑定與安置作業。這

些多元且專業的工作內容，針對教師的專業能力、心理素質及時間管理等提出了高

度挑戰。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桃園市為例探討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的工作現況與面

臨的主要困境，並希望藉此提出相關建議，以促進巡迴輔導制度的完善，提升教育

現場的服務品質。希望透過對此議題的深入剖析，為教育決策者與實務工作者提供

參考，進一步創造友善且支持性的學前教育環境。 

二、學前特教巡迴輔導之發展現況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在臺灣的發展，旨在為學前階段的身心障礙幼兒

提供適切的教育支持，促進其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能力。 

（一）服務現況： 

1. 服務對象：根據教育部統計 112 學年度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幼兒，共計 30,7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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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5.3%（29,256 人）安置於幼兒園普通班，接受巡迴輔導服務（教育部，2024b）。 

2. 班級數量增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持續補助各縣市增設學前特教班，113
學年度共補助 17 個縣市，新設學前集中式特教班 14 班、巡迴輔導班 53 班及資源

班 4 班，合計 71 班（教育部，2024a）。  

3. 融合教育推動：巡迴輔導服務強調融合教育，透過定期辦理全園性的融合活動，

提供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良性互動的機會，建構友善的融合環境。 

總體而言，桃園市的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服務在政策支持下持續發展，透過多元

服務內容與專業培訓，致力於為特殊需求幼兒提供優質的教育與輔導，保障其受教

權益。 

三、學前特教巡迴輔導老師工作內容 

桃園市的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以下簡稱巡輔教師）在支持特殊需求幼

兒的教育與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根據《桃園市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施計畫》，

巡輔教師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桃園市政府，2020）： 

（一）直接教學： 

1. 個別化教學：針對特教幼兒的需求，採取個別或小組方式進行教學，協助其學

習與發展。 

2. 課程調整：根據幼兒的能力與需求，調整教學內容與方法，確保其能夠有效參

與學習活動。 

（二）專業諮詢與支援： 

1. 支援教保服務人員：提供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專業建議，協助其理解並滿足特

教幼兒的需求。 

2. 家長諮詢：與特教幼兒家長溝通，提供親職教育與相關輔導，增強家庭對幼兒

教育的支持。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制定與執行：  

1. IEP 會議：參與並協助召開 IEP 會議，制定符合幼兒需求的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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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設定與評估：與相關人員合作，設定幼兒的學習目標，並定期評估其進展，

適時調整教學策略。 

（四）資源整合與協調： 

1. 跨專業合作：與醫療、社福等單位合作，整合各方資源，為特教幼兒提供全面

的支持服務。 

2. 資源提供：協助幼兒園獲取所需的教學資源與設備，改善教育環境。 

（五）行政與紀錄： 

1. 文件管理：完成相關文件的填寫與管理，如服務紀錄、評估報告等。 

2. 資料分析：蒐集並分析特教幼兒的學習與發展資料，作為教學調整的依據。 

此外，巡輔教師需參與專業成長活動，如研習、工作坊等以提升自身專業知能，

確保能夠提供高品質的教育服務。 

四、學前特教巡迴輔導老師工作困境 

巡輔教師在支援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與發展中，面臨多重挑戰。以下是主要困

境的探討：  

1. 交通與時間管理：巡輔教師需在多所幼兒園間奔波，尤其當服務範圍涵蓋城鄉

或偏遠地區時，長時間的交通移動會壓縮實際的教學時數。對於負責偏遠地區或跨

區服務的巡輔教師，其補助標準與一般教師相同，造成補助不對等的問題。巡輔教

師的交通時間每週平均花費約 6.45 小時，不僅增加工作負擔，同時對教學品質造

成影響（游美玲，2019）。 

2. 輔導人數與服務品質：目前桃園地區巡輔教師的師生比高達 1：35，遠超過特教

法附帶決議建議標準 1：8，學前巡輔案件量龐大且無明確上限，以致跨區支援的

巡輔教師承受工作負擔較大。若學期中途有巡輔教師離職，其他巡輔教師必須接手

其案件量，更加重其壓力。由於每位巡輔教師的個案數普遍超過 30 人且時間分配

過於緊湊，難以提供深入輔導，造成輔導效果不佳（王彥茹，2019；桃園市教育產

業學會，2024）。 

3. 專業支持不足：目前合格巡輔教師數偏少，且部分代課巡輔教師缺乏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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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背景，難以掌握最新的教育方法與輔助資源。此外，專業資源與培訓機制的不

足進一步限制巡輔教師的專業成長，對教學質量產生不小的影響（李翠玲，2016；

桃園市教育產業學會，2024）。 

4. 資源與設備不足：缺乏專業的教學方法與輔助資源，使巡輔教師在執行個別化

教育計畫（IEP）及提供融合教育支持時受到限制。雖然政府已加強對偏鄉地區特

殊教育資源的投入，但仍有許多挑戰需要持續關注與改進（游美玲，2019；桃園市

教育產業學會，2024）。 

5. 普通班支持環境有限：具有特殊教育背景的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認同度較高，但

缺乏相關知識的教師容易感受到較大的壓力，從而影響教育成效。隨著特教生人數

的增加，當班級中的特殊需求學生超過三人時，普通班教師的壓力會顯著增加。部

分教師因專業知識不足，難以與巡輔教師有效合作，這對教育效果產生挑戰（李翠

玲，2018；王彥茹，2019）。 

6. 家長合作困難：家長的積極參與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至關重要，但許多家長

因工作繁忙或生活壓力無法投入足夠的時間參與學校活動或配合巡輔教師的建

議。同時，部分家長對特殊教育的理解有限，影響其在家庭中對孩子的支持。家長

與巡輔教師之間溝通頻率不足，容易導致合作的隔閡，進而影響學習成效與幼兒的

全面發展（黎思敏、陳麗如、欒家菱，2018；桃園市教育產業學會，2024）。 

6. 心理壓力與職業倦怠：巡輔教師在執行多樣化的教育任務時，經常面臨心理壓

力與職業倦怠的挑戰。特別是在偏遠地區服務時，缺乏情感支持與資源分享的管道

而常感到孤立無援，進一步增加心理壓力。此外，家長對教育成果的高期望與社會

對特殊教育的不了解容易導致巡輔教師感到被誤解或壓力過大（王彥茹，2019；凌

玉倫，2019）。 

五、結語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制度是促進特殊需求幼兒全面發展的重要機制，巡輔

教師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桃園市的巡輔教師以專業知識與熱忱，投入於

直接教學、專業諮詢、資源整合以及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制定與執行，致力於為特殊

需求幼兒創造更適性的教育環境。然而，在現行制度與資源配置的框架下，巡輔教

師面臨的多重挑戰，包括交通負擔、資源不足、專業支持匱乏以及心理壓力等，都

對其服務品質與職業發展帶來一定影響。 

為確保巡輔教師能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教育服務，相關政策與實務層面需進一

步完善。例如，縮小服務範圍、增加巡輔教師人力配置、提升進修機會、加強偏鄉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xFk5z/search?q=auc=%22%E5%87%8C%E7%8E%89%E5%80%A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xFk5z/search?q=auc=%22%E5%87%8C%E7%8E%89%E5%80%A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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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資源投入，以及建立巡輔教師心理支持機制等，均是改善現況的重要方向。

此外，教育行政單位與學校應更積極推動融合教育理念，加強家長與普通班教師的

合作，促進全體教育人員對特殊教育工作的理解與支持。 

未來，透過制度完善、資源優化與全方位支持的努力，巡輔教師的專業價值與

工作滿意度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同時，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服務也將更加健全，實

現教育公平與多元化發展的願景，為每位幼兒打造友善、包容且有助於其成長的學

習環境。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制度在台灣的發展已逐漸成為學前教育體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支持身心障礙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然而，隨著服務需求的增加和教育環境的變化，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在實踐

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對教師的專業能力、工作壓力以及服務品質均產生

了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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