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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去年底研究者在一堂「比較教育」課堂中，與師培生們分享在奧地利所看見

的融合教育，師培生對於當地能夠徹底實施融合教育多感到不可思議，經過師培

生們的交叉提問，研究者回頭整理當時參與課堂、觀察師生互動以及與當地教師

請教的札記，更有機會深入理解置換學習。 

融合教育旨在讓身心障礙的學生融入正常化的教育環境，適應一般生活並一

起參與其中，獲得相同的教育機會（郭又方、林坤燦、曾米嵐，2016）。民國 73

年設立特殊教育法，18 條明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

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民國 90 年修法，其

中第 19 條更提到：「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

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從立法中可以看見臺灣針對特殊教育已引入

融合與適性的教學理念。實施融合教育以來，特殊生雖然進入班級，卻遇到許多

瓶頸，蘇燕華、王天苗（2003）指出導師本身對特殊專業知能不足、對自己沒信

心、教學進度的兩難與家長的疑慮…等原因讓融合教育難以落實。究竟融合教育

如何實施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有別於我國六加三加三的十二年 國教，奧地利義務教育年限只有九年，小

學階段四年，中學四年，第 9 年起即面臨升學或未來職業生涯的抉擇可能。有著

特殊需求的孩子可以在這九年中接受特殊學校教育，也可申請進入全融式班級就

學。奧地利於 2008 年起實施全融式教育，學生多在班級內接受個別化教學。位

於奧地利格拉茲的 Odilien 機構（特殊教育中心）附設小學，以機構較充足的資

源為基礎，招收學生，徹底實踐融合教育。特殊生幾乎全天在普通班上課，由輔

導員與特教老師協助。一至四年級共四個班，上下午皆有兩位老師，一位班導一

位特教老師，根據特殊生障礙程度再分派一位輔導員。一班有十八至二十二位學

生，一班的特殊生平均有四到五位，最多一班可以到八位。少數障礙嚴重的學生

會依據狀況抽出部分時間至特殊班級（Special Class）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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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和教育中的適性教學 

因材施教、適性揚才為臺灣十二年國民教育重要理念，每位學生都有適合自

己的學習方式。特殊生擁有先天障礙，相對地也有與他人不同的能力與特質，只

要掌握適合的學習方式與輔具，即能近乎達到與普通生一樣的學習成效。例如：

視覺障礙的人雖然看不見，卻有更敏銳的聽覺與觸覺，學習工具多為聲音或點字

書，而非一般的教科書或平面教具。在臺灣，教學輔具皆放置在資源班，上主科

時會抽離至資源班上課。在 Odilien 小學，這些輔具會安置於原班教室中，班級

老師能隨時使用。 

(一) 積極正向的學習互動 

特殊生長期待在普通班，除了老師細心陪伴，與同儕間的互動與關懷也是不

可少。常有家長告訴自己的孩子，要和特殊生保持距離，因為如果發生意外，等

於是惹了一堆麻煩。班級導師在戶外活動時，多會讓特數生待在自己身邊，以免

受傷或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這所學校不一樣的是，老師願意讓特殊生和大家一

樣，可以一起玩耍，即使發生衝突，老師在場也可以及時處理。本節將分享二年

級與三年級戶外活動時，老師如何班級經營以及學生的遇到狀況時所發生的反

應。 

結合職場之專題，二年級老師與家長和社會機構合作，讓家長到班分享自己

的職業、接受學生訪問，更讓學生有機會進行校外參訪，親身體驗工作內容與環

境。此次參觀醫療補給機構，分享者帶著學生參觀下水道、醫務品配送區以及醫

務直升機停機坪，一起帶隊的家長則在旁邊照顧以免走散，學生們兩兩牽著手互

相照應，一起認識整間機構的運作方式。整個參觀過程，有了家長與機構的幫忙，

學生才得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和接觸社會的機會。研究者隨班參觀，導師安排

研究者與兩位學生牽著手，一起協助帶隊，增加研究者與學生的互動。結束後，

老師帶著學生到附近的公園玩耍，一位發展遲緩的男同學無法一個人在遊樂設施

上站穩，同班的兩位同學一起上前與他交談，並一起討論如何在上面保持平衡，

最後三個人玩在一起。過程中發展遲緩的學生曾一度差一點跌倒，其他兩位同學

馬上扶著他，並告訴他自己發現哪樣的姿勢會比較穩，可以試試看。 

公園旁有飲水機，回學校前，每位學生都想上前去喝水，也覺得這臺機器很

新鮮，所以老師讓學生們排隊喝水。其中一位自閉症男孩一開始排在最後面，因

為想喝水而插隊，與同學發生衝突甚至是有互推情形，特教老師及時抱住他，拉

出隊伍，阻止他並用溫柔而堅定的眼神告訴他需要排隊，插隊是不好的事情。自

閉症孩兒情緒稍為平復後，剛剛與他起衝突的男還主動邀請他排隊，並主動提出

自閉症男孩可以站在他的前面，而老師看到後立刻稱讚。老師當下讚美的方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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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並提升其他孩子的同儕互助動機。事後老師回憶，以前他的情緒起伏會更大，

會大叫並拳打腳踢，而如今他能在老師制止後利用深呼吸來讓自己平靜，是他這

一年很大的進步。一旁的學生接著說，他真的進步很多，他們都會一起替他打氣，

他平常不生氣時其實人很有趣。 

三年級的老師每天會排出時間，帶學生們至學校大廣場進行戶外活動，讓學

生可以走出教室，多走多動多玩耍。這班有一位唐氏症的孩子行動不便，走路時

會重心不穩容易跌倒。一位同班同學主動牽起唐寶寶的手，一起慢慢地走在草皮

上，一邊走一邊注意他是否有走穩。 

孩子們對待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是友善的，會主動牽起手一起走，會主動找他

一起玩，遇到困難時會適時地幫忙一把。雖然這些孩子沒有專業的特教背景，但

他們給予的幫助並不亞於在一旁陪伴的老師。生活中，老師對於有情緒障礙或伴

隨溝通障礙的孩子使用口頭訓誡以外，也會運用簡明有效的圖示（如：一個生氣

的臉，畫一個箭頭指向手打枕頭）實際輔導學生，當孩子產生負面強烈情緒想發

洩的時候，應以捶打枕頭疏導替代。 

依據每位學生狀況設計適合的學習情境：學習障礙的學生須透過具像而實體

的教具（圖 1）、弱視孩童會提供特殊視覺放大工具、近全盲的學生則以觸覺為

主的教具幫助理解，例如老師帶著學生觸摸立體繪本，了解故事內容並帶著學生

體驗各種事物的形狀。這些學習輔具有時不僅僅是提供特殊生的需求，也是普通

生接觸與學習的機會，學生會和視障生借放大工具看更小的世界，摸摸觸覺教具

想到說不定可以試著用點字來當作密碼傳遞。有的學生更是看見老師如何輔導情

障生如何控制情緒，也將相同的方式用在自己身上。 

 

圖 1 四年級在上數學課，導師在教室前方等待學生完成指定的 

    學習任務，特教老師一對一指導四年級數學學習障礙的孩 

子，配合十進位教具幫助學生完成數學任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0），頁 326-330 學術動態報導 

第 329 頁 

(二) 分組合作提升學習成就 

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學生互助為主的教學形式，在臺灣的班級中，通常特殊

生不會參與討論，因為上主科的時間大都在資源班上課，即使有機會與同學討

論，多數學生會因為他的特殊而選擇不強迫發表意見或分配較少工作給他。在這

所學習力優秀的學校（Odilien Institut Volksschule, 2014），我看見特殊生參與課

堂一起討論、完成任務。在奧地利的小學，每一學期都有至少一份需要小組完成

的專題，這些跨領域專題結合學生生活經驗，透過實地訪問調查，最後一起完成，

特殊生自然也不例外地一同參與學習任務。參訪期間，研究者進入二、三、四年

級共三個班，發現觀察到三、四年級專題活動非常強調合作學習，下文重點分享

兩班學生主題教學中互助實踐合作學習的歷程。 

三年級導師將全班分成六組，五位特殊生分散在各組別。這份介紹自己家鄉

城市的專題，在學科上結合了歷史、地理以及寫作。老師表示透過查詢地圖、促

進組內學生之間互動、實際聯絡並走訪各個機構或景點、深入探討地方文化，討

論如何要和其他人介紹自己的家鄉，最終完成一份書面專題報告以及舉辦一場正

式的成果展。書面報告中，內容包含蒐集資料重點、每一次的參訪重點以及自行

設計的家鄉交通路線圖，每一段落會一段文字作為小結。參訪過程中，班上分別

進行數學作業與成果展看板兩種學習活動。在教室前方，座位安排為兩兩一桌，

讓學生小組練習，互相討論功課（張新仁，2014）。 

座位的後方放置了一組電腦與放大鏡，是一位視障生的學習輔具。上課或寫作

業需要使用時學生自行走至電腦旁操作，需要討論時再回到座位與同伴討論，有時

同伴也會直接念句子給視障生聽。在教室後方，學生正在合力完成成果展需要用到

的大看板，普通生與情緒障礙學生討論用色發生意見相左，當情障生開始有情緒時，

組員開始跟他說深呼吸，另一位組員握著他的手一起平復情緒，很快地冷靜後，再

繼續討論。另外，一位自閉兒Adam 正專注地塗顏色，Adam 的組員表示自己很不喜

歡顏色跑出線，而 Adam 可以塗得很漂亮，因此就把這件事放心交給他。 

四年級學生的專題則是探討懷孕，結合了生物與寫作。在臺灣，如何讓學生

了解懷孕，通常會採取將汽球或籃球塞在衣服裡，體驗媽媽的不方便。在這一個

班級，老師希望學生可以了解懷孕到底是什麼，所以要全班先討論自己是如何出

現在這個世界上，並要求學生分組訪談媽媽們懷孕的歷程，再蒐集有關懷孕的相

關歷程，例如：如何產生受精卵、子宮是什麼樣的器官、不同生產方式的差異等

等。學生們將所有資料整合後，再一次分析討論，最後每個人皆完成一份書面報

告，內容包含相關器官圖片與注解、討論過程紀錄與訪談重點，最後寫下自己對

懷孕的了解與針對整個專題的心得。這一班的專題除了了解到媽媽的辛苦與懷孕

的奧妙，也認識到自己是得來不易的，進而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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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對普通生與特殊生而言皆是一種成長。溝通時，普

通生需要知道什麼樣的字眼不會刺激有情緒障礙的學生，而情緒障礙的學生遇到

意見不合時，如何調整自己的情緒；分工合作時，安排肢體障礙的學生在座位上

完成海報，或帶著唐氏症的孩子一起畫地圖與建築物等。小組內如何溝通協調，

再透過老師一旁的輔導，營造融合教育的環境。我們也能發現，這些特殊生在分

組合作學習任務時，他的表現並不亞於普通生，他們能專注在學習任務上，並在

小組中展現所常，展現高度的學習動機，最終的學習成就展現在報告與成果展上。 

三、結語 

融合教育需要營造友善的環境，周遭的人不因其特殊障礙而歧視。臺灣實施

融合教育多年亦有成效，但有時囿於資源不足、家長不願承認學生的障礙、導師

專業知識不足以及同儕的誤解，導致增加特殊生融入班級的困難。 

Odilien 小學的融合教育中，從班級經營、學習成效到揚才教育，看見老師

帶著學生示範與特殊生溝通的專業以及輔導每位學生的用心。要打造融合教育的

情境，需要校方主動結合社會機構，提供資源與接觸社會的機會，並與特殊專業

的老師協同帶班，才不至於讓導師因對特殊生的不理解而束手無策。教學時，老

師善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引導學生完成任務，在專題中能觀察學生合作學習的

歷程，專注完成大看板學生既展現了清楚的學習動機，每人一份的專題書面報告

更具體呈現個別學習成就。 

接受並認識每位學生的不同，設計彈性課程，因材施教，讓學生互相尊重和

平共存，透過合作學習相互成長，是融合教育能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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