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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6 年臺灣推動國中小視覺障礙

混合教育計畫，為臺灣視覺障礙巡迴

輔導教育政策之濫觴。1997 年教育廳

指示臺中啟明學校（以下簡稱臺中啟

明）成立「視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

班」，負責規劃實施高中職視覺障礙巡

迴輔導教育，服務全臺公私立高中職

的視覺障礙學生（以下簡稱視障生），

亦包含其相關教師及家長。2006 年擴

大編制並更名「視覺障礙資源中心」，

2008 年因修法再度更名為「視覺障礙

服務中心」。二十年來，協助視障生能

順利於融合教育環境中，排除可能遭

遇的學習困境，勇敢地迎向更璀燦的

人生。 

二、臺灣高中職視覺障礙巡迴輔

導政策的緣起與演變 

(一) 臺灣視障混合教育－巡迴輔導政

策的緣起與發展 

1. 第一階段（1966-1969）：從引進美

國混合教育到全面試辦 

1966 年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協助

教育廳推展「視障兒童混合教育計

畫」，於臺南師範專科學校（臺南大學

的前身），設立「臺灣省盲生就讀國校

計畫師資訓練班」，並招收第 1 期學

員。1967 年教育廳公布「臺灣省試辦

盲生就讀國民學校計畫」，開始實施視

障兒童混合教育。 

2. 第二階段（1970-1976）：國中小全

面實施混合教育並將高中職納入 

1970 年教育廳公布「臺灣省盲生

就讀國民小學計畫師資訓練班」實施

計畫，於國小全面實施視障混合教

育，又於 1973 年為擴展至國中階段，

公布「臺灣省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

計畫實施要點」。1976 年教育廳委託臺

南師範學院辦理「臺灣省視覺障礙國

中畢業生升高中甄試」，開始將高中職

視障生納入混合教育，為高中職推動

視障生混合教育開啟紀元。 

3. 第三階段（1995-1997）：高中職以

下全面實施視障生巡迴輔導政策 

1997 年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前身

為教育廳）為使就讀高中職的視障

生，能受到適性安置與輔導，於臺中

啟明設置視障巡迴輔導班。 

(二) 當前臺灣高中職視障巡迴輔導政

策 

為因應就讀高中職視障生就學輔

導之需求，教育部於 1997 年指示臺中

啟明承辦視障生巡迴輔導業務，分別

經歷「視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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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資源中心」及「視障服務中心」等

三階段，茲說明如下： 

1. 1997 年成立「視覺障礙學生巡迴輔

導班」：教育部於 1997 年指示臺中

啟明成立「視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

班」，負責規劃並執行巡迴輔導工

作，特別是輔導透過十二年就學安

置逐漸增加的高中職視障生，以延

續九年國民教育，不因本身的障礙

程度或障礙類別而中斷學習（金慶

瑞、王家玲，2003）。 

2. 2007 年更名「視障資源中心」：2001
年教育部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十二

年就學安置計畫」，身心障礙學生

（以下簡稱身障生）選讀普通高中

職的視障生逐年增加，為提供視障

生更多特教服務，於 2007 年將「視

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班」更名為

「視障資源中心」。 

3. 2008 年再更名為「視障服務中

心」：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身

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設置原則」

（以下簡稱身障資源中心設置原

則）修訂規定，自 2008 年起編制

縮小，更名為「視障服務中心」，

回歸以提升招收視障生學校教師

之視障專業知能為主之服務模

式。中心設主任，由校長兼任，執

行秘書由校長指派主任兼任，輔導

員核給 1-3 名負責中心業務，服務

的方式則採「需求制」。 

 

 

三、影響高中職視障巡迴輔導政

策轉型之因素分析 

(一) 教育部推動視障生高中職彈性多

元安置及就近入學政策 

1. 視障生的安置型態：臺灣視障教育

大多以「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為主。美國 Barrage 和

Erin（1992）認為視障生的五種教

育安置之型態，即巡迴輔導模式、

自足式特教班、資源教室、特殊學

校及私立學校等，與臺灣相類似。 

2. 特殊教育彈性多元安置及就近入

學政策，使高中職視障生人數驟

增：自 2001 年起，因十二年就學

安置政策實施，使就讀高中職之視

障生逐年成長，全臺灣每年均超過

100 名視障生就近入學高中職。 

(二) 高中職視障生家長及學生去標籤

化之迷思 

胡永崇（2012）研究表示，由於

鑑 定 及 安 置 皆 涉 及 標 籤 化 作 用

（labeling），許多家長常存有諸多疑

慮，甚至拒絕其子女接受鑑定與安

置。根據學者研究（胡永崇，2012；
鄭麗蘭，2012）及多年參加身障生十

二年就學安置唱名分發的經驗，在唱

名分發的現場，身障生家長通常選擇

高中職就讀，而有不選讀特教學校的

迷思，以免孩子被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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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輔具之普及提升視障生就讀

普通高中職之意願 

鄭儒鴻（2001）研究指出輔具科

技（assistive technology）可以改善視

障者障礙環境，且可增進視障教育的

品質（蔡佳茹，2003）。另根據林士堯

（2010）研究發現普通學校特教教

師，對視障科技輔具認知程度良好且

正向積極，有助於視障生選讀普通高

中職。 

(四) 高中職建置特教專業支持服務系

統日趨完善 

鄭麗蘭（2012）研究指出學校支

持服務系統的重要性，普通教師多數

認為身障生在教學或班級經營上，並

不會造成困擾，所以贊同身障生融合

於普通班級。所以，日趨完善的特教

專業支持服務系統，確為吸引身障生

選擇普通高中職就讀的原因之一，亦

為影響高中職視障巡迴輔導政策轉型

主要因素之一。 

(五) 高中職教師視障專業知能普遍提

升 

特殊教育法（2014）規定各校承

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教師及特教學

校之主管人員，均應修習特殊教育學

分三學分以上，此規定使視障生選讀

高中職意願大大增加，此亦為影響視

障巡迴輔導政策轉型因素之一。 

 

 

四、臺灣高中職視障巡迴輔導政

策之評析 

(一) 組織編制層面 

依據「身障資源中心設置原則」規

定，中心設置主任、執行秘書各 1 名、

輔導員（即巡迴輔導教師）1-3 名、幹事

1 名，卻要負責全省高中職 300 名視障生，

服務的縣市約 20 個，服務的校數約 130
所，路途遙遠，幅員廣大，備極艱辛。 

(二) 師資層面 

1. 視障巡迴輔導師資培訓不足：視覺

障礙教育的師資問題，國內外都有

質量不足的類似情形（Silberman, 
Ambrose-Zaken, Corn & Trief, 
2004），雖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以

下簡稱視巡教師）的培訓單位有臺

南大學視障師資訓練中心，及各師

範院校的特教系所，然而視巡教師

的質與量問題卻一直困擾著國內

視障教育的推展（教育部，2002），
可見視巡教師人數不足的問題，存

在許久（王亦榮，1997；張弘昌，

2002）。 

2. 視障巡迴輔導師缺乏進修管道：張

弘昌（2005）研究發現，視巡教師

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視障生的障

礙程度差異太大，而視障師訓班無

法有效地因應弱視及中度視障生

之所需，也缺乏藝能科方面之訓

練，如體育和美術的課程，更常忽

略專業團隊合作的概念及間接教

學的技巧和重要性。因此，增加視

巡教師專業知能，實乃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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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層面 

依據「身障資源中心設置原則」，

高中職視巡教師工作不包含教授學科，

其主要教導點字及定向行動技能，提

供大字、點字體課本、試卷、補充教

材，及運用科技輔助等技巧，各科教

學工作仍由原任課教師負責。 

由於視障資源中心的視巡教師縮

編為 3 名，服務模式由「責任制」改

為「需求制」，輔導人力不足，教學方

式大多採用直接教學，少間接諮詢與

示範指導等方式，也是最主要的問題

（王亦榮，1997；李永昌，1999）。招

收視障生的普通學校教師對視障生缺

乏理解且專業不足，太依賴視巡教師

的協助，加上負責視障生業務的行政

人員經常更換，常有視障生未能受到

視障專業服務，導致學習成績不佳。 

(四) 行政層面 

巡迴輔導行政層面包含視巡教師

工作本身衍生的行政工作，及視障生

就讀學校的行政支援與配合工作等二

方面。早期由於視巡教師兼辦教育局

行政業務，造成人力不足、服務時數

不夠的問題（王亦榮，1997）。其後教

師因交通問題或兼任學校行政工作，

影響學生輔導成效的問題仍然存在

（莊慶文，2001）。高中職視巡教師，

依規定雖編制 1 名幹事，負責執行服

務中心工作計畫與相關業務，然仍需

視巡教師協助辦理相關行政工作，實

因行政工作量大且多。 

 

(五) 學生層面 

融合教育已是特教的趨勢。根據

研究（黃國晏，2010；Gilles & Ashman, 
2000；Weiner, 2007）顯示，接受融合

教育的特教生，比接受隔離教育的特

教生，在學業及社會化兩方面有更好

的表現，特別是與人互動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而視巡教師扮演極為重要的

角色，針對視障生的需求及能力，提

供不同的處遇，不僅聯結教師、行政

及家長的協助，必要時也會向相關單

申請支持服務，使視障生在普通高中

職的環境中，順利完成學業。 

五、結論與建議 

(一) 持續且多元培訓視障巡迴輔導師

資 

目前臺灣培養視巡教師的單位仍

以臺南大學為主，以因應視障專業教

師不足之窘境。依現況之需要，辦理

研習是最直接且簡便的進修方式，內

容可參考教師需求及家長的建議，擬

訂不同的主題，強調各教育階段的教

學、各種實務技巧及新進輔具和知識

的討論（陳明德，2005）。如能由教育

部發文提供各校教師報名參加，以利

參加者請假及課務安排等，實為提升

視巡教師專業知能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  

(二) 修法規定資源班或資源教室教師

應具備視障專業知能 

依據「臺灣省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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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高中職校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21 人以上者，應申請設立資源班，置

專任教師 1 人至 3 人；若身障生 20 人

以下者，應設立資源教室。依筆者從

事視障教育多年經驗，落實資源班或

資源教室教師應具備視障專業知能，

實為解決視巡教師不足之不二法門，

需要視巡教師協助的業務，以補充教

材的掃瞄辨識或電子檔製作等為主，

其餘皆可由資源班教師教導，包含點

字、定向行動及輔具的使用等。 

(三) 加強招收視障生學校落實行政支

援與配合 

賴怡君（2006）以全國不分類視

巡教師為調查對象，發現影響巡迴輔

導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即為接受巡

迴輔導學校，對到校進行輔導的教師

所給的支持不足，且配合度不夠。推

測可能是承辦人不熟悉新接工作，或

過於忙碌，更甚者有誤以為此乃視障

生和視巡教師之間的事，以致視巡教

師常從未見過學校中的任何人，反與

視障生及其家長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請教育部加強宣導，例如發文重申，

或於每年校長會議宣導，以強化校長

的認知與支持等。 

(四) 提供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更多的行

政支持 

廖永堃、蔣明珊、何雅玲、胡軒

瑜、黃子容（2006）研究指出，針對

巡迴輔導教師實際的需求，行政單位

可考慮下列重點支援，如為教師加保

交通意外險、加強改善巡迴教學地點

及設備、將諮詢時間納入教學鐘點，

明確規定諮詢服務的內容與實施方式、

辦理小型的巡迴輔導教師成長團體、

重新考量巡迴輔導教師個案的服務區

域及範圍、調整專業團隊服務的形式

等。如此，透過上開建議改善工作，

保障教師的職業安全及給予適度的獎

勵與體恤，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

減少流動的問題，以提升視巡教師的

服務品質。 

視障巡迴輔導教育政策的制定與

執行，影響巡迴輔導教師的質、量問

題，也影響接受巡迴輔導視障生的學

習成效，更甚者將影響視障教育未來

的發展。為視障教育的長遠發展願景，

應更妥善規劃以發揮視障巡迴輔導之

功能，避免虛耗巡迴輔導資源，以達

實質幫助視障生為目標，期望透過本

研究能更深入了解視障巡迴輔導政策

的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期能

真正發揮高中職視障巡迴輔導政策設

置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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