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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家長為孩子與生俱來的權益的守護者，也是與孩子最親密的人，教育的提供

固然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能，但家長是相關專業人員在進行評估或服務計畫時，能

提供有關孩子客觀資料的最佳人選，更是他們身邊的重要支持者（張雅婷，

2011）。但是各縣市政府受限於相關資源匱乏及經濟效益的雙重考量下，皆以特

殊教育教師兼任心理評量教師負責主要鑑定工作，相關專業人員則視情況從旁協

助，往往忽略了家長於鑑定安置中參與的重要性，也疏忽了家長於子女接受教育

服務的每一個環節當中，都應擁有「知」的權利（McLoughlin & Lewis，2005）。

因此本文將先闡述家長參與鑑定安置的角色，進而統整家長參與現況，並探討家

長參與鑑定安置過程中的需求情形。 

二、家長參與鑑定安置的角色 

時至今日，家長參與已成為世界特殊教育的重要思潮，不僅相關法令賦予了

身心障礙家長更多參與上的權利，亦連帶造成家長於角色上的轉變，但卻顯少有

研究直接闡述家長於鑑定安置中所扮演的角色。紀瓊如（2006）及陳惠茹（2004）

研究中列出家長參與的特殊教育服務項目，包含（一）參與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安置與就學輔導工作；（二）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三）參與轉銜服務；（四）

參與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運作；（五）接受家庭支援服務；（六）擔任委員等，將探

討範圍拓展至家長參與特殊教育服務中的角色，發現許多學者及研究中列出家長

參與特殊教育服務、轉銜相關會議或是專業團隊合作中的角色皆十分相似，皆強

調家長身為夥伴參與其中時，包含學習、決定、倡導、合作及支持等作用。加上

鑑定安置不僅是學生得到特殊教育服務的入場券，更是家長參與特殊教育服務中

的重要環節之一，因此筆者參考上述各學者對家長參與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時所扮

演之角色，統整出家長參與鑑定安置的五種角色，內容簡述如下（何東墀，2003；

陳明聰，1997；陳麗如，2004；張慧美，2008；賴怡蓉，1999；賴姿允，2013；

Turnbull &Turnbull，2001）： 

(一) 學習者：學習與鑑定安置相關之資訊及專業知能，包含鑑定安置流程、 安

置類型、子女及自身的相關權益等。 

(二) 決定者：參與攸關子女教育的任何重要決定，包括是否參與鑑定安置、就讀

學校、安置班型、學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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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者：提供子女於鑑定安置時所需的相關資訊，如就醫紀錄、在家情況、

特殊行為。 

(四) 倡議者：保障子女與自身於鑑定安置過程中的權益。 

(五) 監督者：監督鑑定安置流程及相關作業是否合乎相關法令規定。 

綜合上述內容，我們可知家長於鑑定安置及相關特殊教育服務中扮演的角色

十分多元，但不論是何種角色，皆強調家長應為參與其中的重要合作夥伴，此情

況亦顯示出家長在參與的過程中，遵從專業人員的決策或接受專業鑑定報告及安

置結果的情況已有所改變，因此下節筆者將探討現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鑑定

安置之現況。 

三、家長參與鑑定安置的現況 

在特殊教育學生受教育的路途中，最重要的起始點便是鑑定安置，其結果將

對後續所接受的教育服務造成偌大的影響。而父母不僅為身心障礙學童的資源、

促使子女接受服務的啟動者，更是政策中的倡導者，因此父母已是鑑定安置過程

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之一。有鑑於此，筆者統整國內相關研究後，將家長參

與鑑定安置之參與現況歸納為以下四點（王木榮，2001；陳明聰、王天苗，1997；

陳俐靜，2009；陳惠茹，2004；張筱薇，2005；劉雅億，2000；顏倩霞，2005）： 

(一) 缺乏相關資訊：包括鑑定相關流程、 工具、鑑定及相關會議通知。  

(二) 參與態度被動：長期仰賴專業人員協助，未行使自身權利及義務。 

(三) 參與過程感受不佳：參與過程中少被徵詢意見、專業人員多以上對下方式與

家長互動、面對煩雜流程及會議感到徬徨不安。 

(四) 缺乏參與知能：不瞭解自身的權利義務、參與內容及參與的方式。 

統整上述內容可知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於參與鑑定安置過程中的現況不

盡理想，此情況不僅表示家長具有潛在的需求未被滿足，甚至可能對子女後續就

學事宜造成影響，因此以下將就家長參與鑑定安置中的需求情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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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參與鑑定安置之需求 

吳韋陵（2010）指出特殊教育除須重視每位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更需要兼

顧其家長的需求。而筆者統整相關研究後，將家長參與鑑定安置之需求分為以下

三大部分： 

(一) 資訊需求 

家長的特教知識背景不足，便無法為自己和子女爭取更適切的相關服務，且

在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過程中，並非所有家長皆能取得充足的訊息，特別是部

分處於社經地位弱勢的身心障礙家長，無法經由鑑輔會或是學校獲得足夠資訊，

因此家長不僅需要加強背景知識，學校也應針對家長需求提供適切的資訊（吳韋

陵，2010；蘇志千，2010）。 

國內許多相關研究結果指出父母對於轉銜資訊、教育安置類型、孩子學習、

行為與升學之訊息與問題具有高度需求，此差異也意謂教師未能讓家長充分了解

其子女相關權益以及升學相關資訊，相關研究建議當中亦提及應該要提供家長關

於參與權利、相關資訊等相關資訊的獲得管道（陳明聰、王天苗，1997；賴姿允，

2013；蘇玉珊，2013；顏倩霞，2005）。 

Harry 和 Kalyanpur（1994）更指出可見多數的家長於參與時的消極行動可能

是因為缺乏動機、意願，亦或是有動機卻缺乏相關知識及技巧，影響了參與度。

又因國內外許多以調查參與特殊教育相關活動之家長需求之相關研究主題，皆將

資訊列於需求向度中，研究結果亦顯示資訊為家長需求最高的向度之ㄧ，可見家

長不僅對參與子女教育的相關法令、教育計畫、特殊教育知能以及其他專業服務

等部分認知程度不高，更具有高需求性（劉城晃、陳靜江，2002；羅富美，2002；

蔡淑桂，2002；陳采緹，2011；戴千琇，2009；戴雅蘋，2009；徐嘉男，2002；

鄭雅莉，2011）。 

(二) 情感需求 

鑑定安置是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相關服務的首要關卡，許多身心障礙的家長在

得知孩子可能為身心障礙時，內心的衝擊是無法言喻的，這些壓力不僅來自於家

人對孩子的期待，更是因為此時的決定將對孩子未來造成偌大的影響，因此身邊

的家人、朋友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的支持與協助便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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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專業人員時常會因握有資訊上的優勢，不自覺於決策過程中扮演主導的

角色，家長會因此顯得較為被動且弱勢，且在面臨生硬的輔導規章以及複雜的鑑

定安置流程，內心更時常感到徬徨以及無助，卻求助無門，導致於後續的服務內

容與其子女需求無法吻合，甚至有研究指出在鑑定安置的過程中，有家長是在未

同意、未被告知或是未參與決定的情況下，孩子便進行相關作業，有些家長甚至

未曾於進行安置評估時提供相關資訊、未受邀參與鑑定安置會議，可見家長在參

與鑑定安置的過程中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張筱薇，2005；賴姿允，2010；劉雅

億，2000；蘇志千，2010；陳俐靜，2009；顏倩霞，2005）。 

且國內家長參與特殊教育服務需求相關研究中，不僅將精神向度列為研究變

項之一，研究結果更指出有 77%的家長具有精神支持上的需求（徐嘉男，2002；

戴千琇，2009；蔡淑桂，2002）。除此之外，Lowry（1983）更發現許多家長覺

得在初次參與鑑定或是計畫時，若有其他家長陪伴會很有幫助（引至詹沛珊，

2006），可見家長確實需要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由上可知家長於參與子女鑑定安置的過程中，內心時常感到慌張、不知所

措，參與時不僅未得到精神上的支持，更沒有得到平等的對待與基本的尊重，此

情況不僅造成家長於心理上有相當程度的壓力及陰影，亦影響了特殊教育學生於

特殊教育服務上的適切性。 

(三) 參與需求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的參與不僅僅是權利的展現與維護，對於身心障礙子女的

發展、學習、適應、教育計畫決定與執行、專業團隊服務效能亦有極大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在參與特殊教育相關服務的過程中，家長可以與專業團隊共同合作，

使孩子接受最適性的教育（紀瓊如，2006）。 

國內有相關研究指出家長在參與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時，可能因時間問題、工

作生計問題、交通問題、孩子沒人照顧、未能完全及公平的參與、專業人員的態

度不友善、與專業人員的溝通問題等因素影響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意願（紀瓊

如，2006；陳明聰，1997；Turnbull & Turnbull，2001）。 

不僅如此，許多學者對於促進家長參與情況亦提出許多看法與建議，包括要

以家長能理解、溝通的語言為主、給予家長彈性參與的時間、協助照顧身心障礙

孩子、協助安排或是提供交通資訊、事前提供會議資訊給家長、簡要說明於會議

中家長需要做的準備、提供多元的參與方式、建立平等的夥伴互動關係等等，可

見家長於參與過程中確實有需求（紀瓊如，2006；陳明聰，1997；張筱薇，2006；

詹沛珊，2006；Turnbull & Turnbul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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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即使法令上給予家長參與的權利，家長也成為團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夥

伴之一，但是仍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於參與鑑定安置過程中確實具有潛在的

需求未被滿足，此情況不僅導致家長無法對子女的教育做出最適切的決定，甚至

可能對子女後續就學事宜造成影響，因此家長在資訊、情感及參與等需求的滿足

便顯得十分重要。 

五、結語 

因此，當家長想要實際付諸行動，正視自身於特殊教育法規中所賦予其的相

關權利與義務時，便必須要擁有足夠的資訊以及相關專業知能（吳韋陵，2010）。

而此時特殊教育教師與其他相關人員的角色便十分重要，我們必須先站在家長的

角度去思考，瞭解家長的需求、尊重家長的意見並視其為平等的合作夥伴，在參

與過程中給予必要的支持及資源，如此一來不僅可達到賦權的目的，更能提升家

長參與子女教育事務的積極度，締造親師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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