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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班級經營對班導師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對於初踏入職場、教學經歷

不足、尚在摸索自己的教學模式，且無任何帶班經歷之初任班導師來說，如何做

好班級經營及解決實務上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更是值得探討的內容。朱文雄

（1992）認為，班級管理是教師管理教學情境，掌握並指導學生行為，控制教學

過程，以達成教學目標的技能或藝術。尤其，當要帶領整班皆為智能障礙學生的

前提下，需要提供之個別化教育、結構化教學、行為問題處理、親師溝通、轉銜

教育等等特教專業服務的同時進行班級經營，對特教班導師更是一大挑戰！ 

因此本篇將針對初任特教班導師在班級經營時所會面臨之挑戰及解決方向

提出實務上之經驗及解決方向。 

二、班級經營的現況及挑戰 

以下分別敘述班級組成及班級經營之挑戰。 

(一) 班級組成：男 8 人，女 5 人，共 13 人 

根據新北市 108 年公告之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學學校集中式

特教班簡章，學生須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有效期間

為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以上之身心障礙資格證明，其資格須為智能障礙或是其

他障礙類別兼有智能障礙者。 

(二) 班級經營之挑戰 

1. 初任教師帶班經驗少 

詹惠雯（2014）指出對學校想像有很大的不一致、初任教師對學校來說也是

新生。所以對剛結束實習、通過教師甄選、教學經驗不足，完全沒有帶班經驗的

初任教師來說，第一屆帶班的時間，通常落於其教學經驗不到三年之際，要如何

同時適應全新的職場環境、精進自我教學技巧、處理特教班學生情緒及行為問

題、帶領班級學生三年後能順利就業，這一切的挑戰都著實給予初任特教班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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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壓力。 

2. 重視學生的獨特性 

Tomlinson（1999）提出即使是同一班、同年齡的學生，依據其背景知識、

生活經驗、學習準備度、學習風格、學習興趣與學習情況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差異， 所以教師透過教學環境、內容、教材呈現方式、教學環境等調整，來協

助學習者建立適合自己的學習活動。 

13 位學生中，有 11 位屬輕度智能障礙者，1 位屬輕度智能障礙合併輕度情

緒障礙者；2 位屬輕度智能障礙合併輕度自閉症。學生個體內差異大：每位學生

是不同個體，且本身個體內是具有差異的。 

例如，學生語文能力為高組學生，其語文課程安排上依能力被分配至高組班

級上課；但學生之數學課程可能是在低組上課，故同一位學生即使某科目在高組

上課，但這不代表其他科目都在高組班級上課。所以除了學習能力存在個體內差

異外，其自身適應能力及應變力等，都能發現個體內的差異是相當大的。 

全班皆為輕度智能障礙，但每一位學生之間的能力仍有許多不同。例如，高

職綜合科全班學生皆為輕度智能障礙者，A 生語文高組及數學低組之學生；而 B
生為語文中組及數學高組之學生。由上述可知，即使皆具輕度智能障礙特質，除

學習能力存在個體間差異外，個體間適應能力及應變力等，都能發現個體間的差

異是相當大的。  

3. 情緒與行為問題之處理 

楊坤堂（2015）指出情緒障礙與行為異常學生若未能學會自我控制和社會技

巧前，對於一般學科學習之成效會較差。此時該如何同時兼顧班級上課進度以及

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對於特教班導師的班級經營是一大挑戰。 

特教生常見之情緒與行為問題特徵：經常逃避、討厭或不喜歡做需要耗時、

耗心力的工作、缺乏耐心，無法好好安靜地做事、不太能從事需要等待的工作以

及常打斷別人在進行的活動。 

有些特教生因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故需服用藥物，此藥物可以協助情緒

穩定及注意力集中，但學生常常因為記憶力差忘記吃藥或身體不適而抗拒吃藥，

其未吃藥的狀況下，情緒起伏增加、注意力下降，上課表現相對下降。當教師因

其出現行為問題並給予糾正時，其情緒起伏就會比平常高上許多，進而出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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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例如，上藝術課時，每人需要製作 30 份紙盒，因學生未吃藥，故上課時不

斷發出噪音、甚至大力摔材料離開教室等等影響課堂進行之行為問題。 

4. 家庭支持程度差異 

翁佩庭（2015）認為「『家庭支持度』就是來自直系親屬或部分旁系親屬所

提供之身體和情緒的支持程度」。由此可知不同學生之家庭環境、教育、支持度

也有所不同。 

例如，學生家長忙於生計，有時因工作缺人手，上課期間帶孩子去工作，致

學生學習嚴重落後，即使溝通多次，家長仍以生計考量為優先，甚至考慮讓孩子

休學，這樣的家庭教育可能對於學生的價值觀或是學生之行為對同學會有不良示

範，因此也會影響到特教師班級經營的效果。 

三、特教班級經營的方向 

莊海玲（2012）認為，特教學生的個別差異愈來越大，教學活動的進行也越

來越具挑戰性，一般學科性教學已不再是重點，更重要的是學生的情緒問題行為

管理、衛生習慣能力的養成和生活自理的訓練，因此要如何培養學生從踏進教室

那一刻起就遵守教室的規範就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特教班級學生組成特殊、變因多，且班導師為經驗不足之初任教師，故班級

經營上所面臨的挑戰性也相對提高，以下分別敘述初任特教班導師在特教班級經

營的建議。 

(一) 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彌補經驗不足之困境 

1. 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參與研習、自我進修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2. 教師需要翻轉教學的方式  

教師需要從學生的角度發想，思考最有助於學生之教學方式。 

3. 提升親師間信任度 

透過提升親師溝通頻率及深度，讓親師溝通信任度提升，讓家長成為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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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之助力。 

(二) 依照學生個體差異調整教學模式 

1. 鼓勵學生負起學習責任 

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輔導學生培養自我負責之態度；以正向支持策略

鼓勵學生，使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進而提升動力並且負責。 

2. SOP 化 

將班級事務建構 SOP 程序，學生可以遵照清楚的程序，在最少的教師協助

下，按步就班完成任務。實際解決作法如：衛生股長依照班導所發之掃地檢核表，

檢核同學掃地品質，放學時交給班導，班導給予回饋。此方式，即使股長換人，

同學能夠按步進行工作，不需重新適應新的做事程序，對於類化能力較弱之特教

學生來說，能有助於其適應能力之提升。 

3. 生活化：班級事務結合生活經驗 

實際解決作法如：班級實施每日簽到、簽退制，讓學生養成準時到校、離校，

並操作打卡鐘，以養成未來職場工作準時打卡上下班之習慣，對於現實感較弱之

特教學生，有助於其未來社會適應。 

4. 責任化 

班導師根據評量、教學中了解學生的程度，使每個學生能在適合自己的任務

中達到標準，對自己所能完成的任務負起責任。實際解決作法如：讓手部精細度

差但粗大動作佳之同學負責拆紙箱，而非指派他縫衣服等工作。     

(三) 建立良好親師溝通管道 

1. 鼓勵學生負起學習責任 

有些家長對年資淺之教師不夠信任，只要建構好親師溝通橋梁，時間久了，

班導師的用心，家長便能感受到。實際經驗分享：因筆者年資尚淺便接任班導，

班親會時家長常常顯現不信任之態度或是言語，透過一年密集聯繫家長，溝通學

生學習狀況，並給予家長在家教育之建議，家長都有看見學生的進步，隨著時間

演進，家長們都非常信任班導師。 

2. 親師作法需一致 

有時親師作法不一致，致教師在校教導，但學生回到家又是另一套做法，導

致只有教師單方面教育，改變其行為之效果有限之情況。實際經驗分享：家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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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學生在家一直玩手機不寫功課，但在校期間導師皆會集中管理手機，放學發

回，後來才知道因家長工作忙或是學生會不斷鬧脾氣，家長無計可施下就給予手

機。故家長端與教師端都需堅持一樣的原則，方能順利塑造學生的正向行為。 

(四) 與學校行政及專業團隊合作 

1. 提供完善的支持制度 

實際經驗分享：提供特教班導師轉介學生接受輔導室所提供的心理輔導，讓

學生能獲專業之輔導同時讓班級導師能獲得完備之行政支援。 

2. 鼓勵特教生參加校級競賽 

實際經驗分享：參加校內健康操比賽，練習一年，拿下第四名佳績，大大增

進班級的向心力！ 

四、結語 

對初任特教班導師來說，不足的任教經驗下，家長的不信任、且常常會有學

生情緒及行為問題需在課堂及班級中處理，如何有效帶領更具挑戰性的特教班，

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具挑戰性的事。 

除了班導師自身精進之外，學生自我負責、行政端、家長端的配合更是不容

忽略，唯共同努力，才能夠透過班級經營讓學生真正將規範落實在生活中，將能

力帶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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