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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臺灣融合教育意識抬頭，學校需依照標準鑑定辦法，歸類學生特質差異，

提供身心障礙生學習管道與就學資源，安置學生於合適的教育場所，並提供學生

學習的相關必要特殊教育服務，因此，我國目前的特殊學生具有輕、中度障礙手

冊且經鑑輔會核定列冊便可選擇免試入學管道安置學校，也能依國中會考成績就

讀高中與高職。 

升學管道與名額增額，很多教師面臨到融合生比例的增加，為了幫助特殊學

生融入普通班共享相同的學習環境與學習權益，學校透過個別 IEP 會議，幫助特

殊學生與授課教師訂定學習目標與評量標準，但反觀學校規定教師的特教知能，

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時數規定僅為每學期三小時，每學期短短的三小時中，內容無

法涵蓋教育現場實際所遇到的現況、特殊學生個案類型的注意事項，也無法替教

師良身訂做合適的教學方式與多元評量，導致教師實施融合教育受到艱困挑戰，

然而，實施融合教育於高職實習課程，不只是將特殊學生安置於課程中，而是促

使特殊學生能夠進入教育環境，並且達到實質參與學習活動的目的（郭又方、林

坤燦、曾米嵐，2016），如何實施融合教育於專業課程中，將是所有實習課程教

師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實施融合教育於高職實習課程的困境 

高職是培育國家發展的根源，以培養基礎技術人員為使命，重視學生的技術

與理論結合，提升各科系背景的相關技能知識（教育部，2020），其與國中階段

的課程不僅上課方式不同，教學環境也有極大的差異，然而筆者在高職教學過程

中，不乏遭遇到融合教育與一般教學相互牴觸的狀況。 

以環境角度，「實習工廠」是技術型高中進行專業實習技能的學習環境，也

是技術型高中獨有的學習空間，以培養學生反覆訓練其技能的熟練度（陳明堂、

徐昊杲，張天民、楊佳諭，2008），但目前的各科實習工廠，仍多屬於訓練一般

生的學習環境，並沒有針對特殊學生的無障礙措施，導致身障學生參與實習課程

時，因為設備不夠完善，造成沒辦法落實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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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角度，因為學校個資法意識抬頭，現在的學校服裝無法辨別學生身

份，儘管學校的特教中心會將每班特殊學生的身份與障礙類別歸納給授課的教

師，但因為班級內特殊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導致教師於實習課程很難留意到班級

特殊學生的身份。 

以學校支援角度，特教中心師資雖作為教師的後盾，但對於實習課程，專任

教師多半不會主動尋求學校的特殊教育支援，只擔心特殊學生實習過程的安全，

而漠視特殊學生學習的狀況，犧牲他們的學習機會，但也有教師尋求學校協助處

理，而可惜的是，多數學校所採取的方法只是將孩子抽離、又或是於實習課程時

間安插其他課程，但融合教育的初衷，是希望學生們可以提早社會化，融入一般

的環境生活，學校與實習課程教師如何製造一個實習教學環境，使特殊學生可以

達到真正的無差異化實習課程教學? 

一般高職的實習課程的教育目標，以實務為核心，理論知識為輔，以配合就

業與繼續進修的需求，藉此兼顧培育學生創造思考、適應變遷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其因上課方式與情境，間接使學生體會社會化，訓練學生專業技術，提升成

員小組間的溝通、合作能力，培養學生個別化的能力發展，探索自己各領域的潛

能，其與融合課程的期望有很高的一致性，然而實際的實習課程現場，筆者歸納

出以下教學困境： 

(一) 實作項目多與複雜，不易內化吸收 

    實習課程中，講求務實致用，課程內容多以培養該領域的人才，課程設計皆

對應職場的基礎工作內容，並確保學生所學習之技能符合目前職場的期待，其內

容促使學生不斷養成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但特殊學生因先天屬性不同，

可能容易課堂分心或無法思考連貫，導致無法順利完成教師所安排實習課程的項

目，而萌生消極、逃避等心態。 

    教師得小心處理這些特殊學生的情緒，並觀察特殊學生的學習特質，摸索他

們容易學習的模式，並適時給予個別化的指導教學，幫助特殊學生得探索自己的

實習課程的學習方式。 

(二) 教師教學制式，忽略差異化目標 

    實習課程之教師，習慣原先的授課方式，因教師特教知能差異，其實並不容

易重新設計教學方法，而一般的實習課程內容，包含認知、情意、技能多層次的

構面，如果教師如往常授課方式，講解原理與示範操作，讓學生自主練習，很容

易忽略特殊學生的個別能力，而阻礙學生學習的動力，而評量如果又以技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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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評斷，將造成特殊學生的上課壓力，加速學生產生自我放棄的心態。 

(三) 課程過程自主，安全容易產生顧慮 

實習課程人數介於 13 至 25 人，教師沒辦法完全掌握班上每位學生的一舉一

動，然而高職實習工場環境、設備、工具屬於高潛在危險，而學生長時間反覆操

作機器設備，也多在工場走動，課程過程有其專業性、危險性，教師的教學負荷

與不比其他科目低，但融合課程實施以來，還需兼顧特殊學生操作安全與差異化

教學的問題，造成學生學習發生危險機率提高，教師學習品質打折扣的現況。 

(四) 分組進行實習，同儕無法良性溝通 

    實習課程因設備的數量設限與實習項目的需求，教師教學常採用小組共同參

與的方式，因為小組成員之間先天學習能力的差異，特殊學生因操作動作較緩

慢、判斷力較不完善、思考也需時間，容易造成小組實習的進度延宕，同組內成

員彼此內心產生優劣感，容易發生成員彼此的爭執與分裂，而失去了學習彼此尊

重與包容各別差異性的機會。 

三、實施融合教育於高職實習課程的突破 

    實習課程教師應跳脫既有的授課框架，並從特殊學生的角度換位思考，不能

只有對於特殊教育中心對於各障礙別的教育建議做課程設計的依循，而是親身體

會授課班級的特殊學生成員特質，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的角度揣摩，幫助自己改變

教學方法，也幫助學生提升於實習課程的自我成效，根據上述的教學困境，筆者

依造自身教學經驗歸納出以下建議： 

(一) 重視學生的基礎能力，挖掘學生的生活經驗 

    在課程進行前，教師課程設計應根據學生過去參與實習課程相似性質之活動

作延伸，並事先審閱學生基本資料及與個案管理教師進行課程架構的討論，（林

佳怡，2019），教師試探學生的先備知識，使課程融入學生的日常生活，可以使

特殊學生更早進入學習狀況。 

(二) 嘗試多元教學方式，幫助學生學習成效 

  實習課程須跳脫師徒制，一個示範一個模仿，而是採取可以提升學生不同取

向能力的教學方式，例如：小組探索、合作學習、或是投影片教學、一些有趣的

實作原理影片、職場的業師授課、職業探訪等，將實習課程納入更多的元素，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8），頁 161-165 

 

自由評論 

 

第 164 頁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同時達到多元教學的目的。 

(三) 嘗建制安全的實習環境，遠離校園職業災害 

安全的實習課程環境，需上課的每位成員共同創造與維護，教師應安排每個

小組的領隊，協助管理小組間的實習問題，並選出特殊學生的個別小老師，分擔

教師的授課壓力，提高學生的對於實習安全的敏銳度與正確的職業災害防護意

識，教師才能於授課過程中，兼顧學生的健康安全。 

(四) 學習尊重彼此，共創平等教學權益 

  學校採取不公佈特殊學生身分，但教師應該教育普通生的特教認知，讓學生

認識每個身心障礙類別的差異性，學習尊重彼此的不一樣，與讓普通生具備適當

的協助觀念，培養學生接納與主動協助的態度，授課期間，教師應該把握特殊學

生的能力，適時讓特殊學生有表現機會，更能促使學生間的相互融入，使普通生

與一般生都可以因融合教育得到成長。 

(五) 彈性多元的個別評量，重視適性發展 

  教師應與特教教師建制合作系統，討論教學的評量、操作示範的語言、共同

建立學習目標，將課程所含蓋的認知、情意與技能，依造學生的學習狀況，施以

不同的評量取向，增加學生適性發展課程中其他的能力，例如：人際溝通、合作

學習、職場態度等，而不限於實習技能的完整度。 

四、省思與結論 

  實施融合教育於高職實習課程已數十年，仍存在許多潛在問題，教師是實施

融合教育的關鍵，如何運用手上的資源，解決我們於實習課程所發現的問題，並

將融合教育與實作課程的教學目標共同實現，裡頭包含硬體的建制與茁壯特殊學

生心理素質，需要組成建全的學習網絡，在學校、特教師資、授課教師三者之間

相互合作，提供特殊學生完善的學習環境。 

  而教師本身需有充實自我的特教知能，思考如何安排課程的教學模式與內

容，而教學事前需設計符合身心障礙生的實習課程計畫，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

礎，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於實習過程中，顧及特殊學生的基礎能力，使教學

過程彈性變化，實現因材施教、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授課中防止學生因先天的

差異而產生負面情感，啟發學生自我認同的價值觀，使特殊學生有良性的實習課

程學習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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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融合教育於高職實習課程一直是被忽略的一塊，Garcia 和 Fernández
（2016）指出實現融合教育必須在整個教育系達到真正的融合，我認為實習課程

是高職實踐融合教育不可缺少的存在，其學習環境存在多元性的元素，幫助特殊

學生走向社會化，並可以培養一般生認知尊重、包容，但種種成效需仰賴教師的

教學方法，並引導特殊學生與一般生的積極參與課程，也需學校的特殊教育資

源，與家長的配合，才能靠向融合教育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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