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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是專業的專業－特教助理員 

「孤軍奮戰，其力有限；眾志成城，堅不可摧。」這顯現出特教的一大特色

－－團隊合作。特殊生樣貌多變，一己之力往往只能支持特殊生某個層面，要完

整支持特殊生，常需不同專業支援，方能一起支持特殊生的成長與進步。然文獻

討論中，卻有一個角色鮮少被提及，成為整個團隊中缺漏的一員。 

特殊生所需專業面向極廣，不論是普特教教師的班級經營及教學策略調整，

還是醫師、心理師、物理治療師等特教相關專業人員的協助支持，或是學校各處

室行政人員的配合，均需依學生需要彈性調整。而特殊生在校時，因其障礙狀態

及嚴重程度不同，無論是課程的順利進行，還是課程外的社交、進食或如廁協助，

都可能會看到特教助理員（下文中兩類並陳部份以「特教助理員」稱之，單指其

一者將使用個別「教師助理員」或「學生助理員」之名稱）陪同的身影。 

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教師助理員主要協助特殊生之「生活自理」

及「安全維護」，並輔以「教學協助」。特教助理員極貼近特殊生在校生活，特殊

生用餐、行動、如廁、上課時，均常需特教助理員協助（黃綉雯、張恒豪、唐文

慧，2016；鈕文英、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特教助理員可謂在校最了

解特殊生者，同時也是在校給予特殊生最多支持者。 

然在法規及一般界定中，特教助理員卻不屬於專業人員。特教助理員可謂在

校最近距離影響特殊生的人，卻少有研究論及他的存在，其身份定位極混淆。故

本文欲從各面向，深入探討特教助理員的身份與定位。 

二、話說從頭－特教助理員的演化史 

1984 年臺灣開始重視特殊教育，並訂定《特殊教育法》法案。關於特教助

理員的最早法規，屬 1987 年訂定之《特殊教育設施設置標準》。由於特教教師聘

用不足額及評鑑增加教師負擔，故在特教班中增設生活輔導員，其工作為協助特

教教師，使特教教師得以順利進行教學。 

法條明定特教助理員，則是 1997 年後。隨著《特殊教育法》修訂，1999 年

亦訂定《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法》，並點明特教助理員亦包

含此前存在已久，同樣協助特教教師幫助特殊生學習與生活自理的生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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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特教走向融合教育，障礙程度輕的特殊生融合在普通班，而障礙程度重

的特殊生多安置在特教班。原本安置於機構或家中其他障礙程度更重的特殊生則

挺進特教學校。隨特教潮流推演及因應特殊生的多元需求，特殊生家長進一步要

求，除教師助理員，亦應有專門協助特殊生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因此 2013 年

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明定特教助理員分協助教師的教師助理員及協助學生的

學生助理員。 

簡梅瑩（2014）指出，英國與台灣演近類似，因評鑑增加教師負擔及人力短

缺增設教學助理。但教學助理不夠專業，衍生教師專業資格貶值、教師權責模糊

及教學績效化問題。 

三、牡丹亦需綠葉扶－特教助理員對教師的助益 

教師平時面對班上眾多學生，有課程進度、學生能力差異、缺乏學校行政支

持等種種困境，對單一特殊生的了解有限（曲智鑛，2018）。特教助理員因其職

責含「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助」和「安全維護」，被賦予協助普特教教師及

支持照顧特殊生的角色。 

Hendrix 等人（2018）指出，教師透過行為功能評估，指導特教助理員鼓勵

特殊生替代行為及忽略問題行為，可有效降低特殊生問題行為。鄭文淵（2016）
亦指出，特教助理員可協助學生維持整潔。降低學生問題行為可提升特殊生課業

參與，維持特殊生之整潔則可提升其人際關係。 

特教助理員在教育現場中協助普特教教師，直接對特殊生實施特殊教育（沈

佑真、林惠芬，2015；徐玉琴，2019；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2016；鈕文英、

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特教助理員的協助，可有

效分攤普特教教師的負擔，亦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跟能力（徐玉琴，2019；鄭

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 

四、「現」身說「法」－法規內容與工作現況 

法規明定高中以下可依實際需求聘僱進用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員。更

制定特教助理員相關法律條文。以下就員額編制、工作職責、進用資格以及教育

訓練相關之法規內容及工作現況探討： 

(一) 員額編制 

法規規定中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每 15 位配置

專任教師助理員一人，不足 15 人者配置部分工時教師助理員一人；重度以上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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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則配置學生助理員。雖《特殊教育法》

規定重度以上特殊生方可申請學生助理員，教育部也補充，中度特殊生學習生活

倘有特殊需求亦可申請。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員額有固定分配標準，學生助理員員額則須參照學生實際

需求。然王幼玲（2019）指出，多數縣市歷年均未依學校申請之員額核定教師助

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教師助理員有專任者，依工作難易度給予比照分類職位公務

人員俸點支給報酬的固定職，少數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其薪資水平亦多以法定

最低時薪計。專兼任教師助理員均稱為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及屬性亦同，卻是

同工不同酬。而學生助理員之員額需視各校當年度實際需求而定，故均以臨時人

員方式進用，並多依法定最低時薪給付，且依個別聘僱契約訂定工作時數，工作

時段方有給付，各縣市規定不一，從每週 5 小時到每週 40 小時都有（王幼玲，

2019）。 

未足額核定人員的影響，若非多數縣市之特殊生之需求未被充份滿足，則特

教助理員可能為了儘量滿足學校跟特殊生的期待而疲於奔命。尤其學生助理員的

工作時間通常彈性較大，對其極為不利，若一週工時只有幾小時，可能連基本的

溫飽都有問題，若要兼職，又難以與其他工時短的工作配合。而特教助理員間相

比，工作負擔及壓力都不輕省，亦可能需相互支援，但其薪資結構及工作保障的

個別差異，卻是天差地別。 

(二) 工作職責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的工作職責，是在特教教師督導下，協助特殊生在校期間

的學習、評量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故除協助該班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

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亦可能協助教師們製作教材和環境維持。學生助

理員亦須在普特教教師督導下工作，其工作內容為服務個別或少數重度之特殊生

在校的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的支持性服務，或協助有嚴重情緒行為

障礙致影響其普通班生活適應或學習者之特殊生，他們亦可能會協助特殊生的課

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但少了直接協助教師的部份。 

各校甄聘特教助理員時，除各項條款外，往往含「其他學校交辦事項」，讓

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增許多，成為不可知的未定之數。此外，當學校同時存在教師

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時，兩者可能會互相協助支援，工作重疊性更高。 

實務中由於融合首重特殊生家長的意願，而特殊生家長多傾向向上安置，教

師助理員服務的特殊生障礙程度有增無減，特殊生需協助的範圍跟難度均增加不

少。然一班通常只有一位特教助理員，個別障礙的狀況也多元，若同時兩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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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協助，特教助理員將難以及時應付，其工作負荷量，不可謂不繁重。 

(三) 進用資格 

檢視特教助理員進用資格，可看到教師助理員與學生助理員須為高中以上畢

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學生助理員的條件則多加一條，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

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條件，亦可進用之。教師助理員均為特殊學校或特教班進

用人員，由特教教師指導其工作，然學生助理員在普通班或特教班進用均有，其

中普教教師的特教知能可能有限，若學生助理員本身有相關經驗或專業知能，較

易進入狀況。 

特教相關工作繁重，特教助理員僅需高中職畢，薪資亦不高，大學以上畢業

者多無法久待此職。甚至在學校有需求時，會面臨招聘不到特教助理員的窘境（徐

玉琴，2019），因此，特教助理員多為二度就業婦女、特殊生家長、曾接觸特殊

生者或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擔任特教助理員者，常被稱為「老師」；而其他背景擔任特教助理

員者，稱為「阿姨」或「老師」者均有，如何稱謂常與其背景或學校習慣有關。

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學經歷差異並不影響特教助理員的專業知能需求，

這代表不同學經歷特教助理員習得之專業知能相差無幾。然師生對助理員的稱謂

亦反映出他們對特教助理員的態度，更進一步影響特教助理員協助特殊生之成

效。 

(四) 教育訓練 

特教助理員經聘用後，須修習 36 小時之系統化設計職前訓練（鈕文英、施

安琪，2014），每年亦須參加 9 小時以上之特教在職訓練。然而兩者之實際訓練

時數，各縣市差異極大，且在職訓練多為各校依各自需求塊狀規劃之非系統化研

習，亦難以吻合特教助理員之服務需求。 

學校辦理研習時間，若安排在上課時段，特教助理員均無暇出席。但若安排

在非上課時段，因特教助理員常是照顧家庭者，研習與照顧子女時間衝突，亦增

添其參加研習難度。 

沈佑真、林惠芬（2015）亦指出，工作年資長之特教助理員專業知能需求與

資淺者不同，說明特教助理員透過長期累積工作及訓練經驗後，專業知能均會提

升。然特教助理員為依普特教教師指示協助特殊生之角色，普教教師之特教研習

修習時數卻僅需每年 3 小時，普教教師恐難了解特殊生之特質與需求，適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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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助理員特殊生所需服務。 

綜上所述，特教助理員屬「錢少、事多、責任重」的工作，既不受重視，亦

少被尊重，無怪乎特教助理員流動率大，常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工作，鮮少有男性

從事此工作。 

五、結論與建議 

特教助理員提供特殊生所需之協助，在教學現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員額

編制不足、工作職責沈重、進用資格門檻低，教育訓練時間及內容亦難以配合其

工作特性，使特教助理員之任用及專業成長易陷入困境。 

以下幾點調整，相信對未來特教助理員的留任及成長將多有助益： 

1. 各校特教助理員的人力需求每年均有所不同，需求較少之鄰近學校可合聘一

名特教助理員，可減少畸零時數之特教助理員人數，增加求職意願。 

2. 於大專院校規劃培訓特教助理員之學程，透過專業證照取得特教助理員資

格，以提升其專業。 

3. 提升普教教師之特教知能及了解特殊生之個別需求，讓普教教師能習得有效

指導特殊生之方法，更適切安排特教助理員的協助事項。 

4. 特教助理員依表現分級給薪，可促進其工作效能，提升特教助理員的留任意

願。 

5. 以「教師」而不以「阿姨」稱之，使學生重視特教助理員的指導，給予特教

助理員適當尊重。 

6. 調整評鑑制度，並於家長、社區或民間社團中募集熱心志工，或設計相關教

育學程實習生協助教學制度，以降低教師及特教助理員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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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rix等人（2018）指出，教師透過行為功能評估，指導特教助理員鼓勵特殊生替代行為及忽略問題行為，可有效降低特殊生問題行為。鄭文淵（2016）亦指出，特教助理員可協助學生維持整潔。降低學生問題行為可提升特殊生課業參與，維持特殊生之整潔則可提升其人際關係。
	特教助理員在教育現場中協助普特教教師，直接對特殊生實施特殊教育（沈佑真、林惠芬，2015；徐玉琴，2019；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2016；鈕文英、施安琪，2014；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特教助理員的協助，可有效分攤普特教教師的負擔，亦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跟能力（徐玉琴，2019；鄭文淵，2016；Hendrix et al., 2018）。
	四、 「現」身說「法」－法規內容與工作現況
	法規明定高中以下可依實際需求聘僱進用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員。更制定特教助理員相關法律條文。以下就員額編制、工作職責、進用資格以及教育訓練相關之法規內容及工作現況探討：
	(一) 員額編制
	法規規定中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每15位配置專任教師助理員一人，不足15人者配置部分工時教師助理員一人；重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有特殊需求之特殊生，則配置學生助理員。雖《特殊教育法》規定重度以上特殊生方可申請學生助理員，教育部也補充，中度特殊生學習生活倘有特殊需求亦可申請。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員額有固定分配標準，學生助理員員額則須參照學生實際需求。然王幼玲（2019）指出，多數縣市歷年均未依學校申請之員額核定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教師助理員有專任者，依工作難易度給予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的固定職，少數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其薪資水平亦多以法定最低時薪計。專兼任教師助理員均稱為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及屬性亦同，卻是同工不同酬。而學生助理員之員額需視各校當年度實際需求而定，故均以臨時人員方式進用，並多依法定最低時薪給付，且依個別聘僱契約訂定工作時數，工作時段方有給付...
	未足額核定人員的影響，若非多數縣市之特殊生之需求未被充份滿足，則特教助理員可能為了儘量滿足學校跟特殊生的期待而疲於奔命。尤其學生助理員的工作時間通常彈性較大，對其極為不利，若一週工時只有幾小時，可能連基本的溫飽都有問題，若要兼職，又難以與其他工時短的工作配合。而特教助理員間相比，工作負擔及壓力都不輕省，亦可能需相互支援，但其薪資結構及工作保障的個別差異，卻是天差地別。
	(二) 工作職責
	法規中教師助理員的工作職責，是在特教教師督導下，協助特殊生在校期間的學習、評量與上下學及校園生活，故除協助該班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亦可能協助教師們製作教材和環境維持。學生助理員亦須在普特教教師督導下工作，其工作內容為服務個別或少數重度之特殊生在校的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的支持性服務，或協助有嚴重情緒行為障礙致影響其普通班生活適應或學習者之特殊生，他們亦可能會協助特殊生的課程進行、考試輔助、上下學接送、如廁及突發狀況，但少了直接協助教師的部份。
	各校甄聘特教助理員時，除各項條款外，往往含「其他學校交辦事項」，讓他們的工作範圍擴增許多，成為不可知的未定之數。此外，當學校同時存在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時，兩者可能會互相協助支援，工作重疊性更高。
	實務中由於融合首重特殊生家長的意願，而特殊生家長多傾向向上安置，教師助理員服務的特殊生障礙程度有增無減，特殊生需協助的範圍跟難度均增加不少。然一班通常只有一位特教助理員，個別障礙的狀況也多元，若同時兩位特殊生需協助，特教助理員將難以及時應付，其工作負荷量，不可謂不繁重。
	(三) 進用資格
	檢視特教助理員進用資格，可看到教師助理員與學生助理員須為高中以上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學生助理員的條件則多加一條，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條件，亦可進用之。教師助理員均為特殊學校或特教班進用人員，由特教教師指導其工作，然學生助理員在普通班或特教班進用均有，其中普教教師的特教知能可能有限，若學生助理員本身有相關經驗或專業知能，較易進入狀況。
	特教相關工作繁重，特教助理員僅需高中職畢，薪資亦不高，大學以上畢業者多無法久待此職。甚至在學校有需求時，會面臨招聘不到特教助理員的窘境（徐玉琴，2019），因此，特教助理員多為二度就業婦女、特殊生家長、曾接觸特殊生者或退休教師。
	退休教師擔任特教助理員者，常被稱為「老師」；而其他背景擔任特教助理員者，稱為「阿姨」或「老師」者均有，如何稱謂常與其背景或學校習慣有關。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學經歷差異並不影響特教助理員的專業知能需求，這代表不同學經歷特教助理員習得之專業知能相差無幾。然師生對助理員的稱謂亦反映出他們對特教助理員的態度，更進一步影響特教助理員協助特殊生之成效。
	(四) 教育訓練
	特教助理員經聘用後，須修習36小時之系統化設計職前訓練（鈕文英、施安琪，2014），每年亦須參加9小時以上之特教在職訓練。然而兩者之實際訓練時數，各縣市差異極大，且在職訓練多為各校依各自需求塊狀規劃之非系統化研習，亦難以吻合特教助理員之服務需求。
	學校辦理研習時間，若安排在上課時段，特教助理員均無暇出席。但若安排在非上課時段，因特教助理員常是照顧家庭者，研習與照顧子女時間衝突，亦增添其參加研習難度。
	沈佑真、林惠芬（2015）亦指出，工作年資長之特教助理員專業知能需求與資淺者不同，說明特教助理員透過長期累積工作及訓練經驗後，專業知能均會提升。然特教助理員為依普特教教師指示協助特殊生之角色，普教教師之特教研習修習時數卻僅需每年3小時，普教教師恐難了解特殊生之特質與需求，適切指導特教助理員特殊生所需服務。
	綜上所述，特教助理員屬「錢少、事多、責任重」的工作，既不受重視，亦少被尊重，無怪乎特教助理員流動率大，常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工作，鮮少有男性從事此工作。
	五、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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