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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支持團體－

第一年之經驗分享
鍾莉娟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近年在融合理念與趨勢的影響之下，特

殊幼兒就讀普通幼稚園或托兒所的人數逐年

增加當中，目前在花蓮縣有不少的特殊幼兒

是就讀於普通幼稚園或托兒所，可是這些特

殊幼兒所就讀的學前教育單位，除了部分國

小附設幼稚園以外，這些學習場域並沒有資

源班的設置或是有具備特教背景的老師常

駐，因此當這些特殊幼兒在學習或者在行為

上產生問題時皆需仰賴學前特教的巡迴教

師。然而在有限的人力與時間限制之下，再

加上花蓮南北狹長的地形影響，學前特教的

巡迴教師要顧及每位特殊幼兒的需求，並適

時提供普幼教師必要的支援乃是一大挑戰，

這個因現實環境所造成的現象極待尋求有效

之解決策略。 

  就 91 年度花蓮縣教育局特教課登錄學前

教育階段的特殊幼兒有兩百多位，在有合格

特教教師的學前特殊班就讀的特殊幼兒，人

數僅佔縣內特殊幼兒總人數的五分之一不

到，也就是說縣內的多數特殊幼兒是在其他

沒有合格特教老師的一般學前教育單位中就

讀，或許這些特殊幼兒以輕度為多，但大部

分仍需要特殊教育的服務，但就 91 年縣內僅

有六位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她們所要承擔的

工作量與壓力是可想而知。 

  筆者自返國後迄今每學期皆參與本校特

教中心諮詢與實地的特教輔導工作，最常遇

到的問題之一，是一般普幼的教師雖然很願

意接納特殊幼兒但是卻不知該從何著手，或

對於困難的特殊幼兒避而遠之，這些普幼老

師所需要的協助絕不是幾次的討論便能解決

的，再加上許多普幼教師對於巡迴教師的期

待是將特殊幼兒抽離現場教學，使得學前特

教巡迴教師所能發揮的角色功能有限。 

  影響到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的因素有

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即是支持網絡之

建立，然而在暢談跨科際整合之前，特殊幼

兒的老師們彼此間是否能有一個通暢的經驗

交流機會與相互支持的默契，值得我們去重

視的並提供具體的協助。有許多資深的教師

可以提供她們多年累積的經驗給新任的教

師，在特教的領域特別是如此，但這種經驗

的提供與在實務上的支持沒有一個清楚而明

確的系統或是規範，當這些教師離去之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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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也隨之離去，後來的人可能還得再透過摸

索重新累積經驗，這對於任何要提供教育服

務給特殊幼兒的人都是一種時間與精力上的

損失。如果特殊幼兒的老師之間可以在經驗

上彼此交流傳承並相互支持，那將是這些幼

兒們的福氣，也是教師們繼續前進的動力，

這也促使著筆者一直想要促成學前特教老師

支持團體形成。 

  在花蓮縣教育局特教課的協助之下，去

年筆者帶領一個為期一年的學前特教老師的

團體，上學期是每兩週聚會一次，下期因團

體成員關係已形成且因部分老師可以出席的

時間改為每月聚會一次。主要成員以學前特

教(巡迴)教師為主，另外還有特教課的社工

師與一位專責的行政人員，因為她們是學前

特教老師最直接的工作夥伴。每次的聚會為

兩小時，團體所進行的討論內容包括 1) 成

員關係的建立  2) 自我角色與工作範圍的認

定  3) 特殊個案的處理  4) 如何與普幼教

師互動  5) 如何家長的溝通  6) 法令與工

作倫理  7) 相關行政資源的取得  8) 相關

議題之討論  9) 診斷、評量與安置等議題。

筆者非常期待透過這樣的團體討論與分享以

提升對就讀普通班特殊幼兒之服務品質、建

立教師間的支持網絡，學前特教(巡迴)老師

經驗能在互動中再累積、角色與功能的再提

昇，除了提供普幼老師解決教學現場的問

題，也能擔任諮詢者與督導者的角色，讓所

有的特殊幼兒在學前老師們的合作下，獲得

學習與發展上的最大利益。 

 

初期之成效 

 一、學前巡迴特教老師對自我角色的釐清

與巡迴工作範圍更為明確，不再將自己定位

於普幼教師的「幫手」，而是可以提供普幼教

師教學建議與處理兒童行為問題的諮詢者。 

 二、團體成員間合作與支持網絡的建立，

在長時間的定期聚會討論與分享過程中，團

體成員除了主題的討論與經驗交流外，彼此

間更提供了心理的支持與鼓勵。 

 三、資深學前特教老師帶領資淺教師的模

式雛形漸顯，資深教師對個別教師在實務上

除了提出評判，亦主動提供其教學經驗與相

關教材。 

 四、解決困難個案，每位教師在每次聚會

時均須輪流提出個案報告，而每次之報告皆

在團體內形成激盪而產生更多之觀點與解決

策略。 

 

挑戰與困境 

 一、成效之評估，本支持團體之成效應有

多面向之考驗，但卻難以用量化的方式來評

而僅依團體成員主觀之感受與看法，再者筆

者本身為團體的帶領人，沒有第二位獨立的

觀察者提供意見與評估。 

 二、參與成員之限制與流失，除了巡迴教

師外其他學前特教般的老師在參與團體的時

間上，每每需要配合任教學校與班級活動而

有所限制，少數成員亦在上學期期中便無法

在繼續參與團體。 

 三、與學前教育單位之合作，仍有部分學

前教師對於巡迴特教老師入班觀察抱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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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亦有少數未立案之單位視教師們為行政

單位派出之「督察」，而使教師們的巡迴教學

增添困擾。 

 四、偏遠地區之服務，因城鄉差距資訊與

資源獲得有限，教師們最感困擾與氣餒的是

當必須與偏遠地區家長進行互動，如在語言

與文化遭遇困難，或者與家長對於孩子的教

養價值觀有所衝突。 

 

繼續努力之方向 

 一、在縣內北、中、南三區各尋找一位願

意參與之資深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成為各

區支持團體之帶領人。 

 二、逐步將有意願之普幼教師納入支持團

體參與個案討論與經驗分享，擴展教導特殊

幼兒教師的支持網絡。 

 三、透過宣導或相關研習使更多學前教育

機構瞭解巡迴教師之角色與功能。 

 四、瞭解特殊幼兒所在社區結構與資源，

並邀請其他專業領域如社政與醫療人員加入

團體，增加橫向連結強化支持網絡進而提升

學前特殊教育的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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