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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每到了學期

初，特教老師個個摩拳擦掌、蓄勢待發準備

進行 IEP 的撰寫，在為期一個月的時間內除

了準備教材、進行教學之外，更耗費了許多

的心力在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上，一份動

輒十幾頁的 IEP 內容在量上看似可觀，但以

質的角度而言，是否能確實彰顯功能，在在

考驗著特教老師的功力。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立意良好，它不僅是

孩子教育上的重要方針，亦是學校老師、行

政人員、專業團隊與家長共同合作的重要契

約。個別化教育計畫除了是特殊學生適性教

育的保障、特殊教育工作的管理工具、家長

介入的引導、多專業的介入整合，更能促進

家長與學校人員溝通與協調的充分發揮(李翠

玲，民 88；林寶貴，民 83；胡永崇，民

91；謝健全，民 88)，因此個別化教育計畫

的擬定在實務上有必要性，在法律上有其合

法性，期望透過適切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

特殊學生最完善的服務。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此名稱乃源自於 1975 年

美國 94-142 公法，首先規範個別化教育計畫

的內容與實施，指出對已鑑定出具有特殊需

求的兒童，需在開學後一個月內，由行政人

員、教師及障礙兒童的父母或是監護人等，

組成一專業團隊，共同為該生研擬 IEP。 

台灣在民國 86 年特殊教育法修訂時，特

別明定了「各級學校要對每位身心障礙學生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並在特殊教育施行細

則第 18 條中詳細規定其內容、參與人員及擬

定時間，正式將個別化教育計畫成為法律上

的用語，自此每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

生，其教師皆應依法為其量身打造 IEP。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可分為五個步

驟： 

一、學生需求的確立 

蒐集學生相關資料、透過各種診斷評量

的過程瞭解學生優勢學習能力、弱勢待加強

能力，並主動和導師、家長晤談，以訪談的

方式深入了解學生的家庭狀況、在家與在班

級的表現、人際互動等家庭史、教育史、醫

療史完整的資訊，此部份是最具挑戰性的任

務，唯有確定了學生的獨特需求，才能順利

曾怡菁
台中縣草湖國小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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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擬定 IEP 的下一個步驟。 

二、IEP 內容的撰寫 

依學生的能力表現來考慮學生需求，除

了課業上的學習需求外，若需申請輔具、專

業團隊人員入校服務等，資源班教師須立即

的尋找相關資源，將之轉介給相關專業團

隊，相關專業人員再進行學生的能力評估，

並為學生量身設計屬於他的服務課程。 

三、IEP 會議的召開 

集合家長、教師、行政人員、專業團隊

等人召開 IEP 會議，在會議上，各相關人員

盡情的討論與溝通；教育服務人員進一步解

釋提供何種課程與其理由，家長提出自己對

小孩的期許與進步空間，藉由直接的面對面

討論與溝通以確定適合學生的教育。 

四、計畫的執行與評量 

會議上協調後確定的教育目標與服務內

容成為正式的 IEP 書面文件，並依之提供教

學與相關服務，期末進行評量與檢討，檢討

結果作為未來調整教育方案的參考。 

 

 

 

 

 

 

 

 

 

 

 

 

 

 

 

圖一  IEP 的擬定與執行流程（摘自吾樺幗，民 97） 

 

 

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教育部，

民 95)第十條指出：「學校特殊教育班之辦理

方式有自足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身心

障礙巡迴輔導班。」不分類巡迴輔導班為身

心障礙巡迴輔導班之下的一個班級型態。 

以招收的學生障礙類型而言：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服務對象大多為智能障礙、學習障

礙、身體病弱、其他顯著障礙等，與視覺障

能力與需求分析 

決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 

擬定教育目標 決定相關服務 擬定轉銜服務 擬定行為處理計畫

召開個別化計畫會議

教師擬定教學計畫 相關專業人員擬定服務計畫 

進行教學與評量 

期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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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巡迴輔導、聽覺障礙巡迴輔導、自閉症巡

迴輔導等專收單一障礙類別的巡迴輔導班不

同；以巡迴服務頻率而言，不分類巡迴輔導

班除了服務本校的身心障礙學生外，亦需支

援鄰近無設立資源班的學校一至兩所，不太

需要跨鄉鎮巡迴、且大部分時間仍留在本

校，與視覺障礙巡迴輔導、聽覺障礙巡迴輔

導、自閉症巡迴輔導等純巡迴班需跨鄉鎮、

大部分時間需在外巡迴的模式稍有不同。因

此，不分類巡迴輔導班兼具了一般資源班與

巡迴班的性質，筆者初入特教界服務三年，

曾在七星國小不分類巡迴輔導班任教兩年(98

學年由縣內介聘調至台中縣草湖國小不分類

巡迴輔導班)，以下就以七星國小不分類巡迴

輔導班為例介紹 IEP 實施的現況與調整。 

IEP  

IEP 在不分類巡迴輔導班實施情況與調

整以四點分項敘述： 

一、擬定 IEP 的時限 

法規上強制規定開學一個月內完成 IEP

的擬定與召開，這對特教老師實為一股壓

力，巡迴輔導資源班因性質較為特殊，因此

等到課表底定正式上課已是開學後的第二

週，開學初兵荒馬亂，班上有許多繁瑣事務

亟需處理，若有特殊學生新入班級，資源班

老師將更為手忙腳亂。資源班老師不常在支

援學校裡，因此無法時常接觸新學生、觀察

其學習特徵，若此生無之前的相關評量紀

錄，教師將很難在短時間內掌握學生及家庭

的狀況、亦無法清楚了解學生的起點行為，

對於撰寫適合學生的 IEP 實為一大磨人的考

驗，此時有賴於資源班教師勤跑學校、請該

校輔導室給予大量、積極的協助，大致上決

定出學生急迫、獨特的需求後，即著手提供

服務，日後再依學生學習進度與實際情況做

目標的修正，這也是 IEP 的精神之一：具有

彈性，隨時依學生學習的進度與實際狀況做

適度調整。  

二、專業團隊的合作 

隨著醫學的進步與教育的普及，特殊教

育學生的障礙類別與障礙程度也隨著多樣

化，資源班老師服務內容不再侷限於認知

上、學業上的補救教學，且學生的特殊需求

亦非單獨特教教師可以滿足，所以教師必須

視學生需求為其申請相關專業人員入校服

務，各專業人員的職責同樣包括了參與 IEP

的擬定與執行，而在李佩珊(民 96)的研究中

發現專業團隊融入教學或在個別化教育計畫

中仍待加強。教師與專業團隊間的溝通問題

主要由於彼此之間背景不同、時間配合不

當，又礙於 IEP 的擬定需在一個月內完成，

因此大多由資源班老師撰寫，在教師與專業

團隊人員較少交流與相互配合的情形下，IEP

不易兼顧到專業團隊人員的矯治內容，資源

整合性不佳，但若特教教師與專業團隊人員

以彈性調整的方式加強聯繫的頻率與功能，

將能彌補各做各的不足。以下將以支援學校

和自己學校兩方面介紹實施情況。 

支援學校：學期初以電話聯絡的方式和

治療師討論學生情形，大致了解學生在某部

份的限制與治療師將提供的服務內容，並在

治療師第一次到校為學生服務時在旁觀察，

預留足夠的時間進行討論，因時間上較難互

相配合，所以之後將透過 E-MAIL、電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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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跟治療師聯繫、諮詢為學生做的服務

內容，輔以「台中縣相關專業人員到校服務

紀錄」的電子檔案，將更瞭解治療師服務內

容與後續建議。 

本校：學校申請一位語言治療師，治療

師除了對學生提供直接評估、語音矯治之

外，亦教導特教老師後續幫學生教學的內容

與技巧，並特別說明構音學理上的相關知

識，透過間接服務、諮詢的模式將提供語言

治療的角色逐漸轉移至校內特教老師，由特

教老師將語言矯治內容融入在平日上課之

中，相信在治療師、資源班老師雙管齊下的

幫助，學生能有長足的進步。 

三、家長的態度 

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明文規定「邀請身心

障礙者學生家長參與其擬定與教育安置」，特

殊教育法保障了家長對其子女特殊教育的參

與權，學生在學校學習效果，能否在家中延

續，家長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現況是每個

學期初和學期末固定召開的 IEP 會議，由於

許多家長忙於生計、又或者長期陪伴子女，

隨著孩子的年紀越高越力不從心，覺得沒有

必要參與學校或教師所提供的計畫，導致家

長在 IEP 會議上的缺席率頗高。此部分的調

整是採用全校統一召開 IEP 會議，並邀請行

政人員、導師、家長、相關專業人員參與，

無法前來的家長再和資源班教師約時間，由

資源班教師與家長討論和溝通，盡量避免家

長淪為被知會、蓋章表同意卻不知其內容的

地位，而調整後的優點是家長較能敞開心

胸、侃侃而談孩子真實的表現情形、亟需教

師幫助的地方等較深入隱密的對話。 

亦有積極參與的家長，每次準時參加期

初與期末的會議，認真的跟資源班老師、導

師討論孩子的學習目標、在校表現，並進一

步向老師請教指導學業的方法、處理孩子問

題行為的技巧，願意投資時間尋找方法陪伴

孩子成長，更為積極的家長甚至要求影印一

份 IEP 目標作為在家指導孩子、了解學習狀

況的依據。如此用心的家長，雖然多少會造

成老師的壓力，但家長畢竟是孩子最親的家

人，若家庭能發揮既有的功能，孩子能有所

進步，那麼教師亦樂見其成。 

四、行政人員的支援 

不論是 IEP 的擬定與執行、校內新設資

源班能儘快上軌道，或是特殊教育的運作能

順利進行，均有賴行政人員的支持與協助。

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提到：「個別化

教育計畫的擬定應以專業團隊合作的方式進

行。」參與人員包括了學校的校長與行政人

員，其與特殊教育的運作關係密不可分，不

分類巡迴輔導班尤其依賴行政團隊的支持。

依自身經驗，學校各行政人員的支持度取決

於校長對特殊教育的認識與態度，校長曾修

習特殊教育三十六學分，具備特殊教育知能

與熟悉其運作方式，亦時常關心資源班的孩

子，因此各行政處室秉持著以學生為主體的

教育愛，在學校現況和巡輔班需要之間取得

平衡並盡量滿足特殊學生的特殊需求，且在

每學期的 IEP 會議、特推會議踴躍出席，關

心校內特殊教育實際運作的狀況，聽取各方

人員(導師、資源班教師、家長)的需求與建

議，進行溝通協調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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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行政處室所提供的支援與服務有： 

(一)校長：親自參與並主持特殊教育相關會

議，傾聽老師、家長聲音，作為行政決

策的決定，領導與監督校內特殊教育的

運行。 

(二)輔導室：協助推動特殊教育的各項活動

內容，例如各例行會議的召開、協助特

教宣導相關事宜、安排特教講師入校宣

導、特殊生各類補助申請等。 

(三)教務處：依特教學生需求適當編班及減

少班級人數、協助配合特教生課表編排

及教學、協調特教生作業抽查與成績考

查調整等。 

(四)總務處：為支援教學的單位，提供適當

位置作為資源教室、協助新設資源班各

項硬體採購、積極爭取各項無障礙設施

（如無障礙廁所、教室門口斜坡道）、協

助特教經費使用與核銷、採購修繕報廢

等事項。 

(五)訓導處：建立「校園危機處理機制」以

協 助 特 教 生 安 全 、 秩 序 、 問 題 行 為 管

理，其內容應包括處理流程、參與成員

(導師、資源班教師、校護…)等。 

由上可知，特殊教育能夠順利推行不僅

是資源班老師、輔導室的責任，其他處室相

關的接納與支援更是關鍵之鑰。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強制執行是台灣特殊

教育史上重要的里程碑，且有存在的價值與

實務性，然撰寫適合學生且能具體執行的

IEP 是件浩大的工程，在過程中必須不停的

檢視：我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真的是學生目前

最急迫的嗎？我所擬定教學目標是具體可行

的嗎？如何做才能滿足每位學生的需求？ 

在實際執行的過程中發現問題不少，尤

其在性質特殊的巡迴輔導班更是如此，但也

唯有教師不斷地省思並著手改善，與特殊教

育有緊密關係的各參與人員間有效的溝通和

合作，才能將立意良好的個別化教育計畫運

用得當並進一步發揮極致的效果，也才能讓

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持續向上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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