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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特殊教育執行成效探討中，多重障礙

學童議題焦點多集中於「在家教育」、「特教

學校」或「回歸主流」的安置優劣及其就學

權益，且不論安置模式為何，因其多重的障

礙問題，及衍生的複雜問題，使得普通教

師、一般學生、行政人員及既有制度受到挑

戰，並發生調適困難，各領域專業人員的需

求性乃日益突顯（張蓓莉，87；楊俊威，民

92）。隨著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二

條，以及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八條等法

規的明確訂定，專業人員的角色定位，及專

業團隊合作的進行方式，逐漸受到重視。 

  此外，多重障礙學童的安置輔導，也是

需要更多專業團隊的支援，包括醫師、教

師、社工員、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語

言治療師、復健工程師等多方面的專業評

估，多重障礙學童才能獲得更多、更正確的

諮商輔導，及就養、就學、就醫的訊息與機

會（黃秋霞，民 91）。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探討目前國內針對多重障礙的專

業團隊服務情形，以及現行專業團隊的被需

要性及實施困境為何。 

一、專業團隊模式 

  可分成多專業團隊（multi-disciplinary 

team）整合模式、專業間團隊（ inter-

disciplinary team）整合模式、以及跨專業間

團隊（ trans-disciplinary team）整合模式三

種，而國內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模式，傾

向於「專業間團隊」和「跨專業團隊」兩種

理念（楊俊威，民 92；羅湘敏，民 89）。和

目前國內專業團隊的實施現況相呼應，茲分

析如下： 

 （一）「跨專業團隊」模式 

  1.早期療育的推廣：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五條明定：「為

提供身心障礙兒童及早接受療育之機

會，各級政府應由醫療主管機關召

集，集合醫療、教育、社政主管機

關，共同規劃及辦理早期療育工作」，

在實際執行層面，我們可發現，早期

療育所牽涉的服務系統與專業領域相

當廣泛，所以早期療育的運作，特別

重視專業團隊合作，及資源整合的運

用（陳任建、路蓮婷，民 92）。目前

國內早期療育專業團隊，主以「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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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的方式來施行，除整合機構內

專業服務外，並協調溝通不同機構間

的專業團隊合作，個案管理員則多由

社工員擔任，統合個案所需的醫療、

教育及家庭服務。目前成員包括語言

治療師、復健師、特教教師、物理治

療師、職能治療師及社工師等。 

（二）「專業間團隊」模式 

  1.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

會： 

  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明定：「直轄

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聘請衛

生及有關機關代表、相關服務專業人

員、及學生家長代表為委員，處理有

關鑑定、安置及輔導事宜。有關之學

生家長並得列席。」目前各縣市的鑑

輔會各有其設置原則，服務內容除提

供就學鑑定、安置及諮詢外，並建議

專業團隊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應遴聘

的專業人員。 

  2.各縣市教育局特教資源中心： 

  除特殊教育行政工作處理外，另

聘有社工員辦理轉介安置個案訪視及

諮詢專線事宜、在家教育學生及其他

身障生特殊個案訪視、專業團隊相關

會議、個案管理、訪談紀錄及相關資

料建檔。專業團隊的復健服務，則透

過合約醫院合作方式，提供物理治

療、職能治療、和語言治療等服務。 

  3.一般學校的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的設立旨在補救教學或

提供相關服務，以提昇學生能力。根

據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

支援服務實施辦法第十條：「各校應設

置身心障礙學生專用資源教室，並置

專任人員，以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

目前執行層面只有教師助理員的遴

聘，專業人員的服務則請家長自行帶

至醫院，或由鑑輔會安排至特殊教育

學校，接受復健服務，專業團隊間明

顯各施其政，且無統一的身心障礙教

育診斷與教學工作。 

  4.特殊教育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可依據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及助理人員遴用辦法第二

條：「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包括專科

醫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語

言治療師、社會工作師、臨床心理、

職業輔導、定向行動、及其他相關專

業人員」，聘用專業人員，因經費的充

裕，及學童障礙程度較為嚴重，所聘

用的專業人員類別和人數較多，其成

員包括：特教老師、物理治療師、職

能治療師、語言治療師、社會工作

師、職業輔導員、護理人員、行政人

員等，因尚在摸索階段，其推行成效

仍有諸多成長空間。 

二、專業團隊之運作方式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辦法

第七條：「專業團隊每學年應至少召開三次團

隊會議，並設召集人一人，負責團隊會議召

集、意見整合及工作協調」，從早期療育和特

教資源中心專業團隊以個案管理的方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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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為使專業團隊功能有效發揮，個案管

理為未來可行的趨勢方向。 

三、專業團隊之實施困境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專業團隊遭遇的困

境有： 

（一）專業間缺乏溝通難整合 

  由於接受專業的養成訓練過程不同，彼

此了解不足，且所謂的專業亦有排他性與專

屬性，在缺乏溝通之下，專業間整合有其困

難。（楊俊威，民 92） 

（二）無專職協調統合者 

  目前多由特教老師擔任統合者的角色，

但因其缺乏跨專業領域服務相關知能，且教

學繁忙，如由其來執行該職責，不但不易看

到成效，且有可能因而降低教學的品質。 

（三）角色定位的問題 

  雖有明文規定，但學校教學仍偏重以教

育為主，專業人員在學校的自主性不高、專

業理念推行受阻擾、工作內容多偏直接服

務、及在有限人力的狀況之下，無法落實全

校性的服務。此外，普通教師亦未必清楚需

要團隊合作的原因，及其提供的服務內容。 

（四）行政人員支援的不足 

  依法明定特殊教育行政人員亦屬專業團

隊的一員，但因資訊宣導不周，多數行政人

員並不清楚自身職責，且因其背景來源的複

雜性，在對多重障礙學童的接納度和認知

上，都需重新自我調適和適應。 

（五）其他相關因素 

  其他尚如政府財政資源、行政首長重視

程度、學校文化、相關專業人員來源、家長

參與程度等（楊俊威，民 92），都會影響到

專業團隊的運作與推行。 

四、專業團隊之被需要性 

  針對以上實行現況，可約略整理出各領

域對專業團隊的期待，說明如下： 

（一）在家教育在施行過程中遭遇的困境，

包含學生差異性過大、評估資料不足（健

康、生態環境分析評估等），偏差發展性輔

導、缺乏家長參與等（李如鵬，民 88），而

這些問題不可能由一、兩位老師完成，需要

以專業團隊方式進行，以提供完整性的服

務。 

（二）資源教師提供的工作除教學外，尚包

括復健醫療、社會福利等資訊，要獨立一人

解決多重障礙學生的所有問題，有其困難，

而認同團隊合作是重要的（李重毅，民

92）。 

（三）重度學生的行為問題，早期藉由行為

改變技術來處理，現在教育學者強調應將社

會及生態觀點考慮進去，正向行為支持方案

（PBS）因此蘊運而生。此模式假設問題背

後皆有目的，顯示對人尊嚴的尊重，而該模

式之推行即強調專業團隊的密切合作，以確

保結果的品質（葛竹婷，民 91）。 

（四）學校行政人員要建構一個充分支援的

工作環境，提供資源班教師教學設備、教具

教材等硬體設施等，使資源教師在學校中有

支持的後援（李重毅，民 92）。 

 

參、建議 

 根據上述之討論，提供如下之建議： 

一、擴充專業團隊人力 

  目前國內專業團隊提供的服務形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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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有直接服務、間接服務、諮詢服務、巡

迴服務、資源服務，但因人力的不足，可發

現以偏向諮詢（特教老師的問題諮詢）和資

源服務（和合約醫院合作）為主，所提供的

服務明顯有限，且成效不彰，此問題可藉由

擴大「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理人員遴

用辦法」，納編更多正式的專業人員，如各縣

市教育局資源中心的專業人員來解決。 

二、設立專職的協調統合者 

  在專業團隊運作上，除早期療育外，其

餘各種專業團隊運作方式皆以「專業間團

隊」模式為主，並無一位團隊成員擔任主要

的提供服務者，國外則由語言治療師、社會

工作師、或職能治療師擔任領導者，評估家

庭社區資源和生態模式，定期和社區團體成

員開會，補足家庭資源的不足和匱乏，並促

進學生轉銜計劃的發展，此種方式是全面性

提供多重障礙學童更對等的教育權益

（Vanessa，2002）。在國內有限資源的困境

下，或許亦可透過一學校專責人員，結合社

區醫療或相關資源整合，來補足專業人力不

足的嚴重問題。 

三、持續發展專業團隊的專責制度 

  此外，在「特殊教育學校」及「在家教

育」的執行運作上，因需面對較多的多重障

礙學生，有需更多專業人員的共同合作，因

此，專業團隊專責制度的建立，在法規上宜

更加明確化，除現有人員角色定位的明確規

範外，如何嚴謹整合專業團隊合作，亦需詳

加考量。 

 

 

肆、結語 

  面對多重障礙學童時，需要優良的師

資、專業人員和特殊的設備、教材等等來配

合，專業團隊的運作是最可行的落實方法。

目前具備專業團隊完整性者，主要在特殊教

育學校和早期療育，其中又以早期療育更值

得令人效仿，早期療育雖透過私立機構來執

行，但卻是最有效發揮專業團隊功能，顧及

身心障礙兒童最佳權益的典範。國家是握有

權利與資源的管理者，如無法透過政策或法

規執行，不斷的開發資源與整合管理，則特

殊教育專業團隊的未來仍是令人擔憂。 

  目前可看到的是教師在學習層面的致力

教導，但在資源發展和提供方面，仍是較受

爭議的不足之處，在面對迫切需求多元專業

資源介入服務的今日，仍有賴於政府的重視

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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