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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六年修訂的特殊教育法規，規

定特殊學生入學年齡可提早到三歲，強調學

前特殊兒童以就讀普通班為原則。融合班級

教師們對於融合教育的理念大多表示贊同，

但實際上的落實卻非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是

需要多方的配合。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取決

於教師必須要有專業的知能、縝密的計畫、

課程的修改和班級經營的改變等(黃瑛琦，

2002)。 

但目前只有台北市跟高雄市的教師甄試

明文規定需要修習三個特殊教育學分，所以

許多普通班教師尚未受過特殊教育訓練，而

不知如何教導特殊幼兒，常常認為只要特殊

幼兒不影響到班級的課程進行即可。在鄒啟

蓉(2004)針對十位學前融合班教師的訪談中

提到，教師對於特殊幼兒的態度與一般幼兒

一樣「一視同仁」，對特殊幼兒的教導以「隨

機教學」為主，教師們雖大多肯定融合教

育，但對於特殊幼兒的學習或能力的成長仍

持保留態度，並不會為特殊幼兒設計其個別

教學課程，所以部份特殊幼兒在融合教育安

置下，很少受到普通班教師指導，他們只是

人在團體裡，但是並沒有真正成為團體一份

子。 

學前時期可謂是特殊幼兒學習的黃金時

期，如能在學前時期給予特殊幼兒必要的引

導及適時個別教育，相信可以減低更多未來

補救的成本花費，所以此篇文獻分享支援教

師與班級教師合作的過程外，也呈現目前現

場教師希望得到的支持及幫助。  

 

筆者因從事早期療育的支援教師服務，

而進入融合班級觀察，該班教師為兩位已教

學多年的資深老師，今年因為班上有較多位

特殊幼兒而尋求早療單位支援教師服務。筆

者幾次觀察下來發現該班幼兒情緒較為浮

躁，且班上有多位特殊幼兒，被教師戲稱為

「五大天王」，其中尤以「丁丁」(化名)，有

尖叫、捏人的攻擊行為及情緒處理問題讓該

班教師頭疼不已。以下分別從融合教育中的

個別化教育、班級中特殊幼兒的學習現況和

班級教師的期待三方面進行討論： 

ㄧ、融合教育中的個別化教育 
融合班級教師常有疑惑：「要怎麼做才適

合所有的學生呢？」當然他們口中的學生包

括一般學生跟特殊學生。所以融合班級教師

在某些時候，希望可以在部份課程中將特殊

學生抽離做個別或是小團體的指導。 

回想第一次進班時，發現丁丁正坐在電

視前面，專注且安靜的看著巧連智，反觀丁

丁身邊其他幼兒，早已經無法專心而開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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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亂爬。但是當班級教師開始進行教學活

動時，例如：數學活動是要先用蠟筆將數字

塗滿，再用貼紙貼上數字數量，丁丁常常會

不想依老師的步驟進行，而用尖叫和躺在地

上的方式表示抗拒，而干擾到其他幼兒。因

此，班級教師表示希望在主題教學時間可以

將特殊幼兒「抽離」班上，由另一位教師帶

至別的教室進行個別或是小團體的指導。但

是個別教育並非只有隔離的環境一種，筆者

發現丁丁在某些課程還是可以與其他幼兒一

起進行，雖然專注力沒有其他幼兒持久卻不

致於干擾到他人，故與班級教師討論是否先

做約兩週的觀察之後，再為丁丁調整如何進

行個別教育。 

而依筆者觀察及與其它支援教師討論歸

納出，融合教育中的個別教育約可分為以下

四種策略： 

1.同一場域進行相同活動 

特殊幼兒跟一般幼兒皆位於同一場域(教

室)且與一般幼兒進行相同活動，教師給予特

殊幼兒個別指導完成活動。此為教師當人力

不足時，最常使用的策略，因為此種策略所

花費的人力以及準備的教具、時間較少。 

2.同一場地進行不同活動 

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皆位於同一場域(教

室)，但依特殊幼兒個別需求設計及進行較符

合其能力的活動。此為教師較不願進行之策

略，因為認為會互相干擾而較少使用。 

3.不同場地進行相同活動 

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進行相同活動，但

將特殊幼兒帶至另一場域(教室)進行個別指

導。教師會採用此策略時，只是單純的不想

讓特殊幼兒跟一般幼兒互相干擾，並未考量

到依能力調整活動。 

4.不同場地進行不同活動 

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分開於兩個場域(教

室)，依特殊幼兒個別需求設計及進行較符合

其能力的活動。如果人力足夠，班級教師表

示較喜歡採用此種策略(但班級教師雖表示喜

歡此策略卻不常用)，因為認為不會干擾到班

上的活動，又可以依幼兒的能力去調整課

程。 

二、班級中特殊幼兒的學習現況 
筆者觀察發現，特殊幼兒喜歡與其他幼

兒在同一場地，進行相同活動。但因特殊幼

兒不喜歡依照規定進行活動，常常活動進行

到一半，特殊幼兒就無法等待而出現干擾行

為以及聲音，而讓班級教師覺得困擾。雖然

特殊幼兒喜歡同一場地進行同一活動此種策

略，可以跟班上其他小朋友一起學習，但特

殊幼兒的「喜歡」並不代表此種策略能促進

特殊幼兒較多的學習。 

三、班級教師的期待 
班級教師曾提出，希望能有一特殊班

級，可以在上午主要課程進行時將特殊幼兒

抽離進行小團體指導(不同場域相同活動)，

然後在其他課程時間讓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

在一起活動、學習，這樣較不會出現主要課

程學習時有相互干擾的情況產生，但因筆者

服務園所為鄉立托兒所，故編制上並無法再

有經費設立此特幼班級，後期教師則認為希

望特殊幼兒母親可以伴讀，在課程進行時，

給予幼兒個別指導(相同場域相同活動)。 

 

綜上所述可知，幼兒及教師各有其喜好

的個別化教育模式，但還是要回歸探討，何

種策略才是對幼兒在學習關鍵時刻最有利的

呢？以下為筆者在擔任為期四個月的支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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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期間，嘗試找出個別教學最佳策略的過

程。 

一、磨合調整時期 
此階段尚與班級教師討論如何進行個別

化教育的實施策略及如何編排課程的進行，

討論過後每一策略進行為期一周，並配合課

程主題「昆蟲」為丁丁設計其適合個別化教

育的課程內容，由支援教師先進行第一次示

範 。 

二、策略實施溝通討論時期 
此階段為策略實施時期，支援老師毎試

教完一次過後，及與班級教師進行溝通討

論，修正課程活動進行方式及調整相關內容

後，由班級教師實行。此階段進行時遇到園

所的音樂發表活動以及聖誕節活動，故班級

教師減少其策略教學次數。支援教師策略教

學示範過後，班級教師表示除了同一場域進

行相同活動進行較多次外，其餘策略有進行

兩次。因為當班上只有一位教師以及一位幫

忙的阿姨時(另一位教師因家裡有事請假多

日)，教師表示較易進行同一場域相同活動，

但也同時表示此種策略一般幼兒與特殊幼兒

之間，會互相干擾影響對方，讓班級教師認

為班級秩序控管不易。 

此時期實施過後，班級教師認為整體秩

序較佳及不干擾一般幼兒學習最適合的策略

為：「不同場域」進行的活動，且筆者也從與

班級教師討論中發現，教師覺得如果人力跟

空間上可以配合，「不同場域進行相同活動」

是教師們覺得可以減少干擾而又不增加教師

太多負擔的策略。 

三、確立策略時期 
此時期確定何種策略為對特殊幼兒最有

效益，與班級教師及家長三方合作共同實

行。經過觀察以及嘗試策略過程中，筆者發

現對丁丁來說，要分成靜態跟動態活動來討

論何種策略為最佳策略。 

靜態活動如運筆練習或數學活動宜採用

不同場域不同活動，教師宜先設計適合丁丁

的課程內容，利用個別化教學時間幫助丁丁

先將基礎能力練習好；動態活動如唱遊、律

動和吟唱弟子規(有音韻)則適合用同一場域

進行相同活動，丁丁在此類活動中，只要教

師多給予回饋和鼓勵，丁丁即能與一般幼兒

一起進行而減少干擾大家的行為及聲音產

生。 

 

針對以上論述做出以下的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可知，班級教師的認知與特殊幼兒

實際需求有差距，教師在觀察以及對特殊幼

兒的個別教學策略了解前後，皆抱持著希望

特殊幼兒可以在不要干擾班級秩序、影響一

般幼兒情況下，進行相同的活動(相同場域相

同活動)，如特殊幼兒干擾到課程進行時，則

希望在不同場域進行相同活動，因為這樣除

了不會造成教師較大的負擔外，也反映了前

述所說教師希望對一般幼兒及特殊幼兒「一

視同仁」！ 

但融合教育中特殊幼兒的個別化教育，

應需建立一長期的觀察及對特殊幼兒的教學

策略了解，筆者雖已找出丁丁適合的個別教

學最佳策略，靜態活動時適合不同場地進行

不同活動，動態活動時應讓丁丁在原班級與

一般幼兒在同一場域進行相同活動，較能提

升丁丁的學習。但卻不可類推至每個特殊幼

兒身上，因為由於生理、心理及其他發展上

的障礙，而影響每個特殊幼兒其認知或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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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能力的高低及多寡，故在安排個別化

教育課程時也必須依照每個特殊幼兒的個別

能力差異去考量。 

二、建議 
融合班級教師對於特殊幼兒，應建立一

連串的觀察跟個別化教學策略之後，再去了

解何謂最適合該班特殊幼兒的個別教學策

略，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幫助教師得到

好的訓練來面對不同的學生，以提供不同的

教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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