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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敬凱 

   我想我本身應該算是肢體障礙的成功者。雖然我因為腦性麻痺而導致我手腳行動不便及臉部肌肉不能協調控制，使說話不清楚，但我也是資賦優異的學生，學習能力很強，目前快能夠拿到美國北科大的博士學位；我的專業領域是中重度的智能障礙、情緒障礙、資賦優異等，且從事特殊教育之相關服務已經有六年。所以，經驗還算豐富，同學若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我請教，我會盡力幫忙的。   我出生時因腦部缺氧，而造成腦性麻痺，使四肢不能靈活運動，導致行動不便。雖然我兩歲半時已經會講話，但父母親仍舊關心我的行動能力，深怕我會跌倒受傷，我現在想想，那時候的身體狀況確實比不上同年齡的小孩，但我的智能（潛能）仍可充分開發。   四歲時，我在房間聽姊姊背唐詩，自己也跟著朗誦起來，兩歲就能背九九乘法表，三歲便能看簡單的故事書；父母親知道我的能力強，但因身體健康狀況一直無法改善，走路行動不便，因此，我一直到八歲才讀國小一年級。在國小的求學生涯，我的學習成績很好，老師都頻頻誇讚，就讀一年級時，我已學會大部分的注音符號，老師說我很用功，才學得那麼快。 

  我高中聯考時，因為手寫行動不便，很多題目不能及時做完，所以考不好。我的母親要我去考私立高中－－延平中學（在師大附中旁，算是台北蠻好的學校），結果，我順利考上，還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拿到區長獎。當時延平中學有成績優秀的國中生可以直升高中部，和能力分班的制度，一開始，我是進入普通班就讀，但因為老師發現我的成績很好，也很用功，所以，我高一下學期就被編到資優班，繼續我的學業。   大學聯考時，因沒有優待殘障者較長的考試時間，因此我只考上淡江大學的教育資料科學系（教育科技）。而淡江大學離我家較遠，得在外面租房子，我的父母很為我的生活起居擔心，因為平常在家，他們總會替我打理一切，現在自己一個人獨自生活，不知是否有能力應付，但我請父母不要擔心，應給我一個如何在外照料自己的學習機會；在大學時，我參加了一個義工活動（也算學校社團），每個禮拜六，我都會到觀音山的愛心教養育幼院，照顧各方面障礙的小孩，在當義工那段期間，我獲得許多與障礙兒童相處的技巧和經驗。   大三時，導師問我是否打算出去工作或在台灣考研究所繼續深造。我告訴老師說：「我想繼續讀書，將來走特殊教育的研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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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於是，老師建議我應留美讀書，因為美國較重視特殊教育，也會提供像我這類殘障者一個較良好的學習環境，以期能發揮我的潛能。聽導師這麼一說，我就決定去美國讀書，大三大四時，我便一直準備英文，加強我各方面的能力，在大四下學期要開課時，我已收到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的入學許可，因為學費龐大，所以我四處打聽是否有相關補助或公費留學。後來，我參加了七月底的障礙生公費留學考試，順利通過，父母雖然很高興，但也非常擔心我去美國獨自生活時，是否會有問題。   八月，我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去了美國。在北科大我修復建諮商的課程，就是訓練障礙者獨立說話的技巧，我也做了就業輔導員，輔導重度智能障礙以及自閉症者，我當時年僅二十歲，竟要輔導三十幾歲的殘障者，不免吃力，但我還是非常努力學習。   畢業回國後，便在伊甸基金會工作，幫杏林子女士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民國八十六年，身心障礙保護法通過，母法下有子法（身心的障礙類型及程度須由學者專家鑑定），當時懂得復建諮商的專業人員很少，只有高雄師大陳教授及許立委，於是內政部便邀請我來制定實施細則，以專家身分來判定子法，當時我才 26歲，就可以與政府官員一起開會，感到相當榮幸。   在台灣，我也認識了很多學者專家，如師大、台大教各類型特殊教育的教授。我也寫了一些文章來發表，在師大特教系的特教期刊上，可以看到我發表的作品；我覺得在就業心理輔導的時候感覺很充實，不但能接

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又能交到一些朋友，最重要的是，能把所學的應用出來，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師大有一份研究案子，在找研究助理，於是我便應邀做半年多的助理，幫張月芬做自閉兒鑑定之研究，因為我很少接觸自閉症的兒童，所以我從中學到很多。   民國八十八年暑假，我已拿到北科大特教博士班許可，在台灣工作兩年後，又回美國修特教學分、資優學分、身心障礙學分，並走研究路線，找一些有關資優教育的教案來研究，或在公私立機構做研究，也有在中小學教書，以增加一些教學方面的經驗。在美國已教了約兩年的書，發現國高中生思想比較成熟，常會把老師當成大哥哥一樣，大家相處在一起感覺很親近，很多人問我為何可與學生相處如此融洽，我告訴他們：「教學生要把身段放下，不要讓他們認為老師就是很有權威性，並多加鼓勵他們，配合教學策略的運用。」這一點，尤其對學障生特別重要。我預計明年五六月能拿到博士學位，然後將會回國服務。   最後我補充一點，將來各位特教老師在教學時，要幫助殘障兒童建立他們的自信心，不管他們學到什麼樣的地步，都要適時給予鼓勵，如此，才能激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增進自我的成就感，學習成績才能夠有所突破。（口述：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博士候選人  花敬凱、紀錄：花蓮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余典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