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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位於天然環境優美的台灣東部海岸，南

北長約 147 公里，相當於台灣西部苗栗縣到台南

縣的距離，境內山地面積佔全縣總面積的 87%；

可利用面積僅集中於花東縱谷之沖積平原，仍以

農業為主，受產業轉型之影響，青壯年人口大量

外移謀生，衍生出嚴重的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的

現象。由於地形的阻隔，人口發展無法如西部快

速，加上工作機會少，因此在地廣人稀的花蓮，

國民教育階段產生了許多小班小校的經營方式。

在花蓮，全縣國中小總計 132 校，學校規模在九

班以上學校計 41 校，九班（含）以下學校計 91 校

，占全部學校的 69%，也就是將近七成的學校是

屬於規模較小的學校。 

而在全縣國中小總計 132 校中，特殊教育班設

置概況為：設有特殊教育班（包含資源班）學校

計 46 校，無特殊教育班學校計 86 校。因此有特

殊教育班（包含資源班）之學校只佔全縣學校之

35%。65﹪的學校是沒有特殊班級的，以這樣的

規模來看，其實相當符合特殊教育裡融合的發展

趨勢。 （花蓮縣教育局，民 91） 

一、花蓮地區特殊教育發展之需求與問題 

花蓮地區實施特殊教育的主體，以學校的特殊

教育班、特殊教育學校為主，輔以殘障福利機構

安置重度、極重度身心障礙學童，至八十五年度

時，花蓮地區已發展到各個鄉鎮皆設有特殊教育

班的階段，國中小（含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

班有71班之多，數量上已達相當的水準，而且障

礙類別包括啟智班、啟聰班、啟聲班、啟仁班等

，班級型態又有自足式特教班、資源班、在家教

育巡迴班等，頗能適切安置各類身心障礙兒童。

倘若再加上視障巡迴輔導、啟智學校（國小至高

職共20班）、花蓮高農啟智班（兩班）、第十年

技藝班（兩班）及智障機構等，事實上已經符合

特殊教育多元的安置型態。花蓮縣因為十三個鄉

鎮市皆設有特殊班，即使再偏遠的山地鄉特殊兒

童亦有機會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林坤燦，民85

）。依花蓮地區當時的狀況及需求來看，特殊班

數量的穩定成長、提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持續

建構完整的特殊教育上體制及支持輔助體系的，

皆是花蓮地區特殊教育推展的重點工作（林坤燦

，民84）。（引自林坤燦，民86） 

特殊教育的服務，必須周詳的考慮地方特殊教

育現況問題與需求，就偏遠地區來說，交通、人

力及物力等資源皆較為不利，八十五學年度花蓮

縣接受特殊教育安置的學齡兒童有954位，卻分布

在由北到南100多公里的鄉鎮與偏遠山地，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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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落實與服務品質上，確實有許多不利之處

（林坤燦，民87）。 

然而，若進一步就地屬偏遠的花蓮地區來看，

推展特殊教育所面臨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由於花蓮地區有近半數的特殊班分布偏

遠，且各類特殊兒童人數過少，如何審

慎增設各階段各類特殊班，以及進行為

各教育階段轉銜順暢的特殊班學區規劃

工作，乃迫切需要的解決問題之一。 

2.如何分區建立及推展花蓮地區特殊教育

輔導網，結合殘障福利、醫療、社政、

衛生及家長團體等各項資源以服務特殊

兒童。 

3.如何開創偏遠地區特殊教育模式及特色

，如：地屬偏遠的小型學校（6 班）設有

特殊班，如何克服招生、鑑定安置及就

學輔導之難題進而建立特教模式及特色

。（林坤燦，民 85） 

因此，花蓮縣從八十五學年度開始加強鑑輔會

的功能，每一年皆落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的

工作，至九十一學年度，更是將身心障礙中較為

隱性的障礙如學習障礙、情緒障礙等，嚴謹地鑑

定並依據特殊教育法就近入學原則，安置到最適

當的就學環境。這些學習障礙以及情緒障礙學生

，大都以安置在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為主。

花蓮縣受地形狹長、人口外流所影響，學校以小

班小校規模居多，在財政困難及小班小校的情況

之下，加上無法於每個學校設立特殊教育班（例

如資源班），如何滿足每一位在普通班身心障礙

兒童的特殊需求，是刻不容緩的特殊教育服務目

標。 

二、花蓮縣不分類巡迴輔導班設置緣起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三條，身心障礙學生之教

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

限制的環境為原則。郭為藩（民 91）指出特殊教

育發展的趨向中，談到多姿多采的教育型態，強

調特殊教育應在「最少限制的教學環境」下進行

。花蓮縣因為地廣人稀、小班小校的偏遠學校比

率高，約有七成學校的規模在九班以下，加上縣

府財政困難，想為每個學校設置特殊教育班幾乎

是不可能的事情。因此，無法像都會區（例如台

北市、高雄市）各校皆有資源班等特殊教育之服

務，而是有許多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就學，卻

沒有適當的特教資源介入。為了能讓每一位有特

殊教育需求的學童，都能有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的

協助，以實踐「融合教育」、「就近安置」…等特

教理想，巡迴式資源班的特殊教育服務方式，便

成為一種新的的嘗試及選擇。 

花蓮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有

鑒於 42﹪的身心障礙學生就讀於普通班級，卻無

明確的特殊教育服務，於九十學年度第二次會議

時議決：應明確落實每一位身心障礙兒童之特殊

教育服務。並決議於九十一學年度將班級人數較

少之特殊教育班轉型為不分類巡迴輔導班，以便

能服務全縣「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然而，一般所稱之巡迴輔導是指： 

特殊兒童大致上仍在普通班中，但有巡迴輔導

人員定期或不定期的巡迴服務區域的學校，對特

殊兒童提供部分時間的教學，或與普通班教師磋

商特殊兒童的輔導策略，或對班上教師提供必要

的特殊教材。我國實行多年的盲生混合就讀計畫

即屬於巡迴輔導制度，視障學生仍與一般學生在

普通班中接受一般課程，特殊課程如點字教學則

由盲生巡迴輔導員負責指導。 

對於身體病弱或肢體殘障兒童，由於病態嚴重不

能離開病床或臥病治療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

免其學業中斷而提供巡迴教學的服務，特殊教師

到醫院病房或到學生家中個別輔導。接受巡迴輔

導的學生通常將學籍寄留於學區的國民中小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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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為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提到申請在

家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除依強迫入學條例第 13

條規定程序辦理外，其接受安置之學校應邀請其

家長參與該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其計

畫內應載明特殊教育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巡迴服

務之項目及時間，並經其主管鑑輔會核准後實施

。（郭為藩，民 91） 

而此時花蓮縣所提出的不分類巡迴輔導模式，

除了視障生混合就讀計畫之巡迴輔導及在家教育

巡迴服務外，更是包含就讀於普通班各類有特殊

教育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為達成能服務全縣「

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的目標，遂於九十學年

度下學期進行「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之普查

工作，以了解各類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

。經統計「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障礙類別如

表一及圖一： 

表一 「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障礙類別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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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96 23 38 39 9 9 5 3 3 2 227

國中 49 33 16 6 4 1 2 2 2 3 118

調查的結果，有 36 位學生為資料登錄錯誤，44

位學生屬於無明顯特殊教育需求者，約佔 12.75﹪

，此大多為心臟病已治癒、少數輕度肢體障礙不

影響生活機能者，僅需提供醫療或特殊教育諮詢

服務；其餘 265 位學生均需要接受學智障巡迴輔

導、情障巡迴輔導、啟聰巡迴輔導等課程及治療

師巡迴輔導之專業團隊服務。另外觀察到的現象

有以下幾點： 

 

 
圖一 「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障礙類別分佈圖 

1.北區以諮詢服務居多，因為病弱者多集

中北區。 

2.直接教學服務以南區居多，因為南區小

校多，學生分散在各校，且特教班少；

反之北區特教班多，學校間距離近，大

部份有特教需求學生已經入班。 

3.已有特教班學校經實際訪查，大多未能

為在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安排適切的特

教服務。 

經過一個學期的調查之後，由花蓮縣教育局提

出「花蓮縣無特教班學校『特教需求學生』服務

模式之實施與檢討報告」後，擬定出「花蓮縣九

十一學年度特殊教育巡迴資源班實施計畫」，並於

九十一學年度起全面實施花蓮縣身心障礙學生不

分類巡迴輔導。將國風國中啟智班、太巴塱國小

資源班、鳳林國小聽障班、萬榮國小資源班、富

源國小資源班、玉里國小安德教養院啟智班、明

禮國小黎明教養院學前特教班 (改設於新城國小)

、鑄強國小學前聽障班、鳳林國小學前特教班、

玉里國小學前特教班、美崙國中在家教育巡迴輔

導班、明廉國小視障巡迴輔導班(二班)、明廉國小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二班)、中城國小聽障視障巡

迴班等合計十六個班級，皆轉型更名為不分類巡

迴輔導班。三十四位巡迴輔導教師共同擔負起所

有在無特教班學校之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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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工作，以及原視障、聽障教師仍服務該類障

礙學生，另外也包含在家教育學生之特殊教育服

務。 

三、花蓮縣不分類巡迴輔導班實施現況及未來期

許 

花蓮縣辦理了一年不分類巡迴輔導，其實也面

臨了檢討的時刻，包括學生的安置是否恰當、巡

迴輔導教學是否正常、課程及教學安排時數是否

適切、教材教具的提供是否落實，以及學校行政

的配合、人事的管理、經費的編列等，都是相當

値得來認真思考的。另外一方面，接受巡迴輔導

的學校其行政單位是否建立妥善之支援系統、能

否營造無障礙的學習環境，這些皆可反應整個巡

迴輔導在執行上的問題及巡迴輔導實施之成效。 

在直接教學與間接諮詢的服務方式上，也一直是

巡迴輔導工作亟待討論的部分。九十二學年度調

整巡迴輔導班的隸屬學校，將巡迴輔導班主要集

中在北、中、南三區資源中心所在學校，北區在

明廉國小、中區是萬榮國小、南區為玉里國小，

以資源整合、分區跨校之服務模式來達到巡迴服

務的功能，巡迴輔導教師的定位將不再只是單純

的直接教學，應該包含更多的諮詢服務以及擔任

特殊教育學生個案管理員的角色，全方位設計的

思考，將不再只是無障礙環境而已。 

另外則是在宜昌國中設立了以學、情障巡迴輔

導為主的不分類巡迴輔導班，現階段以情緒障礙

巡迴輔導（包括自閉症）為主，主動及被動的直

接到校參與有關情緒障礙學生的個案研討，並視

需要安排相關輔導的課程，機動的排課、彈性及

靈活的到校支援與輔導，皆為情緒障礙巡迴輔導

目前最大的特色。 

一直期待特殊教育要滿足所有身心障礙學生的

特殊需求，事實上花蓮縣於現階段已經達到每位

學生都接受特殊教育的照顧，然而未來更應該朝

向特殊教育品質的提升，依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

的特殊需求安排所有硬體與軟體的無障礙環境、

適性的教材與教學，讓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都能

展現自己的實力與能力，明天永遠比今天更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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