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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年來特殊教育在國內非常蓬勃的發展，從

過去追求量的增加，到今日越趨於專業化，並朝

向全面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之目標邁進，特殊

教育儼然成為一個先進國家或開發國家的重要明

顯指標。 

八十六年五月十四日特殊教育法修正公布後，

各縣市陸續成立專責單位－特殊教育課，以執行

特殊教育行政工作，花蓮縣也在八十九年六月成

立了特殊教育課，同時並完成「花蓮縣特殊教育

法規選輯」，特殊教育慢慢朝向制度化的方向邁進

。 

九十年十二月，教育局特教課邀集國立花蓮師

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及本縣特殊教育教師共

同研討未來花蓮縣特殊教育發展的重點，其中很

重要的一個議題即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

提升特殊教育的服務品質？在大家建立共識的同

時，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很多的制度必須建

立，因此這二年來，花蓮縣特殊教育的重點工作

即朝制度化、組織化及專業化的面向去規劃及執

行。我們不斷的去檢視我們的問題及困境，再做

修正，依據客觀環境的條件及限制，漸漸走出花

蓮縣特殊教育的發展模式。 

貳、花蓮縣特殊教育現況 

一、建立制度化、組織化及專業化之系統 

（一）制度化：特殊教育的發展與推動，有別

於以往分工至單一處室辦理之方式，許

多特教行政規定與協助學生事項，需整

合學校全部行政單位方可執行，為讓學

校特教行政能順利無礙的推動，依據特

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訂定本

縣特殊教育法規選輯及相關要點及處理

流程，協助各校瞭解相關法令、規章、

辦理方式及流程，使特殊教育行政工作

制度化、明確化、流程化，進而提升特

殊教育工作品質。 

（二）組織化：依據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應結合鑑輔會、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身心障礙教育專

業團隊及其他相關組織，建立特殊教育

行政支援系統」。鑑輔會為本縣特殊教

育的專業系統，負責特殊教育學生有關

鑑定、安置及輔導事宜；諮詢系統為特

教諮詢委員會，提供特殊教育工作方向

，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理各項權益申

訴事宜；行政系統為教育局特教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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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特教行政業務。三個系統各司其職，

相輔相成，並結合本縣特教資源中心相

關專業團隊，建構為本縣之特殊教育支

援系統。 

（三）專業化：為提升本縣特教教師專業知能

，九十一年度以分級（初階、進階、種

子教師）分類（視障、聽障、學前、情

障、學障、智障等）方式辦理教師研習

活動，並組成專業團隊（結合教育、醫

療及社政體系）協助各校解決身心障礙

學生之各項問題。 

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本縣已培訓學障綜合研判

教師計十六名，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完成培訓

情緒障礙種子教師十位，成為鑑輔會鑑定團隊之

一員。 

二、落實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 

（一）為了讓身心障礙「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

生」接受適當之特殊教育，鑑輔會授權

本縣特教心評教師及綜合研判種子教師

擔負起鑑定工作，不再完全依賴醫院之

鑑定，讓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可獲得立

即的服務，讓教育的歸教育，社會福利

歸社會福利部分（以往接受特教服務必

須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但持有身心障礙

手冊未必有特教需求）；只要經鑑輔會

鑑定為需要特殊教育服務之學生，即使

未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一樣可以接受特

殊教育及相關專業團隊服務。 

（二）本縣依據教育部頒之「身心障礙及資賦

優異學生鑑定標準」擬定「花蓮縣九十

學年度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流程操作

手冊」，九十一學年度再依據本手冊不

足之處加以修正，特教需求學生之鑑定

除了量化的測驗分數之外，還必須蒐集

學生之生長史及教育史，並做成個案報

告，更多質性的資料佐證量化的數據並

加以分析釐清後，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

將更客觀與嚴謹。 

（三）九十一學年度本縣鑑輔會已達成全面性

安置之目標（轉銜及新鑑定共安置三一

九位學生），從學前階段到高中職階段

，評估每位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並依

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二條及特殊教育法施

行細則第十一條之規定辦理，在安置會

議七日前通知家長列席參加；並於安置

會議後，對安置學校以書面提出安置建

議，包含安置場所環境及設備之改善、

復健服務之提供、教育輔助器材之準備

及生活協助項目等，期望每位身心障礙

的學生皆能獲得最適切的安置及輔導。 

三、整合特殊教育資源，設置不分類巡迴輔導班 

根據國內特殊兒童普查結果發現，大多數身心

障礙兒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是以一般學校普通班

為主，因此如何提供普通班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所

需之各種教育服務與協助，是相當迫切與重要的

課題。 

據調查，學障及智障佔身心障礙學生之大多數

，九十一年度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結果，疑似

學習障礙人數為二六一人，智能障礙人數為一二

五人，加上「在普通班身心障礙有特殊需求學生

」三四五人，合計七三一人，這些學生分布在各

校，本縣因小班小校居多，每校皆有「需特教服

務」之學生，在本縣財政拮据及區域均衡（全縣

分三區）、學生需求為考量下，必須整合特殊教育

資源，調整班級人數少之特教班為巡迴輔導班，

除服務本校學生外，還必須巡迴服務區域內未接

受特教學校、自足式特教班或資源班服務之身心

障礙學生。 

在「回歸主流」及「融合教育」之趨勢下，家

長希望孩子盡量安置在普通班，與其他一般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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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更多互動之機會，只要是輕度障礙，社會適應

功能良好之學生則盡量安置於普通班接受資源服

務，而本縣公私立國民中小學設有資源班之學校

僅有二十七校，尚有一○六所學校沒有設置資源

班。巡迴輔導班之設置即是以家長及學生之需求

為出發，讓輕度障礙之特殊教育學生不必跨區安

置，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區域內就近接受特殊教育

資源服務。九十一及九十二學年度在不增加特教

班級數之原則下，依據「花蓮縣國民中小學（含

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級設班作業要點」第

七點減班或轉型原則，調整學生數少之班級為巡

迴輔導班，讓每一個在普通班身心障礙之學生都

能接受到適切之特教服務。 

四、推動學前早期療育工作 

早期療育是一種人性化、主動且為專業整合性

的服務，透過醫療復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

福利服務及諮詢等整合介入，除協助兒童本身之

發展外，亦對其家庭提供支持性之服務。根據歐

美先進國家多年之經驗及研究指出：早期療育可

以得到極正面之效果，減少兒童未來在醫療復健

、特殊教育與機構教養方面之成本支出。 

花蓮縣教育局有感於早期療育之重要性，在人

力有限的情況下，於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起開始

提供本縣公私立幼托園所特殊教育巡迴服務，並

舉辦系列性的學前特殊教育研習，讓幼托園所之

教師對特殊教育兒童有更進一步之瞭解與接納。

九十一學年度起由花蓮師院鍾莉娟教授指導，每

個月辦理二次學前個案研討會，提供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老師專業成長並解決巡迴輔導所面臨之問

題，效果顯著。 

九十二學年度起，社政單位將結合教育及醫療

體系共同合作推動早期療育，學前發展遲緩及特

殊兒童之發現及轉介將透過「花蓮縣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療育通報轉介個案管理中心」之單一窗口

通報，再由教育及醫療體系提供後續之特殊教育

及醫療服務，希望能早期發現及介入，以提高療

育之成效。 

五、落實特教資源中心功能 

八十年代初期，台灣省教育廳為因應社會潮流

，加速特殊教育發展，乃積極執行推動「發展與

改進特殊教育五年計畫」，在各縣市設置了「特殊

教育資源中心」。 

本縣特教資源中心，原設於鑄強國小，因為業

務拓展，原來空間不敷使用，為了要提供更好的

服務，所以選擇鄰近車站及慈濟作為新址，不僅

具有交通便利、醫療資源豐富的優良條件，更可

以和明廉國小設置的學前特教班，互相支援合作

。本中心於九十一年一月十六日正式揭牌啟用，

提供本縣特殊教育學生、家長、老師專業諮詢及

支援服務。九十一年八月並相繼完成中區及南區

特教資源中心之設置，提供中區及南區相關特教

支援服務。九十二學年度起於宜昌國中設置學障

及情障資源中心，負責自閉症、學障、情障巡迴

輔導工作，提供本縣各國中小特教學生情緒與行

為問題專業支援。 

至於九十學年度第二學期建置完成之本縣特殊

教育服務網，提供了更多元化之服務，特殊教育

學生的轉介、鑑定皆可透過網路系統直接傳送資

料，較以往節省了許多公文往返的時間及核對測

驗結果的人力，大大減少錯誤的產生；當然進入

鑑定系統必須登入帳號及密碼，以避免學生資料

外洩。 

另外特教服務網還提供特教法規及各項表格下

載功能，並設有留言版作雙向溝通，尤其「個案

協助」提供各校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即時之輔導及

服務，充分提高了特教行政的效率及便利性。 

參、目前面臨之困境與未來展望 

一、困境 

特殊教育所涉及的專業及層面非常的廣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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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結合醫療及社政體系，以提供統整性之服務，

目前本縣特殊教育所面臨的困境尚有： 

（一）國中特教師資不足：針對本縣國中特教

教師合格率僅有 44％左右部分，教育局

一方面嚴加控管九十二學年度國中特教

教師缺額，一方面透過花蓮師院特教系

教授鼓勵中等特教師資班之準教師留在

花蓮任教；九十二學年度本縣各國中共

開出二十二個特教教師缺額（含公費生

七名），但由於師資供應不足，尚有許

多學校開缺卻無人報考，期望這種現象

能在二年之內獲得改善。 

（二）新進教師比率偏高，經驗不足加上兵役

代課問題，導致師資出現斷層現象。 

（三）行政人員及普通班老師大多數未具特教

專業知能：教育局委託花蓮師院開辦之

特教專業學分班及現職中等教師進修特

教學分之計畫已獲教育部核准，預計九

十三年三月開班，未來教育局也會加強

辦理普通班教師及行政人員之特教研習

，以增進普通班教師及行政人員對特殊

兒童之瞭解與接納。 

（四）本縣有三分之二的學校未設特教班，又

特教業務承辦人流動率高，特教行政工

作推展不易。 

（五）專業人員不足。 

（六）家長的配合與支持。    

二、未來發展 

制度化、組織化為花蓮縣落實特殊教育專業計

畫的第一階段，九十二學年度起將進入第二階段

提升專業化之部分，第二階段的重點工作為校內

特教需求學生鑑定初篩機制的建立、提升特教教

師鑑定及診斷教學能力、個別化教育計畫之落實

、增進特教教師課程教學及教材教法專業能力等

等，未來本縣所有特教需求學生從學前至國中階

段將建立完整之個案資料，依據學生之特殊教育

需求提供適當之安置及適性之輔導，全面提升特

殊教育品質。 

此外資優教育亦是特殊教育範疇之一，未來將

建立資優教育多元彈性制度，以資源班、社團、

夏令營等多元型態發展資優教育，建立學校群組

伙伴關係，共享資優教育資源。 

特殊教育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近二年來

，一群特教工作團隊努力的在建構花蓮的特教願

景，過程是辛苦又甜蜜的，我們期望建立一個完

善的特教支援系統，提供特教需求學生、家長及

老師們更完善的服務品質，並努力營造一個無障

礙之學習情境，以滿足每一位特殊教育學生之特

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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