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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

學生困境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 

鄭達薇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

所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策略與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需要的協助。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研究對象為六位目前任職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

的導師，用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歸納得結論如下： 

壹、融合教育班導師面臨的困境主要有課程與教學不易、班級經營不

易、支援系統不足與專業知能不足四方面。 

貳、融合教育班導師使用的因應策略 

一、當特殊需求學生跟不上課業且作業完成度不佳時，可調整課程的

進度與難度，給予符合能力的任務，降低對特殊需求學生標準，給予

能力所及的作業並減量。 

二、當特殊需求學生發生情緒狀況與不恰當言行時，應用陪伴與理

解，且不輕易妥協，事後不斷給予提醒，並以教導代替指責。 

三、融合教育班導師應向一般生說明清楚特殊需求學生狀況，教導彼

此正確相處模式，且由導師示範，並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 

四、針對行政與家長端支援不足，融合教育班導師可主動向行政尋求

協助，並透過關心學生與家長建立信任關係。 

五、關於特教知能不足，可上網搜尋資料，詢問特教教師特殊需求學

生的特殊性與適合的輔導策略，或向特教教師尋求符合學生能力的教

材。 

參、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的協助 

一、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學校端適時提供人力，協助帶離情緒無法控

制之學生與考試時為需要的特殊需求學生進行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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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特教教師給予符合特殊需求學生程度的教

材、提供有效的輔導策略與協助特教助理員的申請。 

三、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家長陪伴特殊需求學生完成學習作業，了解

學生的狀況給予適當的管教，並在教導上與導師的同步執行。 

關鍵詞：融合教育班、困境、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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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n Inclusive Class 

Teachers Counsel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of 

Elementary School at Remote Area 

Ta-Wei Che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n inclusive class teachers counsel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of 

elementary school at remote area, and the assistance that teachers need in 

teach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This research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six teachers who are currently 

working in an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 in a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The 

interview method i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The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 The predicaments faced by the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mainly include the difficulties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lass management,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I.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the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1. When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are unable to keep up with their 

schoolwork and have trouble finishing their homework, the progress and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course can be adjusted, tasks that meet their abilities 

can be given, the standard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are lowered, and 

homework can be given and reduced. 

2. When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have bad emotions and make 

inappropriate words and deeds, teachers should accompany and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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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and shouldn’t compromise easily. Afterwards, students should be 

constantly reminded and should be taught rather than being accused. 

3. Teachers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 should explain the situation of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clearly to the general students. They should 

teach them the correct way of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teacher 

should teach through demonstration and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s. 

4. In view of the lack of administrative and parent-side support, the teacher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assistanc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They can build a tru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ents by 

caring about the students. 

5. Regarding the lack of special education knowledge, teachers can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ask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bout the 

particularity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and suitable teaching strategies. 

Or they can ask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for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mee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II. Assistance needed by the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1.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need the school to provide 

manpower in a timely manner to help take students with uncontrollable 

emotions away and to read some relevant regulations or other things to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during exams. 

2.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nee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rovid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meet the level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provid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ssist in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ass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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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acher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lasses need parents to accompany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to complete their homework,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make appropriate discipline, and implement the teaching 

synchronously. 

Keywords: Inclusive classes, Difficultie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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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班導師在其輔導特殊生時所遇到的

困境與導師的處理方式，並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普遍導師容易遇到的困難與處理

方式並提出建議。本章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提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第三節說明重要名詞之定義，第四節則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一、臺東偏鄉特殊教育資源缺乏 

台東地形狹長，北到長濱鄉南到達仁鄉，南北距離 176 公里，有一市；兩

鎮；八個平地鄉；五個山地鄉，還有蘭嶼、綠島兩離島。 (臺東縣政府，2021)

地廣人稀的台東，有 43 所偏遠學校、30 所特偏學校與 7 所極偏學校，在特殊

教育的資源上分布十分不均，大多數特教資源仍集中於台東市區，其中大約六

成的國小特殊教育班級都設立於此，延平鄉、金峰鄉與達仁鄉甚至連國小的特

殊教育相關的班級都沒有，除了台東市外，其餘鄉鎮除了有特教資源的學校外

的特殊需求學生大多接受的特教方式為巡迴輔導班(臺東縣政府，2021)，且大

多數臺東縣的偏鄉國小多為六班小校，因此在臺東的偏鄉國小大多數特殊需求

學生都會與一般生在同一個班級上學習，只有一週抽離一堂到兩堂上巡迴輔導

老師的課程。 

研究者所處之鄉鎮包含鄰近鄉鎮共四個鄉鎮，四個鄉鎮內共有 15 所國小近

1000 名學生，卻僅有四所國小有特教資源，其中兩所有身障類資源班，集中式

特教班與不分類巡迴班各一所（教育部特通網，2021），且那四所學校的特教

資源班級都只有一班，並每一班搭配兩位特教教師，共八位老師要負責這 15 所

國小所有的特殊需求學生，大多數時候更是連自己學校的特殊需求學生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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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而研究者所處的學校的巡迴輔導老師，因鄰近學校的特教教師無暇顧

及，所以是直接從更遙遠的鄉鎮通勤來到學校為特殊需求學生進行課程。 

在特教資源如此不足的環境中，大多數面對特殊需求的學生都是他們班上

的導師，除了要顧到一般生，還要顧及可能帶來班級上秩序破壞的特殊需求

生，多重壓力在導師身上，使導師負擔更沉重（蘇意湘，2020）。 

 

二、融合教育已為現代趨勢 

  Suzanne（2015）提到融合教育是一種學校教育，由各種不同身體障礙與學

習需求的學生跟非特殊學生在一起受教育，而不是分開來教育，並且在課堂上

學習去包容與接納特殊需求的學生。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於 1985年的學習權宣言主張學習權

是基本人權，不論種族、身份、地位，任何人都有學習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簡稱 CRPD）的第４號一般性意見中也提到融合教育是讓所有學習者（包括身

心障礙者）獲得高品質教育及發展融合、和平和公正社會的重要關鍵。 

  不只在國外，在國內教育部（1995）的「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報告書」也提

到了零拒絕的教育理想與人性化的融合教育，以最少的教育限制促使特殊需求

學生和一般生能有最多的互動。在特殊教育法第一條中提到為使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 

，增進服務社會能力，在第 22條中也提到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

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 

  教育部於 2014 年也開始推動友善校園計畫，加強輔導與協助條件薄弱 

、適應困難或行為偏差學生，並實施真正的教育機會均等，這其中主要內涵還

包括了性別平等教育、學生輔導體制、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及生命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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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可以營造一個尊重包容、健康和諧的校園，培養出社會好國民與世界好公

民（教育部，2014）。 

  雖然有些家長確實會在意自己的孩子跟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同一個班級，

但是就研究者的觀察發現這樣的融合真的比較有機會讓學生學到對於與自己不

同人的包容度，甚至可以學會幫助其他人，但這個時候導師的身教便更加重

要，因為學生會學習導師對待特殊需求學生的方式，因此在融合教育中，班級

經營與導師身教更是學生是否能學到包容的關鍵。 

 

貳、研究動機 

「老師！那個某某某又開始生氣了！」「老師！那個某某某又開始丟東西

了！」「老師！那個人拿石頭丟我！」「老師！那個某某某打我！」「老師！那個

某某某對我罵髒話！」「老師！我真的受不了那位小孩再繼續欺負我的小孩

了！」「那個某某某真的很難管教耶！怎麼講都聽不懂！」「那個某某某態度真

的很差，跟他講話都不正眼看人的！」這是研究者在學校平時最常聽到學生與

家長跟導師反應跟特殊需求學生相關的內容，有些則是導師間聊天時會談到的

內容，甚至有時在上課時，經過班上有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室會看見該班導師正

緊緊抱住特殊需求學生，為了不讓他繼續傷害自己或是其他人，也有導師常常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自己被學生抓受傷、捏受傷、打受傷，而研究者自己在

面對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一開始也曾因不了解特殊生的狀況而錯誤地使用責

罵的方式來輔導處理學生狀況，生氣地罵完後卻發現同樣的狀況並沒有解除之

外，學生還會因為害怕跟討厭被罵而產生更多叛逆與充滿敵意的行為，甚至更

加不服從管教，導致自己當下覺得內心很疲憊且無力，隨著經驗的累積與學生

之間信任關係的建立後才發現唯有使用合適的輔導方式才能真正協助到導師更

有效輔導特殊需求學生。 

研究者目前任職於偏鄉國小，每年級各一班，且無特殊班與資源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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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教師定期來巡迴授課，因特教教師出現的時間有限，因此大多數時候當特

殊需求學生有狀況時，皆為導師自行處理與輔導，且因地處偏僻，所以老師流

動率高，學校老師常常更換，而學生也時常在適應新的老師，老師也因跟學生

相處時間不夠而不夠了解學生的狀況，而無法在短時間找到適當的方式來進行

班級經營，因此在觀察各個班導的帶班情形時發現在沒有特教背景的情況下要

輔導特殊需求學生，實為十分困難之狀況，甚至也容易因專業背景的不足而使

用了不恰當的方式，因而對學生貼上了標籤，導致輔導特殊需求學生變成一件

更困難的事情，讓導師對於特殊需求學生更感無力，甚至容易發生教學熱忱被

澆滅的狀況。因此探討融合教育班導師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與在帶班時需要的協助，提供出相關輔導的策略與學校與家長可協助導師的部

分以降低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生時所遇到的困難，同時也讓特殊需求學

生能得到更適當的輔導方式為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之敘述，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分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故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透過調查台東偏鄉國小融合教育

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遇到的困難並歸納出他們普遍使用的策略與希望

可得到的協助，提供未來到偏鄉國小的導師在面對班上特殊需求學生時可嘗試

使用的方式與提供行政人員可協助導師的方法，以降低融合教育班導師在面對

特殊需求學生時所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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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 

一、瞭解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遇困境。 

二、瞭解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的因應策略。 

三、探討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需要的協助。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一、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遇困境為何？ 

二、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的因應策略為何？ 

三、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需要的協助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章節將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名詞概念加以解釋說明，說明如下： 

 

壹、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 

  偏鄉國小是指在地域位處台東縣偏遠且交通狀況不便、文化條件不利、生

活機能缺乏、社會經濟條件不佳或數位學習不利地區之學校（教育部，2021）。 

  研究者所處之偏遠鄉鎮國小包含周圍鄉鎮共四鄉鎮，四個鄉鎮內十五所學

校中僅有四所學校有特教資源，其中一所有集中式特教班，兩所有身障類資源

班與一所學校有不分類巡迴班級（教育部特通網），因此在此四鄉鎮學校的特教

資源多是以巡迴輔導班模式介入，由有特教教師的學校每週派特教教師巡迴到

無特教教師的各校為特殊需求學生進行一到兩節的抽離式授課，因缺乏集中式

特教班與資源班，且研究者所處環境周遭過半數的學校學生人數不足 50 人（台

東縣教育處，2021），多為六班小校，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故同年級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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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特殊需求學生都分在同一個班級，特殊需求學生除了被抽離的課堂外，都

與一般生一同學習。 

  因此本研究指的「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為地處偏鄉的國小且同一個班中

同時有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學生。 

 

貳、融合教育班導師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將特殊需求學生和普通同儕放在同一間

教室內一起學習的方式，它強調提供特殊需求學生一個正常化的教育環境，而

非隔離的環境，在普通班中提供所有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措施，使特殊教育

及普通教育合併為一個系統，「融合教育班」則代表著在執行融合教育的班級。 

  本研究指的「融合教育班導師」為在融合教育班中負責管理與輔導一般學

生與特殊需求學生課業與品行的班級導師。 

 

參、特殊需求學生 (student with special needs) 

  特殊教育法（2019）第三條指出因生理或心理因素，以及環境造成的影

響，導致其在認知、溝通、動作、社會情緒、生活自理、學業學習方面有困

難，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

者，包括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與其他障

礙，稱為身心障礙，且因有較多不同於其他學生的特殊需求，又稱特殊需求學

生。 

  本研究的「特殊需求學生」指的是訪談對象班上的身心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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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困境 

  困境為艱難困苦的處境(國語辭典)，輔導為幫助學生在學校、職業、社會

要求的關聯下，增加自己的能力、興趣與人格特徵的了解，對於生活環境上的

任何問題能自行做出判斷與選擇，以達到社會的自我實現（劉焜輝，2020）。 

  輔導本身指助人專業人員協助當事人能對教育、職業與個人發展做出抉擇

與轉變的歷程（鄔佩麗，2017）。 

  廣義的輔導就是教育的歷程，能影響或促使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教育百

科），而劉焜輝（2000）對於輔導的解釋也提到輔導是協助當事者能知己、知

人、知時、知境、知其所止。輔導的過程也是一種學習自我探索及覺察得過

程，讓當事者除了學習和省思，進而能察覺自我的想法、情緒和行為。 

  本研究指的「輔導困境」是指融合教育班導師在教導特殊需求學生面對自

己的內在負面情緒或調整外在不恰當行為時進行的輔導，卻因無法有效改善時

讓自己十分苦惱而感受到的處境，本研究將利用訪談法來訪問偏鄉融合教育班

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遇到的困難，藉此能更清楚地了解偏鄉融合教育

班導師所遇到的輔導困境。 

 

伍、因應策略 

  蕭舒文（2018）對於因應策略的定義為以運用自身熟悉且有效的方式來面對

壓力，張春興（1991）則定義為個體在遭遇困難時所採取一些較為積極的應付手

段。因應策略會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包括行動與思想，是有目的的意識行為，

而非潛意識的防衛作用。關於因應策略，本研究指的「因應策略」為融合教育班

導師在遇到輔導困境後，為幫助降低自身壓力與確實解決所遇到的輔導困境，而

使用來協助自己的策略，本研究將利用訪談法來訪問偏鄉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

特殊需求學生時所遇到的困難時的因應策略，藉此能更清楚地了解偏鄉融合教育

班導師所遇到的輔導困境後的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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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章節在探討台東縣偏鄉小學的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

遇到的困境及因應策略，然而因受限研究者的時間與人力，以至於無法涵蓋整

個台東偏鄉小學和每位導師，故將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限制  

  本研究是以半結構式訪談來收集資料，且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所服務的哈哈國

小（化名）與鄰近國小有特殊需求學生於班級上的普通班的導師，因此所得結果

無法直接推論到台東縣其他偏鄉國小。 

 

貳、研究者限制  

  本研究受訪者為立意抽樣，並以熟悉的人作為引薦，故可能與隨機抽樣對象

的研究結果會不太相同。 

 

參、研究內容限制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會因狀況的不同而容易有不同的狀況發生，但是因每

個融合教育班擁有的特殊需求學生不盡相同，而導致導師輔導時所遇到的困境也

不同。面對不同需求的學生，需要的輔導策略與遇到的狀況且會隨著導師的獨特

性導致其因應的策略也不同，本研究僅以五位導師的經歷做為資料蒐集來源以得

到研究結果，故較難直接推論到每位導師的狀況。 

 

肆、研究方法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性的個案研究且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蒐集資料，雖然皆為導師

們的真實經歷，但是仍可能因導師們遺忘了過去發生的事情與使用的方法，甚至

帶著比較多導師個人主觀看法，導致所述內容不一定與事實完全相符的可能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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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研究者會先將訪談大綱寄給受訪者，並全程錄音，甚至會在整理資料後

立即給受訪者校對，對於有缺少或研究者不清楚的內容進行二度訪談，並全程錄

音，同樣在打完逐字稿後立刻給受訪者檢查，以確認研究者能更完整的呈現每一

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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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融合教育班有效班級經營之探討」從文獻中

探討多數導師在融合班會使用且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第二節為「國小融合教育

班導師所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策略」探討普遍融合班的導師容易遇到的困境與導師

的處理方式；第三節為「國小融合教育班特殊需求學生之有效輔導策略」從文獻

中整理出在融合教育班中，多數老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發生狀況時會使用且有

效的輔導策略。 

第一節 融合教育班有效班級經營之探討 

本節就以下「導師教學態度」、「教室環境的規劃與營造」、「課程的調整」、

「增加導師特教知能」與「親師合作」五個部分，從文獻中整理出融合教育班導

師所使用過且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 

 

壹、導師教學態度 

一位導師需要有正向、開放的心，去接納特殊需求學生是重要的（陳彥瑾，

2016），而讓特殊需求學生被一班學生接納需要放在首要目標（吳淑美，2004），

因為特殊需求學生其實不易與他人建議關係，甚至有很多人從小就被忽略，缺乏

關心，因此為了要讓他們順利融入班級中，建立關心，取得信任是重要的關鍵（邱

莉婷，2013）。融合班導師要有足夠的同理心，且有自我省思的能力，需要公平

的態度去面對所有學生，並從自身開始做出接納的榜樣才有辦法讓班上的學生也

接納班級上的特殊需求學生（鈕文英，2006；邱莉婷，2013），當導師與同學開

始接納並用恰當的溝通方式對待特殊需求學生後，才會讓特殊需求學生願意接受

班上的人，當特殊需求學生能信任導師時，導師在輔導與教學上就會變得事半功

倍（廖凰吟，2021），在這之後才有辦法讓班級經營變得更有效果，才能營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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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的班級氛圍。 

在一些融合教育班中，導師甚至會利用「小天使」制度，來讓一般學生來協

助特殊需求學生，協助特殊需求學生融入班級與教導他們社交技巧，同時也使一

般學生能學會包容，並懂得互相關懷與照顧，好的班級氛圍與班級向心力，才能

讓每位學生感到愛與歸屬（陳彥瑾，2016），在班級經營上才會事半功倍。 

運用合作學習的方式也可以協助學生學會與同儕互動的方式、互相學習、共

同達成任務，也會讓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到該如何跟其他人相處，同時讓一般學生

了解到特殊需求學生的困難，讓彼此更融洽（林佳靖，2019）。 

賴碧美（2018）也提到，導師要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對待每位學生，以同理心

與接納的態度建立良好的關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的需求要夠敏感，才能學生對

於班級有歸屬感，才能在沒有障礙的學習環境中快樂的學習。 

  從上述內容可得知，在一個融合教育班中，導師運用策略與恰當的溝通方

式讓同學皆彼此接納是重要的，當每一位學生在班級中感受到被接納，並感受

到自己是被愛，且有歸屬感的時候，老師與學生有足夠的包容與接納性會讓班

級經營更順暢，也才能讓特殊需求學生更順利在融合教育班中學習。 

 

 

貳、教室環境的規劃與營造 

班級經營不只是老師與學生，或是班級事務與課務，其中教室布置也很重要，

除了桌椅的擺設、座位的安排與燈光，還有教室內的氛圍的好壞都可以影響班級

經營的效果（Underwood，1996），好的教室環境的規劃與氛圍的營造都會影響到

班級經營，進而影響到整體的教學效能(彭翊榛、張美雲，2015)，有些自閉症的

學生會有固著行為，因此為他們營造適合的生活環境也是重要的(楊淨茹，2018)，

關於座位上的安排，因為有些特殊需求學生比較敏感，容易受到影響，所以學習

環境需要因學習者的特質不同而做出改變，而座位的安排也極為重要（陳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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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若特殊需求學生的身邊能坐一位可協助他們的人身旁，通常會變得穩定

許多，在他們的需求得到即時回應時，比較不容易去影響其他人。 

在情緒障礙的學生旁坐一位溫和的人，會讓他們比較不容易與其他人起爭執，

當同學坐在學習障礙學生身旁時，便可協助他們完成作業，讓特殊需求學生的座

位離導師近一點，也可容易讓他們感受到被關心，當他們需要的關心足夠了，就

容易把事情做好，對於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甚至可以直接給予提醒（陳瑩珍，

2021），對於自閉症的學生藉由座位的安排來給予他們模仿的對象，也能幫助他

們在課堂學習時更加順利(楊淨茹，2018)。 

綜合以上內容發現，教室環境的布置與氛圍的營造，對於特殊需求學生是重

要的，營造一個適合他們的學習環境，將他們放在對的人身邊，讓他們有好的模

仿與陪伴的對象，會讓他們更穩定，更能夠好好學習。 

 

參、課程的調整 

  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提到四個重點：可得性、可及

性、可接受性以及可調適性。可接受性為在提供與教育有關的服務時，必須充

分考慮並尊重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文化、意見及語言，所提供的教育形式和內

容必須能為所有人接受。可調適性則是彈性的教學方式以因應不同需求的學

生，以彈性評量和多元評量取代標準化評量，並能肯定個別學生透過替代的學

習路徑在多元的學習目標上的進步。 

  通常在國小階段老師們都是依據課本內容進行授課，但是教科書本身的內

容其實並不適合每一位學生，因此導師在使用的時候應注意到適切性，並且適

時的依據學生的需求做出調整，以兼顧全體學生的不同需求（賴碧美，2018），

特殊需求生在學業上的進步肯定無法跟一般學生一樣，因此導師也不需要急於

一時要求他們一定要立刻學會課程內容，而是給他們再多一點的時間，並且依

據他的能力做一些調整，使特殊需求學生也能在學業上得到成就感（廖凰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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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得到，便更有學習的動力。 

  其中在郭又方（2020）的研究中也發現若導師調整了自己的課程內容後發

現特殊需求學生是能學會的，也會對自己在教學上更有自信，相信自己也可以

做得到，在教書上也會更有力。 

  而吳淑美（2004）也提到在融合教育班中應使用多層次的教學技巧，且要

符合個別差異，並提供適合的課程給特殊需求學生，使他們也有機會與一般學

生分享成果。 

  在考試上應避免僅用傳統的紙筆測驗，而是依據學生的能力做出評量，運

用多元評量方式去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提升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意

願，好增進他的學習表現（楊淨茹，2018）。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在課程上的調整，不只對特殊需求學生有幫助，對於

導師自身也會有一定的正向回饋，且因應學生的能力給予學習內容，更容易讓

特殊需求學上在學習上感受到成就感，而增進對學習的意願與表現。 

 

肆、增加導師特教知能 

  導師除了在班級內做好的榜樣，接納特殊需求學生，並視情況而調整教室環

境與課程外，增加自己的特教知能也是重要的。 

  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百百種，面臨到的困難與挑戰也是百百種，在這樣的

情況下，需要一位具有相關知識、願意了解、接納他的導師，才能順利讓他在

融合教育班接受到教育（陳彥瑾，2016），因此不論是與特教教師討論，或是

多參加研習去吸收他人的教學經驗，又或是從書中學習如何與不同障礙類別的

應對技巧（廖凰吟，2021）都會給融合教育班導師很大的幫助，更開闊導師的

視野，也更知道該如何跟不同需求的學生相處，不至於用太過主觀的方式來評

斷學生。唯有持續不斷的學習、增加專業知能，才更能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面對的辛苦與挑戰，進而給予更適切進而才能給予他們更適切與提升效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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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陳瑩珍，2021），當導師的特教專業增加時，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上才能

更加順利（邱莉婷，2013）。 

  在陳政見與吳雅萍（2014）的研究中也發現融合教育班導師在參加完研習後，

其實會更知道與了解因材施教與適性教學的重要性，且會更願意與特教教師討論

適合學生的教學策略。 

  導師身為專業工作者，必須持續專業發展以利自己有能力支持學生學習，甚

至面對特殊需求學生時，也要表現出專業的態度、知識跟技能來協助他們能更無

障礙的在教室中學習（賴碧美，2018）。 

  從研究中可發現，擔任融合教育班導師的自我學習能力十分重要，當導師擁

有的專業知識越豐富，越有能力用適當的方式與特殊需求學生相處，才越能理解

與接納他們，也才有能力給予他們真正需要的協助。 

 

伍、親師合作 

  若學校教育無法延伸到家庭教育，學生的學習便無法有好的成效，因此親師

之間的合作是重要的。面對特殊需求學生，其實家長的壓力也會很大，此時他們

的焦慮與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導師應該積極與家長溝通，甚至主動邀請家長參與

學生學習，當家長願意跟導師合作，才能有效幫助特殊需求學生（陳彥瑾，2016）。   

  良好的親師合作建立在良好的溝通，同理家長的心情，用家長聽得懂的方式

與他溝通（陳瑩珍，2021），或是透過三明治溝通法並且以為學生好為出發點的

方式去說明學生狀況，以減少家長的防備心(楊淨茹，2018）。 

  頻繁的親師溝通才能建立默契，同時協助家長們之間營造接納的融合環境，

當家長配合導師，導師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循環，不僅使特殊需求學生在

學習上獲益，也能給一般學生學習接納不同人的機會，都會間接或直接影響到融

合教育的成功與否（邱莉婷，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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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以辦理親師合作的研習，首先建立正確觀念讓家長能夠理解自己孩子

的狀況，進而提升適應輔導與教養的策略與技巧（傅秋馨，2020），讓家長也能

用正確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得知，導師與家長的關係在班級經營上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環，好的親師合作可以讓導師在學校的班級經營進行得更加順利，同時能夠更

有效的協助特殊需求學生，也讓一般學生與家長能學會如何與特殊需求學生相處。 

  本研究也希望以此為出發點詢問大部分導師在融合教育班級中是否也有運

用這些班級經營模式，或是還有其他班級經營策略，藉此更完整的整合各種策略，

讓之後帶融合教育班導師有更多不同的班級經營方式可使用，因此此部分亦為訪

談大綱與驗證訪談內容的參考資料。 

第二節 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策略 

融合教育的立意是良善的，卻也直接給了融合教育班導師更多的挑戰，眾多

文獻中也是不停在探討融合教育帶來的困擾，因此了解可能會遇到的困境，並找

出相對應的因應策略，其實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壹、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面臨的困境 

  在偏鄉小校老師往往身兼多職，導師因工作負荷大而沒有時間加強自己的能

力導致專業不足，沒有辦法處理學生的狀況，且家長在教學上的配合度低，學生

又不夠專心下，導致導師在教育學生上又更加困難了（林婉柔，2016），一個班

同時有各種需求的學生，身為導師肯定是主要處理角色，這一節將會討論從各個

文獻中所提的到困境，並作為之後訪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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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融合教育班導師的困境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對象與方法 研究發現 

王慧娟 

(2012) 

 

 

 

 

 

 

 

 

 

 

 

 

南投縣國小

普通班教師

對實施融合

教育之教學

困擾研究 

南投縣國民

小學實施融

合教育的

244位普通

班教師。 

採問卷調查 

1.課程教學上以「讓特殊學生的作

業如期完成」及「擬定教學計劃與

執行教學」最感困擾。 

2.專業知能上以「處理特殊學生突

發狀況」及「了解特殊教育教材教

法的專業知識」最感困擾。 

3.支援系統上「有關教師助理員的

申請資格和協助」及「身障生安置

班級的分配」最感困擾，其中學生

障礙程度中度以上困擾度大於學生

障礙程度為輕度。 

4.教室管理上「要同時兼顧普通生

和特殊學生的學習權益」及「處理

班及事務，還兼任學校行政工作」

最感困擾。 

許瑞珍 

(2020) 

屏東縣國小

普通班級任

教師對

ADHD 兒

童教學困擾

與因應策略

之研究 

11 位屏東縣

國小普通班

級任教師 

採深度訪談 

1.課程教學因提醒ADHD學生而需

要中斷教學，導致進度落後，無法

滿足 ADHD 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 

2.班級經營上一般生會模仿 ADHD

學生的行為，容易有衝突，且他們

容易破壞班級常規，不配合活動。 

3.專業知能缺乏對 ADHD 的了解， 



18 

 

表 2-1 （續）   

   面對學生問題不知所措，也不易設

計適合他們的課程。 

4.支援人力及特教資源不足。 

5.家長無法接受孩童有 ADHD、不

重視孩童教育、無法陪伴孩童、無

法讓孩童按時吃藥、管教無效、對

教師有誤解與教師理念不同。 

莊秀妮 

(2015) 

 

 

 

 

 

國小融合班

教師教學困

擾與因應策

略之研究 

8位教過特

殊生的教師 

採訪談法 

1.教學方面的困擾：特殊生不當情

緒或行為的問題會影響班級及花時

間處理特殊學生的狀況，教學尚無

法顧及特殊學生的學習需求，面對

特殊學生學習的落後，資源班成績

過高影響公平性。 

2.班級經營的困擾：一般生質疑老

師公平性，一般生與特殊學生互動

上的問題，一般生不當對待特殊生

或是隨著年級增加接納度卻降低，

特殊生不當言行與不遵守常規，還

有特殊生身體狀況及處理被欺負的

狀況。 

3.家長方面的困擾：少數一般生家

長無法接受特殊學生的傷人行為。

特殊生家長過度保護孩子、反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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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子受到不善對待、基於補償心態而

出現送東西給班級及觀念不當。 

4.支援困擾：人力協助不夠，未找

到適合的輔具及特殊學生家長學習

教養知識的資源不足。 

張淑玲 

(2017) 

偏鄉國小普

通班多重障

礙學童導師

之困境研究 

多重障礙學

童身旁的 15

位參與者 

採深度訪談 

1.課程教學上安排不易、班級常規

難守、與巡迴輔導老師理念不同、

一般生覺得不公平。 

2.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不足、缺乏

適合的研習內容與管道。 

3.家長缺乏相關教育知能。 

4.治療師到校次數不足，身心障礙

教師助理人員與身心障礙教師存在

競爭與合作的矛盾關係。 

陳彥瑾 

(2016) 

融合教育下

國小普通班

教師班級經

營問題及因

應策略之研

究 

4位曾任國

小融合班級

的導師。 

採個案訪談 

1.特殊學生的情緒與行為會干擾班

級活動。 

2.特殊學生家長對導師不信任、擔

心孩子被欺負及提出鑑定需求時容

易反彈。 

3.特殊需求學生因障礙容易出現一

些特殊行為、敏感的反應情緒及較

弱的能力使同儕間易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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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4.行政人員流動率高、不了解班級

狀況提拱不了實質協助、人力支援

不足讓導師只能獨自面對。 

陳瑞麟

(2019) 

澎湖縣國小

普通班教師

實施融合教

育的教學困

擾與支援服

務需求之相

關研究 

澎湖縣國小

之教師共

154位 

採問卷調查 

1.困擾度由高到低: 「課程教

學」、「專業知能」、「班級經營」、

「支援系統」。 

2.支援系統中以評量支援需求最

高。 

3.專業知能不足教學困擾大。 

4.教學困擾與支援服務需求呈低度

正相關。 

蕭妤安

(2017) 

屏東縣國小

融合教育班

教師教學困 

擾與支援服

務需求關係

之研究 

390位屏東

縣公立國小

教師。 

採問卷調查 

1.困擾度由高到低:「專業知能」、

「班級經營」、「課程教學」、「支援

系統」。 

2. 支援服務中，最高需求為「教

學支援」，其次是「評量支援」，最

後是「行政支援」。 

3.專業知能上缺乏相關知識與實務

經驗最為困擾。 

4.課程教學上為身心障礙學生行為

問題最為困擾，其次為缺乏課程教

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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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5.支援系統中缺乏人力資源。 

6.支援服務中需要「專業知能」、

「特教諮詢」、「行政協助」及「人

力資源」。 

蘇意湘 

(2020) 

國小實施融

合教育之困

境與因應策

略之個案研

究:普通班

教師觀點 

四位實施融

合教育之普

通班級任教

師。 

採半結構式

訪談 

1.實施班級經營難度高。 

2.融合班實施不同課程要求與教學

困境多。 

3.行政端：班級特殊生多和適性安

置問題及能給的資源有限。 

4.家長端：理念不合、不願意配合、

不願用藥、不願孩童接受鑑定。  

5.教師端：特教專業知能不足、無

適當研習管道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從表 2-1的八篇研究中，有三位（王慧娟，2013; 蕭妤安，2017；陳瑞麟，

2019)使用問卷調查來了解與分析融合教育班導師們的困境且依照程度排列，並

針對研究對象本身不同的性別、年齡、年資、學歷等各種類別分析他們困擾度的

差異性，有五位（莊秀妮，2015；陳彥瑾，2016；張淑玲，2017；許瑞珍，2020；

蘇意湘，2020))使用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較能深入了解導師們面臨的困境，並

提出更具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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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 

依據表 2-1內容，研究者整理出表 2-2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遇之困境，由

表 2-2可發現大多數導師所遇到的狀況是雷同的，例如各項資源不足、專業知能

不足、班級管理、同儕之間的狀況、情緒行為問題、親師溝通與課程與評量的部

分都不停地被提出來，而大多數的研究中都有提出因應策略，將於下一段說明。 

 

表 2-2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遇之困境 

   困境 

 

研究者  

專業 

知能 

不足 

班級 

管理 

同儕 

之間 

狀況 

情緒 

行為 

問題 

親師 

溝通 

課程

與 

評量 

理念 

不合 

各項 

資源 

不足 

工作 

負擔 

王慧娟(2012) ○ ○    ○  ○ ○ 

許瑞珍(2020) ○ ○ ○  ○ ○  ○  

莊秀妮(2015)  ○ ○ ○ ○   ○  

張淑玲(2017) ○ ○ ○ ○  ○ ○ ○  

陳彥瑾(2016) ○ ○ ○ ○ ○   ○ ○ 

陳瑞麟(2019) ○     ○  ○  

蕭妤安(2017) ○   ○  ○  ○  

蘇意湘(2020) ○ ○   ○ ○ ○ ○  

 

貳、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的因應策略 

  因應策略張春興（1991）定義為個體在遭遇困難時所採取一些較為積極的

應付手段。因應策略會因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包括行動與思想，是有目的的意

識行為，而非潛意識的防衛作用。導師在帶班遇到困境時，需要及時找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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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前面上述了許多的困境多為融合教育班導師會遇到的狀況，接下來會討

論相關的因應策略。 

 

表 2-3 融合教育班導師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對象與方法 因應策略 

王慧娟 

(2012) 

南投縣國小

普通班教師

對實施融合

教育之教學

困擾研究 

南投縣國民

小學實施融

合教育的

244位普通

班教師。 

採問卷調查 

1.教育主管端：多辦理特殊生突發

狀況的處理認識研習與放寬教師助

理員的申請辦法，協助普通班教師

進行教學，提高編制以充足人力。 

2.學校行政端：可以協助教師討論

課程進度內容，建立安置身心障礙

生分配班級的制度，針對學生的障

礙類別與程度舉辦特教之能講習。 

3.普通班教師端：就課程教學、教

材和教法要保持彈性，也可與特教

老師或有經驗的老師請益，討論課

程規劃，活化課程教材的使用，並

於空閒時間多參與各類特教之能研

習。  

許瑞珍 

(2020) 

屏東縣國小

普通班級任

教師對

ADHD 兒

童教學困擾 

11 位屏東縣

國小普通班

級任教師 

採深度訪談 

1.導師端：提升自生特殊教育專業、

善用資源建立支援系統、保持主動

積極的態度。 

2.學校行政端：提供教師特教進修

與專業諮詢、建立完善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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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與因應策略

之研究 

 縮減教師行政業務。 

3.家長端：加強親職教育以具備專

業認知及教養態度、主動與導師聯

繫，建立良好親師關係。 

莊秀妮 

(2015) 

國小融合班

教師教學困

擾與因應策

略之研究 

8位教過特

殊生的教師 

採訪談法 

1.教學方面：特別為特殊生調整教

學內容、提供一對一指導、善用同

儕、安排至資源班及找其餘時間補

進度。 

2.評量方面：依特殊學生情形彈性

調整評量方法、作業內容減量與簡

化、降低標準、設計適合的題目、延

長考試時間、可用口試或指認取代

筆試、考試成績再加上學習態度。 

3.班級經營方面：向一般生解釋特

殊學生發生狀況的原由，並讓他們

認識特殊學生的特質，教導雙方社

交技巧。 

4.家長方面：給予家長正向回應、

適時處理家長顧慮、與家長多溝通

並建立良好關係。 

5.環境方面：調整教室座位。 

6.支援不足方面：導師自行處理或

是向特教教師、其他教師請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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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是尋求行政協助。 

7.專業知能方面：主動向專家詢問

意見與實務經驗，多參加特教相關

研習、多閱讀相關書籍或是上網尋

找相關資料。 

張淑玲 

(2017) 

偏鄉國小普

通班多重障

礙學童導師

之困境研究 

多重障礙學

童身旁的 15

位參與者 

採深度訪談 

1.教育與學校端：可多舉辦實務性

研習，提供導師及相關人員對話，

提升專業知能、巡迴輔導老師穩定

並增加治療師到校、導師的任用三

年一輪、有一間危險性低及動線方

便的教室。 

2.導師端：可透過高年級協助與陪

伴多障生、尋求特教班老師協助、

與同儕教師成立專業發展社群，以

提升教學及照顧品質、善用時間與

教師助理員協調工作分配、主動與

專業人員保持密切溝通。 

3.家長端：設法排除困難多到校了

解孩子學習狀況、定期參加親職研

習增加教育知能。 

陳彥瑾 

(2016) 

融合教育下

國小普通班

教師班級經 

4位曾任國

小融合班級

的導師。 

1.特殊生情緒方面：正向行為支

持，找出適合特殊學生的策略及教

導自我監控方法、訂定契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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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營問題及因

應策略之研

究 

採個案訪談 改進不良行為。 

2.家長溝通方面：教師採取真誠、

積極的溝通方式，展現對學生的接

納，對一般生家長則說明會進行的

班級經營模式及對學生們的教導與

努力。 

3.同儕互動方面：利用班級氣氛與

向心力增加學生的包容性，善用小

天使制度協助特殊生融入班級，教

導特殊生社交技巧，教導一般生全

班性的同儕關係發展。 

4.支援系統方面：教師可考慮整校

內資源，尋求同年級教師即時支

援，主動向學校提出需求，以利教

學順暢度。 

陳瑞麟

(2019) 

澎湖縣國小

普通班教師

實施融合教

育的教學困

擾與支援服

務需求之相

關研究 

澎湖縣國小

之教師共

154位 

採問卷調查 

1.教育行政端：辦理融合教育相關

研習，鼓勵普通班教師增能培訓、 

減輕聯繫溝通負擔，積極建置普特

互動網路評估平台。 

2.學校端：主動成立特教專業學習

社群，鼓勵教師採用普特混合模

式、發覺鑑定人力資源，協助教師

進行評估鑑定工作。 



27 

 

表 2-3（續）   

   

 

3.導師端：普特資源共享，專業對

話及交流使教學活動順暢、嘗試多

元教學，採用彈性評量。 

蕭妤安

(2017) 

屏東縣國小

融合教育班

教師教學困

擾與支援服

務需求關係

之研究 

390位屏東

縣公立國小

教師。 

採問卷調查 

1.學校端：成立特教專業學習社

群，建立社群支援系統、定期辦理

個案研討會，制定身障學生行為問

題處理機制。 

2.導師端：加強特教專業知能、主

動尋求相關支援協助，與特教教師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蘇意湘 

(2020) 

國小實施融

合教育之困

境與因應策

略之個案研

究:普通班

教師觀點 

四位實施融

合教育之普

通班級任教

師。 

採半結構式

訪談 

1導師端：尋求支持與協助、主動

調整策略與方法、用特教專業成為

基本能力、與專業團隊合作、建立

親師合作關係。 

2.行政端：為特教品質把關、協助

融合教師組織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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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提了許多面對各方面困境的因應策略，研究者整理如下 

 

表 2-4融合教育班導師之因應策略 

學校行政端 導師端 家長端 

(1)多辦理相關研習。 

(2)為特教研習品質把關 

(3)成立特教專業群組。 

(4)減少導師行政業務。 

(5)提供專業諮詢。 

(6) 制定身障學生行為

問題處理機制。 

(7) 發覺鑑定人力資

源，協助教師進行評估

鑑定工作。 

(8) 協助教師討論課程

進度內容。 

(9) 建立安置身心障礙

生分配班級的制度。 

(10)提供人力支援。 

(1)主動尋求協助。 

(2)與家長及特教專業人

員建立好關係。 

(3)提升自己的特教專業

知能。 

(4)嘗試多元教學與彈性

評量。 

(5)調整教室內環境。 

(6)找出適合特殊學生的

策略及教導自我監控方

法。 

(7) 採取真誠、積極的

溝通方式，展現對學生

的接納。 

(8) 對一般生家長說明

會進行的班級經營模

式。 

(9)採用合適的策略建立

具包容性的班級氛圍。 

(10)與同儕教師成立專

業發展社群。 

(1)加強親職教育以具備

專業認知及教養態度。 

(2)建立良好親師關係。 

(3)多到校了解孩子學習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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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八位研究者外，也有學者提到面對融合教育班可使用的策略： 

  吳淑美（2004)透過在竹師實小的經驗提到關於導師在教學上的因應策略有

(1)採用合作學習團體學習；(2)以學生為本位；(3)使用彈性學習目標；(4)盡

可能在團體中考量個別的需求；(5)提供經驗學習；(6)強調主動學習；(7)採用

互動式教學以增進學生間及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8)讓學生能主動參與；(9)

強調功能性技巧；(10)提供社區本位的教學，以符合一直性高的班級學生需

求；(11)採多層次教學；(12)安排重疊式的課程目標；(13)提供多樣程序的教

學；(14)安排同儕教學；(15)安排特別的學習活動；(16)安排能類畫及延伸課

程內容的作業；(17)提供多感官學習。 

 

  鈕文英（2006)整理出 32位融合教育班導後認為與融合班班級經營相關的

條件包括：(1)教師預先準備和計畫；(2)教師具備同理心，能夠保持彈性，並

且自我省思；(3)教師以公平和關注的態度對待所有學生；(4)教師身教示範接

納且適切的態度和行為；(5)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的參與和配合；(6)營造相互接

納與協助的環境；(7)學校讓老師有所準備，並且提供特殊教育和行政支援。 

 

  綜合以上內容發現要解決融合教育班級內的困境需要的是學校導師與家長

三方的合作，才能有最良好的成效，才能給予特殊需求學生最大的協助。 

  而這些困境與因應策略為本研究主要想瞭解之內容，雖已從文獻中知道許

多不同面向之困難，但想要藉由訪談瞭解在不同的地方是否會遇到不同的困

境，且是否會因老師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因應策略，抑或是其實大體上只有這

些困境與因應策略，故本研究也將此面向納入訪談大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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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小融合教育班特殊需求學生之有效輔導策略 

「輔導策略」在教育大辭書中劉焜輝解釋為達成輔導目標所採取的具體策略，

而這些策略有人分成關係策略、認知策略、制約策略、模仿策略、環境策略及自

制策略，但其實所有的策略都是對於對方的人格給予刺激，促使他的人格改變，

修正對人對事的觀點與感受，導正行為使其有良好適應。不同特殊需求的學生需

要使用不同的策略輔導，唯有使用適合他們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協助到他們。接下

來研究者將從各個文獻中找出一些不同特殊需求學生所適用的輔導策略。 

  丁凰雅（2015）利用合作學習法就由讓學生藉由角色扮演不斷練習強化需要

學習的技巧，並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訓練分享、鼓勵及讚美的口語和肢體且善用肢

體提醒與獎勵制度，藉由小組目標、獎賞、任務、角色和資源的共享，提升了團

體凝聚力以及合作技巧能力。 

  陳姿廷（2017）利用正向行為支持減少了極重度自閉症學生的自傷行為，利

用前事控制策略：妥善安排轉換時刻、建立明確可預測的作息、預告、提供功能

等值的替代感官刺激、提供符合能力、興趣與需求的課程和活動、感覺削弱；聲

帶環境改善策略：營造溫暖支持的環境；行為教導策略：教導學生使用圖卡做表

達或跟著老師仿說來表達需求；後果處理策略：當學生出現正向行為時口頭鼓勵、

若自傷是為了吸引他人則忽略、當自傷是為了表達需求則要求以正確方式表達、

當自傷是因情緒上升則緩和學生情緒或轉移注意力；藥物使用。 

  鄒易倫（2018）利用社交技巧訓練來改善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社交技巧，藉由

教師示範與學生演練來教導學生守規矩、不插嘴、說話時控制音量、認識情緒、

處理情緒、表達情緒、學會拒絕別人及被拒絕後能自我安慰，經過十二周的觀察

與教學後都有明顯的成效。 

  鄒佩蓉（2019）利用正向行為支持改善了學生上課分心、唱反調與亂拿他人

物品之行為，利用生態環境改善策略、事前控制策略、正向行為教導策略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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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處理策略，在介入了八週後發現有正向行為支持方案降低了國小學生的行為

問題，且出現了立即及維持成效。 

  在吳郁儒（2019）的研究中發現藝術治療能增進情緒障礙孩童情緒調適能力，

隨著孩童對媒材的熟悉，研究者從指導慢慢變成具體行為的反應及正向的鼓勵與

讚美時，孩童也會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也越做越好，甚至提升了挫折忍受度與

增進了對新事物的嘗試，也幫助孩童發掘到自己的情緒與宣洩負面情緒。 

  在蘇怡宸（2020）的研究中在團體活動中若學生出現適切行為即立即給予增

強，表現問題行為則忽略，使用方式是以事先提供明確規則、暫停、觀察自己的

情緒，並在行為指導上是停、深呼吸、吐氣、想、做計劃、執行、練習友善給予

建議與回應方式、說出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若有做到則給予口頭讚美提醒、或旁

邊冷靜、暫停活動，發現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於提升特殊需求學生的情緒管理能

力有立即與維持成效，也明顯看到問題行為降低，同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與同儕

的關係中有提升的效果，家長也感到受特殊需求學生的改變，雖然有時候還是需

要口頭提醒。 

  在許瑞珍（2020）的研究中對於 ADHD 兒童的輔導策略可分課程教學方面：

調整教學目標、運用同儕力量、營造合適環境、個別化教學、給予肯定、善用獎

懲制度；班級經營方面：空間安排、個別晤談、適時給予正增強、給孩子練習的

機會、事還自情況調整策略、增加消耗體能活動及安撫學生情緒。 

  在吳芳姿（2021）的研究中發現以戲劇遊戲可以促進班級氣氛活絡，還可以

增進特殊需求學生與同儕間正向的互動機會，並在參與活動過程中有效建立小組

合作與正向的同儕互助態度，經過八週戲劇遊戲課程發現特殊需求學生在情緒上

與行為上都有好的改善，當然教學者需要因應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困境適

時的調整，並保持教學彈性及正向積極態度與建立學生正向溝通互動的行為模式，

透過不斷的討論與演練，才能使學生將正向的互動行為類化到自己的慣性中。 

  Brenda（2005）則提到對於亞斯伯格症的孩童了解他們的個別需要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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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過程中可使用具體的和視覺的方法，不單是用口述，有時候他們會想到什

麼做什麼，這個時候可經由學習的方法來幫助他們學會提出要求；在溝通與互動

上更需要較島嶼給他們如何維持互動的建議，在參與團體活動時需要給予口頭和

書面的指示與清楚的角色規範，讓他們知道哪些行為是被期望的；在指定作業上

可以幫助他們發展有組織的計畫，並將計畫分成小工作，會讓他們知道怎麼做並

防止他們焦慮的情緒；在情緒轉變上，當他們顯得不知所措時先讓他們暫停一下，

再進行教學或給他指示好的方法；自我行為上他們需要知道哪些行為選擇是可以

使用的；在參與課程上他們需要充裕的時間來處理情境、評論及問題，讓他們知

道要問的問題並給時間準備；在環境上允許他有一個安全堡壘來冷靜與思考。 

  洪麗瑜（1998）對於 ADHD的孩童提到有效的教學建立在良好的師生關係上，

身為教師需要接納學生的身分、學會容忍與原諒、預防勝於治療、教導代替指責

並注意學生長處；在環境安排上需要減少不必要的干擾、給予必要的限制與提示、

設計隔離座讓學生去冷靜、設計明顯的代幣制度使他能明顯知道自己的行為後果、

設計安靜角或情緒區讓學生能進去安靜以紓解自己的情緒；在作息時間上需要有

規律化的時間表、提供適度的活動時間和空間及不同階段有不同學習重點；行為

管理上可執行行為管理之代幣制、利用忽視、申誡、隔離或反應代價處理不適當

行為、教導學生利用策略自我教導或提醒、教導學生社會技巧、教導組織能力與

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 

  從文獻內容中可發現，整體來說特殊需求學生需要的跟一般學生是一樣的需

要被接納、被尊重與同理，導師也需要與學生建立正向良好關係，唯有當孩子對

自己有信心並信任導師時，教育才能深入學生的內心。 

  而導師可使用的方法總歸來講要以正向積極的方式來對待他們，也需要帶著

其他學生一起用正向的方式互相相處，多發現他們的長處，適時的給予讚美，降

低不必要的期待，減少環境對他們的刺激，並且當他們有不當行為時可先忽略，

再利用角色扮演方式練習正確的反應方式，教導他們正確對待別人的方式與態度，



33 

 

對於情緒障礙的學生當情緒高漲時可先安撫情緒使其冷靜下來，對於亞斯伯格學

生需要讓他們清楚知道規則，並給他們時間做好心理準備，對於 ADHD 學生給他

適時的去放電，其實關於特殊需求學生很多時候他們需要的是被教導與重複不斷

的練習，而不是被責備，了解每位特殊需求學生的不同，並從中使用適合的方式

輔導，才有可能帶來真正的輔導的成效。 

  本研究也希望以此為出發點詢問大部分導師在融合教育班級中在輔導特殊

需求學生時是否也有運用這些輔導策略，或是有其他輔導策略，藉此能更完整的

整合各種輔導策略，讓之後帶融合教育班導師有更多不同的輔導策略可使用，因

此此部分亦為訪談大綱與驗證訪談內容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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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瞭解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會遇到的困境，以及

探討當他們遇到這樣的困境時會使用的因應策略。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

具、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為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及第六節研究信效度。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對個案受訪者以預擬的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且

隨時可調整訪談大綱之內容，讓受訪者可更自由的發表自身經歷，以利收集更完

整的資訊，且期望能更明確與真實地呈現出融合教育班中導師真實的困境與因應

策略。 

關係到每位導師所經歷的獨特性，也不希望導師們在受訪時被研究者的題

目所限制，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讓導師們既能選擇回答研究者的題目外，

還可以提出更多研究者沒有問到的觀點，讓研究者的研究更加完善。 

根據潘淑美（2006）的描述，半結構訪談法又稱為引導式的訪談，訪談的

方式介於結構式訪談法與非結構式訪談法，在訪談內容與問題中，有一部分問

題是事先規劃好的，另一部分的內容則是在訪談過程中，隨著受訪者的反應而

適時調整或增加。 

而半結構式訪談具備以下三種優點（Tutty, Rothery & Grinnell，1996）： 

（一）對特定議題可以採取較為開放之態度來蒐集資料，且當研究者利用

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資料時，經常會有意料之外的收穫。 

（二）當研究參與者在接受半結構式訪談之過程時會受到較少的限制，能

利用採取較為開放之態度，對自己的經驗進行反思。 

（三）對於研究者欲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之個人生活經驗或欲將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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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比較時，是非常合適的方式。 

本研究將訪談大綱依研究目的撰寫後，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提前向受訪者

詳細解釋，並將先行將訪談大綱交與受訪者，藉此期待訪談內容不至於太過偏

離且讓受訪者可以先做準備，研究者再依據受訪者當下的回應與彼此間的互動

狀況決定是否問得更深入，以便得到更詳細真實的狀況。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立意抽樣，研究者依據個人主觀判斷，以研究上的特殊需求作

為考量去選擇最適合研究目的的個案受訪者。 

 

壹、研究對象選擇 

本研究個案研究對象需具備以下的幾點： 

一、在偏鄉學校擔任融合教育班導師。 

二、擔任融合教育班導師時間需至少一年。 

三、有意願接受訪談，並願意分享個人帶特殊需求學生經驗者。 

 

貳、取樣方式與選擇 

本研究選擇立意抽樣，以研究上的特殊需求作為考量去選擇最適合研究目

的的個案受訪者。除了與研究者同校的人之外，透過研究者身旁熟識的人簡單

介紹對方背景、協助研究者詢問對方意願後，以手機或訊息聯繫受訪者後再利

用電話或面對面進行正式邀約，最後研究者以上述條件選了本校台東縣哈哈國

小兩位、他校四位，共六位訪談對象，其中學校內有集中式特教班的學校一

位，學校內有身障類資源班的學校一位與學校內有不分類巡迴特教教師駐點的

學校二位，共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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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訪談對象化名 任教年資 任教年級 帶過的障礙類別 

A師 7年 一 學習障礙、過動、視力障礙 

B師 6年 三 過動 

C師 6年 一 學習障礙、智能障礙 

D師 20年 五 自閉症、智能障礙 

E師 5年 六 學習障礙、智能障礙 

F師 30年 三 學習障礙 

 

參、邀請個案受訪者 

為了讓之後訪問可以更加順利與流暢，因此有先與熟識對方的人先了解對

方狀況後，因應防疫，暫時不直接見面而是以電話或是訊息方式對個案提出邀

請。並利用電話、訊息或面對面的方式向對方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在正

式訪談前，因顧慮疫情之因素，會與受訪者確認是否要直接面對面接受訪問，

或是使用視訊會議系統（google meet 或 zoom）進行訪談。為了建立信任，會

先讓熟識的人跟對方介紹研究者的身分，以及利用電話或訊息的方式與對方保

持聯繫。另外在訪談過後會於一周內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後請對方再次確認

內容之準確性，並對於尚未釐清的部分再進行第二次的訪談。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研究資料之蒐集，故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本

身與訪談大綱，共分為兩次訪談，訪談大綱為研究者自編大綱，第一次訪談為

初步資料收集，第二次訪談為確認收集之資料是否正確無誤與針對第一次訪談

所不足之資料進行額外提問。以下說明訪談大綱內容建構與效度檢核。 



38 

 

壹、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之一。研究者為普通班導師，自己

的班級其實也有疑似特殊需求學生，因家長不同意送鑑定而使該生一直未取得

身份，並於教學數年中教導過許多特殊需求學生時遇到許多困境後開始觀察各

個融合教育班（班級中有特殊需求生的普通班）的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

會發生的事情，並進一步觀察著老師們在遇到困境時所使用的因應策略同時反

思自己在帶班時的行為與方法，因自己也曾經歷過，故對於研究對象所遇之困

境更能感同身受。 

 

貳、訪談大綱 

  本研究個案研究主要採半結構式訪談，並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參考

文獻探討等相關資料擬定訪談大綱（附錄一），再經由教授、專家與身份符合但

未列為訪談對象之導師審閱與後進行修改得到最終版本。 

 

表 3-2專家評估內容效度名單 

學者專家 職務 

A 國立大學特教系教授 

B 國立大學特教系副教授 

C 國立大學特教系副教授 

D 國小普通班教師 

E 國小普通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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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想探討的是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

遇到的困境與其因應方式，其研究實施程序分為研究準備期、研究執行期與研

究完成期三部分（如圖）。 

一、研究準備期 

（一）決定研究主題 

   由研究者自身的教學經驗與在學校觀察到其他導師的狀況而形成動機。 

（二）確定研究方向 

   經由與教授的討論後確定了研究方向。 

（三）文獻探討 

   針對研究主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期刊及書籍並做整理與歸納。 

（四）編制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參考文獻探討等相關資料擬定訪談大綱，再

請專家學者針對訪談大綱做審查，研究者再依專家學者之意見修改後，成為正

式的訪談大綱。 

（五）決定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目的及主題選取適合的研究對象，期待能得到更多融合教育班

導師遇到的困境與他們的因應策略。 

二、研究執行期 

（一）訪談、觀察、資料收集 

   並預計於下學期進行研究對象的訪談、觀察跟資料收集。 

（二）完成逐字稿與編碼 

   並於訪談完的一周內完成逐字稿並請研究對象檢查後再進行編碼。 

（三）資料整理 

   再將編碼完的資料進行整理後再決定是否進行第二次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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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訪談 

   若第一次訪談內容中研究者有任何不清楚、不確定的部分，或是需要再

延伸的地方會再進行第二次的訪談。 

（五）完成逐字稿與編碼 

   並於訪談完的一周內完成逐字稿並請研究對象檢查後再進行編碼。 

三、研究完成期 

（一）資料整理與分析 

   並將所得資料進行分類與歸納。 

（二）結果與建議 

   並利用整理、分類與分析好的資料撰寫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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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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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資料之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再做資料的分析與處理，方法如下： 

一、資料編碼原則  

  為保護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與學生狀況及學校單位等相關訊息，研究者在

整理和分析研究資料前會建構一套簡單明瞭且合乎邏輯的資料管理模式，將蒐

集到的資料分門別類，以利儲存、管理與使用。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訪談日期及逐字稿之頁數進行編碼。 

  第一碼代表研究對象，為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共六位，依序以 A、

B、C、D、E、Ｆ表示。 

  第二碼代表訪談日期，將訪談日期以西元年月日共八碼數字進行編碼。 

  最後兩把代表逐字稿之頁數，例如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對導師 A 進行的訪

談逐字稿，則編碼以「A20220314-01」表示。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主要是透過訪談的方式取得，研究者在徵得受訪者同意

後進行錄音，並依據錄音內容於訪談後一週內轉譯成逐字稿，同時將不確定的

部分與研究對象做確認以確保逐字稿內容與研究對象想表達的意思相同。 

並完成逐字稿後整理訪談資料，以避免遺漏重要資訊，整理完後會直接進行編

碼，並根據訪談資料搭配文獻進行分類，將同概念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出異

同處，從不同的概念中找出彼此間的關係，最後再將資料分析所得結果進行歸

納統整，以回答本研究之待答問題，最後再依據結果提出評論與意見作為本研

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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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信效度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故將依據 Guba與 Lincoln(1985)所提出的四項標準來

檢驗質性研究，說明如下。 

 

一、可信賴性（credibility） 

  此為內在效度，即研究者能否真正蒐集到想要的資料。故研究者會依據研

究目的及相關文獻邊你訪談大綱，經專校學者審查修正後才是正式的訪談大

綱。訪談時會以錄音工具、訪談筆記做為紀錄工具，訪談後如果內容不確定或

不明瞭的部分將以電話或訊息與研究對象聯繫，最後將訪談內容以逐字稿呈

現，並利用三角鑑定法將訪談所得資料中的對象、時間、情景與文獻進行對

比，驗證資料的正確性與是否符合研究目的，另外因研究者也有帶特殊需求生

的經驗，更能了解研究對象想表達的內容與曾經經歷的事。 

 

二、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此為外在效度，也就是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研究者將訪談時的錄音

檔打成逐字稿後整理成更流暢的文字敘述，且須完整、明確的紀錄研究對象的

意思，以確定研究的可比較性與可類推性。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此為信度，在研究中研究者將清楚整體研究流程，詳實記錄並保持中立及

客觀的態度，在完成逐字稿後也會直接給研究對象確認內容，以避免研究者用

自己的想法去詮釋而曲解了研究對象想表達的意思。 

 

四、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 

  此代表意義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加入自己的想法與觀念，而是保持中

立與客觀的態度，才能確實讓研究資料是從研究對象而來的，且研究內容是完

整呈現研究對象想表達與傳達的想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隨時與教授進行討

論以改善缺失與檢視過程中研究者是否加入個人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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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就受訪的六位台東偏鄉融合教育班導師的訪談內容加以歸納整理、分

析與探討並與相關文獻做比較，將內容分類成三節來敘述：第一節台東縣偏鄉國

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之困境；第二節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

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之策略；第三節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

殊需求學生時需要的協助。 

第一節 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之困境 

本節主要在探討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所

遇到的困境，從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將困擾分成「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支

援系統」與「專業知能」四個方面來看，並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加以分類統整，

分述如下： 

壹、課程與教學方面 

課程與教學對於融合教育班導師著實是件充滿挑戰的事情，因為導師們同

時要兼顧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生的程度，在教學上給予任務需要符合每位學生

的能力，還要讓每位學生們都能理解並且將課堂內容有效吸收皆是十分不易的

事情，有時因特殊需求學生理解力與表達力較弱，導師也不易了解特殊需求學

生的學習狀況，且當學生作業無法完成時還需要額外花時間陪同完成，讓導師

需延後時間做其他工作，增加導師的工作負荷，以下將從課程與教學方面整理

受訪者所面臨的困境。 

 

一、導師在課堂中要同時兼顧一般生與特殊需求學生有效學習不易 

  身心障礙學生在課堂上需要比較多的指導與指令練習，在課堂上的學習也

比較被動，容易因聽不懂就做自己的事情。（A20220609-01） 



46 

 

有的時候真的要我在上課時要做到差異性教學我覺得蠻難的，因此要同時

讓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生在課堂中有效學習到課程內容我覺得很不容易。

（B20220323-01） 

 

  其實說真的我們一個老師很難將一個課程內容分成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去

教給學生，所以對 ADHD 學生標準就會比較低。（B20220323-03） 

 

  ADHD 學生在課堂上容易發呆，或者是玩桌下的玩具，疑似情緒障礙學生

則會低頭玩指甲、做自己的事情、看著老師發呆。（B20220610-01） 

 

  面對智能障礙，我的教學對他有不太管用，尤其是低年級，他需要實體操

作的時候，我這邊的教具也不夠讓他做演練的話，其實我覺得對他比較沒有什

麼幫助，因為課程內容就是沒有被吸收，且基本上上課時的注意力也很差。

（C20220425-02） 

 

  我們班的智能障礙學生在課堂上真的無法吸收課程內容，以前教數數時還

能吸收，但是之後教兩個一數或五個一數，跳數的話他就是無法學會，讓我不

知道該怎麼幫助他，因為一對一也無效，用我自己的方式也無效，特教老師也

覺得他課程內容都吸收不了，甚至到現在他寫字還像畫畫一樣，所以特教老師

也覺得東西教不進去，甚至有些很基本的題目對他而言還是很困難。

（C20220425-04） 

 

  就像這三年碰到的智能障礙學生，真的讓我很無力，因為他在我們班上上

課幫助不大，學不到東西。（C202204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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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學生就算坐在座位上老師看著，他仍沒在聽課。（C20220425-06） 

 

  自閉症學生會陶醉在自己的世界，所以就不容易進到學習的世界中，因此

上課的時候像平行時空，他都在玩自己的東西，我無法一直請他把東西收起

來，因為我一旦花時間在他身上多，進度就會變慢，我沒有辦法充分照顧他。

他會提問，但問題通常都與課本無關，我擔憂的是他跟不上課程進度，導致落

差越來越大，因為他沒有辦法按部就班的跟著我們學習。（F20220502-01） 

 

  數學五六年級越來越困難，例如講到表面積時需要算六個面，智能障礙學

生光一個乘法都要用手指頭了，所以他上課常看著我發呆。（F20220502-02） 

   

從訪談中可發現大部分導師面對課程與教學上有很大的困境，A老師跟 C

老師都是一年級導師，他們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明顯無法跟上進度，

也不一定能理解導師教的課程內容，在課堂上常常如過客般的存在。到了中高

年級後，從 F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面對高年級的數學更是

困難重重，雖然在課堂中不吵不鬧，但是學生會進入自己的世界，甚至直接看

著導師放空。至於自閉症學生更是常常在課堂上直接進入自己的世界，偶爾才

會聽導師的上課內容，且提出自己想提卻又不一定跟課堂有關的問題，雖然已

有助理員的協助，但是功效終究有限。然而面對 ADHD的學生 B老師更是陷入兩

難，希望學生能學習到內容，同時又擔心給的任務太難而讓學生對於學習卻

步，因此只好給予能力所及的任務。而這部分在許瑞珍（2020）的研究也有提

ADHD學生因基本能力不足因此很難跟上班上的學習步調，或是導師在教學上很

難顧及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需求（莊秀妮，2015)。同時兼顧一般生與特殊需求

學生的學習權益，造成導師很大的困擾（陳瑞麟，2019）。 

  在課堂上，特殊需求學生礙於能力與專注力的限制，使其容易成為教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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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客，無法跟上導師的步調學習，漸漸地與同學的程度越拉越遠，越來越難

追上大家。若導師為了特殊需求學生而將內容簡單化又可能影響到一般生學習

的權益，使導師陷入兩難。然而從訪談中也會發現有些導師還是會以一般生為

主，同時降低對特殊需求學生在課業上的要求，或是再花額外時間將特殊需求

學生留下輔導，但往往付出的心力與所得不成正比，更容易使導師感到無力。 

而課程與教學的研究結果與許多學者（王慧娟，2012;許瑞珍，2020；莊秀

妮，2015；張淑玲，2017；陳彥瑾，2015；陳瑞麟，2019；蘇意湘，2020）在

研究中所提到融合教育班在有效教學上困境多，難度高，相符合，無法有效教

學一般生與特殊需求學生確實是導師們在帶融合教育班時較容易遇到的困境。 

 

二、特殊需求學生在表達與理解之能力較弱導致導師難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情緒障礙學生在面對不懂的課程內容時因情緒處理上的困難，無法當下做

出直接的表達，所以會以行為替代例如發出聲音、丟擲物品來引起導師注意。

（A202206010-01) 

 

智能障礙學生不常講話，問他這個問題，他可能在回答別的，或者是問他

這個問題，他就一兩個字回你，所以我常常無法知道他想表達的內容。 

（C20220425-04） 

 

考試時他是零分，整張考卷都空白，你教他或是唸題目給他聽，他也不太

寫題目，甚至連該用什麼符號他也搞不清楚。（C20220425-05） 

 

跟他講了他沒辦法理解，因為同樣的提示其他人是有能力解題的，但給一

個提示給他，他可能還需要再下一個，甚至需要用實際物體放在他面前，他才

知道，有時給他的提示甚至只差將答案說出來了。（C20220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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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是我需要把一些課程內容講的很白話，但我也不確定智能障礙學生可

以聽懂多少，有的時候他會無聊，我會給他任務，只是他也不見得能理解我給

的任務要做什麼。（E20220430-01） 

 

  學習障礙學生無法很明確說出他哪裡懂，哪裡不懂，因為他也不知道哪裡

不懂，同時也不見得說得出來，讓我也搞不懂他哪裡有狀況。（E20220430-09） 

 

  當我問他一個問題時，他很容易隨便回答我，剛開始我覺得他非常的挑釁

我，所以他一挑釁我，我就會大冒火。（F20220502-01） 

 

在表達上常常無法將重點或狀況說出來，有時我會需要去猜。（F20220502-

09） 

 

  A老師班上的情緒障礙學生因常常無法很明確的表達出自己的狀況，時常

用弄人或是丟東西尋求關注。而 C老師更是發現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在面對題

目或是導師的提問常常處於一種雞同鴨講的狀況，甚至導師做出了解釋後，該

生還不一定能順利回答出問題，若導師對學生不夠了解，便很容易造成誤會，

就如 F老師遇到的狀況一樣。而 E老師則呈現想幫助學習障礙學生，卻又礙於

學習障礙學生也不知該如何表明不懂的部分，使導師愛莫能助。 

  因理解與表達的能力較弱，聽不懂導師指令（莊秀妮，2015）。特殊需求

學生常常無法理解他人想表達的意思，同時也不容易清楚表達自己想表達的內

容，而容易出現不恰當的行為來吸引他人注意，或者容易造成導師的誤會，而

導師則需要去猜測特殊生想要表達的意思。課業方面在面對比較比較長或比較

複雜的題目的理解上又更困難，因此作業或課堂上都讓導師需要再額外花心力

解釋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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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完成狀況不佳導致導師需花額外時間陪伴完成，使工作負荷增加。 

  智能障礙學生回到家功課都不寫，只能利用放學後的時間把他留下來了，

導致我其他行政工作要陪他補完作業才能做。（A20220508-01） 

 

  情緒障礙學生回家不會寫又沒人指導比較容易有缺漏的情形發生，就只好

放學後再把他留下來完成了。（A20220508-01） 

 

看到智能障礙學生的作業，就發現他還是困難重重。真正實際寫作業的時

候，就會發現他無法獨力完成，特別是低年級，沒辦法自己閱讀也沒能力自己

讀題，因此我都在課後留他，他真的需要一題一題讀給他聽，讀完之後又要重

新解釋題目，會花比較多時間。（C20220425-04） 

 

一開始以為是不想寫，然後才發現是看不懂題目，跟他講解了他沒辦法理

解，因為同樣的提示其他人可以解題，而他則需要花很多時間給很明確的提示

與教導，他才能完成功課。（C20220425-06） 

 

學習障礙與妥瑞症學生有去社區課輔班時會寫作業，沒去的時候作業就會

缺交或亂寫，需再額外花時間完成。(E20220508-01) 

 

我覺得收作業真的很困擾，真的很難收齊，所以都需要花其他時間讓他們

完成。（F20220502-04） 

   

在作業上，從訪談內容中可發現大多數導師都會遇到困境，同時也從訪談

中發現假若特殊需求學生身旁有人可以陪伴他完成作業，作業的狀況會比較

好，就如 A老師班上的智能障礙及發展遲緩學生，雖然個人完成功課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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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有家人陪伴在旁邊時完成狀況是好的，也因為是低年級，所以家人比較

有能力指導，可惜在偏鄉大多數家庭功能不佳，甚至家中有些是隔代教養的，

阿嬤或阿祖看不懂字或管不懂孫子時跟本無力指導，A老師的另外兩位學生因

家中阿嬤或阿祖沒有能力陪伴學生完成作業，使學生作業常常處於缺交狀態，

而需要導師利用放學時間留校完成同時也延誤了導師原本需完成的行政業務。

而 C老師跟 E老師遇到的狀況則是家裡陪伴不了，社區內又沒有其他可以寫功

課的地方，那特殊需求學生在作業的完成度上會更淒慘，亂寫甚至不寫的狀況

就會更頻繁發生，導致導師需花額外時間陪伴完成，因而工作負荷增加。但是

年級越高其實作業難度就越高，當主要照顧者沒有能力或時間陪伴與指導作業

的時候，就會發現特殊需求學生在作業上的完成度會很低且正確性會更低，使

導師不得不找尋其他方法與額外時間來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完成他們的作業。然

而偏鄉導師除了學生事務外往往還有其他學校事務需完成，因此導師只能在陪

伴特殊需求學生完成作業後再進行自己的業務，使導師中間無休息時間，甚至

需要額外加班完成行政工作，增加導師工作負荷。 

作業這部分，從相關文獻中可發現導師對於特殊需求學生不完成作業皆感

到非常困擾。在王慧娟（2012）與蕭妤安(2017)的研究中在導師面對特殊需求

學生作業完成的狀態的困擾度是高的。融合教育班導師也需要利用課餘時間指

導特殊生未完成的作業訂正（蘇意湘，2020），而這同時也是受訪老師遇到的

困境。 

 

貳、班級經營方面 

在班級經營上特殊需求學生在控制自己上會比其他學生弱得多，常常讓導師

需要花很多時間提醒，甚至也容易因為自己的情緒控制不佳而於課堂中出現干擾

行為，以下將受訪老師在班級經營方面面臨的困難分為「人際互動不佳」、「干擾

教學行為」、「行為問題處理」與「教學工作負擔過重」，並將受訪老師的訪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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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加以分類統整，分述如下： 

一、人際互動不佳。 

特殊需求學生與一般生的相處上有困難，我覺得目前在相處上比較大的困

難就是要去融合他們。（B20220323-01） 

 

  疑似情緒障礙學生很喜歡去管別人，我們班被他管到很反彈，甚至會跟他

吵架，不想理他。（B20220323-02） 

 

  疑似智能障礙學生愛罵髒話，甚至當別人不小心撞到他時一定會打回去，

讓別人都不想靠近他。（D20220429-07） 

 

學習障礙學生有時候會用奇怪的聲音與舉動想要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就是

說會發出一些怪聲，或是講話有的時候比較顛三倒四，我就覺得有點困擾。

(E20220430-04) 

 

  智能障礙學生口無遮攔，嘴巴會喜歡去重複人家說的話，比如說不是開玩

笑的時候他可能會學我講話，其實會讓我很生氣，甚至在我問他問題時他會亂

回答，讓我覺得他在挑釁我。(F20220502-01) 

 

班上同學有時候跟自閉症學生互動沒有注意的話，他很容易就變成是一個

吵架的對象，讓別人不想跟他玩在一起。（F20020502-08） 

 

  B老師發現班上的特殊需求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很大的狀況，有時也不知

界線與分寸，導致他們容易跟他人起爭執。D老師遇到的狀況是疑似智能障礙

學生除了愛講髒話外，也無法分辨他人的行為是故意還是不小心的，只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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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他，他就會覺得對方是故意打他，因此會直接打回去，而產生不少糾紛，

導致其他同學不想靠近他。E老師的教室中的學習障礙學生，很愛發出怪聲怪

調吸引他人注意，說話變來變去有時讓人聽不太懂也不容易了解他想表達的意

思，讓導師感到困擾。F老師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在一開始被老師提醒時，常

常口不擇言，亂說話回應導師，讓導師覺得該生是做挑釁行為，使導師生氣。  

  在莊秀妮（2015）的研究結果中也有提到特殊需求學生在人際上的相處比

較有狀況，甚至不太懂得界線，此部分與研究結果相符合，也是多數受訪老師

遇到的狀況。 

 

二、出現干擾上課行為，導致導師需暫停課程處理干擾行為。 

上課時，情緒障礙學生會因為尋求關注或是因為有困難受挫折而產生干擾

行為。（A20220501-02） 

 

在課堂上情緒障礙學生會朝另一位同學丟擲物品，甚至想走過去對他做挑

釁行為，導致我需要立即處理。（A20220510-01） 

 

  ADHD 學生會因為覺得課堂內容無聊而擅自離開座位到冷靜角或是因為生

氣而跑出教室。疑似情緒障礙學生則會在生氣的時候不理會老師的指令也不配

合同學，甚至會對大家發脾氣。（B20220510-01） 

 

行為方面最讓我頭痛，疑似智能障礙學生會大哭大鬧，如果他認為他對

了，然後你說他錯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會脫序。（D20220429-01） 

 

  A老師班上的情緒障礙學生常常於課堂中出現干擾行為，有時甚至會出現

攻擊行為，使導師必須立刻處理而暫停了課程。B老師班上的 ADHD 學生與情緒

障礙生容易在課堂中生氣後就不配合指令，甚至會擅自跑出教室。D老師班上

的疑似智能障礙學生甚至還會大哭大鬧，只因為當他做錯事情被提醒時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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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接受，這些其實都讓融合教育班導師感到困擾。 

  特殊需求學生的情緒與行為會干擾班級活動（陳彥瑾，2016），且在課堂上

的行為問題會讓融合教育班導師花更多時間在處理學生狀況（莊秀妮，2015），

甚至容易破壞班級常規，不配合活動（許瑞珍，2020），這部分與受訪老師遇到

的狀況相符合。 

 

三、行為問題處理 

（一）行為問題一再出現，使得導師需反覆處理，分身乏術。 

昨天才剛處理過一次，之後又因為有其他的刺激而再次發生情緒的狀況，

就會覺得有挫敗或是無力感。（A20220501-01） 

 

  當有不當行為出現時就是一直反覆提醒，現在還是一樣每天跟疑似智能障

礙學生提醒，雖然當下講到他完全了解了，事後還是需要每天要提醒，到現在

還是一樣每天提醒，沒有辦法鬆懈下來。（D20220429-04） 

  

  我需要常常提醒玩的分寸，不然會容易發生爭執。（F20220502-09） 

 

  最辛苦的點應該就是我覺得在之前的學校我只要講一次，頂多三次，在這

裡我可能要講三十次。（F20220502-10） 

 

  A老師的學生常常今天因為情緒而做出錯誤的行為，好好安撫、處理好

後，隔天仍然會發生一樣的狀況，導致同樣的狀況總是不斷發生，而導師也需

要不斷重複處理與提醒，讓他感到挫折與無力。D老師也提到對於班上的疑似

智能障礙學生，很多時候，很多規矩只能不斷的提醒，在他行為真正改變之

前，沒有辦法輕易鬆懈下來。F老師最感慨的是，以前在金門教書時，同樣的

事情最多只要提醒三次，但是到了偏鄉後，很多的事情都要講三十次，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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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效，讓他覺得很辛苦，而且需要不斷提醒的其實不只是特殊需求學生，一

般生也同樣需要。 

  因為理解有限，很多事情需要重複好幾遍（莊秀妮，2015），這也是融合教

育班導師常遇到的狀況。同樣的一件事情、同樣的一個規定，常常需要不斷反

覆的提醒，學生還不一定會記住，受訪老師中也會發現牠們也常遇到類似的狀

況，在面對學生的時候，很多的事情需要一直提醒才可能做好。 

 

（二）、情緒控制不佳導致學生較難冷靜，使導師需額外花時間處理而影響課堂

或容易受到波及。 

情緒障礙學生在情緒及行為衝動的處理上較無法控制，每當遇到事情自己無 

法負荷或處理，產生挫敗感及後續行為，可能會對他人或是外物出現攻擊，需

要立即的處理與輔導，而我也曾在處理過程中遭受波及。（A20220501-01) 

 

在課堂上情緒障礙學生朝另一位同學丟擲物品，甚至想走過去對他做挑釁

行為，當下表現是情緒障礙學生對另一位同學的行為是無來由的，就需要暫停

課程並立刻制止。（A20220510-01） 

 

  妥瑞症學生剛打完球進教室會很浮躁，沒有辦法冷靜上課，需先讓他冷靜

後課程才有辦法繼續。（E20220430-02） 

 

  學生的情緒可以很快沸騰，可是情緒一沸騰，降下來就要花很多時間，所

以當這個班級有很多情緒很沸騰的人，課堂就會不容易進行。（F20220502-03） 

 

  當自閉症過嗨之後，他會失控，容易影響課堂。（F20220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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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需求學生的情緒容易高漲，卻不容易降下來，甚至因為情緒的高漲容

易出現攻擊行為，需要導師立即的處理與輔導，例如 A老師在面對情緒障礙學

生時遇到的狀況，班上情緒障礙學生因無法處理情緒而出現攻擊行為，甚至連

導師也會受到波及而受傷，而無法冷靜下來的狀況讓導師需要立即處理，進而

影響班級課堂的進行。高漲的情緒，常常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讓他們冷靜後，課

堂才能繼續進行下去，就如 E老師跟 F老師遇到的狀況相同。甚至因為太過高

亢而容易失控，F老師更是時常需要提醒班上學生不要輕易讓自閉症學生太

嗨，避免太過興奮後容易出現失控行為。 

  情緒與行為問題是導師們最不好處理的問題（陳彥瑾，2016），學生在課堂

上突如其來的情緒行為會打斷了導師的課堂與課程的連貫性（莊秀妮，2015），

這也符合大多數受訪老師所遇到的困境。 

   

四、教學工作負擔過重，讓融合教育班導師分身乏術。 

（一）科任教師較無法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狀況，需導師出面協助，進而增加導

師工作量。 

科任就比較吃虧，我們只能跟他講，你就把他先放在後面，但是不能讓他

離開教室，然後下課的時候我們再來處理，幫忙處理，科任老師沒有這個精

力，時間有限。（D20220429-01) 

 

  科任沒有像我們這麼熟悉特殊需求學生狀況，我們會跟科任教師講學生大

概狀況而已，可是他不是完全的了解，所以我們都會協助處理學生狀況，但我

們不進入其他老師教室，所以都是下課協助處理。（D20220429-02) 

 

  因為他們隨時都在弄別人，尤其是他們去圖書室，圖書室因為是地板，他

們可能就會摸來摸去，拍來拍去，因為那不是我的時間，可能就閱讀課老師帶

去，所以就是回到教室後我再處理。（F20220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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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教師不一定完全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因此當特殊需求學生發生

狀況時，除非經驗豐富，不然科任教師往往無法立即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狀況。

在 D老師的訪談中他覺得因為科任教師時間有限，他也了解科任教師的不容

易，因此每當特殊需求學生在科任課發生狀況時，他會建議科任教師讓特殊需

求學生待在教室後面，以不能離開教室為原則，下課後他再來處理特殊需求學

生在前一堂課的狀況。而此狀況 F老師也曾遇過，同樣也是於科任教師的課堂

上，學生發生互相捉弄的行為，但因科任教師無法立即處理，只好利用下課學

生回到教室後再由導師處理，因而增加導師的工作負擔，使其於下課時無時間

好好休息，須隨時注意學生狀況，並於下課時間處理。然而這個研究結果與陳

彥瑾（2016）在研究中提到的科任教師是導師的好幫手反而有些出入，因為受

訪老師遇到的狀況反而是科任教師沒有能力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需要導

師的協助，而導師無須科任教師之協助，而王慧娟（2012)在研究中也提到因為

科任教師只需要專心準備單一科目的課程所以在教學困擾上不明顯，也似乎與

研究結果不相同，因為假若科任教師沒有課堂上的困擾，其實就不會請導師協

助處理。 

 

（二）一般生常常也是狀況連連，使導師分身乏術 

  在我們班上，有幾個是手會一直動，然後會不停敲桌椅，然後並不是自閉

症學生與智能障礙學生，而是一般生。他們隨時都可以聊天，上課也不例外，

我就需要花時間阻止。（F20220502-05） 

 

  他們隨時都在弄別人，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就會不斷的去弄別人，導致我

要花額外時間處理跟提醒。（F20220502-06） 

 

小糾紛一定會有，有兩位學生（皆非特殊生）因為下課無聊，所以把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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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躲避球丟，然後打鐘了，A 同學就丟了 B 同學。被丟的學生不甘心，接著兩

個就很迅速的打了起來，最後邊走回教室邊互罵髒話，所以我就在講完課堂重

點後立刻處理他們的狀況。（F20020502-07） 

 

  但是如果沒有特別跟班上其他同學講，同學跟自閉症學生互動沒有注意的

話，他很容易就變成是一個吵架的對象。（F20020502-08） 

 

  他（一般生）拿了一個圓規，抵著一個女生的臉旁邊，並說：「妳再不道歉

我就要毀了妳。」所以我就去他家跟家長聊了很久……他（一般生）也會把其他

科任老師都惹毛，我就需要額外處理他的狀況。（F20220502-08） 

 

  偏鄉國小最辛苦的部分莫過於會鬧得不只有特殊需求學生，很多時候調皮

搗蛋的反而是一般生。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除了要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的特

殊狀況外，更需要分心力去處理一般生的行為問題。在莊秀妮（2015）在研究

中發現有些時候一般生還會故意去鬧特殊需求學生。然而特殊需求學生因障礙

容易出現一些特殊行為、敏感的情緒反應及較弱的能力容易使同儕間有衝突

（陳彥瑾，2016），有時候一般生也會模仿特殊需求學生的行為而造成衝突（許

瑞珍，2020）。在 F 老師的班級中，雖然自閉症學生在課堂上無法完全專注，或

是下課可能會成為吵架對象，但是其實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在 F老師的班上常

在課堂中發生狀況、發出聲音、一直聊天的往往是一般生，而非特殊需求學

生，使導師除了要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的行為時，同時要隨時注意一般生的狀

況，使導師分身乏術，工作負擔增加。 

 

（三）雙重標準讓一般生不服氣，使導師需花額外時間說明，增加工作負擔。 

  我覺得我要照顧的是班級比較大群體，所以就會有點順著他（ADHD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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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意讓他去做他自己的事，例如當他覺得無聊離開座位跑到教室後方冷靜

角時不會阻止，但是一般生還是會被影響，導致班級經營上有兩套不同的規

則，我就需要花額外的力氣去說明狀況，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困難點。

（B20220323-02） 

 

我們班上學期很反彈這樣的雙重標準，所以我花了蠻多時間在跟他們解釋

原因。（B20220323-03） 

 

  一開始一般生會反應為什麼智能障礙學生的功課與其他人不同，作業量也

比較少，他們覺得不太公平，所以會問我，我就需要花時間跟他們解釋一遍。

（C20220425-07） 

 

B老師班上的 ADHD學生因為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比較弱，因此導師會給予

比較大的空間，例如讓學生課堂上快坐不住的時候可以到後方的冷靜角冷靜一

下，但是班上的一般生看到的就是 ADHD學生可以在上課時間隨意離開座位，而

感到不公平，因為他們在課堂上不能隨意走動。C老師則因為班上智能障礙學

生的學習能力較弱，因此會減少他作業的量與難度，一開始班上一般生也是十

分不理解為什麼他可以跟大家不一樣。當一般生感到不公平時，導師則需要花

額外的時間說明原因與處理一般生的情緒，因而增加導師教學工作的負擔。 

公平是在融合教育班導師在面對一般生與特殊需求學生時，最難做到的一

件事情，因為每位學生的能力與狀況本來就不一樣，而特殊需求學生的能力確

實會比一般生再弱一些，為了讓她們所以導師會作課業上的調整，也為了讓一

般生理解導師的作法，導師往往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做解釋，讓一般生能夠明白

導師這樣做的原因。這部分則與莊秀妮（2015）與蘇意湘（2020）的研究同樣

也有提到當規則不統一時，一般生其實會質疑導師的公平性，而公平性確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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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導師在帶融合教育班時感到困擾。 

 

參、支援系統方面 

  當支援系統缺乏時，融合教育班導師往往變成孤軍奮鬥，因而更容易感到

挫折與無力感，以下將受訪老師在支援系統方面面臨的困難分為「家庭方面」、

「學校方面」與「特教方面」，三方面說明。 

 

一、家長缺乏陪伴與關心，且無心協助特殊需求學生狀況，使導師一人包攬一

切，工作負荷增加。 

  有傳達需要家長協助的地方，但會因為某些原因或管教方式的影響，沒有

長期的支持效果。（A20220501-03） 

 

有跟阿祖聊到過學生的學習狀況，但阿祖明說在家無法教他，因為她不認

識字、沒有空、學生調皮不好管教，像是間接告訴我，教育這件事就麻煩學校

跟老師就好。（B20220508-01） 

 

後來到偏鄉後才真的看到特殊需求學生是真的很需要幫忙，尤其是家庭的

部分，因為很多家長都沒有好好陪伴或關心學生。（C20220425-01） 

 

  衛生方面有狀況，智能障礙學生穿著上沒被打理過，頭髮也常是油頭，沒

有在好好的洗澡，身上穿的衣服也沒有被清洗過，家庭環境髒亂不堪，家長都

沒在關心學生狀況。（C20220425-03） 

 

發現學生疑似智能障礙時，就詢問媽媽能否帶去醫院鑑定，一開始媽媽直

接的說沒空，同時對學生的學習的狀況也不關心，聯絡簿跟回條不簽名，也很

難聯絡到她，若太頻繁的打電話給她，就不接電話，所以對這樣的學生在偏鄉



61 

 

覺得無力，剛好家長不願意配合就更無力了。(C20220425-05) 

 

目前班上有一位送去鑑定會通過，可是他媽不願意送，我們這邊很多的家

長很怕小孩被貼標籤，所以她就不送，家長不配合我們也無能為力。

（D20220429-01） 

如果是以學生來講，大概是行為的部分，但家長方面也是一個問題。跟特

殊學生的家長溝通要比較小心，因為有些家長很介意你把他的孩子貼上標籤。

（D20220429-02） 

 

  智能障礙的那一個，媽媽也沒輒，因為他媽媽寵的要命。（D20220429-03） 

 

  我在跟學習障礙學生的家長討論的時候，因為家長很忙，所以說全盤接受

我的建議，且家長工作很忙，沒空管，也是直接請我好好的管他的小孩。

（E20220430-03） 

 

  A老師與 B老師班上的情緒障礙學生與 ADHD學生其實是一對兄弟，家中主

要以阿祖在照顧他們，但是因為阿祖不識字，無法提供作業上的協助，且因兩

兄弟都非常調皮，阿祖其實也管不動他們，雖然還有其他親戚在，但是同樣也

是無任何教育功能。從他們訪談中可發現雖然導師們會告知家裡學生的狀況，

但是最後阿祖都會以沒有能力管教而將教育這件事情全部交給了導師。而 C老

師幾年前其實是在市區的學校任教，當時班上也有特殊需求學生，但其實因學

校有集中式特教班，且家長花了很多心思照顧，所以沒有造成困擾，但是來到

偏鄉後才發現市區與偏鄉的差距，因為市區的特殊需求學生其實家人大多會照

顧得不錯，但是在偏鄉家長往往在教育上是缺席的角色。C老師班上的智能障

礙生是單親家庭，媽媽一人獨自撫養兄妹倆，但是對於孩童的衛生、課業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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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漠不關心的，連最一開始提議要帶學生去做鑑定時，媽媽也直接以沒空來回

絕導師，甚至當導師頻繁的向她告知學生狀況，她會直接不接電話，讓 C老師

感到十分無力。D老師遇到的狀況則是班上有一位學生應該是智能障礙，卻因

家長害怕孩童被標籤化而拒絕了送鑑定，導致孩童得不到更恰當的教學資源，

又因為家長的寵溺，讓家長也管不動孩童，使孩童無法學會該有的規矩，讓導

師在班上也需要不斷的提醒學生該遵守的規則，讓導師更感無力。而 E老師則

遇到家長因為工作忙碌而無法教育孩童（學習障礙學生），而將管教這件事情全

權交給了導師，是導師需負責學習障礙學生的全部狀況。 

  家長於教育中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偏鄉，家庭常常是失能的，在

偏鄉的家長，大部份會覺得有給孩童吃東西就夠了，有時候甚至連吃東西都還

要孩童自行處理，至於教育更直接覺得是學校跟導師的事情，與他們無關，因

此在教育這部分很多時候是無法提供任何協助的，甚至也會遇到因怕被貼標籤

不願意送學生去鑑定的狀況，導致特殊需求學生無法得到更恰當的資源，因而

增加導師工作負擔。而家長的部分在相關文獻中許瑞珍（2020)的研究中也有提

到家長其實無法接受孩子有狀況，不重視孩童的教育，甚至無法陪伴孩童，此

與研究結果相符，而因害怕標籤化則不願意送鑑定則與蘇意湘（2020）的研究

結果亦相符。 

 

二、學校方面不一定有適合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狀況的人力，導致導師在面對特

殊需求學生狀況時，只能自行處理，增加工作負擔。 

雖有想過找行政協助，但是不確定是否有適合的人選能處理好特殊需求學

生狀況。（B20220323-04） 

 

行政介入沒有比較好！行政也沒有這麼多的能力與時間。（D202204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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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不麻煩行政，因為我當過很久的行政，所以知道行政在做什麼，

因此我會選擇自行處理，雖然比較花時間，而我也真的花很多時間在處理班上

的事情，其實真的很辛苦。（F20220502-08） 

 

  當學校端無法給予適合的人力協助時，導師往往會選擇自己承擔，最後導

致自己工作量暴增，多數受訪老師表示他們比較不會去找行政協助。其中 B老

師是覺得學校的行政人員不一定有能力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狀況，所以寧可自己

額外花時間處理。在訪談中發現，這部分教書經驗越資深的導師如 D老師與 F

老師，因他們都曾當過行政，了解行政的工作，就更不輕易找行政協助，因為

覺得行政不一定可以給最好的協助，且行政人員也不一定有時間協助處理，且

身為導師應該更了解學生狀況，更知道該如何處理學生狀況，因此會更適合擔

任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的角色，但這樣的結果就會讓導師需要花更多額外時間與

心力處理特殊需求學生狀況，導致導師工作負擔變大，而這部分與相關文獻提

到的學校的行政人員不一定擁有相關的知識與能力去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陳

彥瑾，2016）相符。 

 

三、特教方面不一定能找到適合擔任特教助理員角色來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導

致導師明明需要其他人力協助卻陷入兩難。 

曾經有想過幫情緒障礙學生找特教助理員，但是若需要自行找，結果是不

適合的人來當助理員對學生也沒幫助，就變得兩難。（A20220510-01） 

 

  在偏鄉容易面臨到有足夠能力協助特殊需求學生的人力不足，甚至不容易

找到適合特教助理員的問題，讓 A老師的班上明明需要另外的人力來協助與陪

伴情緒障礙學生，卻苦於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找助理員或是不確定找到的助理員

能否給予需要的協助而作罷，而這部分與王慧娟（2012)的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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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業知能方面不足，導致導師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狀況時，找不出適合的對

策，或是無法依照學生程度給予適合的教材。 

剛接觸這個班的時候，有上網查一下 ADHD 學生要怎麼去應對，查了一下

發現還是沒什麼用。（B20220323-01） 

 

普通班要做融合教育，其實我覺得會遇到的最大問題還是專業知能的不

足，有好多的行為改變技術是我們沒學到的，或是實務性的操作與一些知能，

我覺得比較欠缺，導致當在實際上面對到特殊需求的學生的時候有太多的狀況

是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處理。（B20220323-04） 

 

因為像我們的教材是一般生的，我其實沒有適合智能障礙學生程度的教

材。（C20220425-07） 

 

我覺得學校的特教研習就是泛泛的了解，大致說特殊需求的學生有哪些需

要而已，至於實際上面要怎麼去照顧那些學生，知道的還不夠多。（E20220430-

01） 

 

我不曉得到底什麼情況下他可以寫的好，什麼情況下他不能寫的好。

（E20220430-05） 

 

當他不願意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在教學知能上沒有那麼多可以使用的方

法。（E20220430-07） 

  因為在專業知能上的不足，B老師遇到這狀況則是在面對 ADHD 學生其實他

不太知道有哪些行為改變技術可以真正幫助到學生，或者是當特殊需求生有突

發的狀況時，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處理，也導致 C老師沒有適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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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供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使用，只好去尋找特教教師協助；E老師也提到因為

不了解學生的狀況，有時候也不確定學生什麼時候會出現哪一種行為，甚至也

不知道有哪些策略是適合特殊需求學生。 

在專業知能上許多學者（王慧娟，2012；許瑞珍，2020；張淑玲，2017；

陳瑞麟，2019；蕭妤安，2017；蘇意湘，2020）提到融合教育班導師因為專業

知能的不足，導致老師在教學上、教材上與處理學生狀況上皆容易遇到困境，

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 

 

伍、小結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其實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課程與教學

上因為特殊需求學生的能力有限，無法聽懂太困難的內容，但是班上仍有其他

學生，導致導師容易陷入兩難中，且因能力有限，表達力有限，容易讓融合教

育班導師不理解學生狀況。理解力有限使特殊需求學生的回家作業在無人協助

的情況下難以獨自完成，然而在偏鄉並非每位家長都有能力陪伴，導致他們的

作業常常在完成度上是低的；在班級經營中因特殊生因理解力較弱，常常拿不

準跟人相處的距離，導致在人際上常常出問題，甚至需要重複不斷的提醒相同

的事情，因控制力較弱，導致容易做出一些干擾課堂的行為，且因科任教師的

時間有限，使其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時，只能找導師出來協助，因而增

加導師的工作量，雖然特殊需求學生因個體特殊性容易做出一些不恰當的行

為，但是在班級中調皮搗蛋的往往不只特殊需求學生，一般生也容易出現不恰

當行為，有些人會故意捉弄特殊需求學生，因為特殊需求學生在能力上與控制

力上多數不及一般生，可是當融合教育班導師給特殊需求學生比較大空間的時

候，會讓一般生感受不公平，導致導師需要花很多力氣與一般生解釋；在支援

系統方面，融合教育班導師還是常常處於孤軍奮鬥的情形，因為不夠了解學生

狀況，行政端不一定能夠給予適當的協助，而在偏鄉的家長往往把教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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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交給了學校與導師，真的想要找助理員，卻也陷入不知道能不能找或到底

可以找誰協助的困境中；在專業知能上，融合教育班導師因為對於特教知能並

不一定足夠，讓他們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臨時的狀況、設計適合他們的課程與

教材上感到無力，而這以上種種皆是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是所面臨的困境。 

 

第二節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之策略 

輔導特殊需求學生的策略有很多種，卻也不是每一種都有效，本節主要在探

討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的因應策略，並將受訪

老師的訪談內容分成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融合教育班導師使用過卻發現無效

的策略與輔導特殊需求生時需注意的事項四個部分，分述如下： 

 

壹、課程與教學 

  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提到四個重點：可得性、可及

性、可接受性及可調適性，在提供教育服務時需要考慮特殊需求學生的特殊

性，提供的教育形式和內容也必須讓大家都認同，並且在教學須因應不同需求

的學生作調整，融合教育班導師在教學時更是需要思考如何達到的四件事情，

因此在課程教學中，好的策略才能讓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課堂上進行的更加順

利，同時也可以讓特殊需求學生能一同學習一同成長，而不只是班上的客人，

因此在課程進行時課程的調整，當學生出現了干擾課程或課堂中不合作的行為

時該如何處理，或是找到適合特殊需求學生完成作業時的策略，都是融合教育

班導師需要嘗試解決的問題，以下將受訪老師面對課程教學困境時的因應策略

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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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進行時可適時調整難度並給予能力所及的任務，增加特殊需求學生在

課堂上的參與感，同時增加成就感。 

  調整學習進度及難度，準備適合他的教材在課堂中給予練習。（A20220501-

03） 

在進行課堂教學時，會將簡單的任務交給他執行，國語課，會讓他說出簡

單的字，或者是幫老師操作電腦，他這樣比較能跟著課程進行，因為滑鼠要跟

著動，或者是有的時候用劃線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因為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

的顏色劃線，這樣比較能幫助他去了解課文。數學課，當其他學生上台計算除

法時，他只需要上台計算加減，或是畫圓時，別人有規定半徑，他只需畫出一

個圓，課程一樣進行，對他的標準會比較低。（B20220323-02） 

 

在課堂中看到的話就是會故意經過他旁邊，或者是點他一下，或者是我會

給其他學生比較難的題目，但給他一些簡單的題目，讓他試著回答。

（C20220425-02） 

 

  A老師在面對課程跟不上的特殊需求學生時會調整難度與進度，並準備適

合的教材讓學生能在課堂中練習。B老師則會給 ADHD學生教簡單的任務之外，

為了增加他在課堂的參與感，會請他協助導師操作電子書，使他在操作的同時

能知道導師課堂進度，並利用不同策略吸引學生注意。C老師會適時注意智能

障礙學生學習狀況，也會給予智能障礙學生教簡單的題目讓他有機會回答，或

是讓智能障礙學生能依循前一位學生的答案來回答自己的題目，藉此增加課堂

的參與感，並從回答題目中得到成就感。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特殊需求學生因為能力上的欠缺常常

成為教室中的過客。若導師能隨時注意特殊需求學生狀況，並適時調整課程進

度，在同樣的課程中給予特殊需求學生較簡單的任務，或是在問問題的時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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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先回答並調整問題難度後再問一次特殊需求學生，使特殊需求學生有的

參考依據，其實都有助於特殊需求學生在課程中不再只是客人而已。 

  而此研究結果與參考文獻中的就課程、教材和教法要保持彈性（王慧娟，

2012），特別為特殊生調整教學內容並善用同儕（莊秀妮，2015）和找出適合特

殊需求學生的策略（陳彥瑾，2016）是相符合且調整後其實也能讓特殊需求學

生得到在學業上的成就感（廖凰吟，2021）使其更願意繼續學習下去。 

 

二、課程受干擾時可使用口頭提醒或是調整座位的方式或是了解原因以減少干

擾行為，或尋求他人協助並適時帶離現場，。 

  如果學生是因為尋求關注或因為有困難受挫折而表現出干擾行為，通常會

協助學生找方法解決或在旁給予指導。如果是純粹的干擾上課行為，當下會口

頭提醒或調整座位與課程內容，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度。（A20220501-02） 

 

  學生浮躁的時候或是不聽話的時候還是要喊一下，或是全班一起吵的時候

都會喊一下。（C20220425-02） 

 

  像我們班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就是我只要你的狀況出問題我直接打電話給

家長，請家長幫忙。（D20220429-05） 

 

  當學生出現干擾行為時會請學生罰站，或是請行政帶去辦公室看書。

（E20220430-07）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在面對干擾的時候，其實每位導師的

處理方式皆不相同，因為低年級，課程內容難度較低，因此當課堂中出現干擾

狀況時 A老師會暫停課程並到特殊需求學生旁了解狀況並協助處理，待處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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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課程，但是若只是單純的干擾問題，這部分的處理方式 A老師跟 C老師

是相同的，都會直接出聲提醒，讓學生知道老師已注意到他們的行為並希望可

以立即停止。D老師為中年級導師，因課程進度壓力較低年級高，且已與學生

說清楚規則了，故會直接連絡家長，請家長協助處理學生狀況。E老師因為學

生家長大多數很忙碌，高年級課業進度上的壓力又更大，當學生出現干擾行為

時，輕則讓學生罰站冷靜一下，重則請行政同仁協助帶到辦公室看書冷靜，當

特殊需求學生有狀況時請同仁協助此研究結果與許瑞珍（2020）與楊淨茹

（2018）在研究中的發現也是相同的。 

 

三、特殊需求學生在課堂中不合作時，可先理解學生狀況提供協助，或是利用

課程吸引學生想主動參與。 

  先了解學生是不是因為需要協助或是遇到困難而不想配合，多數在給予指

導及鼓勵後願意再回到活動中。（A20220501-03） 

 

  他一開始就是唱反調，如果碰到那種學生的話會再三的反覆跟他確定，確

定他真的不要，就尊重他的意見，上課時我們就玩得很開心，讓他看了救自己

也想要加入，一開始我會堅持因為是他堅持不參加的，要學會為自己的說的話

負責，但之後還是會找機會讓他一起參與，剛好機會教育。（D20220429-04） 

       

  面對過不合作行為的 A老師與 D老師的處理方式也是相差甚遠，A老師會

選擇關心與了解特殊需求學生不合作的狀況，並試著解決學生所遇之困難，但

是 D老師則反其道而行，尊重學生意願讓他不參與課程，同時將課程上得活潑

精彩，使原本不願意合作的學生直接被課程內容吸引，故而願意調整自己的態

度，但是卻也不是讓他輕易的回歸課堂，而是讓他知道要為自己說的話負責，

藉機學習自己每句話說出口之前需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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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上，讓學生依能力調整補作業的進度，簡化或作業減量，並使用符合

學生能力的教材，也可直接於課堂中由導師帶著一同完成並在訂正時給予可供

參考的內容。 

  當情緒障礙學生與智能障礙學生功課沒寫完時會讓他們下課補寫，因情緒

障礙學生的專注度有限，所以會讓他分段完成，使他能留一些時間去外面活

動，除非他堅持要一次補完，那又另當別論，在面對另一位智能障礙生，因狀

況較嚴重，所以會將他的功課減量，以能完成為前提。（A20220510-01） 

 

智能障礙學生的功課會盡量減量、簡化，以能完成為主。（C20220425-02） 

特教老師給我很多的符合智能障礙學生能力的教材，如果他無法專心上

課，至少可以使用符合能力的教材練習。（C20220425-05） 

 

  面對簡單的作業，智能障礙生有能力完成，而且當他完成的時候就會有成

就感，寫功課的意願就會提高，所以作業會以符合他能力的教材為主。

（C20220425-07） 

 

我會盡量讓他們課堂上把作業寫完，我的上課會搭配作業， 40 分鐘我會

用 20 分鐘上課，接下來的 20 分鐘比較是針對於作業的部分進行講解。

（F20220502-04） 

 

以習作來說，是用訂正的方法，可是對於跟不上的學生友，就可能給他範

例讓他看，有一點像依樣畫葫蘆，直接把過程抄下來。（F20020503-05） 

 

  作業的完成度低與遲交的狀況，對融合教育班導師而言是件很頭痛的事

情，然而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面對不同階段的特殊需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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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每位導師的處理方式也大不相同，A老師與 C老師皆為低年級導師，A老師

的處理方式是用陪伴的方式，甚至為了學生的特殊性而調整了作業的難易度，C

老師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因能力又更低，無法應付導師給的作業，因此直接與

特教教師詢問適合學生能力的教材作為作業，讓學生也能在完成作業中得到成

就感，進而更願意完成作業。至於 F老師，因為他是高年級導師，課業的難度

更高，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用自己的方法完成作業，對於那些沒有能力完成作業

的學生，他可能就會讓他們參考範例，讓程度較低的學生也有完成的機會，而

不會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而此研究結果與莊秀妮（2015）在研究結果中提

到的依特殊需求學生情形進行作業內容減量、簡化並降低標準，找其餘時間進

行一對教學補進度是相同的。 

 

貳、班級經營 

  良好的班級經營，才能讓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課堂上游刃有餘，以下將從受

訪老師的訪談資料中整理出他們使用過且有效的班級經營略，並分成教室內氛

圍的建立、面對不恰當行為或言語時、面對情緒狀況、環境上的調整、家長建

立信任關係與提升導師特教專業知能六方面的班級經營策略，讓融合教育班導

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時相處更順利與遇到狀況時能比較有好的策略處理。 

 

一、建立良好氛圍，並利用陪伴教導代替懲罰，訂下規定與獎懲制度，培養合

作關係，並給學生機會展現自己、發現優點，且與一般學生說明特殊需求學生

的實際狀況。 

（一）與學生建立關係利用陪伴教導代替懲罰 

  與學生聊天，從言語中觀察及了解學生的表達、認知、喜好，初步認識及

關係建立。（A2022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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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在情緒障礙學生身旁並給予協助。（A20220501-02） 

 

  維持生活環境的穩定性，給予學生安全感，並給予時間及陪伴。

（A20220501-03） 

 

  我其實不會給 ADHD 學生處罰！我只會告訴他一件事情的好壞，讓他有個

依據去分辨好壞，因為容易衝動導致他無法控制自己說的話，若只有處罰沒有

教導，他會很痛苦，不如直接教他，讓他知道什麼事不能做。（B20220323-05） 

 

  要讓他們覺得老師有在關心我，學生會比較聽話。（D20220429-04） 

 

平常我們（導師跟學生）就會鬧在一起，所以我跟學生的關係比較好，關

係建立好了之後，就很好做事，學生會比較願意聽你說話。（D20220429-08） 

 

  我會花比較多時間陪學生，因此當學生知道我在學校的時候，他們會比較

穩定。（F20020502-06） 

 

  有時候上課時我會將全班圍成一個圈，我需要講話更小聲，讓他們專心聽

時，就會把圈圍得更小，我不在中心，也跟學生一樣是圓的一部分，並看得見

每位學生的眼睛。（F20220502-03） 

 

  我就會陪學生走去科任教室，再離開，……。這樣的陪伴，讓他們面對我

時比較冷靜，不用激動，也不需要說謊，因為沒有處罰。（F20220502-10） 

 

  建立關係（邱莉婷，2013）是多位受訪老師提到的重點，也是多位受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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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會做的事情，因為當關係建立了，信任建立了，融合教

育班導師在輔導與教學上才會變得事半功倍（廖凰吟，2021），而 A 老師的方式

是多跟學生寒暄，以了解學生狀況。D老師則是跟學生玩在一起，以朋友的角

色在陪伴學生。F老師則十分注重與學生的眼神對應，並且將自己融入學生之

中，而非當一個高高在上的存在，甚至利用身教告訴學生在與他人說話時你的

音量不一定需要很大聲，如鄒易倫（2018）在研究中提到的藉由導師示範來教

導學生守規矩、不插嘴與說話時控制音量，且採用互動式的教學也能增進導師

與學生或是學生之間的互動（吳淑美，2004），都能拉近導師與學生的關係。 

  在偏鄉國小的特殊需求學生，家中大人往往專注於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孩

童，且可能因特殊需求學生容易出現不恰當行為導致家長更容易放生他們，使

他們從小就處於無人陪伴的狀況下，多位受訪老師都發現陪伴是融合教育班導

師需要做到的事情，當學生與導師有良好的關係，並感受到導師的陪伴與關

心，其實他們在情緒上會穩定得多，在行為上也會收斂得多， 

 

（二）建立班級內的規矩並設立獎懲制度 

記得當初第一堂課我就先跟他們約法三章，堅守每一條教室準則，一旦犯

錯就是嚴懲，做得好就給予獎勵。（B20220507-01） 

 

會給小點心，給個鼓勵這樣子。（C20220425-06） 

 

不熟悉的時候，通常會先好好說，把規則說清楚。（C20220425-07） 

 

我們有定班規，像是生活方面，我都有貼在黑板前面，例如到校三件事、

離校三件事、離開座位三件事，還有一些愛的小叮嚀，他沒有做到的時候就讓

他去看一下上面寫什麼。（C202204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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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接這個班級的時候，我花比較長的時間在建立班級秩序，我會跟他

們講規矩講得很清楚，並且每天重複提醒，當規矩建立起來了後面就比較輕鬆

了。（D20220429-03） 

 

  我常常提供學生獎勵，但是說實在特殊需求學生他真的比較沒辦法得到，

那我就會透過某一些比較特殊的方式一樣給他們獎勵。（D20220429-04） 

 

  我們班現在有分三排，是整排獎勵的。（D20220429-05） 

 

  我會告訴他們是我不耽誤你下課的一分鐘，那你也不可以耽誤我上課的一

分鐘。所以我們很彼此尊重啦！（F20020502-06） 

 

  雖然有些特殊需求學生因理解力的不足，面對規則的理解度與執行度不

佳，但是從多位受訪老師的談話內容中可發現他們認為面對特殊需求學生是有

必要讓他們學習到規則的，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特殊性而放任該遵守的事情，並

且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然因為他們自身的障礙，在遵守規則上會比一

般生再不容易一點，因此導師在跟學生把規則說清楚的情況下，事後仍然需要

不斷重複的提醒，在做出正確事情時給予獎勵，並在做出錯誤事情時給予提

醒，經過反覆提醒與練習後，其實特殊需求學生也是有能力遵守規則的。此部

分在陳彥瑾(2016)的研究中提到的在融合教育班需要明訂規範相符。 

 

（三）培養同儕間的團隊合作 

  有的時候如果 ADHD 學生不知道我上到哪裡，其他的同學都會去幫他。

（B202203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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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算是命運共同體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講：快點嘛！你不要這樣嗎你

要害到我們這樣？學生的力量的話，他（特殊需求學生）反而更會聽。

（D20220429-05） 

 

  在融合教育班中讓班級融合為一體，才能讓課程更順利的進行，因此 B老

師在與一般生說明清楚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後，學生一開始從不平衡道轉為接

納，進而出現自發性的協助特殊需求生的行為。而 D老師則利用同儕間的提醒

讓特殊需求學生更清楚自己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他覺得有的時對特殊需求學生

來說，同儕說的話比他還要有效得多。丁凰雅（2015）在研究中提到藉由小組

目標、獎賞、任務、角色和資源的共享，其實是可以提升班級凝聚力與特殊需

求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 

 

（四）給學生表現機會並發現學生優點 

  採用增強制度或選小老師、股長，訓練學生的行為規範。（A20220507-01） 

 

  在課堂上給他一個簡單的題目，讓他可以回答看看。（C20220425-02） 

 

他剛轉來的時候班上的同學比較不會接觸他，而他的個性又比較拘謹，只

能由我這邊來做突破口，多給他一些展示自己的機會，班上同學慢慢地就會去

跟他接觸。（D20220429-03） 

 

要發掘這特殊需求學生能做的事。讓他有事情做，建立他在教室中不是永

遠挨罵的地位。（F20220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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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老師讓班上的情緒障礙學生擔任班長，其實是讓他知道他沒有其他人

差，同時也藉由這個「班長」的身分讓情緒障礙學生對自己有信心，並因相信

自己可以的信念，減少在班上的不恰當行為，同時也讓他在訓練別人遵守規則

的同時訓練自己。而 C老師為了不讓班上的智能障礙學生成為班上的過客，在

上課的時候都會挑一些較簡單的題目讓智能障礙學生有機會表現自己。D老師

班上的學習障礙學生剛轉學來時非常安靜，所以就由導師多與學生接觸，並在

課堂上讓特殊需求學生有機會多展現自己，使其他學生對他能熟悉，好讓他能

更順利融入班級，且不因自己是學習障礙的身分而感到自卑。F老師則會發現

學生優點，讓特殊需求學生有機會展現自己，讓自己在教室的角色不是只有被

罵而已。 

  因特殊需求學生的能力較弱，往往很多事情都不如其他人，因此容易自卑

甚至用其他不好的行為來吸引他人的注意，這個時候若融合教育班導師能發掘

學生所長，在課堂中給予特殊需求生能力所及的任務，並利用給予特殊身分來

給予肯定，會讓學生在教室內表現得更好。 

 

（五）與一般生說明清楚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 

  我一開始有坦白告訴一般生 ADHD 學生的狀況。我有給他們看特殊需求的

學生頭腦發育比較不完全的資料，並解釋有的時候 ADHD 學生在吵鬧時是他無

法控制的，希望他們知道他們是不一樣，所以他們不可以用他的方式來面對同

樣的狀況，到三下後他們比較能理解為什麼 ADHD 學生有不一樣的標準，他們

也會願意主動協助 ADHD 學生，我覺得要讓學生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比較不同。

（B20220323-03） 

  當一般生對於班上智能障礙學生的特殊待遇有疑問時我就直接說，讓他們

明白原因，所以我們班對特殊需求學生的接收度滿高的。（C20220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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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老師在三上時，時常趁 ADHD學生去上巡迴輔導課程時向班上同學說明他

（ADHD學生）的狀況與他可能會遇到的困難，雖然一開始還沒有感覺，但到了

三下學生因著瞭解而更加接納 ADHD學生，甚至當 ADHD學生在課堂上遇到狀況

時也會願意主動協助。而 C老師在面對一般生提出對於特殊生狀況的疑問時，

雖然身為低年級班導，她還是會直接把狀況說明清楚，讓班上的一般生更理解

智能障礙學生的狀態，同樣也發現當她說明完，學生因了解了智能障礙生的狀

況，接受度也增加了。而此研究結果與莊秀妮（2015）與林佳靖（2019）研究

中提到的跟一般生解釋特殊需求學生發生狀況的原因，讓一般生了解特殊需求

學生的困難，並讓他們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性，教導彼此相處的方法，才能

讓彼此更融洽是相同的。 

 

二、面對不恰當行為與語言時，須立即制止並了解狀況，若當下無法處理事後

也務必要花時間處理並反覆提醒，且絕不輕易妥協，並適時尋求他人協助。 

（一）立即制止，瞭解狀況 

  當發生不恰當行為時會立即制止，了解學生不恰當行為的原因，視學生的

能力可以一起討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或由老師給予指導，通常學生都能理解

和如何改進行為的方式，會因為當下的情形而不去做到……當發生不恰當言語

時，立即阻止，學生多能停止不恰當言語，之後需要再跟他叮嚀，比較能延遲

提醒的效果。有時也會用忽略或冷淡處理或是以眼神先予以提醒，當學生接受

到眼神提醒後，當下多能暫停不恰當行為，但延續的效果沒有立即予以阻止

好。（A20220501-02） 

 

他常在社區講髒話，我都會聽到旁邊的人在跟我打小報告，我就會找打小

報告的人跟 ADHD 學生直接問，首先要釐清這件事情是有還是沒有，如果沒有

就當大家都誤會，有的話就是直接制止，然後去做一個處理。（B202203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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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該上的上完，我再把他們兩個（打架的學生）叫到外面：「你們剛剛發

生了什麼事？」再花時間慢慢了解狀況。（F20220502-07） 

 

(二)事後花時間處理並反覆提醒 

我會花時間慢慢跟他耗，讓他了解他錯了並且去調整他的錯誤。

（D20220429-03） 

 

當特殊需求學生在講髒話的時候，我會花時間把他留在旁邊。我花時間就

讓你在這邊，然後只要一講髒話我就找他回來，有點像制約一樣．慢慢削弱說

髒話的行為。（D20220429-06） 

 

  會提醒好幾次，到最後會跟特殊需球學生比較認真的去溝通，每天看到他

就會提醒他。（C20220425-06） 

 

（三）不輕易妥協 

  智能障礙學生會大哭大鬧，如果他認為他對了，然後你說他錯的時候，他

的行為就會脫序，要跟他講到他完全明白了，他才會願意改。（D20220429-01） 

 

  疑似智能障礙學生硬是要盧的時候我們也是要耗時間跟他盧，我會花時間

慢慢跟他耗，讓他了解他錯了並且去調整他的錯誤。（D20220429-03） 

     

（四）尋求他人協助 

  我會直接跟家長講，要不然學生會覺得說你就說說而已。聯絡家長是比較

好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的方法。（D20220429-05） 

 

  妥瑞症的學生出現不恰當行為時會請教練去處理，然後由教練解決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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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題。（E20220430-06） 

 

  必要的時候我會去學生家並與家長一同討論輔導策略。（F20220502-07） 

 

  當特殊需求學生發生不恰當行為會言語時，受訪老師大概會使用幾種輔導

方式，若是在現場直接聽到的時候，會立即阻止。A老師班上的情緒障礙學生

可能會在情緒不好時對其他同學講難聽話，那個時候立即的阻止是件重要事

情，雖然 A老師也試過透過忽略削弱學生不恰當的行為，但是發現仍沒有立即

阻止有效。若不是當場聽到的而是從其他人口中聽到的，便會找當事者與告知

者來到面前了解狀況，如 B老師班上的 ADHD學生與情緒障礙學生，其實在導師

面前不太會出現不恰當的行為或言語，但是卻常在社區中發生，事後其實都會

有其他學生告知導師狀況，因導師並沒有親耳聽到，為了避免誤會學生，便會

將告知導師的同學與出現不恰當言語的同學一同叫過來了解狀況，若真的有

說，便會給予提醒，若並沒有說，也直接當場解決學生間彼此的誤會。倘若當

下無法直接處理，事後就更需要花時間的處理，如 F老師，當學生發生狀況時

是上課時間，有趣的是學生在進入教室回到位置後並沒有持續爭吵，因此 F老

師便於課堂重點教完後再將兩位發生爭執的同學找到教室外了解爭執狀況，並

在教導完後反覆不斷的提醒。特殊需求學生因不一定當下能接受自己做錯事

情，可能出現吵鬧或否認的狀況，那身為融合教育班導師的我們更是需要跟他

把時間耗下去，就如 D老師在面對他們班疑似智能障礙學生在犯錯，並矢口否

認自己做錯時，會直接跟學生說明白講明白規則，並在對方鬧脾氣時時，不輕

易放過對方，會花時間等待對方發完脾氣後，繼續處理並告知學生需要調整的

地方，不然會讓學生覺得我只要鬧一下就沒事了，若學生有了這樣的成功經

驗，之後導師要處理學生不恰當行為時就會更加困難。假若自己真的無法處理

當下的情況，請家長或行政協助幫忙都是種策略，適時地尋求協助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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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情緒發生狀況時，請等待學生冷靜，給予陪伴並嘗試了解狀況。 

(一)等待冷靜   

  如果情緒障礙學生的情緒已經需要先冷靜，會請行政協助先帶離給予空間

或其他事情讓他冷靜下來，等到學生冷靜後再來討論剛才的狀況。（A20220501-

02） 

 

  目前還是會等情緒障礙學生先冷靜下來再做下一步。（B20220323-05） 

 

(二)了解狀況與陪伴 

  先確保周遭其他同學的安全，陪伴在當事學生身旁給予協助，必要時會用

手牽住情緒障礙學生的手避免他傷到自己或別人。（A20220501-02） 

 

  如果 ADHD 學生今天是受委屈或是被別人誤會、人家來欺負你，我會幫他

做主，也會挺他到底。可是若今天他的情緒是來自於擺態、不想做，那我就會

兇，大概是這兩個處理方式。（B20220323-03） 

   

  特殊需求學生的情緒原因都不一定，因此了解原因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但

是因學生處於情緒高亢的狀態，耳朵其實是處於關閉的狀態，因此在遇到這樣

的狀況時 A老師與 B老師會先等待學生冷靜再處理，可能請行政人員協助帶

離，或者是讓學生在原地冷靜。但是 A老師曾遇到的狀況是情緒障礙學生可能

因情緒的狀況出現傷人傷己的行為時，他會先確定其他學生的安全後，直接到

情緒障礙學生身邊陪伴他，並在必要的時候出手握住情緒障礙學生的手，避免

他發生傷人或自傷的行為。而 B老師在面對 ADHD學生有情緒時，則會先分清楚

到底的情緒是從被誤會的委屈而來，還是因為他想要逃避做該做的事情而來，

若是被誤會，導師就會協助他解決被別人誤會的事情，倘若是因為想要逃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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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情而有的情緒，便會等待他發完脾氣後，仍然堅持他必須完成該做的任

務，當然這個任務會是他有能力承擔的。 

 

四、環境上適時的調整，讓能力強的坐在特殊需求學生的旁邊，或是讓特殊需

求學生坐在導師可隨時關心的位置，並為特殊需求學生設立一個冷靜的空間。 

 

（一）調整座位 

  會考量需要老師協助的程度以及可以一起合作的同學坐在一起。 

（A20220610-01） 

 

將 ADHD 學生的座位排在老師較常接觸的第一排。（B20220507-01） 

 

我讓智能障礙學生的座位往後移，因為他往前就是基本上他也無法專注，

就是空著看你。讓他往後坐，至少我回到座位時，可以看到他學習的狀況，並

隨時給予協助。（C20220425-04） 

 

我會把成績比較好的放在學習障礙學生旁邊，至少有個依循的依據。我們

私底下也會跟能力好的學生說幫忙看一下特殊需求學生！協助他完成任務，所

以我會讓成績比較好帶程度比較差的。（D20220429-07） 

 

學習障礙的學生坐在第一排我好隨時注意他的狀況，就防疫之便，學生座

位可以離很開，所以大家拉開後就不容易在課堂上打鬧。（E20220430-07） 

 

  當我們圍圈時，如果內容很重要自閉症學生一定要聽到，我就會請他進

來，也會需要看他狀況，若狀況可以，他就會在圈上，有時候我怕忘記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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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他放在圈的中間。（F20220502-04） 

 

（二）給予特殊需求學生生一個適合的角落   

我有幫情緒障礙學生安排一個舒適的空間，讓他生氣的時候可以待在那

邊。（A20220501-03） 

 

對於過動的學生，有專屬的冷靜角與放置玩具的地方。（B20220507-01） 

 

  在座位的安排上 A老師與 C老師在調整座位是希望在課堂中，當特殊需求

學生不專心時，可以直接給予特殊需求學生提醒（陳瑩珍，2021）。且 D老師則

會在學習障礙學生旁邊安排能力較好且可模仿的對象，使特殊需求學生能穩定

（楊淨茹，2018）。在面對情緒容易激動的孩子，A老師與 B老師皆有安排一個

讓他們可安靜且自己覺得很安全的環境，供情緒障礙學生與 ADHD學生在情緒起

來時有地方可以冷靜。E老師為了讓班上的學生在課堂中不容易彼此打鬧影響

課程進行，因班上學生人數少，直接拉開了彼此間座位的距離，減少環境上的

干擾，使學生較能專心於課堂上。而 F老師在上課時有時不一定是坐在座位

上，反而會全班站起來為一個或大或小的圓圈，而他的做法則會視自閉症學生

狀況而定，當他比較穩定的時候，會讓他一同圍在圈上，倘若自閉症學生的狀

況不佳，則會讓自閉症學生坐在圓圈的中心，使他可以隨時注意自閉症學生的

狀況，同時也是減少自閉症學生身邊的干擾。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環境的調整是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很

重要的一件事，座位的調整、舒適的角落都能讓特殊需求學生更不容易被外界

打擾，進而達到更加穩定的狀態。洪麗瑜（1998）在 ADHD學生的教育與輔導一

書中提到在環境上需要減少不必業的干擾，並且設計學生一個安靜角或情緒區

讓學生能進去安靜以紓解自己的情緒，這部分亦與本研究結果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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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藉由良性溝通與家長間建立信任關係 

  班親會的時候跟家長把要怎麼帶學生的理念講清楚，如果有發生事情直接

電話聯繫，這個很重要！（D20220429-07） 

 

  媽媽就一句話說：「老師，沒事沒事，我相信你。老師沒事，孩子的部分我

會再處理。」……所以說實在我覺得與家長間有信任關係是很重要的。

（F20220502-07） 

 

  我很關心這個小孩，雖然他做了不恰當的行為讓我去他家跟家長聊了很

久，然後媽媽也知道他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但我們不是一直指責學生，而是一

起討論協助學生的方法，媽媽知道我是關心這個小孩，所以對我的態度就會比

較不太一樣。（F20220502-08） 

  D老師與家長建立的默契，只要學生有狀況會立即連絡家長，使家長隨時

能掌控學生的狀況。F老師針對比較容易有狀況的學生，會花較多的時間與家

長溝通，且使用方式並不是在指責孩子，他通常會跟家長說：「我們一起來幫學

生。因為他在什麼什麼行為上，需要我們一起幫忙。」（F20220502-07）。與家長

建立信任感才能一同協助學生改善不良的行為，就如鈕文英（2006）提到的融

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家長的參與與配合，並與家長多溝通並建立親師良好的合作

關係（莊秀妮，2015；蘇意湘，2020）才能讓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輔導學生時事

半功倍。 

   

六、多與特教教師討論、上網尋找資料或看相關影集提升導師特教專業知能。 

  我會與特教老師一起討論情緒障礙學生的輔導策略。（A20220501-03） 

 

我剛接觸這個班的時候，我自己有上網查一下 ADHD 要怎麼去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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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220323-01） 

 

  我剛開始接的時候有跟巡迴輔導老師聊很久……我其實都有跟特教老師討

論跟配合。（B20220323-04） 

 

  一開始我完全不知道智能障礙學生的程度在哪裡，就會跟特教老師討論，

特教老師也蠻願意給教材， 讓智能障礙學生在課堂上有教材可以練習。

（C20220425-06） 

 

  我與特教老師私底下常交流，像智能障礙學生，因為他有在資源班上課，

我們就會討論這位學生，如果碰到不同狀況，哪一個方法比較有效？

（D20220429-01） 

 

  平常會去看一下特教相關的電影，例如在講跟妥瑞症有關的那部，我有點

忘記他的名字。（E20220420-02） 

 

  會問特教老師，對自閉症學生有哪些方法對他比較有幫助。（F20220502-

09） 

 

  在提升特教知能上大部分導師會與特教導師討論班上特殊需求學生的特性

與輔導策略。B老師也於開學前會先上網尋找 ADHD學生的相關處理方式。而 C

老師在與特教教師討論的同時，也會請特教教師協助給予智能障礙學生在課堂

上的學習教材。E老師則會透過觀看影片的方式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   

  因位處偏鄉，講師不好尋找，且特教研習的地點大多於市區，距離遙遠，

使偏鄉融合教育班導師要透過研習增加特教知能十分不易。因此可發現受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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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多提升特教知能的方式有上網查資料、觀看相關影集與詢問特教教師，這

也讓我們了解到融合教育班導師除了須積極提升自身的特教知能外（許瑞珍，

2020），多與特教教師溝通討論（王慧娟，2012；莊秀妮，2015；張淑玲，

2017）並與特教教師建立良好合作關係（蕭妤安，2017）的重要性。 

 

參、嘗試後卻發現無效的策略 

  我覺得權威命令式在我們班用的沒有效果，因為當我硬是要求他們做一件

事情的時候，他們會擺出不情願的表情，甚至直接說我不要。（A20220610-01） 

 

我覺得理論歸理論，要把理論東西拿到現實來用，我覺得都不適合。什麼

制約反應、正增強，正增強對 ADHD 與情緒障礙學生完全沒用，一些正增強的

東西他會覺得你在跟他開玩笑。若要強迫情緒障礙學生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實

是沒效果的，越罵就越反彈。（B20220323-04） 

 

如果我們一直使用處罰這個負增強，他會彈性疲乏。（D20220429-06） 

 

在學生不願意的狀況下跟他談，一點效果都沒有。（E20220430-08） 

後來我發現不能用咆哮的方法對他，這樣也真的是兩敗俱傷，我咆哮完之

後他會生氣，但他不會對我生氣，而是發洩在其他的東西或是人身上。

（F20220502-01） 

 

因為想要先讓他冷靜下來，就用最原始的方法來對他，事實上沒有用。

（F20220502-02） 

 

  相較於以前的權威式教育，現在的權威式教育對於學生似乎越來越容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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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效果，A老師發現當他用權威式教育在管教學生時，學生容易反彈且不甘

願，甚至出現陽奉陰違的情況發生，導致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完成需要完成的

事物。對於權威式教育 F老師更是發現當他用咆哮的方式對待學生時，學生或

許不敢對老師生氣，但是那樣的負面情緒他會轉嫁到其他同儕或物品身上，反

而不是好效果，也間接影響了班級氛圍。B老師則發現特殊需求學生其實很多

特殊需求，並不是看了書中或網路上的理論，就能直接運用在學生身上，因著

每位特殊需求學生都有個體特殊性，因此不斷嘗試尋找策略也是件很重要的事

情。D老師覺得若我們一直使用同樣的處罰方式，用久了其實學生就無所謂

了，也就失去了原本我們期待的效果，他說：「有時候， 正負正負要互相，要

不然他會彈性疲乏。表現好的時候，馬上就給獎勵一下，但是又犯的時候，就

要換個處罰方式，可能上次用抄寫的方式，下次用喊出來的方式。」

（D20220429-06）。E老師則發現若導師太著急處理問題，但學生處於拒絕的狀

況時，更是一點效果也沒有，更不用說給予任何提醒與教導了。 

  特殊需求學生百百種，每一位其實都有其特殊性，因此融合教育班導師更

是需要在不斷嘗試中尋找一個最適合他們的輔導方式，而不只是一樣畫葫蘆班

照抄其他人的做法，因此更需要保持主動積極的態度來增加自己的經驗與能

力。在許瑞珍（2020）的研究中就有提到導師應保持主動積極的態度，甚至需

要多詢問專家意見與經驗、多參加特教相關研習、多閱讀相關書籍或尋找相關

資料（莊秀妮，2015），陳彥瑾（2016)更是提到面對特殊需求學生身為導師的

我們需要找到適合特殊需求學生的策略。 

 

肆、其他輔導特殊需求學生需注意的事項 

  前期需要好好將關係建立，搭配明確的規範、溫暖的鼓勵、正向的支持，

簡單來說就是糖果和棍子要能夠用對時機，後續會從事倍功半慢慢進步成事半

功倍的。（A20220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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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A老師的經驗，他覺得前期的建立關係才能拉近與學生的關係，明確規

則則是讓學生知道何可為何不可為，而溫柔鼓勵與正向支持都是輔導特殊需求

學生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因為自己的障礙，往往不被他人接納，若有人願

意溫柔鼓勵與使用正向支持方式對待他們，他們才能產生歸屬感，才會更願意

將導師的話聽進去。 

 

  對於控制情緒這一塊，才是我們在輔導特殊生最重要的一環，如果我們今

天沒有辦法冷靜的去面對，你沒有冷靜其實你頭腦也想不出來方法來。我覺得

有意識的生氣也是蠻重要的，不要莫名其妙生氣，情緒控管很重要。還有最重

要就是要劃清那一條線，抓準原則。（B20220323-05） 

  對 B老師來說，因為 ADHD學生常常有情緒上的狀況，因此身為導師必須以

身作則，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才有可能使用好的方式來教導學生，同時也是

以身教來教導學生，重要的還有跟 A老師一樣明確的原則，其實就如鈕文英

（2006）提到的導師應該要以身教來示範接納與適當的態度和行為一樣。 

 

  每次在跟這樣的學生說話的時候，會怕他覺得自己被標籤化或者是自己跟

其他人不同，所以跟他講話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讓他覺得我跟別人有很大

的不同，其實真正的不同只有學習上而已，其實大家都一樣。同時也是需要很

多的愛心跟耐心，因為要花很多的時間在他的身上，特別在教一個很簡單的概

念的時候，重複重複，需要很多耐心跟愛心。（C20220425-08） 

  因為特殊需求學生理解上較弱，因此往往需要花費更多精力在教導上，對

C老師而言，他覺得身為融合教育班導師最重要的是要對特殊需求學生有耐心

跟愛心，其實也就是接納這位學生，並願意為了他盡力付出，就如賴碧美

（2018）提到的導師應該以同理心與接納的態度，並讓學生感受到愛與歸屬

（陳彥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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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學校有資源班，你要跟資源班的老師詢問班上特殊學生的個性。先了

解學生然後再來了解班級，因為我們大致上會出問題的大部分是比較特殊的學

生，他的特殊性我們先去了解就比較容易掌控，用他的個性來去掌控他，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D20220429-06） 

   

  不能在公開場合，除非有糾紛，私底下處理你要顧著學生，不能在公開場

合處罰他，就是顧著他的面子。那如果他犯的是屬於公眾的錯的話，那這時候

你要拿他當例子，嚴重我們才會這樣。並多花時間跟學生在一起，就會發現學

生比較好帶。老師們只要班上有特殊的學生就要花時間這免不了的，之後你會

發現學生越來越好帶。（D20220429-09） 

  D老師覺得在接融合教育班導師的時候，最一開始對於學生特殊性上的認

識是十分重要的，唯有你了解了學生的狀況，才能找到適合的策略來教導學

生，並且不論是哪種學生，其實他們的自尊都是身為導師需要去顧慮到的，同

時讓學生學習到尊重他人，因此不要輕易在公開場合處罰學生，不只學生不會

學到提醒，反而只會記得自己很丟臉，還會記得你是讓他丟臉的那一位，最重

要的是一定要花時間陪伴特殊需求學生，只有當你花時間跟學生建立好關係

了，班級才會容易帶，這部分與廖凰吟（2021）的研究結果相符。 

 

  我覺得聽學生表達是最重要的。因為他還小，所以也要能聽出重點與全

貌，不能只聽一個孩子說，所以基本上，不管發生什麼事件，都會輪流讓每個

人說明，然後我再把我所看到的過程講一次，通常這時候他們的情緒都比較平

和，若發現自己有錯都會道歉。有時候擔心誤會學生，所以常常心裡的火都要

爆表了，還是會問學生剛剛表達的內容是什麼。或是我會直接告訴學生他的說

話方式讓我不舒服，也會直接告訴他我覺得他這樣講好像在挑戰我，當我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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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表達的內容是什麼意思時，他的態度會比較軟化。（F20220502-09） 

  對 F老師來說，聆聽學生的聲音是最重要的，但是又因對方只是個孩童，

無法像成人一樣的清楚表達自己的狀況，因此更需要努力聆聽並從中聽到學生

的重點，且為了避免誤解，當發生事情時，更是需要讓每位參與其中的學生都

有表達的機會，當他們發現當導師願意聆聽他們，或讓他們有機會說出自己的

委屈時，就會發現當有臨時狀況產生時，學生在面對導師比較有辦法冷靜下

來，同時導師也先別急著發火，當導師能平心靜氣面對學生時，他才學到面對

事情不要急著發怒，而是先了解。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特別需要注

意的就是花時間建立關係、了解學生狀況、控制自己的情緒、聆聽學生的聲

音、耐心的陪伴學生，而這些正向的教學態度更是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需要的，

此結果也與鈕文英（2006）與邱莉婷（2013）研究中提到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

時，需要建立關心、接納學生，從導師自身做出榜樣，使其他同學能學習，並

使用恰當的溝通方式才能真正有效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是相同的。 

 

 

伍、小結 

  本章節針對前一節融合教育班導師提到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因應策略，在

課程教學上因應特殊需求學生的能力調整其他課堂中的任務與帶回家的作業，

並藉此讓他擁有成就感，使他不致於討厭學習。並在學生出現干擾行為時去理

解原因並幫忙解決，當出現不合作行為時不是使用強硬的方式，而是利用活潑

的課程內容來吸引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在班級經營上，要接納學生與學生建立

好的關係，縱使擁有好的關係，也需要注意規矩的建立。當他們破壞了規矩更

是需要用教導提醒的方式取代直接的處罰，因為有些時候規矩的破壞並非他刻

意為之，藉由提醒與反覆練習特殊需求學生也會有能力做好，更是需要讓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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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困境後增加接納度．最重要的是要由導師先做起，再一起

帶動整個班級的學生用正確的方式彼此相處。當發生任何狀況時，等待、陪

伴、傾聽與了解事情原貌，更是特殊需求學生需要的。有時候因為他們在表達

能力弱，因此導師更是需要有耐心去等待、陪伴與傾聽，等待他們情緒穩定、

陪伴在他們旁邊傾聽他們的述說，其實當特殊需求學生藉由導師的陪伴而得到

了安全感，在情緒與行為上的狀況皆會減少。適時的進行座位的調整或是為了

情緒容易爆走的學生設立冷靜區，當學生有一個恰當的環境時，也能穩定特殊

需求學生的狀態。且與家長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與導師自我特教知能的提升也

是重要的，但是有些行為用在特殊需求學生身上是無效的，例如用權威式的管

教，其實無法讓學生接受，且在學生拒絕溝通時強行溝通或者是反覆用同樣的

處罰方式，會讓學生覺得無力與疲乏甚至最後會無感。其實特殊需求學生跟一

般學生一樣，都需要被他人理解與陪伴、尊嚴的維護、被一視同仁的對待、被

他人傾聽，他們只是因為在大腦上出現了些狀況，導致有些行為會與一般生不

同，所以選擇恰當適合的輔導方式，才能真正幫助融合教育班導師帶班起來更

加順利。 

第三節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      

需要的協助 

在台東縣偏鄉的國小，大多數都是一個年級一班，因此同年級的特殊需求學

生大多會聚在一起，又因資源的不足讓大多數學校擁有的特教資源皆為巡迴輔導，

一個禮拜每位學生大概抽離一節制兩節的課程，因此更多時候偏鄉的融合教育班

導師是單打獨鬥的狀態，然而雖然偏鄉的融合教育班導師遇到困境百百種，但是

並非每件困境導師都無法解決，也確實有些部份是需要他人的協助，因此本節將

直接討論台東縣偏鄉融合教育班導師在面臨困境時最需要得到的協助為何，將內



91 

 

容分成學校端、特教端與家長端三方面來探討，並從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加以統

整分析，內容如下： 

 

一、學校端，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行政人員提供考試時的報讀人力，當特殊需

求學生發生狀況時能協助帶離現場並有效處理，當特殊需求學生無故未到校

時，能到學生家中確認學生狀況。 

  考試時的報讀、學生出現情緒的行為需要冷靜時需要請行政協助帶離。

（A20220501-03） 

 

  如果今天行政帶走（特殊需求學生）可以做後面的處理，例如：教導、輔

導、安撫，我會覺得這樣行政很給力。（B20220323-04） 

  前陣子學生常常沒有來學校，打電話不接，打到九點十點發現不行，還是

要去知道他（學生）怎麼樣了，通常會請行政去看一下有沒有怎麼樣。

（C20220425-05） 

 

  有的時候打完球進教室後，妥瑞症學生會很浮躁，可能有沒有辦法冷靜下

來的話，又或者是他脾氣比較拗，會請行政把他給帶走。（E20220430-02） 

   

  A老師的班上有智能障礙學生跟情緒障礙學生，當考試的時候智能障礙學

生因能力較弱，故在考試時須有額外人力在旁邊報讀題目，讓智能障礙學生能

順利完成考卷，而考試時導師通常也在監考其他班級，此時行政人力的協助就

變得特別重要。而在課堂進行時，有時情緒障礙學生常常因突然的情緒爆炸需

要被帶到一旁冷靜，為了不影響課程的進行，A老師也會需要行政人員協助帶

離冷靜。C老師遇到的狀況則是班上智能障礙學生因家庭功能不彰，學生常常

缺課卻沒有請假，打了家長電話也不一定會接，但是低年級老師的課程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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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在早上，導致 C老師無多餘時間到學生家中去了解狀況，此時他就會請行

政人員協助到家找學生。而 B老師因班上的 ADHD學生在生氣時會跑出教室，其

實也期待能有行政人員來提供有效的協助，讓他能順利進行課程時不用擔心

ADHD學生的狀態。E老師則在妥瑞症學生在上課時間，因情緒高亢無法冷靜時

會請行政協助，將學生帶離冷靜，使自己的課程能順利進行。 

  從幾位受訪老師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在台東縣偏鄉的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需

要的協助最主要為人力。融合教育班導師因班上通常會有一般生與特殊需求學

生，在課程進行時，若特殊需求學生突然發生狀況時不一定有足夠的精力與時

間去處理，這個時候行政人員有效的協助就變得更為重要，但是因為行政人員

也不一定有專業背景，因此人力則是行政人員可提供的最重要協助。而這個研

究結果與陳彥瑾（2016）的主動向行政提出需求，以利教學順暢度。還有莊秀

妮（2015）與蕭妤安(2017)提的主動尋求相關支援協助相符合，倘若學校行政

可主動給予協助，如鈕文英（2006）提到的學校應該讓導師有所準備並提供行

政支援，其實會讓融合教育班導師更省力與更容易感受到被學校支持。 

 

 

二、特教端，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特教教師協助討論輔導特殊需求學

生的策略、提供符合能力的教材，並協助申請與尋找適合的特教助理員。 

  我會與特教老師一起討論情緒障礙學生的輔導策略。（A20220501-03） 

 

剛開始接的時候會跟特教巡迴輔導老師聊很久關於該如何協助 ADHD 學生

的學習。（B20220323-04） 

特教老師給了很多符合智能障礙學生程度的課程教材讓他在課堂上有事可

做，學生在面對簡單的教材時他有能力完成，所以作業會以特教老師的教材為

主。（C20220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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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與特教老師討論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我們私底下常進行交流，面對

不同的特殊需求學生，若遇到不同狀況時可使用的方法。（D20220429-01） 

 

  我每天都與特教老師在遇到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時會直接開口討論，並且

互相提供彼此嘗試過且有效的方法。（D20220429-08） 

 

  會詢問特教老師特殊需求生的症狀，例如對於自閉症學生有哪些方法對他

比較有幫助，然後特教老師給予的最大的協助是申請特教助理員協助我帶自閉

症學生。（F20220502-07） 

 

  雖然在台東縣偏鄉國小的特教教師大多是巡迴輔導老師，從幾位受訪老師

的訪談內容中可發現他們也是常常尋求特教教師協助，一同尋找最適合學生的

教學或輔導策略。C老師在面對班上智能障礙學生的課業十分困擾，不知道學

生的程度到底如何也不知該如何有效教學，因此會直接與特教教師討論，並尋

求適合學生的教材，讓學生在學習上是真正有成效的，且因特教教師給予的教

材剛好與課程內容有關，讓智能障礙學生也可以參與課程中，讓他不再只是課

堂裡的過客。而 D 老師的學校因為有駐點特教教師，他更是常常與特教教師聚

在一起討論與詢問特殊需求學生的習性與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時可使用的策略，

讓 D老師在帶班上更有能力去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發生事情，除了教學經驗的豐

富，時常與特教教師討論學生狀況與尋找解決策略，也使他在受訪老師中面對

特殊需求學生所遇到的困境時相較其他導師是比較少的。F老師則在與特教教

師的討論中得知有特教助理員可申請，也因為特教助理員的出現，讓他在課堂

中不太需要再因提醒自閉症學生課堂進度或提醒他專心而影響上課進度。 

  在台東縣偏鄉國小，大多數的融合教育班導師在特教專業知能上並不充

足，面對特殊需求學生往往擁有的策略並不夠多，也因為對於特殊需求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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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不了解，更是不清楚他們可能會發生的狀況，導致自己無法做好心理準

備，這時候尋求專業協助則變得十分重要。 

  當融合教育班導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遇到狀況時應尋求專業的協助，甚

至平時主動多去詢問特教教師，增進自己的特教知能外，也較知道該如何處理

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更是能得知其他可協助自己的特教資源。而這個結果在

許多學者（王慧娟，2012；許瑞珍，2020；莊秀妮，2015；張淑玲，2017；陳

瑞麟，2019；蕭妤安，2017）的研究中皆有提到在面對困境時，融合教育班導

師可多與專業人員諮詢、討論交流，以得到更完善的特教資源。 

 

參、家長端，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家長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完成作業，

並與導師共同教導與陪伴特殊需求學生學習的養成與規矩的建立。 

 

  作業的部分智能障礙學生與發展遲緩學生的家人都會協助，所以都有完

成。（A20220610-01） 

 

  有跟阿祖聊過 ADHD 學生的狀況，像是程度上不如其他學生，需要學生與

家庭共同幫助他，也會與疑似情緒障礙學生的姑丈、表姊一起討論如何應對學

生在家中的不當行為。（B20220608-01） 

 

  所以我一開始就建立只要行為表現不好就會直接跟家長聯絡，並在有狀況

時直接打給家長，請家長放學後協助處理規矩的建立。（D20220429-05） 

 

  教育往往不單是學校的事情，融合教育班導師其實更是需要家長一同協

助，才能讓特殊需求學生在學習上不孤單，因此若融合教育班導師能得到家長

的協助，將如虎添翼。雖然偏鄉大多學生在家庭功能上不足，但還是有願意陪

伴學生的家長，因此在功課上若有家長的陪伴，特殊需求學生更有機會順利完

成。且當親師合作良好時，讓學生將學校中學到的習慣延續到家中，才能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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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徹底的學習，並且不容易出現學校一套且家裡一套的情況，因此好的親師

溝通與合作才能更多的真正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特殊需求學生（陳彥瑾，

2016)，且當家長與導師一同討論輔導方案時，進而能提升家長在面對特殊需求

學生狀況時的處理能力與教養技巧，這樣才能夠真正協助到特殊需求學生，此

結果與傅秋馨（2020）的研究結果相符。 

 

參、小結 

  台東縣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因學校小班級少，且位處偏鄉，交通生

活機能不一定方便，導致找老師不容易。因此在學校中擔任融合教育班導師的

人雖然大學畢業卻連師資培育的相關訓練都沒經歷過，專業知能也不一定足

夠。偏偏特殊需求學生的狀況千百種，每一類學生的每一種臨時狀況都需要不

同的策略處理，這個時候融合教育班導師若處於孤軍奮鬥的狀況，其實是很容

易灰心喪志的，因此需要行政、特教與家長一同的協助，才能讓融合教育班導

師在輔導特殊需求生時是比較有力量的。 

  而融合教育班導師於行政端需要得到的協助最主要是提供人力。考試時為

看不懂題目的學生報讀考卷，在導師進行課堂時，能協助帶離情緒無法冷靜的

學生。特教端的協助則主要在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了解各種障礙類別學生的狀

況與習性，並一同討論適合特殊需求學生的輔導教學方案與給予適合學生程

度、能力的教材。在家長端的部分則需要家長於課後協助陪同特殊需求學生完

成作業，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嚴重狀況時一同給予教導，並且能夠將導師在班

上的學習與規矩延續到家中，使學生不會因為家裡與學校不同套而產生錯亂，

同時養成良好的習慣，此時融合教育班導師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便更加重要，

因為彼此為戰友。當學校端、特教端與家長端能一同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輔導

特殊需求學生時，導師對於特殊需求學生的輔導才能真正發揮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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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將前面第四章的訪談結果分析整理後做一個簡要的結

論，而第二節則依據研究的分析與整理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就研究結果分析形成下列結論： 

 

壹、融合教育班導師面臨的困境 

  融合教育班導師面臨的困境可分成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支援系統與專

業知能四部份，分述如下： 

 

一、課程與教學 

（一）有效學習不易： 

導師在課堂中要同時兼顧一般生與特殊需求學生有效學習不易。 

（二）不易了解學生狀況： 

特殊需求學生在表達與理解力較弱導致導師難以了解學生狀況。 

（三）工作負荷增加： 

作業完成狀況不佳導致導師需花額外時間陪伴完成，使工作負荷增加。 

   

二、班級經營 

（一）人際互動不佳： 

特殊需求學生因不知界線與分寸，導致人際互動不佳。 

（二）干擾行為： 

特殊需求學生容易出現干擾上課行為，導致導師需暫停課程處理干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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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師分身乏術： 

情緒與行為問題一再出現，使導師需要反覆處理，導致導師教學工作負擔過

重，分身乏術，甚至容易遭受波及。 

 

三、行政支援上與家長給予特殊需求學生的陪伴與關心不足，使融合教育班導

師一人包攬一切，工作負荷增加。 

 

四、融合教育班導師特教知能不足，使融合教育班導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的

臨時狀況無合適的策略處理或無法給予學生合適教材，使導師容易感到無力。 

     

貳、融合教育班導師使用的因應策略 

一、當特殊需求學生跟不上課業時且作業完成度不佳時，可適時調整課程與作

業的難度與進度： 

  可於課程上進行進度與難度的調整，給予符合能力的任務，同時降低對特

殊需求學生標準，將作業減量並給予能力所及的作業，讓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課

堂上進行的較順利，同時讓特殊需求學生也能從課業中得到成就感，而不至於

放棄學習。 

 

二、當特殊需求學生發生情緒狀況與不恰當言行時，多陪伴多理解不輕易妥

協，多提醒並以教導代替指責，給予冷靜空間並適時請他人協助： 

  當特殊需求學生發生情緒狀況與不恰當言行時應用陪伴與理解，且不輕易

妥協的態度處理狀況，事後不斷給予提醒，以教導代替指責會讓特殊需求學生

更能學到該學的規矩，而不是抗拒，並給予可冷靜的空間，必要時應請行政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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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需求學生與同儕相處狀況多，融合教育班導師應該一般生說明特殊需

求學生狀況，並給予正確相處方式，同時成為學生的榜樣： 

  與同儕的相處狀況連連時，融合教育班導師應向一般生說明清楚特殊需求

學生狀況，教導彼此正確相處模式，且由教師以身作則示範，並於一開始就要

與學生建立好良好的關係，師生間良好的關係才能讓教師在輔導上事半功倍。 

   

四、針對行政與家長端的支援不足，融合教育班導師可主動向行政提出需求，

並透過關心學生與家長建立信任關係，使教師在輔導學生上如虎添翼。 

 

五、關於融合教育班導師特教知能不足的部分，可上網查找資料，或向特教教

師尋求協助： 

  關於融合教育班導師特教知能不足的部分，可上網查找資料並詢問特教教

師關於特殊需求學生的特殊性與適合的輔導策略，或請特教教師提供適合特殊

需求學生能力的教材，以補足融合教育班導師在知能上的不足。 

   

參、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的協助 

一、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學校端適時提供人力，協助帶離情緒無法控制之學生

與考試時為需要的特殊需求學生進行報讀，讓導師的課程能順利進行。 

 

二、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特教教師適時的給予適合特殊需求學生程度的教材、

提供有效輔導特殊需求學生的策略與特教助理員的申請。 

 

三、融合教育班導師需要家長陪伴特殊需求學生完成學習作業，了解學生的狀

況給予適當的管教，並在教導上與教師的同步執行才能養成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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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供導師、學校行政人員、特教教師、

家長及未來之參考。 

 

壹、導師方面 

一、適時調整課程與作業並降低對特殊需求學生的期待。 

本研究結果發現雖然特殊需求學生在學習上較弱，也容易注意力分散，其

實大多是因為聽不懂課程內容，但是若導師能適時的調整課程內容與作業難易

度，其實特殊需求學生也是有能力學習。因此，建議導師能適時調整課程與作

業難度並在課中給予學生能完成的任務，增加他們對自己的信心與成就感，讓

他們不會排斥學習，且因了解他們的困境而適時地降低期待，也可降低導師與

學生的壓力。 

二、與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並花時間多陪伴與了解學生，拉近彼此的距

離。 

受訪老師表示，若都是用權威式命令來教導特殊需求學生，他們其實接受

度低，且不會理會導師。因此，建議導師花時間多陪伴與了解學生，建立良好

的師生關係，成為學生能信任的導師，當學生能信任且知道導師是關心與在乎

他們時，他們會更易接受導師給予的提醒。當他們發生狀況時，才能讓輔導發

揮最大的作用。 

 

三、不需要單打獨鬥，而是善用學校或特教資源，例如主動尋求行政協助，或

是申請特教助理員。 

從本研究中發現融合教育班導師常常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且因導師狀態

不好時，在處理學生上其實更容易挫折與無力。偏鄉學生容易出現狀況，因而

建議導師在面對學生狀況時，應主動尋求協助及支援，或與特教教師討論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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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學生是否有需要申請特教助理員協助的需求，讓導師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

時並非獨自承擔，也可降低教師的挫折與無力感。 

 

四、透過關心學生，並當事件發生時不執著在學生的錯誤，而是以想要共同協

助學生的心態與家長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 

從本研究中發現大多數特殊需求生的家長對於孩子的狀況是敏感的，且害

怕孩童被標籤化。因此，建議融合教育班導師在與家長溝通學生狀況時，並不

是用指責的方式，而是以想要共同幫助學生變得更好的心態與家長溝通，增加

家長的接受度，並建立彼此間良好的信任關係。教育不僅是導師的事情，若是

家長在學習上能與導師用同樣的標準同步執行，才可使特殊需求學生受到更完

整的照顧。 

 

貳、學校方面 

一、隨時注意融合教育班導師的班級狀況並適時地提供協助。 

  受訪老師表示，偏鄉的融合教育班導師在班級中往往需要處理的不只一位

學生的狀況，有時根本分身乏術，無法主動尋求協助。因此，建議行政人員於

上課時增加教室間走動，隨時注意特殊需求學生較多的班級的狀況，並於發生

狀況時及時給予協助，才不會造成融合教育班導師單打獨鬥的狀態發生。 

 

二、於考試時安排人力協助有特殊需求之學生進行試卷報讀。 

受訪老師表示，偏鄉的融合教育班級中會有多位特殊需求學生，他們在理

解上普遍較弱，不理解考卷題意，甚至在認字上也有狀況，因而在考試時更是

常常需要他人的協助，但每班的監考教師僅一位，實在無力應付。因此，建議

行政人員於考試時協助報讀試卷，以減輕監考教師壓力，並讓特殊需求學生不

因看不懂題目而無法順利完成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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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排適合的特教知能研習。 

台東縣的偏鄉普遍距離市區遙遠，從本研究中發現受訪老師大多數專業知

能的來源是自身搜尋資料、或是直接諮詢特教教師，且也有受訪教師提到其實

很多時候很缺乏很實務上的策略。因此，建議學校可向導師進行調查，以確定

導師需要哪方面的特教知能的增強，藉此才可安排更符合導師需求的特教知能

研習。 

 

參、特教方面 

一、主動提供融合教育班導師適合特殊需求學生程度的教材與輔導策略。 

  從本研究中發現融合教育班導師在特教知能是不足的。因此，面對特殊需

求學生時除非經驗足夠或是曾經接觸過，就會出現面對有狀況的特殊需求學生

時沒有適合的輔導方式去處理，且不知道在學業上該如何協助特殊需求學生。

又因身為導師班級事務較多，因此，建議特教教師主動提供融合教育班導師適

合學生程度的教材與適合輔導特殊需求學生的策略，使其不會因沒有找到適合

的策略而無能為力。 

 

二、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申請特教助理員。 

本研究中發現，其實不論是課堂中或放學生特殊需求學生是很需要他人的

陪伴來完成各種任務，甚至需要他人頻繁的提醒才會知道該做的事情。但是身

為融合教育班導師，還有其他學生也需要照顧，無法將心思一直方在同一位學

生身上，因而建議特教教師可協助融合教育班導師申請特教助理員，讓導師在

上課時有其他人可協助提醒學生當下該做的事情，藉此減輕導師們的負擔，同

時讓課程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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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長方面 

（一）與教師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 

受訪教師表示，教育從來就不單是學校的事情，也需要家長的共同協助，

因此建議家長與導師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讓彼此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上並非

孤軍奮鬥，而是有其他人可以共同執行。 

 

（二）學習上多陪伴孩童。 

從本研究中發現，偏鄉國小的家長對孩童的管教大多為放任狀態，導致導

師在特殊需求學生上的學習需要額外花更多心力去處理，也發現有家長陪伴的

特殊需求學生是有能力將事情做好。因此，建議家長應於多花時間陪伴孩童完

成學校的作業，或是花時間了解孩童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同時讓學習從教室延

伸到家裡，才可使特殊需求學生真正有效學習。 

 

伍、未來研究方向 

以下針對研究對象及研究地區提出以下建議： 

一、以研究對象而言，可增加其他在學校的教師一同來探討融合教育班問題。 

本研究所選擇的六位在台東縣偏鄉國小擔任融合教育班導師大多有多年教

學經驗，教導過多名學生，在處理學生時狀況都十分主動積極學習與尋找策

略。因此，在問到困境與因應策略時，其實大家的意見都相當一致，若希望能

更完整得知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教師所遇到的困境，在研究對象中可納入其他

在學校中有與特殊需求學生接觸且會對其進行教導的對象，例如球隊教練、護

理師、訓導組長等，才可得到更多面向的資料，使研究更完整。 

 

二、以研究地區而言，可用其他偏鄉作為研究的地點。 

本研究主要研究地區在南迴，然而台東的偏鄉還有分山線與海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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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因人員組成的不同，所遇到的問題不一定相同。若要真正深入了解台東縣

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所遇到的困境，可針對不同地區的偏鄉進行研究，以

真正呈現偏鄉國小融合教育班導師遇到的困境。 

 

三、以研究對象而言，可針對初任融合教育班的導師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大多在教育界待過數年，經歷會比較豐富，雖然特教專

業知能不一定足夠，但能主動及有效尋求因應策略及支援。但對初任融合教育

班的教師們，是一場真正的考驗。而台東縣偏鄉國小，因地區的偏遠與師資的

缺乏，擔任導師的人不一定都有受過專業的教育訓練，所畢業的科系更是可能

與教育毫無關聯，若想更了解教師面對融合教育班會遇到的困境，可藉由更深

入的研究來了解並歸納無教育背景的人在融合教育班所面臨的困境。也可以行

動研究的方式協助初任融合教育班導師找到解決策略，並做好準備，以降低他

們對初次帶班的不確定感與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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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導師背景: 

1. 擔任幾次融合教育班導師?共多久時間？ 

2. 班上曾經或現在有過哪些類別的特殊需求學生？ 

3. 是否有修過特殊教育相關課程或參加過相關研習？ 

輔導困境: 

1. 在面對融合教育班時，您覺得哪一個部分最困難？ 

2. 在輔導哪些種類的特殊需求學生時讓您覺得最不容易? 

3.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您覺得哪些部分最不容易（行為的改變、習慣的養

成、家長的配合、行政的支援）? 

4.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你曾遇過哪些困境? 

班級經營與輔導策略: 

1.  面對不熟悉的特殊需求學生時，您通常最一開始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2.  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不恰當的行為時，您曾使用過哪些方法？成效如何？ 

3.  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不恰當的言語時，您曾使用過哪些方法？成效如何？ 

4.  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干擾上課的行為時，您會如何處理？ 

5.  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情緒上的狀況時，您會如何處理？ 

6.  當特殊需求學生出現不合作的行為時，您會如何處理？ 

7.  面對學業趕不上的特殊需求學生，您會如何處理？ 

8.  在教室環境中您是否有做哪些特別的配置? 

9.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您使用過或觀察過哪些方法發現並不管用？ 

10. 您是否曾請行政端協助管理或是行政端是否曾提供過哪些協助?他們提供了 

哪些協助? 

11. 您是否曾與特教老師一同討論特殊需求學生的輔導策略?主要討論的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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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 

12. 您平常會用哪種方式與家長進行聯絡以保持良好關係? 

13. 當您與特殊需求學生家長溝通學生狀況時，家長們的態度是什麼？ 

14. 您是否會使用一些策略或規定營造班級的氛圍或是控制班級秩序? 

15. 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您覺得身為一位導師最需要的協助是什麼？ 

16. 您覺得在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時，身為導師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