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組討論

1. 什麼是特殊需求學習者？

2. 為什麼需要界定？

3. 如何看待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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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習需求(一)
特殊生名稱的緣由與人群關係的流變

曲智鑛、陳嫺霓、張智捷、毛佳佳、
游士賢、鄭瑋漢、黃茂荃、李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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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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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特殊需求學習者？

無法依靠自身力量解決某類型的困難

有特質的

符合醫學診斷

在課堂上常常坐不住、發出噪音、無法控制

跟大部分的人表現不一樣

別人看待他的眼光

資優生

無法適應體制內學校



我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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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大部分人的表現不一樣

2. 特質（對某些事物有特別的反應，如：對教室喧鬧聲特別敏感、無法接受課程安排突然的改變。）

3. 在課堂上常常坐不住、發出噪音、無法控制

4. 符合醫學診斷上的要求、確診

5. 無法依靠自身力量解決某類型的困難

6. 別人看待他的眼光

7. 多元模式的角度，生物、心理、社會(環境)多重因素交重的結果，如：原住民



為何需要界定？



便於溝通：確認身份

有效處理：專業化的支持

便於管理：確認社會福利

制度、提供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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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
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
礙、輕度自閉症等類型
的學生，因為認知正常，
大都會在資源班，學習
簡化調整的課程。

特教班
認知缺損較嚴重的，像
是中重度智能障礙、自
閉症等，較適合在特教
班，學習跟實用技能相
關的課程。

只要孩子的障礙程度
達到進入特教學校的
標準，各縣市的鑑定
輔導安置委員會（鑑
輔會）就會建議孩子
進入特教學校就讀。

特教學校



資優班

• 1.招生鑑定程序：班級推薦、團體智力測驗、個別智力測驗、

入班觀察、鑑定安置

• 2.團體智力測驗(SPM)百分等級八十以上﹐再參酌國語、數
學

科成就測驗為原則﹐取最優人數60人參加個別智力測驗。

• 3.個別智力測驗結果總智商達1.5個標準差(即智商122)以上

上者﹐經校內鑑定會同意後入班觀察。



如何看待特殊？
特殊教育從無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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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心理 社會

交互作用的結果
生物：基因、遺傳、體
質等，可被觀察到的；
生理性因素

心理：認知-情緒-行為
面向等，內在心理因素

社會環境：所處的生態環
境系統內各面向，小至家
庭、學校、人際、社會價
值，大至政治政策、經濟、
氣候、自然環境

並非單一原因造成學生
在學習中的困難，而是
三者相互牽動、互相影
響



社區

班級
學校

家長
共學
團

學習
社群

大學
開放性
資源

社福
組織

醫療
院所

特教
輔導
資源

社會文化

國家政策

自然環境
社區
人文
自然
環境

網路資
訊環境

經濟脈動

家庭

學生

生態系統觀的脈絡性評估

政大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陳嫺霓

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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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
文化

社會常規
情境脈絡

特質
症
狀

功能
減損

障礙

疾病

問題解決
治療
方式?

標準、人因、生理因素

社 會 建 構 的 產 物

發現精神分裂症
在泰雅、排灣、
賽夏、阿美等原
住民族發病率低
(林憲，1961)
華人文化特有的
縮陽症、腎虧(林
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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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中華民國各縣市 自閉症數 與 人口數

縣市人口數*千 自閉症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衛福部身心障礙統計/內政部戶政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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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汙名化
病態化
弱智化
家庭

服務模式多元
▪案主焦點

▪鄰里
▪社區發展
▪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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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是特殊的，每個人都有其特質。



大陸的觀點
什么是特殊？为什么需要界定？如何看
待特殊？两岸可能合作努力的方向

演講者:毛佳佳



什么是特殊？

政策界定：身体残疾的儿童（可领取残疾

人证）

民间机构：泛指暂时或较长时间内，需要

特殊关注、特殊教育、特殊陪伴、特殊帮

助的孩子，并非狭义上生理有疾病的“特殊

教育儿童”，包括各类学业不良、人际关系

不良、家庭各类问题、身体健康因素、行

为习惯问题等引起的儿童情绪问题、行为

问题等心理上需要特别支持、关注、帮助

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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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界定？

政策：在界定的特殊范围内，可以享有相应的福

利与资源。有医院证明（证明身体情况）、病历

或证件（残疾人证等），并通过残疾儿童入学鉴

定委员会的鉴定认证，才可以享有影子导师、资

源教室等相关资源。有费用减免、生活补助、体

育免考等照顾政策，相应的特教也有按次的补贴

经费，影子导师受融合教育指导教师督导。政策

覆盖义务教育阶段。

残联补助：需要满足0-6岁或家庭经济困难等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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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界定？

独立机构：

根据每个孩子评估的结果不同，其发展的

需求、专业技术支持的需求、环境的需求

来提供合适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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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特殊?如何对待特殊？

安格：不给孩子贴标签，平常心对待，只看作有某一样特质的普通人而已。

体制内学校：

1. 老师忽视、无视孩子的存在，少部分同学看在眼里，边缘化孩子；

2. 孩子的成长基本上完全依赖家长自身的行动。

国际学校：

1. 老师能够和孩子建立链接，同学可以比较好的接纳；

2. 小班制辅导，中学阶段前能比较平均的得到应有的关注，但随着年

龄增大、学业难度变高、相匹配的学校资源短缺，都使得孩子很难

找到合适的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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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可能合作努力的方向

一、現在可進行

1. 现有的实际操作经验分享

2. 现有的工具技术共享

二、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1. 联合同类别机构做资源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支持；

2. 学校-社会衔接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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