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2 特殊教育  

 

低收入身障兒  家庭支援服務與輔導  

 

文／黃明煌、張菁吟  

 

特殊教育所重視的不只是照顧身心障礙學生，還包括對身心障礙

學生整個家庭狀況的了解與介入。若能掌握學生家庭的個別需求，給

予適時且適合的家庭協助，家庭支援服務才更具意義。  

 

以下分享啟智班教師運用特教專業能力，結合學校、社區資源支

援具身心障礙和低收入戶家庭的輔導過程。  

 

【個案家庭描述】  

 

個案是四年級智能障礙生，與母親及祖母同住，一家三人都是身

心障礙者，具低收入戶證明，目前由家扶中心協助關心與指導。  

 

【實施方式和情形】  

 

從個案入學開始，導師了解家庭情況後，積極為個案家庭尋求多

方資源及協助。除了執行學校（輔導室或特教組）所設計的家庭支援

服務內容外，更針對家庭個別需求提供迫切援助。實施方式和輔導情

形如下：  

 

班級導師方面  

 

1.設計適當輔導課程：於開學一個月內為個案設計適當的 IEP（個

別化教育計畫）內容。若具有偏差行為，給予適時矯正與輔導。  

 

2.適時關懷輔導家長與學生：個案家庭成員都是身心障礙者，生

活起居能力困難，應適時提供必要的諮詢、輔導與關懷。  

 

  3.進行家庭訪問或電訪：每日以家庭聯絡簿或電話聯繫，與家長

保持密切聯繫，以掌握個案在家中的生活情況或行為表現。搭配學校

行事曆進行家訪，實際教導家長相關教養技能。  

 

  4.配合社工師的扶助計畫：與社會處社工師保持良好互動，一起



討論或配合執行扶助計畫（例如：「營養早餐計畫」）。  

 

  5.落實認輔制度：導師直接擔任該生認輔教師，在專業輔導下，

協助心智、人格正常發展，增進輔導功效。  

 

  6.申請獎助學金：在每學期初，提醒家長到鄉鎮公所索取低收入

戶證明，以申請符合資格（低收入戶）的獎助學金，包括政府機構（如

特殊教育獎助學金、學產基金）以及民間團體（如廟宇獎助學金、樂

善助學金）等。  

 

  7.教養知能資訊提供與實際教導：每週或每月提供教養資訊供家

長閱讀。家長若有閱讀困難或能力不足，可藉口述或實際教導方式，

傳達觀念或相關技能。  

 

  8.鼓勵家長多參加成長講座：鼓勵弱勢家庭成員參加學校或社區

辦理的家庭成長研習或親子共學活動，以獲得更多家庭教養知能的相

關訊息。  

 

學校方面  

 

學校行政支援是弱勢家庭家長教養子女時的一大後盾，導師可結

合各處室資源給予適時的經濟支援，彌補家庭經濟窘境。  

 

  1.總務處方面：每學期初向總務處申請學雜費費用減免。  

 

  2.訓導處方面：每學期初向訓導處（午餐承辦者）申請午餐費用

減免。在學期末，可索取失物招領未領回的較佳二手衣。  

 

  3.輔導室方面：每學期初向輔導室詢問一些獎助學金的申請管道

與訊息。並儘快完成高風險家庭通報，以獲更多的社會關注。  

 

社區資源方面  

 

透過各縣市家扶中心整合社區資源，社區中善心人士或店家可適

時伸出援手，包括尋求學校附近愛心早餐店提供營養早餐；安親班提

供課後輔導服務，彌補家中文化教育資源不足；社區志工媽媽定期到

個案家中指導家長整理環境，保持周遭清潔。  

 



輔導過程發現，同時具身心障礙且低收入戶的家庭是社會更弱勢

的一群，除了需要學校與老師合力協助外，政府機構或社會局應針對

此類型弱勢家庭發展出因應配套措施，比如訓練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能

學習、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就業機會，以及建立正確的家庭理財觀念

等，才是長遠之計。  

 

 

落實最少限制環境  

 

文／吳惠如  

 

開學三週後，學校轉安置一個「身體病弱」的疑似肺血鐵沉積症

學生。由於學生母親表示，孩子不能吸入過多灰塵、不能參加空間移

動等耗體力活動，低年級時到校次數不多，希望未來能增加孩子到校

時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因應學生身體機能的特殊情形，立即

召開會議，討論學生在校學習及生活的彈性調整。  

 

相關專業團隊人員召開會議之後，因應學生生理及心理的機能，

做出下列決議及調整事項：  

 

環境方面：在學生第一次到校前的假日，進行教室吊扇灰塵清理

等全面環境清潔工作。配給學生及其母親電梯鑰匙，以利空間移動，

降低氣喘發作機會。總務處人員利用週三下午定期清理原班級教室，

以及自然教室和英語教室等專科教室內學生不易擦拭到的高處灰塵。  

 

全校宣導方面：班導師向全班同學說明該生身體情況，讓同學了

解如何和他相處，也避免發燒同學的接觸傳染。輔導室主任於全校教

師晨會說明該生安置班級、學校調整事項及相關生命教育宣導。  

 

教育課程方面：因該生體力因素，只宜上上午四大節課程；課程

安排以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技等室內課程為主，空間移動則安

排靠近教室的自然科技及英語科課程。免除在室內密閉空間的電腦課

及戶外體能的體育課。  

 

作業評量方面：報請教育處學管科備案，依學生身體狀況給予最

大彈性空間，及最大優勢能力來進行學習成績評量。例如：藝術與人

文課程以欣賞或繳交作品；學科定期評量也依學生身體狀況而改變考

試環境。  



 

醫療處理方面：考量學生部分含鐵的食物無法食用，中午不在校

用餐。校護、導師及相關教師也了解學生發病時的處理流程。  

 

「最少限制環境」是為特殊學生所提供的教育情境與機會，要儘

可能和普通班越接近、越類似越好，這也是落實特殊教育理念的重要

課題；不僅是硬體空間環境的改變，也應包含心靈接納抽象的調整，

才能真正幫助不同障礙類別的特殊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