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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人員 在特教學校的角色與功能 

 

文／林珮如  

 

隨著融合教育的世界潮流趨勢以及在「零拒絕」的法令保護下，不僅普通班

的輕度障礙學生增加許多，許多重度與極重度且多重障礙的學生，也進入特教學

校就讀。 

  

筆者目前服務的特教學校，以重度與極重度學生居多，且其障礙類別多屬多

重障礙，這些身心障礙學生由於個別差異性大，障礙程度與類別不一，而呈現多

樣化的需求。故在保障每個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的同時，只靠單一特殊教育專業

無法完全滿足學生的特殊需求，需要其他各領域專業共同合作，才能提供更適切

的服務。因此，整合特殊教育與相關專業服務，提供完整且全面性的服務是目前

重要的特教趨勢，也是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落實回歸主流與融合教育的必要方

法。 

  

相關專業人員介入學校，並不只是在不同場所提供醫療服務，彌補學生無法

到醫院做復健的不足，主要目的為協助教師解決學生學習與生活上的問題，進而

排除學生在校參與學習生活的主要障礙，有助於提升學生個人功能，以促進學校

活動的表現及情境的參與。 

  

不同於醫療體系只著眼在身心障礙學生身體與結構的復健，學校系統的相關

專業人員應著重學生在學校環境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提供特教教師、家長相關

專業服務上的建議，協助學校教師、行政人員與家長具備解決學生問題所需的能

力，才能有效解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各層面所遭遇的困難。 

  

有別於一般學校，特教學校的特色，是有相關專業人員的員額編制在學校提

供服務，並可經由評估及觀察學生在教育情境下的表現，決定相關服務的內容，

以協助教師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幫助學生發揮最佳教育潛能，從特殊教育

中獲益。 

  

以筆者任職的特教學校而言，自民國九十一年成校以來，即陸續聘用了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全校身心障礙學生統整性的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但

少數的相關專業人員，要服務全校三百多名從幼兒部到高職部的身心障礙學生，

傳統的專業抽離服務模式在時間分配上並不可行，且療育效果無法發揮。 

  



在學校中，教師和學生相處的時間最多，除了進行教學活動，也提供生活或

行為上的輔導，可說是最了解學生表現與需求的人，因此，在相關專業人員不足

卻期望達到最大訓練效果時，以特殊教育教師為主的專業融合模式，應是特教學

校最佳選擇。 

  

因此，本校以「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的精神為努力的目標，規畫團隊運作

模式，以期達到專業訓練與教學結合的目的，進而排除學生參與學校生活的主要

障礙。 

  

在團隊合作模式中，特殊教育教師責無旁貸需要負起團隊運作的主要責任，

擔任學生的個案管理員。在各專業人員秉持專業釋放的哲學，跨越專業界限，將

各自的專業知能，以間接或諮詢服務的方式，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的主要訓練

者———特教教師；特教教師則統整各專業建議，並將之融入相關課程與教學中。 

  

同時，相關專業人員與教育行政人員、特殊教育教師、家長共同參與評估及

討論的過程，共同擬定介入計畫，並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會議，討論實施的問題，

並提供專業技巧的訓練。 

  

經過多年的努力，「跨專業的合作服務模式」已漸具雛形，同時配合學校落

實教師個案管理政策，於九十五學年度起，開始全面推動相關專業人員入班服務

模式，更希望建立治療師責任制，以適時解決教師在教學上碰到的問題，進而主

動發現學生問題。 

  

此外，如何將治療師的建議融入教學，不僅對執行者———特教教師是一大

挑戰，對建議提供者———各專業治療師更是一大挑戰，提供的建議是否能融

入、符合教師教學的需求，或徒增教師的負擔，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父母 孩子第一個語言教師 

 

文／謝丹琴 

 

下課時，又聽到亞倫對著同學罵髒話。 

  

亞倫每次和同學吵架時，不僅口出惡言、行為暴戾，連三字經也會不經意罵

出口。雖糾正數次，也在聯絡簿上請家長配合指導，但成效不大。亞倫父母平常

對孩子管教就是如此，亞倫在耳濡目染下，難免也習得許多不當的言行。 

  

俗話說：希望孩子成為怎樣的人，自己也必須是怎樣的人。孩子一出生，首



先接觸的是父母，因此，父母可說是孩子的第一個語言教師，也是孩子最主要的

語言模仿對象。只是孩子還小，是非觀念不清，對於模仿的語言不懂得意思，就

套用在生活中，作為同儕之間及社會的交流用語。 

  

父母既然是孩子的第一位語言教師，除了表達方式外，也包括了語調、語音

的正確與否。最常見的構音及口吃問題，除非是孩子的生理因素，如：舌繫帶太

緊、聽力障礙，大部分都來自模仿。 

  

淇淇就是一個案例。 

  

第一次發現淇淇有嚴重的構音問題，是在幼稚園暑期正音班輔導課。由於淇

淇說的話同學聽不大懂，和同學之間的溝通發生了問題，只好獨自一個人躲在角

落玩。 

  

放學時，媽媽來接她，我發覺媽媽也有構音的問題。媽媽聽從我的建議，帶

淇淇去醫院做檢查，確定淇淇在生理上沒有問題，就請語言治療師幫忙矯正。 

  

上課時，我利用圖片，找出淇淇錯誤的音，再利用鏡子、壓舌板、吹氣等方

式，讓淇淇了解舌頭擺放的位置、氣流的振動，再指導該音的正確讀法。 

  

就這樣由字到詞，再由詞到句，每天依序指導，並把資料給淇淇的媽媽，請

她回家讓淇淇反覆練習。經過一段時日後，淇淇講話已比以前清楚，信心也恢復。 

  

父母如果發現孩子會把「學校」說成「覺叫」、「蛋糕」說成「大糕」，那就

是孩子在語言上有了問題，只要透過專業教師及語言治療師耐心、愛心的積極矯

正，就能發揮成效，千萬不要有「長大自然會說得好」的迷思；而不當的言行，

則端賴家長的教養。但是，與其事後補救，不如事前防範，因為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個語言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