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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特殊教育兒童人權 

受訪者／林佳範（教育部人權教育委員會委員） 採訪／陳可捷 

 

 近年來，人權意識高漲，包括兒童人權、特殊兒童人權都日益受到重視，政

府也陸續訂定相關法律，給予兒童保障。不過，社會大眾對兒童人權的定義，以

及特殊兒童的人權，仍有不了解或誤解之處。特殊教育專刊特別訪談教育部人權

教育委員會委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林佳範說

明。 

 

什麼是兒童人權？ 

 

 林佳範表示，根據聯合國定義，兒童指的是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跟目前稱

呼國中生、高中生為青少年、少年並不相同。至於人權，簡單來說，就是「做一

個應該受到保護、保障的基本尊嚴及尊重」，人權不會因為身分不同而有所不同，

人人皆享有這個權利，包含言論自由、人身自由等，其他人不能任意剝奪這些權

利。 

 

 兒童人權又與一般人權有些不同，因為相較於成人而言，兒童屬於弱勢族

群，容易受到歧視、忽略，且兒童獨立性、成熟度也不足，所以需要被優先、特

殊的保護，以避免兒童受到侵害。 

 

 依照聯合兒童權利宣言，兒童享有一些獨有權利，包括兒童有獲得健康發育

成長的權利；在身體上、精神上或社會方面有障礙的兒童，應依特殊狀的需要，

獲得特別治療、教育和保護的權利。 

 

 兒童也享有人格和諧成長的權利，意味著在父母的負責任的保護下，兒童能

在具有愛情、道德及物質的環境保護下獲得養育。而且，除非特殊情況，幼兒不

得與其母親分離，社會及公共機關更應對無家可歸的兒童與無法維持適當生活的

兒童，給予特別養護的義務。另外，對於子女眾多的家庭，國家及其他相關機構，

則應提供適當經費援助。 

 

 當然，兒童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且至少在初等教育是免費、義務的，同時擁

有均等的教育機會，負責輔導、教育兒童的人，更要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輔導原

則。兒童還擁有遊戲權及娛樂權，遊戲和娛樂活動必須具有教育目的，社會及政

府機構必須努力促進兒童享有這些權利。 

 



 林佳範表示，臺灣雖然受限於國際情勢的關係，並沒簽署這項宣言，不過國

內許多法律的精神都與宣言內容一致，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另外，兒少法雖

未提及遊戲權及娛樂權，但在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規畫中，也在人權教育裡納入

遊戲權與娛樂權概念。 

 

身心障礙兒童的人權 

 

 與一般兒童相比，身心障礙兒童是「雙重弱勢」，一是具有兒童身分，另一

則是具有身心障礙的身分。 

 

 林佳範指出，對於身心障礙兒童，一般人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可憐，另

一種是覺得他們有病。但從人權的角度來看，這兩種看法都太過狹隘。 

 

 因為站在人權的觀點，身心障礙人士與兒童享有的人權與你我相同，並沒有

什麼不一樣，但由於身心障礙者身心情況與一般人不同，在尋找工作機會等方

面，未被受到平等對待，因此需要額外協助，保護他們的人權。 

 

 他強調，過去一般人會認為社會各界提供給身心障礙人士及兒童的協助，是

「福利」而不是「權利」，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所以過去保護身心障礙者的法律

稱做「殘障福利法」，現今已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就如同學校裡的電梯只提供給身心障礙人士使用，或是特殊教育教室只提供

給身心障礙兒童使用，這些都不是身心障礙者的「特權」，而是因為他們需要，

政府或學校必須提供類似的「平權措施」，讓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享有同

等的人權。 

 

身心障礙兒童的受教權 

 

 對於身心障礙兒童來說，受教權是過去較容易被忽略的人權之一。林佳範

說，以前曾有學校以校內沒有特教班，拒絕學生入學，剝奪學生就學的權利；但

現今在相關法律規定「零拒絕」的原則下，學校不能拒絕任何身心障礙學生，保

障了身心障礙兒童的受教權。 

 

 身心障礙兒童入學該如何教育，則成為另一個人權議題。傳統的做法是把所

有身心障礙學生集中成班，讓教師提供適當協助與學習資源。不過，這種安排方

式卻出現標籤化、隔離，甚至放棄教育等問題。 

 

  也因此，回歸主流教育成為另一種安排身心障礙兒童的模式。林佳範表示，



目前法律也規定，學校必須提供身心障礙兒童一個「最少限制的環境」；也就是

說，如果學生想要就讀普通班，學校必須尊重他的意願，不能剝奪他到普通班學

習的權利。 

 

 他指出，身心障礙兒童到普通班學習，不一定會造成困擾，在具備相關專業

知識教師的帶領下，反而會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與機會，一方面讓身心障礙兒童

學習更多，一方面也讓其他學童認識到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人。 

 

 事實上，過去他就曾看過在學校細心指導下，一個原本有視障、語障的小女

生，回到普通班讀書、經過教師訓練後，突破本身障礙，在全校演講比賽獲得前

三名的好成績。 

 

資賦優異兒童的人權 

 

 根據我國特殊教育法，特殊兒童除了身心障礙兒童以外，也包括資賦優異兒

童。但站在人權的觀點而言，林佳範說，資賦優異兒童與身心障礙兒童不同，不

是因為「弱勢」而需要保護，而是因為「不同」而需要提供特殊的安排。 

 

 他也強調，所謂資賦優異兒童，指的是天生具有卓越潛能的人，所以經由補

習獲得高分的學生不是資優生，學業成績好也不一定是資優生，學業成績不好也

不一定就不是資優生，資優生必須靠專業鑑定才能判定。 

 

 資優生在教育上需要被重視的權利，是適性教育的安排，不能壓抑他們的發

展，應提供適合他們能力的教育和學習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