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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平常在班上上課的時候，我們總會看到有幾位同學在國語課、數學課會被資

源班老師帶去其他地方上課，只要他們留下來的課，我們會發現他們似乎比較難

跟上我們的進度，使得課堂老師都要花額外的時間去教他們，因此身為小論文研

究人員的我們，想要知道究竟太昌國小的老師們與那些同學們的相處情形與互動

模式，透過這場小論文比賽的準備，與負責帶領我們的指導老師一起走進這場冒

險! 

 

二、研究目的 

 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並使用研究方法尋找太昌國小校內資源班學生的環境需求

並透過實際探討與問卷發放去了解老師們對於融合教育的看法，用實際探索的方

式去找出融合教育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三、研究問題 

 （一）什麼是最令學校老師困擾的特殊生需求？ 

 （二）普通班老師對於特殊生融合教育的看法。 

 （三）歸納現場老師所遇到的實施融合教育的問題與挑戰。 

 （四）如何透過行動研究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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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特殊生：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條所認為的「身心障礙」指的是因為

生理或心理功能異常，經過專家測定後發現需要給予特殊服務，如特殊教育介入。

本研究所稱之特殊生為太昌國小校內普通班接受資源班特教服務的學生。其中特

殊教育法將特殊生區分為十三類別，搭配《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各

類別定義如下： 

 
類別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定義 

本校

人數 

1 智能障礙 
指個人在發展階段，其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

學習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落差。 
1 

2 視覺障礙 

由於先天或後天因素，視覺器官的結構存在缺損或

視覺功能部分或完全受損。經過矯正後，視覺辨識

仍面臨困難，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0 

3 聽覺障礙 

指由於聽力損失，導致聽覺功能受限或在參與以聽

覺為主要方式的活動時能力受阻，影響學習活動的

參與。 

1 

4 語言障礙 

言語或語言符號處理能力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

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

動。 

0 

5 肢體障礙 
指上肢、下肢、軀幹或平衡功能受損，從而影響參

與學習活動的能力。 
0 

6 腦性麻痺 

指因腦部在早期發育階段遭受非進行性且非暫時

性的損傷，導致動作、平衡和姿勢發展受阻，從而

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0 

7 身體病弱 
身體病弱指的是因罹患疾病而導致體能衰弱，需要

長期療養，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0 

8 情緒行為障礙 

指長期出現顯著異常的情緒或行為，顯著影響學校

適應，且障礙並非由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

引起。 

1 

9 學習障礙 

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的注意力、記憶、理解、知覺、

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問題，在聽、說、讀、寫或

計算等上出現顯著困難；且非由感官問題、智能障

礙、情緒問題，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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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融合教育：太昌國小以分散式資源班的形式實施融合教育，將輕度障礙

的學生之國語、數學、特殊需求課程進行獨立上課，在不影響所有學生的權益之

下，其他課程皆留在普通班並最大限度配合普通班課程與活動，以達成普通生與

特殊生的融合教育。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太昌國小全體行政人員與老師、十位普通班學生、太昌國小資

源班學生。 

（二）依照對象設計三份不同問卷，其中分成教師組、普通學生組、資源班學生

組，教師組內容為平日對於特殊生的看法及相處困境；普通學生組為平日跟特殊

生一同上課所遇到的問題及對於他們的看法；資源班學生組則透過特教老師的報

讀服務在旁邊進行協助表達他們對於平時上課的困難與需求。 

（三）研究流程 

 

 

 

 

 

因素直接造成。 

10 自閉症 

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導致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

興趣表現上出現嚴重問題，在學習和生活適應方面

有顯著困難。 

6 

11 多重障礙 
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造成之障礙，導致學習

受到影響。 
1 

12 發展遲緩 

指未滿六歲的兒童，由於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

素，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

生活自理等方面的發展顯著落後於同年齡的同

儕，且其障礙類別尚無法確定。 

0 

13 其他障礙 
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障礙類別無法歸類

在前面提及的障別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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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與分析 

為調查出符合主題之研究結果，我們依照教師行政組、普通班學生組、資源

班學生組進行三線的問題設計、訪談，由於篇幅過大在此將不展示題目，底下將

以題目、統計替代呈現，本次發出問卷數分別依照三個組別個別為教師組 25份，

回收 20份，回收率為 80％、普通學生組 10份，回收 10份，回收率 100%、資源

學生組 15份，回收 10份，回收率 75％。 

1.教師行政組問卷分析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最令老

師們在意的是自閉症學生的

上課狀況及無法聽懂指令。 

本次問卷我們先設定好要訪

問的人，主要對象是全校的

行政與老師們，其中以班導

跟行政參與最為踴躍。 

從圖表中可看到，紅色跟

黃色的區域是讓老師們最

認為融合教育的問題與挑

戰，兩者皆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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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通班學生組 

 

 

 

 

 

 

 

 

 

從普通班 10位同學的答案可

知道，相對多數的同學是覺

得愉快的。 

表單中有 12位表示同意、7

位表示不同意，無意見的則

有 2位。 

且相對多數的同學是願意和特

殊生一起在下課玩遊戲的。 

從圖中可得知，橘色跟藍色

的區域分別有 45及 35%，但

可以發現都需要特教老師與

普通班老師進行互相的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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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源班學生組 

 

 

 

 

 

 

 

 

 

我們首先調查資源班的同學

在班上和同學相處的情形，

發現這些同學有 60%都有和

同學發生衝突的經驗。 

從圓餅圖裡可以知道，70%的

學生希望下課的時後可以有

小天使陪他們玩。 

無可避免的，總會有發生衝突

的時候，而表單中有七人有過

此經驗。 

從回答中不難看出，其實

普通生對於幫助特殊生融

入班級的方法不外乎與人

際相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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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論 

 一、以問卷調查的形式，探討在融合教育的潮流底下，全校師生（含資源班學

生）在普通班環境的需求，其中發現教師端需要的是更多的特教老師協助，而資

源班學生的部分則是在人際互動上有所需求。 

 二、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成三組將他們的需求及困境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結論一：行政/學校老師組的困境及期望策略。 

1. 在大班級內必須同時顧及普、特生的學習情況，影響到進度。 

2. 特生無法理解上課內容、甚至無法配合老師的指令，讓老師們感到很

頭痛。 

3. 將屬於資源班的學生部分的課程抽離，由特教老師來幫助他們上課，

提供普通班老師喘息的時間。 

4. 特教老師定時到普通班提供老師們諮詢的時間，甚至幫忙協助老師上

課。 

大部分的資源班同學在原來

的班級內都有能一起玩的好

朋友。 

假設將綠色、藍色的區域合

併一起看，其實大多數的同

學最在意的就是屬於遊玩、

和人際關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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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二：普通學生組的困境及期望策略。 

1. 日常在跟特殊生相處時，會覺得無法理解他們的行為模式，不清楚要

如何跟他們一起上課。 

2. 也因為不了解他們，填問卷的多數同學跟特殊生產生了一些衝突。 

3. 給予特殊生們更多的與人相處的機會 ex.安排小天使、特教老師協助教

學他們與人相處的小技巧。 

 結論三：資源班學生組的困境及期望策略。 

1. 沒有足夠的社交技能與其他同學良好的相處。 

2. 因沒有足夠的社交技能而和其他同學產生衝突。 

3. 安排小天使在上課稍微給予協助、下課時一起遊玩。 

 

（六）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一、限制 

1. 大班制度之下，老師難以顧及全局。 

2. 因資源班學生很多課被抽離，相處時間有限。 

3. 每一名老師對於特殊生的包容度與對融合教育的認識不盡相同。 

4. 許多同學不願意接受問卷調查，原因是對研究有所顧慮，擔心會被研

究的同學們貼上標籤。 

二、未來方向與反思 

1. 探討在其他學校的資源班學生與普通班學生在班上的相處情形、老師

對他們的教學策略及態度。 

2. 擴大調查對象的範圍、人數，增加更多的樣本數。 

3. 可邀請普通班學生進到資源班觀察特殊生們與特教老師上課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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