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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茲分別說明本研究問題意識、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

以及研究的限制，各節論述如下：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明確規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

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教育部，2012)

隨著融合教育的趨勢，臺北市自民國八十七學年度起，公立幼稚園開放接收特殊

教育幼兒安置於普通班，並且不能以身心障礙理由拒絕。直至 103 年根據特殊教

育年報統計結果，臺北市已有近九成的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普通班(教育部，2014)。

為使融合教育臻於完善，讓就讀一般幼兒園，但有特殊需求之幼兒皆能接受適性

服務、讓第一線普通班教師能獲得支援來面對融合教育的挑戰，各縣市近年積極

推動學前融合教育方案，主要方式還是藉由具特教專業的巡迴輔導教師入園協助

整合相關教育、醫療、社福資源，提供幼兒園教師及學生家長支援與資源，讓特

殊需求幼兒在幼兒園中得以適應學習。臺北市從民國八十八年起，教育局則聘請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到各幼兒園提供普通班教師支援服務，依據臺北市 103 學年度

學前巡迴輔導實施計畫中闡明巡迴輔導服務之目的為增進班級教師輔導特殊需求

幼兒之專業能力，以及協助幼兒園教師並提供教學策略。 

  巡迴輔導服務期待增進幼兒園教師的特教知能，透過特教教師入園協助來增

進班級教師對於特殊需求幼兒的教學能力。我也認為當班級教師有足夠的知能帶

領好孩子時，孩子才能開始真正的學習。劉凱和曾淑賢(2012)表示相較於巡迴輔

導教師對於特殊需求幼兒提供直接服務的輔導而言，不同專業的合作輔導模式提

供了更多機會讓普幼和特教老師對話，彼此成為伙伴共同解決特殊需求幼兒的問

題，甚至特教教師也可能成為了幼教教師的心理支持。這樣的狀況下，不但促進



 
2 

了彼此的專業成長，此外，學生也會在此過程中受益。因此，我認為以合作為概

念進行的巡迴輔導工作可以說是落實融合教育理念的最佳實務指引。 

        但什麼是合作呢?又該如何開始呢?既然是以合作為前提，那對方是否也跟我

抱持一樣的信念呢?回顧過去巡迴輔導工作的經驗中，經常發生「單相思」、

「一廂情願」的窘境，實務工作中的衝擊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何謂合作。於是，

開始閱讀關於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合作相關文獻和書籍，其中發現合作關係不會

自然發生，需要特教教師有意識地設計合作，其中除了須具備特教專業能力外，

解決問題技巧以及良好的溝通能力皆是建立合作的重要因素（Idol， 周天賜譯，

2008；王天苗，2011；楊逸飛，2012；劉凱、曾淑賢，2012；蕭聖瑜，2009；）。

原來，巡迴輔導工作實務上是需要多元的專業能力，除了本身特教之能的專業外，

合作及溝通能力更是重要的裝備之一。 

綜觀目前教師的師培過程以及進入職場後的專業成長管道，對於專業間合作

的概念以及如何開始合作的培訓甚少，而研習大多也以一次性的研習居多，較難

協助教師深入且持續性的解決現場問題，因此，合作成功與否成了老師們口中的

一門藝術，只可意會不可言談。再回顧研究者自己的實務工作經驗中「良好的合

作」好似可遇不可求，若是遇到合作上有困難的教師，則輔導工作則很難進行下

去，只能退而成為一種例行公事“出現”在該校，或是進行個案的抽離教學減少

與班級教師的接觸。我是一名巡迴輔導教師，我的工作則是每日試圖與普通班教

師合作以增進普通班教師輔導知能、共同解決孩子在學校的適應問題，最終目的

希望孩子能完全地參與在他所屬的自然情境內，並快樂學習，一旦合作未能發揮

時，勢必影響輔導品質。懷抱著對於合作的憧憬和信念以及對於自身專業成長的

要求，我似乎需要更積極的做法來了解我實務工作中面臨了什麼樣合作的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我又應該如何解決？其解決策略又為何？ 

  問題寫至這裡，另一個問題正逐漸浮出。在過去的輔導過程中我若是遇到合

作上的問題或是困難，通常都會尋求其他老師的建議或是想法提供給我可行的方

式。但似乎這樣的方式已經不足以讓我應付接踵而來的問題，每位教師依著自己

過去的經驗背景提供了不同現場的故事經歷給我，這樣的經驗故事複雜度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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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不同的人事物難以類化至我的情境背景中，因此，許多時候不是求助無門，

而是不得其要、不得其法。同樣地，心中似乎逐漸浮出我需要更有效的行動策略

來協助我解決實務現場中的問題，於是，參與協同學習社群不外乎是個好的開始。 

從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歷程中分析發現，過去著重在教師學術自治與個體

發展基礎上已漸漸轉向同儕互助與合作發展方面，即從教師作為研究者(teacher as 

researcher)走向教師之間的同儕互助(peer coaching)，要求教師進一步開放自己，加

強教師之間以及在課程實施等教學活動上的專業對話、溝通、協調和合作，共同

分享經驗，透過互動互相學習、彼此支援，以減少教師由於孤立而導致的自發行

為(丁鋼，2003)。過去，雖然還是會請教前輩來獲取建議和經驗，但點狀式且沒

有系統化地請益方式，對於自己實務工作上的幫助有限，如同上述所說，不同的

人事物實難以完全套用複製經驗。 

因此，我需要思考在合作為概念的架構下的巡迴輔導模式為何？並且參與社

群來協助我解決所遇到的合作問題和困難。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行動是理想願景與理念的實踐 

引自教育行動研究，民 89 

  一位巡迴輔導教師可以在一學期中同時面對 20 位以上的普通班教師，意謂

著可能有著 20 種以上不同合作問題，為能讓研究順利進行，本研究以一名受輔

個案之班級教師為例。基於上述動機，研究目的和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依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三項，並具體探討以下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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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幼兒園教師在巡迴輔導上合作的困難。 

二、探討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面對合作困難時的反思，及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三、參與協同學習社群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貳、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目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瞭解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幼兒園教師在巡迴輔導上合作的困難。 

 (一)、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幼兒園教師在巡迴輔導上合作所遇到的困難為何？ 

二、探討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面對合作困難時的反思，及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一)、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面對與幼兒園教師合作遇到困難時，所採取的策略

為何？ 

   (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幼兒園教師合作經驗之反思為何？ 

三、分析協同學習社群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一)、教師參與協同學習社群的專業成長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重要的名詞有「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幼兒園教師」及「偕同學習社

群」，茲將本研究之定義敘述如下： 

一、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乃是指將特教幼兒安置於普通班中，由經過訓練的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機動性

的巡迴在有特教幼兒就讀的學校，對特殊需求幼兒提供直接服務，或是對教師、

家長提供諮詢等間接服務(教育部，2008)。本研究之學前巡迴輔導教師係指具有

學前特教教師資格，目前隸屬於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此教師在公私立幼

兒園對於特教幼兒、教師及家長，提供直接或間接之巡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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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兒園教師 

本研究所進行的研究對象為幼兒園教師，係指研究者在 103 學年度輔導的學校班

級中招收特殊需求幼兒之班級教師，具教保員資格。 

 

三、 協同學習社群 

  本研究「協同學習」社群，由 10 位臺北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組成，透過每

兩週一次，一次 2 至 3 小時的定期研討會，在社群會議中每位教師會以自己輔導

的一個案例進行個案研討，並且討論重點會聚焦在如何與該班教師合作的歷程，

其中包含與該普通班教師合作的方式為何、遇到的困難為何，並且透過自己的省

思和同儕間的對話來計畫下一步行動。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由研究者所發展、設計，與受輔學校之普通

班教師進行巡迴輔導合作模式之歷程研究，受限於參與研究的取樣對象、發展合

作歷程的時間規劃，其研究結果雖具參考價值，但無法推論至其他輔導班級和學

校中。但期待建立之輔導模式有助於作為初步合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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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質性研究中，在資料蒐集與分析尚未完成之前，文獻探討是進行研究中持

續不斷的過程，這是個過程而不是其中一個章節(莊明貞、陳怡如，2005)。基於

這樣的想法和建議，我們在這一章節呈現的文獻探討協助我們聚焦於研究主題和

研究設計，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文獻的探究也將會持續分布在整個故事中包含

論文的中間和結尾。基於此，本章擬分成二節：第一節為學前融合教育，第二節

為教師專業成長的轉向，詳加分析有關文獻如下： 

 

第一節 學前融合教育 

根據特殊教育年報統計結果，臺北市已有將近九成的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普通

班(教育部，2014)。對於初接觸特教幼兒的教師而言會有恐懼或負面情緒反應，

由於教師專業背景不同，除擔負一般幼兒教學外，還須考量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

與照護，備感壓力，感力不從心(王天苗，2003)。因此特教人力的支援服務遂成

為幼兒園教師仰賴的對象。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中第四

條表示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

進行為原則。因此，普通班教師在面對自己班級中特殊幼兒的挑戰外，當人力支

援進入班級後，又是另一個合作議題的挑戰。在融合教育的概念下，普教教師和

特教教師應是相互分擔責任、相互支持，但在這樣的概念下，兩個不同的專業人

員如何合作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分擔的工作呢？ 

  本研究人員為實務現場中的巡迴輔導教師，在瞭解自己身為特教教師但又以

巡迴輔導教師形態踏入他人教學場域時，如何合作的議題也在我們身上開始發酵，

下述就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角色和工作做說明，接著聚焦於有關專業合作等相關文

獻。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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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工作，有別於擔任班級教師的教學工作，其工作模式乃

是至各個有招收身心障礙兒童的學校提供班級教師、家長的專業諮詢，並與相關

專業及行政人員合作，必要時還要對特教幼兒進行直接教學，其所賦予的角色相

當多元。依據教育部 97 年度特殊教育統計年報對「特教巡迴輔導」之定義，乃

是指將學生安置於普通班中，由經過訓練的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機動性的巡迴有特

教幼兒就讀的學校，對特教幼兒提供直接服務，或是對教師、家長提供諮詢等間

接服務。 

臺北市學前巡迴輔導實施計畫中，清楚明示工作輔導內容有提供特教幼兒教

育評估，協助班級教師擬定及實施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班級教學輔導策

略，視班級教師需要提供示範或協助班級教學；提供特教幼兒家長之親職教育及

教養訊息；提供班級教師及家長特殊教育、早期療育及其他社會福利資源等資訊

及諮詢服務，及協助特教幼兒就讀國小之轉銜工作(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2006)。 

然而，倘若巡迴輔導教師只概略提供諮詢，未能深入瞭解特教幼兒的需求，

並未能即時提供園所幫助，無法發揮輔導功效，幼兒園教師遇到問題只能摸索與

自行解決，在輔導時備受質疑(張小芬，2006；廖永堃、魏兆廷，2004；蘇燕華，

2000)，研究指出，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工作困擾中有專業知識不足，及進修管道少，

教育主管機關辦理的進修課程或研習，不足以滿足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需求，面

對工作負荷日形繁重，挑戰性高的巡迴輔導教師，專業成長實為必要。也就是一

位教學概念清楚的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方能轉化為教學輔導，協助幼兒園教師落

實班級中融合教育的推動。可知，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角色職責不容小覷，要扮演

好學前巡迴輔導工作是需要系統化知識建構、專業支持，才得以成為幼兒園教師

在融合教育中多元支持的好夥伴。 

根據研究(王天苗，2004；吳淑美，1998)指出，要有效提供幼兒園教師協助，

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須具備以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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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幼兒園課程、環境、生態情境的專業能力 

能分析幼兒園課程與教材、教學評量之間的關係，並具備教學相關能力。應

精通幼兒園課程與架構，能調整幼兒園教育課程，設計特殊教育教學活動。 

二、須具備幼兒發展能力 

除幼兒園課程外，亦須瞭解特殊教育課程與評量，能鑑別各種障礙的能力。 

三、能與不同專業共同合作溝通能力 

除提供幼兒園教師諮詢服務，也必須與幼兒園教師合作教學，進而統整專業

團隊建議之能力，並依照教師或家長之需求提供適合的資訊。 

四、親師溝通能力 

協助家長爭取權益、運用資源及鼓勵家長參與班級活動及相關特教團體之能

力。 

五、經常吸收新知掌握各種資訊 

運用各種媒體、輔具與自製特殊教材教具，並積極參與特教研習與進修。 

為使幼兒在融合教育環境下獲得適性學習，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能力更

趨多元，除應具備一般學前特教相關教育課程與教學方式外，對於幼兒發展、瞭

解幼兒園多元教育課程，調整課程以適應特教幼兒之能力。除此之外，更須具備

諮詢與溝通橋樑，能與醫療、社福等不同專業背景的專業人員合作，學前巡迴輔

導教師也須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以多元方式協助幼兒園教師、幼兒、家長，並

保持適當的良好關係持續合作。 

 

貳、教育現場中的專業合作 

維基百科(2015)定義合作與另一個人或其他人一起行動或工作、協同行動；

為彼此的利益而聯合其它的人。基本上合作可有三種主要形式：(1)共同的任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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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合作的形式是基於外在的誘因；(2)社會關係：基於為強化恆永久的關係，而

會去關懷對方福祉的合作活動，例如友誼、愛情與其他親密關係；(3)共同活動所

需要的協調：這種合作形式是因為許多活動無法一個人單獨完成，例如打網球或

表演管弦樂四重奏等。因此合作可定義為：在工作、閒暇或社會關係中，為追求

共同的目標，享受共同活動帶來的快樂，或只為了加深彼此的關係，而以一種協

調的方式一起行動。 

同時將合作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將 cooperative 定義「為一種共同行動，是

一起行動或是工作的過程」；coordination 定義為「共同協調，是在同一個組織當

中，促使不同人、事物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或是預期的效益而一起運作的協調行

動」；collaborative 定義為「為了要達到某個目標而一起工作，是兩個或是更多人

要實現目標的一種循環，它比起在 cooperation 階段時候有更多交集、深入、團結，

決心要達到相同的目標，藉由分享知識、學習和建立共識進而自然地產生努力的

趣味性，collaborative 會要求領導的關係，這個領導關係可以權力下放或是處於平

等的。」這三個的關係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了解了合作

的概念，那在教育現場中的在教育中的合作又是如何樣貌？實務上的合作又該如

何具體執行呢？ 

  因應融合教育理念的推廣，意味著教師承擔著更多的責任，以及面臨不得不

合作的挑戰，身處日益相互依存與殊異的世界，沒有人可以有足夠的知能，處理

各領域之間各環節的工作，因此不同的專業相遇、合作已經是教育現場中勢在必

行的趨勢。為了能推動融合教育的運行，基本知識、合作解決問題和溝通技能以

及積極的內在態度被視為教師專業的組成內涵(周天賜，2008，P14)。 

  究竟巡迴輔導教師該如何與普通班教師合作提供其支援服務，Idol(2006)提出

了四種合作模式：諮詢教師模式(consulting teacher model)、合作教師模式

(cooperative teacher)、支持性資源計畫(supportive resource programs)及教師助理員

(instruction assistants)。下述分別就諮詢教師模式、合作教師模式和支持性資源計

畫探究其內涵和實質作法(周天賜，2008，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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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諮詢教師模式 

        是一種間接的特殊教育服務方式，主要由合格的特教教師擔任普通班教師的

諮詢者，提供相關教學策略間接服務特殊教育學生。諮詢教師提供的服務類型如

下： 

1. 協調合作參與發展所有接受諮詢教師服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方案 

2. 檢視所有接受諮詢服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方案 

3. 提供級任教師諮詢服務 

4. 幫助解決與學生相關的學科、研讀技巧、行為管教等問題。 

5. 幫助解決與班級相關的課程調整、教導調整和教學安排。 

6. 幫助身心障礙學生成功轉銜，這些學生先前是在較多限制的特殊教育安置。 

7. 提供觀摩教學和示範新進開發的創新教學。 

8. 與普通班教師參與協調合作解決問題。 

9. 幫助特殊教育學校的家長參與，調適家長參與發展方案。 

10. 提供班級本位評量，適用課程本位評量、檔案評量班級觀察。 

11. 檢視所有接受諮詢教師服務的特殊教育學生的進步情形。 

        West 和 Idol(1987)定義諮詢是提供諮詢者、要求諮詢者、個案等三合一的互

動關係要主要特徵，主要在解決與工作有關的關係。下圖 1-1 可看出諮詢者、要

求諮詢者、個案三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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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諮詢者、要求諮詢者、個案三者關係圖 

資料來源：引自蕭聖瑜(民 98)：學前特教資源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建立合作諮詢模

式之行動研究 

 

(二)合作教師模式(協同教學)  

        協同教學模式指的是在教育現場中普通班教和特教教師以協同、協調的方法

聯合教導異質學生的一種教育方法，類型包含一對一支援、分站教學、平行教學、

支援教學和協同教學。合作教師在融合班的責任如下： 

1. 檢視所有經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的個別化教育方案。 

2. 每周檢查所有經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的進步情形。 

3. 每周與各年級小組在會議時或年級聚會時面談一次。 

4. 預覽班級教師的教學計畫，並於周五前送回。 

5. 檢視有教導調整或課程調整的學生 

6. 針對特殊需求學生調整作業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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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級任教師一同執行檔案評量。 

8. 針對有行為問題之學生設計行為契約。 

9. 在班級或小組學生實施教學。 

10. 依需要，訪談須檢視的學生。 

11. 提供某些學生在教學的機會。 

12. 支援教師對單一或小組學生施測。 

 

(三)支持性資源計畫 

        支持性方案指在普通班務實支持教導和課程的資源教室方案。其中諮詢教師

和合作教師模式是需要普通班教師和特教班教師相互合作，但對象不同，諮詢模

式主要服務對象為普通班教師，而合作教師模式主要服務對象為全班學生，而巡

迴輔導教師工作和資源班班級教師角色不同，無法長時間待在園所與普通班教師

共同建立所謂合作教師模式或資源方案，三種模式比較如下表： 

表 2-1  合作模式比較一覽表 

 

   模式 

項度 

諮詢教師模式 

 

合作教師模式 

(協同教學) 

支持性資源計畫 

 

服務對象 普通班教師 普通班教師 

全班學生 

特殊需求學生 

與普通班教師

合作密集度 

中等 非常密集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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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昆瀛(2007)指出巡迴輔導多採間接服務為主，則是與班級教師共同設計教

學或生活中可運用之策略或活動，並協助班級教師執行教學與評量幼兒學習狀況，

間接將專業運用在特教幼兒，與上述以諮詢合作為主之模式概念類同。依據上述

資料，因此，考量巡迴輔導工作現況應以諮詢教師模式為主要合作模式進行探討。 

  瞭解可能性是做決定的依據，我們瞭解了以學習社群做為專業發展的之一的

手段和目的，能夠協助教師邁向學習共同體的願景；也瞭解了在自身巡迴輔導工

作中以合作為核心價值的方式及概念，接下來，我們帶著這些先備知識準備進入

現場中，看看實務工作中如何符應到理論中，又或是發現屬於我們自己的一條路

呢？ 

 

第二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壹、專業成長的轉向：從自我到同儕互助 

  清朝劉開《問說》：「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然則問可少耶？」學無止境

是對於教師生涯最佳的寫照，教師專業發展最直接的功能或目的，便是要幫助教

師獲得和擴展其教學所需的知識與技能(Blandford, 2001, p.12，引自教育部中小學

教師專業整合平台網頁)。教師專業成長的一項基本假設是：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

性工作，教師是持續發展的個體，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與探究的歷程，進而不斷

提升其專業表現與水準 (饒見維，2003，頁 15)。 

  現觀國內，目前教師專業成長的方式，多以單一研習課程為主，教師專業成

長包括缺乏完整且制度化之進修體制、研習進修課程內容水準不一、忽視教師教

學生涯的專業發展規劃，現今教師不是被迫到教師研習中心或其他地方研習，去

聽一些缺脈絡化的演講，學了原理原則後，回到現場卻不知如何用，或是有人可

以協助修正（林政宏，1994；歐用生，2002）。對於學前巡迴輔導教師亦是如此，

若非以自身需求為出發，規劃做好進行有脈絡的學習，否則僅是被動參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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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徒然無助因此，面對工作複雜性高的巡迴輔導工作，教師專業成長需要思考

新的途徑。 

  從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歷程中分析發現，過去著重在教師學術自治與

個體發展基礎上已漸漸轉向同儕互助與合作發展方面，即從教師作為研究者

(teacher as researcher)走向教師之間的同儕互助(peer coaching)，要求教師進一步開

放自己，加強教師之間以及在課程實施等教學活動上的專業對話、溝通、協調和

合作，共同分享經驗，透過互動互相學習、彼此支援，以減少教師由於孤立而導

致的自發行為(丁鋼，2003)。因此，專業學習社群就變成了教師專業發展中另一

種選擇，並且逐漸受到重視和推廣。Roberts 及 Pruitt(2003)指出學習社群具有實務

知識建構的功能，是教師專業成長之有效模式。教師們藉由社群共同產生對話，

不斷自我修正與成長，深入地了解教學信念與教學行動(簡頌沛、吳心楷，2008)。 

貳、學習社群 

  教育部也在民國 95 年開始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專業發展為主

要核心，希望藉由學校本位透過對話，建立以學校為本位的學習社群，透過專業

社群的運作協助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有別於以往強調教師個體的成長，進而

轉向於這個文化生態中大多數，透過同儕間互相支持的概念，建立了一股一同攜

手向上的動力，也符合了現今社會對於專業能力認可其中重要向度之一：合作。

但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社群了嗎？Hord(1997,2004)指出當社群需要具備五個重要

特徵：支持與分享領導(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共同的價值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集體學習與應用(collective learning application of learning)、分享實

務(shared practice)和支持條件(supportive conditions)，同時展開有意義的活動才算是

真正成為專業社群的組織，其特徵詳述如下： 

1. 支持與分享領導：在社群中的每一位教師甚至是校長，都擁有相同的權利和

發聲權。因為共同為孩子努力的目標一致，所以每個人會因為為了達到目標

而相互支持努力。 

2. 共同的價值願景：擁有共同的目標和核心價值是社群成立目的也是歷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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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每個成員各自會有不同的目的，但最終在合作的歷程之中，共識會逐漸形

成，核心價值也會逐漸浮出。 

3. 集體學習與應用：長期孤立的教師文化逐漸轉向團體合作、進步，當教師走

出自己教室，與其他教師開始合作時，透過共同學習、共同探究、共同實踐，

信念價值或是教學理論很容易就被教師們執行開來。 

4. 分享實務：由於過去傳統學校過於強調教師間的競爭，然而削弱了教師彼此

的經驗和知識的交流。然而，在學習社群中，強調的是彼此平等的相互交流

和支持，實務經驗和實踐式知識也就會擴展開來。 

5. 支持條件：要形成社群的動力來源，提供支持條件是相當重要的，這包括了

關係條件和結構條件兩個部分。關係條件指的是上述不斷提及的平等關係、

互信關係、彼此尊重分享共同權力；結構條件指的是資源、設備、溝通系統

等。 

        綜合上述特徵，可以為我們社群運作提供了原則和準備工作，因為瞭解了內

涵，才能讓社群運作更有意義和目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旨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那實際操作該如何運作呢？其運

作方式十分多元，詳見下列（引自教育部，2009）： 

(一)協同備課 

同領域教師可以共同分析上課教材內容，一起討論各單元上課的流程，以及

引領討論的方法，也可以共同命題，或發展出一套評量學生作品的規準，或是一

起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二)教學觀察與回饋 

教學觀察的目的，是想了解教師的教學實作表現或師生互動情形。一方面可

作為分享個人的教學實務，另方面也可經由觀察者回饋的優點與待改進，作為省

思與改進教學之用。觀察方式包括：發展適用的教學觀察規準與工具，選取觀察

的重點，進班觀課或是錄影教學，再進行事後回饋。至於回饋的方式，可參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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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頓昆士中學(Josiah Quincy Upper School)三部曲的作法：(1)「我看到了…」(What 

do I see ?)；(2)「我覺得…」(What do I think ?)；(3)「我想知道…？」 (what do I 

wonder ?)。 

(三)同儕省思對話 

共同選擇一個焦點進行專業對話，如學生作品實例、試卷答題結果分析、或

一堂課的教學錄影帶等，以幫助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作省思與改進。 

(四)建立專業檔案 

教師專業檔案是展現教師教學理念與教學實踐成果的一種方式。透過專業檔

案的建立，教師可以系統地蒐集並整理教學實務，從學生的學習成果，反省其教

學的有效性，進而修正無效的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五)案例分析 

教師可研讀他人已完成的成功或失敗的典型案例，來尋求啟發；或是參與他

人正在進行中的案例研討與分析，與他人切磋琢磨；也可撰寫自己的案例，自行

省思，或邀請他人一同集思廣益，以解決問題。 

(六)主題經驗分享 

共同擬定探討的主題，如班級經營、品德教育、作文教學、自然科探究教學

等主題，邀請校內外優秀教師、中央或地方教學輔導團成員，作經驗分享與交流，

並一起進行探討。 

(七)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共同閱讀專業相關書籍或觀看專業相關錄影帶，進行專題討論，以促進專業

成長。 

(八)新課程發展 

共同發展和試驗新課程，並作討論與修正。例如：目前國科會科學教育處推

動以高中職為主體的課程實驗「高瞻計畫」，鼓勵高中職在大學教授專家指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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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可行的科學與科技課程，以厚植高中職學生的新興科學與科技素養。 

(九)教學媒材研發 

因應學生個別差異的增大以及課程鬆綁的趨勢，專業學習社群可以研發特定

領域的教材或教學媒體，以符應不同程度的學生，或發展因地制宜的教材或教學

媒體給學校學生使用。 

(十)教學方法創新 

共同研發和試驗富有創意的教學方法，並作討論與修正。 

(十一)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由第一線的教師們擔任研究者，企圖改善既有的教學實務，以協

助學生有效學習。因此，教師先有系統地蒐集教學現況資料，然後構想與選擇適

當的介入方案，接著執行所選方案，最後評估執行方案後的成效。若成效不理想，

再進一步修正，不斷改進。 

(十二)標竿楷模學習 

透過參訪辦學績效優良學校，或是他校同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達到見賢思

齊的效果。另外，教師也可以資深優良教師為楷模學習對象，透過觀摩其現場教

學或教學錄影，比較自己和專家教學的異同。 

(十三)新進教師輔導 

可建立校內新手教師輔導機制，以校內教學輔導教師或資深優良教師為楷模

典範，引導新手教師學習有效的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以達到教育傳承的效果。 

(十四)專題講座 

各學科或領域課程不斷改革，一般或學科教學方法日新月異，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方式多元化，均可邀請專家給予指導，共同研討。 

  社群運作的方式相當多元，主要最終目的還是希望透過同儕間的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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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專業成長之目的。反觀我們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除自身專業技巧外，尚須具有

合作、溝通、反省的多元能力，動態複雜的工作歷程非一次性研習或是課程可以

理解，實有必要共同建構一個以學習為導向的專業社群提供教師不同的成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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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你所選擇的研究方法會透露出你所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及對真實性或是本體論

的看法，「本體論關心的是世界的存在，若我們不能直接體驗這世界，將永遠無

法知道什麼世界才是真實的……」(Potter,1996,p36，引自質性研究導論，莊明貞、

陳怡如，2005)。下列就研究取向、研究現場、實施方式、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及研

究信實度分別說明方法和選擇的理由。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近幾年來，教師即為研究者是專業成長途徑之一，強調教師終日生活教師中，

最了解教學的困難和需求，能立刻覺知研究問題所在，透過蒐集教學現場中的資

料，透過現場的第一手資料，教師會生產出自己的知識來改進其教學，而無須透

過艱深的研究術語和複雜的統計公式，而行動研究則具有這樣的特質(歐用生，

2004)。 

Stringer(1996)詳細闡述一個社群本位的行動研究的研究，可以是一個團體、

社群或組織來定義問題，幫助人們更加理解他們的情境，共同採取行動來解決問

題(引自莊明貞、陳怡如，2005)。 

一個以社群為本位的行動研究範式，正符合本研究的目的，因此本研究採行

動研究並以質性研究方式蒐集資料，是以一種重視複雜動態歷程，並強調解決教

師在實務現場中的問題，進而達到專業成長的目的。而合作過程本就是個動態的

歷程，往往會因為人的不同、信念的差異、幼兒特殊需求程度多寡…等情況而影

響合作的狀態，因此在社群中每一個分享的案例都是獨一無二的經驗故事，也因

為如此，透過社群的分享可以促進我們對實務現場中理解。 

而行動研究中包含計畫、行動、觀察、以及反省等階段活動(Carr&Kemmis， 

1986; Grundy &Kemmis，1981)。值得一提的是教育行動研究並不是只能由個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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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單獨進行，事實上，研究成員可以包括兩人以上而形成所謂的協同合作行動研

究，遵循相同的探究和反省的循環歷程(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林素卿，2001；

蔡清田，2000)。透過行動研究中「反思」、「對話」、「行動」的歷程協助教師面對

並解決實務上合作的議題，茲分述如下：  

1. 反思(reflective) 

        行動研究關注於教育實務工作者的實際問題，存在於實際當中的問題，必須

由實務者而非外部研究者確認。「反思」為本研究教師專業成長的主張，參與者

針對實務情境加以省思，透過螺旋循環的反省歷程，促進實務者改進教學，正符

合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的條件。  

2. 對話(dialogue) 

        行動研究歷程中，所有參與者彼此間的「對話」，深切影響行動成效與改變

歷程。而此研究之「協同學習」社群，亦是建立在參與者開放、平等、民主、互

惠的精神上，因此較能促成真實的對話。 

3. 行動 

  所謂行動是以實務問題為主要導向、關注教育工作中所產生的實際問題，重

視實務工作者的參與，以提供研究與發展實務簡要的策略與方法，行動研究的情

境就是實務工作環境，結論亦適用於該實務情境。 

本研究設計也會依循著上述建構行動的歷程，並循著省思、對話的軌跡進行

研究，研究計畫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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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行動研究計畫圖 

問題意識 

文獻討論和資料收集 

行動方案二：尋求合作學習社群小組 

聚焦巡迴輔導合作問題 

擬定問題解決行動策略 

執行與修正 

同儕回饋 

自我省思 

同儕回饋 

自我省思 

行動方案一：擬定巡迴輔導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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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現場和小組 

壹、研究場域 

我們要解決的教育現場為何？在本研究中指的是以臺北市巡迴輔導教師輔導

服務之班級，該班級中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特殊需求幼兒。班級教師組成有具教師

證之幼教教師、教保相關科系畢業之教保員。而合作歷程也就是巡迴輔導教師進

入班級後，以合作為概念擬定的巡迴輔導模式與該班教師一起合作的歷程。 

研究者之輔導學校位落臺北市松山區一所公立幼兒園，位於建築物之二樓一

整個平面樓層，收托大班一班、中班一班、小班一班，及兩班幼幼班，共計五個

班級。本次研究對象為小班，班級中目前有 2 位教師（具教保資格）及 30 名 3

至 4 歲之幼兒，班級中收有一名尚無口語之自閉症幼兒。 

 

貳、協同學習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已經普遍存在於教育現場中，專業社群是由教師建立的

一個社群，結成同事情誼、凝聚同心，在平等、溫暖的基礎下，進行專業對話、

批判、分享、達成共同理解(歐用生，1996)。 

本學習社群是由一群現場巡迴輔導教師，處自對於工作的熱誠以及相互支持的概

念成立，下表為 9 位教師(化名)為參與之夥伴資料。研究前皆事先徵詢教師同意，

將會議過程全程錄音，並撰打成為逐字稿，作為後續研究分析使用。 

        因學習社群小組為自由參與性質，成員皆為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平日都有輔

導個案，相當忙碌，因此每次會議出席情況不一，下列為參與社群之教師（以代

名識別）並同意轉錄逐字稿之學前巡迴輔導教師。 

1. 太陽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畢，巡輔年資 9 年。特質外向、勇敢

直言。 

2. 梅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早療所畢，巡輔年資 10 年。特質沉著冷靜、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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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但內在感性。 

3. 櫻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研所畢，巡輔年資 11 年。特質內斂、沉著，曖

曖內含光。 

4. 小草：市立教育大學畢，巡輔年資 2 年。 特質活力滿點、勇往直前，充滿熱

忱。 

5. 小雛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畢，巡輔年資 6 年。特質溫暖宜人，

但有溫柔的堅持。 

6. 紫羅蘭：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早療所畢，巡輔年資年。特質活潑可愛，有著甜

死人不償命的笑容，但直言不諱、堅持到底。 

7. 鬱金香:新竹教育大學幼教系畢，巡輔年資 10 年。特質安靜，總以微笑帶給

人力量。 

8. 波斯菊: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畢，巡輔年資年。特質活潑外向、勇

敢向前、直言不諱，總是不知道自己在別人眼裡有多棒。 

9. 松樹: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所，巡輔年資 2 年。特質開朗沉著，溫暖

待人，總是能讓人充滿希望。 

 

參、研究者  

        研究者為中原大學特殊教育系畢業後，曾於中原大學早期療育中心擔任特教

老師一職，參與學前巡迴輔導模式建構研究、學前自閉症遊戲研究等研究，及實

際參與巡迴輔導實務工作、帶領家長座談、教育評估、研習助教等工作。於99年

至南區特教資源中心擔任巡迴輔導教師至今。 

研究者作為一個「完全參與者」(full participant)，不僅是研究者也是參與社群中的

一份子，對於行動研究來說，這是一個進入現場的最佳形式，此外，此學習社群，

在進行本研究之前已經運行近一年時間，因此符合上述在平等、溫暖的基礎下，

進行專業對話、批判和分享。基於上述背景和建議，我即是完全參與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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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也會謹記作為一個「局內人」的限制，對於自己文化中的人們常用的一些

語言和行為習以為常，對於對方隱含的意義失去敏感度(陳向明，2013)。因此，

在後續收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時，研究者也會時時提醒自己化熟悉為不熟悉，以期

增加研究的信實度。 

 

第三節 行動方案設計 

壹、 行動方案一：建構一個巡迴輔導模式 

面對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行動，研究者根據過去於中原大學早期療育中心工

作的經驗中，沿用在中原大學早期療育中心所使用的輔導模式，作為本次研究架

構之模式。 

中原大學早期療育中心之理念即是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需支持特殊需求幼兒之

主要照顧者，而主要照顧者之定義，在家中模式則為主要照顧孩子的人，可能是

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等；在學校體系，則定義為班級教師。而學前巡迴輔

教師則是本著增權賦能（empowerment）於主要照顧者的信念，希望能與主要照

顧者合作，可以讓孩子在所處的自然情境中自然地學習，減少因抽離情境學習而

有類化之困難，也可以增進主要照顧者相關專業知能，有信心帶好特殊幼兒。我

們透過系統化、步驟化、合作等概念來執行巡迴輔導工作。下圖為輔導模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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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巡迴輔導工作模式 

資料來源：中原大學早期療育中心 

 

一、階段一：確認特殊需求幼兒的現況能力，擬定最佳學習目標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總是許多，雖然僅有幾頁，但在過程中要確認個案

的特殊需求和找出教學目標是個困難的歷程。因此，特教教師所扮演的學前巡迴

輔導老師工作最重要的則是協助班級老師訂定幼兒的IEP。在這個階段，我會運

用正式與非正式評量的方式先評估幼兒的能力，包含參考醫療普通班教師的惡夢

評估中正式測驗結果，以及透過班級中實地觀察和訪談來搜集資料。  

 

 

階段一

確認特殊幼兒現況能
力，擬定最佳學習方

案

階段二

在特殊幼兒所處自然
徐習情境的日常作息
中，嵌入教學策略

階段三

達成目標後，再重複
執行一至三的步驟

階段四

達成目標後，再重複
執行一 ~三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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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二：在特幼兒所處自然學習情境的日常作息中嵌入教學策略 

        我主要依循的是活動本位介入法(盧明譯，2001)，當幼兒的學習目標擬定出

來以後，嵌入幼兒所處的自然情境當中。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必須共

同討論出一天中有哪些作息是可教學的時機，以及運用哪些策略做教學。 

三、階段三：確認執行的品質與成效  

在這個階段中，班級教師必須要實際執行策略，並且回饋策略執行的成效，

我也會根據教師的回饋進行策略的修正，甚至是重新調整目標的難易度，一直持

續循環下去。 

 

貳、行動方案二：參與協同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實施為期一個學期，時間於 104 年 3 月開始至 104 年 6 月結束，採

隔週一下午進行預計共計 8 次。每次討論時間預計為下午 2:00~4:00，可一個人課

務狀況彈性調整參與時間及次數。下表為研究者參與之五次會議內容作為資料分

析內容。 

 

表 3-2   研究者參與社群會議時間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4/13 4/27 5/11 5/25 6/8  

 

幼教教師和特教教師本處不同的專業領域，因此，理解角色後如何實踐又是

另一個新的開端，也是該社群的討論方向。本學期社群以案例討論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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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以自己輔導的一個案例進行個案研討，其中包含研究者的一名個案，討論

重點會聚焦在如何與該班教師合作的歷程，其中包含與該普通班教師合作的方式

為何、遇到的困難為何，並且透過自己的省思和同儕間的對話來計畫下一步行動。

下圖為本社群個案研討歷程示意圖。 

 

 

 

 

 

 

 

 

圖 3-3   社群個案研討歷程示意圖 

 

 

第四節 實施方式和研究流程 

質的研究是特定研究者以某種自己選擇的方式將世界打碎，根據自己的需求

從中挑選自己喜歡的碎片，然後將他們以某種方式拼湊起來，展示給世人看的一

種活動(陳向明，2002)。而碎片就是研究過程中的資料收集。為了理解教師在社

群中經由反思、對話而行動的歷程，透過實物分析輔以訪談的方式是增進我們理

解的最佳方式。 

個案討論 

決定策略 

同儕對話 自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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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將說明本研究將蒐集哪種資料，以及該資料如何幫助研究者拼湊欲探究

的目的，同時也會說明該資料如何進行整理與分析的方式。 

壹、資料的收集與整理 

在學習社群的進行中，每一次會議討論的內容皆會轉錄為逐字稿，部分參與

者會提供自己的一個案例（這裡的案例指的是與某一普通班教師合作的過程）做

為每次討論的主軸，此外，在案例分享的過程中，教師也會依據夥伴的回饋和自

我省思完成省思表來作為下一個行動的依據。此外，部分教師也會在會議過程中

產出不同形式的省思札記，因此本研究將以每次會議之逐字稿、教師的案例輔導

計畫省思表，以及教師的省思札記，作為實物分析的依據。 

實物往往通常沒有嘴巴，無法直接向我們表達自己，但透過訪談可以直接詢

問受訪者的看法，了解他們對創作出的實物的意義的解釋(陳向明，2002)。基於

上述建議，研究者輔以訪談的方式，了解參與研究者的觀點和意義建構，以及驗

證和再確認從實物資料獲得的訊息。 

此外，系統化是收集資料的特色之一，但質性探究的是一種動態歷程，因此

隨時修正資料收集的方式或內容也是研究者需要面臨的彈性。為確保資料收集工

作能被切實執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編制工作日誌或是檢核表，(朱仲謀譯，2006)。

根據上述建議，研究者列出所收集之資料種類檢核表，以利在研究過程中系統化

的執行資料收集之工作。 

 

表 3-3   研究資料種類及收集檢核表 

資料類型 編碼 

會議錄音逐字稿(對話) 會議 

研究札記(反思) 札 

案例輔導計畫省思表(反思、實踐)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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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分析前，先決定如何匿名處理會透露研究參與者姓名的方法，本研究

使用代號與稱謂來表示每位參與者。本研究將各種蒐集的資料按照「資料來源」、

「資料類型」、「資料蒐集的時間」之順序予以編碼，避免資料的混淆和錯用，詳

細編碼說明如下表。 

 

表 3-4   編碼系統 

編碼 說明 

札 1040301 研究者在 3 月 1 日的省思札記 

省 1040315 研究者在 3 月 15 日的案例輔導計畫省思表 

研-會逐 1040412 研究者在 4 月 12 日的會議中的發言轉錄之逐字稿 

太陽花-會逐 1040412 太陽花在 4 月 12 日的會議中的發言轉錄之逐字稿 

 

貳、資料的分析 

陳向明(2000)說明質性研究資料分析是個循環的過程，在第一次的濃縮過後，

會是第二次展示的基礎，展示又是個濃縮的表現方式，自然而然地第二次的展示

後，為第三次的展示提供了可能性，如此往返循環直到資料飽和為止。其具體步

驟如下： 

一、閱讀原始資料 

閱讀資料本身就是找尋意義的過程，因此如何化熟悉為不熟悉是研究者在閱

讀資料時需要時刻提醒自己的原則，讓資料自己說話，並且也會遵循著敞開胸懷，

盡可能地根據不同層面來解讀資料，任資料本身的多重意義透過多視角顯現出來。 

二、尋找本土概念 

本土話概念指的是資料的原汁原味是否被完整呈現，因研究者及為完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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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且與被研究者擁有著相同的職業文化背景，因此在本土化概念上的呈現較

無困難，但如同上述說明，研究者會隨時謹記化熟悉為不熟悉的原則，以期完整

呈現文本資料的豐富性和多重意義。 

三、登錄與建立編碼系統。 

本研究目的在於解決巡迴輔導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合作上的問題，進而提出解

決策略。因此會根據一位案例在學習社群進行中不斷透過省思、行動的循環的歷

程做分析說明。但在登錄過程中會以合作相關議題為基本概念，研究者會反覆閱

讀和檢視各種資料，主要以文本躍然而上有關合作議題的關鍵字、重點和事件為

初步譯碼，並從這些初步譯碼中尋找重複出現且具共通性的共同主題，即為開放

編碼，編碼後再依屬性發展類別。 

 

第五節 研究的信實度 

要說明質性研究的結果值得相信，即是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擇取吳芝儀、

李奉儒(2005)、陳向明(2000)所建議之技術策略，其觀點說明如下。本研究中研究

者採取三角驗證、反應者檢核和研究札記，茲分述如下。 

 

一、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  

本研究採取方法三角驗證(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即以多種方法去研究一個問

題或一個方案(Denzin, 1989)。研究者運用多種的資料蒐集方式，例如：研究札記、

會議記錄等詳實的資料，以豐富的描述呈現研究過程，藉由這些資料檢驗本研究

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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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應者檢核(member checks)  

研究者將會議紀錄逐字稿、觀察紀錄整理之後，提供給研究參與者審閱並提供意

見，以確認研究者詳實無誤地紀錄。  

 

三、省思日誌(reflexive journal)  

省思日誌可以讓研究者自我紀錄對事件的了解與看法，從中得到新的啟示或疑

問，進而可以更深入地探索事件的脈絡，也可從中反省自身研究角色與觀看事件

的角度，以求能更客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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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呈現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與一名幼兒園教師以合作諮詢模式以及主要

照顧模式概念下合作過程、遇到的問題以及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如何透過自我省思、

參與學習社群中專業對話等歷程來決定和擬定行動策略解決問題。 

 在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學習社群中，問題的挑戰總是以一個動態又複雜的形

式呈現，問題的核心往往也不是只有一個根本問題。基於對問題複雜度的理解，

接下來的行動研究螺旋中，研究者嘗試以解決策略到修正為一個循環，作為解決

策略計畫的決策和監控，參考ＭcNiff、Lomax 及 Whitehead 的循環步驟(ＭcNiff, 

Lomax, & Whitehead, 1998, p47)作為研究者呈現本問題解決行動循環的架構，其架

構示意圖如下 

 

 

 

 

 

圖 4-1  行動循環的架構 

 

 

 

 

• 發現問題

檢討現況

• 自我對話

• 同儕對話

構想解決策略
• 記錄結果

• 省思札記

執行策略

• 修正、重
新行動

修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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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合跳一曲小圓舞曲 

臺北市學前巡迴輔導服務，旨在提供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幼兒園招收特殊需求

幼兒之園所，提供幼兒、班級教師以及家長服務。對於服務的目的和信念不同，

服務的方式也就會有所不同，過去學前巡迴輔導的服務主要是以特殊需求幼兒為

對象，因此大部份服務時間對個案進行抽離教學，這樣的服務模式為人詬病的是

個案學習情境和內容與所屬真實情境脫離，因此學習內容類化較為不易，此外，

班級中的教師為特殊需求幼兒最主要提供教學輔導者，若幼兒園老師對於孩子無

法提供適性教學，那孩子則無法在所處環境中受益。因此近年研究也都倡導以主

要照顧者為主要服務模式，讓孩子每日在其自然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學習。 

身為一名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心中總是充信念希望能夠協助幼兒在普通班級

中適應良好，符合書中對於融合教育描述的美好樣貌。自然而然地，我們會把焦

點逐漸放在主要照顧者身上，畢竟班級中與孩子相處最久，對孩子最了解的人莫

過於班級導師了，過去由特教人員一至二週，進行一對一個別輔導的概念，也漸

漸轉化成以主要照顧者為中心的服務型態，期待孩子每天都能在自己熟悉的日常

作息中學習，經過資料的搜尋及回顧過去經驗的歷程中，似乎這樣的信念和想法

越是鮮明，因此，合作諮詢模式以及主要照顧者服務模式，就成為了巡迴輔導工

作中重要的依循模式。抱持著對於信念和理論的支持，希望能幫助自己找出有效

的巡迴輔導模式，最終目的能使孩子和班級老師都能有所獲益。秉持這樣的信念

踏進了別人的教學場域，會面臨什麼合作上問題的挑戰就算是對於一位資深巡輔

教師也都是一個未知數，俗語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從中學習修正，也正符合

行動研究精神。 

 

壹、踏入現場 

3 歲專班的教室裡，2 名幼兒園老師賣力在台前對著全班幼兒說明今天學習

的重點，唱作俱佳的聲音表情，讓台下 3 歲幼兒，也能試著坐在自己地板線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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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地聽著，教室後方有個孩子坐在椅子上顯得有點突兀，時而大笑、時而大聲叫，

不難猜出他應該就是我的輔導個案小熊（化名），班上的孩子經常會因為小熊的

大笑，或是大叫而轉過頭去「關心」他一下，但兩位老師皆很有默契且技巧性地

繼續將孩子的注意力拉了回來，整個活動 30 分鐘活動結束，台前的老師已經使

出渾身解數，掌控了整個班級幼兒的學習，小雲老師(化名)接下棒子準備下一個

活動的進行，而小白老師則走到小熊身旁，告訴小熊接下來要去洗手上廁所，小

熊也自然地牽著小白老師的衣角，起身出發排在班級隊伍的最後，可以想像，在

上廁所的途中，這短短的 5 分鐘也不平靜，小熊趁機脫逃跑到了最前面，沒有口

語的他對著老師笑著，似乎是想看看老師的反應，兩位老師很有默契地互看了一

下，小白老師不疾不徐緩緩說著「請你回來我旁邊排隊」，小熊也笑笑地走回了

小白老師身邊，繼續等待。 

早上 11 點 10 分，老師帶著班上幼兒進行活動，小熊突然坐在自己位置上哭

了起來，這一哭，連隔壁班同學都跑來關切一下，更不用說班上小朋友也聽不清

楚台前的小雲老師在說些什麼了。小白老師帶著小熊到教室外走了一圈，發現小

熊沒有停止哭泣的現象，帶著他坐在教室外的一角給了他一包餅乾，小熊停止哭

泣了，滿足的吃著餅乾。這時小白老師笑笑地告訴我「時間很準喔！每次到了這

個時間他就會肚子餓並且大哭，可是離午餐時間還有一些些時間，真不知道該讓

他早點吃還是等時間到再吃好。」我笑了一下回應老師：「你真懂他」，老師也以

笑容回應我。 

不知不覺地也到了中午，光一個上午的觀察，我的筆記本上已經密密麻麻地

記錄了許多問題行為，一個無口語自閉症、生活自理能力也尚未能建立好的孩子，

目前就讀普通班，這對於普通班教師的挑戰相當大，當然，對於我一個巡迴輔導

教師的挑戰也相當大，但這不就是我展現專業的地方嗎？如何分析個案現況、調

整課程、建議教學目標，這些似乎都有點習以為常的標準程序了，尤其是小熊特

殊需求這麼明確，要提供輔導策略建議並不困難，坐在休息室等待老師來跟我第

一次晤談的時間中，我的腦中已經初擬好對小熊、對小熊媽媽以及對老師接下來

的輔導建議方案了。 



 
38 

用完午餐後，幼兒園教師等待及安撫孩子全部躺平睡著，老師才有機會與我

聊一聊。首先出現的是小白老師，小白老師相當熱情地開始跟我談小熊的狀況，

從幼幼班如何跟他建立關係，到現在小熊才有這樣一點點成果和進步，老師如數

家珍般地與我分享有關小熊的一切。 

在過去都是以兒童為中心來看孩子的問題，但生態系統模式主要是說明個體與週

遭環境的互動關係，特別強調環境對人類行為與發展的影響，並將環境依與個人

的空間和社會距離，分為一層一層的各種系統，如同心圓般擴散。 

 

 

圖4-2  Bronfenbrenner 生態圖(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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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視系統(microsystem): 將個人置於核心,緊緊包圍著個人的是與個人關係密

切的家庭系統，它與個人的交流最直接、頻繁，故影響最大。  

（二）居間系統(mesosystem)：指的是各微視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因而屬虛擬系統

性質。  

（三）外部系統(exosystem)：指對於個人生活環境及其發展有所影響，但個人卻

沒有直接角色的社會情境，以兒童為例：父母的工作單位、學校的教育行政體系,

社區發展協會等，這些社會機制雖與兒童發展有實際距離，但其運作結果，絕對

會影響到兒童的微視系統和其日常生活。 

（四）鉅視系統(macrosystem)： 是指外部系統和居間系統所形成，直接受到各種

社會文化和制度的影響。 綜合上述,從最內層到外層是微視系統、居間系統、外

部系統與鉅視系統。 

為了解孩子的狀況，運用生態系統概念作為了解的脈絡對是必要的策略。下

表就循著生態系統的脈絡，呈現個體與目前主要互動環境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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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個案生態說明表 

向度 說明 

關於孩子 小熊，3 歲 

目前無自發性口語，偶爾會仿說一或兩個音。因認知理解有限，在班

級中無法參與課程進行與討論，目前在大人協助下可以坐在位置上 5

分鐘左右就會想要離座或是發出聲音影響課程進行。在生活自理方

面，目前上廁所無法自行表達，教師會固定時間帶小榮到廁所，小榮

就可以自己穿脫褲子尿尿。 

關於家長 媽媽目前為全職家庭主婦並且為主要照顧者，並且相當積極協助小熊

進行各項療育(醫療、ABA…等健保、自費課程皆有)。根據教師表

示，家長相當期待小熊可以與一般同儕發展水準一般，目前媽媽首要

期待小熊可以快點說話。 

關於老師 班級兩位教師皆為蒙氏教師，對於小熊接受度高，其中小白老師過去

幼幼班時則為其導師，並且與小熊建立良好依附關係。但目前小班班

級人數多，教師則表示與之前相較目前因班務繁重，較難像以前一樣

建立那麼好的依附關係並且也難有多的時間可以協助小熊操作教具(小

熊目前下午多去上療育課程，早上到校時間也不太一定)。 

關於學校 目前教室中有廁所，因此教師可以定時帶孩子去廁所上廁所減少尿溼

褲子的狀況。學校位於 2 樓，為一個大平面分割為五間教室，中間為

一個小廣場供全園活動使用。平時課程活動多在教室內，但周一和周

五全園則會有大角落時間。 

行政支援部分：學校有專職行政人員(園長、教保組長)，因此當孩子

有情緒狀況時，教保組長會協助帶出孩子去散步穩定情緒。目前每天

上午已經有固定教師助理員。 

 

我一如往常地仔細地聽，聽聽看是不是有些蛛絲馬跡我需要注意的、聽聽老

師對於孩子的態度和想法，試圖拼湊孩子的生態系統樣貌。午休時間並不長，再

加上我還需要別的個案班級教師晤談，第一次會面的晤談就在小白老師的分享一

小時後結束，由於是第一次見面，我並沒有立即且馬上回應小白老師有關我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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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建議策略，畢竟在諮詢的過程中「傾聽」更加重要，又是滿滿的一篇筆記，

我需要回去好好消化一下，約定下次會面，具體地跟老師說明我的想法和接下來

的輔導計畫，當天心中的喜悅和衝勁，忍不住躍然紙上： 

 

一個巡輔教師在輔導過程中，最高興的莫過於遇到一個願意討論、分

享的教師，並且共同一起為孩子解決問題而努力。小白老師這麼侃侃

而談的分享，我覺得很棒，未來或許可以合作得很愉快。而且小白老

師很懂生態的概念，不用刻意解釋，老師也可以從孩子出發到班級經

營、家庭等等一一向我說明，我想我們可以合作的很愉快。（省

1040326） 

 

下圖為本次行動方案一之巡迴輔導的工作模式。該模式是建立在合作諮詢的

概念上，以支持主要照顧者為核心概念服務普通班教師，透過系統化的評量協助

教師找個案的教學輔導目標、共同擬訂介入策略、監控目標的發展、不斷地修正

策略來支持就讀普通班中具有特殊需求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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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巡迴輔導工作模式 

 

一、階段一：確認特殊需求幼兒的現況能力，擬定最佳學習目標 

        個別化教育計畫(簡稱IEP)總是許多幼兒園教師的惡夢，儘管一份IEP僅有十

幾頁，但在過程中要確認個案的特殊需求，並找出適切的教學目標，是個困難的

歷程。因此，特殊教育教師所扮演的學前巡迴輔導老師工作，最重要的則是協助

幼兒園老師擬訂幼兒一份專屬的IEP。 

        在這個階段，我會運用正式與非正式評量的方式，先評估幼兒的能力，包含

參考醫療評估中正式測驗結果，以及透過班級中實地觀察和訪談來搜集資料。 

二、階段二：在特殊需求幼兒所處自然學習情境的日常作息中嵌入教學策略 

        我主要依循的是活動本位介入法(盧明譯，2001)，當幼兒的學習目標擬定出

來以後，嵌入幼兒所處的自然情境當中。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和幼兒園教師必須共

階段一

確認特殊幼兒現況能
力，擬定最佳學習方

案

階段二

在特殊幼兒所處自然
徐習情境的日常作息
中，嵌入教學策略

階段三

達成目標後，再重複
執行一至三的步驟

階段四

達成目標後，再重複
執行一 ~三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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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討論出，一天中有哪些作息是可教學的時機，以及運用哪些策略做教學。這是

個需要雙方不斷討論和修正的過程，才能真正產出一份可用的輔導計畫表。 

三、階段三：確認執行的品質與成效  

        在這個階段中，幼兒園教師必須要實際執行策略，並且回饋策略執行的成效，

我也會根據幼兒園教師的回饋進行策略的修正，甚至是重新調整目標的難易度，

一直持續循環下去。  

 

四、階段四：達成目標後，重複一～三的步驟 

因此，經過資料收集訪談過後我開始著手擬定接下來的輔導計畫，期待下一週會

面時老師能對我的計畫有所回饋討論，作為我們開啟合作的開端，下表為輔導計

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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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小熊輔導計畫表 

 

 

目標 目前環境現況 策略 備註 

1. 能回應要(好)

或不要(不好) 

 

學校的教具和活動根據

觀察，小榮並沒有對於

哪一項活動或是教具特

別有興趣。 

目前糖果和肉類是有效

的增強物。在家中媽媽

多是以糖果作為訓練仿

說的增強物。目前小榮

可仿說單一個字。 

運用孩子喜歡的物品或是食

物練習。 

情境一：在點心時間，若有

小榮喜歡的食物，可以先給

小榮一點接著等小榮還想要

時，詢問『還要嗎？』 

情境處理： 

小榮沒反應時 

肢體口頭示範： 

教師示範點頭並說「要」 

肢體提示加肢體口頭示範； 

教師輕輕的幫小榮點頭並示

範點頭說「要」 

 

2. 能選擇(指出

或說出)想做

的活動(2 選

1) 

 

目前都由老師直接幫小

榮選擇要操作要操作的

物品 

策略：2 選一 

情境：操作教具時，提供兩

項教具供選擇(其中一樣可選

擇小榮比較喜歡的，比較容

易成功，此外老師再請小榮

選擇時，手可以示範指著 A

和 B)。 

情境處理： 

肢體提示：拉著小榮的手並

說我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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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浮現-教師助理員 

        依「特殊教育法」第14條明示：「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

教育應設置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因此，幼兒園教師可依據幼兒的特殊

需求性，由幼兒園承辦人員向特教主管單位提出「教師助理員」之申請，經鑑定

輔導委員會確認其需求，入班協助幼兒的學習及生活，而教師助理員之工作項目

基本上就是在班級教師指導下協助教學。 

        經臺北市學前鑑定輔導委員會確認，小熊可獲申請教師助理員入班協助之時

數，確實多一位人力對小熊、對幼兒園教師班級經營總是好的，在我踏入班級中

的第二次時，班上就多了一位點點老師，即教師助理員。我計畫如同上周一樣先

進行觀察評估，午休時，再同小白老師一起分享討論我擬定的輔導計畫，這天早

上的觀察卻讓我隱約感受到不太一樣的教室氛圍，教室氛圍是一件很難定義的感

受。 

 

點點老師很盡責地坐在小熊旁邊，似乎是無時無刻地跟著，一下提醒

他做好、一有空檔馬上就拿出教具教小熊操作。小白老師和小雲老師

依舊進行著課程，但今天兩位教師似乎都沒有與小熊，有任何對話和

互動，這樣好嗎？』（省 1040409） 

 

        中午時間，我和小白老師坐下來討論我的輔導計畫時，問起了新來的教師助

理員~點點老師，小白老師開心的表示「有他幫忙好多了，至少可以課程中不用

常常被打斷」，點點老師過去也有特教相關經驗，或許是我多慮了。我把我的輔

導計畫跟小白老師討論過後，沒什麼太大問題，且小白老師也表示，她正朝這些

方向做，這讓我更堅信，這樣重度特殊需求幼兒在優秀的老師帶領下，必能實現

融合教育的精神。 



 
46 

        第三次的會面開始，讓我對前一週的省思札記的問號「兩位教師似乎都沒有

與小熊，有任何對話和互動，這樣好嗎？」（省 1040409）有了更為明確的想法。

兩週過去了，我一如往常，進班觀察老師所使用的輔導策略及幼兒適應情況，再

等待午休時間，討論這兩週來的計畫執行狀況，不斷地修正改進以符合孩子及教

師的需求。 

         同樣的，點點老師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他一樣盡責，不斷對小熊進行提醒、帶

領，甚至是個別教學的工作，但似乎沒有進行我與小白老師共同討論的輔導計畫

內容，這天中午與小白老師的訪談，小白老師說著我兩週前筆記中出現過的話語，

似乎這兩週沒有特別的進度，是我所提供的策略說得不夠清楚嗎？還是小白老師

沒有說出他的困難？我該繼續讓小白老師再試一下嗎？ 

 

小白老師的結論經常是，孩子來學校的時間太不固定，很難建立小熊

的規律性以及結構性；小熊現在跟助理老師建立關係，我偶爾會跟助

理老師說有些方法、我會怎麼做，有時候不用太強硬，我就會讓她自

己嘗試。我們班現在班務，真的跟以前比起來多好多、我已經不像以

前一樣有那麼多時間，跟他一對一互動了。（省 1040413） 

 

我仔細地琢磨這些訊息背後的意思，問題的本質總是複雜多元的，要釐清問題自

然也就不是那麼容易。因此，我透過參與學習社群小組來幫助我釐清問題，並找

出解決方案，執行後根據結果修正或是順利解決問題，在面對問題時，自我的對

話省思和同儕的建議回饋，都是我擬定解決策略方案重要的依據。下圖為一個行

動循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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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行動循環流程圖 

 

參、行動策略循環一 

一、問題描述和釐清 

        那段時間，小熊是由教師助理員帶在身邊，相處的這幾週，班級教師和教師

助理員，似乎正在調整他們各自的角色。每次與小白老師討論小熊現況過後，似

乎結論，隱約都透露出幼兒園教師在面對特殊需求幼兒的些許無奈，這讓身為學

前巡迴輔導教師的我似乎無從下手，因為，從班級老師的敘述中，似乎很難找到

著力點。 

        我曾經也想直接與教師助理員討論介入策略方法，但也考量兩位班級教師和

教師助理員之間尚未建立好關係，所以，當我提出這個想法時，班級老師則請我

緩緩一陣子再說，於是，我好像就停滯了輔導工作的腳步。 

 

問題釐清 

擬定解決策略 

執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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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對話 

我試著從幼兒園教師的角度思考，上個學期原本一個班級中有兩位教師、30 名幼

兒(含一名特殊需求幼兒)，突然，班級中一下多了兩位相關特教人員，可能對教

師而言或多或少會有些壓力，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另外，與班級教師也需與

教師助理員有時間磨合。我想我這個看起來更像外人的學前巡迴輔導教師，這時

候好像應該放慢腳步。 

放慢腳步觀察看似輕鬆，但對我來說，每周都會讓我有沒辦法做些什麼的無力感，

我能理解教師目前的難處和現況，但我心中卻也急著想要跟老師分享我們現在可

以進行的輔導策略。或許老師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及步調，但在我看起來好像是

那麼消極，或許我對他們了解的不夠，或許我太急了，也或許我不夠積極了解他

們。 

 

三、同儕回饋 

俗話說「3 人成行必有我師」真的是學習社群的最佳寫照，當自己處於問題

的旋渦時，時常會落入單一觀點，或是思考不夠周延的狀況，學習社群同儕的力

量正可以協助我短時間內重新思考和看見問題的線索，透過其他老師類似的經驗

分享，或許也能找出解決方式的蛛絲馬跡。 

 

你有跟老師討論過說教助，她的心裡面的真正的想法嗎？認為教

助應該要做哪些工作嗎？對這個小孩子來講，這個教助是輔導這

個孩子，老師有沒有一個想法，認為教助對這個孩子來講要做什

麼事？還是說就是幫她帶小孩，在哭鬧啊，在坐不住的時候，然

後把他押在那個地方聽老師上課………或是說老師對教助有沒有

另外一層認為說，如果老師慢慢把權責放給教師助理員，那老師

心裡面的教助一定有一個不同的想法。甚至她可能認為教助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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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的第三個老師，就是等於是說他們教師裡面的其中一個，而

且是這個學生的專屬老師，所以她是不是認為，教助是不是應該

擔負起教導這個孩子的部份責任，老師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如果

老師有這樣的想法，那老師的無力感也會越來越多。（太陽花-會

逐 1040412） 

 

這是我沒想過的問題，我重新思考當我踏進別人的班級教室中時，我做了服

務計畫的說明，讓小白老師有機會認識我，接下來預計與他合作的工作模式為何。

那教師助理員呢？教師助理員是以臨時聘用的方式，雖然他們事先都需要上過相

關特教研習課程，但實務工作內容究竟是什麼，也就是教師助理員必須等了現場

後才真正了解的，再加上如果連普通班教師也不了解教師助理員工作內容為何？

或有錯誤期待，也很容易造成助理員在班級中無用武之地，又若是教師助理員具

有一定的教學資歷或是表現積極，那班級中教學輔導的主導權，又會是如何變化

呢？這有是延伸出來值得思考問題，而點點老師就是位有教學經驗及相當積極的

教師助理員之例子。 

 

班級幼兒人數一增多，所以老師無形當中的分工，就直接把他(特殊需

求幼兒)指派給你照顧，剩下來的我 hold這個就夠了，所以她會開始一

直跟你解釋的是她沒有辦法，就像我們常常聽到幼兒園老師說：『這孩

子跑來跑去的，我有那麼多的學生，我如果顧他的話，我們班上其他孩

子要怎麼辦？我不是犧牲掉我們班其他幼兒的權利什麼、什麼的…』，

有些普通班的老師確實會講出這樣的話，那會不會意味著，因為這個教

助太有能力了，相對的也讓班級老師無形當中失去原來的主導權。但是

那個是潛意識裡面的，不見得是她特意的，她也不是說她想放，而是自

然而然形成這樣子的一個莫名其妙的模式。（梅花師-會逐 10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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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導權轉移了之後，誰才會是這個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呢？如果我們理解了

班級教師的困境和難處後，我又要如何來看待主要照顧者這件事。 

 

教助可以提供所謂教學的責任，如果真有這樣功能的話，是不是你

也可以協助調整教助的部份的一些工作性質…等，這變成某一部份

的教學設計，也可以融入到教助的工作執行裡面去，就可以減少老

師因為他比較需要個別化的部份嘛。那某一些個別化的教學，是不

是不一定要留於老師的迷思假設說，可是這個東西相對就是要把定

位先釐清楚。（櫻花師-會逐 1040412） 

 

我認為還是應該將角色定位清楚，幼兒園教師是這個班級中最重要擔任推手

運作的人，每天陪伴幼兒並依照幼兒的特殊需求提供協助，也是班級中所有幼兒

信賴和依附的對象。此外，根據特殊需求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依規定是需由

班級教師與專業團隊共同訂定、執行。而教師助理員職責，乃依每年度教育局所

公告之計畫，也明確闡釋其工作為協助班級教師。這樣一來，我們對於誰是個案

主要的照顧者，以及應該由誰主要計畫運作，有了初步共識。 

 

其實還是要教師他本身的主導權在她自己身上，然後知道說我現在

整個班級裡面的整個形態，跟他的 IEP的執行，然後教助是來協助

的，不是教助他用他的方式一直在試，而是她是去配合這個老師。

還是這個班級老師知道他的課程教學跟對這個孩子的理解，這個教

助只是去協助這一位老師，我們也是去協助老師跟教助，所以當這

三個人各自不熟悉跟各自不了解，然後要同時介入跟孩子的時候，

確實這個時候才三個組合起來的，可是這個時候的組合是最完美的，

因為該有的都有了。（梅花師-會逐 10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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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我心裡是踏實的，至少孩子擁有了完整的資源，缺的只是如何整合

了，回想以合作為概念的巡迴輔導模式中，確實少了拉近其他人員的距離，及整

合可用資源這一步驟，我在進行第一次晤談搜集資料時，似乎無法納進完整的支

援和資源系統，作為全盤的考量。早期療育概念是相當強調整合性的服務方案，

將大架構縮小至班級時，如何整合孩子在目前所處環境中的所有資源和計畫，不

論是特殊需求幼兒，或是幼兒園老師都能有一套明確的依循方式和訓練計畫，而

非同時輸入許多不同介入的方法。 

 

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釐清三個人(幼兒園教師、教師助

理員、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角色。我覺得這樣對特殊需求幼兒也

比較一致，就是讓他(小熊)能夠接收到的訊息是好。（研會議

1040412） 

聽大家這樣講，我又覺得間接服務，這件事情真的對孩子是最有幫

助的。你看教助對孩子超用心的，然後幼兒園老師對小孩超用心的，

也許我如果是一個對孩子很直接的人，我對他一定超用心的。但是

當他接受三方不同的方式時，我想這個孩子也很難適應。（研-會逐

1040412） 

 

（四）確認行動策略 

合作的路上總是充滿著挑戰，也因為挑戰總需要隨時調整自己的步調和不斷

地修正。面對重新釐清角色定位和期待的議題，我訂定下列策略預計下週入班時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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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策略表 

策略、方式 說明 

晤談教師 重新了解小白老師目前在班級經營中的困難，以及對於教師

助理員的角色期待。 

晤談問題： 

1. 老師過去有過教師助理員的經驗嗎？ 

2. 老師對於教師助理員的角色期待？ 

3. 對於點點老師以及我，老師希望我們如何協

助你呢？ 

召開個案會議 雖然個案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已經於學期初召開完畢，但因

那時候教師助理員並未到校也沒有參與會議，因此對於我們許

多計畫和目標都不清楚，因此可以透過再召開一次個案會議重

新釐清彼此可以協調合作的部分。 

 

貳、行動策略循環二 

一、問題釐清和描述 

 

那天騎摩托車去，我從家裡，我從汐止騎到松山其實就是 20 分鐘，

我就邊騎啊，其實還是有一點忐忑，想說等一下要怎麼跟老師開

口，我要有一個好的方法，就是我要先鼓勵老師說，你的 IEP寫

的真的很好，而且非常符合孩子的需求，這麼好的 IEP應該要再

跟那個教助分享一下，就是讓他知道老師當初設定這些目標，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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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使用的策略是什麼，我們來跟教助分享一下。（研會議

1040427） 

 

        帶著忐忑的心情準備入園的途中，當日的畫面依舊清晰，在短短的 20 分鐘

路途中，腦海中反覆練習著等一下入園後該如何開口，心裡想著自己這樣的開場

應該可以獲得認同吧！在進行了自以為友善的開場，以及進行晤談之後，小白老

師的回應「教助是領時薪，一小時才 120 塊，不要為難他。」讓我不得再重新思

考： 

 

小白老師覺得教師助理員只要負責照顧小熊就好，這些教學工作跟

責任(跟ＩＥＰ有關的)，他覺得應該不要讓教助來做。雖然他知道

每一位教師帶小孩的手法不太一樣，可是她會覺得讓教師助理員自

己去試試看，偶爾她也會跟教師助理員分享一下，哪一些輔導小策

略，就像小熊會拉老師的小衣角，就不會主動去拉教師助理員。小

白老師就會跟教師助理員分享說，他以前是怎麼請他起來的，你不

用直接把它抓起來。或者是要給他教具的時候要怎麼給這樣，孩子

比較會有反應。（札 1040415） 

 

兩位班級教師只要求教師助理員做的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希

望教師助理員帶著小熊一起參與她們全班性活動，不要在小熊稍微

『不行』無法參與的時候，就將他帶開。兩位教師很堅持小熊應該

要全程參與班級活動，就算在團體討論時，小熊沒辦法坐很久。第

二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讓小熊睡午覺，因為班級教師覺得若小熊沒有

睡覺，小熊的情緒會很不穩定，下午的學習狀況會更糟糕。所以班

級教師就是這兩件事情是她們唯一要求教師助理員一定要做到的。

（札 10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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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原點了嗎？預計要重新召開的會議似乎是不可行了。不過，晤談還是

讓我瞭解了教師欲透露的訊息。 

 

二、自我對話 

        小白老師很明白清楚自己才是孩子的主要教師，實際上對於教師助理雖然知

道他的工作內容，但心理上還是不希望讓教師助理有太大的壓力，畢竟小熊的狀

況確實比其他特殊幼兒更難處理。雖說如此，小白老師也還是有些積極的想法和

作法，第一，依狀況釋放出一些訊息來告訴點點老師自身過去成功帶小熊的經驗，

第二，對於點點老師協助小熊時的兩個重要原則。 

        當下雖然沮喪計畫無法如事前預期般順利，但是至少從晤談對話中還是獲得

了蛛絲馬跡的線索。我聽到了小白老師對於自身擔任的教師責任敢是強烈的，也

聽見了他對於教師助理的角色期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可以根據一開始行

動方案所擬定的計劃進行嗎？那輔導模式中第三階段主要執行策略的人又該會是

誰呢？ 

         確認執行的品質與成效幾乎是輔導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我們必須跟著計畫

執行策略並且系統化地監控孩子的進步狀況，尤其是對中重度的特殊幼兒來說，

他們的進步其實是很細微的，我們就必須更系統且密集的進行形成性評量來了解

孩子進步的成長幅度，我們才能隨時調整我們的策略。特教班每天會做一些教學

省思，就是會根據每一個孩子做一些教學評量，雖然孩子的進步很細微，但是就

是因為要靠這麼密集的時間來記錄孩子的狀況，我們才能夠更確定這些中重度的

小孩子的進步的點在什麼地方，不然一個學期過去，很容易停留在原地。 

假如這個階段這麼重要又非做不可，假設點點老師是孩子每天的主要協助者，

那進行簡易的教學策略和評量應不會是個問題，但若小白老師認為教師助理不適

合也不應要求他進行教學及觀察評量等工作，那這些工作勢必還是得要進行，小

白老師的回應他會試著做做看。但真的可以嗎？根據現在的狀況，我似乎看不出

小白老師可以介入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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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儕回饋 

        社群中老師們對於教師助理有都有各自不同的經驗，如同上述分享的，不同

的人特質和背景，所交織出的班級故事就不一樣。因應融合教育的相關配套措施

以及法規規定的支援與資源服務，過去班級教師只要認真處理自己班務問題即可，

但現在若是班上收托身心障礙學生，意味著就會有一堆相關專業人員跟著孩子進

到班級中。 

        普通班教師甚至是相關專業人員在過去培訓的歷程中，如何專業合作這件事

並沒有被明確的教導，再加上缺乏整合性服務的概念，普通班教師首當其衝面臨

了不得不合作這件事。 

 

我覺得教助這件事情，班級老師是無法去想說他要做一些什麼，因

為這個是制度裡面送給他一個教助。他也不知道。(小雛菊-會逐

1040427） 

 

          對於部分有概念的教師，或許可以自行尋找資源或是從經驗中學

習。 

 

上一次提到那個個案的，那個後來那個代課老師是今年進來的，我

覺得他就是那種很誠實的年輕人，可是還算是認真的。他有一天，

我上次去的時候，就很認真的跑來告訴我說，老師你跟那些治療師

進來是要做什麼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因為我覺得他會去思

考說………像我在南港那邊的幾個老師，他就會去思考，然後跟這

個教助討論就是說，你可以怎麼樣怎麼樣，都可以跟他講的很清楚，

我覺得那個老師就是很優的老師，所以他心裡面有一把尺，他知道

你進來是要可以怎麼幫忙，然後怎麼不造成干擾，然後有些時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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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會跟我們討論。可是那些都是我們也不太知道到底教師助理要

做什麼，只能就融合角度思考，去思考如何讓孩子適應這個環

境……(梅花-會逐 1040427) 

 

        但對於部分教師助理而言，因為缺乏教學技巧和經驗，這樣的人力似乎也會

更加造成班級教師的工作負荷。 

 

就是小孩子不是很聽教助的話，然後我覺得有，可能可以試試，

因為我試過就是請班級老師就是賦權給教助，因為我覺得教助在

班上就有一點沒有地位，然後那個小孩也會就是很習慣就是知道

說這是沒地位的。我試過是請班級老師就是賦權給他。然後我覺

得，就是教助的地位有提升的時候，小孩某個程度上也會比較聽

教助的話，然後還有就是班級老師要很明確的告訴小孩說，你哪

些事情是要聽他的。比方老師在協助你什麼時候的，你是要聽話

的，或者是你要讓他教你什麼，不可以教助老師教你的時候你就

是不聽，這樣不行，這樣你等下就要來老師這裡，就是類似，我

們做過這種事，就是試過。（太陽花會議 1040427） 

 

         若是遇到像奶奶型的，幫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的教師助理員，實際上反而是

孩子進步的阻力。 

 

我現在也是阿嬤型的，我就一直叫他讓他自己吃飯，然後就餵到

已經很習慣了。然後他就跟我講說，老師我覺得他進步很多，你

不要再這樣……(小草-會逐 1040427) 

         不過對於我所面臨的問題而言，一位積極的教師助理、一位優秀的普通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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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位巡迴輔導教師，三個人的相遇究竟如何共合同合作一同為了孩子而努力，

這樣的三人圓舞曲似乎還找不到共同的舞步。 

 

四、確定行動策略 

        開學至今也已經 2 個多月，我在班級中的出現以及和小白老師的互動也較為

自然和熟悉許多，班級中的其他孩子也都相當習慣我的出現和一起進行活動。在

這樣狀況下，有幾次機會和點點老師有了對話的機會，但為尊重班級教師以及我

所秉持著班級主要照顧者的信念，因此我還是相當小心的處理著這樣微妙的關係。 

 

有一件很棒的事，我跟小白分享玩策略後，下午我再進他們班的

時候我有看到助理老師好像有稍微做了一些些我早上建議的那些

策略，所以我在想老師大概還是有跟他分享。（札 1040423） 

 

        因此，我想我好像找到可以試試看的方式了，或許沒辦法正式開個會議說明，

但我想我還是可以傳達部分訊息以及教學策略讓點點老師知道，畢竟就我觀察她

是一位如此積極的想幫助孩子的老師。 

 

在畫圖時間，點點老師直接給了小熊彩色筆請他畫畫。小熊目前

現階段最需要的就是誘發表達需求，若是可以給他機會選擇，他

的主動性表達需求能力才會逐漸出來，而不會只停留在對於最原

始食物上的需求表達。（札 1040430） 

 

        綜合上述班級教師與我關係已建立，老師和孩子也都很習慣我參與班級中的

活動，再加上我似乎也有機會與點點老師對話的機會下，或許我可以提供一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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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表 4-4)或示範教學協助點點老師增進她的輔導能力，讓我們的輔導計畫能夠

更有系統化地執行，也能像之前所討論的對於小熊而言這是個整合性的服務，而

不用面臨不同的要求標準和學習方式。 

 

表 4-4   策略表 

策略、方式 說明 

隱性支持 依據入班的時間以及活動，適時地對點點教師進行示範教學

和說明。 

巡輔教師入班時間，透過晤談教師和實際觀察進行形成性評

量紀錄，並且根據資料與教師共同確認執行的成效及修正。 

 

        三人的圓舞曲跳到這裡，好像隱約出現了角色分工的雛形。在合作的過程中，

隨時地調整角色及策略都是必要的歷程，只要這些調整不違背我們以合作及支持

主要照顧者為概念的輔導架構理論。 

 

兩週一次協助老師進行形成性評量，雖然與我當初擬定的行動方案

規劃有些不同，但回到最終目標是為了孩子的進步，且班級教師其

實也是同步執行策略，那這樣調整評量的方式，應該也符和以合作

為主要概念的輔導模式吧！但我就必較需更積極地作為一個整合者

了（札 10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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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動策略循環三 

一、問題釐清和描述 

        根據過去在中原執行該模式的經驗，四個步驟都需要環環相扣才能順利執行，

當其中一個環節出錯時，這樣的模式就容易落於流水帳，孩子的進展就顯得緩慢、

甚至是停滯，當然每個孩子都會依著時間發展、進步，但我們常也拿此謹惕自己，

有些能力是孩子自己長出來的，不是我們的努力。 

        在上個循環中，我們分工好各自可扮演的角色，朝著各自的方向努力，在有

限的時間內對小熊做最大的關注。在每兩週與小白老師的分享個案狀況中，我會

告訴老師就我觀察孩子最近的進步，然後能夠仿說幾個字，好像今天似有若無地

聽到什麼發音。但幾次的討論下來，我總覺得老師給我的回應並沒有這麼的具體，

就像是這兩週老師好像沒有刻意觀察孩子的情況，回應之前對於中重度特殊幼兒

來說，每一個細微的進步都是需要相當仔細且密集地的觀察，我覺得小白老師好

像沒有辦法回應的給我這麼完整，大多時間我也會適可而止的停止問題。這也是

我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彼此調整了工作，但重要的系統化觀察若是沒有被

徹底執行，小熊的進步狀況我們就很難掌握，也就難以循序漸進地進行下一階段。 

 

果然系統化地觀察、紀錄還是扮演相當重要的一環，儘管我已經兩

週進行一次晤談和觀察，其密集度還是不足以呈現小熊的現況，是

我觀察不夠仔細嗎？不，事實上我心裡很清楚，孩子的真實表現很

難靠兩週一次的觀察就能完整呈現，這也就是為什麼輔導工作是支

持主要照顧者、增進其特教知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唯有每日與孩子

朝夕相處的老師能夠做到這一點。（札 1040513） 

 

         正當我焦頭爛額的繼續尋找解決策略時，小白老師的一句話讓我開始重新思

考我的我現況、我的困境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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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告訴我覺得現在的平衡狀況很好！這是什麼意思，我該如何想像？

解讀？（札 1040517） 

 

老師表示他以前獨自在帶小熊時，心中一直覺得對其他孩子過意不去，現在

似乎可以全新的把班級中其他孩子照顧好。我可以確定的是，老師在跟我分享這

句話時表情是愉悅的。 

 

二、自我對話 

         在面對許多重度或是極重度身心障礙幼兒的障礙狀況來說，基本上都是不可

逆的，也就是他不會變好，那我們教育的目的為何？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夠

適應所處環境，能夠盡可能地獨立生活，減少他人的照顧和負擔。思緒拉回這間

教室中，我始終把眼光聚焦在孩子身上，以至於對他身邊所處的環境有些視若無

睹了。 

 

我揉一揉我的眼睛仔細地看，我看見了整個教室的課程進行好像變得

流暢許多，因為老師不需要停下來暗示小熊要安靜坐在椅子上，平時

最可怕的活動轉換時間也變得井然有序了，因為點點老師會協助小熊

轉換活動，在操作課程中每個孩子都能順利進行了，因為兩位老師都

能全心的協助每個孩子操作，不用一個人特別帶著小熊操作。看著看

著，我好像能夠瞭解老師說平衡的意思了。（札 1040517） 

 

        平衡好嗎？說來也奇妙，我自己經常在輔導園所中跟老師們表示，融合教育

我認為最好的狀態就是孩子雖然他的障礙狀況無法改變，但在班級教室中我們能

讓他找出最佳的學習方式適應環境，老師也在能接受的範圍下調整自己，讓整個

班級可以順利運作，就是維持一個平衡的狀態。但今天由普通班老師來告訴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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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經是平衡狀態的情況來說，確實讓我遲疑了很久。 

三、同儕回饋 

        似乎這樣的狀況也在社群中的討論發酵開來。對於平衡這件事的理解以及教

師助理協助帶特殊幼兒穩定了班級後，所帶來的現況似乎看起來是好的，但同儕

也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想法。 

 

都已經平衡，然後對他來講，他就這樣就好了，以前他還要一個人拎

著，那現在有教助啊。他之前擔心的，他對這個孩子沒有幫助，或者

是對這一群，他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啦。（太陽花-會逐 1040525） 

 

        老師的問題被解決了嗎？好像是解決了，或許在他心中過去對於小熊的付出

得來的成就感始終掩飾不了自己對於其他孩子好像疏忽了這樣的感受，當今天出

現了積極的教師助理員協助小熊，他的心中那塊石頭終於可以稍稍放下。 

 

現在也是有一些普通班老師還是會有這種觀點就是說，好，你們

要我花那麼多的時間在推，那我其它的孩子怎麼辦？那他現在就

覺得說，我現在取得了兩權平衡。對不對？我可以好好的 hold我

的學生，然後那個學生又有特教協助，可是這樣子的話，在融合

上來講，他變成是，其實變成是兩個（普教和特教）分開了，變

成說這個孩子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融合），老師已經把他整個完全

認定小熊是你們其中一個的……（太陽花-會逐 1040525） 

 

        小白老師真的是放棄了對於小熊的介入嗎？我倒覺得小白老師一開始就設定

好對於小熊的介入方向，現在想想這是小白老師心中的計畫，他對孩子的期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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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要全程參與他們所有的活動，所以他會要求教助不能抽離，也不會做額外的

個別教學，他要幫助小熊跟著所有班上的活動，在小白老師的教學信念中認為所

有的孩子都要在一起進行同樣的活動課程，包含小熊也是。那我們當初擬定的建

議輔導策略是不是對老師來說並沒有真正的認同並覺得他是重要可行的，雖然我

們都是經過討論且同意的。 

 

所以我就想說，是因為時間的困擾，還是因為老師動機的困擾，

還是因為？老師對於策略方法認同的困擾，我覺得這三種困擾到

底是哪一種，為什麼每一次我們都會卡在這邊……(太陽花會議

1040525) 

 

         我也不斷地再問我自己這個問題，在合作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共識，當

想法並沒有被持續地溝通和討論，勢必就會出現彼此不瞭解的狀況，蕭聖瑜(2007)

也提供凝聚共識是合作諮詢中重要的關鍵，是可以透過事先安排固定時間討論來

解決。但如同我自己的經驗，就算是每次都有固定的討論時間，但如何真正說出

自己的想法及內在態度究竟為何？則是一大挑戰。 

 

四、尾聲？新的開始 

        因應研究的時間期程社群的運作也步入尾聲，但我明白我的合作挑戰還在進

行中，歷經了三階段的循環，重新回顧文獻幫助自己找尋新的解決策略。 

        回顧文獻，依據 Idol 等人(1994)提出的合作諮詢模式小組成員互動的特徵、

小組成員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及問題解決的步驟做描述。此模式的定義中，小組成

員的互動具有五大基本特徵： 

1. 參與在合作諮詢小組中的每個成員，均有其獨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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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成員間經常面對面的互動。 

3. 小組成員共同承擔責任，並一致地熱心投入。 

4. 小組成員瞭解平等互惠的重要，強調成員的支持度在促進及達成小組共同的

目標。 

5. 小組成員經由建立共識的過程，不斷學習及增進他們互動的能力。 

        為了使合作諮詢的過程更有效，小組成員應具備以下三種專業知能： 

1. 適當的基本知識基礎 

指參與合作的小組成員所具備的知識基礎，這些知識是與方案實施技術層面

有關的廣泛內容所構成。 

2. 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及問題解決的技能 

在合作過程中，不同的意見是引發更具建設性建議的契機，為了促進解決問

題的過程更有效，小組成員必須具備有效的人際互動技巧，示範如何有效做

決定的知識、如何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 

3. 個人內在的態度 

是指在合作諮詢模式裡反映了每一位成員帶到小組互動過程的個人行為這些

信念、價值和經驗對每一個體都是獨特的，並會影響小組過程（周天賜譯，

2008）。 

合作諮詢過程中的六大發展歷程步驟(Idol et al, 1994)： 

步驟一：形成小組並建立小組目標(gaining entry and establishing team goals)  

        將不同專業能力的人員聚集起來，為共同的事件形成合作關係，決定小組各

成員的角色與職責，確認小組所要達成的目的與目標。此階段。成員必須認同合

作的基本原則，像是平等的、成員間是分享目的及資源、共同分擔責任、依自由

意願來組合(Keys, Bemak, Carpenter & King-Sear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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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定義問題(problem identification)  

        團體成員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評量所要處理問題的初步需求，透過正式和

非正式的評量，對個案問題加以定義與釐清，最後確認小組預期解決問題的目的

與目標。 

步驟三：介入建議(intervention recommendations)  

        廣泛的收集有關教學、學習、班級經營等各項情境。思考多元的可能介入措

施,並分析每一項策略可能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將可能的策略排列優先順序，

達成最後的共識，這也是建立共識、做決定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小組成員間具

備資源共享、富有彈性的角色及能力，顯得相當重要。 

步驟四：履行介入建議(implement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此階段小組成員訂定實施介入策略的步驟計畫，將上述的計畫付諸行動，並

具體列出要做什麼、何時做、每個成員角色、預期達到怎樣的短期目標、評鑑實

施成效、追蹤等。此階段通常有兩個步驟，第一。發展設計用來改善目標問題的

具體程序。第二。合作者具體訂出他們將如何監控這個計畫。 

步驟五：評鑑(evaluation) 

        小組評鑑實施計畫是否有成功、是否解決問題行為、評估學生是否有進步、

評估小組成員及整個學校系統是否有積極改變，參與評鑑者包括學生、家長、小

組成員等。 

步驟六：追蹤及再設計(follow-up) 

        運用評鑑資料決定整個計畫結果是否有成功，決定確認方案成功達成特定目

的及目標、決定未成功的部分是否需要重新設計、決定評量特定的問題、或決定

停止本方案等。 

綜覽上述，或許這次的合作模式並沒有建立的很完備也是有跡可循，尤其是

在規劃前對於個人內在態度方面的理解，以及問題解決技能的知能不足，以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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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當問題浮現時即時掌握關鍵要素。 

 

五、行動方案再設計 

        根據這次合作經驗，我還是持續採用過去中原大學的合作模式，並擴充先前

的準備階段。在劉凱與曾淑賢(2012)的研究中指出，合作不會自然發生，必須先

了解彼此的需求與期待，堅持溝通與投入時間更是不可或缺的轉化要素。根據這

些經驗以及參考 Idol 在合作中發展歷程步驟 (Idol et al, 1994)來擴充原行動方案之

不足。 

 

第二節 調整舞步 

        在台灣的師培過程中，特殊教育與普通教師本就是兩軌制平行的師培系統，

為因應融合教育實施，不同的專業人員開始為了孩子共同努力，也因此不得不彼

此碰面、交手。帶著各自不同訓練的理論背景下，如何一起合作？似乎是無法提

供一張建議步驟圖就能夠達成的。 

        成功的合作不但需要事先的計畫，根據Idol建議合作諮詢小組成員還應具備

適當的基本知識基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以及個人內在的態度等三種專業 (周天

賜譯，2008)，根據過去的巡迴輔導工作經驗來看，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學校，雖

然申請了特殊需求幼兒之巡迴輔導服務，且在巡迴輔導計畫中載明服務項目，但

大部分學校，對於如何與學前巡迴輔導老師一起合作這件事的期待與理解不盡相

同。有些學校認為，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就是特殊需求幼兒的專屬老師，因此，學

前巡迴輔導教師入園可能會對特殊需求幼兒進行個別教學；有些幼兒園老師也無

不諱言的認為，一～兩週才來一次的巡迴輔導教師，是無法解決每日班級中的立

即性問題，似乎功用不大；部分老師則把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單純地視為一個諮詢

者，有問題就諮詢，若無問題的狀況下，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角色又顯得可有可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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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小白老師合作的歷程中，我回首從兩個陌生人為了一名特殊需求幼兒而

相遇，進而要一起合作，到策略計畫的擬訂，竟只發生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根據特

殊教育法規定舊生須在開學一個月內完成IEP），越是了解成功合作的複雜度，越

能體會合作的不易。因為這一個月內你要與幼兒園教師建立基礎的信任關係、要

了解幼兒園生態、班級的課程與教學，在充分了解之外，才能共同協商擬訂計畫，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我不斷地省思自己在與幼兒園教師建立互動關係的過程當中，或許太

過於粗糙、過於本位，而漏失了幼兒園教師所提供的重要訊息，我甚至沒有過問

小白老師她希望得到我那些協助。 

 

自以為自己是非常專業的特教老師，我覺得對於重度的特殊需求幼

兒呢，需要有密集，而且系統化的評量方式，才能夠看得出特殊需

求幼兒真正的進步在哪裡，然後而且呢，要有聚焦的輔導方式跟輔

導策略。（研-會逐 1040525）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所以我不斷地只想要怎麼把這個想法跟觀念

灌輸給老師，讓幼兒園老師來認同我，其實這就似乎開始錯誤的一

步，我應該放慢腳步，更仔細地先聽聽幼兒園教師的聲音，讓她說

說她的想法…(札 1040525) 

 

        在過去，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被教導，因為服務時間有限，要能在最短的時間

內發現問題、並即時提供老師策略或資訊，也就養成了我們「快、狠、準」的毛

病，要在短時間提供幼兒園教師輔導建議，但這也是建立彼此合作的一大禁忌。

兩位不同專業的教師要一起合跳一首圓舞曲，是需要兩個人步調一致、方向一致，

最重要的是，要是一開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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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想說，是因為時間的困擾，還是因為老師動機的困擾，還

是因為？老師對於策略方法認同的困擾，我覺得這三種困擾到底是

哪一種，為什麼每一次我們都會卡在這邊……(太陽花-會逐

1040525) 

 

壹、解構合作歷程  

        我想，當彼次建立關係願意傳遞真實的訊息後，上述這些問題就不會是問題

了。經由省思，我歸納出我自己與小白老師合作過程，經歷的幾個階段，引導我

不同的思考面向，進而思考新的合作模式。階段圖示和說明如下： 

 

圖 4-5 合作階段 

 

 

 

階段一：貌合神離期 

        我想我找不到第二個可以形容詞，可以貼切形容我們合作初期階段所呈現的

貌合神
離期

撞牆期

轉化期

重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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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因為自我專業的膨脹以及過度聚焦於班級個案的狀況，因此，自己在尚未

合作前就先行預設了許多立場，進而忽略了我的合作夥伴想傳遞的訊息，亦或是

關係尚未建立穩固，也難以讓我的合作夥伴願意與我吐露真實訊息。 

      但就算如此，我們還是在共同討論下完成了輔導計畫表。這讓我更深體會到，

合作的歷程中，有時候過程比結果更加重要，我們雖然表面上完成了一份計畫表，

但事實上它可能只是某某人的計劃表，而不是我們的計畫表。 

 

階段二：撞牆期 

        當計劃表不是當初的共識時，在執行上就會有困難，因為對於目標的進行、

對於評量的方式以及對於結果的期待不同時，雙方就很難有一致的腳步往前走。 

       我與小白老師因為初期未凝聚較佳的共識，因為那可是某某學前巡迴輔導老

師的計畫表，因此在此階段小白老師顯得較為被動，再加上小白老師跟教師助理

員兩者間，對於輔導小熊的角色認定上處在磨合期，計畫執行就這樣停滯了。 

 

階段三：轉化期 

        俗語說：「危機就是轉機」，當遇到狀況才能真正知道問題所在。當我正愁著

不得其門而入的陷入撞牆階段時，我問我自己的問題都是我設計的策略太難嗎？

幼兒園教師如果認為教師助理員不需要做太多，那她自己本身又沒時間執行小熊

的 IEP 及輔導策略？我還能怎麼做。但就現在來看，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於初期共

識的凝聚。也多虧在學習社群，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拋出「平衡」這個概念，開始

讓我有了重新思考的方向和領會。在過去，我們都以班級中個案的進步，作為唯

一評定輔導成效的考量，卻忽略了班級經營的整體生態考量，畢竟幼兒和老師都

是班級中的一份子，當環境中任何一個成分不穩定時，也都會間接影響整個班級

運作生態。 

        所以，當我開始了解這樣的關係之後，我重新思考生態系統理論應用評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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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見的會是以整個班級做為評估的單位，而這個班級中涵蓋的包含了老師、

班級中特殊需求幼兒，特殊需求幼兒以外的其他同儕，以及在這間教室的硬體空

間、支援系統...等。 

 

階段四：重生 

        邁入研究期程的尾聲，我很清楚這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循環的開始。我重

新思 考了我的輔導架構、重新修正了我評估的觀點，期許自己在下個學期的合作

中能有一個新的開始。 

 

貳、重構合作模式 

         在合作初期角色期待不明確的狀況下，對於一開始見面就開始談「合作」的

巡輔工作來說稍嫌不切實際，且容易重蹈覆轍本研究的合作問題。 因此，本研究

所修正的巡迴輔導模式，仔細考量因時間限制、以及合作小組成員(普通班教師、

特教教師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初期因認識不夠而難以形成合作小組等因素，力

求可行之巡迴輔導模式，並且著重於合作前期最重要的建立共識，來達成步驟一

形成合作小組的任務。 

        回顧的合作模式，提醒了我合作前預備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考量到全班整體

性班級狀態的重要性。因此我參考了 Idol 在合作中發展歷程步驟（Idol et al, 

1994））來擴充原行動方案設計的輔導模式。下列分步驟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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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修正後巡輔合作模式 

 

一、步驟一：形成合作小組 

        經過不斷地反省自身專業和此次的合作過程，發現此階段的預備工作幾乎可

以決定了後續的進展。為了幫助自己未來更有系統且計畫性地工作，對於這個步

驟計畫了必要的實施內容，如下： 

1. 蒐集資料與晤談，其中晤談重點包含兩項：教師說明自己對於巡迴輔導工作

的期待，以及教師說明自己對於孩子的理解和期待。 

說明：此階段會與普通班教師進行晤談，並且說明學前巡迴輔導工作的角色和職

責，也請幼兒園教師說明自己對於學前巡迴輔導工作的期待，從中瞭解彼此想法

和落差，以作為未來合作模式調整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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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視需求重
新步驟一～四的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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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晤談表大綱表 

步驟一：形成合作小組訪談大綱 

關於孩子： 

1. 教師對於目前班級中特殊生的認識與了解 

2. 教師對於目前班級中特殊生的進步期待 

關於巡迴輔導： 

1. 教師過去接受巡迴輔導教師服務的方式有哪些？老師認為哪一些是您比較認

同的？ 

2. 如果要與您共同討論，什麼時間您比較方面？ 

 

二、步驟二：確認共同目標 

根據本次合作經驗，確認目標不僅只是個案的學習目標，也需要以生態系統來考

量目標的達成，以符合生態系統中對於個體與環境互相影響的動態歷程概念，實

施內容如下： 

1. 確認特殊幼兒的現況能力、擬訂最佳學習目標 

2. 確認教師對於班級運作的期待目標 

說明：運用正式與非正式評量的方式先評估幼兒的能力，包含參考醫療評估中正

式測驗結果，以及透過班級中實地觀察和訪談來搜集資料。此外，過去以個案為

中心的服務模式，僅針對個案本身能力的提升，而為考量到教師整體班級的運作、

經營效度。因此，在確認同目標中，除了特教教師提供幼兒特殊需求目標外，也

與教師共同確認對於整個班級的期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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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驟三：在特殊幼兒所處的日常情境中，嵌入教學策略 

因應融合教育的實施，大部份特殊幼兒皆在普通班級情境中學習，因此，他所處

的日常作息皆是學習的重要時機，其實施內容如下： 

1. 蒐集、了解日常作息計畫 

2. 與教師討論可能教學的時機 

3. 提供並與教師討論可執行的策略 

說明：主要依循的是活動本位介入法(盧明譯，2001)，當幼兒的學習目標擬定出

來以後，嵌入幼兒所處的自然情境當中。巡輔教師和普通班教師必須共同討論出

一天中有哪些作息是可教學的時機，以及運用哪些策略做教學。 

四、步驟四：確認執行的品質與成效 

策略的執行需要有系統的評量和不斷地修正，才能符合孩子真正的需求，投入時

間是重要的要素，其實施內容如下： 

1. 討論可行又簡便的評量方式。初期高頻率的對話討論，至穩定期後可減少討

論次數。 

說明：班級教師必須要實際執行策略，並且回饋策略執行的成效，也會根據教師

的回饋進行策略的修正，甚至是重新調整目標的難易度，一直持續循環下去。 

 

五、步驟五：視需求重新步驟一～四的循環。 

說明：若有新的合作成員加入，可依需求重新步驟一～四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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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章分結論與建議以及研究啟示兩節分別說明。第一節主要說明合作上的困難、

教師反思和採取之因應策略建議以及協同學習社群對於研究者專業成長的影響；

第二節為研究者在此次研究歷程中的啟示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節主要針對研究目的說明研究者在合作歷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在因應策略

建議，同時說明教師協同社群對於研究者的專業成長影響。 

 

壹、 合作的困難 

一、 彼此角色期待不清 

         合作初期在角色期待不明確的狀況下，雙方都尚未認識對方也尚不了解對方

可相互提供什麼資源時，對於一開始見面就開始談「合作」的輔導工作來說稍嫌

不切實際。輔導工作也常因時間限制、以及各專業人員(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或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於初期認識不夠而難以形成合作小組。 

        因此，在合作前期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共識，當彼此都了解彼此工作角色、以

及擁有同一工作目標時，才能真正凝聚共識開啟合作的大門。 

 

二、 教師助理員取代教師職責 

        學習社群中共識皆認為教師是班級中的主要照顧者，教學責任也應由班級老

師擔任一名指導的角色，因此，就算是教師助理員，看似有較多的時間陪同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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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身邊，但孩子在這個班級中的主要照顧者依舊是班級教師，而班級教師也責無

旁貸的必須負起教學輔導的責任。 

    如何提供教師妥善應用，安排班級中的人力資源的建議或策略，或許可作為支

持教師的策略方式之一。另外，若合作關係建立，其他同儕教師則建議，應把教

師助理員納入團隊合作的一份子，幫助計畫運作更加順暢，同時也建議學前巡迴

輔導教師可以協助班級教師共同訂定作息計畫表，幫助教師助理員清楚了\解自己

在什麼時段需要做什麼事情，以增進工作效能。 

 

貳、 教師反思與採取的因應策略 

一、尊重彼此專業、轉換角色心態 

    關於專業，每個專業領域被賦予應有的基礎知識，那似乎就代表著你應該要比

非專業的還要懂，一旦被質疑或是自己稍有遲疑了，專業形象也又為之動搖。 

    仔細回想，過去我們在經營特教班時，我們是班級中主要的舵手，我們可以自

行決定許多教育決策，包括課程、活動進行方式，並且將我們的專業發揮得淋漓

盡致。但當踏進了別人的教學場域，一切的角色開始起了變化，我們要能理解，

並尊重對方的決定，畢竟幼兒園教師才是這個班級的主人，也只有她才能決定什

麼是對她可行的，這需要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心態的徹底轉換，才能真正體會出合

作的意義。 

 

二、理解才能同理、同理才能合作 

    我們如果理解在合作模式裡反應了每一位小組成員在互動過程的個人行為，這

些不同的信念、價值和經驗對每一個體都是獨特的，你就能理解在不同專業訓練

背景下， 每個人的獨特性，以及他可能做決定的原因。例如，當這名幼兒園教師

是一位蒙特梭利訓練背景的教師，或是她對於如何個別引導孩子，以及對於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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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理解就相當在行，但相對地對於主題或是方案的引導式教學方式，就不這

麼在行。 

    因此，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和輔導人員，了解普幼教師的專業及對特殊需求幼

兒所持的教育觀點是相當重要的，畢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彼此的同理及理

解，才是建構合作重要的基石。 

 

參、 協同社群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一、增進輔導效能、深化合作技巧 

    透過參加協同社群中，一來吸收其他教師不同經驗分享、二來藉由同儕對話看

見自己的盲點，對於一名現場教師來說確實可以在每次的社群對話中幫助我實際

的找出處理個案問題穩固的下一步，同時也間接地增進輔導的效能和品質。 

    對於一位巡迴輔導教師來說，合作技巧能力幾乎應視為專業能力要素之一，當

巡迴輔導教師能擁用良好的合作知能以及解決問題能力等方能事半功倍並且做到

以支持主要照顧者為信念核心的合作模式，在參與協同社群的過程中，因為信念

和共識明確，因此對於輔導過程中合作的相關問題也都能獲得支持和建議，無形

中也深化了研究者的合作技巧。 

二、擴充專業成長支持系統 

    在此次的研究中，參與協同學習社群作為我執行合作方案很重要的養分，和提

供諮詢。我們在合作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及支持主要照顧者，因為我們知道當幼

兒園教師能夠被支持時，她就會有更多的能量，可以處理每回遇到個案的困難，

就像是儲蓄的概念，當一名幼兒園老師儲備好足夠的能量，就能夠應付隨時而來

的個案挑戰，但當儲備能力不足時，幼兒園教師就難以再承擔任何一次困難、一

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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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我們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誰何嘗不需要支持系統呢？尤其是學前巡迴輔導

教師經常面臨不同障礙類別及程度的特殊需求幼兒，其在教學輔導現場所面對的

挑戰、如何與幼兒園教師合作也是一挑戰，更需要支持系統，來儲備自身能力。

而目前對於學前巡迴輔導教師的支持系統，大部份都為每周至多一次性研習為主，

較難提供教師持續且連貫的專業支持。因此，學習社群的運作提供了學前巡迴輔

導教師儲備能量一重要管道。 

 

第二節 研究啟示 

    走過了以合作為概念之巡迴輔導合作歷程以及參與協同學習社群的過程中，我

有下列幾點的啟示與建議： 

一、了解需求~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在巡迴輔導工作裡，我們的服務對象不僅是單純個案而已，以支持主要照顧

者模式的信念來看，班級教師以及家長更應該是我們要重視的服務對象。 

了解孩子需求是特殊教育培訓過程中重要的專業能力之一，但對於評估以及

了解家長以及班級教師需求方面的訓練相較薄弱，也因此經常會發生合作失敗或

是本研究上述貌合神離的狀況產生，唯有了解對方需求，才能開啟合作關係；唯

有開啟合作，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合作團隊。 

    建議師培單位或是教育局相關人員規劃專業發展時，應將問題解決技巧、團隊

合作以及諮商輔導等能力列為專業發展重要能力之一。 

二、下放專業~尊重主要照顧者決定 

以支持主要照顧者(此為班級教師)為核心的合作輔導過程中，如何做到支持

而非取代是此合作過程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作為輔導者需要轉換心態的重要能力。

支持非取代，在概念上輔導教師須要了解彼此專業領域為何，同時將自己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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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班級教師能力理解和執行的方式，幫助主要照顧者(班級教師)能夠在所謂

專業人員不在的每日自然情境中可以運用技巧和策略協助個案繼續成長。 

當輔導人員秉持著是支持的信念時，如何轉換自己習慣的專業主導權進而協

助班級教師增能，並且在有專業意見分歧的狀況下，願意放下自己的堅持，願意

傾聽和尊重對方的想法和決定，實則為合作之成功之道。 

三、充實自己~架構專業成長網絡 

回到巡迴輔導教師本身，除了不斷進修和學習之外，建構自己的知識論系統

尤為重要。作為一位勝任的教師，應該是知其所以然而為之，因此，作為一名教

師，不能僅靠外部辦理研習被動地參與所謂的專業成長研習，更應積極地反求諸

己，主動地幫助自己架構自己專業成長網路。如同研究者尋求協同學習社群，運

用自省、同儕對話等策略幫助我充實專業成長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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