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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教相關專業人員之合作諮詢 

在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的運作 2021-03-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訓生 

 

一、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的角色 

   1.【109.06.28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7條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並提供下列專業

服務： 

      (1)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與執行及追蹤評鑑等。 

      (2)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及家長諮詢等。 

 

   2.「彰化縣身心障礙教育相關專業團隊專業人員服務說明」   

      (1)治療師…的服務著重在可以讓老師融入平時教學活動中，或家長可以 

在家中操作的簡易活動融入居家生活中。 

      (2)以間接服務為主、直接服務為輔，並以「專業間充分合作」和「以個 

         管教師為主」的專業團隊運作模式為主。 

      (3)團隊服務過程中應充份溝通，例如利用下課時間和個管教師討論學生 

         狀況、利用電話或電子郵件、服務時老師或家長在場；普通班學生請 

         特教老師或業務承辦人協助轉達給學生導師或任課老師。 

      (4)提供專業諮詢及示範為主，內容包含有關學生能力、調整學校環境需 

         求、提供輔具建議及使用方法及參加 IEP會議協助擬定 IEP及教學策 

         略。 

   

二、身障學生之特教相關專業服務的需求評估與 IEP目標 

    1.以特殊教育為主體，在執行特殊教育的過程中需要甚麼支援? 

    2.所列 IEP的教育目標應該是特殊教育領域的目標，不宜為復健或醫療方 

      面的目標。 

    3.需求評估著重在 

      (1)鑑定方面：要深刻了解個別學生的障礙特性以及教育規劃時，需要的 

         專業意見。 

      (2)IEP的訂定與執行方面：在研擬個別學生的教育目標、教學環境調 

         整、轉銜服務等事項；或者在 IEP執行的過程中遭遇困難，所需要的 

         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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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的特性 

1. 特需領域課程是以個別學生之學習需求為核心的支持性課程： 

身心障礙學生由於生理或心理的因素，以及環境所造成之影響，使其

在認知、溝通、動作、社會情緒、生活自理、學業學習等方面有困

難。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是為使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學習，依身心障礙學

生之個別需求所訂之支持性課程。 

2. 包含九個領域： 

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

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等。 

3. 依學生需要安排在「校定課程」中實施，或者融入特定領域的學習課

中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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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 

    1.依學生需要安排「生活管理」課程 

    2.與其他課程連結： 

      (1)與溝通訓練連結： 

         學生需要透過語言或非語言進行理解或表達，以增進融合環境下的參

與、需加強與人建立社會關係所需的溝通技巧。 

      (2)與功能性動作訓練連結： 

學生需維持及改善身體活動能力、具備某些功能性動作技能，以預

防疾病及次發問題、強化參與學校生活的基本能力或促進學校生活

的參與。 

      (3)輔以輔助科技連結： 

須輔以輔助科技設備及輔助科技服務介入，以減少個體活動參與受

到侷限，協助學生於生活自理、行走、溝通、休閒、學習等各方面

的參與及能力展現。 

    3.融入生活、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關聯度較高的領域，或與社會、自 

      然科學、科技、藝術等領域進行橫向的聯結。 

    4. 生活管理領域的學習表現： 

      (1)自我照顧(特生1)：飲食、穿著、如廁、清潔衛生、裝扮儀容與促進 

         健康等。 

      (2)家庭生活(特生 2)：處理規劃個人財物，維持居家環境整潔，保護自 

         我，從事休閒活動，及了解危機處理方式。 

      (3)社區參與(特生 3)：在社區中行動與購物，參與社區中日常生活各項 

         活動，了解並運用社區環境與資源，及遵守社區規範。 

      (4)自我決策(特生4)：展現自我覺察、自我管理、自我選擇和決定的行 

         為與態度，倡導個人權益並努力自我實踐。 

 

五、特殊需求領域--功能性動作訓練 

1. 功能性動作訓練領域的學習重點： 

功能性動作係指生活相關的動作技能，功能性動作訓練的學習重點為，

運用功能性動作技能參與生活作息與學習活動。 

2. 功能性動作訓練的實施： 

應經專業團隊評估，並視學生需求，結合其他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科目

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等合併實施，促進體適能及健康。 

3. 功能性動作訓練學習表現： 

(1)肢體活動（特功 1）：維持或改善四肢與軀幹的關節活動。 

  (2)功能性動作技（特功 2）：具備與日常生活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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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常生活參與（特功 3）：運用功能性動作技能參與活作息、學習活 

     動，及非經常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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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績效檢核 

 

    1.特教的教學目標應為提升學生學習或生活功能的完整活動，特教相關專 

      業團隊的角色是提供專業建議，協助特教教師達成特教的教學目標。 

      下列例子雖評 5分(執行狀況良好)，但是有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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