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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殊教育的診斷與評量是特教教師決定各項輔助措施之基礎，特教教師需具備足夠

的專業知能，並能持續在職進修以熟悉與精進此診斷評量知識。研究者採用質性個案研

究，透過納入四位特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藉由深度訪談與相關文件之收集與分析，探

討其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診斷與評量專業能力發展之影響，此專業能力包含有「基

本知能」、「評量知能」、「個人相關特質」三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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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特殊教育所協助的對象是有特殊需

求的學生，特教教師針對特教學生的需求

進行個別化的課程設計，透過特殊教育服

務，以滿足特教學生於教育及生活等層面

的需要，促進其生活適應。楊萬教（2004）

指出「診斷評量是特殊教育的起點，更是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守門員」（頁 3）；適切的

診斷評量不僅是篩選與鑑識特殊兒童，也

是特教教師規劃教學、輔導與學習輔助措

施、及發展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基礎。特教

教師需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才得以做出適

切的評量與決定，因此其個人診斷與評量

能力之持續專業發展更亦顯重要。 

《特殊教育法》（2013）明定：「高級

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

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李 翠 玲 （ 2000 ） 指 出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是

一份特殊教育的管理工具，以個別化的教

學為基礎，為個別學生或同質學生所設計

的教育計畫。黃瑞珍（2007）進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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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教師是 IEP 主要的管理者，負責協調

溝通團隊成員的看法及服務方式，是整個

特殊教育成功環節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個

別化的特殊教育若要發揮最大的效能，則

有賴於診斷與評量，若沒有正確完整的診

斷，便無從了解特教學生學習困難之所

在，亦遑論如何給予適切之特殊教育服務

（楊萬教，2004）。 

在融合教育思潮下，特殊教育不僅主

張提供特教學生適性教育，更強調以多元

智力觀點看待每位學生，注重個別差異，

並藉由各種學習情境，使每位學生的潛能

都有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特教教師面對

如此的教育工作挑戰，唯有不斷進修、吸

取新知、提昇自我專業能力，才能有效掌

握個別化教育的精神。研究者採取質性個

案研究，根據教學年資、參與專業研習活

動等背景經驗，以立意取樣方式，徵詢 4

位國小現職特教教師為研究參與者，協助

探討其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診斷與評

量專業能力發展之影響，此專業能力包含

有「基本知能」、「評量知能」、「個人相關

特質」三個向度。 

貳、文獻探討 

研究者分別以國小特教教師之專業知

能發展面向與需求、專業研習活動之型態

與內容、教師專業發展等三部分，分析與

整理相關文獻如下。 

一、專業知能發展面向與需求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項持續增進教師專

業能力與促進教師教學效能的歷程；教師

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在整個教職生涯中，主

動參與各項增能活動，以充實個人的專業

知識、態度與技能，隨時學習新的專業知

識技能，且能隨時自我省思，以改善教育

品質（李俊湖，1992；呂錘卿，2000；吳

清山，2009；饒見維，2003； Ruhlan & 

Bremer, 2002）。吳武典（1990）指出，特

教教師為達到適性輔導學生之目的，所需

的專業知識包含：特殊教育通識知識、普

通教育專業知識、診斷與評量知識、溝通

協調與合作知識、課程與教材編製知識、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規劃知識、班級經營與

輔導知識、敬業態度與精神知識等八個面

向。分析國內外學者針對特教教師專業能

力之研究，發現特教教師的「診斷與評量

知識」於特教教師各項專業知識面向中，

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何華國，2003；李偉

清，2006；張素真，2004；王天苗、王雅

瑜、黃俊榮、曲俊芳，2003；吳清基等人，

2007 ；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CEC], 2003）。特教教師「診斷與評量知

識」是指其執行鑑定與評量特教學生所需

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包括基本知能、評

量知能、及個人相關特質等三向（陳心怡、

洪儷瑜，2006）；以下綜合歸納學者觀點，

說明如下。 

(一) 基本知能：包括要能遵守專業倫理、

了解 個案 相 關評 量資 料 保密 的重要

性、 體認 評 量診 斷對 特 教學 生的意

義，願意花時間及精力提供協助給受

測學生，另外也需具備有特教學生鑑

定基準和學習特性的基本知識（陳心

怡、洪儷瑜，2006）。朱建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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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儒燕（2007）、謝雅惠（2005）的

研究結果指出，特教教師需具備鑑定

法令、基本醫療知識及特教評量的理

論知識，並運用於實務工作。 

(二) 評量知能：包括基礎評量的概念、蒐

集資料的能力、及解釋資料的能力（陳

心怡、洪儷瑜，2006）。楊萬教（2004）

提出，特教教師執行診斷評量工作應

具備評量與鑑定概念、資料蒐集、評

量能力及結果解釋與報告撰寫等專業

能力；其中尤以結果解釋與報告撰寫

最重要，也是特教教師最需提升的專

業能力。 

(三) 個人相關特質：包括情意特質及認知

能力；「情意特質」指能正向思考、

具備適度挫折容忍力、不流於主觀獨

斷、良好人際溝通，「認知能力」指

有多 元訊 息 的判 斷能 力 、敏 銳覺察

力、保持思考彈性等；此個人特質可

有助提升教師對診斷評量資料整合與

綜合解釋之能力（陳心怡、洪儷瑜，

2006）。 

二、專業研習活動之型態與內容 

歐用生（1996）提出「師資培育包括

職前教育、實習和在職進修三個階段，在職

進 修 教 育 已 成 為 師 範 教 育 統 整 的 一 個 過

程，教師在職進修成為教師終其一生的工

作」（頁 76）。然而，教師在職進修的型態

多元，參與專業研習活動便是在職進修增

能的方式之一。「教師專業研習活動」是指

教師在正式進入職場後，參與有計劃、有

系統、有組織、有目標導向、有特定時空

界限的進修研習活動，透過連續不斷的參

加各式專業研習活動，協助教師增進個人

教育專業知能，以提高教師素質的一種動

態持續性之學習歷程（王家通，1994；劉

鎮寧，2013）。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除

可以補充職前教育之不足、充實教師學科

知識外，亦可順應時代潮流，因應教師角

色的多元需求，使教師專業素養與能力向

上提昇。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型態可歸

納為四大類：(一)研習類別：分為校內及

校外研習；(二)研習活動方式：分為團體

及個別活動；(三)研習進行時間：分為長

期性及短期性研習；(四)研習授課師資：

分為專家授課及同儕授課（呂錘卿，2000；

陳清溪，2004；彭仁晃，2000；陳舜芬、

丁志仁、洪儷瑜，1996）。 

教師於教學活動中應能融合理論與實

務，充分發揮專業知能以促進教學成效。

吳清基（1995）指出，在職研習進修能提

供教師最具體實用的專業知能及觀念；在

研習活動中，專業理論與實務應交融並

進，並輔以協助教師教學省思，兩者不能

有所偏廢。因此，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必須

在內容上更具專業性及貼近教師需求，才

得以提升教師進修品質；目前有關特教教

師專業研習活動內容十分多元，包括特教

知能、課程設計與教學、診斷與多元評量、

班級經營與輔導、及相關議題等五個層面

（吳佳臻，2006；教育部，2006；陳木金、

王素芸、楊念湘，2011）。 

三、教師專業發展 

鄭雅莉（2004）提出「融合教育是將

特殊兒童安置於自然的教育環境中，並提供

給該兒童必要的支持，使其從該安置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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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頁 11）。目前教育當局於學前至高

等教育階段均設立有各式特教班級，提供

特教學生各項教育服務。在融合教育理念

下，特教教師的角色多元，其角色和任務

包括有：提供特教學生適性教育之「教學

訓練者」、鑑定安置特教學生之「診斷評量

者」、整合專業團隊人員服務與建議之「個

案管理者」、協助普通班教師教學與輔導 

特教學生之「合作諮詢者」（王振德，1999；

李重毅，2003；吳武典，2011；林寶貴，

2004；教育部，2011；梁碧明、連君瑋，

2011；廖聖惠、呂翠華，2010）。 

陳清溪（2004）指出，特殊教育改革

應將特教教師置於核心焦點，否則教育改

革與教育品質將流於形式與空談。在一連

串特殊教育理念轉化與變革中，特教教師

承擔了複雜而繁瑣的任務，其需具備專業

知能、態度與反省，才能勝任如此多元專

業的教育工作。歐用生（1996）指出，教

師需要專業發展是為能持續增能知識以因

應課程改變，及達成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

品質的要求。基於特教學生在普通班接受

教育已是世界的潮流，也是目前世界各先

進國家的特殊教育發展趨勢（王文科，

2009；簡明建、邱金滿，2000）；特教教

師應持續專業發展以符應大眾對此專業角

色的期待。 

黃坤錦（2003）指出，教師持續在職

進修教育才能促進其專業成長。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於個人專業發展之影響，包

括：(一)提升教學專業知能：參與各種型

態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透過成員相互學

習與分享，可提供教師新式教學方法的相

關資訊、強化學科內容整合、提升教學活

動設計能力並增進多元化教學策略的運用

知識（吳清山，2009；柯惠菁，2007；顏

鳴辰，2013）；(二)促進教師專業反省：教

師透過教學反思，除能持續反省修正自我

教學過程與內容，也能覺知自我是教學活

動的主人，並以積極態度面對專業工作，

使教學更具有創造性（董素芬，2008；簡

梅瑩，2008）；(三)鼓勵教師專業對話：教

師專業成長來自於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成

員合作對話的過程，透過同儕合作方式進

行專業成長，會比個人單打獨鬥更具有效

能與樂趣（張德銳，2004；顏國樑、倪惠

軒，2010）。針對特教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

動於個人專業發展的影響，包括：(一)增

進特教教師專業能力及提升特殊教育品質

（陳昭儀，2012；黃榮真，2004；趙文漢，

2001；蔡逸勳，2011）；(二)形成特教教師

進修文化（趙文漢，2001）。 

綜合上述，診斷與評量工作是提供特

教學生適切服務之基礎，特教教師必須具

有此專業知能，才能提供學生正確的教育

服務措施。基此，此研究根據國小特教教

師執行診斷評量工作時所需之「基本知

能」、「評量知能」、及「個人相關特質」等

三向度，探討其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

專業能力發展之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策略與資料收集方法 

此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資料收集

以深度訪談為主，文件收集為輔。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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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半結構式錄音訪談，徵詢 4 位對診斷與

評量工作重要性有察覺及感受的國小現職

特教教師為訪談對象。研究者並蒐集 102

學年度教師所參與之特教教師專業研習活

動計畫與紀錄，以分析研習活動實施的內

涵及型式，及作為佐證深度訪談資料之參

考。 

二、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根據教師生涯進階與職級劃分

之四個階段：初任教師、中堅教師、專業

教師及資深教師（蔡培村，1996），以立意

取樣方式，邀請 4 位不同職級的國小現職

特教教師參與研究；茲以化名方式將個人

背景資料與相關經驗整理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資料 

研究參

與者 
性

別 
任教班別 職稱 

特殊教育 
教學年資 

參與診斷與評

量工作年資 
政師 男 不分類資源班 特教教師兼特教組長 12 年 9 
怡師 女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特教教師兼特教組長 8 年 6 
筱師 女 不分類資源班 特教代理教師 3 年 3 
菁師 女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特教教師 2 年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資料整理與分析 

此研究資料蒐集過程中同時進行資料

的整理與分析，步驟為：(一)根據所採用之

資料蒐集方法、資料來源及日期，將資料編

碼如表 2；(二)根據研究問題進行資料分

類，並將各類別資料之相關概念進行對照及

連結；(三)再根據所連結的概念與相關資

料，分析出研究議題並提出結果發現。

 

表 2 

研究資料之編碼說明 

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日期 編碼方式（舉例） 說明 
深度訪談 4 位 個 案

教師 
2014 年 2
月至 3 月 

訪政師 20140121 政師在 2014 年 1 月 21 日的

訪談 
文件蒐集 4 位 個 案

教師 
2014 年 1
月至 4 月 

研紀政師 政師的研習紀錄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通

報網 

2014 年 1
月至 4 月 

文 20140121-1 2014 年 1 月 21 日蒐集到的文

件-編號 1（相關文件包括：

研習活動計畫、研習活動講

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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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的信效度 

研究者將初步整理之資料，交予研究

參與者檢視並尋求其回饋，以避免資料有

誤而影響研究結果之真實性。資料分析過

程中並納入三角檢定法，包括不同資料來

源、資料收集方法、及不同解釋觀點的對

照檢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透過研究資料之分析，發現個

案教師均肯定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專

業能力發展之正面影響；以下分別就基本

知能、評量知能、及個人相關特質三個向

度，分析國小特教教師個人診斷與評量專

業能力發展之影響。 

一、基本知能 

基本知能包含：基本態度和基本知識

（陳心怡、洪儷瑜，2006）；此研究發現，

特教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於此部分知能

之影響有：促進特教教師更為深切體認診

斷與評量的重要性、增進特教教師熟悉診

斷與評量的基本知識。 

(一) 促進特教教師更為深切體認診斷與

評量的重要性 

個案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診

斷與評量的基本知能發展，其最明顯的影

響是能促使其體認診斷評量的核心價值與

重要性：「因為要求我才來做，但是也讓我

知道這個不做不行，要教這個孩子，我就要

知道他的核心問題，才知道要怎麼幫他」（訪

政師 20140122）；「我覺得是觀念！在研習

上講新的觀念，那我就覺得這不只是工作，

而 是 可 真 的 幫 到 他 〔 學 生 〕」（ 訪 筱 師

20140222）。個案教師指出，為了解學生能

力水準、學習特性及教育需求，就須對特

教學生實施適性的診斷評量，以進一步規

劃適性而有效的教育措施。  

(二) 增進特教教師熟悉診斷與評量的基

本知識 

個案教師透過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可

以協助其更加了解相關法令規定，如身心

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特殊教育

法等：「以前實習不用做，所以不會特別去

〔注意〕，但現在要做鑑定，就會特別注意，

且在研習也都會說到，…像工作坊 OO 老師

就分享，可以先用鑑定辦法做排除。」（訪

菁師 20140223）。 

此外，參與專業研習活動使教師對學

生的學習特性更加了解，而使其於執行診

斷與評量工作時，能更加得心應手：「每

位小朋友狀況都不太一樣，我先發現他的

問題，也大概能知道做哪些測驗，哪些是

不用多做的，稍微可以先做區分」（訪怡師

20140207）；「研習我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孩

子所遭遇的可能問題，對孩子的困難點，

會比較有一個方向」（訪政師20140122）。 

二、評量知能 

評量知能包含：基礎評量的概念、蒐

集資料的能力、及解釋資料的能力（陳心

怡、洪儷瑜，2006）；此研究發現，特教

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於此部分知能之影

響有：增進特教教師靈活應用診斷與評量

測驗工具的能力、提升特教教師蒐集資料

的技巧、精進特教教師解釋診斷與評量資

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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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進特教教師靈活應用診斷與評量

測驗工具的能力 

楊萬教（2004）指出，特教教師執行

診斷評量工作時，應盡可能地蒐集學生相

關資料，慎選評量工具，在最有利學生的

評量環境與過程裡執行評量工作。個案教

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個人此面向的專業

能力發展，最明顯的是個人對診斷評量測

驗工具相關知識與應用能力的提升。特殊

教育的診斷評量是由評量者利用各種測驗

工具向受試者施行測驗，以了解受試者的

學習困難；教師透過參與專業研習活動能

學習更多測驗工具的知識，包含了解每份

測驗工具的評量概念、適用對象、分數所

代表的意義，及測驗施測技巧等實作能

力。特教教師了解與熟悉測驗工具的相關

知識，能協助其依據學生特性，靈活應用

各種測驗工具來蒐集學生的能力水準和學

習特性。 

每個學生狀況都不同，很多時候只能靠

經驗累積，……但是實作的部分就很直

接，測驗知道了，然後再實作練習，真

的就很明確會用，也清楚怎麼用。（訪

政師 20140122） 

 

測驗的認識，如果不了解怎麼施測、解

釋，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完成工作，對於

測驗工具的了解，也比較知道這個工具

能讓我們了解到孩子的狀況是什麼，比

較能去善用工具，……現在知道的工具

更多，因為小朋友特殊的狀況都不太一

樣，我覺得知道的測驗更多，評估會更

完整，我覺得最主要是學到蠻多測驗，

比 較 能 去 靈 活 運 用 。（ 訪 怡 師

20140207） 

 

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可以增進對診

斷與評量測驗工具的相關知識與應用能

力，尤其對年資五年內的初任教師而言更

是明顯。初任教師受限其專業背景與實務

經驗，對測驗工具的知識稍有缺乏，亦可

能因為對測驗工具知識不熟悉或是不了

解，而不會有效的使用測驗工具；但透過

相關研習活動學習後，確實能提升初任教

師運用測驗工具的能力。 

去情障測驗研習，剛開始我不會用啊！

可是研習完不用有人跟我講，我就覺得

那當中什麼可以應用。這是真的！我以

前沒學過，就只知道有這一套可以用，

可是也不會想用！因為不熟。（訪筱師

20140222） 

 

我覺得是特教要做的事情，……有時候

要做測驗，就必須去認識了解它，……

就要花很多時間去自己先熟悉才可以

做，問做過的人，那研習就會講解，就

可以用。（訪菁師 20140223） 

(二)提升特教教師蒐集資料的技巧 

個案教師表示執行診斷評量工作時，

教師會使用標準化測驗工具進行初步篩選

和評量學生能力；此外，教師也會藉由實

地觀察學生表現、訪談學生家長和普通班

老師，蒐集多元資料，以找出學生真實的

能力表現水準，進行正確而完整的評估，

進而連結到後續的教學策略和規劃個別化

教育計畫：「一般來講，就是做一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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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觀察孩子的特質和狀況，然後還要去問一

下導師和學長，看他的上課狀況、人際互動

這樣，就花很多時間盡快去認識這個孩子」

（訪政師 20140122）。 

特教教師需蒐集各種資料來評估學生

能力，個案教師表示藉由參與專業研習活

動有助於其資料蒐集能力之發展，特別是

提升其利用「訪談」方法來蒐集資料的能

力。個案教師藉由參與專業研習活動，透

過同儕的分享而學習到進行訪談前，可以

事先分析學生的相關轉介資料，擬訂訪談

大綱，掌握問題的核心，進行有效訪談。 

因為之前工作坊有人有分享，就是可能

會擬一些就是訪談的大綱來問家長或

老師，以往可能只是看到就隨口聊聊，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掌握到問題的核

心，但是現在會看完轉介資料之後，會

增加一個部份，就是從資料裡面就是自

己去擬一些問題，然後再來進行訪談。

（訪怡師 20140207） 

(三) 精進特教教師解釋診斷與評量資料

的能力 

參與診斷評量工作年資在六年以上的

中堅教師，對自己解釋診斷與評量資料的

能力較有信心，認為自己可以正確的完成

一份報告，但是遇到某些特殊個案時，還

是無法獨立分析和掌握學生的問題。教師

會透過參與工作坊及與同儕教師討論來精

進解釋資料能力；此方式不僅可以正確釐

清學生的核心問題，也可以協助教師更完

整及有系統的完成評估報告的撰寫。 

個案做多了，研習參加久了，對孩子的

一些困難點，就會比較有方向，……可

是像我曾經有一個個案，我做了 12 種

測驗，可是測完之後，我更無法解釋他

的特質，……我還是希望有管道來做詢

諮，個案探討的部分還是有幫助。（訪

政師 20140122）。 

 

收穫比較多應該是工作坊，把實務上的

問題做討論，回饋會比較多；……在施

測時發生疑點的時候，我會先完成評估

報告之後，再去以那個報告跟同儕做討

論；那工作坊有人會分享東西〔報告〕，

自己撰寫的時候也就會稍微注意，可以

怎樣的邏輯去寫報告，或者研判問題都

先思考到。（訪怡師 20140207） 

 

初任特教教師會透過參與專業研習活

動學習如何解釋測驗分數、如何撰寫一份

完整的報告，並進一步藉由執行診斷與評

量工作的過程以累積實務經驗。 

研習對我，你很清楚分數的意義，這些

分數要怎樣把它變成轉化成文字，去研

習就知道這個分數代表的意義，就可以

把它轉化成文字，把它變成說這個學生

是哪裡有問題，那裏比較好，哪裡比較

弱；其實我覺得真正教書之後才開始，

在學生時代，很少有老師會教你說要怎

麼樣完整的寫它〔評估報告〕，開始研

習、開始測驗，才知道說自己要完整地

寫 報 告 ， 這 是 大 轉 變 。（ 訪 菁 師

20140223） 

 

研習讓我覺得看事情的觀點會不同，因

為研習學到新觀念，然後跟我本來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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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看法，如果不一樣的話，我會重新

再去檢視一次自己對這個孩子的解

釋。……參加很多研習，能力上是會提

升，但我覺得主要的能力提升還是做個

案，解釋測驗成績，還有施測的過

程……其實我覺得我在心評這一塊其

實是靠個案的經驗去累積來的，不懂

的、奇怪的我都可以去問，校內同事也

都會教，經過練習之後，比較會抓住解

釋方向。（訪筱師 20140222） 

個案教師表示參與專業研習活動，除

了有助提升其解釋資料能力，並能協助其

將相關研習內容結合及應用至教學工作，

包括課程調整、教學策略、融合教育等。 

我覺得診斷評量可以知道學生哪些是

好的，可以直接連結到教學。（訪菁師

20140223） 

對我的教學實務上還蠻大幫助，像融合

教育研習，我們研習了解老師的需求在

哪裡；新課綱的部分， ……課程安

排，……九年一貫做調整，都有不同的

收穫。（訪怡師 20140207） 

三、個人相關特質 

個人相關特質包含有：個人情意特質

和個人認知能力（陳心怡、洪儷瑜，2006）；

此研究發現，特教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

對個人特質之影響有：增進覺察學生學習

特質的敏銳度、提升特教教師之正向思考

信念、促進特教教師視教育為志業。 

(一) 增進覺察學生學習特質的敏銳度 

特殊教育的診斷評量常需要透過標準

化測驗工具、觀察、訪談等量化與質性資

料的綜合分析，才能做出判斷；特教教師

無論在課堂教學或是執行診斷評量工作

時，均需具備良好的敏銳度，以適時地察

覺學生的困難與學習特性。一位個案教師

表示，透過診斷評量的實務經驗及參與專

業研習活動所做的個案研討，能增進其覺

察學生的學習困難、能力水準等學習特質

的敏銳度：「研習對我的幫助在於，我可以

更加清楚去了解孩子所遭遇到的可能性問

題，因為測驗工具接觸久了，研習參加久

了，所接觸到的個案變多了，會變得比較敏

感，對孩子會比較有一個方向」（訪政師

20140122）。 

(二) 提升特教教師之正向思考信念 

個案教師坦承在忙碌的教學工作中，

還要參與眾多研習非常辛苦，尤其面對執

行診斷評量工作常需花費相當多時間，但

是個案教師仍秉持正向思考與信念，持續

參與相關研習活動，以因應教育現場的各

項變化與挑戰。 

特教老師真的很累，但我還是花很多時

間與精力去研習、詢問、學習很多，我

覺得這對特教老師是一個挑戰，因為平

常就已經有教學要做，可能還有行政，

然後還要再去參加這一塊另一份工

作；……可是學到概念清楚上手，慢慢

就可以熟悉並輕鬆一點。（訪菁師

20140223） 

(三) 促進特教教師視教育為志業 

特殊教育診斷評量工作極為專業，執

行此一工作對特教教師來說無疑是一項重

擔。訪談中，個案教師表示參與診斷評量

工作，不但需進行一連串的研習進修以增

能，也需花費很多心力才能完整的執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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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任務，整體來說就是一項耗時、費力又

勞心的負擔：「這個孩子到底要用什麼樣的

測驗，然後甚至我們要自己不斷去學習新的

測驗方式，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測驗工具是

以前沒有教過的，甚至是需要專業研習的，

這就是我說的會帶給老師額外的非常大的

負擔」（訪政師 20140122）。 

面對診斷評量工作這個沉重的負擔，

但也有個案教師表示，因為診斷評量很專

業也很重要，透過正確的診斷評量，才能

真正了解學生的學習特性，知道如何去幫

助及協助其有良好的學習與生活適應。 

這個算是特教老師額外的一個蠻辛苦

的部分，那這也是特教老師的專業，因

為心評，才找到小朋友的問題，才能進

行教學；也是助人的工作，自己還蠻開

心，雖然沒有很大的成就！可是覺得可

以幫助弱勢孩子，不管做什麼，覺得只

要用心就可以看著他們成長，我覺得蠻

快樂。（訪怡師 20140207） 

陳昭儀（2012）、黃榮真（2004）和蔡

逸勳（2011）均指出，特教教師參與專家

演講、實習活動、專業學習社群、學位學

分班、專業成長團體等各種形式的專業發

展活動，能增進專業能力，亦可提升特殊

教育品質。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個案教師

參與不同型式的專業研習活動，不僅有助

持續個人診斷與評量專業能力之發展及運

用（陳昭儀，2012；蔡逸勳，2011），藉由

研習活動中的同儕對話及經驗互動，也促

使其能反思自我教學角色與專業，並發展

教學服務之熱忱與信念（簡梅瑩，2008；

顏國樑、倪惠軒，2010）。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整合上述研究結果，個案教師均肯定

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其個人診斷與評量能

力在「基本知能」、「評量知能」和「個

人相關特質」三個向度之專業發展。 

(一) 「基本知能」 

個案教師透過參與專業研習活動，能

促進教師體認診斷評量的重要性、對診斷

評量的相關法令規範等基本知識持續更

新，也更能了解特教學生的學習特性。 

(二) 「評量知能」 

特殊教育診斷與評量工作最直接的目

的是透過資料蒐集與評估的過程，以了解

特教學生的能力水準。個案教師透過參與

專業研習活動，除能提升自我運用診斷評

量測驗工具的能力及資料蒐集技巧，並能

藉由工作坊中的案例分析或討論活動，持

續精進個人解釋診斷與評量資料的能力。 

(三) 「個人相關特質」 

個案教師透過參與專業研習活動，能

增進覺察對學生學習特質的敏銳度、提升

個人的正向思考信念並激起視教育為志業

的服務精神，並能以積極態度來面對教學

現場的任務和挑戰。 

二、建議 

(一) 教育行政單位 

此研究所探討之特教教師專業研習活

動與診斷評量工作之執行，多由縣市教育

局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等教育行政單位分

層負責相關教育政策、實施辦法之研擬制

定與研習規劃。教育行政單位可建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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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長期且符合特教教師需求的進修研習

制度與專業發展管道，藉由規劃適當的進

修制度，提升專業研習活動的實質效益。

首先，可研擬特教教師執行診斷評量工作

之相關辦法，明確說明教師之權責任務並

給予學校足夠的經費以協助教師安排課

務，讓教師有充足的時間和心力以有效率

的執行此一工作。再者，各縣市教育局及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等教育行政單位所規劃

之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可採用分階段、分主

題的方式辦理，以符合不同專業背景與實

務經驗之教師專業發展需求。最後，應重

視特教教師的實質獎勵措施，鼓勵特教教

師極積參與診斷評量的實務工作及個人在

職增能進修，以進一步提升特殊教育診斷

與評量工作之品質。 

(二) 師資培育單位 

此研究四位個案教師均為合格特教教

師，研究者透過訪談與所蒐集資料發現，

職前教育課程並不足以協助他們應付專業

的特殊教育診斷與評量任務，而是需要透

過自我持續的在職進修，才得以增長相關

專業能力之發展。師資職前課程規劃應考

量教學現場特教教師需擔負執行之工作任

務與專業知能需求，補充及修正培訓內容

與方式；例如培訓內容需納入與診斷評量

實務工作相關之專業知能，培訓方式則可

藉由案例分析及討論活動，發展並提升學

生應用理論知識於實務工作之能力。 

(三) 特教教師 

特教教師應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對話，

初任教師可藉由資深教師的帶領和指導增

進教師專業知能，年資較多的特教教師，

則可透過與專業同儕教師的對話，精進其

專業知能。另外，特教教師應能持續透過

對教學歷程與工作投入之檢視來反省自我

專業表現，進而主動積極投入教師專業研

習活動，並以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教職任

務和挑戰；藉由保持對教育的熱忱，促使

自我教學工作能更加精進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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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大綱 

一、國小特教教師對個人診斷與評量能力之評估與發展需求為何？ 

1-1 請問您在什麼情況下，會參與這些診斷與評量工作？ 

1-2 請問您執行的診斷與評量工作的要項與作法為何？ 

1-3 請問在診斷與評量工作中，您覺得可以勝任的部分是哪些？ 

1-4 請問在診斷與評量工作中，您覺得比較困難的部分是哪些？ 

1-5 請問在執行診斷與評量工作時，您覺得尚需再增能的部分是哪些？ 

 

二、國小特教教師參與之專業研習活動型態與內容為何？ 

2-1 請問您參與專業研習活動的原因為何？ 

2-2 請問您參與專業研習活動的型態有哪些？為什麼較常參與這些？ 

2-3 請問您參與專業研習活動的課程內容有哪些？這些課程內容與特教教師專業發展

關係為何？ 

2-4 就執行診斷與評量工作部分，哪些課程內容有助於您此專業能力的發展？ 

 

三、國小特教教師參與專業研習活動對診斷與評量能力發展之影響為何？ 

3-1 您所參與的專業研習活動如何影響您在診斷與評量之基本知能發展？  

3-2 您所參與的專業研習活動如何影響您在診斷與評量之評量知能發展？  

3-3 您所參與的專業研習活動如何影響您在診斷與評量之個人特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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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are usually undertaken by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s 

criteria to help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t is important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continue to be involved in in-service training to develop an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 in 

practicing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This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adopting a 

qualitative cases-study approach; there were four elementary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his research an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collection.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elementary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enrolling in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upo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ree dimensions of practicing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including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assessm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personal traits’’.  

Keywords: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