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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自我決策的引導模式，運用在高職特教班就業轉銜輔導之情形，首先

透過自我決策文獻之探討，論述自我決策能力的要素，和在高職特殊生轉銜教育的可行

作法；其後，參考自我決策教學模式逐步進行教學輔導，並針對施行的實務歷程予以分

析和反思，期用以提升高職特教班學生的自我決策能力，並促成教師的團隊能重視並善

用自我決策的教學策略。整體而言，本文的探討、實際教學歷程和成果，對就業轉銜輔

導的畢業學生達成持續穩定就業、適應成人生活的目標有所助益。 

關鍵詞：自我決策、高職特教班、就業轉銜 

 

前言 

自我決策是一個把力量還給孩子的過

程，就業轉銜輔導與自我決策能力訓練是

高職階段重要的歷程，以下筆者透過文獻

探討，尋找自我決策教學模式，分享自我

決策教學歷程之經驗，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壹、就業轉銜輔導與自我決策 
能力訓練 

高職特教班學生若長期習慣由別人為

他安排做決定，一旦離開學校後，這樣的

模式延續到成人生活，諸多生活的細節，

像是該穿甚麼、假日如何休閒、在哪裡住、

工作等，這些需要決策的事項，如果都還

是持續依賴家人、服務人員為他計畫、安

排，那麼，處於這種狀態的學生會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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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能力能獨立生活嗎？根據研究顯示在高

職至成人轉銜階段的學生，僅有極少數機

會去做選擇或為自己自我擁護（林幸台，

2007）。而邱滿艷、張千惠、韓福榮和余月

霞（2010）透過傑出身心障礙者的就業歷

程的追蹤分析，亦發現在影響就業與個人

有關因素中，「自我決策」乃重要因素之

一。此外，Wehmeyer 和 Schwartz 追蹤研

究更發現，受過自我決策訓練的學生受雇

率較高，而且日後薪水也較多（引自林幸

台，2007）。 

自我決策對就業轉銜成功有關鍵性的

影響，故美國的 IDEA 2004 法案要求將自

我決策納入教育計畫中；我國在最新頒布

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大綱」（教育部，

2011），也將自我決策列入生活管理的能力

指標。但是，目前高職特教班的教學場域

似乎尚未重視此重要能力的教學，例如由

許銘容（2004）研究顯示，高職特教班教

師對於自我決策瞭解仍然相當陌生，調查

有超過六成教師並不熟悉此一名詞，且有

兩成教師仍未聽過。 

筆者在高職特教班服務，檢視歷屆學

生在輔導安置就業後不穩定的諸多原因

中，就業轉銜輔導階段缺乏自我決策的訓

練是關鍵因素之一。林宏熾（2005）也提

出成功的轉銜需要長時間步驟化與系統化

的引導，讓學生學會自我決策與負責。為

提升輔導就業轉銜的成效，筆者乃從高一

帶班時試著有計畫地將自我決策融入三年

的班級經營與教學模式中，把生活問題化

成自我決策能力訓練情境，於高三階段更

讓學生進行自我決策的實務操作，學生畢

業後經一年追蹤評估，仍能持續穩定就業

率達八成的成效。高職特教班學生就業轉

銜歷程以融入自我決策教學模式，對學生

銜接成人生活、穩定持續就業的教育目

標，確實值得投入施行。 

貳、自我決策融入就業轉銜教 
學要素之探討 

一、自我決策的意義與特徵 

(一) 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的意

義 

高職特教班學生在面臨就業轉銜的過

程中，無論是在職業試探、職場實習、支

持性就業的階段，都會歷經一連串的選擇

和 自 我 決 定 。 根 據 Wehmeyer (1996) 及

Bolding (2001) 對 自 我 決 策 (self- 

determination)之看法，是指人生而賦有的

本能及生理上自然的需求，它促使人採用

行動來達成需要。自我決策是人產生行動

的主要源頭，不管障礙與否，每一位個體

都有自我決策的本能，當然也可以藉著教

育過程來加以提升（林宏熾，2005）。亦

即，自我決策是一個多元的構念，包含了

做選擇、做決定、目標設定和達成、問題

解決、自我覺知、自我倡議、自我管理和

自我效能等意涵（鈕文英，2010）。 

(二) 自我決策的特徵 

自我決策是一種選擇，即使「不作選

擇」也是一種「選擇」，但是不選擇就會

沒有積極的行動力和目標達成的企圖心。

高職特教班學生常因為障礙，從小習慣於

依賴、聽從師長的安排，很少參與與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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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或生涯有關的決策，當成長轉到成人生

活的適應過程中，亟需引導運用自我決

策，以展現其獨立生活的能力。鈕文英

（2010）指出自我決策必須具備有自發、

心理感受到被賦權、自我覺知、自我掌控

等四項的特徵。茲說明如下： 

1. 自發(autonomous)，是指能自己引發行

動。  

2. 心 理 感 受 到 被 賦 權 (psychologically 

empowered)，表示在對事情的反應上，

心裡體驗到被賦予權力。 

3. 自我覺知(self-realizing)，指採取行動時

的態度意識是清楚的。 

4. 自我掌控(self-regulation)指對自己的行

為能掌握之意。 

二、自我決策融入就業轉銜教學的要

素和流程 

究竟支持一位高職特教班學生轉銜進

入成人生活，能順利地做出自我決策需要

具備哪些能力呢？由於過去學習挫敗的累

積，導致他們缺乏信心，不敢期待未來。

Field 和 Hoffman (1994)提出增進身心障礙

者自我決策能力教學模式，除了外在環境

須給予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的機會外，還

包括五個要素：認識自己、看重自己、訂

計畫、實際行動以及體驗和學習。亦即，

就業轉銜的輔導重點，需具體地讓特殊學

生了解自己的能力，敢做夢、肯期待可能

的美好，引導他們回歸自己能努力達成的

目標。 

整體而言，自我決策能力的培養是一

個把多面向能力，逐步形成的歷程。在這

個歷程中，學生由內而外從想要、心理有

所感受到自己做決定、自我察覺到要努力

且願意為行動負責，這些是能否達成持續

穩定就業目標的評估要項，亦即，以自我

決策融入就業轉銜教學時，首先須形塑一

個包括家長、授課教師、雇主等成員的支

持系統在內的教學環境；其後，在教學上

逐步引導學生能認識、看重自己，以做好

內在歷程的探索；進而學會自我檢視、選

擇、訂計畫，並付諸於行動等穩定就業的

重要技能。全程透過鼓勵體驗與再學習，

最終引導學生進入自我增強、穩定發展的

就業生活。自我決策能力融入就業轉銜教

學模式如圖 1。 

參、自我決策教學模式歷程之 
經驗分析 

高職特教班的教育目標在於引導學生

獲得相關知能，以利將來能獨立生活。其

規劃訓練及課程的項目有很多，為便於就

業轉銜與職場工作穩定性，本文就筆者在

教學設計與實際面對學生有關適應生活、

職場實習及支持性就業所引發問題的處理

經驗，於擔任三年導師的期間，以 Field

和 Huffman (1994)自我決策能力的五要素

為架構，逐步教導就業轉銜所需具備的能

力指標，讓學生在高三就業轉銜階段能在

職場展現個人與工作相關的自我決策能

力。有關自我決策教學規劃和實施歷程，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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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提升身心障礙者自我決策能力的模式 

（Field & Hoffman, 1994；引自鈕文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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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 

1.夢想               

2.認識有哪些選項 

看重自己 

1.接納和看重自己 

2. 認 識 和 尊 重 自 己 權

計畫 

1.設定目標   2.預期結果

3.計畫達成目標所採取的

行動 

1.冒險      2.協商   

3.溝通 

經驗結果和學習 

1.比較實際的結果和預期的結果 

2.比較實際的表現和預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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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具備溝通力的自我決策教學

環境 

自我決策教學模式的運用，須立基於

良好溝通和協商的教學環境，方能達到預

期的目標。因而，透過召開 IEP 及親師會

議，導師、任課教師、家長、職場相關人

員建立共識，平時利用電話、實習日誌保

持相互聯繫，經過不斷的溝通、示範，讓

團隊成員的引導方向趨於一致，以共力合

作、支持學生做選擇、負責任；同時，相

關人員也能在此自我決策引導的過程中得

到成長。相關回饋如下： 

經過討論，很清楚雇主、家長的想法。（師

2） 

現在會停（下來），聽她的想法！（C 生媽） 

看學生（主動）推機器，就知道他們是自

己想要工作！（雇主 1） 

有關本教學團隊的主體－每位學生，

其優弱勢能力、須引導自我決策能力的需

求，和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1。其中，轉銜

目標轉換或輪調必要性說明，每位學生都

是經過評估、安置的程序，但是當學生在

職場出現心理或生理不適應、表現長期不

如預期、沒有成就感，職務需要時，要思

考轉換，相關回饋如下： 

E 生: 轉換推床工作後臉上笑容變多（雇主

1） 

I 生: 轉換到備餐工作後更專注穩定（師

3） 

H 生: 轉換到被服工作後不會叫腳痛（H 生

父） 

 

二、自我決策融入教學的設計 

為達到成功轉銜的目標，透過高職三

年期間，累積自我決策相關能力。其中，

高一在生活管理及社交技巧課程中，引導

學生認識自己、看重自己的優弱勢和情緒

表達等能力；高二藉著通過丙級證照考

試，練習做選擇、訂目標、執行、看結果

修正等能力；進入高三前自我決策五要素

的內涵，已經在校內情境進行過教學，因

而高三需引導學生統整並應用自我決策要

素於就業轉銜實際情境中。 

在自我決策教學設計方面，經針對自

我決策要素內涵，使與新課網能力指標呼

應，俾在教育和實習現場落實實施。以「能

尋求資源或策略以解決困難」指標為例，

透過活動設計和教學目標的分析，包含了

冒險、協商、溝通等自我決策要素和能力。

茲將高三統整和應用階段之自我決策要

素、相關能力指標、科目領域、教學方法、

評量等整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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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生能力、困境/需求與就業目標分析 

學

生 

性

別 
能力分析 困境/需求 轉銜目標 

A 女 能察覺情緒 遇挫折大哭/覺察與延宕情緒 醫院傳送工作 

B 女 能表達想法 擺臉色/接納和看重自己 醫院傳送工作 

C 女 能察覺情緒 情緒化/覺察調整反應 醫院傳送工作 

D 女 能表達需求 焦慮 /認識自己的優弱勢接納和看重

自己在 IEP 會議中表達意見冒險、堅

持到底了解何謂成功 

醫院傳送工作 

E 男 能 分 辨 權 利

和責任 

沒表情/尊重自己權利和責任 醫院傳送工作 

F 男 能 分 辨 權 利

和責任 

遲到/尊重自己權利和責任 醫院傳送工作 

G 女 認 識 自 己 的

優弱勢 

不打招呼/決定什麼是重要 醫院傳送工作 

H 男 認 識 生 氣 的

情緒 

嗆同事 /決定甚麼對自己來說是重要

的照顧自己的心情保持創造性處理衝

突和批評調整作法 

冷氣維修助理工作、

洗碗工作轉換到醫院

被服工作 

I 男 認 識 自 己 工

作 中 的 專 注

力弱 

散亂/決定什麼是重要 賣場助理工作、洗碗

工作轉換到備餐工作 

J 女 認 識 自 己 操

作能力好 

挑工作/決定什麼是重要 助理工作、送餐工作

轉換到清潔工作 

K 女 認 識 自 己 害

怕改變 

怕改變/問題解決步驟 賣場清潔工作 

L 男 認 識 生 氣 的

情緒 

嗆同事/照顧自己的情緒 

處理衝突和批評 

賣場助理工作、洗碗

工作轉換到包裝工作 

M 男 能模仿做、說 逃避/問題解決步驟 醫院傳送工作、洗碗

工作轉換到銀行收發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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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三自我決策能力訓練、能力指標和教學規劃一覽 

要素 能力指標 科目領域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認識自己 1. 能展現優勢能力，降低弱

勢能力 

2. 能適當的表達情緒 

3. 能決定並選擇有利的行

動 

生活管理 

社交技巧 

提問 

討論 

示範 

演練 

觀察 

問答 

實習日誌 

看重自己 1. 能尊重自己的權利和責

任 

2. 面對困境時正向思考、自

我鼓勵 

3. 能照顧自己的情緒和身

體 

生活管理 

社交技巧 

提問 

討論 

示範 

演練 

觀察 

問答 

實習日誌 

訂 計 畫 1. 選擇適合能力的目標 

2. 在 IEP 會議中表達意見

3. 能依據結果修正、調整

4. 能以視覺的方式複習計

畫內容 

生活管理 

 

提問 

討論 

 

觀察 

問答 

 

 

實際行動 1. 執行工作中自我檢查、

解決問題 

2. 能尋求資源或策略以解

決困難 

3. 能使用有效的方法堅持

到底 

職業教育 提問 

工作分析 

示範 

演練 

觀察 

問答 

檢核表 

實習日誌 

體驗與學習 1. 能比較實際與預期的表

現、結果 

2. 面對自己的選擇、承擔

事件結果 

3. 了解成功是展現優勢、

有效行動  

職業教育 

生活管理 

 

提問 

分享 

回饋 

觀察 

問答 

實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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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自我決策模式提升就業轉銜的

引導歷程 

筆者與團隊帶 13 位高三特教班學生

從職場實習到就業，透過生活管理、社交

技巧、職業教育等課程，以提問、討論、

工作分析、示範、演練、分享、回饋等教

學方法，並透過觀察、問答、檢核表、實

習日誌等評量方式，引導學生，不斷整理

體驗，邁向認識自己、看重自己、參與 IEP

計畫、實際行動等作為目標。茲依在五項

自我決策要素，恰好均有教學案例的 D 生

以參與 IEP 會議和 H 生以工作不順利須調

整就業目標為例，逐一分析引導歷程。 

(一) 「認識自己」的引導歷程 

每位學生都有夢想，如何在築夢的過

程更認識自己的情緒、優弱勢、可能的工

作，除了結構式的教導，藉由當下的情境

即時引導與回應更能產生強烈的連結。

Huffman 和 Field (1995)提出引導自我決策

可以針對學生遇到挫折時的感受、想法、

反應等，進行機會教育。 

茲針對學生的「認識自己」需求，以

案例情境及教師引導歷程之實例（包括事

情描述、學生感受、原始行為、選擇後行

為），以楷體表示分析如表 3。其中教師的

回應提問以【】表示。 

 

表 3   

「認識自己」的自我決策引導歷程實例 

！教師歷程引導 

    D 生 

1. 發生甚麼事？  

 我不想參加 IEP 會議，媽媽一直問我，我說要去工作，她又不相信！ 

 【參加 IEP 是你的權利】我說了有用嗎？ 

2. 感受如何？  

 生氣、難過 

 【我們都希望被相信，會生氣、難過很正常】 

3. 做了什麼？  

 【那你相信自己能工作嗎？】……愣住，瞪大眼睛 

 【這就是要你參加 IEP 的原因，練習……啊！】 

4. 你願意練習嗎？ 

 點頭 

5. 看看在 IEP 會議時需要哪些協助，那些事自己能做？ 

 【取出開會表格討論】想自己表達想要工作賺錢 

 【你知道為什麼要參加 IEP 嗎？】……練習當大人 

 【你想當大人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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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生 

1. 發生甚麼事？  

 小君唸我講話太大聲，嗆她，被領班約談，解聘。 

2. 感受如何？  

 生氣 

3. 做了什麼？ 

 【陪著散步一段路】嗆她 

 【嗆她！想得到什麼？】爽啦！ 

 【被約談解聘是你要的嗎？】都是她害的。 

 【還想要工作嗎？不要勉強喔！】想啊！ 

4. 再次選擇？ 

 【爽跟工作哪一個重要？不要太快回答，回家想想】…… 

     

透過 實例 情 境， 藉著 同 理發 生的事

情、接納情緒、澄清問題始末、轉換策略

提問逐步引導學生自我覺知對事情的情

緒、態度，自發對目標的想要，逐漸感覺

到被賦權願意調整習慣，展現優勢，減少

弱勢的影響，在職場更能評估環境、自我

掌控，選擇對工作和自己都有利的行動。 

 

(二)「看重自己」的引導歷程 

學生面對新工作沒有信心時，教師引

導學生與成功的經驗連結。接著鼓勵學生

自我挑戰，具體增強學生，並親自示範尊

重自己的權利和責任，正向思考、自我鼓

勵，以引導學生看重自己。茲以實例說明

引導歷程如表 4：

 

表 4  

「看重自己」的自我決策引導歷程實例 

教師歷程引導 

    D 生 

1. 發生什麼事？ 

 媽媽不相信我可以工作！ 

 【了解，以前我媽有時也不相信我】……質疑的表情 

2. 感覺如何？ 

 討厭 

3. 做了甚麼？ 

 【我們來想想怎麼樣在別人不相信之前，有力量繼續努力，等達成了他不相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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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眉頭深鎖 

 【現在就說算了反正媽媽也不相信】……搖搖頭 

 【告訴自己我雖然不會考試但是我很勤勞、會聽指令、能在工作步驟化後做很好】點

點頭 

4. 如果又有人不相信你可不可以在心裡告訴自己？ 

 可以，偷笑。 

H 生 

1. 做了什麼？ 

 每個人都有衝動和溫和的一面，我好欣賞你上次忍下來出去走走，那是怎麼做到的？

 不跟他計較 

 【嗆和不跟他計較哪一個會讓你達到就業目標？】喔很難，……不跟他計較。 

 【很難我了解，你知道每次你嗆我的時候我也在忍耐，如果我不忍耐也會沒有工作！】

2. 你願意練習照顧好自己的心情嗎？  

 嗨……點點頭。 

     

認識自己、看重自己涉及學生的自我

概念、自我覺知、態度、信念議題，需多

層次引導，甚至循環回饋才能有成果。經

過教師舉自己的例子同理、接納學生的位

置，直接肯定並轉換提問，學生能正向提

升自己，願意嘗試有效的行為，雖然辛苦

卻能繼續練習，從看輕自己見到看重自己

的曙光。 

 

(三) 「訂定計畫」能力運用要點 

在二 年級 期 末職 場實 習 結束 彙整教

師、雇主的回饋，引導學生參與 IEP 會議，

與家長、學生討論夢想與困境，決定未來

一年的長、短期目標，讓計畫與學生的生

活產生連結，引導常會遇到的狀況實例說

明歷程如表 5。

 

表 5   

「訂定計畫」的自我決策引導歷程實例 

教師歷程引導 

D 生 

1. 發生什麼事？ 

 老師那你會跟媽媽說什麼？媽媽開完會回家會不會生氣！ 

 【你覺得媽媽聽到什麼回家會生氣？】……跟男生有關的事 

2. 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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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媽媽擔心什麼嗎？】……怕我被騙 

 【把如何讓你不被騙，又有方法跟欣賞的男生互動列入今年學習計畫】……頻頻點頭。

3. 感受如何？ 

 ……笑而不答 

 【醫院傳送工作需要練習那些能力？……要輪調】什麼是輪調…… 

    H 生 

1. 發生什麼事？ 

 被解聘回學校做清潔志工第三週 

2. 回來做志工感受如何？ 

 煩！很無聊，又沒有錢 

3. 做志工的好處是什麼？ 

 哪有好處！ 

 【沒有碎碎念的同事、阿伯……】我想要工作啦，不會嗆人了。 

4. 同事罵你怎麼辦？ 

 糙小伊（台語），走開就好了…… 

 【上網、看報紙找找看，能不能工作全看你的選擇囉！】……老師你陪我看報紙，念

給我聽。 

本階段引導歷程，在特教領域而言，

屬艱辛工作，因法規定，學生得參加 IEP

會議惟實務並不必實施。學生沒經驗，也

未準備，家長亦不熟悉，因而本案教師亦

運用，同理實際狀態、接納學生抗拒、澄

清參與是權利、轉換學生信念，實際引導

學生參與 IEP 會議，表達自己的想法體驗

被賦權，在選擇適當的目標時的自我掌

控，並且覺知到後續需要以行動來驗證結

果，在討論之後對自己未來行動與目標關

聯更清晰，知道要以結果修正或調整計畫。 

(四) 「實際行動」能力提升運用要點 

依照學生的優弱勢討論出適當的步驟

示範、自我教導演練等方式協助學生與目

標連結，建立實作、自我檢查、尋求資源、

問題解決等能力，並能持續使用有效的方

法堅持到底，茲以案例分享歷程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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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實際行動」的自我決策引導歷程實例 

教師歷程引導 

D 生 
1. 發生什麼事？ 
 【開會的目的是以你為核心討論下學年的目標，所以我們先請你說未來的目標？再請

媽媽】喔！我想工作賺錢，啊嗯……可以交朋友！母親：…… 
2. 正式工作之後要輪調會是你的困難，做了什麼？ 
 【目標一：工作輪調時你的擔心跟害怕……】一定要輪調嗎？ 
 【是，遇到新工作不會做怎麼辦？】問阿姨和老師…… 
 【你會不會依檢核表步驟化做事】……會 
 【所以新的練習是換新工作時告訴自己，我能依清單做好每個步驟…】…… 
3. 會議結束，感覺如何？ 
 笑……剛剛你像個大人】 
4. 下次檢討會議你會選擇當小孩還是大人？ 
 大人，靦腆的笑。 

H 生 
1. 發生什麼事？ 
 去醫院的被服部面試。 
 【你希望老師怎麼幫你？】陪我去 
2. 做了什麼？ 
 【再一次打電話問？約面試時間、履歷表、面談】…… 
3. 感覺如何？ 
 好麻煩喔！ 
 【沒辦法，嗆完的代價呀！】抓頭 
4. 再次選擇？ 
 【我不想常找工作，選擇工作時不嗆人，你要練習看看嗎？】好啦！ 

經過 實際 行 動為 了達 到 自己 訂的目

標，學生漸漸發現調整行為的重要，H 生

被職場拒絕，回學校擔任四週清潔志工後

經引導，自己選擇要調整習慣，轉換其他

工作。 

(五) 「體驗與學習」運用要點 

實際操作後無論是情意、認知、技能，

教師藉著分享、嘉許、討論、回饋，讓學

生比較實際與預期的表現，練習看結果修

正、在工作中累積小小的成功，茲以實例

分享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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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體驗與學習」的自我決策引導歷程實例 

教師歷程引導 

D 生 

1. 發生什麼事了？  

 期末 IEP 檢討會議，工作正式簽約二個月 

2. 感受如何？ 

 笑，我的薪水付水電費（自信的神情） 

3. 做了什麼？ 

 新工作不會問阿姨，跟自己說照步驟做…… 

 【聽說兒醫部有一個帥哥，約你喔！】……害羞，有跟媽媽說……？ 

4. 比較參與 IEP 的差異？ 

 【你覺得參加 IEP 表達自己想要學習的事，跟沒有參加 IEP 哪一個好……】 

參加 IEP…… 

    H 生 

發生什麼事了？ 

醫院被服部正式簽約 

感覺如何？ 

開心啦！ 

做了什麼？ 

以前心情不好會嗆人，現在會出去走走、找阿嬤、哥哥聊天…… 

比較調整前跟調整後差異 

【機車的人很多，又遇到時怎麼辦？】 

下班跟朋友一起「譙」比較爽，朋友叫我不要跟他計較。 

 

在自我決策的歷程中體驗與學習隨時

發生，但是學生未能完全主動整理，透過

教師引導無論成功或失敗的歷程都可以有

正面的學習，透過這模式最終十三位學生

在高職畢業前都正式就業，經追蹤除了 M

生其他十二位持續一年以上穩定就業。 

肆、結論 

一、自我決策教學模式應用在高職特

教班就業轉銜教學之回顧 

本模式以學生為核心，將自我決策五

要素，輔以同理發生的事情、接納情緒、

澄清問題始末、轉換策略提問的針對不同

特質、需求學生的引導，逐步引發學生練

習自我決策，在就業轉銜的過程充滿學習

與調整動機，並全力投入，由於引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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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四層次提問策略，學生亦能在其他人

際、休閒等生活層面表現自我決策能力。 

茲以前案例 H 生參與 IEP 會議、D 生

工作不順利調整目標，在五要素中輔以四

步驟循環引導本班學生的自我決策教學模

式如圖 2。

 

 

 

 

 

 

 

 

 

 

 

 

 

 

 

 

 

 

 

圖 2  自我決策教學模式應用在高職特教班就業轉銜教學圖 

 

二、家庭與專業團隊合作為自我決策

教學模式成功的重要因子 

(一) 家庭：家庭是最重要的支持，往往也

是限制的主因之一，讓家長了解自我

決策對學生長期成人生活的重要性，

值得持續努力。常見無法放手的實例

如：他就是二愣子，我得幫他否則他

會被欺負，我認為他在銀行工作沒問

題（M 生爸）（工作難度超過孩子能

力，畢業後學生因壓力過大導致情緒

行為出問題，被迫離開工作服用精神

科藥）。 

(二) 專業團隊：自我決策能力的養成是身

邊其他人共同成長的歷程。教師需要

協調就業輔導員、職務再設計人員的

不同專業意見。例如面對前面 M 生家    

長時。 

環境 

認 識 自 看重自己

計畫 

行動 

經驗結果和學習 

教師以四層次提問 

兼顧同理、接納、 

澄清、轉換引導 

1.發生甚麼事？ 

2.感受如何？ 

3.做了甚麼？ 

4.重新選擇反應？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63 

(三) 職場：職場任務要求具體，公司制度

要健全對自我決策是助力；遇到制度

不健全的雇主，老師獲救輔員需跟學

生討論具體的權利、義務，必要時轉

換職場等自我倡議的教導。 

經實際操作應用在就業轉銜教學策略

上，學生畢業一年後的追蹤仍然保持 92%

的穩定就業，可見自我決策教學的模式應

用在高職特教班就業轉銜上是具體且實

用。雖然老師很努力，但是之後的遷移、

類化仍然需要家長與專業團隊的支持，家

長與專業團隊的支持是學生邁向自我決策

成人生活成功之路。 

伍、結語 

如果 高職 特 教生 身旁 的 重要 他人們

（如父母、老師，和專業協助者）願意放

手，自我決策是一個經過培訓後，能很自

然累積的能力，亦即學生循序漸進地學到

訂定計畫和檢視每一個行動的有效性，就

會逐漸習得獨立做選擇、決定和負責任的

能力。 

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因為身邊的重

要他人，總不自覺地以保護之名，甚或教

導之名，想要掌控一切，導致學生長期失

去自己做決定的學習機會，每每只為了滿

足重要他人的想法，漸漸離自己的決定越

來越遠，忘了自己負責任的重要性…。本

文經由探討相關文獻，了解自我決策能力

是重要的教學內涵，尤其是就業轉銜階段

亟須習得的能力，其後經過長時間的引

導、調整和反思的歷程，不只是高職特教

學生的自我決策能力有所成長，筆者亦自

其中收獲甚多！因而筆者乃希望藉此分享

能拋磚引玉，讓高職特教班的老師、家長

共同為學生找回自己做決定的能力播下一

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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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applying self 

determination teaching model to employment transi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self determination 

in employment transition is propos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teaching 13 students with 

five elements of self determination model via four methods are analysed. Conclusions are 

suggested to teacher, parents, and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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