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第 62 期 民 105 年 12 月 55-64 頁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55 

職場甘苦談：基隆市國小不分類 

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工作現況之研究 

吳鈺琇 李姿瑩 

基隆市中正國民小學 

資源班教師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因應「回歸主流」及「零拒絕」之教育潮流，臺灣各地區廣設資源班。在「個別化」

當道的特教圈中，資源班教師每天必須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身障學生，並針對學生的殊

異性做調整與安排。本文從教學、行政、學生輔導、親師溝通及工作環境等五個面向探

討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之工作現況，期能給予教育現場的所有工作者

一個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身心障礙資源班、工作現況、學生輔導、親師溝通 

 

壹、前言 

羅丹曾說：「工作就是人生的價值，

人生的歡樂，也是幸福之所在。」愛因斯

坦也說過：「倘若 A 代表人生的成功，那

麼公式是：A=X+Y+Z。X 是工作，Y 是遊

戲，Z 是保持緘默。」工作之於人生價值

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般。 
研究結果顯示較高工作滿意度的教師

會有主動進修、研究問題、設計教學、行

為輔導、評量診斷及溝通觀念的努力與表

現。一個工作滿意度較高的老師，往往願

意去改進教學，同時，其教學成效也相對

的提高。Gortan(1982)認為教師的工作滿意

度愈高，愈容易與同事相處愉快，服務精

神愈高昂，愈能接納行政管理的指示，愈

能致力於組織目標的達成，也愈有成果表

現。 

Serra(1995)將影響特殊教育教師工作

滿意度的因素分為內在激勵因素，包括工

作者本身的主要變項，如成就、讚賞、責

任升遷、工作本身；另一為外在維護因素，

包括的變項有：薪資、成長可能性、對上

之人際關係、對下之人際關係、同輩之人

際關係、技術視導、公司政策與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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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個人生活、地位以及工作安全

感。而國內蔡崇建（1985）以特教教師為

研究對象，研究指出男性教師在校長領

導、工作環境、薪資報酬及整體工作滿意

度方面均高於女性教師；年齡愈高，在教

學工作、行政督導、工作報酬滿意度愈高；

教育程度愈高工作滿意度愈高；其專業效

能與工作滿意呈正相關。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特教教師的工作

不滿意多與缺乏行政人員的支持、給予特

殊教育教師不合適的期望、家長的認知、

缺少提供相關性的專家服務、工作環境不

佳或空間狹小、缺乏合適的教具、過多的

額外處理工作、進修機會不多、與同事的

關係不佳、需不斷的糾正學生行為及不易

見 到 學 生 的 進 步 等 因 素 有 關 (Cooley & 

Yovanoff, 1996; Gonzalez, 1995; Karge 

&Freiberg, 1992)。 
綜上所述，影響一位特教教師對於其

工作滿意度與否之相關因素極為繁雜。本

研究蒐集相關期刊論文，統整出五個向

度，並將其延伸成一訪談大綱，特別深入

探討特教教師中之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

對於其工作有何看法與感受。而後針對此

現象給予相關建議，以利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在人力資源運用及教師、後續研究者

之參考。 

貳、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具體作法為透過期刊與文獻

的蒐集與統整後，進行五個向度的深度訪

談，以了解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

源班教師的工作現況。 

首先探討國內外與本文相關的理論與

研究，以了解工作滿意度內涵、理論與影

響工作滿意度的相關因素等，作為研究架

構的基礎；再編製「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

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工作現況訪談大綱」做

為研究工具，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深

度探討現今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

源班教師的工作現況。 

二、研究工具 

研究者蒐集與整理相關文獻，找出與

教師工作相關之五個向度，進而自編「基

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工作

現況訪談大綱」為主要工具，針對兩位基

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進行

各向度之深度訪談。 

訪談大綱主要內容架構如下：第一部

份了解教學工作現況；第二部份了解行政

工作現況；第三部分了解學生輔導現況；

第四部份了解親師溝通現況；第五部分了

解工作環境現況。 

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分送欲訪談之

對象，使受訪者預先得知訪談內容與方

向，以便訪談時能充分發表己見。訪談時

請受訪者依照每部分的相關子題進行回

答，如有不足或是疑慮的地方，研究者再

依照實際情況深入探討。詳細訪談大綱內

容請參見附錄。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兩位基隆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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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為研究對

象，先徵得研究對象之同意後方進行訪

談。研究者於研習場合認識兩位受訪者，

恰巧其在表 2 中之幾個向度呈現情況不大

相同，研究者欲以之做探討，故選擇其作

為研究對象。基於研究倫理，研究對象之

姓名以代號呈現，下面將兩位研究對象與

本研究相關之背景資料進行統整，供讀者

快速進行閱讀與比較。

 
 

表 2 

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工作現況研究對象比較 

研究對象 資 A 資 B 

擔任資源班教師年資 2 年 16 年 

是 否 曾 擔 任 其 他 班 型 教 師

工作 
曾擔任特教班教師四年 無 

是否兼任行政職務 資源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 
資 源 班 教 師 兼 任 特 教 業 務

承辦人 

學校特教編制 特教班、資源班、學前特幼 資源班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歸納的邏輯，對訪談進行

紀錄並使用現場觀察筆記、現場蒐集所得

資料進行分析，分析的步驟大致如次：1.

將資料開放編碼，逐句檢視資料內容，找

出資料內容所涵蓋的主題與類型；2.將編

碼後的資料，加以比較、分類、歸納，把

屬性相近的項目歸為同一類，成為核心類

別；3.依據核心類別的關係加以組織，而

後修計組織架構；4.依照修訂後之組織架

構為基礎，使用訪談內容解答研究問題。  

編碼過程簡單敘述如下：第一個英文

字母為研究對象代碼，字母後面為研究對

象回答的題號，例如： 

A1-1 代表研究對象 A，對第 1-1 個問

題的回答內容。 

B5-2 代表研究對象 B，對第 5-2 個問

題的回答內容。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依據前文提及之五個探討基隆

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工作情

形之向度，將訪談所得資料打成逐字稿後

進行歸納與統整，並加以分析討論如下。 

一、教學工作 

根據 兩位 研 究對 象之 訪 談資 料可得

知，資源班教師平常負責的相關教學工作

可分為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三個階

段。教學前先與家長、普通班老師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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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治療師討論，決定學生的課程目標，

而後開始撰寫課程計畫與 IEP、進行備課

（包括特殊需求課程的自編課程）與資料

蒐集、製作個別化學習單。教學中須依照

每個學生的個別殊異性進行適性調整；而

教學後則是進行評量的部分，包含有 IEP

評量、考試評量調整（含括了自製試卷及

調整原班試卷）等事宜。 

兩位研究對象均表示能看到學生單純

的反應及回饋，甚至可以感受到學生的進

步與變化，是讓人開心的。教學本身讓他

們愉快，但是教學前的準備工作耗掉了自

己的一大部分時間，令人感到疲勞。除了

須依照個別化原則為每位學生編制專屬的

大量學習單或自編教材之外，IEP 及課程

計畫等性質類似、表格雷同的表件撰寫，

亦消耗現場教師許多體力，殺死一堆腦細

胞。 

就像剛剛提到的，資源班老師要做的

事情那麼多。你也知道，我們考試那

麼多年才考上，就是因為對教學本來

就有興趣，可是說真的，光弄那些IEP

阿、課程計畫什麼的表格，就已經……

累斃了！如果不用做這些事情，或是

能簡單一點，單純只有教學，那多好

啊！(A1-2) 

其實教學部分，因為對孩子來講，我

覺得還蠻開心的。因為如果以主要只

談教學的本體來講的話，是很開心，

因為其實以對小孩子的一些回饋，目

前為止都還蠻正向的。然後至少，因

為看到他們有成長，所以就還蠻開心

的，教學本體。(B1-2) 

二、行政工作 

在行政工作方面，兩位研究對象皆兼

任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或特教組長職務。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曾試圖與研究對象切

割、釐清純屬特教承辦人或單純資源班教

師所需負責之行政相關工作，但兩位研究

對象均表示：界線過於模糊，難以將二者

清楚劃分。 

行政工作？可是我本身身兼行政組長

ㄟ，你是說單純與資源班相關的，還

是……？嘖，很難分ㄟ。(A2-1) 

行政工作部分，因為我目前是擔任特

教組長，所以所有的相關行政的工作

還是由我自己來負責。(B2-1) 
有關行政工作部分，統整兩位研究對

象訪談資料可知，平日其所要負責的工作

主要可分為：與學生相關、與學校相關兩

大塊。前者包括了福利申請，像是申請專

業團隊治療、學習輔具、學障有聲書、視

障大字書、巡迴輔導、教師助理員、獎助

學金、教育代金等等。後者則涵蓋了收發

公文、統整教育處相關表格、經費核銷、

辦理特教研習及特教宣導活動、召開相關

會議、參加工派研習或會議、協調人事相

關事宜、主動簽請優先排課等等。 

兩位研究對象表示：接收的相關行政

工作量雖然大，但大體上都還能負荷。雖

然有些事情是第一次經手，但只要學一

下，並不會特別難。 

對於處理行政工作感到最大的困擾是

時間不夠。研究對象資 A 為特教組長，目

前在學校依相關辦法規定能減六節課，但

因為學生課程需求量大，只減了四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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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資 B 為特教業務承辦人，依相關

辦法規定完全不能減課。在幾乎沒有減到

課的時間壓力下，面對接踵而來又有時限

性的行政文書工作及滿天飛的待辦公文，

不免壓縮到其他時間（例如：備課時間、

教學時間、自己的下班休息時間等等），

讓教育現場的兼任行政教師們感到喘不過

氣來，常常有分身乏術的無力感。 

嗯，我其實是可以減到六節。因為我

們學校班級數，我可以18減6。我就是

比照一般行政，學校的組長是12節。

對，可是因為特教的學生，所以我多

加了3堂…ㄟ，我這樣兩堂，就是14

堂。對。其實沒有減到幾節課，但是

交辦事項那麼多，我真的常常覺得很

崩潰……。(A2-2) 

第一個，行政工作的部分我覺得是還

可以勝任，然後可是很多有關於……

（思考），那要怎麼講？以現在行政

量，跟我們的課程部分，就是我們授

課的節數，不會因為我們接了行政，

就我們課程減少。所以我們一方面我

們要設計課程、我們要教學；我們一

方面還要兼行政的部分。可是重點是

因為當我們行政沒有做好的時候，上

面就會過來說：「為什麼沒有辦法做

好？明明就給你特教組長的經費，你

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好？」可是他沒有

想到，其實我們說實在，有點分身乏

術，你如果真的要事事求到好，那我

們可能就必須得犧牲某一塊。可是我

覺得在老師的教學主體上面，我還不

太想要去犧牲教學這一塊。(B2-2) 

三、學生輔導 

兩位研究對象均表示，學生輔導工作

可說是每天不間斷、不定時都在做的事

情。特殊生因為其障礙因素，導致其在學

校、家庭或社區生活等方面，常遇到各式

各樣的問題，引發生理或心理上的困擾。 

針對這部分的工作可區分為課中與課

餘兩個向度來看：課中會針對與導師或家

長討論過需要提升的目標進行輔導，像是

與學生討論各種解決方法的可能性、情境

模擬與演練、協助搜尋相關資料等；而課

餘時間則會不定時找學生來聊聊、甚至入

班協助處理學生的偶發狀況，若遇到較棘

手的問題則會與專任輔導老師一起尋求解

決策略。 

統整兩位研究對象資料發現，兩位研

究對象均認為學生輔導是絕對必要且對學

生有實質助益的。與普通班老師相比，大

多數特殊生對於資源班老師有著較高的信

任感及依賴度，相對地，他們也將資源班

視為一個溫暖的避風港，因此，許多孩子

們在發生事情或是有需求的當下，第一個

會求助於資源班的老師。雖然如此，但因

每個孩子的殊異性極大，老師們有時候仍

會擔心因自己的輔導知能不足而未能在第

一時間針對學生的問題給予最迅速的介入

或處理。因此，教育現場的老師們仍然需

要不斷地吸收新知，提升自己的不足，以

便於爾後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快速且適切地

提供輔導相關服務。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MR學生，他就很

常來找我們聊天。其實我們的小孩，

在班上朋友不多，所以我們就被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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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朋友了。什麼有的沒的、阿貓阿

狗都要跑來跟你說！可是妳也知道，

我們哪有那麼多時間阿？所以有時候

真的是邊處理事情，邊跟他有一搭沒

一搭的聊……。另外就是，嘖，輔導

相關的事情，其實我們自己本身也不

夠專業，很怕沒有足夠的能耐可以輔

導好學生。(A3-2) 

感受嗎？就……第一個，沒有那麼

多時間去做這件事情；然後第二個

就是沒有更多的資源讓你，去做到

很深入。對。(B3-2) 

四、親師溝通 

親師溝通猶如一座橋樑，聯繫著教師

與家長雙方。良好的雙向溝通可以快速傳

達教學理念、交換資訊；而較差的溝通則

是形成誤會、導致衝突。因此，可知溝通

在特教領域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在這個部分，由兩位研究對象之訪談

資料可知：研究對象認為這是身為一個資

源班老師每天無時無刻都在做的工作。舉

凡期初期末的 IEP 會議、課堂聯絡簿、手

機及通訊軟體，甚至是面對面溝通等等，

都屬親師溝通範圍。 

溝通是門藝術，如何將想表達的概念

及內容清楚地傳達給對方明白，的確需要

下功夫學習。前文提及：「溝通是雙向的」，

因此家長態度亦決定了溝通品質的良窳。

若遇到積極參與、願意相信學校並和老師

一起努力的家長，則能將在學校執行的目

標延續至家庭場域，除了學生獲益良多之

外，老師看到學生的進步也會感到窩心與

感動；相反地，有些家庭功能較弱，家長

主觀意識過強或是以消極態度面對老師給

予的建議，則會讓老師在溝通時有力不從

心之感。而這時，老師們往往也只能保持

盡力而為的態度，無法真正改變家長的態

度或想法。 

溝通的話，我是覺得，如果遇到態度

積極的家長，溝通起來就很順暢，也

會比較願意多為他的小孩子做一些什

麼；可是我也有遇到態度消極然後堅

持己見的家長，怎麼說都不理會老

師，唉~很無言。通常遇到這種家長，

我們也只能，盡量啦（笑）！(A4-2) 

另外，研究對象亦提到，由於手機通

訊軟體的發達，現今溝通之管道已更加多

元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反而隨時隨

地都能與老師聯繫，比較讓資源班老師感

到困擾的是：家長常未能注意事情之屬

性，而全權交由資源班老師負責處理，造

成資源班老師與普通班老師雙方的尷尬。 

親師溝通的部分，就是很多，幾乎都

是親師溝通。不管是對導師、對家長，

對……，都要做，面面俱到。比如我

舉個例子好了，比如說這個孩子沒有

寫功課，家長就會，他不是第一時間

會Line導師，他第一個時間會先Line

我。……我第一個時間點我一定會先

去跟導師講這件事情，然後由導師那

邊做一個處理。對，因為我覺得資源

班老師還是不要直接介入，因為有些

功課不是我的，是普通班老師的。可

是他通常就是，叮咚一下就過去了。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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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環境 

在一個快樂的工作環境中，能讓員工

變得更有創造力且更有效率。工作環境一

般可分為物理環境與心理環境，以下將以

此兩向度分別說明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之工作環境。 

在物理環境方面，研究對象均表示：

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資源班的物理環境資源

明顯不足。舉凡教學相關資源，如：電子

白板、電腦設備及教科書等，有的是完全

沒有，有的則是要等汰換或是有剩下的才

能進行挑選動作。另外，經費的部分也有

不足的情形，若要添購教學相關教材或是

教具常要向學校主計再三請示或寫計畫向

上申請，有時候老師們乾脆自掏腰包，心

在淌血地將其買下。而在教室空間的規劃

上，研究對象提及內容包括：未能有空間

區隔開同時進行教學的兩個小組、未有知

動教室讓學生進行相關課程等等。 

心理環境的部分，研究對象認為學校

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於特教多持正向與接納

的態度，無論是己身參加特教研習或是協

助學生參加特教宣導活動，均讓人感受到

其積極度。少數對於特教較不了解或抱持

著質疑態度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對於相關

活動的參與度明顯較低，且配合度低。 

我們學校大部分的老師都蠻支持特教

的，尤其是我們的輔導主任，他對於

我們所辦理的研習啦還是特宣，都給

予很多幫忙。少數幾個老師可能對特

教比較不了解，他們的參與度就比較

低啦，那這部分也是要靠行政端幫忙

居中協調的。(A5-1) 

學校行政對於不分類資源班教師的需

求尚能給予支持與協助。其中有位研究對

象提到，因應特教界提倡的調整評量方式

而須將學生的考卷重製，在這部分學校行

政的協助程度較不足，讓資源班教師每到

月考期間就變得手忙腳亂；另外，由於資

源班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常須合作，關係較

為密切，若能由行政居中擔任溝通橋樑，

將能讓學校的運作更為順暢，也能讓特教

理念徹底執行。 

我覺得大部份的老師，還是蠻支持我

們的啦，說實在話。對，然後，其實

現在比較多，因為現在比較多是屬於

如何教育，現在有多一點融合教育，

或者說比如，像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考卷重製，這一塊對我們來講現

在是有點困難的，就是 ......並不是每

個老師都願意把他的考卷釋放出來給

我們，而且是提前。因為我們要重製

試卷我們必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做重

製。然後，所以他如果沒有辦法提前

給我們，我們就很難去幫孩子做這個

重製的部分。(B5-2)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

資源班教師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其工作

現況，期望本研究之發現可以做為學校行

政單位及教育主管機關和教育現場特教教

師們的參考。下文將進行結論的歸納，而

後提出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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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之五個向度可知，基隆

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之工作

量大且事情繁瑣。特殊教育的成敗除了完

善的硬體設施外，主要有賴於健全的師

資，因為教師是學校特教工作的主要推動

者（鄭媛文，2005）。因此，研究者綜合

文獻與自身經驗，提供以下幾點建議，希

望能藉此提升資源班教師之工作效能，造

福更多特殊需求學生。 

二、建議 

根據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

班教師工作現況之訪談研究結果，本研究

對基隆市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提出以下

建議，僅供基隆市各國民小學設有不分類

身心障礙資源班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基

隆市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現場教師們參

考。 

(一) 教學工作：統整相關表格，減少重複

文書 

兩位研究對象均提及教育處給予之表

格，有的是直接從其他縣市複製，未考量

基隆市的地方特性與現場實際狀況；有的

未做全面性地統整，雷同處多，造成填寫

上的重複作業。研究者建議教育主管機關

能全面性地統整相關表格，並依照基隆市

教育現場實際狀況重新設計、簡化表格，

讓現場教師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表格，

並將節省下來的時間作更有效率的工作分

配。 

(二) 行政工作：調整配套措施，降低行政

工作 

由於兩位研究對象均兼任行政職務，

在幾乎沒有減到課的情況下（一個減六

節，一個不能減），得同時兼顧龐大行政

業務和資源班的教學工作，常讓教師們感

到疲憊不堪、負荷不了。依據其說法，若

遇到事情卡在一塊兒時，容易被犧牲掉的

是學生的學習權益。但，教師的主體應該

是教學，而不是行政。因此，研究者建議

教育主管機關調整相關配套措施，降低兼

任行政教師之行政工作量，讓其能在充足

的時間內完成事情。如此一來，其工作品

質亦較能有所保障。 

(三) 學生輔導：協調校內同仁，依據專長

分工 

特教教師在大學時期所修習的專業課

程中，與輔導相關之課程較少，因此在學

校替學生進行輔導時，常常會有書到用時

方恨少之痛。若能協調校內相關專業人

士，例如：專輔教師、校護、治療師……

等。依照各專業人員不同之領域進行工作

分配與協調，相信更能在第一時間針對學

生的問題予以適切地處理，也避免特教教

師什麼都要會的情形一再發生。 

(四) 親師溝通：結合社區團體，教導親職

教育 

少子化影響下，每個家庭子女數少，

孩子們各個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於此同

時，父母對於教養子女的經驗與知能也因

為少子化的關係而嚴重不足。學校是教育

的殿堂，近年來，親職教育在教學現場有

漸趨重要的情形，一個老師除了教導學生

之外，連帶地也必須肩負起教導學生家長

如何教養孩子的責任，增加工作壓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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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生之教養比一般生更加富有挑戰性與技

巧性，如果能結合社區相關團體，或由鄰

近幾個學校一起辦理親職教育宣導或是講

座研習，定能提升家長的知能，同時亦能

減輕教師們的負擔。 

(五) 工作環境：提高特教經費，增益教學

成效 

若能搭配合適教具，將能大大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根據兩位研究對象之訪談內

容得知，基隆市國小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

班之教學相關資源嚴重缺乏。物理環境部

分，缺少多種教學相關設備與教材教具，

盼能由教育主管機關給予協助，提高特教

相關經費，好讓現場教師能針對教學所需

添購必需物品及設施設備，獲益學生與教

學現場教師。相信在有足夠教學資源的情

況下，教師將能發揮所長，給予學生更多

元化的教學設計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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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of "mainstreaming" and "zero reject" in education, people widely 

establish the resource rooms in the country of Taiwan. In the era of "individualized" in special 

education, the resource teachers have to face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abilities and make an 

adjustment or an arrangement for the distinct of the students everyda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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