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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溫暖國小（化名）實施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已有十多年歷史，本研究以

該校特教班為個案，採用個案研究法，邀請兩名特教班教師參與，依據融合活動前、中、

後的實施歷程進行深度訪談，並輔以觀察記錄和檔案文件為支持性資料。本研究結果顯

示融合活動前教師必須做足準備，活動中需使用策略促進融合，活動後應進行提問與回

饋。同時建議特教教師主動推行融合活動，並提供活動內容之建議。 

關鍵詞：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特教班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在教育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教育

報告書」（1995）當中，「人性化的融合教

育」一節強調回歸主流和正常化，並透過

合作諮詢與教學、同儕指導、設計改變情

境等方式，以最少限制的教育環境，促使

特殊學生和普通學生能擁有最大的互動。

鈕文英（2008）所述之「統合」的概念，

即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所需之特殊教育服

務，以協助其做好融合於普通教育的準

備，但教育情境不受限於教室內。顏瑞隆

（2014）也提出融合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和

諧共存，即透過整個學校的教師、行政人

員與學生，一同創造有社會正義、尊重與

關懷的教育環境。 

我國特殊教育班（以下簡稱特教班）

學生最常與普通班學生一同參與的學校活

動包括全校性運動會、畢業典禮、週會，

或者特教班級舉辦的才藝表演、慶典活動

（洪啟襄，2012；劉盈妏，2015），以及由

普通班學生協助特教班學生為共同學習目

標而設計的分組合作課程（洪啟襄，2012；

陳明全，2009）。 

* 通訊作者：陳淑瑜 sycheng@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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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國內融合教育之相關研究，主要

探討的主題著重在現況、困境及需求，研

究對象多為國小普通班教師（于承平，

2016；林珮如，2011；黃俊瑋、羅丰苓，

2015；劉盈妏，2015；蘇燕華、王天苗，

2003），或者調查國小階段學生家長融合教

育態度之研究（鄭雨欣、張世彗，2015）。

現行之融合教育雖然鼓勵輕、中度身心障

礙學生投入普通班級成為一份子（吳淑

美，2004），但針對障礙程度較重之特教班

學生融合課程之討論相對有限（王于欣，

2011），因此引發研究者欲探究此主題的動

機。 

二、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之相關

研究 

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以下簡稱

融合活動）是一種透過多元主題的課程內

容，輔以教學策略，設計適合特殊學生與

普通學生共同參與的課程。課程主題循序

漸進，由簡到難、動靜態兼備，能使普通

學生認識特殊學生的特質與優弱勢能力，

並增進接納的態度與互動關係（林金珠，

2008）。陳麗如（2004）指出此類課程是特

教教師將自身的特教背景帶入普通班級

中，為特殊和普通學生設計一套適合全體

的課程。 

目前在學校裡所實施的融合活動多為

體育或美勞活動，由普通班及特教班老師

共同挑選主題，以小組分配的方式，指導

全體學生共同完成上課的目標（陳明全，

2009；陳婍月、陳信帆，2005）。鈕文英

（2006）強調在這類課程開始之前，教師

必先了解特殊學生的身心狀況。林金珠

（2008）也表示，在設計符合特殊學生能

力之融合活動時，必須考量普通學生年級

階段是否適切。 

而合作學習模式（Johnson & Johnson, 

1994；黃政傑、林佩璇，1996）的幾個基

本要素也被應用在融合活動中。首先從「面

對面的助長式互動(Face to 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激盪出學習動機，讓不同人

數的學習團體交互影響到互動結果；團體

互相鼓勵，使全體組員彼此信賴和互助，

以完成教師指定的任務。其次為「團體歷

程省思(Group Processing)」，可分為全班性

或小組性，全班性歷程省思由教師主動觀

察每個小組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困難，

再分別給予全班、小組實質的回饋；小組

性歷程省思讓小組成員藉由互相回饋與個

人學習省思，提供更多檢討與自省的機

會，有助於維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並促進社

交技巧的發展。另外「人際與小團體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則

強調由教師安排適當的教學活動，引導小

組成員運用適當的溝通合作技巧，化解在

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衝突或歧見。 

此外同儕支持(Peer Support)亦是融合

活動的重要元素。王振德（1999）認為，

藉由普通學生在參與活動時的協助，同儕

支持可以提升特殊學生的能力，並增加社

會性交流的機會。其方式包含「同儕楷模

(Peer Modeling)」，即以同儕為適當行為的

楷模，以及「同儕引發訓練(Peer Initiation 

Training)」，即由特教老師訓練普通學生與

特殊學生互動，以改善、維持其社會行為

（王振德，1998）。而經常被使用的同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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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策略則是「同儕支持方案(Peer Support 

Program)」，其重點在於協助中、重度障礙

學生參與一般課程並發展有意義的同儕關

係(Carter & Kennedy, 2006)，也有助於特

殊學生增強學習動機和成就感、促進社交

技巧及人際關係，且不易產生負面效果（吳

淑美，2004）。 

普通和特殊學生的互動，必須建立在

了解和接納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發展出

支 持 的 技 巧 並 建 立 友 誼 關 係 (Falvey & 

Rosenberg, 1995)。蘇利文與盧台華（2006）

以及林金珠（2008）皆建議善用預習和模

擬等方式，將融合活動所涉及的相關準備

技能納入特教班常態課程規劃中，除了讓

學生未來參與時能理解遊戲及活動方式，

也有建立「賦權」和「自我決策」的機會。 

至於融合活動成效的部分，沈倚帆

（2014）發現實施融合式教學活動能有效

提升普通學生對於身心障礙同儕的接納態

度、包容心和同理心，亦可以提升特殊學

生人際互動能力及與他人溝通的意願。林

金珠（2008）的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設計，

在進行九週 9 節的融合活動後，發現普通

學生對特殊學生的接納度提升，且有良好

的維持效果。然而針對實施融合活動具傳

承歷史的學校，僅有楊桂芳、黃齊慧、廖

怡璇、彭健民（2014）提出技術報告，尚

未有學術論述的文章。蘇燕華與王天苗

（2003）曾建議應以具悠久歷史之特教班

為對象，探究其實施融合教育的情形與成

效。而臺北市溫暖國小為國內第一所擁有

特教班的學校，實施融合活動已有十多年

的經驗，是相當值得深究的對象，故選取

為本研究探討的個案。 

本研究第一作者因長期進入臺北市溫

暖國小特教班參與見習並擔任志工，感受

到進行融合活動時溫馨且喜悅的氣氛，也

觀察到特殊學生與普通學生相處融洽、彼

此包容的真實狀況，展現出融合教育的真

正典範。因此立意選取學校特教班為個

案，邀請特教班教師為本研究的訪談參與

者，並輔以研究者的觀察紀錄和蒐集之相

關文件資料，欲藉此了解並分析一所典範

學校之特教班實施融合教育的經驗及現

況。 

三、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以臺北市溫暖國小特教班為個案，欲從

特教班教師的觀點出發，深入了解學校進

行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的經驗及現

況。本研究之研究焦點如下： 

(一) 探究進行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前

的準備工作。 

(二) 了解進行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的

技巧與做法。 

(三) 探討進行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後

的回應與成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臺北市溫暖

國小特教班為個案，立意挑選兩位溫暖國

小特教班教師為訪談對象，研究的範圍包

含融合活動團體課程接觸到的班級、師

生、學校行政人員、特殊學生家長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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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試圖從「原有的脈絡」展開研究，完

整、深入地了解個案所連結或延伸之各層

面相關的資訊（楊政學，2016）。本研究以

深度訪談為主，觀察紀錄及其他文件資料

為輔，藉此理解既有的經驗，以及經驗對

人的意義(Seidman, 2006)。 

二、研究參與者 

(一) 特教班教師  

本研究共有兩位特教班教師受訪，其

資歷如下：A 師曾修畢臺北市立大學（原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士後特殊教育學分

班，並取得美國奧勒岡大學特殊教育碩

士，在臺北市溫暖國小資源班、特教班實

習和任職，教學資歷十年以上。B 師畢業

於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畢業後考

取正式教師並於溫暖國小任教，教學資歷

五年。 

(二) 融合活動課程之班級 

參與本研究的學校班級有：A 師所教

導之六年級特教班（9 位學生）與一年級

普通班（26 位學生）之組合，B 師所教導

之六年級特教班（9 位學生）與四年級普

通班（27 位學生）之組合。研究者於研究

期間分別進入各班級，紀錄普通班學生與

特教班學生參與課程時的互動情形。 

三、研究工具 

(一) 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 

本研究第一作者畢業於特殊教育學

系，在學期間先後在近十所國小特教班見

習、實習、擔任志工及課後輔導，且在每

間學校皆有半年至兩年的協助經驗，同時

亦參與特教班融合活動。對於課堂中學生

之間互動的榮景有著鮮明的印象，因而常

常書寫課後反思日誌。於大學期間已有多

次與身障家長及特教教師進行深度訪談的

經驗，修習過教材教法等課程，亦對特教

課程設計有所領略。 

第二作者目前任教於特殊教育學系，

長期擔任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特教

輔導小組的指導教授，不定時依學校和特

教教師的需求入校和入班提供教學建議並

解決實務現場所遭遇的問題，對特教班有

相當深入的了解。在本研究中擔任諮詢監

督的角色，全程指導第一作者進行研究相

關事宜，協助其充分準備並勝任訪談者、

資料蒐集與分析者、以及報告撰寫者的多

重角色。 

(二) 訪談大綱 

正式訪談進行之前，第一作者參考相

關文獻，初步擬定訪談重點，並與第二作

者持續討論與修改，再經專家檢視且修正

審查建議後定稿。本研究訪談大綱的題目

分布在「實務面向」、「情意面向」和「學

校面向」三大面向。「實務面向」探討融合

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教師考量與困難

等，並探討學校融合活動的演進；「情意面

向」探討教師對融合活動的期待、感受及

印象深刻之處；「學校面向」則探討學校對

融合活動的支持度與推廣程度。 

(三) 檔案文件 

在獲得教師與學校行政單位同意之

後，即著手蒐集臺北市溫暖國小融合教育

相關檔案文件，包含：溫暖國小多元融合

教育方案報告、融合教育問卷調查結果、

融合活動普通班教師及學生回饋單、特教

班家長回饋單、融合活動實施成果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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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察指引 

經由與受訪老師討論，研究者如實記

錄所觀察到的融合活動狀況，也包含教師

使用之教學策略及學生反應，最後記錄研

究者之心得與反思。 

四、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時間從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為期約 4 個月。主要採

用半結構式訪談，與兩位受訪教師進行個

別約談 1~1.5 小時，透過開放性問題讓受

訪者反應想法。在訪談過程中以客觀、不

評價的態度面對參與者所訴說的內容。訪

談時從融合活動的「實際做法」到「經驗

故事」（徐宗國譯，1997），以平實的語言

提問，同時於現場摘記訪談重點與非語音

訊息，如：表情、手勢等資料。訪談進行

前，徵詢受訪者同意，將訪談經過全程錄

音，以求完整收錄訪談內容，便於事後轉

譯成文本資料時免於疏漏。其次每週同時

入班觀察 2 次、單次 4 小時，蒐集全時完

整的紀錄共 10 次，其他時間則依入班協助

的狀況隨機完成觀察記錄。學校方面也提

供融合教育相關檔案文件共 5 份，作為支

持性資料。 

五、資料分析與信賴度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歷程，主要先將訪

談內容轉成逐字稿，加註相關非語言訊

息，並將語氣不通順之處修正為逐字稿替

代文本；接續寄送替代文本給受訪者，檢

核內容之正確性及適切性。同時請一位在

臺北市溫暖國小特教班見習並擔任志工兩

年以上之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進行同儕檢

核。最後在替代文本上畫出重要敘述句並

加以歸類，透過群聚歸納發展初層主題，

並將主題群聚成核心主題（張芬芬譯，

2005），逐漸描繪出臺北市溫暖國小融合活

動的樣貌。 

所蒐集的研究資料在分析之前，先依

資料來源、訪談對象、資料件次和頁數進

行編碼。第一碼代表資料來源，有訪談（取

Interview 的縮寫 I）、相關檔案文件（取

Paper 的縮寫 P）及觀察紀錄資料（取 Dairy

的縮寫 D）。第二碼延續資料來源的不同，

在訪談部分由 A 至 B 表示訪談對象；第三

至四碼則表示資料的頁數，例如，「IA12」

指 A 老師訪談逐字稿第 12 頁。相關檔案

文件部分則依數字排序，例如，「P3」表

示第三份檔案文件。觀察紀錄資料部分則

以第二至八碼表示紀錄之民國年、月、日，

例如，「D1051115」為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之觀察記錄資料。 

在學校進行融合活動觀察時，以不引

起學生過度注意的方式寫下觀察記錄與省

思。除了將觀察指引所得之訊息作為訪談

參考，更以多元驗證的方式將訪談內容、

相關檔案文件做相互的檢核，以確保研究

的信賴度。 

參、結果與討論 

一、融合前，做足準備 

(一) 融合的形式與作法 

溫暖國小特教班的融合活動，「通常排

一節融合美勞課，一節融合體育課……，

別的老師也做過融合音樂課，用音樂遊戲

的方式」(IA02)。此三種形式帶給特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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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就感較高，普通學生也感到有趣，

老師亦能設計多元合作學習的活動(P1)。 

特教班 A 老師提到，融合活動是由老

師私下找合作的普通班級。「這有點像是傳

統」(IA07)，「我那時就跟（普通班的）楊

老師聊，她覺得可以試試看，因為她也認

識我們（特教）班的孩子」(IA05)。而特

教班的課表保有彈性，由原班老師安排，

但合作之普通班則須「利用綜合活動課，

或者小一、小二會用生活課」(IA03)來進

行融合活動。 

尋找合作的普通班級有兩方面的考

量：第一是以「發展原則」和「適齡原則」

為出發點(P1)。老師發現二到四年級的學

生「想法比較單純」(IA03)，對於身心障

礙同儕多能接納與包容，且對於類似活動

也較有興趣(P1)；高年級的學生「比較有

自我意識，……接納對高年級來講需要比

較長的時間」(IB15)；但一年級的學生「基

本行為規範尚在建立中，不適合做為合作

班級」(IA03)。第二項考量「基本上就是

以有回歸普通班的班級為主，因為我們的

孩子一來長期回歸那個班級，普通班學生

相對熟悉，二來我相信普通班的學生也會

對特教班產生好奇」(IB04)。特教老師「希

望普通班小朋友可以藉由這個活動，更認

識特教班的小朋友，也能夠促進彼此之間

的互動」(IA03)。 

(二) 教師的規劃與預備 

特教老師表示「想讓小朋友參與不同

課程，試看看什麼方式對他們是最好的」

（IA02）。經由多次嘗試後，便做出以下

三點課前準備： 

1. 決定課程形式 

在決定課程的形式與內容之前，會先

考量特殊學生的特質和需求，以及特教老

師的特質和專長。例如：「我們第一個會看

班上孩子的整體特質，還有他們可能比較

擅長哪一個部分」(IA02)。 

2. 課前設計與活動練習 

找出特殊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裡

與融合活動相關之能力描述，分析學生能

力現況後再擬出適當的教學計畫(P1)。B

老師表示「會參考普通班的九年一貫能力

指標」(IB02)，從普通學生的課綱裡尋找

學習過的活動，再簡化為特殊學生能參與

的程度，並利用特教班平常的體育課練習

融合活動會進行的活動，例如：「我會利用

體育課練習傳球；若是團康活動，就會利

用遊戲課先上上看。……以我們班為一個

團體，先練習遊戲規則……。假設我原來

設定一個目標，後來發現執行上有困難，

我就會再做調整。我希望我們班的孩子在

我示範完後，大概知道活動進行的方式」

(IB03)。 

3. 入班特教宣導 

在普通班與特教班正式接觸以前，特

教老師會做特教宣導，通常會用一節課的

時間，帶普通學生進行身心障礙體驗並做

講解。例如：「我會跟他們說：『我們班有

一個小朋友，他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就像你

們剛剛看到的，一直動、一直動，可是你

們想想看，如果你每天都在看一直晃動的

東西，會有什麼感覺？』就讓他們知道這

個小朋友其實沒有這麼舒服……，所以當

你看見他，你會發現他的頭一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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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他眼球震顫的關係」(IA18)。 

此外特教老師會介紹自己班上學生的

需求，例如：「他（特殊學生）對聲音很敏

感，所以我們活動進行時聲音就要控制在

一般說話音量的大小，A 老師會先提醒他

們（普通學生）」(IB04)。老師也會介紹自

己班上學生的強項，「讓他們（普通學生）

知道，我們的小朋友（特殊學生）也有很

厲害的地方。」(IA18)。 

綜合上述融合前的諸多準備，相關研

究也發現以體育、美勞為主的融合活動仍

是國內學校較常採用的形式（陳明全，

2009；陳婍月、陳信帆，2005）。設計融合

活動需要考量普通學生年級階段的適切

性，並將融合課程相關的活動準備技能訓

練，納入特教班常態課程中（林金珠，

2008；蘇文利、盧台華，2006）。此外教師

也必須讓課程難易度保持彈性，以兼顧普

通學生和特殊學生的學習品質（沈倚帆，

2014）。鈕文英（2006）、蘇燕華與王天苗

（2003）皆提及融合之前應先考慮特殊學

生的身心狀況以及狀況帶來的影響，因此

融合前的諸多準備是相當重要的開始。 

二、融合中，注重細節 

(一) 活動的流程與形式 

課堂開始前，「一年級的導師已經先將

班上的學生分為三大隊，並在生活訓練室

排排坐，特教班的學生則坐在教室後面的

低平衡木上」(D1051115)。緊接著特教老

師會請特殊學生輪流自我介紹，並詢問普

通學生：「有誰想要跟他（特殊學生）一

組？」，待普通學生舉手後，特殊學生自己

選擇一位舉手的人成為組員，此為「選擇

小天使」的流程。每一位特殊學生選完組

員後，全班便進行分組活動或是對抗遊

戲；活動結束後配合著加分制度作結算，

最後進行課程回饋。「一開始我們選擇小朋

友，介紹我們的小朋友，選擇團隊、選擇

隊伍、選擇小天使，然後遊戲進行時再加

上加分制度，原則上是一個接一個，各班

都類似這樣的活動流程」(IA09)。 

A 老師表示，「選擇小天使」的活動是

給予特殊學生自主選擇的機會(IA08)。擔

任小天使的普通學生要陪同並輔助特殊學

生，維護彼此的安全，且遇到狀況能及時

跟教師反應（楊桂芳等人，2014）。課堂最

後進行分數結算，配合加分制度，「全班都

會有獎勵」(IA10)。 

(二) 融合活動課堂內容 

老師將個別化學習的精神帶入課堂

中，例如：「選擇小天使時，認知能力較低

的學生會由老師引導做選擇，並牽手至小

天使身邊；若學生的障礙太重以致無法參

與活動，老師也會以替代方式調整活動」

(D1060103、D1060105)。特教老師「會希

望每個隊伍，至少都有一個特教班的小朋

友，以增加活動的樂趣以及公平性；學期

一開始的融合體育課大多為彼此認識的遊

戲，直到學期中後才會慢慢加入競賽性遊

戲」(IA12)。 

融合體育課多為互動性活動，為常見

的融合活動（楊桂芳等人，2014）。例如：

玩「蘿蔔蹲」遊戲時，「大家輪流唸著蘿蔔

蹲的口號，如：紅隊蹲完藍隊蹲，老師會

讓每隊的特殊學生站在該隊前方的軟墊

上，這樣特殊學生的名字就會變成該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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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OOO 蹲」(D1051206)。又如：「改編

版大風吹」的活動(D1060103)，「隊伍先聽

音樂繞圈圈，待音樂停止後大家就要搶中

間的座位，小天使也要帶著特殊學生一起

搶座位」。另外「梅花、梅花幾月開」的活

動(D1060105)則是藉由不同月份開的花，

讓特殊學生與普通學生組合成不同的小

組。而融合美勞課亦是利用分組方式進

行，如：「我們都是好朋友」(P1)當中，即

由「特殊學生擔任各組模特兒躺在紙上，

其餘學生描繪其身體外形輪廓，最後合力

用蠟筆完成畫像」。 

(三) 融合活動課堂技巧 

1. 加分制度 

課堂活動配合加分制度，可提升學生

課堂參與動機，亦可幫助學生遵守規範。

「比如說今天有當小天使的那一隊可以加

五分，或是乘以五倍、多蓋一個印章」

(IB06)。「另外就是他們團隊的獎勵，用加

分制度來幫助他們規範行為」(IA09)。 

2. 小天使的榮譽感 

老師在課堂會提醒普通學生小天使的

職責，同時賦予小天使意義與熱情，並肯

定小天使的認真、努力之處，為這個職務

增添使命感(D1051115、D1051206)。 

3. 選擇小天使的策略 

選擇小天使容易造成各組能力分配不

均，特教老師會運用活動性策略促成學生

配對，例如：「我們可能拿紅包、抽紅

包……，告訴學生：『每個小朋友都有可能

是紅包裡面的名字喔！只要是紅包裡面的

名字，你選到他，今天就會加 Double（雙

倍）的分數』；通常我們會把比較不容易被

選的孩子放在這裡面」(IA09)。老師也常

透過話語引導，提升普通學生擔任小天使

的意願，例如：「我會說：『現在紅隊沒有

人呢！你們要不要爭取一下他？』；或者有

時紅隊沒有人，可是他們不舉手，我就會

說：『唉！我希望每一隊都至少要有一個

人。』……或鼓勵他們：『現在還有一些沒

選到的人，那先開放給你們』」(IB07)。或

者「我也會用失落的口吻說：『哇！剩下最

後一個人，那紅隊等一下分數可能沒有辦

法乘以五倍，你們確定不選嗎？再讓你們

考慮一次』」(IB08)。 

老師給予特殊學生選擇的權利和機

會，但部分特殊學生會「執著自己想要選

誰就是誰」(IA11)，因此老師會讓這些學

生先選小天使。若遇到有小隊已經有太多

特殊學生，老師會透過簡單的肢體動作，

讓特殊學生選擇另外的隊伍，例如：「如果

右邊的組別太多特教班的同學，我就會把

我 們 孩 子 的 臉 朝 左 邊 ， 讓 他 往 左 邊

走……，那麼他選的就會是左邊的組別」

(IA11)。 

(四)課堂上的困難 

學期初有許多普通學生不想參與課

程，常常表達負面、拒絕性的言語，例如：

「很多小朋友覺得『不要啊！……很無聊

啊！……他怎麼這樣！』之類的」(IA16)，

甚至「有一些班級即使上了很久的融合課

還是很冷漠，或覺得這節課我只是來玩的」

(IA15)。遇到普通學生課堂參與度低落，

老師表示「會盡力去調整，或是盡力去跟

他們說，至於能做多或做少，有時候也是

要看孩子們自己的吸收了」(I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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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融合中的細節，融合活動以

分組的方式進行，含括了學習合作與溝通

技巧（Johnson & Johnson, 1994；黃政傑、

林佩璇，1996），以及合作學習與同儕支持

策略。蘇利文與盧台華（2006）、以及林金

珠（2008）強調「加入遊戲元素」與「認

識活動」的重要性，更期盼未來能加入特

殊學生自我決策的機會。而溫暖國小融合

活動體現了這份美意，賦予特殊學生選擇

小天使的權利，使其擁有「機會」並學習

「做選擇」。 

三、融合後，回饋與喜悅 

(一) 鼓勵與檢討 

融合活動下課前，老師會請小天使站

在全班面前，針對小天使所做的正確舉

動、表現態度、積極作為等，給予鼓勵與

肯定(D1051206)。A 老師表示：「在課程結

束之前，我會獎勵小天使們做了很好的模

範」(IA05)。 

老師亦會將課堂所見所聞提出來討

論，內容包含小天使遭遇的困難，或是對

於特殊學生表現特殊行為之想法。例如：

「藉由討論，他們（普通學生）未來就會

知道怎麼帶我們的小朋友」(IA05)。「我通

常也會利用課後和學生討論，……一來是

他實際去帶了孩子，可以分享今天帶的經

驗、遇到什麼困難，我也可以知道普通班

小朋友遇到的困難，未來可以怎麼解決」

(IB06)。老師也會詢問小天使的心得，提

升其餘學生擔任小天使的意願，例如：「從

他們口中講出來怎麼帶是成功的，可以提

供方法給其他小朋友，我們也會利用這時

候去鼓勵今天當小天使的孩子，讓大家知

道說『喔！原來下一次我也可以嘗試帶帶

看』」(IB07)。 

特教老師會自省課程是否達到目標，

也會反思課堂發現的問題，再加以修正。

B 老師發現普通學生有選擇性擔任小天使

的問題，他說：「這件事情讓我反思『我要

讓他們知道，其實沒有這麼難帶』」

(IB08)。或者老師也會將上課情況與普通

班老師分享：「我會去跟他們班導師聊，希

望班導師可以看到他們孩子的另外一

面！」(IA16)。 

(二) 喜悅與成果 

經過一學年的融合活動，普通學生逐

漸學會如何幫助特殊學生參與活動，也會

開始注意別人的需要，對同儕的包容力亦

有所提升。例如：「小朋友會適時的互相提

醒說『要小聲一點喔！（氣音），不然他（特

殊學生）不喜歡、不舒服』」(IB12)。或者

「他平常很嚴肅，然後又是很自我中心的

一個孩子，可是當他擔任小天使的時

候，……他（普通學生）就會跟他（特殊

學生）說：『你要安靜喔！你要安靜。』（氣

音），他會一直去提醒同學」(IA05)。 

不少普通老師認為透過融合課程，班

上的小朋友較能以同理心看待別人，也不

太會拿別人的身材或缺陷開玩笑(P3)。經

過一學年的融合活動，他們「現在已能接

納和自己不一樣的同學」(P3)。特殊學生

的家長認為孩子參與融合活動後變得比較

活潑，並且與他人的互動性也進步許多

(P5)。特殊學生也開始學習大團體中的規

範，認知理解能力上也有進步(P7)。 

綜合上述融合後的回饋與喜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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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看 重 團 體 歷 程 省 思 （ Johnson & 

Johnson, 1994；黃政傑、林佩璇，1996），

透過回饋有助於學生檢討與反省，並使學

生間維持良好的夥伴關係（林佳靖，2019；

沈倚帆，2014）。而教師保持彈性、時常自

我省思，為經營融合班的重要態度。成功

的融合教育，能看見成員間彼此的接納和

支持（鈕文英，2006）。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融合前，做足準備 

本研究以臺北市溫暖國小班級性領域

課程融合活動為主題。根據研究發現，特

教老師主動尋求融合活動合作之普通班級

通常以二到四年級為主，且多尋找有學生

回歸普通班的特教班級搭配。課程內容以

融合體育課與融合美勞課佔多數。特教老

師會依照特殊學生的能力參酌課綱設計課

程，並讓特殊學生預先練習課程內容，同

時於事前進行特教宣導，內容包含介紹特

殊學生或障礙體驗等活動。 

(二) 融合中，注重細節 

融合體育課常有遊戲或競賽型活動，

融合美勞課則有共同創作等活動。在活動

中使用策略促使融合更加緊密，例如：賦

予「小天使」榮譽感，小天使由普通學生

擔任，在課堂中協助特殊學生完成活動；

或巧妙分組讓特殊學生平均分散在普通學

生當中，課程中結合個別化調整的精神。

當普通學生反應冷淡，或是特殊學生出現

情緒問題時，教師積極鼓勵學生投入活

動，並教導如何應對特殊學生的情緒問題。 

(三) 融合後，回饋與喜悅 

特教老師會稱讚小天使表現良好之

處，並讓普通學生提問與討論，再適時回

答。實施融合活動後，普通學生學習提醒、

協助特殊學生，在耐心與同理心上皆有成

長。特殊學生提升人際互動能力，並在課

堂中學習普通學生的行為與規範。 

二、建議 

(一) 對於融合活動推行的建議 

1. 採用活動性課程進行融合：可以考慮體

育、美勞等活動性課程，在設計上不僅

能使教師有較多創意發想的空間，也能

保持較大的彈性又顧及特教和普通學

生的需求。 

2. 特教老師主動尋求融合班級：建議特教

老師主動尋求融合之普通班級，以中年

級、有特殊學生回歸上課之普通班級為

優先。 

3. 特教老師課前至普通班級特教宣導：藉

由特教宣導與身障體驗，可以預先建立

普通學生的知識與同理心。 

(二) 對於融合活動教學的建議 

1. 課程設計參酌普、特課程綱要：設計融

合活動時，宜參酌特殊學生之 IEP（個

別化教育計劃），搜索相關能力之課程

目標，對照課程綱要，找出關聯的內容

進行設計。 

2. 提供特殊學生課前練習：建議教師先讓

特殊學生練習融合活動預備進行的內

容，幫助學生快速上手、理解教師的指

令。 

3. 融合活動中建立加分制度：透過加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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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進特教、普通學生之學習動機，

增 加 學 生 之 注 意 力 並 提 高 課 程 參 與

度。 

4. 營造小天使的制度與榮譽氣氛：特殊學

生若擁有「選擇權」，能促使普通學生

認真看待特殊學生，並從活動中學習正

確對待特殊學生的方式。 

5. 融合活動後進行鼓勵與檢討：教師宜給

予普通學生提問、討論的機會，藉由課

後檢討，讓特教和普通學生更認識彼

此。 

(三)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深入探究臺北市一所國小特

教班實施班級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之歷

程，無法了解融合的整體狀況，建議未來

研究能延伸探究更多典範小學或其他教育

階段學校融合活動之情形，使教育現場的

實務工作者能了解實施班級性領域課程融

合活動的全貌。此外學校行政人員、身心

障礙學生家長等亦是融合教育的一份子，

此部分的觀點在本研究中較少著墨，建議

未來研究可以針對這些對象做不同面向的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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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of the Taipei Municipal Warm Elementary School (pseudonym) has 

carried out inclusion activities in class-field courses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was recruited as a 

case for this study. A case study method was selected in this study. Two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depth interviews regarding the topic of inclusion activities in 

class-field courses with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archives supported by the scho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achers must be well prepared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inclusion activities. The 

strategies must be used dur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inclusion and conduct questions and 

feedback after the activitie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the inclusion activiti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activities. 

Keywords: Inclusion Activities in Class-Field Courses,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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