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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5  記者 彭婉婷 報導

世世界上每個人都是特別的，然而現今的特殊教育體制通常站在醫學的觀點定義學生的「特殊需
要」，忽略了因為社會文化而產生的原因。當家長發現自己的孩子不同於一般人的時候，往往第

一步先接受醫生的評估和治療，但治療個人問題取代了對社會制度以及生活環境的檢討。在缺乏

專業方法與理論的評估下，疾病的診斷門檻降低，醫生賦予病人的症狀一個「專有名稱」並且利

用藥物來到控制情緒、維持生活，治標卻不治本。

 

身心障礙　特教比藥物更能治本身心障礙　特教比藥物更能治本

近年來憂鬱症、過動症比率上升被視為社會問題，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隨著醫師的影響力提升

，疾病的普及化使得藥物間接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圖利的醫生、圖利的廠商，是否意識到一個不

精細的判斷，是會影響病人一輩子的生活。所謂對症下藥是針對疾病的病源而選出適合的藥物，

但藥物並非萬靈丹，身心障礙病患僅能夠透過藥物控制無法操控的身、心理反應，但也只是暫時

解決當下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主流的西方社會價值中，身心障礙被認為是一種需要被「治癒」、「矯正」的身體狀

態，在生活上是無法獨立自主、無能的、需要接受社會慈善幫助的。人們往往將此視為一種個人

的悲劇，也被認定為一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的負擔。然而特教所採取的分類方式，應該是符合障礙

類別且需要接受特教服務者才能成為特教學生，鑑定過程的穩定性特別重要。目前僅對於視、聽

障礙的鑑定以儀器檢查判讀為主，較為客觀。但對於學習障礙、情緒與行為障礙、自閉症等類別

的診斷，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臨床醫師徐美雲表示：「剛開始醫生會以基本的問題做簡略的判斷

，若有無法判斷的部分則會轉介職能治療師進行量表檢核。」徐美雲認為醫療評估的量表具有一

定的可信度，透過檢定可以更了解病患進而找到治療的方法。然而醫療化的現象讓醫師的嚴謹度

備受質疑，許多障礙的評斷來自於他人的觀察和行為量表檢核，但觀察和量表的結果並非絕對準

確的。

老師的態度也是問題所在，特教老師、治療師和醫生對於身心障礙者都各有功能， 新竹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李翠玲說：「有些老師在碰到比較棘手的狀況，就會認為是醫生或是復健師

的事，覺得他們才是專業，演變成老師的功能越來越 弱，這是目前醫療化的普遍現象。」許多老

師期待醫療專業人員提供學生治療訓練和教學方法，以醫療模式來「治療」障礙學生、提供教學

建議，將醫療角色從鑑定診斷擴大到教學訓練。李翠玲說：「醫療手段普遍應該實施在教育之前

，當問題發生時首先應該前往醫院診斷，在鑑定過後開始實行教育，而不是透過醫療來取代教育

。」藥物能產生立即性的效用，但老師卻具備潛移默化的效果，讓病人透過教學來學習自我控制

，進而放棄藥物。因此李翠玲表示特教老師別看輕了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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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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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對於身心障礙學童來說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圖片來源／光明日報）

專業的醫療診斷以及評量固然重要，但疾病的診斷與教育的需求不一，障礙程度並不能反映教育

需求，站在教育的立場需以「人」為本出發，並非以病徵的「名稱」來給予不同的服務，醫療往

往忽略了身心障礙的社會文化因素，將障礙歸咎為個人問題。雖說身心障礙的鑑定與標籤，是為

了讓符合資格的學生得到適當的服務。但是在台灣，鑑定後的結果並沒有讓身心障礙者的安置和

服務進行分類，這樣的鑑定，給病患貼上了標籤，結果得到的服務又沒有差異。新竹教育大學特

教系莊雯琳談到這樣的現象，指出有些「資優學障生」，也就是學習有障礙但在某方面卻具有突

出的專長，屬於資優生但卻通常都被分在資源班，只獲得學習障礙教育，資優教育這部分反而被

忽略了，有過人的長才卻未能受到發展。如此一來，鑑定分類的目的何在？對學生造成的負面影

響是否大於從特教獲得的好處？

 

融合教育　消除障礙者標籤融合教育　消除障礙者標籤

障礙者的教育應該被重視，現今許多小學都採取融合教育，近年來融合教育的概念使得身心障礙

學生在普通學校人數增加，這是為了使身心障礙學童能夠更加融入人群且減少歧視現象。「完全

融合教育」指的是將身心障礙兒童和普通同儕依據固定比例，放在同一間教室一起學習，最大的

特色在於將普通班的課程做調整，讓特殊學生能在普通班級中參與並且學習，課程進度也與普通

班無異，對特殊學生也未加以標記。新竹融合學校見習生李筱薇表示:「在教學方面有部分的主科

會分開教學，例如國文和數學。不過儘管孩子依能力分組上課，也都是在同一個教室內，融合教

育很注重最小的限制環境。」談到上課狀況以及同儕間的相處，李筱薇輕鬆的表示:「彼此的相處

都很正常呀！完全沒有任何的隔閡和歧視。融合校區的小朋友對於特殊生的障礙視為稀鬆平常，

不會特別在意。感覺就像是…我有戴眼鏡你沒戴眼鏡，但你並不會覺得我很怪異。」融合教育強

調提供身心障礙兒童正常的教育環境，而非隔離的環境，在普通班中提供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措

施，使特殊教育及普通教育合併為一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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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新竹教育大學附小融合班舉辦剝柚子大賽（圖片來源／吳教授融合教育網站）

完全融合教育在台灣還不算普遍，要開創融合班級必須有足夠的資源及支持系統，普遍碰到的困

難是學校的結構及教育環境不允許改革、缺乏示範班級以及認為光靠普通的教育改革，就可以讓

特殊或難教的學生表現更好。但融合教育的概念已在一般學校慢慢滋長，每個班平均會有一到兩

位的身心障礙學生，老師們也會定期參與研習，學習如何教育特殊障礙的學生和幫助他們融入環

境。竹東國小廖鳳英老師說:「班上有一些智能障礙、過動症或是自閉症的學生，老師都會和家長

互相協調與配 合，並且記錄他們的學習狀況。為了避免他們被同儕排擠或歧視，平日也要教導同

學們正確的觀念和態度。」

面對身心障礙患者，醫療和教育應該相輔相成，至今醫療和特教相較，仍然是以醫療為主要決策

的合作關係。兩者相配合，同時滿足學習和治療的需求，培養健全的人格以及生存能力，才是最

好也是最具前瞻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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