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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教師角色之反思》 
伍劍佐 

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知識經濟的時代，人才首重培育。雖然同樣都是從事教學工

作，但與一般教師不同的是，特教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大部份容易被忽略，因此特

殊教師的角色可算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如果一名特教教師能好好地發揮自己的角

色，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必定能大有幫助。 
筆者任教的學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現時校內的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各

有不同，如自閉症、智障、聽障、讀寫障礙等等，由於學校是同質分班的，因此

在班中的學生學習差異不太明顯，但學生的學習能力普遍遲緩，學習動機薄弱，

並常伴隨問題行為。美國特殊兒童協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CEC）於

一九九六年所制訂的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標準中也清楚的明定特教專業人

員須具備特定的團隊專業知能，而在新進特殊教育教師界定所須具備的共同核心

知識與技能中，包括兩點的重要要求，溝通技巧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身為教師

的筆者，除了傳授學生正確的基礎知識，還必需和其他校內的教職員及學生的家

庭作出溝通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才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故筆者在以下會描述現

時與教職員合作和家長合作的情況，並作出反思。 
 

一、教職員合作的情況 
回顧筆者在主流學校工作了五年，現任教於一所特殊教育學校，成為了一

位有三年特教經驗的特教教師，發現特殊教育學校與主流學校在人員安排上大致

相同，都有專業教師隊伍、校醫、社工和其他校內職員，不過，在協助人員上多

了語言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心理輔導員，各人在校內都需要擔任

不同的角色，而大家都是為了學生的成長而作出努力。因此，教職員的互相合作

對學生的成長有着很重大的影響。 
首先以專業教師隊伍為例，筆者是高中一年級的班主任，主要任教的科目

是以中學的數學為主，需要時常與任教小學的數學老師溝通及了解學生的過往數

學基礎，從而為他們設計合適的教學內容及目標，使學生得到更好的學習發展。

另外學校每一學年都會安排教師互相觀課，每位教師都有機會揀選合適的課堂觀

課及安排一節任教課供其他教師觀課，這樣能促進彼此的教學交流。另外，與語

言治療師之間，他需要為校內每一名學生作出切合他們自身需要的語言訓練，而

教師則需為此作出一定的課堂調整，以配合語言治療師的工作，在這方面大家需

要更多的溝通及協調，筆者過往亦曾遇到相似的情況，語言治療師曾在筆者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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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上安排了其中一名學生需要作出治療，而治療師事前亦有通知筆者，因此筆

者原本安排在該堂課的課堂活動亦因此而作出調整，讓學生能夠接受語言治療的

同時，亦不會錯過一些重要的課堂活動。此外，筆者和社工的接觸亦不少，這是

因為在筆者的班中有一名自閉症及一名行為問題的學生，他們需要定期到醫院及

警局，而社工往往會安排時間和他們一起到醫院及警局，因此筆者很多時候也會

和社工互相聯繫，以便掌握學生的狀況。就教職員合作的情況，筆者相信已達到

協作的目的。 
 

二、家校合作的情況 
在筆者任教的班中，共有十一名學生，而其中六名學生已是過往的學生，

另五名是留級的學生，由於每年學校都會為每名學生設計個別化教學計劃，所

以，家長每年都有兩次到校與班主任會議，並作出建議供學校參考，同時，教師

也於開學後安排到每名學生的家中進行家訪，目的是掌握更多的學生資料，了解

學生的家庭狀況，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在針對特殊學生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時，

必須邀請其家長參與，相關的法令中也都強調家長參與教學計劃。美國的聯邦註

冊處為確保家長參與會議，提出相當周密的規定，包括當家長無法出席時應以個

人或電話會議等方式，來徵詢家長的意見(34 號美國聯邦法規彙編 300.345 條)。
可見特殊學生家長參與特殊教育的必要性。幸好這十一對父母亦十分合作，無論

他們出席與否，在電話上也不時與學校聯繫及給予建議，他們也非常關注自己孩

子的學習，因此在家校合作的工作上筆者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 
 

總結 
筆者從事八年的教學生涯中，經歷了五年的主流教學及三年的特教工作。

由於聖靈的感動，上帝的帶領，使我轉投特殊教育工作，起初要面對薪酬的減少，

課時的增加，還有學生的學習程度十分參差，真的感到萬分頭痛。但經過多年時

間的相處和接觸後，開始對同事及學生有了一定的認識，無論在教學上或同事相

處上亦能有了一定的掌握。而同時筆者亦開始認真思索自己的角色為何。過去的

經驗給我的啟示教師應該把學生的能力盡量發揮出來，而特教教師除了要把學生

的能力盡量發揮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能與教學團隊充分的合作，使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得到有規劃的教學計劃，釐訂一些真正切合他們的課程，以及為他們找

到適合他們的學習方式。也許這些工序對主流學校的教師來說也許是多此一舉

的，但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必需這些程序，才可以為他們將要學習的新知識做

好一個基礎，以助他們能更有效地吸收知識。 
在這三年的特教教學生活中，筆者認為在教學上、同事的合作上或家長的

溝通上自己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身為教師必需具備三個必要條件：(1)專業

知識；(2)專業態度；(3)專業技巧。在這三點中，筆者認為自己仍有很多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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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當中的專業知識更為缺乏。這是由於筆者的經驗尚淺，故筆者會不斷的進

修來裝備自己，如去年完成了特殊教育教師證書課程，今年報讀教育碩士課程，

得到更多的專業知識及管理概念，期望在未來的教學及發展上，能真正的具備以

上三個必要條件，為特殊教育作出貢獻。 
最後筆者引用三個「愛」來產生更大的動力來推行日後的教育工作： 

一、 教育的愛： 
教育工作的基本態度是愛，這種以教育工作者特別具備的愛來看待教育對象，來

支持教育歷程的精神就是「教育的愛」。 
二、 有方法的愛： 
有了教育的愛自然會對教育所能產生之崇高的意義發生執著的感情，這種由衷的

喜歡，無條件的奉獻給了教育工作者一股無可比擬的原動力，要把這一股力量對

準工作目標，走上工作軌道， 那還得要有正確的方法， 所以說「只有愛還不夠， 
必需還要有方法。」 
三、 有績效的愛： 
教育是一種文化價值的追求， 也是一種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們應該用教育成果

來檢驗教育方法的實效，用檢驗教育方法的實效來確保教育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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