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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only teachers in special schools needed special education expertise. With the imple-
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China, students with special learning needs who have better 
learning ability will return to ordinary schools, and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will need to master 
more skills to teach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share Macau ex-
perience and practices in promoti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tise of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n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knowledge that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should possess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China,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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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去，只有特殊学校的教师才需要具有特教专业知能。随着融合教育在我国的推行，学习能力较好的有

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将会回到普通学校，普通学校教师则需要掌握更多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技巧。

本文首先会分享澳门在促进普通学校教师具备特教专业知能的经验与做法，然后剖析我国在融合教育的

推行下，普通学校教师应具备的特教专业知能的内涵，以期望作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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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是一种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知识培训后才能提供服务的职业，要成为一名教师，则必须具有足

够的“专业知能”，这包括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信念等专业态度，亦需要掌握不同层面的教育知识，以

及具有教学、班级经营、合作沟通等各类技能。而“特教专业知能”是指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教

师所需要具有的专业知能，由于以前我国特殊教育主要是以特殊学校为安置模式，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主要由特殊学校的教师教导，因此在以前，特教专业知能只是特殊学校的教师所需要掌握的能力。 
然而，随着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趋势及在融合教育推行下，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普通教育环境里

就学已是事实，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能否在普通学校环境中成功的学习，将取决于教师的特教专业

知能与训练是否足够[1]。我国在 2017 年初公布了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

大力度推行融合教育[2]。可以预计，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会回归到普通学校就读。

因此，在时代的变化及融合教育的发展下，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安置于普通学校、普通班接受教育已成

为特殊教育的主要安置型态，特教专业知能已不再是在特殊学校、特教班的特教教师所必备的能力，普

通学校教师也必须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所以他们也应具有相应的特教专业知能，因为特教专业知

能是在面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时，可以帮到这些障碍孩子发挥潜能的关键[3]。可见，在国际教育的趋

势、以至我国近年对融合教育的重视下，普通学校教师必须要具有某几项特教专业知能，才能够为回到

普通学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澳门于 2006 年颁布了“第 9/2006 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提出明确的特殊教育发

展方向，强调特殊教育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教育的方式实施[4]，澳门特殊教育正式向融合教育发展。

在这政策推行下，澳门开始为普通学校教师进行具基础性的融合教育师资培训工作。本文首先会分享澳

门在促进普通学校教师具备特教专业知能的经验与做法，然后剖析我国在融合教育的推行下，普通学校

教师应具备的特教专业知能之内涵，以期望作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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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门普校教师特教专业知能的师培经验 

过去，澳门在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等教育阶段的师范培训上，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融合教

育培训，以至大量师范毕业的教师都不具备特教专业知能，因此面对融合教育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时

都会束手无策。自从《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推行后，澳门在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的师资培

育政策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实践： 

2.1. 在职师资培训 

为了使融合教育有效实施，2006 年，澳门地区开始重视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的在职培训工

作，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于 2006 年 6 月至 7 月间，委托香港教育大学举办了两期 30 小时的“融合教育证

书课程”及一期 100 小时的“资源教师证书课程”，有关课程共培训了约 100 多名具有特教专业知能的

教师[5]。其中“融合教育证书课程”的目标，是希望普通学校教师具有最基础的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

令到进修有关课程的教师具有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基础教学策略、课程调适与基础理念。而“资

源教师证书课程”的目标，是希望培训每所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都有只专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提供

教学的专职教师，使在普通学校学习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得到更优质的教学辅助。近几年，“融合教

育证书课程”再从原先的 30 小时增至 36 小时，课程除了讲解各种障碍类别的教学辅助外，更强调各方

的协作[6]。自 2006 年起至 2017 年间，澳门总共培训了超过 1700 多名“融合教育证书课程”与“资源教

师证书课程”的教师，并于 2018/2019 学年，澳门地区推动以校本形式为学校教师提供融合教育培训，

推动方式是澳门教育暨青年局透过教育发展基金，向未进修融合教育证书课程的教师推出“融合教育校

本培训资助计划”，让学校自行组织教师人员参与，资助金额为十万元，用于导师、培训机构、场地与

设施等费用[7]。因此，澳门地区在每年推出大量的培训，使澳门多所普通学校有更多教师具有相关的专

业知能。 

2.2. 实施政策 

另外，目前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还以其它方式来提高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这包括：组织各

所学校的校长、主任、教师到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区进行参观交流活动，并在澳门举办与融合教育有关

的不同类型之讲座与工作坊[8]，目的是令到在普通学校从事教职的前线教师、主任与校长等具有更为广

泛的特教专业知能。在职前的培训方面，近年澳门地区开始以“特别奖学金”鼓励高中毕业生到外地修

读特殊教育学士[9]。此外，从 2017/2018 学年开始，澳门大学正式规定修读学前教育师范学士学位、小

学教育师范学士学位、中学教育师范学士学位等的师范大学生，必须要进修“特殊教育导论”学科，其

目的是希望在澳门培训出来的师范毕业生，在入职前就具有基础的特教专业知能。 

3. 我国普校教师所需要的特教专业知能 

从上述澳门的经验做法可知，要使普通学校教师具有足够的特教专业知能，前提是须要经过不同渠

道进行师资培育工作。而从有关做法可以发现，目前澳门地区比较着重教师对融合教育的基础理念、对

不同障碍类别的教学、情绪辅导，以及团队间合作等特教专业知能。当然澳门在职前的特教专业知能培

训上仍然不足，因为仍然欠缺本地化的特殊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这是未来仍需要努力的地方。至于其它

地方、学者对特教专业知能的定义，例如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曾经就教师需要具备的特教专业知能订立

包括：基本原则、学习者的发展与特征、个别学习差异、学习环境和社会互动、教育计划、评量、教学

策略、专业和道德实践、语言、合作等十个范畴[10]。学者 Ellis、Rountree 与 Larkin 于 1993 年提出幼儿

教育、小学教育的教师应具有四项特教专业知能，这四项包括：教学内容与实务、教学规划与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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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量与个案评鉴、具有合作能力等[11]。王正幸于 2008 年认为，普通学校教师应具有五个特教专业

知能范畴，包括：融合教育理念、课程与教学、班级经营、亲师合作、专业合作[12]。刘佐鳯于 2011 年

提出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应包括：特教理念、特教专业知识、班级经营及辅导、鉴定及评量、

课程及教学设计、咨询与合作协调[13]。近期，何雅玲则认为普通学校教师具有的特教专业知能应该包括：

特殊教育基础知能、课程与教学、班级经营及辅导、亲师沟通、专业间合作等五个范畴[14]。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各个学者、相关组织都会根据当地的特殊教育发展状况、研究或者自身的

经验而对普通学校教师提出不尽相同的特教专业知能。而笔者根据自身从事融合教育的经验，认为对现

时我国来说，要成功让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融合教育环境下能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生活，可能更重要

的是教师首先要对这些障碍孩子有足够的了解，并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学习支持。因此目前我国普通学

校教师首先最需要掌握的特教专业知能，可能会较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3.1. 一般特教知能 

这层面的知能可以包括普通学校、普通班的教师所具有的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的理念，对特殊教育

法规、政策的认识或了解，对不同障碍类别学生的特点认识与了解，以至融合教育的执行方法等。以上

内容可以说是特殊教育领域中最基本的特教专业知能，亦可以是我国普通学校教师最需要了解的特教专

业知能。虽然国家近年加紧推行融合教育，然而，不少教师仍然可能对融合教育的基本认知存在不足，

因此对目前大力推行融合教育的我国来说，一般特殊教育的基础知识，对普通学校教师是最为需要掌握

的基础知能。 

3.2. 教学策略知能 

这层面的知能可以包括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拟定合适的学习目标，能因应他们需要而制订合适的教

学策略等。由于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能力普遍要比普通学生差，在一般的教学法下未必像普通学生一样

能够理解到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所以在融合教育推行下，普通学校教师有必要掌握教导有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的不同技巧。以香港为例，香港在融合教育推行上，会采取三层的教学支援模式，对于学习能力较好的

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会优化课堂教学，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则会采用补充资源、

额外支持、重点加强辅导等教学手段来协助这些孩子[15]。因此如果我国普通学校要使有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能够在融合教育环境中成功学习，有关教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教学能力就需要进一步深化。 

3.3. 课程设计知能 

这层面的知能是指普通学校教师需要具有课程调整的概念，能具有对不同障碍类别、不同障碍程度、

不同学生特质制订合宜的课程与教材的知能，另外也包括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编选或调整教材的能力，

具有任教科目的课程或教材的调整能力等。参考近年推行融合教育的澳门，其融合教育理念强调，课程

应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作出调整，课程内容应该能切合不同学生的需要，学校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殊

教育需要而作出课程裁剪[16]。因此如果我国普通学校要使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学习到普通学生的课程，

有关教师就需要掌握必要的课程教材设计知能。 

3.4. 多元评核知能 

这层面的知能包括具有不同评量方式的知识及技巧，具有对不同障碍类别、不同障碍程度、不同学

生特质而制订合宜的多元评核的知识与运用能力。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来说，即使优化了教学以及课

程教材的设计，若然没有调整评核方式，则最终这些障碍孩子在一般纸笔测验下，学业成绩仍然会不好。

所以采用多种不同的评核方式就成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融合教育环境中学习的重要支持手段。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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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邓猛认为不同评核模式对融合教育很重要，因为采用不同评核模式，除了能够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

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外，还可以提高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业成就[17]，早前澳门就有关评核方面推出

的教育政策---《本地学制正规教育学生评核制度》，提出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习评核上需要具有

多样化[18]。这显示如果要使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融合教育下能有较好的学业表现，则须要重视运用不

同的评量方式来协助这些障碍孩子的学习。 

3.5. 班级经营管理知能 

这层面的知能是指具有能够因应普通班里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而制订合宜班级经营策略的知识与

能力，具有对障碍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处理的技巧等。早前有融合教育研究显示，有情绪问题的有特殊

教育需要学生，会在普通学校适应上存在困难[19]。因此，如果目前我国让不同障碍类别的有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能够回流到普通学校学习，就表示教师在一个班级里可能要面对更多不同类型的障碍孩子与普通孩

子一起学习，对教师的班级经营必然会是一种挑战，普通学校教师实在需要掌握有关的特教专业知能。 

4. 建议 

4.1. 学校方面 

由于目前融合教育在我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加紧推行，因此我国的普通学校有必要配合全国以至

地方政府的融合教育政策，加强学校的师资培训，令到教师在有关的特教专业知能可以持续提升。在实

行上，建议学校除了鼓励学校教师参加各省、各市、各县的融合教育基础课程的在职培训，让国内著名

专家、学者来教授前线教师外，亦建议我国各学校可以仿效香港、澳门等地的一些做法，多向地方政府

申请合理的资助，让邻近的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特殊教育学者、专家为我国学校进行校本的融合教育培

训，以更广泛地、全面地提升教师在特教理念、教学调整、课程调整、评量调整与班级经营等各方面的

专业知能。 

4.2. 政府方面 

目前我国多地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非高等的师范教育上，涉及到特殊教育知识的学

科仍然不算特别多，这可能使到很多刚大学毕业的新晋教师在以前大学间就失去接触特殊教育的学习机

会，并使到他们刚面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时就欠缺教导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知识、技巧与经验。因此，

各个地方政府应该为以前毕业的普通学校教师进行有系统、有阶段的培训，使“旧一批教师”能够掌握

应有的特教专业知能，从而能够有效应对目前融合教育的需要。另外地方政府应该尽量将在职培训方式，

视作为一种“过渡”的政策，考虑到全国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数目不停的增加，长远来说还需要加强职

前的特殊教育师资训练。建议我国各省、各市等地方政府与当地的高等院校之间有充份的沟通，国家亦

可以在此时期推动一系列政策，鼓励全国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就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不同阶

段的普通师范学士课程上设置合适的特殊教育科目，例如可以在幼儿师范学位设置早期疗育的导论，使

幼儿师范专业学生掌握基本康复训练、康复教学的技巧；而小学、中学阶段的师范专业学位则可以针对

融合教育而设置教材、教法、评量等的科目，从而令到有关师范专业学生能够掌握融合教育的课程设置、

教学策略、多元评量的技巧。地方政府亦应该预留充足的资金，合理地资助当地学校进行各类的校本培

训，从而提高教师在教导障碍孩子的专业能力。 

5. 结语 

随着融合教育在国际上倡导公平、平等的教育理念，我国其它地区如澳门、香港、台湾等已陆续加

紧推行融合教育，我国亦开始提高对融合教育的投入与支持。因此，各省、各市及各县，为了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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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融合教育在普通学校的推行，首先还是需要配合国家政策，加紧提升普通学校教师在特殊教育的认

知、班级管理以至教学、课程、评核等各项的特教专业知能，以利国家的融合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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