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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特殊教育课程纲要”
对大陆推进随班就读的启示

陈 红,赵 斌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特殊教育课程纲要”强调通过课程调整,让所有特殊儿童皆能充分参

与普通教育课程,接受基于需求的适性教育。通过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设计及实施经

验,大陆推进随班就读应加强融合教育理念宣传,共建相互尊重与接纳的融合文化氛围;加强普教与特教课程

的衔接,以满足随班就读生的个别化教育需求;课程与教学应紧密结合“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以满足随班

就读生的学习需求;加强全校师生及学生家长间的合作,使随班就读教学服务更加优质化;配齐硬件设备,使
随班就读生学习及生活无障碍;加强教学评价的适性调整,使评价更加人性化、差异化、个别化,从而进一步提

升大陆随班就读的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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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融合教育在学术界已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兰岚等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特殊儿童

入学以融合教育为主,真正将“障而无碍”“尊重差异性”等作为针对特殊儿童的基本理念,特教课程

也非常个别化、人性化及生活化[1]。赵德成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在推行零拒绝、社区化、无
障碍的同时,特别强调适性化和个别化,希望特殊儿童接受符合其身心发展的教育,从而实现最终

的融合[2]。王瑜等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大力推动特教立规及其修订,在促进全面融合方面的经验值

得借鉴[3]。可见,各位学者对我国台湾地区融合教育的认可度很高。
2015年12月,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新修订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特殊教育课程发展共同原

则及课程大纲总纲”(简称“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最大的亮点便是体现了融合

教育理念与精神,其目的是促进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简称“特教”)与普通教育(简称“普教”)
课程的接轨,强调通过课程调整使每一位特殊儿童皆有参与普教课程的机会,从而实现充分就学、
适性扬才。在大陆随班就读规模逐渐扩大,并出现了质量难以赶上规模发展速度之际,通过对我国

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修订背景、理念及实施特点进行分析,学习和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特教

课程设计的先进理念及课程规划经验,促进大陆随班就读朝着融合教育的方向不断发展,使每一位

特殊儿童皆能接受基于需求的适性教育,切实提高随班就读的整体质量。

一、“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修订背景

我国台湾地区特教课程的发展受教育思潮、相关规定及社会需求等因素影响而不断演进与改

变[4]。因此,“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修订也就是在有关规定、融合教育发展潮流、原“课纲”的不足

等因素的推动下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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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教有关规定的推动

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颁布”,与其不断立规、修订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自1984
年“颁布”“特殊教育有关规定”后,为了更好地满足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儿童的发展需求,我国台湾

地区分别于1997年、2001年、2004年及2009年先后对“特殊教育有关规定”进行了多次修订,于
2013年及2014年增修了部分条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有关规定”将修订重

点始终放在融合教育的主线上,即明确规定并不断扩大服务对象、重视教育权的公平与适宜性、大
力推进融合教育和个别化教育等[3]。

在具体内容上,2009年修订的“特殊教育有关规定”中就明确提出“为应特殊教育学生之教育

需求,其教育阶段、年级安排、教育场所及实施方式,应保持弹性”,此外,也提出“特殊教育之课程、
教材、教法及评量方式,应保持弹性,适合特殊教育学生身心特性及需要”。因此,为了更好地落实
“特殊教育有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开启了对原“课纲”的修订工作。

(二)顺应融合教育发展趋势

1997年,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国际融合教育精神,对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有关规定”进行

了修订,强调“为所有特殊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及其相关专业服务,以确保融合教育落到实处”[5],
1998年修订的“特殊教育有关规定施行细则”进一步提出“学前教育阶段之身心障碍儿童应与普通

儿童一起就学”,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的大力支持下,从1998学年起普通学校资源班设班比例

增加[6],据我国台湾地区特教通报网统计,2013年共有100814名身心障碍学生就读于普通学校,
约占身心障碍学生总数(107450)的93.52%[7],这种以普通班级为主的安置形式,面临着普教教师

不知如何提供满足特殊儿童学习需求的课程与教学及特殊儿童难以直接从普教课程中获益的双重

困难[8]。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融合教育环境中特殊儿童受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的公

平,对原“课纲”的修订也就势在必行。
(三)原“课纲”难以满足特殊儿童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

我国台湾地区1983年“颁布”了启聪、启明、启仁与启智“四大课纲”后,才正式有了专门的特教

课程。“四大课纲”虽经前后两次修订,却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弹性,会限制教师发展空间;未分

阶段,较强调基础认知技能目标;除启聪类外,其他“课程纲要”未列出弹性或空白教学时间[9],且前

两次修订仅针对四大特教课程科目内容、组织架构或教学时数加以增删,或将课纲内容扩增至学前

与高职教育阶段,但仍保持与普教平行分立的轨迹[4],以上课程仍难以满足融合教育环境中特殊儿

童以普教课程为主要学习的考量。此外,原“课纲”也存在多数身心障碍资源班课程难以符合特殊

儿童个别需求的情况,融合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因此,对原“课纲”的修订也就列入了议程。
2007年,我国台湾地区开始全面启动“特教课纲”的第三次修订工作,于2009年正式公布,并

在2011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进行全面试用。经过不断地试用与调试,“特殊教育课程纲

要”于2015年12月正式“颁布”。

二、“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设计理念及具体内容

(一)“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设计理念

融合教育背景下,在普教“基于全人教育的精神,遵循自发、互动和共好的理念;以成就每一个

孩子适性扬才、终身学习为愿景”的教育理念基础上,“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设计理念如下:(1)强
调以普教课程作为特殊学生设计课程的首要考量;(2)设计符合特殊学生特殊需求的补救或功能性

课程,以落实能力本位、学校本位及社区本位课程;(3)重视以加深、加广、浓缩、重整、简化、减量、分
解或替代等方式弹性调整九年一贯能力指标,以规划及调整课程;(4)强化特殊学生的个别化教育

计划(IndividualizedEducationalPlan,即IEP)及资赋优异学生的个别辅导计划的功能,将课程、IEP和

个别辅导计划密切结合,以充分发挥IEP与个别辅导计划行政、教学规划及执行督导的功能。由此可

看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重视全人教育,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及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二)“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内容

在融合教育大背景下,我国台湾地区强调特教课程与普教课程应相互衔接,共同服务于特殊儿

童的学习。因此,“特殊教育课程纲要”常规课程采用与普教九年一贯“课程纲要”相同的课程领域,
主要包括语文、数学、社会、艺术与人文、自然与生活科技、健康与体育及综合活动等七大领域。值



得注意的是:七大学习领域不是具体的科目名称,而是弱化了的课程门类,将众多科目整合为综合
性的几大学习领域。这是一个关键转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需要特殊儿童综合多学科领域知
识方能解决。此外,“特殊教育课程纲要”还包括特殊需求领域课程(如表1),该部分课程主要是为
满足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而设计,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融合教育环境中的学习、生活等。

表1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课程科目设置

教育阶段 常规课程 特殊需求领域课程

九年一贯教育阶段
语文、数学、健康与体育、社会、艺术与人文、
自然与生活科技、综合活动

高中阶段
语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生活、健康与
体育、综合活动

高职阶段 语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生活、体育

创造力、领导才能、情意、学习策
略、生活管理、社会技巧、沟通训
练、定向行动、点字、动作机能训
练、辅助科技应用、职业教育

三、“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及效果

为了满足特殊儿童的学习需求,也为了让所有特殊儿童皆有充分参与普教课程的机会,调整是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原则。因“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涉及多方人员的参与,因此,来自

包括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家长等的支持是“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有效实施的前提。为保障“特殊教

育课程纲要”始终能满足特殊儿童的学习需求,其实施全程需紧密结合特殊儿童的IEP。因“特殊

教育课程纲要”与原“课纲”差异较大,社会各界也对“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困惑及其对特殊儿

童学习及成长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一定的反馈。
(一)调整是“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原则

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融合教育课程必须是弹性化、相关及可调整的[10],《全纳教育指导方

针》也指出,所有人都能使用的、灵活的课程是建设“能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的学校”的关键[11]。我国台

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非常注重从多方面进行适宜性调整,以满足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
首先,教师应基于特殊儿童的差异性需求灵活选择教学方式;其次,为特殊儿童设计课程时,应

首先选择普教课程,当普教课程难以满足需求时,再采用“加深、加广、浓缩、简化、减量、分解、替代

及重整”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灵活调整各项能力指标(加深:加深能力指标难度;加广:增加能力指

标广度及多元性;浓缩:综合能力指标;简化:降低能力指标难度;减量:减少能力指标内容;分解:分
解能力指标为小目标;替代:以另一种方式达成原来的指标;重整:将能力指标重新诠释或转化为生

活化或功能化目标),再根据调整后的指标以课程与教材松绑的方式决定教学内容,教材内容及呈

现方式要考虑不同障碍类别及程度特殊儿童的需求,如对于纯视觉障碍儿童,教材应以触觉及听觉

方式为主,可采取点字材料、辅具及调整字体大小等方式协助学习;第三,教师应综合运用工作分

析、多元感官、直接教学、多层次教学、合作学习、合作教学或区分性教学等多种激发特殊儿童潜能

的学习策略;第四,普校需为特殊儿童提供安全且无障碍的校园及班级环境;第五,评量应公平且适

性,除入学前的起点行为评估,还有形成性评量及依IEP长期目标所作的总结性评量,评量方式有

动态评量、档案评量、实作评量、生态评量与课程本位评量等,此外,为了满足特殊儿童的差异性需

求,评量应进行时间、地点及呈现方式上的调整。
(二)多方的支持是“特殊教育课程纲要”实施的前提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有效运行,需要多方面的支持。首先,需教育事务管理部门的导向,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畅通特殊儿童安置于融合教育环境的各项措施间的转衔管道;(2)举办“特
殊教育课程纲要”的研习会,使相关人员了解其精神;(3)协助学校克服课务运作、教学空间、教学设

备与经费的限制,制作并配发相关教材、教具及辅具;(4)为保障“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质量,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校“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运行进行整体或抽样评鉴,并追踪评鉴结果的改进

情况。其次,加强理念宣传以建立共识,可采用教育事务管理部门统一印发宣传手册或制发光碟等

多种方式进行宣传,使全社会成员了解并支持“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第三,学校应根据特殊

儿童的需求配齐硬件设备,包括学习、沟通、视障、生活、休闲及行动与摆位等相关科技辅具,并担负



保管及维护的责任。第四,强调普教教师与特教教师应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特殊儿童

提供优质化的教育服务。第五,特殊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运行的最重要的利益

相关者,“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顺利实施还需特殊儿童及其家长的支持。
(三)“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需密切结合IEP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运作以IEP为核心而展开,以保障课程满足不同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如

图1所示)。

图1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运作流程

在特殊儿童经过鉴辅会鉴定安置于某所普通学校后,学校特教推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个别

特殊儿童的IEP团队小组,以确定IEP的具体内容,作为学校为特殊儿童调整课程及提供相关支持服

务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IEP的具体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普通学校每学期期末会对所有特殊儿童

的IEP进行评价,根据特殊儿童本学期的学习情况作基于需求的调整,以作为下一学期调整课程及提

供支持服务的依据。可见,通过与IEP的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特教课程的个别化、人性化及实用化。
(四)“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践反馈

“特殊教育课程纲要”与原“课纲”及九年一贯课程差异较大,其推动必然对现有学校生态产生

现实冲击。
首先,许多人提出了“特殊教育课程纲要”执行层面的困难,如:如何排课及进行成绩评量;如何

选用特殊需求领域课程,以满足不同类别特殊儿童的需求;小学、初中及高中高职的特殊课程需求

是否有差异;认知功能严重缺损学生的课程需如何调整;对职业学校课程纲要中新增的健康服务

群、环境服务群与生命服务等服务类的群科需如何安排课程;是否有提供更多教师进修新课程的机

会等[9]。此外,也有关于如何沟通理念,获得共识;如何进行课程调整;师资如何因应;资源如何配

合等多种问题[4],这些问题在“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过程中深深地困扰着相关的工作人员。
其次,“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价值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4],不少教师将九年一贯能力指标

成功转化为具体、生活化的活动,使认知功能严重缺损学生也能学习普教各学习领域的核心概念,
如利用包粽子所需配料比例,教特教班学生比例的概念;利用教室座位的安排教学生坐标概念;利
用制作无患子洗发精,使学生了解有机化学的概念;教学生制作泡菜及臭豆腐使其了解发酵概念;
此外,语文课低功能组学生也会应用普通班课本中的“期望”及“夜深”等词语造句,可见,“特殊教育

课程纲要”使特殊儿童的学习及生活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四、“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经验对大陆推进随班就读的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陆大力推进随班就读以来,参与随班就读的盲、聋及智障儿童比例从

1996年至2010年均保持在60%以上,甚至曾接近70%[12],可见,随班就读已是特殊儿童接受教育

的主要形式之一。然而,虽然一半以上的特殊儿童享受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却未享受到教育过程

及结果的公平。为此,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之际,针对大陆随班就读的发展现状,希望通



过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经验,促进大陆随班就读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一)加强融合教育理念宣传,共建相互尊重与接纳的融合文化氛围

理念宣传是行动的先导。大陆随班就读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但社会大众及普校师生对特殊

儿童接纳度并不高。2009年北京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普校领导不愿意或视情况接受特

殊儿童就读于本校、约86%的普教教师不愿接纳特殊儿童在班内学习[13]。更有甚者,2012年,中
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深圳、北京发生多起家长联名拒绝孤独症

儿童上学的事件[14],这不仅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更不利于特殊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此,宣传融合

教育理念刻不容缓。可采用报纸、公益广告、大众传播媒体等多种形式推广融合教育理念,使社会大

众了解融合教育精神,接纳并欣赏差异,为随班就读生的学习及身心发展营造良好的融合文化氛围。
(二)加强普教与特教课程的衔接,以满足随班就读生的个别化教育需求

与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适用对象主要是融合教育环境中的特殊儿童,并注重调

整普教课程以适应特殊儿童差异性需求不同的是,大陆于2016年底颁布了专为特殊儿童制定的一

整套系统学习标准,即《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14],强调基于特殊教育

需求的教育公平,尊重个体差异,也注重特殊儿童的生活适应性[15],其适用对象主要是就读于隔离

特校中的特殊儿童,教学对象也可笼统地概括为盲、聋及智力障碍学生,但未涉及普校随班就读的

轻中度特殊儿童的课程与教学。目前,大陆随班就读仍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课程标准,随班就读生

与普通学生所学课程几乎相同。此种情况下,大部分随班就读班级的教师仅凭着爱心和教学经验

开展教学,教学调整策略也欠佳,随班就读教学质量不高[12]。
为此,大陆应充分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经验,首先,最根本的是要研

发与普教课程接轨的特教课程标准,为随班就读班级教师的教学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为随班就读教

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其次,在普教课程基础上,依特殊儿童的身心状况及学习需求对普教课程

进行适应性调整,注重课程的个别化、生活化及社会化导向,以提高特殊儿童的学习、生活及社会适

应能力,让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公平的光环兼顾到蓝天下每一位祖国的花朵,使他们接

受适性教育后皆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三)课程与教学应紧密结合IEP,以满足随班就读生的学习需求

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从设计理念到具体的实施过程,皆强调所有的课程与教学

活动应密切结合IEP,且根据特殊儿童的发展情况,每学期末皆会对IEP进行适应性调整。大陆可

采用普教教师、特教教师、学校相关行政人员、特殊儿童及其家长等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参与特殊

儿童IEP的拟定,确定特殊儿童学习及身心发展现状,以作为学校调整课程及提供相关支持服务的

依据,满足不同特殊儿童的学习需求。值得注意的是,IEP中需写清楚特殊儿童在普校学习的限制

(包括弱势与优势)、适当的评价方式、其在普通班级的学习和生活的可能性与所需的支持与资源,
以此作为选编教材的参考[6]。

(四)加强全校师生及学生家长间的合作,使随班就读教学服务更加优质化

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强调整合教师资源,让教师角色回归专业以发挥应有的专

长与功能[9],因此,“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运作需包括学校辅导主任、教务主任、特教组长、特教教

师及普教教师在内的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此外,因“特殊教育课程纲要”的实施需紧密结合IEP,
所以还需特殊儿童及其家长的全力配合。反观大陆地区,在现有教师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普教与特

教教师合作非常有限[16],而且,普校与特殊儿童家长双方皆没有充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没有互

相配合及密切合作[17]。为此,大陆应加强普教教师与特教教师、普校与特殊儿童家长的相互合作,
使不同角色皆能扬其所长,共同为随班就读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服务。

(五)配齐硬件设备,使随班就读生学习及生活无障碍

融合教育背景下,大陆随班就读教学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普校相关的硬件设备不

全。有学者提出大陆特殊儿童随班就读支持保障机制不全,如辅助的教学设备(盲版盲笔、盲文打



字机等)等如何筹措、学校环境如何调整或改变以适应肢体残疾儿童、盲童的需要等诸多问题[18]。
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课程纲要”强调普校需进行硬件设备上的完善,如:规划物理环境空间,制
作及配发相关教材、教具及辅具,包括学习、沟通、视障、生活、休闲及行动与摆位等相关科技辅具

等。大陆应尽快根据随班就读生的身心状况,配齐相关的硬件设备,为随班就读生适应普校的学习

及生活创造足够的客观条件。
(六)加强教学评价的适性调整,使评量更加人性化、差异化、个别化

教学评价应符合公平且适性的原则。为此,大陆应基于特殊儿童的障碍类别及程度,重视评价

的适应性调整,通过对评价内容、范围及呈现方式的调整,使评价更加人性化,符合差异化及个别化

原则,真正发挥教学评价作为改进教学及课程调整的重要参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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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lationoftheNewlyRevisedSpecialEducationSyllabusinTaiwantothe
PromotionofStudyingintheRegularClassinMainlandChina

CHENHong,ZHAOBin
(DepartmentofSpecial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newlyrevisedspecialeducationsyllabusinTaiwanemphasizesthatthroughcurriculum
adjustment,allspecialstudentscouldfullyparticipateinregularcoursesandreceiveadaptiveeduca-
tionbasedondemand.TogetexperienceofthespecialeducationsyllabusinTaiwanandtopromote
specialeducationinMainlandChina,weshouldtakethefollowingpointsintoconsideration.Thefirst
istowidelyspreadtheconceptofinclusiveeducationandcreateaclimateofmutualrespectandaccept-
ance;tostrengthentheintegrationofregulareducationalandspecialeducationalcoursesinorderto
meettheindividualizededucationalneedsofspecialstudents.Thecurriculumandteachingshouldbe
closelyintegratedwiththeIEPtomeetthelearningneedsofthespecialstudents.Teachersand
studentsoftheschoolandtheparentsshouldworktogethersothattheteachingservicesoftheregular
classcouldbehighlyqualified.Weshouldfullyequiptheregularschoolswithaccessibleequipmentso
thatspecialstudentsmaystudyandlivewithoutbarriers.Weshouldreinforcetheadjustmentof
teachingevaluationtomaketheevaluationmorehumanistic,differentiatedandindividualizedsoasto
furtherimprovetheoverallteachingqualityofmainstreaminginMainlandChina.
Keywords:Taiwan;MainlandChina;specialeducationsyllabus;main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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