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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聽障生融合教育研究後的省思 

前言 
以往的特殊教育，強調特殊兒童和普通兒童的差異性，所以主張要有特

殊的環境與特殊的方法；當前的融合教育，則強調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

的相似性，所以主張在相同環境中提供特殊的方法。因此融合教育理念

的推展肩負著重要的教育使命。 
融合的反義詞是隔離（isolation），隔離往往使身心障礙學生益形孤立，

以致於更難適應日益變遷的社會生活。所謂融合（inclusion），即是指

身心障礙學生由特定的機構走入一般社區，由特殊學校轉至普通學校，

從特殊班進到普通班，也就是強調回歸主流和正常化。 
身心障礙學生完全回歸到普通班，實施所謂的完全融合教育，雖然仍有

現實上的困難，不過為使身心障礙學生能在一般的環境中生活並接受教

育，以及能使一般學生對身心障礙學生能有所瞭解和尊重，因此如何幫

助他們彼此適應在普通班級的生活以及有效的去解決目前所面臨的教

學困境，是我們積極想做的事。 
去年班上剛好有一位中重度的聽障生，我和我的教學伙伴蔡佳琪老師為

了達成融合教學的理想，於是努力的嘗試在幼稚園中融合教育的課程改

革與規劃。在實施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各種活動設計與教學實驗，在不

斷摸索、實驗之下，我們驚喜的看見聽障生學習態度的改變，還有班上

普通生能逐漸和聽障生和諧相處互動，詳細行動研究內容見《無聲世界

有晴天-----幼稚園普通班中重度聽障生學習歷程之研究》（彭麗琳、蔡

佳琪，民 91）一文。茲就將我們的研究心得敘述如下： 
 
如何做好聽障生的融合教育 
一、 關懷與溝通是與聽障生相處的不二法門 
聽障孩子多半是在很小的時候，就隔絕了外界所有的聲響，他們無法模

仿到正確的口語表達，再加上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因此主觀意識會比較

強烈。大部分的聽障生在剛入園時，無法完全適應普通班級的教學，且

普通生也都沒有和聽障生相處的經驗，所以在相處上難免有摩擦和誤

解，但這些也是孩子們必須要學習的功課，彼此藉著學習正確的溝通方

法，使大家能找到良好的相處的方式，互相快樂的學習。 
二、 針對所發現的問題立即採取因應的配套對策並執行 
在實施融合教育的過程中，難免會遭遇到一些問題或困難，我們應該以

積極的態度採取行動對策，不光是為了解決教室中的困境，也是在幫助

教室中的普通生和特殊生的學習與成長，更是教師自我提升教學技巧的



重要過程。  
三、幼稚園聽障學生的融合教育值得推行 
可以得到證明，幼稚園聽障學生的融合教育是最值得推廣和被重視的，

因為普遍來看，大部分的聽障學生只有聽覺和語言方面的困難，而其它

各方面的學習表現和普通生並沒有差異，所以在幼兒階段若能掌握聽障

指導和教學有效先機必能成功幫助許多聽障孩子過著正常的生活，更早

去適應學校學習並和普通生達成良好的互動。 
四、 融合教育對聽障生身心發展及各方面學習效果都有幫助 
很多例子顯示，聽障生由於聽覺方面的障礙，造成了身心發展上的落差,
除了在語言發展上非常明顯的落後外，而其他方面的發展，如：社會群

性、人格展上，多值得我們去關心和重視的。經由本行動研究證實，融

合式的教育模式可以有效的改善並幫助聽覺障礙生，語言的使用能力及

積極的人際關係，使聽障生更有信心去接納自己，和樂的與別人相處。

五、讓普通生及早接觸聽障生，學習關懷弱勢的情操 
讓普通生及早接觸聽覺障礙的同學，瞭解他們與自己的同與不同，學習

與聽障同學相處的方式，並學習如何幫助他們而非單純的同情。事實上

很多人都沒有與聽障人士相處的經驗，如果從幼稚園階段就能了解聽障

朋友並適時的提出援手，將會提升社會的道德力量，讓民族的幼苗從小

就懂得關懷弱勢同胞，減低聽障同胞不適應社會而造成的社會成本。 
六、幼稚園聽障學生的融合教育並不增加老師過多負擔 
在幼稚園的教學中加入聽障生的指導策略，並不會造成很大的工作負

擔，即使有也是「甜蜜的負擔」，因為指導聽障生只需根據我們的教學

主題來擬定一份 I.E.P 之外，其餘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和指導一般普通

生並沒有兩樣。每當我們看到聽障生在學習上的進步和普通生之間良好

的互動，內心中就會產生莫大的鼓舞和感動！融合教育是正常教學中的

舉手之勞，每一位老師都可以做到的，也是一定要去做的！ 
七、聽障家長和聽障生一起成長效果會更好 
聽障生的進步與成長除了要靠學校教育外，在家庭中有計畫的指導也是

同等重要的。我們可以從大陸作家周弘將他親自教養重度聽障女兒成為

全中國大陸地區十大天才的例子來看（周弘，民 91），父母親對聽障

子女的重視與指導，以及家長尋求正確管道和方法，來幫助聽覺障的子

女效果才會更好。 
八、給聽障生機會也是給所有普通生有幫助別人的機會 
聽障生比普通生在發展上先天失利，但是他們除了聽覺和語言以外，其

它方面都和普通生擁有相同的優勢，只要我們能給他們表現機會，相信

一定能發揮的淋漓盡致，展現多元智慧與教學的真正意義。不光是海峽

對岸的聽障孩子周婷婷可以成為天才小作家、龍安附幼的小博也可以成

為賽跑冠軍選手、象棋高手，還有更多的聽障朋友只要給他們機會與指



導，一定可以發揮出無限的潛能，綻放出生命的光芒。 
 
我們的建議 
一、提供將來幼教夥伴在類似教學情況時的一些建議： 
（一）及早瞭解障礙程度，以便擬定教學策略 
事先要了解班上聽障生聽覺的障礙程度，及其個性特質及早與專業人員

擬定全班性教學策略，做好教學準備。 
（二）針對聽障生及身邊的每個人設計教學指導策略，及早適應社會 
對於任何一位聽覺障礙生的指導策略，並不能只針對該聽障生還要針對

他週遭的每一個人去設計修正，才能更有效的幫助聽障生融入一般社會

生活。所以早期介入與融合教育對於聽覺障礙生是非常重要的。 
（三）提供家長課前預告及課後指導重點，增進特殊生學習 
老師可以在課前盡可能提供家長教學的主題和內容並於課後指導家長

如何輔導特殊生銜接教學活動，使聽障生對課程產生學習的興趣和學習

的成就感。 
（四）經常與家長及普通生溝通特殊生情況，才能立即解決問題 
隨時與家長、普通生溝通討論特殊生的狀況，瞭解特殊生的行為表現，

並立即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五）要求家長高度配合，一起幫助孩子成長 
家長的配合度是關鍵，需不斷接收正確的特殊教育資訊，親師要產生良

好的互動，大家一致的目標就是要讓聽障孩子學習無障礙。 
（六）教學策略需兼顧聽障生與普通生，讓兩者接能有效學習 
教學策略需融入正常教學中，讓聽障生能有更多的學習機會，但卻不影

響普通生的學習品質，產生雙贏的結局，並能共同成長。 
二、對聽障生家長的建議 
（一）有健全心理及正確態度的家長，才能幫助聽障生成長 
家長應以健全的心理態度面對家有聽障兒童，並以正確的態度及方法指

導，切勿過度寵愛與放縱，因為家長無法一輩子陪伴他，應讓聽障生學

習獨立。 
（二）尋求各種管道，時常接受特教資訊，學習正確的教育方式 
家長需不斷的接收各種新資訊，才能隨時修正教育的方法，並改善面臨

的問題。 
（三）家長需配合老師的教學策略，幫助孩子成長 
與老師密切聯繫與合作，配合學校教學，做好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才

能有效率的幫助聽障生學習與成長。 
（四）與孩子共同成長學習 
在孩子聽覺障礙的這條漫漫長路上，有時崎嶇坎坷，有時璀璨明亮，家

長應與孩子保持著樂觀開朗的心一起向前邁進共同成長。 



三、對國家行政及教育政策的建議： 
（一）幼教師資培訓過程中加重特教專業智能的訓練，培養專業的學前

特教師資 
目前在師資培訓系統中，因為礙於學程不同，學前特教師資是由特教系

學生必須修幼教系、或是幼教系學生修滿特教學分來取得，但僧多粥少

的情況下特殊教育系學生不見得都有機會將所學貢獻於教學，為了長治

久安之計應在幼教師資培訓過程中就要加重特教專業智能的訓練。 
（三）增加巡迴輔導教師數量，有效的輔導幼稚園中的融合班正常教學

目前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數量較少，兩個禮拜只能給予每個班級半天

的指導機會，若能增加巡迴輔導教師數量，融合班的教師們遇到教學困

境也能更有時效性的得到諮詢或協助解決。 
（四）學前特殊教育需適度的劃分障礙類別及程度，不致影響教學品質

幼兒階段尚在學習自理能力，許多事情仍需老師協助處理，若是特殊生

的障礙程度過重會過分干擾一般教學的進行，也對老師造成過多負擔，

並影響教學品質。若兩種以上的障礙類別同時出現在同一班中，對老師

是一大挑戰，老師不但要兼顧正常教學外，還需設計多種的個別化教學

策略，策略執行效果會受影響。聽障學生較不會干擾普通班級的教學進

行。 
（五）提高特殊兒童抵免普通生的比例，減輕老師負擔 
目前一位特殊兒童僅能抵免 3 位普通生，人力資源仍然欠缺，老師較無

法抽身對特殊生做個別性指導，否則令一位老師就要獨自帶領 26 位普

通生教學為達到理想的教學環境，若一位特殊生能抵免 5～6 位普通

生，老師的負擔減輕了，也更能從容不迫的個別指導特殊生，增加特殊

生的學習效果。 
（六）在融合班級裡增加實習老師的人力資源協助教學 
依目前的師資培訓制度，應盡可能將實習老師編排至有特殊生的班級

裡，一方面讓教室增加人力資源，另一方面也讓實習老師能提早經歷到

指導融合班級的教學經驗與正確的態度和方法。 
揮汗播種必歡呼收割 
我常覺得擔任老師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到希望！經由此次的行動研究，我

看到孩子們彼此生命和諧的希望，以及幼教老師們為了共同的使命感相

互切磋無怨無悔的教育的希望，我願將這美好的經驗與大家分享，讓我

們一起來重視融合教育，培養孩子從小就懂得「關心自己、也關心別

人」，也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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