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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在學校領域當中，實施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的現況與

困境。研究者以系統性回顧之方式，蒐集共 14 篇國內近年專業團隊相關文獻，並以特

教教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兩種不同的角度，來檢視文獻當中，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之

現況與所面臨之困境。研究結果顯示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近年以「時數不足」、「行

政支持」之問題，為雙方所面臨之主要問題。 
關鍵字：專業團隊、相關服務、特殊教育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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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mworks in school. The researcher synthesized 14 
domestic relevant literatures by systematic review in recent years, then 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mworks from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lated expert teams’ point of view.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mwork services, the "lack of tim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of the 
problem are the main problems that the two sides facing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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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Hallaban和 Kauffman(1976)指出特殊

兒童在生理、心理發展上存在缺陷，而這

些缺陷會造成個體在成長的過中，身體功

能發生失調，進而導致現實生活中產生適

應困難。而且個體成長的過程中，有泰半

時間於學校進行學習，故學校的教育相關

人員，對於特殊生應提供適當的協助，以

期幫助學生適應學校之生活(Wood, 1992)。 
有鑑於此我國制定《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

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且自西元

2012 立法通過實施至今，已邁入第 5 個年

頭，而各縣市單位雖亦有各自擬定配合之

要點，供在職教師與專業團隊等相關成員

執行之依循，但在制度的落實上，仍面臨

了許多不同層面之難題。本研究試圖釐清

我國近年在特教相關專業團隊實施之現

況與困境，並期望研究成果，能作為瞭解

我國近年特教相關專業團隊實施現況之

參考，及對日後改善服務品質上有所助

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從不同的特教相關

專業團隊成員之角度，來檢視我國在學校

領域當中，實施特教專業團隊服務之現況

與困境。 
 
三、待答問題 
1. 我國特教教師，對於特教相關專業團隊

在學校領域中，實施服務之現況與困

境為何？ 
2. 我國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成員，對於特教

相關專業團隊在學校領域中，實施服

務之現況與困境為何？ 
 
貳、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 
 
一、特教相關專業團隊之內涵 
    Webster(1987)對「專業團體」的定義

為一群專業人員共同工作，且每個人只負

責工作的一部分，進而對整體工作產生貢

獻。將此概念應用於特教支援服務系統

中，每一專業人員，亦是遵照此種方式進

行特教相關服務。對於提供特教相關服務

的專業成員，吳武典（2014）認為應包括：

心理諮商、語言訓練、定向行動、聽能訓

練、職能訓練、運動機能訓練、社會工作、

臨床或學校心理等專業人員。而王天苗

（2003）則將特教專業團隊之概念定義得

更為寬廣，認為專業團隊的界定除了教育

體制內的教師、及醫療體育內的專業成員

等之外，「家長」更應是專業團隊中的必

然成員。 
 
二、特教相關專業團隊之運作 

依特教相關專業團隊設置之方式來

劃分（王天苗，2003），可分為兩種：包

括「定點服務」及「巡迴服務」。前者所

指即為在特殊學校或一般學校內設置專

職或兼職的各類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以提供校內或來自他校的身心障礙學

生及其教師和家長所需要的專業服務。而

後者則指的是由縣市教育局或學校機關

所聘任用的專職或兼職的特教相關專業

人員，這些專業人員巡迴於縣市內或一定

範圍內的學校，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

師及家長所需要的專業服務。 
依特教相關專業團隊的服務型態來劃分

（林寶貴，2013），可分為三種：包括直

接 治 療 (direct service) 、 監 督 治 療

(monitoring therapy) 、 諮 詢 服 務

(consultation)三種。以下依序說明之： 
1. 直接治療又可稱為直接服務，是指專業

人員以該專業領域的手法，來改善或

預防個案接受評估時所發現的問題，

且由專業人員親自負責計畫及執行所

有內容。此種服務型態是將學生抽離

原班級或原上課情境作隔離訓練，或

於融合的情境中進行訓練，讓學生在

自然且兼顧同儕互動的情境下，學習

與生活相關之技能（鈕文英，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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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督治療又可稱為間接服務，其概念為

專業人員教導或督導其他人員來執行

計畫，但該專業人員並非每次執行都

會在旁監督，而是定期與計畫執行者

討論，以決定實施方式與內容。 
3. 諮詢服務之意涵包括針對個案需求的

「個案諮詢」、對於其他專業人員所提

供的「同儕諮詢」、以及整體性的促進

教育系統之改進的「系統諮詢」。鈕文

英（1998）表示廣義來看的話，諮詢

服務屬間接服務的一環，強調以透過

諮詢之方式實施，主要針對障礙程度

較輕微、或需求較少之個案來提供服

務，專業團隊成員只需提供教師或家

長一些課程或教學方面的諮詢服務即

可。 
依特教相關專業團隊的運作型態來

劃分（楊廣文、陳戎珠，2013），可分為

三 種 ， 包 括 ： 多 專 業 合 作

(multi-disciplinary) 、 專 業 間 合 作

(inter-disciplinary) 和 跨 專 業 合 作

(trans-disciplinary)。茲依序說明如下： 
1. 多專業模式：各領域之專業人員在評

估、計畫、執行三階段，都是各自進

行、各自完成、各自負責，彼此之間

的互動僅在行政程序有需求時才會發

生，平常團隊中的各專業人員對個案

之評估意見、計畫時的建議、執行之

成效，不會進行資料的交換與討論。 
2. 專業間模式：在評估、計畫和執行的流

程中，由專業團隊中的各個專業人員

各自進行，與上述不同的是在每個過

程中，會進行意見和資料的交換，以

協調彼此間的建議統整服務，且不同

專業人員間，通常會有個交流的管

道，來討論對個案的意見和建議，以

幫助不同專業間相互瞭解各自專業領

域的工作方向，然後才各自執行計畫。 
3. 跨專業模式：這個模式被認為是最好，

且缺點相對來說比較少的服務模式，

它在評估和計畫的過程中，是所有的

專業人員在同一個情境下進行的，在

計畫擬定之後，會交由某一位專業人

員執行，以學校領域之觀點來看，該

專業人員通常都是特殊生之個管教

師，另外此種模式的優點為，打破所

有的專業人員彼此的領域之隔閡，並

經過溝通協調共同產生一個計畫，最

後將此計畫交付給與個案關係最密切

之專業人員來執行，其他專業人員以

提供間接服務為主，僅在必要時才提

供個案直接服務，而該執行計畫的專

業人員亦肩負著團隊的溝通與協調之

任務。 
 
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蒐集方法 

本研究以國內「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

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實施至今的這

段期間，針對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的研

究進行蒐集，並分別透過「臺灣博碩士論

文加值系統」、「Google 學術搜尋」、以及

「華藝線上圖書館」三個線上資料庫，以

關鍵字「專業團隊」來蒐集 2012 至 2017
年間所發表之文獻。 
由於本研究主要希望針對特教相關專業

團隊在學校場域中運作現況與困境進行

系統性回顧，因此本研究有三個排除條

件： 
1. 只描述特教相關專業團隊運作或專業

人員訓練之理論的文章。 
2. 研究設計採用行動研究或個案研究之

文章。 
3. 非運用於學校場域，或者無關於特教相

關專業團隊合作之文章。 
 
二、文獻蒐集流程 

研究者共蒐集到 57 篇相關文獻，經

過論文標題和摘要的審視後，排除重複和

不符合搜尋策略的論文 20 篇，再經全文

審視排除不符合條件的文獻 23 篇後，共

回顧相關研究文獻 14 篇。文獻蒐集之流

程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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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蒐集策略之研究 
(n=37) 

資料庫蒐集到的研究 
(n=57) 

回顧之研究 
(n=14) 

閱讀標題或摘要排除重複或

不符蒐集策略之研究 
(n=20) 

檢視全文依三個排除條

件所排除之研究 
(n=23) 

 
 
 
 
 
 
 
 
 
 
 
 
 
 
 

圖 1 文獻蒐集流程圖 
 
肆、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研究者整理出6篇以特教教師觀點出

發，探討專業團隊服務之文獻。如下表 1

所示，統計各篇文獻的運作之困難層面，

由高至低分別是「時數不足」、「專業不

足」、「行政支持」皆為 4 篇並列第一，其

次依序為「策略執行」3 篇、「溝通困擾」

2 篇。 
 
表 1  
特教教師觀點-回顧研究摘要表 

作者 
（年代）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樣本情形 

特教相關專業團隊運作之困難 
時
數
不
足 

專
業
不
足 

行
政
支
持 

溝
通
困
擾 

策
略
執
行 

鮑繼蘭 
（2012） 

臺北市學前特

教巡迴輔導教

師的服務現況、

困擾、因應策略 

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

談 

10 位臺北市

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 

● ●    

蘇麗華 
（2012） 

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服務

困境與因應策

略 

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

談 

6 位服務於

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

縣之學前特

教巡迴輔導

教師 

● ●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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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玲 
（2014） 

雲林縣、嘉義

縣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服

務現況 

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

談 

6 位服務於

雲林縣、嘉

義縣之學前

特教巡迴輔

導教師 

 ● ●   

劉美琪 
（2014） 

中南部國中特

教巡迴輔導教

師工作現況與

困擾 

自編問卷 114 位服務

於雲林縣、

南投縣、彰

化縣、臺中

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

東縣之國中

特教巡迴輔

導教師 

  ● ● ● 

黃荷婷 
（2014） 

屏東縣學前特

教巡迴輔導教

師服務內容與

資源運用 

質性研究 8 位屏東縣

學前特教巡

迴輔導教師 

● ●    

林秀慧 
（2016） 

桃園市國中特

教教師對特教

相關專業團隊

服務參與、滿

意、困難程度 

自編問卷 188 位桃園

市國中特教

教師 

●  ●  ● 

 
關於以特教教師之外的專業人員觀

點出發，探討專業團隊服務之文獻，共計

整理出 8 篇。如下表 2 所示，研究者彙整

出運作之困難層面，由高至低依序排列分

別是「行政支持」7 篇、「時數不足」6 篇、

「溝通困擾」5 篇、「專業不足」4 篇、「策

略執行」2 篇。 
 

 
表 2  
其他專業人員觀點-回顧研究摘要表 

作者 
（年代）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樣本情形 

特教相關專業團隊運作之困難 
時
數
不
足 

專
業
不
足 

行
政
支
持 

溝
通
困
擾 

策
略
執
行 

汪慧玲 
沈佳生 
（2012） 

學前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服務

現況與需求 

自編問卷 732位接受

特教服務

之幼兒園

普通班教

師 

●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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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宜君 
（2012） 

從治療師與幼

教師角度探討

幼兒園其對融

合教育巡迴服

務之觀點 

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

談 

3位專業治

療師、3 位

幼兒園教

師 

●  ●   

莊宗翰 
鄭麗月 
（2012） 

金門縣幼兒園

教師特教相關

專業合作認知

及需求 

自編問卷 78 位金門

縣公立國

小附設幼

兒園普通

班教師 

●  ● ●  

張秀玉

（2013） 
影響早期療育

專業團隊合作

之因素 

一對一深

度訪談 
8位醫療復

健領域人

員、8 位特

教教師、8
位社工師 

 ● ● ●  

賴秀鳳 
（2013） 

學校社會工作

者的挑戰與展

望 

質性研究

半結構訪

談 

24 位修習

社工系學

分之大學

生、8 位現

職社工、6
位社工領

域學者 

●  ●   

許雅琳 
（2014） 

新北市學前普

通班教師對特

教專業團隊服

務滿意度 

自編問卷 207位新北

市學前普

通班教師 

●  ● ●  

王建勛 
（2014） 

普通班教師對

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服務滿意

度 

自編問卷 77 位學前

至高中職

階段之普

通班教師 

 ● ● ● ● 

江佩玲 
（2016） 

新北市教保服

務人員對學前

特教巡迴輔導

服務滿意度、

融合教育支持

度 

自編問卷 564位班上

有收托特

殊幼兒之

教保服務

員 

● ● ●   

 
二、討論 

對於從特教教師觀點出發，探討專業

團隊運作之現行困難之文獻，研究者所蒐

集到的，多是以學前階段特教巡迴教師為

主要調查對象。分析研究結果「時數不足」

之成因，特教教師認為專業團隊運作，多

半受經費限制，以致造成少量教師，要服

務大量學生，間接使每位學生所分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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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減少、服務品質降低，且巡迴工作運

作還受交通花費時間影響；「專業不足」

層面則指出部分普通教師，因不瞭解巡迴

教師之角色職務所在，常誤認巡迴教師應

全權主導介入輔導工作，亦或者初任巡迴

教師者，因工作前未有明確針對該職務的

培訓養成管道，以致就業後磨合、適應期

長；「行政支持」向度表示部分學校未安

排專屬經費，供到校服務的專業團隊運作

使用，就學校觀點常認為專業團隊成員屬

校外人士，故不編列經費以供使用；「溝

通困擾」則說明了學校按表操課的快速教

學步調，使特教教師與其他專業團隊成

員，較無完整的長時間可溝通協調；「策

略執行」方面特教教師認為，因專業團隊

久久才到校服務，較難迅速確切掌握學生

近況，進而造成策略在執行上成效不彰。 
針對以特教教師之外的專業團隊成

員觀點，來審視專業團隊運作之文獻，其

調查對象包括：家長、普通班教師、社工

人員、醫療復健領域人員等。研究者加以

分析後發現「時數不足」方面雖為次要問

題，但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其時數不足

除使專業人員的服務成效較難立竿見影

外，更容易導致專業人員在工作上較無歸

屬感，間接使之產生其他問題；「專業不

足」的部分則有部分專業人員表示，其工

作場域之運作與在職前的培育有相當程

度的落差，即使專業人員有修習相關專業

知能理論，到了學校現場，也會因缺乏實

務經驗，而難以將所學體現於個案身上；

「行政支持」向度所面臨之困境為主要問

題，有多位專業人員表示，其行政相關表

格填寫複雜，雖大多已電腦化作業，但教

育端、醫療端等單位得分開填報，缺乏統

整作業之窗口，且電腦系統缺乏人性化的

填寫介面等，均會造成實務工作者的困

擾，另外學校方面又會常因人事的交替，

使特教組長等行政職在經驗傳承上有落

差，進而影響專業團隊運作之流暢度；「溝

通困擾」之部分有多位專業人員反應受到

校時間限制，只能利用零碎時間與個管教

師、特教教師等學生相關人員溝通，缺乏

多元暢通的溝通平台；「策略執行」上所

遇到的困難，以專業人員是否在實施服務

前，先行入班觀察學生為爭論所在。 
 
伍、結論 
 

回應待答問題，我國特教教師在學校

領域中，對於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的實

施的現況與困境，以時數不足、專業不

足、行政支持度三大項度為主要面臨之問

題，其各項度現況之困境成因多環環相

扣，因經費所限以致專業團隊成員到校時

間不足，進而影響行政層面對專業團隊的

支持度，且專業團隊成員間對彼此的角色

定位瞭解不足，亦加深了之間的隔閡。 
另外，我國特教教師之外的專業人員，

在學校領域中實施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

務的現況與困境，以行政支持度為主要面

臨之問題，分析其最主要原因為各縣市在

專業團隊制度的完整性欠佳，導致專業團

隊成員的工作保障低，致使專業人才的流

動性高，在職場的選擇，較偏好於醫療、

社福等機構駐點，而不願到學校單位服

務；而在策略執行層面，所面對的問題最小，

顯示近年來特教相關專業團隊的成員，大

多以能針對學校環境，來發展合適的介入

輔導方案來執行，故執行上的阻力較小。 
綜合上述，我國近年有關特教專業團

隊，在學校運作現況與困境調查之研究，

大多與「學前特教巡迴教師」服務相關，

且深入探討更可發現不管是以特教教

師，或是其他專業團隊成員之觀點，兩大

族群現況所面臨的問題，皆與工作環境的

友善程度密切相關，諸如「時數不足」、「行

政支持」等問題。為提供特殊生持續且穩

定性的專業團隊服務，建議應由下落實相

互瞭解彼此專業知能之本分；並由上完善

其相關配套措施，如此一來學生方能成為

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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