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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採取非現場教學模式保障聽覺障礙學生學習權益具體措施 

一、依據 

為利各大專校院落實特殊教育法第 30 條之 1有關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以

協助聽覺障礙學生適應非現場教學模式之學習及發展。 

 二、目的 

（一）提升各大專校因應檢視教學模式及課程內容多元化之發展，主動檢

視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依特殊教育法規定彈性調整其個

別化支持計畫，以確保聽覺障礙學生接受遠距教學之就學權益。 

（二）強化各大專校院，針對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學習需求，妥善整合運用運

用各種校內外資源，協助其順利適應教學模式及課程內容多元化之

發展。 

 三、實施對象 

就讀大專校院並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具特殊教育學

習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聽覺障礙學生，因應教學模式及課

程內容多元化之發展，需接受非現場教學模式者。 

 四、辦理原則 

基於個別化支持計畫之精神，大專校院於規劃或轉換為非現場之教學模式

或課程內容前，應依「主動檢視」、「彈性調整」及「資源融入」等原則，

由學務處整合授課教師（或系所）、教務單位及特教專責單位，就聽覺障礙

學生所修課程之個別化支持計畫進行檢視，必要時應依特教資源性質融入

銜轉機制，俾利協助聽覺障礙學生適應學習。 

五、相關作為 

基於大專課程差異性與教師授課模式多元之特性，各校得依學校資源與系

所專業考量，參考以下方案調整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針對非現

場之教學模式，提供適應性之特教資源服務，並透過學生回饋瞭解其學習

狀況據以改善。 

（一）預錄教學影片：鑒於影片音量與播速可調之特性，得將課程內容預先

錄製，並基於原訂定之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所需，輔以嵌

入字幕、易讀圖示（表）及手語翻譯，置於雲端後推送至學生進行授

課。 

（二）線上即時教學：鑒於課程內容需採即時線上模式進行者，應留意避免

收取環境雜音，並得於視訊內容結合聽打或手語翻譯服務，並錄製

課程影片於課後置於雲端，供學生精熟與補強。 

（三）借用免費教育輔具：鑒於聽覺障礙學生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就

視訊設備可能造成之音源落差，教育部業委託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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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聽覺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各校得主動依學生之學習需求向該

中心借用免費調頻輔具或申請教育輔具接取視訊設備之專業諮詢。 

（四）結合互動研討機制：針對預錄教學影片及線上即時教學之課後影片，

得結合討論版或透過通訊軟體，促進同儕互動學習及深化教師教學

輔導。 

（五）整合校內資源：基於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得依「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之補助經費，於「身

心障礙學生助理人員服務費」項下支應手語翻譯員服務費及協助同

學工讀費（聽打、筆記抄寫等）、「教材及耗材費」項下支應圖卡製

作及授課講義印製、「課業輔導鐘點費」項下支應手語翻譯員服務

費、「會報經費」項下支應研討訂定及調整個別化支持計畫及「雜支」

項下視學生學習需求彈性支應，跨單位整合校內各單位流程與資源

執行計畫。 

（六）引入校外資源：教育部業委託 13 所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各校得

諮詢專業意見檢視調整個別化支持計畫之適切性；另部分縣市為提

供聽覺障礙民眾所需之溝通服務，於社福單位（社會局、處）提供民

眾或教學單位申請聽打或手語翻譯等支持服務，得依各該規定進行

申請，納入聽覺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共同執行。 

（七）其他可行措施：各校得視聽覺障礙學生個別程度所形成實際之學習

需求及課程內容之屬性，研擬其他有助於學生適應非現場之教學模

式，並搭配其他相關之特教支持服務，以確保學生學習權益。 

（八）為協助聽覺障礙授課教師基於授課教學及師生互動之需求，各校得

以上開要點之自籌經費提供聽打或手語翻譯等必要之支持服務。 

 六、督導考核 

（一）為瞭解各校之實施情形，本部每年辦理輔導訪視，加強督導並提供必

要諮詢。 

（二）對尚未落實之大專校院，納入次年度訪視輔導改善。遲未改善者，本

部得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調整經費額度，或列入其他特殊教育經費申請之參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