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
估

特
殊

兒
童

之
發

度
楓

公
教

育
需

要
     ．

   ．
      郭

誌
礦

 ．
 
 
．
 
 
 
 
 
 
 
 
 
．
 
．
．
 
 
．
 
 
 
 
 
 
 
 
 
 
 
 
．
 
 
 
林

 
美
 
矛

 沃
本

文
係

郭
為

藩
於

本
年

︵
六

十
七

︶
六

月
廿

六
日

應
邀

出
席

在
英

國
蘇

格
蘭

史
特

靈
大

教
堂

舉
行

世
界

特
殊
教

 育
會

議
的

開
幕

式
中

講
詞

夕
原

係
以

英
文

寫
就

，
將

刊
載

於
大

會
論

文
集

︵
^nternatiOnal  PerS^eCtiveS On

 呵
UtUre SpeC了

卜
已
dUCal一

On, ^97^由
林
美
和
譯
出
。

 □
前
 
二
三

很
榮
幸
有
機
會
在
這
個
會
議
的
開
幕
式
中
專
題
報
告
夕
不
過
少
在
短
短
的
十
五
分
鐘
內
講
這
個
論
題
*對

我
確
實

 是
一

項
挑

戰
。

因
為

在
不

少
的

心
理

測
驗

文
獻

中
少

有
關

診
斷

與
鑑

定
的

爭
論

性
文

章
很

多
少

因
此

，
我

很
難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內

舉
出

很
多

在
這

方
面

的
新

趨
勢

。
在

此
，

我
僅

提
出

在
特

殊
教

育
上

三
項

重
要

觀
念

上
的

改
變

，
希

望
這
個

 開
端

能
引

起
各

位
的

興
趣

與
重

視
夕

而
在

未
來

的
專

題
座

談
與

分
組

討
論

中
進

一
步

加
以

討
論

。

 在
特

殊
教

育
界

測
驗

雖
行

之
有

年
少

惟
在

部
分

地
區

智
力

測
驗

的
使

用
卻

趨
於

式
微

，
值

得
一

提
的
係

漸
看

重
所

 謂
的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
^C壬

eriOn-referenCe^ teSting^而
非
常
模
參
照

測
驗
︵
它

nr^︶
。
卜
氏

^ti^t^^^rl    ^^^^^巴
 。

傳
統

的
特

殊
教

育
一

直
看

重
在

早
期

診
斷

與
病

因
的

區
別

性
診

斷
。

近
年

來
，

有
關

這
論

點
曾

不
斷

引
起
爭

辯
夕
因

 為
今

日
一

般
特

殊
教

育
專

家
已

漸
覺

認
到

不
必

要
與

不
適

當
的

診
斷

將
產

生
所

謂
的

標
記

與
分

類
的

不
良

後
果

。
同
時

夕
近

三
十

年
來

分
心

理
學

者
也

提
供

我
們

智
力

概
念

的
新

認
識

以
及

學
習

過
程

的
瞭

解
夕

使
一

般
教

師
能

以
建

設
性
的

 方
式
慎
用
測
驗
工
具
。

 □
為

補
救

教
學

而
診

斷

 渥
芬

斯
相

格
︵

乏
^^f弓

OlfenSber^e巴
在

為
診

斷
而

診
斷

︵
"Dia^nOSiS dia^nOSed^︶

一
書
中

夕
列

舉
特

殊

教
育

仍
籠

罩
在

醫
學

影
響

下
的

事
實

夕
同

時
舉

述
六

項
目

前
普

遍
存

在
的

錯
誤

觀
念

夕
即

山
診

斷
總

比
不

診
斷

要
好
耳



 切
越
早
期
診
斷
越
好
0 oL付

診
斷
對
有
效
治
療
或
個
案
處
置
是
重
要
的
二
抄
區
別
的
診
斷
此
區
別
的
治
療
重
要
o eiL付

廣
泛

 評
量
比
有
限
評
量
要
好
手
付
小
組
診
斷
比
個
別
診
斷
要
好
。
︵
圭
Olfensberger, 1965︶

 個
別

差
異

的
探

討
在

本
世

紀
前

半
期

曾
掀

起
一

陣
熱

潮
，

使
得

測
驗

出
版

界
形

成
一

種
新

的
教

育
企

業
。

很
多
特

 殊
教

育
人

士
，

不
論

專
家

或
外

行
人

夕
均

將
診

斷
視

為
步

向
教

育
服

務
的

必
經

過
程

，
並

且
認

為
以

常
模

化
的

測
驗
評

 定
兒

童
夕

必
能

適
當

的
類

分
兒

童
，

因
為

身
經

過
分

類
的

兒
童

有
其

共
同

的
行

為
特

性
，

這
些

特
性

都
與

補
救

教
學
有

 關
。

另
一

方
面

夕
還

有
許

多
教

育
界

人
士

強
調

夕
早

期
鑑

定
兒

童
的

必
要

性
夕

認
為

有
些

預
防

性
測

驗
可

提
前

測
知
需

 要
特

殊
教

育
的

兒
童

，
而

不
必

待
入

學
校

後
發

生
學

業
不

適
應

現
象

時
夕

才
施

與
特

殊
教

育
措

施
。

不
過

夕
近

十
年
來

 ，
有

些
十

分
中

肯
的

疑
問

被
提

出
來

少
例

如
克

俄
︵

B，
K．

扒
eO呻

^︶
與

貝
克

cL．
D．

Becker︶
提

出
如
下

三
個
問

 題
:山

鑑
定

或
預

測
的

可
靠

性
究

竟
如

何
cL^付

診
斷

資
料

對
補

救
教

學
的

運
用

價
值

如
何

0^倒
早

期
鑑

定
對
兒

童
的
需

 要
是
否
產
生
可
能
的
傷
害
或
不
良
後
果
P‧

^只
eOgh鈴

Becker, ^973︶

 診
斷

是
要

到
實

際
運

用
時

才
有

需
要

。
如

果
不

實
施

補
救

教
學

二
診

斷
就

沒
有

好
處

。
我

們
都

知
道
一

項
事

實
夕

 即
特

殊
教

育
專

家
往

往
純

為
診

斷
而

診
斷

。
換

言
之

，
診

斷
已

成
為

教
育

失
敗

或
逃

避
責

任
的

藉
口

。
為

此
夕

我
們
完

 全
同

意
渥

芬
斯

柏
格

的
建

議
，

認
為

診
斷

措
施

之
發

展
不

應
居

於
其

他
特

殊
教

育
設

施
發

展
之

前
，

而
應

殿
居

其
後
。

 因
為

空
談

診
斷

服
務

將
使

特
殊

兒
童

的
父

母
與

教
師

遭
受

挫
折

，
而

使
兒

童
被

排
除

於
先

前
的

教
育

方
案

之
外

。

 區
別

性
診

斷
的

重
要

信
念

，
主

要
緣

自
醫

學
界

著
重

病
因

診
斷

的
探

討
。

由
於

醫
生

與
精

神
科

醫
生
會

用
許

多
醫

學
術

語
鑑

定
與

分
類

兒
童

的
特

殊
需

要
夕

因
此

步
在

今
日

特
殊

教
育

的
許

多
丈

猷
中

夕
也

出
現

許
多

特
殊

兒
童

的
醫
學

 術
語

。
事

實
上

，
病

因
診

斷
與

教
育

毫
無

關
係

夕
而

誤
用

標
記

與
誤

診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夕

對
兒

童
本

身
的

損
害

是
相
當

 嚴
重
的
。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
心

理
學

家
與

醫
生

很
容

易
就

對
那

些
移

送
到

他
們

那
兒

的
兒

童
所

做
的

標
記

感
到
滿

意
。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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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種質。
上分編例是

相量
關個

 :體逮數班如^ nit

鎣運嚮烏丘義鱷"

智 們
也
應
瞭

 力
程
度
。

肚
力
的
工
具
並
敘

餓
念
很
值
得
斟
酌

提

括

U「吋

奈

時種
的

述
智

力
發

展
的

速

解
到
比

 ︵卜^fred二@               1山口n

數的
由
千-

係
卸

本
奈刀

 ︵
cronba

^
力
並
不
是
一
種

用
表
示
個
體
與

雖
依
照
測
驗
分

飄
卜

^仁
一

寸

八^:^^

一
能

力

同
年
齡

分
組
而

世
紀
的

幸
的

他
們
也
同

 ﹁
亡

互作
同

主
一

 理
．

乙

里
在 爪^

參
種

能
力

質
編
班

要
頁
獻
雌

年
齡
的

 。
不

相
信

知

歹亡亡

分

目
前

在
倡
導

普

念
夕
不

在

匕^

 目日，□

樊

叮口

智
功

能
的

組
 
 
 
 
 
 
 
 
 
 
 
 
裔

只
不

 上
的

相
對

高
低

  ．
與

其
本

身
的

內
在
能

力
完

全
無

關
 。

然
如

考
慮

學
生

的
其

他
特

性
，

則
這

臺
學

生
仍
為

異

 能
力

概
念

，
然

而
他

並
無

意
強

調
智
商

這

類
兒
 而

是
在
瞭
解
兒
童
在
智
力
發
展
序

很
多
 理

學
家
喜
歡
以
智
力
測
驗
做
為
衡

商
下
 
 
 
 
 
與

學
業
成
就
有
很

高
的

並

名斗

ResnJick,

智

如
果

需
要

兒
童

本
身

內
在

優
劣

能
力

的
基

本
資

料
時

 學
計

劃
。

可
惜

目
前

很
多

心
理

測
驗

的
結

果
只

是
一

個
分

 糊
的
答
案
。

 斷
就

必
要

，
因

為
植

基
於

這
項

資
料

，
可
提

供
補
救

教
例

如
智

商
這

樣
一

個
數

字
對

兒
童

的
障

磚
僅

給
人
很

模

 日產而作，	
 個生	造用他
 目L+成焦=另	
 內慮	所可對
 在。	兒匕匕小目田且
 差一二叩	自使童
 異導	行教所
 的致應師做	
 評父驗對的	
 定母的學標	
 在	預生記
 對	言產與
 兒	。生分
 ̂立里	八不類
 勺自	里確，
 交	竺當事
 互	口的實

係
上

 上
對

教
師

的
教

學
並

沒
有

什
麼

幫
助

。
目

前
大

家
更

意
識
到

標
記

的
不

良
 期
待
現
象
。
如
眾
所
知
，
教
師
對
學
生
期
待
過
低
將
影
響
兒
童
的
成

就
h

 ︶
何

況
，

過
度

強
調

兒
童

某
些

無
法

矯
正

的
缺

陷
夕

可
能

使
父

母
 產
生
不
當
態
度

而
影
響

兒
童
的
自

我
觀
念
。



一
四

 已
逐
漸
由
個
別
間
差
異
︵
Inte^一

lldiVidUal已
fferenCeS^^轉

移
至
個
別
內
在
差
異
^ntrain^diVidUal  d宗

^F^^^

 e
n
C
e
S
^
的
重
視
。

 由
於

多
數

人
格

與
心

理
神

經
缺

陷
不

致
於

影
響

整
個

智
力

功
能

的
運

作
，

因
此

夕
診

斷
心

理
學

家
習

慣
以

測
驗
分

 數
的

剖
面

圖
做

為
探

討
精

神
病

理
學

的
可

能
指

引
。

同
樣

的
，

有
些

智
力

功
能

被
認

為
完

全
不

受
影

響
。

可
是

夕
另
一

 些
智

力
功

能
則

被
認

為
對

某
特

定
的

學
習

障
磚

易
於

受
到

影
響

。
為

針
對

日
益

需
要

的
各

種
智

力
測

驗
夕

測
驗

結
構
正

 朝
此
多
方
向
在
改
變
中
。

 首
次

企
圖

改
變

測
驗

結
構

的
是

魏
氏

兒
童

智
力

測
驗

。
伊

利
諾

心
理

語
言

茸
能

力
測

驗
︵

口
^^ T^^三

已
S□

Ei^^   ^ti

 PSyChO^了
呻

三
^t汀

AbilitieS^也
同

時
植

基
於

個
別

內
在

能
力

差
異

的
概

念
，

俾
便

診
斷

兒
童

心
理
語

言
過

程
的

可

 能
缺
陷
。
其
他
測
驗
有
如
區
別
才
能
測
驗
︵
Differential卜

V汪
^^pTeS^包

括
八
個
分
測
驗
：
語
文
、
拼
音
、
句

 字
、

數
字

、
抽

象
、

推
理

、
空

間
、

機
械

與
事

務
等

。
有

很
多

這
類

測
驗

在
經

過
廣

泛
的

研
究

後
被

塞
斯

頓
︵

□
L．

 □
hUrStOne^歸

納
成

基
本

的
心

智
能

力
口

而
再

由
基

爾
福

^J．
P．

GuilfOrd^︶
提

議
為

三
向

空
間

智
力

結
構

模
式

。

 由
於

近
認

知
心

理
學

的
研

究
夕

個
體

認
知

過
程

的
概

念
漸

為
普

遍
．

。
皮

亞
傑

^Jean Pi^^et ^^的
研

究
即

完

 全
看

重
兒

童
認

知
結

構
發

展
而

未
曾

對
個

別
差

異
發

生
興

趣
。

不
過

夕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心

理
測

驗
與

認
知

理
論
的

 統
合

運
用

結
果

夕
對

於
兒

童
個

別
內

在
能

力
差

異
的

瞭
解

可
能

有
所

幫
助

。

囤
為

個
別

化
教

學
的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帶

來
個

別
化

教
學

的
重

要
措

施
以

改
良

學
習

情
況

。
近

十
年

來
夕

幾
種

個
別

化
教
學

如
精

通
學

 習
︵
旨
aSter Learning^，

個
別
診
單
教
學
︵
IndiVidUally PreSCribed InStrUCtiOn"︶

都
被
接
受

。
這
種
新

的
 個

別
教

學
方

案
夕

將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選

為
評

量
模

式
。

因
為

傳
統

的
常

模
參

照
測

驗
專

用
來

便
利

學
生

間
的
比

較
少
而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則
能

提
供

個
體

能
或

不
能

的
具

體
資

料
夕

所
以

較
適

合
個

別
化

教
學

或
其

他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的
崛
起
表
示
目
前
學
校
的
教
學
已
從
傳
統
的
團
體
教

學
方
式
轉

變
為
個
別

化
的
教
學

力
式
。
．

以
團



 體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力
式
夕
教
師
係
直
接
按
一
般
學
生
能
力
從
事
教
學
. ot然

評
量
學

生
個
別
能

力
與
成
就

時
邦
與
團

體
其

 他
學

生
相

比
較

少
因

此
夕

常
模

參
照

測
驗

主
要

是
用

來
產

生
一

個
測

驗
分

數
ot再

以
常

模
所

定
的

標
準

夕
決

定
個
體

能

 力
的

高
低

。
相

反
地

，
個

別
化

教
學

看
重

個
體

的
能

力
與

成
就

水
準

夕
主

要
在

驅
策

學
生

主
動

參
與

學
習
夕

並
允
許

同

 一
班

學
生

有
其

不
同

的
教

學
進

度
。

因
此

夕
在

評
量

學
生

時
，

自
然

也
就

和
以

團
體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力
式
不

一
樣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主

要
是

針
對

新
的

教
學

模
式

的
評

量
需

要
應

運
而

生
。

雖
然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一
直

到
一

九
六
三

年
末
才

首

 次
被
葛
拉
舍
C RObert Glaser︶

提
出
，
但
這
種
測
驗
已
經
在
教
育
上
帶
動
許
多
革
新
，
這
些
革
新
體
系
夕
有
如

個

 別
化
教
學
、
自
我
學
習
速
率
CSe^t-Paced︶

、
電
腦
助
理
教
學
。
如
此
，
測
驗
與
教
學
相
配
合
以
考
核
必
備
的
學

習

 技
能
夕
診
斷
可
能
的
學
習
困
難
並
擬
定
其
後
的
教
學
方
案
。
︵
江
a^bletOn, 1974︶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的
主

要
特

色
在

它
以

其
內

容
解

釋
測

驗
結

果
。

它
是

植
基

於
測

驗
所

欲
評

量
的

一
套

行
為

或
執

行

 目
標

而
編

製
的

，
看

重
學

生
所

能
做

的
是

什
麼

少
知

道
的

是
什

麼
，

而
不

在
與

其
他

人
作

比
較

。
從

這
方
面

看
來
，

此

種
評

量
將

可
打

破
智

商
分

數
的

錯
誤

觀
點

夕
因

為
此

等
分

數
所

表
示

的
是

特
殊

的
智

力
技

巧
與

知
能

而
非
表

示
模
糊

的
 內

在
本

質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同
時

又
是

一
種

為
精

通
學

習
而

設
計

的
測

驗
。

如
眾

所
知

夕
大

部
分

主
張

個
別

化
教

學
的

教
育

家

 認
為

只
要

給
學

生
足

夠
的

時
間

和
適

當
的

教
學

方
法

，
幾

乎
每

位
學

生
都

能
完

全
精

通
他

所
選

擇
的

教
學
目

標
。
個

別

 差
異

顯
著

的
在

學
習

時
間

而
不

像
傳

統
的

教
育

測
驗

看
重

後
的

成
就

。
因

此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對
測
驗

結
果
的

個

 別
差
異
並
不
重
視
。
︵
卜
nastas一

, ^976︶

 熟
悉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的
觀

念
與

技
術

有
助

於
一

般
教

師
編

製
班

級
適

用
的

非
正

式
測

驗
夕

同
時

，
皮
亞

傑
的

認
知

 發
展

理
論

對
智

力
測

驗
的

編
製

亦
有

所
幫

助
。

效
標

參
照

測
驗

比
一

般
坊

間
出

版
的

標
準

化
測

驗
更

能
提

供
預

測
、
選

 擇
與

安
置

等
方

面
的

資
料

，
而

我
們

評
量

的
重

點
即

在
每

一
個

體
而

非
僅

僅
在

分
數

而
已

。

 總
而

言
之

，
測

驗
與

評
量

對
學

校
的

決
策

有
影

多
的

關
連

。
傳

統
上

，
評

量
工

具
主

要
在

企
求

解
釋

兒
童

的
特

殊

一
五



一
六
少

 性
夕

再
以

標
記

與
分

類
擬

定
一

些
假

設
理

由
少

此
種

做
法

步
往

往
更

可
能

增
添

兒
童

的
學

習
障

磚
。

近
二

十
年

來
少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部
分
地
區
對
心
理
測
驗
的
認
識
已
有
所
改
變
夕
認
為
它
是
用
來
提
供
^童

能
力
強
弱
的
診
斷
資
料
，
俾
有

 助
於

設
計

合
適

的
個

別
教

學
方

案
。

同
時

特
殊

教
育

專
家

目
前

更
具

有
能

力
為

教
育

的
目

的
編

製
非

正
式

測
驗

與
診
斷

 工
具

的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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