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手^一章概論仁

毛連塭

 隨著幼兒教育的發展與特殊教育的發達，特殊幼兒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家

 長、教育家、心理學家及政府機構等都了解兒童早期是人生發展的關鍵時刻，對

 於特殊幼兒而言尤其重要。一旦兒童到了就學階段，許多先前的學習已經過去了

 ，發展上的遲滯可能造成學習上失敗。早期發現可以早期治療，因而可以減少依

 賴特殊教育的需要性。即使重度殘障的幼兒也可因早期治療而縮短了特殊教育方

 案的時間。

 由於對特殊幼兒的關心，特殊幼兒教育成為幼兒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一種新的

 領域。兒童早期教育在研究幼兒生長的發展，以及助長生長發展的各種育兒方法

 。從十五世紀福祿貝爾(Frobe^)提倡以來，發展神速，幼稚園、托兒所，以及

 托嬰中心等如雨後春筍。至於特殊教育乃在對特殊兒童進行甄別、鑑定和處遇，

 包括生理、心理、智能及其他異常兒童的特殊協助。廿多年來，由於政府的重視

 、經濟的發展、教育的發達，特殊教育發展迅速。

 兒童早期教育和特殊教育各有其發展領域，但是為了做好特殊幼兒的教育工

 作，二者的重要方法與觀念有待整合。

第一節特殊幼兒教育的需要性

 在討論特殊幼兒教育之前，應先了解特殊幼兒的涵意。「幼兒」一詞，或稱

 學前兒童，其範圍各家說法不一。由於我國國小的入學年齡為六足歲，故可以六

 歲以前做為「幼兒」或學前兒童的範圍。所謂特殊幼兒係指六歲以前之幼兒，其

 在生理、心理、及智能上異於正常兒童，普通學校課程無法滿足其需要，需有特

 別教育方案才能發展其 大潛能者。為這些幼兒所提供的特殊教育方案就是特殊

 幼兒教育。

 正常兒童在兒童早期多能穩定而迅速的成長，殘障幼兒則否。殘障可能限制

 了幼兒接受外界刺激的能力，也減少了環境的試探與互動的機會，因之減少了學

 習的經驗。基本能力和學習能力的缺乏，累積起來，將更不如同齡幼兒。到了入

 學年齡，其功能缺陷的狀況，已至為明顯了。學習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累積行為，

 前面的發展未完成，或前面的行為未學好，必然影響後面的發展或學習，除非及

 早給予補救教育。殘障幼兒需要及時的早期教育至少有下列幾點理由:

4



 山兒童的智能並非在出生時就已固定，而是受很多因素所影響。早期干預(

 ear^y intervent^on)的基本前提是人類能力是可變的，這種說法已經許多研

 蛙|frn叫證實。物質環境、營養、教育

 (2)兒童早期是兒童行為與學習模式建立後成長至為迅速的時期，奠定後日發展之

 基礎。格塞爾(Gese^^)根據許多資料證明兒童早期是兒童發展的關鍵期。布

 ̂r (BIoo^)在其名著「人類特質的穩定性和可變性」(^964) -書中一再強

 調早年經驗和早年環境的重要性。他認為0在發展迅速的兒童早期，環境的變

 異對人類特質的形成至為重要。0由於行為的發展係植基於先前行為之上，沒

 有發展良好的早期行為，以後的行為發展將受影響;R早年學得新行為較後來

 以新行為取代舊行為容易。

 (3)兒童受撫養的早年經驗與環境條件對其學習和發展有重大影響，甚至決定其先

 天潛能是否開展。許多對動物的研究(^a^^o^^ 1958)，和對社會不利性兒童

 之研究(Gardner, 1972)都有同樣的發現。環境的不利可能導致智能不足，行

 為不當，人際關係不良等結果，反之，環境的正向改變可以增進兒童的智能，

 改善其行為及人際關係等。此對特殊幼兒尤其重要，及早治療可以減少問題的

 嚴重性，有助於兒童的成長發展，使「殘而不廢，廢而不障」。例如，具有語

 言能力的聽障幼兒，如能予以早期教育，則不僅不致全聾全啞，可能發展語言

 能力，而達口語溝通之目標。

 (4)正常幼兒可在經驗中成長，殘障幼兒常常無法獲得該種經驗，也可能因此妨礙

 成長。腦性麻痺、盲聾、智能不足等兒童發展上的遲滯不可忽視。如能及早教

 育，提供發展的機會，則能獲取成長發展之經驗。

 (5)父母參與特殊幼兒的及早教育活動，使父母親獲得教導特殊幼兒的特別技能。

 殘障幼兒較普通幼兒更需要家庭照顧，父母親獲得特殊幼兒的教導技能後，在

 家庭中可以減少教導上的困難。

 總之，許多研究證明兒童早期的發展和後來的成功有密切的關係。研究兒童

 發展的專家學者如Frued (1938) Gese^^ (1940) ' Er^kson (^95^) l p^aget (

 1958) ' B^oo^ (1964)等都強調人生 初五、六年在生理、概念、語言、認知和

 情感上 具發展潛力的時期。許多研究也發現早期的生活經驗影響幼兒的智能發

 展。

 特殊幼兒的早期發展更應加以重視，教育開始得越早，減少學習失敗的可能

 性越大。對特殊學習問題的兒童而言，早期教育成為 有效的方法。各類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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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專家們也都有此共識。

 兒童早期教育已受到政府、教育專家、和社會大眾普遍的重視。幼稚教育法

 及其施行細則的公布，兒童福利法及其施行細則的實施，顯示申央政府對於幼兒

 教育的重視。日益增多的幼兒安置在幼稚園和托兒所中、幼稚教育科系的恢復設

 置、以及專文論著的出版，顯示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對幼教的重視。但在特殊幼

 兒教育方面尚屬起步階段。雖在特殊教育法及兒童福利法中有所規定，但接受特

 殊教育的幼兒人數相當有限，目前，除專為聽障、視障及智能不足幼兒而設的少

 數實驗班外，其餘均末受到適當的照顧。因此，在立法上或實際上提供特殊教育

 服務有其必要性。一則可以減低殘障的情況，再者可以發展其 大潛能。

第二節影響兒童早期教育的因素

 兒童早期教育乃在研究正常幼兒的生長發展情形，家庭育兒實務，學校教導

 方式，以及影響幼兒發展的幼兒教育機構等。從幼稚教育史的探討可以看出在社

 會信念和價值的改變，對兒童態度的改變，兒童發展研究新知的增加等，都有顯

 兒童不僅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更是家庭之寶，入學前，家庭對幼兒應負教

 :責。根據兒童福利法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可虐待兒童，摧殘其身心。雖然法

 律對學前幼兒的特殊教育服務並未詳加說明，實際上已認識此種需要，並已進行

 部份實驗性的工作。

 二、家庭結構的改變。

 近年來，小家庭制越來越多，雙親均外出謀生的機會也越來越多。為照顧這

 些幼兒，幼教機構乃越來越受重視。許多研究也證明雙親與幼兒的接觸，質比量

 更重要。許多機關團體也感於幼兒教育的重要，紛紛為員工設立幼兒教育機構。

 三、教育理論的改變

 教育思想的改變與教育實驗的成功也促進了幼兒教育的發展。杜威的進步主

 義教育思想影響了幼兒課程的設計，蒙特梭利教育實驗的成功改變了幼兒教育的

 方法。使幼兒的教學從死記的學習改變成比較生動活潑的方法。

 四、親職教育衝擊:

 許多關於孤兒院童的研究，證明幼童早期學習環境對其智能發展之影響。因

 此，父母親的育兒方式特別受到重視。父母與幼童接觸的時間甚多，父母的一舉

 一動，一言一行，甚至於眼睛的接觸與追蹤，都會影響幼兒的成長發展。如何根



 據研究的結果，提供適當的親職教育，教導父母親正確的育兒方式，使父母親能

 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幼兒，實為當務之急。

第三節兒童早期教育的方式

 由於哲學、教育學、和心理學基礎的不同，幼兒教育的方式亦各不相同。為

 便於研究起見，謹提出下列六種基本教育方式:

 一、哲學法或道德法:

 此種方式視幼兒教育為父母育兒方式的延伸。其目的在培養兒童成為社會中

 具有良好社會化的一份子。以福碌貝爾為代表。

 此方式係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兒童發展，著重正常兒童發展階段的研究。強

 調教學的提供要配合幼兒的成熟度。因此，建議父母親和教師應在幼童的發展已

 準備好接受教學時才施予教學方可奏效。格塞爾(Gesell)在耶魯大學對幼兒發

 展的密集研究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其中以閱讀教學 受影響，研究結果證明兒童

 早期尚未準備好閱讀，所以不宜開始正式的閱讀教學。

 三、心理分析法

 此種方式特別重視幼兒人格的發展和心理動力結構。其理論係以佛洛依德的

 心理分析論為基礎。當前則以伊列克森(^^^kso^)的學說為依據，主張幼兒人

 格的成長係基於各階段心理社會行為的滿足與發展。早期發展的固置，將會造成

 幼兒發展上的問題。幼兒教育的目標乃在協助學生在各階段都有適當的發展，以

 四、補救教育法

 此方式認為某些兒童的生活環境、家庭、文化等非常不適合幼童的生長發展

 。為補救此種缺陷，應提供幼兒某些正式訓練，美國的提早教育方案(Head

 start Progra^)就是採這種觀點。

 五、行為主義法:

 以斯肯納(Sk^nner,  1953)為代表的行為主義學派，在幼兒教育方面提出了

 增強學習理論的觀念。他們認為兒童的學習環境可以加以設計安排，使幼童產生

 可欲的行為。其主要觀念增強、獎勵、計數可觀察之行為、基線之測量等。部份

 幼教計劃是依此理論架構設計完成的。

 六、認知心理學法:

晚近對兒童發展的研究著重於兒童的思考能力之成長及其對外界世界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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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亞傑(Pjaget,    1952)曾對兒童智能發展深入加以研討。許多幼教學者將皮

 氏的理論應用於幼教課程中。從事特殊幼教工作的學者更廣泛應用於特殊幼兒教

 育上。許多研究證實，兒童智能發展深受早期的家庭經驗及教學所影響，因此，

 提早教學計畫正在幼兒教育領域申極受重視。

第四節特殊幼兒教育的新趨勢

 特殊幼兒教育的發展系在特殊教育與幼兒教育發展之後。近幾年來，由於國

 民教育向下延伸的要求，先進國家對特殊幼兒教育已極為重視。我國目前尚屬起

 步階段。惟下列各國在特殊幼兒教育發展上的新趨勢，必然成為我國未來特殊幼

 兒教育的主流。

 一、由分類趨向不分類

 對於特殊幼兒的定義，以往多依醫學診斷的結果予以分類命名，如視覺障礙

 幼兒、聽覺障礙幼兒、智能不足幼兒等，這種醫學的分類法，容易導致標名(

 ̂abe^ ing)的惡果，許多研究證明，幼兒一旦標上智能不足等之名，其父母態度

 ，教師看法及自我觀念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 新的趨勢是以幼兒功能上的

 需求做為輔導的重點，而不再強調分類的方式。尤其特殊幼兒在此階段，不論是

 何種特殊幼兒，其智能發展、心理社會發展、動作發展、語言發展、生活常規、

 自動學習等都屬重要項目，因此，不分類的方式必然受到肯定。

 二、由隔離的環境趨向 少限制環境的安置方式

 為了特殊教育上的方便，過去對特殊幼兒多數安置在隔離的環境接受教育。

 其實，兒童在幼兒時期很需要父母之愛和同伴之情。同時，兒童在相處中進行很

 多學習活動。如能讓幼兒在 少限制的環境中生活，對培養健全人格將會有很大

 的助益。所謂 少限制環境包括兩個重要條件:山特殊幼兒和正常幼兒間可以產

 生 大的交互作用，(2^特殊幼兒和正常幼兒都能獲得 大好處。 少限制環境的

 安置方式乃是混合教育和回歸主流的合理模式。極端強調混合教育和回歸主流的

 結果，許多不適合安置在普通教育環境中的特殊幼兒也被回歸主流，造成末蒙受

 其利反受其害的後果。因此，有條件、有限度的混合教育和回歸主流，成為當前

 特殊幼兒教育的重要理念。

 三、避免標名所導致的惡果

 我們為了研究上或稱呼上的方便，往往依幼兒的醫學或心理診斷的結果給予

 適當的名稱，如盲童、智能不足兒童等，許多研究都已證明標名運用的不慎將對

 幼兒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特殊教育工作者都在儘量避免標名的誤用，上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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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的趨勢和 少限制環境的安置都是達到此目的而發展出來的理念。

 四、由明顯障礙幼兒的輔導趨向於不明顯者的輔導

 特殊幼兒的視覺障礙或聽覺障礙等都在外觀上或行為上較易發現者，早期特

 殊幼兒教育的發展也較以他們為重點，其後由於特殊教育理念的擴展，醫學與心

 理學的發達，許多較不明顯者如學習缺陷者也開始受到重視。同時由於提早教育

 觀念的發展，所有特殊幼兒都可在提早教育中獲益，因此，大大地擴大了特殊幼

 兒教育的範圍。

 五、由輕度趨向申重度的幼兒教育

 在特殊幼兒教育發展之初，都以比較具有教育可能性的特殊幼兒為對象，對

 於中重度或多重障礙者大多以養護的方式安置之。由於心理學、教育學及醫學提

 供發達，中重度及多重障礙幼兒的教育可能性逐漸增加，因此，許多的課程設計

 及教學方法乃針對其教育需要而發展出來，近年來，中重度及多重障礙幼兒之教

 育已受到極大的重視，各種教育設施也相繼設立。

 六、向下延伸

 兒童教育的向下延伸是世界共同的趨勢，但對特殊幼兒而言尤見需要性。提

 早教育的效果已獲證明，特殊幼兒尤其需要提早教育，因此，受教的年齡逐漸提

 早，許多新的計劃都以一、二歲的嬰幼兒為對象，施予提早教育措施，有助於障

 礙的減輕和潛能的發展。

 七、父母的參與

 俗語說:「父母是幼兒 好的老師」。學前階段的幼兒和父母接觸的時間

 多， 需要母愛，許多知能、行為、及人格的發展都是以父母為學習的榜樣。如

 果父母知道如何對待特殊幼兒，如何教導他們，其效果相當大。因此，許多父母

 教育計畫逐漸發展出來，教導特殊幼兒的父母親如何給予特殊幼兒適當的教育方

 式。甚至安排父母和特殊幼兒一齊進行學校教育，然後由父母於家中予以增強或

 訓練，其效果將較單獨接受輔導來的有效。

 八、公眾教育的重視

 特殊幼兒教育能否成功，大眾對特殊幼兒的態度至關重要，許多社會大眾有

 時過度關心，有時又以輕視、拒絕的態度相對待。致使特殊幼兒缺乏正常發展的

 心理環境，不僅父母親的心理態度受到影響，特殊幼兒的人格發展也在異常的心

 理環境受到不當的導引，難以發展健全人格，因此，以改變大眾態度的公共教育

 成為當前社會教育的重要層面。

 九、師資訓練的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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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特殊教育師資都以學齡以上的特殊兒童教育之需要為重點，對於特殊幼

 兒教育工作難於勝任，由於特殊兒童教育的發展，師資需求的殷切，故師資訓練

 計劃不得不考慮特殊幼兒師資訓練的專業化，以培養健全的專業化的特殊幼兒教

 育所需之師資。

第五節特殊幼兒教育的基本架構

 特殊幼兒教育在基本上是整個幼兒教育的一環，因此，其基本架構仍應考慮

 特殊幼兒、課程設計、及環境三大因素，茲分述於后:

 一、特殊幼兒:

 為提供特殊幼兒必要的教育設施，應了解其出現率或人數。由於技術上的困

 難，目前尚未能有準確的人數或出現率的統計資料。理論上說，特殊幼兒的人數

 ，和學齡階段特殊兒童的人數和出現率是一致的。至於其定義，特徵及甄別鑑定

 等將於以後幾章說明之。

 二、課程設計:

 由於特殊兒童教育受到不分類理念的影響，在課程設計上也逐漸趨向不分類

 的設計方式。這種方式對於成長發展的特殊幼兒尤其需要，因此，本書課程設計

 不依視覺障礙、聽覺障礙、智能不足等類別設計不同課程，而依其共同發展上的

 需要設計課程，如知動發展、語言發展、認知能力之發展，以及社會情緒之發展

 等，便於特殊幼兒師資類化教學原則，輔導不同特殊幼兒。

 三、環境

 家庭、社會、政府、法令等都是特殊幼兒教育的重要環境，家長、社會人士

 、政府官員，以及專家人員的態度都關係於特殊幼兒教育的成敗，因此，討論特

 殊幼兒的教育問題時，應特別注意上述環境的研究，以布置 有利於幼兒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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