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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

方包清嵐

摘要

 本研究以了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背景、學校背景、學校適應狀況

 及支持系統以及任教自閉症學生教師及家長之困擾為目的。

 研究方法是透過問卷調查為主，並輔以訪談的方式。主要用以蒐集資料的

 工具包括自編之「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之調查問卷」，分為「教

 師填」及「家長填」兩種問卷，及「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之訪

 談大綱」作為訪談教師及家長用。

 首先以座談會的方式，了解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目前的學校適應狀況，

 作為架構問卷的參考之一。其次，問卷調查對象為九十一學年度北市公私立高

 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教師及家長。樣本數為教師及家長各22人，回收「教

 師填」的問卷21份，回收率95% ;回收「家長填」的問卷17份，回收率81

 %。本研究結果呈現以教師填問卷為主，家長填問卷為輔。最後，選取4位個

 案的教師及家長作半結構式訪談。

 綜合研究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學生背景:學生較突出的表現包括記憶、空間、音樂、繪畫、計算、電腦

 等。特殊行為出現最多的有固執、不斷重複的行為及表達喜歡的行為。

 二、學校背景:任教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導師，超過七成為特殊教育

 合格教師。且教師大多能參與進修與研習。目前學生所上的學程以家事與

 服務最多。職場實習以服務最多。

 三、學校適應狀況:教師認為學校適應差的為語言表達、人際互動、學習表現

 及職場實習;學校適應較好的為語言理解、常規適應及整體適應"家長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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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校適應差的為人際互動、特殊行為的影響，其餘皆屬學校適應好。

 四、支持系統:教師認為學校在十項支持中提供了九項。但家長認為學校在調

 整教材教法、作業及評量、^^P內容符合需求這三項沒有提供。教師認為

 職場實習只提供四項支持中的一項。教師及家長都認為在家長支持的部

 分，五項皆有提供。

 五、教師及家長的困擾:在問卷調查的部分，約七成以上教師及家長都只有偶

 爾的困擾。訪談發現教師與家長比較困擾的是學生的職場實習與就業、課

 程及教學很難符合需求、情緒問題、工作量大以及不了解學校的處理。另

 外，也有家長了解無法改變體制，因此要求較低、沒有困擾。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對教育行政單住、學校、實習職場、家長及未

 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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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噎;、緒言侖

 一、研究動機

 自從1943年美國精神科醫生Kanner發表第一篇有關自閉症的論文報告至今，國

 內外有關自閉症的研究也在這不到一個世紀申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國內，隨著特教

 法及相關法令的公佈與實施，尤其是自閉症在特教法中單獨被列為一類後，彰顯了自

 閉症教育的重要性與獨特性，自閉症教育也因此有了明確的法令依據。

 近幾年來，在融合教育的趨勢下，全國高職特教班發展迅速。雖然在量的方面已

 大量增加，但是尚存有許多問題。而目前在師資部分的問題，包括有高職特教班的

 教師來源以高職轉任或由國中轉任為主。高職轉任的教師大多不具備特教背景，加上

 北市高職特教班酌減教師人數的規定公佈後，教師的工作負荷及壓力也隨之增加。

 學生方面:越來越多頗具挑戰，哇的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入班就讀。其次是高職教育

 是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學校教育最後階段。因此，這個階段學校適應的良競，影響畢

 業後的發展。加上國內目前尚未有高職階段自閉症學生的研究，對於他們的學校適

 應狀況也無法透過資料了解。因本人目前任職北市高職特教班，深深感受班上有自閉

 症學生時所面臨的困擾，也覺察到在不同的老師因應方式及支持系統運作對學生學校

 適應有相當大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瞭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背景、學校背景。

 (二)瞭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狀況。

 (三)瞭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支持系統。

 (四)瞭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教師及家長之困擾。

 三、名詞解釋

 本研究所提及的重要名詞分別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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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市高職特教班

 北市高職特教班係指九十---學年度台北市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中設有之特殊教

 育班，簡稱高職特教班，科別名稱為綜合職能科。

 (二)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

 係指經由北市鑑安輔小組分發至各校，^L^^學年度北市公私立高職特教班在校

 的自閉症學生，因此是經過鑑定確認為自閉症(含亞斯伯格症)的學生。

 (三)學校適應

 在本研究中以語言溝通、人際互動、特殊行為、常規適應、學習表現、職場實習

 及整體適應為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學校適應的指標。以下將對各指標加以說明。

 語言溝通:指自閉症學生的語言理解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語言理解在本研究指

 的是理解交代事項。

 人際互動:指自閉症學生和教師、同躋互動的表現。

 特殊行為造成的影響:指自閉症因特殊行為如固執、攻擊、性問題、過動及其他

 怪異行為等而造成的影響。

 常規適應:指自閉症學生在守時、常規遵守、服從性的表現。

 學習表現:指自閉症學生在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活動科目的課堂參與程度及學

 習成就。

 職場實習:指自閉症學生在校內或校外的實習表現，如能遵守工作指=、能完成

 所要求的工作、能準時、會主動請求協助、能遵守工作場所的規則、

 能在要求下改變工作方式等。

 整體適應:指整體上自閉症學生對於來上學或實習的喜歡度、同臍及教師的接納

 度、與同擠及教師的關係及整體適應情形等。

 貳、文獻探討

 本段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將探討自閉症的定義、自閉症青少年之特徵及其在

 職業選擇之考量。第二部分將探討身心障礙者的學校適應，包括學校適應的意義、影

 響因素及相關研究。第三部分將探討台北市高職特教班之實施概況，包括高職特教班

 之教育目標、課程、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課程重點、及台北市高職特教班實施現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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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閉症的定義及青少年自閉症之特徵

 本節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對自閉症的定義及自閉症的特徵加以探討。其中自閉症

 特徵的探討包括青少年自閉症的身心特質、行為特徵及其在職業選擇之考量。

 (一)自閉症的定義

 研究者就DSM-^V (APA,^^94)的自閉症診斷標準及相關文獻歸納整理如下:

 1．社會性互動方面有質的缺陷:自閉症者難從互動中做出適當反應。

 2．溝通方面有質的缺陷:自閉症者在口語溝通的特徵包括刻板的、重複的語言、

 隱喻式語言等。

 3．特殊行為表現:在行為、興趣、動作方面有侷限的、刻板的、重複的型式。問

 題行為包括自我刺激、自我傷害、攻擊、發怒、不服從行為、固執行為、情緒

 不穩行為、怪異行為等。

 4．感官知覺方面的問題:包括感覺、情緒過度敏感、過度鈍感、感覺統合不佳、

 注意力的問題。

 (二)青少年自閉症的特徵

 根據長期追蹤調查，顯示自閉症青少年確實如一般青少年亦歷經青少年期的發展

 過程。然而自閉症症狀就像具有慢性病程之疾患的一般表現，其社交的、概念的、語

 言的以及強迫性的困難(障礙)在型式上依舊經常持續著，只是和早年的表現不同(蔡

 逸周，民8^;弓伯曹純瓊，民84)。以下就其身心特質、行為特徵、需求及在職業選

 擇之考量加以敘述。

 1．青少年自閉症的身心特質及行為特徵

 小林隆兒等(1990)對187名滿18歲的自閉症青年以語言及適應能力的

 基準下，採用行為檢核量表紀錄其行為項目與出現頻率，發現自閉症青年於語

 文及適應方面表現極大的個別差異(引自曹純瓊，民84)。張正芬(民85)以

 15歲以上的自閉症青年、成人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溝通與適應能力均在「好」

 範圍者佔16.5%，均在「差」範圍者佔30.6%，其餘介於中間。而出現率較高

 的行為問題依序為溝通困難、情緒不穩、固執行為、人際關係不好及動機低、

 活動量少。造成家人困擾程度高的除了前述幾項外，多了生活習慣不好及奇怪

 癖好。而且大部分的行為問題出現率均在50^以上，顯示大部分的自閉症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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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數不少的問題行為。其中情緒不穩、動機低落、奇怪癖好雖非固有障礙，但

 為年長自閉症者常見的問題(永井，1993 ;引自張正芬，民8^) o Nord^n和

 G^^^berg   (1998)整理一些文獻後指出智商低於50的自閉症者在他們的成人

 生活中的社會適應功能有嚴重的限制。文中也提及自閉症者在青少年時期症狀

 可能惡化及退化，包括自我破壞、變得性情暴躁、有攻擊性、無法休息、過動

 都可能發生。其他問題包括性成熟的問題(例如在公共場所自慰)、週期性的

 沮喪、緊張性的精神分裂等。

 很多自閉症者會用干擾的行為像是攻擊別人、破壞物品、尖叫、發脾氣或是未經

 允許的離開所在的地方，來表達他們處理改變的困難。即使到了青少年期的自閉症

 者，仍存有固著的特質，對於日常生活中任何的改變，常會衍生出干擾的行為

 (^mer^can Psych^atr^c Assoc^at^on, 1994 ;弓倍Gerdtz, 2000 ) o

 2眉閉症特徵在職業選擇之考量

 雖然每個自閉症者都有其獨特的優點及缺點，但某些特定的特徵是定義中

 症狀的一部份，這些特定的自閉症特徵，若能經過適度的輔導與仔細的考量，

 不一定會影響未來的就業。由於高職教育是中低功能自閉症者學校教育的最後

 階段，因此這一階段學校適應的良碗，可能會影響其畢業後的發展。因此，若

 能未雨綢繆的在高職階段就針對溝通、社會性、感官反應、智力水準、行為問

 題等因素及早融入課程之申，將可擴增其未來職業選擇的範圍。Smith等

 (1995)指出，雖然自閉症者已經成功的能勝任很多種工作，但是這種成功並

 不表示他們能獨立而不需要支持。如果自閉症者能在工作場所表現成功，很多

 樣化的艾持是必要的。艾持包括工作訓練、行為管理、社會技巧訓練、教學的

 技巧及自然的支持。這些所需的支持的提供，是以評量工作者行為問題、語言

 能力、社會技巧、認知功能為基礎來建立。張正芬(民88)也指出為增進自閉

 症兒童的學校適應、減少問題行為的產生，學校應該因應自閉症兒童的需要提

 供持續而廣泛的支持。

 由上可知，自閉症者要在學校及職場適應良好，除了要考慮其特徵後選擇適當的

 職業加以訓練，而且必須有充分的支持以及行為管理方案。尤其是行為問題，一定要

 能有效的被指導者掌握及處理。此外，自閉症者雖然也有一些優點，但是仍需要比非

 障礙者更多的職業計畫，內容包括工作者的職業評量、工作者所需支持的評量、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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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上執行支持的方法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自閉症跪不意味著不能適應職場，即使

 是重度自閉症也能成功的工作。

 二、身心障礙學生之學校5

 本節將對學校適應的意義、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的影響因素及相關研究加以探

討 言、。

 (-)學校適應的意義

 在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方面，歸納分析發現大多的研究是依據研究需求自編學

 校適應指標，主要指標包含語言溝通、學習適應、常規適應、人際互動(與老師及同

 擠的關係)、特殊行為表現、整體的向度等。而且在召集的高職特教班教師的座談會

 申，教師們強調學校適應中常規適應與人際互動的重要性。

 (二)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的影響因素

 以下將學校適應的影響因素分為學生背景因素、學校背景因素、支持系統和教師

 及家長的困擾加以探討。

 王天苗(民87)指出有關智障學生學校適應的影響因素有感官、生理動作、

 社會情緒、語言、學習能力和成就、能力、教育年段、教育安置。胡致芬(民

 77)研究結果顯示兒童的身心特質，如智力、發展商數、自閉程度和社會適應

 能力和學校適應有關。此外，部分自閉症者具有特殊的能力，大約有10%的自

 閉症者展現所謂的專家能力，在音樂、繪畫、計算方面表現出異於常人的傑出

 能力(R^m^and, 1978 ;弓^自Har^^son, 1998)?

 在學校部分，胡致芬(民77)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是否受過專業訓練以及

 教師的基本心態與學校適應有關，其申以基本心態最重要，學校的環境及課程

 安排也和學生的學校適應有關，而且自閉症兒童的同學對他的態度受導師態度

 的影響。劉雯君(民87)研究顯示在學校因素中，教師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教

 師態度越正向，自閉症學生的學習情況、生活適應及同學互動越好。

 3．支持系統

 當特殊學生回歸普通教育時，學者、教育人員及家長三者所關注的焦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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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學校是否能提供一個合宜且充沛的環境，學校、家長、社區間的合作關係是

 否協調，以符合特殊學生學習的需要?以下就學校提供、職場實習提供及家長

 提供三部份來探討學校適應影響因素中的支持系統。

 (1)學校所提供的支持系統

 黃政昌(民89)建議處理商職特教班學生學校適應問題的方式包括提

 供學生自我管理的學習機會、培養主動負責的態度、實施個別化教學、增進

 學生成就感、安排情緒與溝通課程、提昇問題解決技巧、秉持愛與關懷解決

 學生間題。

 現行特殊教育法(民86)第五條:「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及教法，應

 保持彈性，適合學生身心特性及需要。」，第十五條:「各級主管教育機關應

 結合特殊教育機構及專業人員，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之有關評

 量、教學以及行政支援服務。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構訂定之。」，

 第二十四條:「就讀特殊學校(班)之身心障礙者，學校依據其學習及生活

 需要，提供無障礙環境、資源教室、錄影、報讀、提醒一一家庭支援、家長

 諮詢等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援服務。」，這些法令說明學校必須提

 供學生需要的支援服務，以增進學生的學校適應。

 陳忠信(民90)將教師教學支援需求分成在職進修、諮詢服務、行政

 艾援、教學設備、家長參與與社區參與等六部份來探討。另外，^^chard和

 Brenda(1998)指出自閉症融合的四個重要的成分包括環境和課程的調整及

 對普通班的支援、態度和社會的支持、團隊的協調與溝通、家庭與學校間的

 合作等。

 (2)職場實習所提供的支持系統

 Cather^ne (1984)和一些人訓練4個中學階段重度自閉症學生，在2Ti

 社區工作安置中(自然的環境)，開始並維持和非障礙同臍社會互動。他採

 取了系統提示及增強適當行為的策略，結果顯示所有的自閉症者都能因同擠

 訓練者而獲得社會行為的突破，其中^^自閉症者還能作社會反應的類化。

 Smith, Be^cher和Juhrs (1995) ^|出行為管理計畫能提供多種目的，能教導

 社交技巧，也能對自閉症者提供較強的動機以及引發其良好的工作表現或適

 當行為，最重要的是可以減少或去除自閉症的行為問題，並且維持所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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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因此發展正向的行為策略並且持續的執行，能去除或者至少能減少行

 為發生的頻率。因此，輔導自閉症者就業時，也要因他的需要提供必要的調

 整及支持，行為管理計畫確實是一項重要的支持計畫。

 (3)家長所提供的支持系統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U (民86)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也顯示家長參與

 安置與教學計畫的重要性。Harr^son (1998)指出家長的參與是教育方案是

 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學校與家裡雙向溝通後，應該採取共同方式來達成目

 標。Scott, C^ark和Brady (2000)說明了以家為基礎的支持，包括父母及家

 中成員都能變成有效的家教，以增加學生反應的機會來延伸學習。學校的方

 案若能和家庭協調好，將使學生更有效的習得並且類化技巧。Scot等(2000)

 與幾位自閉症學生家長，對於家長如何與學校發展合作關係的建議列舉如

 下:主動參與孩子的學校方案、參與^EP、當志工、了解孩子的其他專業人

 員角色、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業、社會化及溝通狀況、了解家長的權利但是

 節制的使用它並假設學校已盡量做到最好等等。

 綜合上述之支持系統及陳冠杏(民87)指出自閉症學生對學校

 行政、教師、家長提供之支持系統幾乎都是高需求，可知支持系統對

 於學生學校適應的重要與必要性。支持系統中家長的參與是教育方案

 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因此學校與家裡需雙向溝通，擬定符合其需求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計畫申包括發展行為管理計畫、調整課程、教材

 教法、作業及評量方法等，並且持續的執行，彼此間採取共同方式來

 (4)教師及家長的困擾

 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教師若不具備特教背景，必定在課程、調整教材教

 法、教學、作業、評量方式、處理學生間題等方面產生困擾。莊申興(民

 90)指出不合格特教教師在職進修工作壓力大於合格特教教師。此外，高職

 特教班教師的工作壓力狀況，整體而言，有中等程度壓力。五個工作壓力層

 面大小依序為專業職責、家長問題、學生問題、在職進修、工作負荷。

 (三)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之相關研究

 文獻上發現國內有關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的研究中，在研究對象上:包含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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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特教班的輕度智障學生、國小自閉症學生及偏差行為學生等。而目前尚無高職特教

 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的相關研究;研究對象幾乎是國中階段以下，其他在高中職以

 上身心障礙學生的學校適應的研究中，並沒有高職以上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的研究，

 而相關的只有黃政昌(民89)探討私立高職某一班學生校內適應的研究，但是高職

 特教班的課程中，校外的實作占有很大的比例及重要性，尤其到了高三，幾乎有2-4

 個整天都在職場實習。但是這部分的適應卻無相關研究加以探討。

 身心障礙學生學校適應的評量大都用問卷調查、訪談或自然觀察的設計形式;在

 填寫的對象上，有教師評量、自我評量、同臍評量、家長評量、行政人員評量、心理

 輔導人員評量;行為觀察等方式。由於學校系統中與學生關係最密切、相處時間最長，

 對學生最了解的莫過於教師，而由教師填寫比作行為觀察更能反應出學生的全部行為

 及學校適應，因此本研究採取的評量方式之一為教師評，又因為家長最熟悉學生，最

 了解學生的學校適應情形，可以彌補資料不足之處。因此，家長評量也是本研究所採

 取的方式之一。

 透過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針對學生背景、學校背景、支持系統、教師及家長的

 困擾以及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中的語言溝通、人際互動、特殊行為、

 常規適應及整體的情形加以研究，並根據上述文獻來架構研究及編製問卷內容。

 三、台北市高職特教1)1之實施概況

 本節將對高職特教班之教育目標及課程、高職階段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課程重點

 及台北市高職特教班實施現況加以探討。

 (一)高職特教班之教育目標及課程

 目前北市各校依據教育部頒的課程綱要所設置之綜合職能科，是以五大職能學程

 的某一學程為主，其他學程為輔。

 以下將介紹高職特教班之教育目標、課程綱要。

 1．高職特教班之教育目標

 依據職業學校法、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提供輕度智能障礙者

 就讀職業學程之機會，以培育個人、社會與職業適應的能力，使其成為獨立自

 主的國民。

 2．高職特教班之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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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特教班之課程以實務為核心，並加強轉銜規劃、兼顧生活能力之培

 養、賦予學校更大的自主空間、增加活動科目節數、課程及活動配合一般班實

 施、高一職場參觀(每學期四~A次)，高二職場見習(每學期約一至二星期)

 或實習(每週半天至一天)，高三職場實習(高三上每週一至二天，高三下每

 週二至四天)。

 本課程配合職業學校新課程標準採用學年學分制。每學期修習的學分數為

 三十一學分以上，畢業至少修畢一百五十學分。其中一般科目為認知、生活、

 休閒三領域，包括實用語文、實用數學、休閒活動、生活教育及社會適應;專

 業科目包括專業職能學程;實習科目包括職場參觀、職場見習及職場實習;活

 動科目包括聯課活動、班會及週會。

 課程的規劃通則為包括有各校盡可能以本校現有屬性，選擇開設為主修學程，並

 以就業職場之職種為輔修學程，相關職能學程先以服務職能為輔修學程設置之考量，

 但輔修學程以不超過三類為宜。各年級之職業教育之重點為:一年級以職業試探，二

 年級以專業技能，三年級以職場實習為主之教學(教育部，民89)?

 (二)高職階段中低功能自閉症學生課程重點

 特殊教育因學生不同的特質與需求而有不同的教育安置，因此也有其各種不同安

 置的課程重點。由於能力上的限制，高職教育很可能是多數心智障礙學生的最後一個

 正式學校教育，因此課程重點應在於培養其社區生活與就業的能力，使其能順利自學

 校轉銜至社會。而轉銜服務的重點不僅在就業安置，在就業之外，獨立生活與自給自

 足、生活技能、有效的參與社區活動等，均為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的重要目標(林

 幸台，民89)。因此，轉銜計劃中需要敘述畢業後的工作、社區生活、社區參與及休

 閒活動。因此這樣的教學可能包括了發展社區工作經驗、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學習生

 活在社區中必備的重要技巧。陳薈卉(民9^)對家長及老師的建議中說明自閉症者

 能就業成功，自身的能力很重要，這些能力有先天特質也有要靠後天學習的，因此家

 長及老師，可以在自閉症者就學時期，教導就業必須的技巧，以增加就業的成功機會，

 例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購物、能完成他人指=、培養就業態度並解決自閉症者問題

 行為;陳薈卉(民91)對高職特殊教育建議中也提到，必須利用高職階段的教育為

 日後的就業做準備，提早規劃轉銜及就業服務，使學生能在畢業後就進入職場。

 對所有有障礙的學生，在中學階段的課程應提供多元的管道，強調技術的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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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有生產力的公民，並擁有合理的機會來享有正向的生活品質( Edgar及Po^^oway,

 1994)。更何況輕度障礙者很有可能就業。例如，Edgar和Po^^oway^( 1994)回顧Wagner

 等人的研究後指出胃少年障礙者從學校畢業後兩年內被僱用的比率約4祕至畢業超

 過三年的47%。文中也指出對於輕度障礙的青少年的課程要具有多種選擇性，對於

 課程的選擇要符合其需求並與畢業後的目標相關。具體的內容包括職業訓練、生活技

 巧、對於公民身份的實習等。因此，中低功能自閉症者在高職階段的課程，應選擇符

 合本身及畢業後社區生活需求，以達到畢業後能適應社區生活的目的。

 因此，安置在高職特教班的自閉症者課程重點應該視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設計轉銜

 計劃，計畫中包括有社區工作經驗、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學習生活在社區中必備的重

要

 技巧等。因此在社區中生存必備的技巧包括購物、時間管理、行為管理、社會技巧

 也要放人自閉症學生的課程申。且課程應提供多元的管道，強調技術的發展及變成有

 生產力的公民。而且學校應從事改革是有關於行政與政策的改變，包括建立和工商業

 界以及政府間的合夥關係，目的都是為了學生畢業後能順利轉銜至社區工作與生活而

 作準備，並且能夠適應社區生活。

 (三)台北市高職特教班實施現況

台北市高職特教班的規劃也是依據教育部所編印的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

 業學程課程綱要。以下為台北市高職特教班的實施現況，包括實施學校、課程特色、

 班級數及學生人數、招生對象、師資等。

 1．實施學校、課程特色、班級數及學生人數

 台北市高職特教班於八十九學年度納編後，辦理高職特教班的學校、班級

 及學生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另外，教育部賦予台北市高職特教班課程彈

 性，因此各校特教班就其資源而發展其該校的課程特色。

 2．台北市高職特教班之招生對象

 台北市九十一學年度高職特教班招生對象以輕度智能障礙為優先，功能較

 佳之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次之。而自閉症學生需先經自閉症鑑定安置委員會評估

 後，確定為中低功能之學生，或經委員會審查後，認為普通學校無法提供適切

 服務之學生，則轉介至智能障礙組參加評估後安置於高職特教班(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民91)?

 3，台北市高職特教班之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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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雄等(民88)的研究指出:高職特教班的成敗，師資的良統具有關鍵

 因素。莊中興(民90)指出八十九學年度任教高職特教班教師中，合格特教教

 師率為1珊。此與陳丹桂(民86)指出高級職業學校特殊教育班合格特教教

 師的合格率7%相較，雖有提昇，但仍不盡理想。

尹
白

歹

 透過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所欲瞭解學校背景中的教師專業知能

 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中的學習表現、職場實習情形以及教師和家長的

 困擾，乃以上述的五大職能學程、高職特教班課程綱要及北市高職特教班實施現況為

 主要依據之一，來架構研究及編製問卷內容。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並輔以訪談的方式，了解台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

 學校適應的現況。根據研究目的，蒐集相關文獻後，進行整理歸納，研擬出本研究架

 構。

 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如圖3-1之研究架構

教師的專業知能

職種與實習

凶

7

 語F^溝通常規適應

人際互動學習表現

特殊行為職場實習

整體適應

匕

 污、、

學校提供的支持系統

職場提供的支持系統

家長提供的支持系統

 圖3-1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以瞭解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背景、學校背景、學校適應狀況、支持

 系統、教師及家長之困擾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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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對象

 以下將說明座談會、問卷及訪談的研究對象。

 (一)座談會部分

 本研究為編製有效的問卷，由研究者先行擬定座談會大綱，邀請台北縣市高職特

 教班自閉症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為對象，含張正芬教授共6人，以座談會的方式，了

 解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目前的學校適應狀況、艾持系統的提供情形以及對自閉症學

 生轉銜就業的看法，作為架構問卷的主要參考來源之一。

 (二)問卷施測

本問卷調查對象為九十一學年度北市公私立高職特教班在校自閉症學生的教師

 及家長，目前共22位自閉症學生，樣本數為教師及家長各22人。在問卷回收上，「教

 師填」的問卷回收率95%   ;「家長填」的問卷回收率81^。本研究設計以教師填問卷

 為主，家長填問卷為輔。

 (三)訪談

 選取4位個案的教師及家長作面對面深入的訪談，以了解所面臨的困擾、學生學

 校適應問題及看法與建議。選取方式係參考問卷的量化結果，選取學校適應及支持系

 統各自加總後上下各約30"，也就是七名。並分為三類:有支持系統且適應良好(1

 位)、有支持系統但適應不好(2位)、無支持系統且適應不好(1位)。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用以蒐集資料的工具有三，包括研究者自編之「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

 症學生學校適應之調查問卷」，分為「教師填」及「家長填」兩種問卷，及「北市高

 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之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教師及家長用。

 本研究在問卷編製後，研究者對11名教師，實施前後兩次的施測，作為重測信

 度。重測信度為0．^^^^，達0．01的顯著水準。在效度考驗上，研究者商請特殊教育

 學者專家3人及熟悉高職特教班的教師4人及學生家長2人，以其專業知識及背景經

 驗為依據，對問卷內容的適切性、文字描述及語意的清晰性、完整性及合適性作評量，

 作為本問卷之效度。依據專家學者的評鑑結果，刪除或修改不適當的題目。最後用半

 結構式的訪談表，選取4位個案做重要他人(包括教師及家長)的面對面深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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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問卷問題為主軸，採用開放性回答的方式，內容包括學生學校適應情形、個人所面

 臨的困擾、看法及建議，使受訪者能充分反映己見。並作資料分析，以補強問卷調查

 的資料。

 四、資料分析

 (一)問卷部份

 所有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處理。先將問卷加以編號，再進行資料登錄與統計分

 析。目前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之老師及家長各22人，教師回收21份，家長

 17份。研究運用描述統計之次數分配、百分比分析。部分內容的呈現為精簡起見，

 經過操作性劃分。

 (二)訪談部份

 在分析訪談結果方面，資料的整理的部份，訪談之後研究者先將錄音帶謄錄為逐

 字稿，研究者再把錄音帶重聽一遍，進行定稿。在資料的分析的部份，研究者仔細閱

 讀訪談逐字稿後，將其內容加以分類、比較與歸納，作成訪談結果。

 肆、結論與建議

 士"±^^^ Zl^^"曰^^^E^^^^ 矇本研究目的，綜合研究方法與結果分析，獲得以下結諷與建議

三木

百碉 私^吉弓全11

 本節針對研究目的對背景資料、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支持系統、教師及家長的

 困擾及建議加以歸納如下。

 (一)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包括有學生及學校背景，其結果歸納如下:

 1．學生背景

 目前北市有公立7所、私立4所學校設立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分布在

 公私立學校的比率約為2: 1。在樣本的智商分布上，絕大多數是中低功能的自

 閉症學生。在較突出表現上，教師認為有較突出表現的佔大多數，比率為6^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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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的表現包括記憶、空間、音樂、繪畫、計算、電腦等。在情緒及行為控制

 能力上，教師認為情緒不穩定時超過六成的學生有特殊行為。特殊行為出現最

 多的有固執、不斷重複的行為及表達喜歡的行為。另外，焦慮、緊張與自言自

 語是受訪者填寫的其他行為中出現較多的。

 2．學校背景

 任教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的導師，超過七成為特殊教育合格教師。

 且教師能參與自閉症相關專業進修與研習，以及教師經常能獲得自閉症相關知

 能及心得分享的都超過八成五。目前學生所上的學程以家事與服務最多，佔五

 成以上。職場實習以服務最多，約佔四成。目前八成以上的學生已經有校內實

 習，約五成的學生有從事職場實習，而且實習的比率應會隨著二、三年級同學

 的增加而逐年遞增。

 (二)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

 以下分為就教師而言與就家長而言兩部分來呈現。由於在教師填問卷填答方式的

 設計上，都是將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和同班同學作整體比較。因此，所有結果都是相較

 於特教班同學。資料呈現為精簡起見，研究者做了操作性的劃分。在教師填的學校適

 應狀況部分，研究者以選項「差不多」為中間，將左側的「差很多」、「差一些」歸併

 為「比同學差」，將右側的「好一些」、「好很多」，歸併為比「比同學好」。若比同學

 差的人數超過三成，表示該題項為「學校適應差」的項目。若比同學好的人數超過五

 成，表示該項為「學校適應好」的項目;中間選項「差不多」，則不另述。在家長填

 的學校適應狀況部分，研究者以選項「有時如此」為中間，歸併左側的「從不如此」、

 「很少如此」二選項，若人數超過三成，表示該題項為「學校適應差」的項目。也歸

 併教師及家長填的支持系統四個選項中的「總是如此」與「經常如此」二選項，若超

 過六成才提出說明，表示有提供該項支持;歸併「很少如此」與「從不如此」二選項，

 若人數超過四成才提出說明，表示沒有提供該項支持。根據研究結果作以下結論。

 1．就教師而言

 ．教師認為學校適應較差的為語言表達、人際互動及職場實習，其次為學習

 表現;學校適應較好的為語言理解、常規適應及整體適應。詳見下表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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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教師填問卷學校適應狀況一覽表				
 項目		學校適應		
 		差	fll?	了"
 一亡五^理解	^正確拿取別人所指定的用具		二	"丁"'
 	^、．口2準時繳交作業給指定的人員一^^^"""		一	"口
 	士"^^^掃戶斤規足的區土或一""^^"^"^	V	一	一
 	4在拈定的時間、地點集合		二	口
 	5能依指令完成特定的工作		二	"口
 一七五^表達	^忘記帶用具時，他會跟同學借用	V	一	一
 	2需要幫忙時，他會開口請求幫忙	V	"丁"'	二'"
 	3會口頭轉告教師或家長所轉達的事情	V	二	口
 	此"4nb貌明事情發生的原委"""""^^	V	刁	口
 	5對於不懂或不清楚．的牠方，能主動詢問	V	刁	口
 一人際互動	^ T課時會與同學聊天	V	"丁"	口
 	2T課時會和同學玩	V	二	^^n
 	．3會幫老師或同學做事@@"""""""一	一一-V	二	口
 	4會向老師敘靶班上發生的事情	V	"丁"'	口
 	5會向老師提起班上的同學"""""^	V	一	一
 四特殊^ft為	上冬身的學習‥一一	V	一	一
 	述二．日．學句學習		一	^izn
 	3教師的教學		一	一
 	4教師的要練常規管理		口	二'
 	5和班上同凡的相處子一@@""……^@@‥"""""""""		口	二'
 五常規適應	八準時到達指定地離		T	"丁"'
 	匕生畸莞威主作-…--．一一	V	二	口
 	3‥經許可後才走動		口	二""
 	4經許可後才休息	二	1	口
 	三不隨意拿走別八的物品		二'	T
 	匕丕虛患破壞公物-‥@@一"．-^-^-一	二	二'"	"口
 工學習表現	^ -般科目上課的參與程度	二	一	一一口
 	2專業科目上課的參與．程度	V	二"	二"
 	"一""""…一"一一一．3活動科目上課的參與程度	「丁	一	一一川
 	4-般科目的學習成就	二	一	"二'
 	5專業科目的學習成就-	V	「"二	口
 	@@@^"^""^6活動科目的學習成就．-	二	口	二口
 七職場實習	^遵守工作指令	二'	二"	V"一一
 	2完成所要求的工作，而且品質能符合要求	「二	「二	二"
 	3自己能準時開始輿工作有關的的活動	「二	「"二	
 	4對工作內容不懂的地方，會主動請求協助	V	二	
 	5能在要求下改變工作方式，並保持情緒穩定	「二	二。。	。二
 	6會主動與人打招呼	二	二	口
 A.整體適應	^喜歡來上學	二		"上
 	2準時上下學	「""=	「二	v
 	3喜歡職場實習的工作	二		二
 	1"一"""…4整體上，班上同學對他都很接納	口"		"一
 	5整體上，他的任課老師們對他都很接納	二"		"上
 	6整體上，您認為他在學校的適應情況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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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教師認為在這幾個學校適應差的指標下所反映出的適應問題

 包括:在語言表達上大多無法主動詢問、主動請求協助、轉達及說明事情原委;

 人際互動上大多不會和同學聊天、和同學玩或向老師提起同學或班上發生的

 事;活動科目與專業科目的參與程度及學習成就;在職場實習的部分，完成所

 要求的1作，而且品質能符合要求、自己能準時開始與工作有關的的活動、對

 工作內容不懂的地方，會主動請求協助、能在要求下改變工作方式，並保持情

 緒穩定及會主動與人打招呼，這些都適應不佳。

 其中學校適應「差很多」的人數超過二成的包括:語言表達的「需要幫忙

 時，他會開口請求幫忙」及「會向老師敘說班上發生的事情」、人際互動的「下

 課時會與同學聊天」、職場實習的「會主動與人打招呼」。表示自閉症學生在語

 言表達、人際互動及職場實習這三個指標上的表現是亟待加強的。

 雖然教師認為在語言表達、人際互動、學習表現及職場實習的適應差，但

 也有學校適應好的項目。例如語言理解的正確拿取別人指定的東西、準時繳交

 作業給指定的人、依指=完成特定的工作;常規適應的準時到達指定地點、不

 隨意拿取別人物品、不隨意破壞公物等;整體適應的喜歡上學、準時上下學、

 班上同學及老師對他的接納等。

 2．就自閉症學生家長而言

 家長認為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差的項目為:和同學聊天、幫老師或同學做

 事、放學後，會和同學通電話等人際互動;特殊行為對本身學習、對教師班級

 常規管理、和同學相處的影響。雖然家長認為在人際互動、特殊行為的影響上

 適應差，但大多為學校適應好的項目，包括語言理解、常規適應、學習表現、

 職場實習、整體適應中所有的項目。詳見下表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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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2家長填問卷學校適應狀況一覽表

 口"	丁百曰	一'		
 		一差	很差	"引
 一語言理解	1正確拿取別人所指定的用具	V		口
 	"二"、士2準時繳父作業給指足的人員""一""一""			刁
 	3打掃所規定的區域			口
 日"	工會口頭轉告教師或家長所轉達的事情			
 	2能說明事情發生的原委			
 	3對於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能主動詢問			
 三人際互動	旦下課時會與同學聊夭	V		
 	2會幫老師或同學做事	V		口
 	3放學後，會和同學通電話	V	V	
 四特殊行為	工本身的學習一""一^一"^"""""""@@	V	V	
 	乙墊卹的婪繆茸翅管單一…^-一一一-@@	V		
 	3和班上同學的相處	V	V	
 五常規適應	1準時到達指定地點			回
 	'心2不隨意拿走另，J人的物品^""^""""一"一""一			
 	3不隨意破壞公物			
 六學習表現	1能參與學校上課		「二	
 	2能在學校課程中有所學習			
 七職場實習	1遵守工作指令	L二		
 	2完成所要求的工作，而且品質能符合要求		L二	v
 	．、3自已向邑準時開始與工4乍有關的的;舌動""""""""一一			
 	4對工作內容不，懂的地方，會主動些求協助萌"""一"""""""""			
 	5能在要求下改變工作方式，並保持情緒穩定			回
 	夕、6會主動血人打招呼"^@""一			
 八整體適應	1喜歡來上學			V
 	2準時上下學			曰
 	口3五歡職場實習的工作"一一			曰
 	4整體上，班上同學對他都很接納．"@@@"一			LL』
 	5整體上，他的任課老自付門對他都很接納．"""@@@"			口
 	6整體上，他在學校適應很好			L上』

 若比較教師與家長的看法，兩者共同認為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差的有

 人際互動。共同認為學校適應好的為語言理解、常規適應、整體適應。在特殊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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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上，兩者都認為影響學生本身的學習，家長甚至認為總是影響到和班上同學的相

 處，也會影響教師班級常規的管理。至於學習表現，教師認為學校適應差，家長認為

 多少能參與上課、有所學習。而對於職場實習的看法則明顯不同，家長比教師樂觀許

 多。

 (三)支持系統

 研究者為精簡起見，在呈現教師填及家長填的問卷調查結果時，作了操作性的劃

 分(詳見研究結果，67頁)。以下將歸納學校、職場實習及家長所提供的支持系統狀

 況。

 1．學校提供支持系統的狀況

 教師認為在學校部分，十項支持系統申，其申九項有提供，沒有提供的有

 「當他有問題行為時，我能得到學校的協助」。家長認為在學校部分，七項支

 持系統中，其中四項有提供，學校沒有提供的有「因他的需要而調整教材教

 法」、「因他的需要調整作業及評量的方法」及「擬定的^EP內容能符合他的需

 求」三項。而家長認為沒有提供的這三項是教師認為有提供的，可見教師與家

 2．職場實習提供支持系統的狀況

 教師認為在職場實習的部分，四項支持系統中，其中一項有提供，沒有提

 供的三項包括:「社區或學校能提供他適合實習的職場」、「實習職場曾因他的

 需求調整職務」、「實習職場會提供他所需的輔具」。家長認為四項支持都有提

 供，所以家長的看法比教師樂觀許多。

 3．家長提供支持系統的狀況

 教師及家長都認為在家長的部分，五項艾持系統都有提供。

 (四)教師與家長的困擾

 在問卷調查的部分，大多數的教師在各方面的困擾程度並不大，約七成以上教師

 及家長都只有偶爾困擾。在訪談結果的部分，教師與家長比較困擾的是學生的職場實

 習與就業問題、課程及教學很難符合他的需求、需處理他的情緒問題、工作量大的問

 題以及因不了解學校處理的方式而感到困擾，另外，也有家長了解無法改變體制，因

 此要求較低，似乎對現況還算滿意，沒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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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師與家長的建議

 教師與家長在訪談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對於自閉症學生要預告、善用同臍的力

 量、比較適合個別指導、評量方式要改變、要求標準要不同、跟輔導室合作、以社區

 生活的需求來規劃課程、職場可提供的協助、需要提醒及協助、可以輔導考專業證照、

 可到自閉症協會實習及庇護性就業、開個案會議並隨時修正、回家讓他多練習、團隊

 的精神很重要、要溝通、分析與解決問題、善用增強與鼓勵、配合情境教學等。

 二、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上，分為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及結果呈現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基於種種考量，只鎖定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所以人數

 較少，只能代表目前台北市的情況，無法推論其他縣市的情況。又由於本研究對樣本

 過去就學歷史背景並沒有特別掌握，因此無法分析其就學背景。

 (二)研究工具

 由於教師與家長的了解程度與角度不同，因此在問卷的設計上，部分題目、題數

 不同。又由於教師填問卷是與同班同學做比較，而家長填問卷並無比較標準，因此選

 項陳述並不同。因此無法做全部題目整體的比較，只能以教師的看法為主，家長的為

 輔。

 由於本研究樣本數少、題目大多參考現有工具以及其他種種考量，因此無法做因

 素分析，只以專家效度作為量表的效度，也沒有做項目分析，而以重測信度作為量表

 的信度，因此研究結果只能以描述性為主。

 (三)結果呈現

 為了精簡明瞭地呈現結果，因此做了操作性的劃分。由於這種操作性的劃分，因

 此無法反映出少數強烈適應困難或沒有支持系統的個案。而且即使是學校適應好的項

 目，也不代表所有學生都適應好或在該項都沒有適應上的問題，反之亦然;而艾持系

 統的提供也有相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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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議

 以下就對教育行政單位、對學校、對實習職場、對家長以及對未來研究提出相關

 (-)對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1．協調各單位於寒暑假辦理有關研習與參觀

 辦理研討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課程、教學及擬定並執行符合自閉症學生

 需求的^EP等研習課程，尤其是私立學校任教自閉症學生的老師也應具備此專

 業，才能設計出符合學生個別需求的計劃。

 2．酌減高職特教班教師任課時數及行政業務

 減輕特教老師工作量，讓老師有較多的時間及精力來調整自閉症學生的課

 程、教材及其所需的協助。

 3．考慮學生興趣與突出表現及各校課程作安置

 由於大多數自閉症學生有興趣窄化的特質，因此安置他們進入特教班時，

 需考慮其興趣、突出能力與意願以及該校所發展的課程特色。因為沒有興趣就

 較難引發其學習動機，而且進入高職特教班，需接受各種的工作能力訓練，甚

 至進入職場實習，若能與本身興趣與突出表現結合，定能促進其適應。

 (二)對學校的建議

 1．編擬並執行符合學生需求的IEP

 教師在訪談申認為無法擬定學校適應差的學生的IEP。因為只有根據其需

 求所擬定與執行的IEP，才能使學生有所學習、適應學校。教師認為學校適應

 好的學生的教育目標也要不斷的檢討與修正。

 2功口強學生學校適應差的基礎能力

 本研究發現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差的包括語言表達、人際互動、學習表現

 及職場實習。例如在語言表達的主動詢問、主動請求協助、轉達及說明事情原

 委;人際互動的和同學聊天、和同學玩或向老師提起同學或班上發生的事;活

 動科目與專業科目的參與程度;在職場實習的部分，完成所要求的工作，而且

 品質能符合要求、自己能準時開始與工作有關的的活動、對工作內容不懂的地

 方，會主動請求協助、能在要求下改變工作方式，並保持情緒穩定及會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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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打招呼。應針對學生這些較弱的基礎能力，研討有效策略，共謀改善之道。

 本研究中教師與家長所提出的建議策略，可供參考使用。

 3．改善沒有提供的支持系統

 學校行政單位能在教師處理自閉症學生間題時，提供相關艾持。對於自閉

 症學生很難改變的部分，學校及職場應視個別需求作調整，改善並創造環境以

 符合自閉症學生的個別需求。例如教師應檢視教材、教法、作業、評量及^EP ^

 協助職場檢視他的工作職務、提供所需的輔具等是否符合其個別需求。

 4．擬定學生行為管理計劃

 研究發現自閉症學生的人際互動、學習表現、職場實習適應差。訪談時也

 發現行為管理計畫芷沒有被好好的運用來教導社交技巧、增強動機、引發其良

 好的X作表現、減少或去除自閉症的行為問題，並且維持所學到的技巧。而行

 為管理計畫確實是一項重要的支持計畫。因此在學校或職場，發展正向的行為

 策略並且持續的執行，並且因他的需要提供必要的調整及支持，必能對其適應

 有所幫助。

 5功口強親師溝通

 本研究發現家長對於學生在學校適應的看法比教師樂觀許多，家長在訪談

 中也反應對學校完全的不了解。不僅要保持溝通，還要互相配合達成共識。

 6．注重特教團隊的精裨

 特教團隊要針對學生的問題互相討論、溝通、分析與解決問題，以達成共

 識。

 7．建立義工制度

 由於老師們反應自閉症學生比較適合個別指導，因此建議安排普通班同學

 或家長義工來協助他們。

 視學生的能力作專業訓練，培養學生專業技能，獲得學習的成就，有助於

 他職場工作適應。

 9．可到自閉症協會實習及庇護性就業

 對於能力較無法到競爭性或支持性職場的學生，除了安排校內實習外，也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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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善用同擠力量

 安排一組包容力好的同擠輪流來協助他、提醒他。

 11．配合情境教學

 真實情境的實際教學有助於自閉症學生學習，避免用過於抽象的概念。

 12．發展學生優勢能力

 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有較突出表現的佔大多數，應發揮這些他們獨特

 的潛能。本研究發現他們在記憶、空間、音樂、繪畫、計算、電腦以及認路、

 投籃、游泳有突出表現，學校可以規劃相關的課程與活動讓他們有表現的機

 會並獲致成就感，在為他選擇工作時也可以朝這些能力去思考可能的工作機

 會。

 13．增加特教班導師任教該班的時數

 部分導師因任教該班時數很少，因此對於學生狀況並不了解。增加導師

 任教該班時數，讓導師比較有時間去了解、掌控與解決問題。

 (三)對實習職場的建議

 一、簡化自閉症學生工作內容:設計符合他的能力的工作內容。

 二、提供必要的監督與提醒:若無此人力，可運用輔具，像計時器、檢核表或其

 他他所需的輔具來達到他自我監督及提醒的效果。

 三、擬定個別的目標:與教師溝通，共同擬定符合其能力的工作目標，並不斷的

 檢討與修正。

 (四)對家長的建議

 1．多製造練習所學的機會

 配合學校課程，讓他在家多練習，尤其是操作的部分。因為自閉症學生需

 要個別教學及不斷的提醒，家長在家應多提供練習的機會與必要的協助，配合

 學校的教學目標，以增進其學習效果。

 2．協助尋找就業機會

 配合學校課程，尋找社區中適合他實習與就業的機會，儘可能整合學校、

 社區與企業的資源。

 (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本研究的結果中，教師與家長的看法有一些差異，而其中真正的原因，有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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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研究繼續深入探討。

 2．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而對於增進學校適應

 的因應方式、介入策略與支持系統實際如何運作，只以少部分教師與家長的訪

 談建議作為輔助，未來研究可冉作深入探討。

 3．本研究對象並不包括已經休學或轉學的自閉症學生，因此有待其他研究對這些

 學校適應不佳但已經離開高職特教班的學生作追蹤與探討。

 4．因目前校外實習的學生只是少數，待未來更多的學生進入校外的職場後，必定

 有更多有關職場實習與適應的問題有待探究。

 土追蹤北市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未來就業情形，與本研究做比對，探尋職業適

 應與學校適應之相關，並作為檢討高職特教班之課程規劃f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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