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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課綱革新特殊教育學校推動校內課程改變之作為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林燕玲】 

  回顧臺灣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發展脈絡，從早期按照障礙類別與安置環境分別研定，至 100 年特

殊教育課程大綱不再以障礙類別設計課程，而以接軌不同教育階段普通教育課程去呈現課程大綱。

此次十二年國教課綱將特殊教育學生所需課程納入總綱，再輔以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與相關領綱

之設計，更重視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普通教育課程的機會與可及性。 

  學校能否因應新課綱政策順利推動校內課程改革，同性質學校的實施經驗可做為借鏡。目前我

國共設立 28 所特殊教育學校安置身心障礙學生，雖然特殊教育學校實屬較為隔離之教育情境，但特

殊教育學校仍應努力促成身心障礙學生之課程融合，提高學生接近普通教育課程之機會；此外，特

殊教育學校往往跨多個教育階段設立班級，課程規劃較一般學校複雜。故本研究主要關注一所設立

有國小部、國中部以及高職部的特教學校，參與該校因應課程大綱而重新展開課程規劃的歷程。以

下從本研究結論提出幾項重點，可提供其他特殊教育學校推動新課綱時作為參考： 

一、學校行政與跨教育階段教師開放對話，讓學校課程計畫更臻完善 

  該校實踐課綱之歷程，從一開始時對新政策的懷疑到調整思維開始行動；其後藉由發揮行政影

響力與各項會議之功能即時解決問題；並再經澄清疑慮後重新整隊進行實際之課程運作；而達致走

出希望逐漸聚焦課程內涵等四個顯著的變化階段。學校走過等待、磨合期，透過落實現有領域教學

研究會、成立不同學習社群、辦理全校性的課綱宣導研習，以及規劃同教育階段中不同年級、不同

班群教師的對話時間等方式，讓行政與教學端彼此對話較為順暢。其後逐步讓國小部、國中部以及

高職部教師合作，進行「跨階段」課程之連結。學校開放討論學校課程計畫，邀請教師廣泛參與及

對話，更能設計出與該校學生能力程度相符的特色課程與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二、強化教師社群發展與持續增能，學校將產生動能自發推動課程革新 

  本研究參與社群之教師自陳心境之轉變，從聽令行事到應用試行契機進行課程管理；從不解抱

怨到看見學生的轉變而願意配合試行；以及從被動參與試行到主動討論課程的一系列專業成長。該

校教師以共讀課綱為始，教師社群及校內不同班群教師間互學，再進到解決學校問題的思考，成為

學校因應課程革新的助力與動能。此結果說明了特殊教育學校從認識、理解及實踐新課綱的歷程裡，

能否啟動來自學校內部自發的動能，是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三、系統執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與連結學校法定會議，確保特教課程彈性 

  特殊教育學校屬較為隔離的教育安置情境，在課程融合需要更多配套。該校依照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審議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並進一步對學校課程計畫進行必要的微調，例如調整部定一般科

目之領域/科目、課程內容或在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增加更多節數等，以因應當年度入學學生之能力現

況與學習需求。研究顯示特殊教育學校在發展學校課程時，系統地執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等各項學校既有的法定會議，注重課程與學生個別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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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計畫之結合，進行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與學習評量等調整，確保特殊教育課程彈性，

亦增加特殊教育學校學生接受普通教育課程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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