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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對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的挑戰與因應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林燕玲】 

 

壹、前言 

    面對資訊科技的迅速變遷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教師如何發揮教

育科技的價值，是目前世界各國教師教學與師資培育面臨的挑戰。學

校應創造更公平的環境給特殊教育需求者，對於部分特殊教育孩童，

例如讀寫困難及自閉症障礙類型，科技能夠提供另一種管道使其向外

界溝通與學習，使特殊需求者能擁有最適合的科技輔助（駐英國代表

處教育組，2019a），故特殊教育教師應具備更多元的專業能力，不單

僅具備專業教學知識、學科領域內容知識，更當具備應用科技知識，

俾利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然 Demirok與 Baglama（2018）針

對特殊教育教師進行科技能力調查時，發現特殊教育教師尚須在職前

教育中加強科技知識或進行科技能力融入課程的能力培養。本文整理

目前科技應用於特殊教育教師教學的挑戰，以及各國主要的因應作為，

希望提供我國特殊教育教師、行政機關及師資培育機構等相關單位參

考。 

貳、特殊教育教師應用教育科技教學的挑戰 

一、教師使用科技的知能未能接上科技革新的速度 

 過去幾十年來，新的科技讓課程數位化，且能依據不同的學習類

型做調整，有愈來愈多的軟體讓身心障礙學生也能使用符合他們需求

的課程。在美國，北科羅利納州虛擬公立學校即提供該州內許多學校

輔助課程，並為特殊教育學生發展了系列課程。即使這類課程的選擇

尚未完善到能讓所有的特殊教育學生使用，虛擬程式系統似乎已逐漸

成為填補特殊教育服務中，經濟效益缺口的一個重要項目（駐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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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教育組，2015）。在密蘇里州Moberly學區，則公開正式採用

由 RoboKind 機器人製造公司專門為自閉症學童設計的智慧型機器

人 Milo，主要用於學前至小學二年級的特殊教育課程。整個產品包含

了機器人、相關的課程和專業技能，有如特殊教育教師，幫助自閉症

兒童學習如何調整及適當的表達情緒，並在社交場合表現更適當的行

為（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 

 科技進步帶來更多個人化的設計與關懷，專為特殊教育學生設計

的教育科技也日益進展。惟根據美國教育週報研究中心 2016 年度一

份教育科技報告，結果顯示教師們在調整教學以適新科技方面仍面臨

系統性挑戰，24%參與調查者表示即使未必成功也願意嘗試新科技，

而另有 47%表示他們喜歡使用尚未普及的最新數位工具。以上調查結

果呼應先前的研究發現，儘管科技湧入校園，多數教師仍主要將數位

工具用於輔助傳統教學，而非運用於較創新的探究式學習（駐舊金山

辦事處教育組，2016a）。  

二、忽略應用科技仍須配搭適切教學方法的重要 

 如何促進現場教師使用科技與支持現場教學是常被提出的重大

問題。不只是臺灣，美國也面臨著相同困境。資訊科技帶出另一種教

學風險。當人工智慧開始接手以前人類的工作，是否會改變教授的角

色？科技與教師之間的平衡為何？如果教育更加依賴人工智慧以及

自動化回覆，會不會反被科技主導，而淪於公式化教學？機械學習需

要大量的學生資料，也衍生出隱私與道德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有批

判者擔心，科技會減少有效教學與學習的相關討論（駐波士頓辦事處

教育組，2108）。在美國，有些專家認為融合網路教學與身心障礙學

生的特殊教育會有風險。特殊教育各州領導國家協會中，維吉尼亞州

代表 East質疑網路特殊教育教師的訓練品質，「這些特殊教育老師是

否擁有足夠的能力，教導和一般學生不同的身心障礙學生？」（駐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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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5）。 

 在英國，許多學校對於科技「惶恐不安」的情況，並極力消除教

師對於未來的自動化將取代他們工作的疑慮。教育部長 Hinds強調在

教室教學現場的研究中，非常清楚地證明「直接教學是最重要的」（駐

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再者，科技雖帶來適性調整契機，將適

應性教材用於課程銜接處，從學生程度來選擇相對應的內容，例如美

國中央佛羅里達大學以及喬治亞州立大學在使用適應性教學上得到

了顯著正向結果。然而，也有研究顯示適應性教學並沒有影響學生成

績，如果教師只期望科技來解決課堂問題，卻忽視教學方法的問題，

他們所得到成果是有限的，必須要確保教室的主控權仍在老師手中

（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8）。 

參、 各國的主要因應作為 

 在具體作為上，主要包含行政部分「公私協力，充實學校科技環

境」、「積極採用因應特殊教育學生學習而設計的教育科技」、「重視教

師試用科技意見，回饋作為研發能量」；在教師增能部分的「師資培

育課程應加入使用科技於教學或評量的課題」、「在職教師課程強調實

際操作教育科技，教師合作解決實務需求」，分述如下。 

一、公私協力，充實學校科技環境 

 英國教育部鼓勵並邀請科技產業一同發起在各級中小學及大學

的教育改革。攜手與教師培訓機構特許教學學院及英國教育供應商協

會等，發展線上培訓資源套裝產品，並建立線上入口平台，提供學校

免費軟體試用與協助舉辦教育科技產品巡迴說明會（駐英國代表處教

育組，2018）。英國教育部長 Hinds 承諾支持教育科技領域的發展，

政府將帶頭制定屬於英格蘭的教育科技策略，只有整合政府、科技創

新產業、與教育產業並形成教育科技的緊密夥伴關係連結，才能產生

永續的、關鍵的解決方案，最終才能支持和鼓勵今日與未來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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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a）。 

 在美國，大部分的數位課程都專為特殊教育學生設計，而非試圖

將已經存在的課程修改至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駐舊金山辦事處

教育組，2015），顯見教育行政單位的支持對學校應用教育科技有其

支持的力度。目前為學前至十二年級教育市場出版產品的公司開始尋

找潛在機會，為美國的六百四十萬特殊教育學生提供線上服務。堪薩

斯州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Sean 教授強調一項設計符合所有需求的融

合性學習不會有成效，表示「由此開始，為這樣的學生設計學習產品，

需要提供更加個人化的教學指示」（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5）。 

二、積極採用因應特殊教育學生需求設計的教育科技 

 在波蘭，國民教育部與波蘭研究學院手語研究組研究團隊合作辦

理波蘭手語課程「跟我們一起學手語」編寫多媒體教材。教材以視覺

資訊為主，孩子點擊動畫畫面，便可學習手語短句、單詞或溝通方式。

市面上有其餘適用學校的手語學習教材可選，例如學者以多媒體形式

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的課文翻譯為手語，教師上課或學

生自習時皆可使用，這些教材公布於國民教育部網站供各界參考（駐

波蘭代表處教育組，2018）。 

 美國，北科羅利納州立法要求特殊教育學生必須與一般學生學習

相同教材，該州虛擬學校的融合課程的特色即為線上學習融合實體的

課程操作，這部分是特別為特殊教育學生所設計。這些課程使用較簡

單的字彙，並刻意重複性地使用它們。而課程概念則是和一般學生所

學相同，但提供了身心障礙學生，能將文字轉化為語言的工具（駐舊

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5）。而喬治亞理工學院發展了虛擬教學助理；

卡內基美隆大學創造了對話機器人來促進線上討論。很多教授開始使

用適應性教材，根據學生的了解程度來調整課程內容。人工智慧已經

以對話機器人的方式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學校也開始以人工智慧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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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潛力（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18）。此外，密蘇里州與

RoboKind 機器人製造公司合作，在 Moberly 學區公開正式採用智慧

型機器人Milo（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將教育科技範圍從軟

體延伸至可觸摸的實體科技。 

三、重視教師試用科技意見，回饋作為研發能量 

 嚴謹的評估一項新的科技產品在實際教室的運用成效是必要的。

在英國，Tmrw Digital 機構執行長 Vikas 呼籲從政府到學校、政策制

定者、教師與學生，都需考量如何緊密連結配合，這將是決定成敗的

關鍵。此外，教育科技研發過程也需要了解在第一現場真正使用科技

運用在教學的教師想法，參考他們最真實的建議和回饋（駐英國代表

處教育組，2018）。例如，英國教育供應商協會提出的 LendED方案，

在全國各級學校中提供免費的展示及試用，學校在正式購買前可以嘗

試使用科技產品並給出評價與回饋，也方便學校及老師在購買前可以

查詢真實的應用案例及產品使用技巧和評價（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9a）。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經過早期的實驗嘗試適應性教學後，

發現訓練教師有關主動學習的策略，增加了適應性教材的影響力。該

大學也重新設計教室來提昇學生合作，也提供新生有關解決問題以及

批判性思考的訓練。專家說，這些科技應該要讓老師們試用，而決定

成效如何（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8）。教師意見在教育科技決

策與選擇上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明確的（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

2016a）。     

四、師資培育課程應加入使用科技於教學或評量的課題 

 在師資培育部分，美國教育部力推教育科技計畫，但整體而言目

前師資培訓仍未能使教師有效的跨領域運用科技。依前述計畫教育科

技並非獨立課程，而是應融入各科目的教學。教育命令指出新進教師

https://f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157&content_no=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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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一開始就具備篩選及使用應用程式與教具的能力（駐舊金山辦事

處教育組，2015）。 

 密西根大學教育學院將課程重新修訂改造，以融入更多科技內容。

該學院將美國國際教育科技學會的五項教師標準納入課程，同時引用

以科技技能與問題解決能力為優先的 21世紀技能聯盟所提出的能力

指標。學生不再以每小時一學分、三週為單位的模式學習教育科技，

而是每學期在教育科技課程中學習理論及透過實務經驗練習所學。相

較於特定教具，課程聚焦於整體的應用，校方並設計了一評量架構協

助教育學院學生找出如何「用學生可了解的方式」使用教育科技（駐

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6b）。 

五、在職教師課程強調實際操作教育科技，教師合作以解決實務需求 

 在有助整合科技與教學的在職訓練方面，教師們認為最需要的是

與其他教師進行創意交流、與同事合作擬定計畫，以及就業培訓與指

導（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6a）。以美國北科羅利納州線上課程

為例，即要求大量實體課堂教育者與虛擬教師合作。與課堂教師一起，

虛擬教師審閱與批改線上學生的作業，提供回饋，以及公布作業，以

讓線上課程設計端知道學生遇到障礙的部分、學生能順利使用的部分，

以及學生會有行為障礙的部分。實體與虛擬線上端的教師一起合作，

改進學生有學習障礙的部分與在行為上無法執行的課程細節，以及累

積學習策略（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5）；又如密蘇里州Moberly

學區要求所有幼稚園至二年級特殊教育教師都要參加智慧型機器人

Milo課程培訓，教師團隊需與該公司進行後續培訓，以確保教師充分

了解及操作 Milo 的科技與課程設計。在整個課程中一邊蒐集資料，

同時並監看學生學習情形，並根據需要改進教學（駐美國代表處教育

組，2019）。 

 在法國，為了因應特殊教育方面的需求，法國政府宣布推動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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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數位平台，於 2019年開學時上線，為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訓課程，

並訂出最低培訓時數，如身心障礙生助理員即必須接受 60 小時的訓

練（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 

 在英國，運用科技使教師進修管道更暢通且彈性，並根據教師需

求客製化，支持教師持續自我發展我們想傳達給學校、企業和技術開

發人員，讓他們意識到科技技術的巨大潛力足以改變我們的學校，使

教師有時間專注於教學，及自身專業發展，最重要的是能夠滿足每個

學生的個別需求（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a）。The Chartered College 

of Teaching組織提供免費的線上課程形式，支持教師及學校領導人進

行專業發展，使其具備知識以駕馭科技產品的使用，目前已有免費課

程上線（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b），支持教師們以最有效的方式

進行工作，提供最好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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