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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l education, although derived from Europe, in North America has been rapi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 the world’s leading 
posi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legal system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
ous special education polic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
cial education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w, the resettlement of edu-
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E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the operation of funds, reflect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pe-
ci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of special education policies. 

 
Keywords 
America,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Law, Inclusive  
Education 

 
 

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启示：从法律及运作状况

探讨 

董志文1*，黄栋祥2，李嵩义1 
1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2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澳门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201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2016
http://www.hanspub.org


董志文 等 
 

 

DOI: 10.12677/ces.2018.62016 97 创新教育研究 
 

收稿日期：2018年3月28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17日 
 

 
 

摘  要 

特殊教育虽然源于欧洲，但在北美地区却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其特殊教育发展一直处于世界

上的领先地位。从建立特殊教育法制、到落实各项特殊教育政策，美国已成为亚洲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特

殊教育发展之典范。本论文将会从法律的建立、教育安置、IEP之推行、融合教育的实施、师资培训、

经费运作等状况，剖析美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并反思我国目前的特殊教育发展之状况，提出特殊教育政

策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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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教育除了是追求教育效率外，同时亦需要追求社会的公平、公义的核心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多个先进国家均提倡“公义”、“平等”等核心社会价值概念，而为了追求公

平的核心价值亦影响了各国教育政策与相关法律的制订，教育政策慢慢开始偏移面向弱势群体，包括对

残疾人士提出“教育无上限”、“有特殊教育需要”、“零拒绝”、“个别化学习”等教育理念[1]。各

国及其他地区在此背景下为了满足教育公平而对弱势的身心障碍人士制订一系列的特殊教育法律与政

策，推动了隔离的特殊教育以至融合教育的发展。1994 年 6 月 7 日至 1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市召开“世界特殊教育大会” (World Conference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会上由

88 个国家政府、25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一份有关特殊教育之宣言文件，史称“萨拉曼卡宣言” (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萨拉曼卡宣言”除了强调需

要从教育公平的核心社会价值去考虑残疾人士、特殊学习需求者之教育权利外，当中还强调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的理念[2]。在这样影响下，一些亚洲地区(如台湾、香港等地区)，开始以“正常化原

则”(normalization)的理念为特殊学生制订教育政策，使传统的隔离教育(segregation education)慢慢朝融合

教育发展[3]。 
近二十年，澳门特殊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其特殊教育法律、政策之推行，深深受台湾特殊教育发展

之经验所影响。而中国台湾特殊教育的发展，亦受美国特殊教育各种法律、政策之推动所影响着。因此

本文将会从法律的建立、以至各种特殊教育政策推行等运作状况，剖析美国特殊教育之发展，并结合目

前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状况进行思考，以期带出参考之建议。 

2. 美国特殊教育法律的推行 

关于美国在特殊教育法律的推行状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千年后，主要有两个时期，以下分别

就这两个时期进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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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在 1970 年代之前，根据以往的案例，美国各州的法院均会支持各州的教育行政机关及公立学校不允

许身心障碍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然而受到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社会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教育机会均等运动(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movement)的影响，美国各类身心障碍儿童的

家长所组成的各种组织，在其国内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支持下，采取了包括司法诉讼及国会议员游说的

政治行动，最终美国国会于 1975 年通过了“全体身心障碍儿童教育法案” (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
dicapped Children Act of 1975; EAHCA，简称“94-142 公法”)；而随着国民不断提倡“公义”、“平等”

等核心的社会价值，美国亦于 1986 年先后通过了“身心障碍儿童保护法案” (The Handicapped Children’s 
Protection Act of 1986, HCPA，简称“99-372 公法”)、“身心障碍婴儿与幼儿法案” (The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86，简称“99-457 公法”) [4]。 

其中，“94-142 公法”是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公法令以往一向拒绝三至二十一

岁的身心障碍学生入读公立学校的制度被废除，使这些儿童、青少年均获得免费而适当的公立教育(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简称 FAPE)，其重要理念是：“零拒绝”、“免费合适教育”、“评量非歧

视”、“最少限制环境”、“家长及学生参与”以及为每个学生拟定“个别化教育计划” (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简称 IEP) [5]。“99-372 公法”则强调，身心障碍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若依“94-142
公法”提起司法诉讼行动并胜诉，则法院有自由裁决的权利，判决败诉的一方须赔偿家长一笔合理的律

师费[4]。另外“99-457 公法”对美国特殊教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深远，因为该法案除了加强保障有身心障

碍的儿童外，还首次提及对有身心障碍的婴幼儿的发展提出保障性的政策，包括对全美零到三岁之间有

身心障碍的婴幼儿提供早期介入服务，以及为有身心障碍的学龄前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支持服务[6]。 

2.2. 第二时期：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后 

1990 年，“94-142 公法”跟进修改，修改后更名为“障碍者教育法”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亦称“101-476 公法”) [4]。这个 IDEA 法案其中一点就是提出转衔服务(transition 
services)的概念，要求协助身心障碍学生从学校转衔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它活动中，须提供有效的转衔协

助机制，也要求对学前身心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跨领域、跨单位合作，以提供为家庭取向的综合支持

服务[7]。之后 IDEA 法案还经过修正，分别于 1997 年修正为“105-17 公法”：“障碍者教育法修正案”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7; IDEA’97)及 2004 年修正为“118-446
公法”：“障碍者教育法修正案”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2004; 
IDEA’04) [8]。 

修订的 IDEA 法案除了强调包括：自闭症、视觉障碍、听觉障碍、智能不足、肢体伤残、情绪障碍、

语言障碍、学习障碍、多重障碍、创伤性脑损伤及其他身体伤残等各类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受法律保

障外，法案还规定各州需为零至三岁婴幼儿提供如职业治疗、物理治疗、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及其他医

疗服务，并需为三至二十一岁的特殊教育儿童、青少年提供完整评估及特殊教育[9]。IDEA 法案规定特

殊教育应遵循六个原则：“无排斥原则”、“无歧视评估原则”、“适当教育原则”、“最少限制环境

原则”、“合法诉讼程序原则”、“家长与学生参与原则” ；其中“无排斥原则”、“适当教育原则”、

“最少限制环境原则”与融合教育密切相关；“无排斥原则”是指学校应保障身心障碍学生与普通学生

一样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禁止将身心障碍学生排斥于公立教育外；“适当教育原则”是指学校需为每

个三至二十一岁的特殊学生提供合适的个别化教育及相应的 IEP，亦需为零至二岁的障碍婴幼儿制定“个

别化家庭服务计划”及相关服务；“最少限制环境原则”又叫“全纳原则”，即要求学校尽可能将特殊

学生与其他普通学生合班进行教育，只有当为学生提供各种协助及服务不能满足其需求时，学校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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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分离教育并尽量将分离教育降低到最少程度[10]。 
另外，美国于 2001 年以重视弱势学生的教育公平订立“不让任何孩子掉队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简称 NCLB) [11]，该法案详细订立关于教学法、教师在特殊教育的装备、学生的评

估等各指引，以保障贫穷学生、特殊学生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12]。2015 年，在 NCLB 法案的基础下，

为了对弱势、贫穷、身心障碍学生提供更好支持，联邦政府订立“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 ESSA 法案继承了 NCLB 法案要求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精神，同时也做出法案修

正，目的是使贫穷、弱势及特殊学生得到更公平的教育，得到更多的资源；法案修正包括：要求学校能

更多致力于辅导学习能力较差、较弱势的学生，教育资金倾向于更弱势的学区与学校，这包括贫穷的学

区与学校，各州尽可能让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得到必要帮助[13] [14]。 
因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直到现在，美国均因应其国家发展状况而为特殊教育建立、修订一系

列的法律，为该国特殊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推动基础。 

3. 美国特殊教育的推行 

以下会从教育安置、IEP 之推行、融合教育之实施、师资培训、经费运作等状况来陈述美国特殊教

育的运作： 

3.1. 教育安置 

美国初期的特殊教育安置，有提出连续性不同的安置体系的主张，亦有提出完全融合体系的意见[15]。
受 IDEA 法案影响，过往美国会根据融合教育理念的最少限制环境来安置身心障碍学生[10]，安置模式包括： 

1) 普通班级：以融合方式让特殊学生在普通班里接受教育。 
2) 资源教室：特殊学生在普通班级外需接受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时间在教学日的 21%至 60%间。 
3) 分离班级：特殊学生在普通班级外需接受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时间在教学日的 61%以上。 
4) 分离学校：特殊学生主要在分离出来的特殊学校接受教育和相关服务。 
5) 看护机构：特殊学生主要在分离出来的看护机构接受教育和相关服务。 
6) 居家/医院：特殊学生主要在家里或医院接受教育及服务。 
由于美国所定出的融合教育政策与理念，确实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最少限制环境的教育环境，这政

策的影响，过往二十年内，普通班级安置特殊学生的数目从 20%左右提高到近 50%；不过，过往上升的

障碍类别主要以语言障碍、特殊学习困难、肢体障碍及其他健康受损的学生，智力落后和重度感官障碍

还是比较集中在资源教室和分离班级的安置形式，而美国相关研究亦表明：普通班级安置对轻度学习能

力缺陷的学生有较好成效，然而对智力及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研究并没有一致支持普通班安置的融合

教育[16]。虽然最近有更多较重度的孩子安置在普通教育环境中，但也有其他问题。据 2014 年美国公布

数据显示：2012 年安置在普通学校的 6 至 21 岁的障碍学生达 94.8%，但只有 61.52%学生在普通课室学

习时间超过 80%，其他学生则有大量的时间在外接受特教的专业支持服务；相关研究亦发现部分特殊儿

童家长对孩子在资源教室接受服务感到满意，当家长注重孩子学业时，会较支持多元安置模式，而注意

孩子社会性发展的家长则较会倾向完全的融合教育[15]。  
近年美国的融合教育主要从安置角度出发，将过往把身心障碍学生只安置在融合教育环境中的狭义理

念，扩展到将学生安置到符合其身心发展需要的教育环境的广义理念，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使目前所提

出的融合并不仅仅在安置上，而是更多关注在学生受教育的内容以及为他们所提供支持服务的质量[17]。 

3.2. IEP 之推行 

在家长参与方面，当儿童被评估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后，美国的学校会请教师、家长及各个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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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IEP 会议，并确保每位身心障碍儿童的家长均有机会参与其子女的 IEP 之制订，学校会提早通知家

长召开有关会议的内容并一起商讨会议时间及地点，若果 IEP 有关的内容有任何修订或更改，学校须得

家长同意。另外 IDEA 对 IEP 小组成员有明确规定，包括：至少一位特殊教育教师、一位普通教师、一

位须有资格提供或监察特殊教育进行、且须熟悉教育课程和学校现有的资源之教育机构代表、一位能评

估检视 IEP 成效的人员、甚至可包括学生本身[12]。 
目前，美国 IDEA 法案明确规定 IEP 必须有的内容包括：学生现时学业成就和功能性表现；学生整

个学年的目标，当中包括学习内容的功能性目标；订出如何评鉴学生的学习进度；订出何时会为家长提

供定期进度报告；为学生提供有研究理据的特殊教育服务及支持协助；若学生在某些状况不能与普通学

生一同参加活动，需提出解释； IEP 需提出特殊学生不能参与普通学生某些学习内容评核的原因，需提

出替代性评核调整方法；倘若学生是 16 岁或以上， IEP 则需提出关于中学完成以后出路的可计算目标，

并需根据学生的年纪提供过渡性评核及转衔服务；另外， IDEA 明确指出恰当的教育(appropriate educa-
tion)应在“最少限制环境”实行，学校的教育须让特殊学生在最大程度上与普通学生一起受教育，不论

公立或私立学校亦然，只有在普通的教育环境所提供的辅助与支持未能达至满意下，才采取特别班或分

离班的教育[9]。 

3.3. 融合教育之实施 

在融合教育的实施上，现时美国的融合教育具有“全员参与接纳”、“安置形式多样化”、“干预

策略灵活”、“支持措施完备”的特点；在参与接纳上，日常教导身心障碍学生过程中，普通学校在行

政的会议里会强调所有学生应遵从公平、平等的理念，并须尊重文化之间差异；教师及学校行政会使用

具有礼貌性、非标签的说话方式等融合性语言来了解他们；教师会仔细观察，以了解障碍学生是如何理

解周围环境并与其互动；同时学校在融合课堂中常采用协同教学，亦将社区与障碍学生及其家庭紧密地

结合，使障碍孩子及其家庭成员均有充分权利参与国家活动；在安置上，随着融合教育的发展，现时美

国很多重度、和多重障碍学生也从特殊教育班级、特殊学校转移到普通教育的环境中，并出现家庭–学

校安置、年龄–年级适合安置、普通班等的特殊教育支持[18]。 
对很多障碍孩子进入普通班级所面对的困难，美国给予灵活干预策略作介入。例如面对社交、学

习困难的孩子，学校会同时针对社交及学业进行介入干预；在社交上，会通过技能训练、注重自我约

束、延迟强化意识，以提升其学业前的态度；另外利用同学间的沟通、多种方式之交流、视觉和听觉

的相互弥补、关键技能训练等干预手段提升孩子的学业基础，以此反过来促进社交技巧[18]。在支持上，

融合班级就读的残障孩子，学校会根据其 IEP 安排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助教、语言治疗师、职业

治疗师、运动治疗师等专业团队成员提供辅助或治疗，或抽离该障碍孩子到专用的资源教室中、学习

跟不上班级进度的科目[19]；另外，美国对融合取向的课程进行深入探索，实施了调整课程及通用课程

的理念，为障碍孩子入读普通班级提供合适的课程；调整课程关注课程本身的缺陷，其做法是调整主

流课程以让其适合大多数学生；而通用课程，或全方位课程，其产生背景让特殊儿童尽量接受正常化

的教育，强调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20]。针对学前的融合教育方面，美国以早期教育内容标准和责任

制为课程基础，以主题式的课程内容为教学活动，涵盖语言与读写、数学、科学、社会性与情感发展、

音乐与艺术等五个核心领域，并根据学前儿童的学习特点设计弹性化课程，除采取通用设计原理外，

还实施差异教学、个别化教学的策略，形成家庭、普通儿童及家长、社区等社会支持网络共同为有特

殊需要的学前儿童提升教育效果[21]。因此可以发现，美国目前所实施的融合教育，在全员参与接纳的

基础下，通过一系列的跨专业团队治疗训练、调整课程、抽离等各类支持方式，以为障碍孩子提供全

面的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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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师资培训 

在美国，要成为一名合资格的特殊教育教师。其任职条件比普通教师更严格，一般得到了教师证的

教师后，要再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成为合资格的特殊教育教师[20]。另外，也有专门的大学提供特殊教

育学位的师资培训，而且特殊教育教师也有自己的组织，包括：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美国聋教育委员

会等多个与特殊教育有关的组织，有关组织会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对特殊教育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提出了

一些新的标准[22]。例如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订立包括：基本原则、学习者的发展与特征、个别学习差异、

教学策略、学习环境和社会互动、语言、教育计划、评量、专业和道德实践、合作等十个特教专业知能

标准；故此，通过许多特殊教育组织订定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加强了美国特殊教育教师的绩效责

任之概念[23]。其中，近几年美国普遍已在大学有关师范课程中加入培养职前特殊教育教师合作能力的课

程，目的是与特殊儿童家庭开展有效合作，以使特殊儿童发展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学业成就[24]。 

3.5. 经费运作 

经过法律历次修订，美国对特殊教育经费投入逐渐增加，2005 年联邦教育部向各州共资助 111 亿美

元作为障碍儿童教育项目的经费，比 2001 年增加 47 亿美元，比 2004 年增加 10 亿美元，另还追加 4.67
亿美元资助残疾婴儿及其家庭[25]。2012 年 2 月 13 日，美国奥巴马政府颁布了 2013 年财政预算，新预

算案中，教育经费约占 690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长了 2.5%，即 17 亿美元；这笔经费当中有 127 亿美元

用于特殊教育，目的是改善对障碍儿童的教育和早期干预的机构，以追求教育公平之理念；2013 年 4 月

10 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 2014 年财政预算，教育依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2014 年教育经费占了 712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加了 4.5%，即 31 亿美元；其中 4.63 亿美元专门用于从出生到 2 岁的残疾孩子的早

期干预和他们的家庭，3.73 亿美元专门用于 3 至 5 岁的残疾孩子，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26]。 
而经过多次法律的修订，特殊教育经费的对象，从过往只为 3 至 18 岁障碍孩子提供资助，到现在已

资助出生到 21 岁，其资助亦包括：学习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聋盲双重、智能障碍、多重障碍、

语言障碍、外伤性脑伤、重度情绪障碍、肢体障碍、自闭症、其他健康障碍与发育迟缓等 13 种类别；另

外，美国对特殊教育经费有严格的监督，只有州政府执行特殊教育相关法规，联邦政府才给予财政资助，

资助内容主要包括评估、订立 IEP、为障碍孩子提供实际服务、支持性服务等[25]。 

4. 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启示 

根据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轨迹，可发现我国的特殊教育仍存有不足，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4.1. 启示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2016
年)的推动，我国特殊教育取得很大的进展，特殊教育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2017 年初，国务院通过了修

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令人对我国日后特殊教育的发展充满期待。然而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还停

留于残疾人教育的阶段，对学习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等特殊教育类别来说，与美国相比明显

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整体来说，现时我国的障碍孩子接受教育、义务教育的机会仍然不足，特教职业

欠吸引，特教资源布局不合理，国家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等问题，仍然是我国目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死角”。

以近二十年经费投入来说，美国除了各州投入的特殊教育经费，联邦政府拨给各州的特殊教育资助从 1977
年不足 2.5 亿美元增至 2000 年的 50 亿美元、到 2006 年的 120 亿美元；而我国的特殊教育学校财政性教

育经费只占整个教育财政投入的 0.46%，比例较低[27]。2010 年，我国 0 至 14 岁残疾人口为 387 万人，

当中只有 44 万人在校接受教育，而美国在 1999/2000 学年，接受特殊教育人数已达 615 万人；直至 2015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8.62016


董志文 等 
 

 

DOI: 10.12677/ces.2018.62016 102 创新教育研究 
 

年止，我国的特殊学校仍集中在东部城市，乡村偏远地区特殊学校占比不足 6%；而且目前在我国从事特

殊教育的教师薪酬水平待遇较低，国家至今没有像美国一样制定出特殊教育教师的编制标准，导致普通

教师很少愿意从事障碍孩子随班就读的教学[28]。 
而我国澳门地区，于 1996 年颁布了“第 33/96/M 号法令：《特殊教育制度》”，相关法律条文开始

有系统地指出了特殊教育之运作方向[29]，2006 年，澳门政府颁布了“第 9/2006 号法律：《非高等教育

制度纲要法》”，澳门全面以融合教育作为特殊教育的主要发展模式[30]，其特殊教育正迈向另一阶段。

然而近期有资料显示，澳门的特殊教育面临不少问题。有研究显示，虽然澳门自 2006 年全面推行融合教

育，但亦有很多学校仍未参与澳门政府的《融合教育资助计划》，使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同时亦引

伸到教育公平的问题[31] [32]，这与主张教育公平的美国来说，我国澳门地区在融合教育发展上还存在不

少问题。而且，虽然澳门政府从 2006 年伊始资助 100 万元起，到 2015 年资助渐近 4000 万[33]，有关资

助的金额可看到澳门政府对融合教育实施的决心，然而 2015 年发生轰动整个澳门地区的“融合教育资助

风波”，也使外界对澳门政府就私立普通学校提供融合教育资助之监管提出质疑。此外，澳门的特殊教

育教师薪酬普遍比一般教师低，比普通教师较大的挫败感更使相关教师常常流失[34]。再者，“第 33/96/M
号法令：《特殊教育制度》”已历时二十年，有关条文已不能满足现时澳门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即使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于 2015 年 3 月至 4 月间进行了修订《特殊教育制度》的咨询，然而咨询期过后到现在，

相关法规修订亦未有定案；修订法律进度缓慢；而特教治疗人员的缺乏、欠缺本地化特教学位的师资培

训模式、融合教育宣导不足、普通学校管理层及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仍待提升等[2]，均令澳门障碍孩子

得不到全面的特教支持，使澳门以融合教育为主要方向的特殊教育发展受到影响。 
回看美国，现时它是特殊教育发展中最早的一个国家，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达的国家，其国

家着重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身心障碍儿童的利益[17]。因此为了使特殊教育有很好的推行，美国从上世纪七

十年代就开始制订与特殊教育有关的法律条文。并且，在法律基础上推行一系列政策，以推动特殊教育

的发展。这包括 1975 年所立的“94-142 公法”、1986 年所立的“99-372 公法”和“99-457 公法”、以

及九十年代至二千年所订立及多次修订的 IDEA法案、2001年所订的NCLB法案以及 2015年所订的ESSA
法案。种种以上的法律、法规均尽可能对自出生起的身心障碍人士提供全面保障的教育、早期疗育、生

涯规划以至经济保障。其中，IDEA 法案所提及的“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就强调了对婴幼儿提供早期疗

育的保护制度，IEP 亦为身心障碍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方案，而“无排斥原则”、“适当教育原则”、

“最少限制环境原则”更可说为融合教育提供重要的实施准则，为有身心障碍学生回归到主流学校接受

教育提供指引。另外，2015 年所实施的 ESSA 法案更是将教育资源倾向针对贫穷、弱势的特殊学生，为

儿童身心发展提供更为保障性、前瞻性的预防性介入，这个 ESSA 法案连同 1965 年开始实施直到现今仍

推行的“Head Start” (开端计划) [35]，充份体现了美国政府重视后天社会的生态环境教育对儿童早期发

展的影响，而这一点，仍是我国仍须改进的地方。此外，由法律落实到全面广义的融合教育支持、各特

殊教育组织所规范的特教专业知能标准、针对性的师资培训及专业认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及监管制度，

均值得我们学习。 

4.2. 建议 

综合上述可知，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4.2.1. 完善特殊教育法律，并推行相关政策 
我国方面，可以借着国务院早前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针对教育公平、融合教育之推行等

制订相关的“子法律”，以确实保障对所有障碍孩子义务教育之权利，及为未来国家推动融合教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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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的保障。推行上，建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需统合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政府部门，按法律规定为

被发现有残疾、身心障碍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支持服务；对能力较佳、适合于普通学校、普通班

就读的障碍孩子，政府可通过法律、分派学额机制方式规定具能力之普通学校将有关孩子收取；而能力

较差的障碍孩子，则建议由政府根据孩子的需要而合理配置到特殊学校；政府亦需要求有关学校按法律

规定，为有关身心障碍孩子提供有需要的各类康复治疗与训练。 
我国澳门地区方面，澳门政府在修法内容上，需参看近期当地各个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相关持份者

之意见，同时也须参考本澳近期的特殊教育研究，制订更合适澳门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教育法律；在修

法内容上，因应澳门目前融合教育学额不足的情况，宜针对有关学额进行融合教育之立法工作，并须制

订有关立法时间表，使澳门达到真正“零拒绝”，做到真正教育公平。同时政府须加快完成修订《特殊

教育制度》的初稿文本，并尽快向澳门立法会提交有关文件以进行修法程序，使本澳特殊教育相关法规

能真正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4.2.2. 加大资金投入，改善教师待遇，完善资助监管机制 
我国方面，配合第二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及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所提

倡加大特殊教育资源的投入。建议政府确实提升特殊教育经费在总教育开支中的比率，以让更多残疾、

身心障碍孩子受惠。同时除了继续为特殊学校投入经费外，也可参考美国，加大对融合教育之经费补助。

建议对按政府要求实行融合教育的学校，政府可按学校所收取障碍学生的数目提供相应的额外经费资助，

有关经费资助可按比例作为前线教师、及相应的教学人员之补助工资，这样可有望改善相关教师之工资

待遇，亦可推动更多学校参与融合教育。 
我国澳门地区方面，除了继续为实行融合教育之私立学校提供《融合教育资助计划》外，更须完善

有关资助监管的机制。除严格规定学校须按修订后的《融合教育资助运用指引》使用资助外，澳门审计

署亦需定期监督各学校对有关资助款项的用法，以使政府拨给之经费能合理运用。 

4.2.3. 完善人资培训 
我国方面，随着第二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提出重视融合教育的发展，国家宜加

紧推进融合教育。由于融合教育的推行，学校实需要建立良好的接纳气氛，同时，身心障碍孩子进入普

通班后，相关教师需要为障碍孩子提供一系列的学习支持。因此，要落实融合教育在全国的推行，首要

是提升相关学校行政、教师的特教专业知能。建议政府与高校合作，为普通学校进行一系列的特教专业

知能在职培训，从融合教育理念、课程、教学、评核、康复治疗、在校宣导等融合教育推行模式，均要

让普通学校行政及教师掌握有关专业知能，以使教师能为回归主流的障碍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同时，

除了继续鼓励各高等院校开办特殊教育学士课程外，国家需顺应国际社会在特殊教育发展的步伐，深化

推动康复治疗的专业，可参考美国、以至中国台湾地区等，将康复治疗细分为更专业的职业治疗、物理

治疗、语言治疗、音乐治疗等专业分支，以使将来相关高等院校能培养更为专业的领域人材。 
我国澳门地区方面，需改变现有只着重职后的培训模式。建议澳门政府将目前开办的在职培训只作

为“过渡”的师资培训政策，鼓励澳门的高等院校在原先已开办的普通师范学位上，加强融合教育的培

训。例如，可推动澳门现时具有教育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按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不同教

育阶段，在有关教育阶段的学位上设置与特殊教育有关的科目；同时，院校可要求有关师范学生在学间

须通过融合教育的教学实习，这样可使将来从澳门毕业的师范学生具有基础的特教专业知能与经验。此

外，澳门政府需规划澳门大专院校开办特殊教育师范学士学位，因为只有开办本地化的特教学士学位，

才可培养更专业的特教师资，以解决特殊教育的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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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提供全面特殊教育支持体系 
我国方面，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除了加大特殊教育经费的补助、建立完善经费

运用的监管制度外，还需要对身心障碍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全面的支持体系，落实支持体系的支持。在支

持体系的建设上，除了需全面向身心障碍孩子提供各类学校费用的减免外，还需向他们在校间提供全面

的学习、社交的支持。例如，可参考美国目前对障碍孩子支持的形式，因应孩子在不同年龄、不同学习

阶段提供各类专业治疗、心理辅导的支持，同时针对实施融合教育的普通学校，政府宜制订学校指引，

使学校能针对不同障碍类别、不同障碍程度、不同特点之学生进行教学、课程、评核的学习调整，以使

有关孩子得到全面的学习支持。 
我国澳门地区方面，首要是提高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了解与支持气氛，建议澳门政府

宜深化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社会宣导工作，除多办讲座外，可考虑通过其他比赛、嘉年华式的活动以

进行有关的宣导。考虑目前治疗人员数目在澳门仍然不足，除了考虑聘请外地专业人材外，亦建议地区

政府参考美国的“Head Start”、 中国台湾地区及香港地区的做法，将目前“直接服务”的治疗模式深

化为“间接服务”的模式，在有治疗师系统的协助下，让更多教师、家长参与治疗训练的工作，以解决

目前治疗人员的不足，同时可使更多障碍孩子能有接受各类康复训练的机会。此外，政府宜修订融合教

育的教学、课程、评核的指引，以使更多学校了解融合教育的学科学习之弹性调整方法，为障碍孩子学

习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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