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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小語   

 

        國小是兒童從家庭環境進入到義務教育環境的第一階段；對身心障礙兒童而言，

順利地進入並適應新的學校環境有助其人格、情緒、人際、學業等發展。因此，相關人員

包括學前療育專業人員、學校相關人員以及家長都以合作的團隊方式，為身障兒童提供國

小轉銜服務。本期電子報特地邀請資深特教老師林阿英撰文分享國小轉銜的實務經驗。林

阿英老師現任台中市東區成功國小資源班教師；除了學校工作之外，林老師多次受邀於校

外演講轉銜相關議題，或帶領家長支持團體，轉銜實務經驗相當豐富。在文章中，林阿英

老師將簡單說明何謂轉銜、簡介國小階段的轉銜服務、以及提供建議供家長及專業人員參

考。 

 

 

 

 

主題文章 

身心障礙學生國小階段的轉銜實務分享 

             林阿英 

台中市東區成功國小資源班教師 

台灣特殊教育環境隨著特殊教育法修訂完成，在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對各項法規之擬

訂及民間協會團體的督導下，對特殊兒童的資源服務與相關支持愈臻進步。以身心障礙學

生的轉銜輔導與服務為例，特教法第31條規定:「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

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而根據此法規訂定的『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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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詳細規範了從學前到大學階段的教育銜接，及當學生離開教育階段進入職場，如何跟

勞工、社政或其他相關機關銜接，並藉助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的資訊系統，進行跨階段的轉

銜資料傳送，讓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工作更加完備。 

 

何謂「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輔導及服務」？轉銜為何對身心障礙學生如此重要? 陳芸

英在「轉銜整合計畫許身心障礙者一個未來」提及「所謂的『轉銜』，就像接力賽的『接棒』

動作，紀錄身心障礙者資料的棒子，從幼稚園『交』到國小手中…，棒子一旦沒有接住，

掉了下來，接力賽就會出差錯、落後，甚至失敗」。沒錯，「轉銜」就是身心障礙學生轉換

一個新環境，我們將目前努力的成果傳送到未來接收學生的單位，讓我們對孩子的服務可

以銜接起來，也就是「轉換環境，服務銜接」的意思。由於身障生其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性

很大，無法完全符合一般正常孩子的發展步調，每個孩子有其獨特的進度表，沒有前一個

單位的經驗傳承，未來接手的人可能需要重新摸索良久，為了避免資源浪費，也為了孩子

能夠很快地適應新的環境，受到更多專業人士的追蹤服務與輔導協助，於是法規規定當身

心障礙學生轉換到另一單位時，須為特殊生擬訂「生涯轉銜計畫」，也希望家長能夠一起參

與，為我們的孩子做到無接縫的銜接。 

 

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輔導與服務之所以重要，除了其個別差異較鮮明外，也因其對新

環境的適應能力較弱，如果給予環境調整之協助或適應輔導的支持，可縮短孩子進入新環

境的適應期，減少孩子的挫折，讓孩子的學習可以很快的進入狀況，而這樣的轉銜輔導與

服務，對幼小的孩子越顯得重要。另外若有家長的參與、配合與協助，學校更能有效的掌

握孩子的身心發展與學習狀況，故本文將說明目前國小階段的轉銜輔導與服務項目，以及

學生家長在轉銜活動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可事先準備的工作。 

 

 根據『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

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需擬訂適切之「生涯轉銜計畫」，且要求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個

別化教育計畫」中。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之轉銜，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

應召開「轉銜會議」，並依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學生

所安置之學校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以上乃為法規規定之教育階段的轉銜服務作業，然而目前

國小階段的學校所辦理之轉銜輔導與服務項目則更為豐富務實且多樣化，大概分述如下:(以

筆者服務之學校為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小一新生入學的轉銜輔導: 

1.「小一新生轉銜服務」研習─六月份國小新生登記入學前，台中市教育局會針對學齡

的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辦理研習，介紹國小的特殊教育與特教資源服務等項目。 

2.「小一新生育樂營」─係台中市教育局對於適應較困難之新生特別舉辦的育樂營活動，

由台中市各國小輪流辦理。該育樂營之作息與教學比照小學一年級的上、下課模式，

課表也模擬小一的課程，班級上課除了普通班老師，另有安排一名特教老師及多位特

教助理協助課程之進行；育樂營共有兩週上課時間，目的是希望將入普通班之身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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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早適應學校的作息與面對即將上小學之情境，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3.「小一新生入學體驗活動」─六月中旬，本校除了派員參加幼稚園所召開的轉銜會議

外(法規規定)，也會辦理今年度安置於本校的小一新生進入本校普通班進行體驗活

動，目的是希望孩子與家長提早了解國小的學校環境與教學活動，另一方面也希望讓

輔導室與資源班老師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與適應能力，以充分準備於九月份迎接這群

孩子的到來。  

 

4.「新生家庭訪問」與「入資源班說明會」─安置於本校之特殊生，資源班老師會利用

六月底或七月初進行家庭訪問，目的在了解學生之家庭背景、家庭環境及家裡管教態

度等，另一方面也為家長說明資源班之教學理念與運作模式，希望取得家長認同與配

合，共同努力讓孩子能儘快融入學校生活。 

 

二、國小校內的轉銜輔導: 

1.「年段編班說明會」─六月份本校的編班委員會在討論下學年度的普通生與特殊生編

班、酌減人數問題時，特教老師出席說明特殊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情緒行為介入情形，

提供給編班委員參考，以為特殊生爭取更適切的班級環境。 

2.科任教師之「學生學習特性說明會」─開學後，當確認每位學生的科任教師，資源班

老師會針對每位孩子的學習特性對科任教師做說明，內容包含學生身心特質、優弱勢

能力、家庭教養、國語與數學學科學習狀況、情緒行為問題、作業評量調整、考試服

務措施及體育課課程調整等資訊。由於大部分的科任老師任教很多班級，同時會教到

多位特殊兒童，除了提供簡報講解說明外，我們亦提供書面資料給老師參考，我們稱

之為「特殊兒童教戰守則」，一位學生一張，有時候某位老師會拿到一大疊，大家就開

玩笑向他說恭喜。這個轉銜活動目的是希望科任教師可以事先了解特殊生狀況，以掌

握其學習方法及作為老師班級經營之參考。 

3.學生「環境及班級適應輔導」─小一新生入學後，視學生個別需求，我們會提供環境

介紹，如學校門口到教室、教室到廁所、教室到遊樂器材場所或教室到資源班等路線，

希望孩子能多熟悉環境。另外新生、二升三、或四升五轉年段之學生，若有需求亦可

介紹認識新的科任老師、科任教室等，避免有些孩子在跑科任教室就演出失蹤記，或

不認同科任老師，而問題層出不窮。另外班級同儕輔導也是主要活動之一，尤其轉換

年段時，我們經常會利用新的班級、新的同儕，進行班級宣導或輔導工作，以確保孩

子能適應新環境的人事物等。 

 

三、小六升國中的轉銜輔導 

1.「國中學校參觀活動」─四月底，通常各國中學校會舉辦校園參觀及特教班級說明會，

輔導室及特教老師會帶畢業生及其家長前往參觀，以了解未來就讀學校的狀況。 

2.舉辦「轉銜會議」─六月初，學生鑑定安置結果出來，確認未來就讀學校後，輔導室

會邀請國中老師到學校參加轉銜會議，並將轉銜資料轉給國中學校，以完成轉銜作業。 

3.參加國中辦理之「IEP 會議」─新學期開學前，國中學校辦理新生 IEP 會議，我們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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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需求參與會議，希望能與國中的導師、資源班老師等討論個案輔導適應問題。 

4.追蹤輔導畢業生及轉學生─本校通常利用電話或該校校慶、運動會、園遊會或月考結

束等時間蒞校拜訪，進行追蹤輔導，以了解學生適應新環境的狀況。 

 

以上為目前在國小階段常見的轉銜輔導與服務模式。國小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不管

在生理外表或心智發展，皆明顯比普通孩子緩慢，輔導這些孩子常需考慮周延，唯恐漏掉

哪個環節，孩子就無法適應；而家長對這樣的孩子也百般呵護，怕一鬆手，孩子就無法前

進。而對於小學階段孩子的轉銜輔導與服務中，家長應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在孩子入小學前，

家長又需要做哪些的準備工作呢?以下是幾點建議提供給家長參考。 

 

一、了解轉銜輔導與服務內容: 

「生涯轉銜計畫」是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所擬訂，從孩子零~6 歲階段，

由各醫療單位、學前教育學校等所評估資料、教學檔案，如何進行整合，讓國小階段接

棒的老師可以順利接手，這是轉銜輔導與服務最重要的精神，家長在其中更是扮演著非

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家長應充分了解所有轉銜輔導與服務的重要內容與精神。 

 

二、全面參與轉銜會議與活動: 

目前國小的學校除了法規規定的轉銜事項外，有更務實且多樣化的活動，以協助孩子適

應環境，但缺少家長的參與與配合，這些活動很難達到好的成效，所以出席學校舉辦的

會議、參與研習活動、接受學校老師的訪談、參與學校必要的活動、讓學校老師更能認

識自己孩子的能力特質等，皆有利於學校對孩子提供更適切的特教服務。 

 

三、認識孩子的國小生活環境: 

1.認識校園生態環境─認識孩子就學環境、帶領孩子熟悉環境，了解國小學校生活作息、

訓練孩子有上、下課規矩、認識學校相關人員、資源班老師、了解級任老師教學理念、

班級經營、了解小學生同儕互動模式、教導孩子如何與同儕互動、參與學校會議與活

動等。 

2.了解特教行政資源─認識特殊教育行政組織與運作、特殊兒童鑑定與安置作業、專業

團隊相關服務、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經費補助及其他資源服務等。 

3.了解資源班運作模式與教學─特教班級類別及其服務型態、招生對象、教學內容、服

務範圍、IEP 會議功能與內容、特教推行委員會之運作等。 

 

四、協助孩子做好入學的準備: 

1.小一新生應具備的能力─包括孩子的溝通能力、知動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認知能力、

教室規則遵循能力、情緒管理能力、人際互動能力等，了解自己孩子能力在哪方面有

需要再培養與加強。 

2.做好入學的準備─入學前孩子在下面能力準備是否足夠? 如就學心理之建設、學校作

息之調整、上課規矩之建立、生活自理之訓練、人際關係之培養、課業輔導之協助等，

應如何讓孩子準備好以應付未來入學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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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孩子學習特質─了解自己孩子的身心特質、個人氣質、對學習項目的偏好、優弱

勢能力、專注力、感官知覺能力等，有助於掌握孩子學習的方法。 

 

五、掌握親師溝通的要訣 

良好的親師溝通，可以讓孩子的學校生活適應良好。溝通是一種複雜的歷程，親師溝通

時應將注意力集中於溝通的事項，避免模糊焦點。家庭與學校是孩子生活中的重要環境，

而父母與老師更是對孩子具有關鍵性影響力的人物，有效的親師合作可以創造父母、教

師與孩子三贏的局面，所以當孩子進入學校時，家長應抱持著要成為老師的好夥伴，把

握溝通的重要技巧，當老師的最大支持者，好好扮演家長的角色，讓我們的孩子能在老

師的教導與引導下，擁有很棒的小學生活。 

 

關於作者 

現職 台中市東區成功國小資源班教師 

學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士後特教師資班結業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研究所畢業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畢業 

經歷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資源班教師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情障巡輔班教師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資源班教師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啟智班教師 

台灣省省立苗栗農工森林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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