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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Finnish special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research sequences are Finnish education background, 

education policy, part-time special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by 

visiting the comprehensive schools. After that, interview with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related staffs to acquaint more inform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er 

illustrated the features of Finnish special education and proposed inspiration thoughts 

and recommends as a Taiwa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The 

results are for references of Finnish special educa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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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研究源起與目的研究源起與目的研究源起與目的研究源起與目的    

研究者於 99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教師出國專題研究機會，主題 

為「探究芬蘭小學階段特殊教育現況」。近年來芬蘭在教育上的成果表現不俗，

在國際學生評量(Programm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上屢獲佳績，當

中固然有許多原因，而其中之一便是特殊教育(Kivirauma & Ruoho, 2007)。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採用訪談與觀察的方式，深入實地去親身經歷、體驗

芬蘭小學特殊教育的實施情形，並輔佐照相與實地筆記紀錄所見所聞，且於當天

整理實地筆記與訪談的內容。此外，輔佐文獻的閱讀與蒐集來進一步瞭解芬蘭特

殊教育的制度與架構。在研究過程中深感進入實地場所的困難，幸好在赫爾辛基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Jarkko Hautamäki、Helena Thuneberg 與 Marja 

Virmajoki-Tyrväinen 的協助下，允許進入教學現場觀摩學習，在此誌謝。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敘寫芬蘭的特殊教育與教育政策，第二部分呈現

出學校參訪的內容，最後對於本研究提出個人的心得與建議。 

 

貳貳貳貳、、、、    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    

一 芬蘭的教育背景與教育政策 

芬蘭的公立學校教育始於 1860 年代，一開始的教育是在教堂，從十二世紀

至十九世紀初，芬蘭就是瑞典王朝的一部分，在十六世紀時瑞典國王 Gustav Vasa

建立了路德教派，也就是芬蘭的國教。而路德教派的信徒理念是，人們應該要能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讀聖經。教會開始教導民眾讀寫技能，此後人們要能掌握讀寫

技能才能結婚(FNBE, 2010a)。 

    在尚未進入統合後的綜合學校制度前的雙軌系統下，芬蘭的特殊教育發展可

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時期涵蓋了 1840 年代特殊教育的建立到 1921 的義務教育法

案前。此時期的特殊教育聚焦在感官障礙兒童教學調整上，聽障、視障、肢體障

礙的學校分別於 1840、1860、1890 年代成立。在 1866 年時規定地方政府要辦理

義務教育，且大多數的兒童都可以入學，但許多障礙兒童仍然被學校拒絕。此時

期有障礙兒童的教育多半是由個人所提供的慈善活動或慈善組織提供。第二時期

則是從 1921 年義務教育法案到二次大戰結束。義務教育法案中指出所有的芬蘭

民眾都要接受義務教育，但智能障礙的兒童卻被排除在外。到了第三時期，從二

次大戰結束到 1972 年統一後的綜合學校。後戰時期見證了身障者的照護。除了

醫療照護與復健外，也發展了職業復健訓練。在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特殊教

育不僅在數量方面增加了，且各部門的專業程度提升了。新的教育型態隨著教學

調整而產生，比方說教導適應不良的兒童與部分時間特殊教育。第四時期，從

1990 年代開始。國家從 1995 年起將特殊教育做全國性評估，評估的結論形成了

未來幾年國家發展的基本。此時期的目標是要改革組織運作的文化，並支持地方

政府整合服務系統(European Agency, 2010)。 



 

2 

 

                芬蘭近來在 PISA 上的評比結果可說是大放異彩，除了屢次奪得佳績外，其

中學生表現在校際間的差距不大，且社經地位對於學生影響也極低(Kivirauma and 

Ruoho, 2007)。對於此結果有可能是由許多因素交互影響而成，固然沒有單一的

解釋，但有兩個觀點值得一探究近，即教育政策與現存的學習支持服務--尤其是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Savolainen, 2009) 

    教育政策上，Sahlberg (2007)指出芬蘭的教育政策並沒有追隨國際主流趨勢，

如表 1-1。 

表 1-1 全球教育改革趨勢與芬蘭 1980 年代後的教育政策原則 

全球教育改革趨勢 芬蘭教育政策 

標準化 

為學校設定清楚、高等與集中的

預設表現標準，老師與學生提升結果

的品質 

   彈性與鬆綁的標準 

   現有的優良實務與創新建立在學校

本位課程的發展上，藉由資訊的提供與

支持設定學習目標與學習網。 

重視讀寫與算數 

閱讀、數學、書寫與自然科學上

的基礎知識與技能都是優先的教育改

革目標 

結合創意廣泛地學習 

同時注重教學與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平

等看待個體在人格、道德、創意、知識

與技能上的成長。 

以結果為責任 

在績效的考核上，學校表現與學生

進步的成果與進步的過程、督導、獎

賞或懲罰學校與教師緊密相連，特別

是將標準化測驗視為成功與否的主要

標準。 

健全的責任以信任與專業為基礎 

教育系統上，採用健全的責任政策並逐

漸打造出信任的文化，並重視教師與校

長的專業—判斷什麼是對學生最好的

並反應他們學習的進步過程。 

    在責任考核上，以學校績效來做比較成功與否容易陷入制裁的情形，比方說

對於表現不好的學校降低政府補助款。反之，芬蘭使用另一種思維，給予表現有

待加強的學校更多資源，因為他們有更多不利的學生。如教育部所編列給學校的

預算是以學生人數為標準。與普通學生相比，身心障礙的學生可以得到加權一點

五倍的預算額度，但這裡的特殊兒童並非指接受部分時間特殊教育中加強學習

(intensified)階段的學生，這些加強學習的學生依然是以標準的加權 1.0 為基準 

(Itkonen & Jahnukain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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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在教育改革實施之前也有積極地政策辯論，有趣的是芬蘭在 1960 年代

所產生的爭論與最近融合教育的論點非常相似。比方說，有些政治家怕雙軌統一

後的綜合學校會影響到教育品質，特別是從最聰明學生的角度來看。其他擔心的

還有綜合學校對於從弱勢家庭背景的學生來說可能具有嚴苛的挑戰，這樣多樣性

的情形可能會導致管教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會影響大多數學生的學習。對於綜合

學校的辯論可說是激動且政治化的(Rossi, 2007; 引自 Savolainen, 2009) 

    芬蘭的綜合學校改革為特殊教育帶來了改變。特殊教育早期是一個獨立的系

統，但改革後的壓力促使它與普通教育靠近。部分時間特殊教育與傳統的特殊教

育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學生不需要被鑑定成障礙類別或學習問題才能獲得支

持。反之，學生在學校遇到任何學習困難時，都可以即時獲得部分時間特殊教育

的支持，且支持的強度與時間是根據個別需求不同有所調整的。而傳統的特殊教

育模式就需要有官方的文件讓學生接受特殊教育。簡言之，要說芬蘭的特殊教育

在其教育系統中獨立存在是不合理的。總結來說，芬蘭的典型教育系統就是一個

包含特殊教育且廣泛的學習支持系統，在芬蘭學生優異表現的背後，這樣的學習

支持系統可以說是個相當重要因素之一。而部分時間特殊教育的實施就是當初教

育改革下的政策之一(Savolaine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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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改革後的芬蘭的教育學制 

    此學制可分為三階段： 

1. 九年的義務教育與前一年的非義務學前教育 

2.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3. 大學或科技大學 

由學習者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系統是充滿彈性的，每個學生都有機會進入大

學。國中至高中的階段是採用申請制度，但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要進入大學依然

有聯合考試。但不同的是，職業學校畢業後的學生具備工作經驗與職業認證後依

然可以進入科技大學就讀，科技大學畢業後具備工作經驗依然可以取得碩士學位

(Halinen & Jäääärvinen, 2008)。 

學校的經費來自於城市的公立預算，芬蘭私立學校很少，大約是 2%。學前

教育與義務教育階段學費完全免費，學生有免費的課本，營養午餐、健康與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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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社會福利與支持服務，必要時還有免費的交通接送與住宿。有時也會提供

學生課後照顧與課前照顧活動。到了高中與大學依然是免學費（但課本與教材是

自費）且政府會提供獎學金給高中生與大學生(Halinen & Järvinen, 2008)。芬蘭的

兒童七歲開始上小學，六歲可以上學前班(Preschool)，但不是義務性質。義務教

育包含了小學六年與中學的前三年，中學畢業後學生可以去念高中或職業學校。

而從 1980 年起，所有的教師都必須要有碩士學位。相較於一般導師，特教教師

則有多一點的薪水與令人尊重的專業(Takala, Pirttimaa, & Törmänen,    2009)。 

二、部分時間特殊教育 

    融合教育是芬蘭既有的官方政策，目標是打造出讓所有學生都能適應的學校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 引自 Takala, Pirttimaa, & Törmänen,    2009）。在實務

上，融合教育意味著在多元的教室中教導具有各種個別需求的學生(Forlin, 

Loreman, Sharma, & Earle, 2009)。而支持融合教育的主要作法便是部分時間特殊教

育(part-time special education)，參與此服務的學生既沒有 IEP，也不需要任何正式

的鑑定安置程序，因為對這群學生來說這只是部分時間的服務，他們一樣是在學

校內學習，且也只佔用他們在學校的部分時間（Takala, Pirttimaa, & Törmänen,    

2009）。也就是說這群學生既沒有特殊生的身份，也不是身心障礙的兒童，但他

們的確需要短期的特殊教育服務，一旦學生在學校學習上遇到困難時，便會根據

學生個別的需求密集且持續地提供部分時間特殊教育服務。而傳統的特殊教育就

需要教育委員會做正式的決議，以讓學生有資格接受特教服務（Itkonen & 

Jahnukainen, 2007; Savolainen, 2009）。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是要給予有輕微學習困難或需要學習調整且需要特殊支

持的，並且與其他教學結合來增進他們學習的必備能力。除了同時使用小團體或

個別教導與其他教學一併實施外，也可以學生有學習的其他學科一併結合實施。

必要時，會給予學生一份學習計畫來與家長、教師和其他專業人員合作(FNBE, 

2004)。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起源於 1960 年代，1968 年在綜合學校法案下(The 

Comprehensive School Act of 1968)，國民教育的結構產生重大變革，由原來小學與

中學的平行系統（parallel school system），統一成九年基礎教育系統的綜合學校，

但在當時便已預見這樣統一的作法可能會因為學生間的異質性而產生學習上的

問題，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便引進了部分時間特殊教育。部分時間特殊教育的

目標就是要為學習困難的兒童尋覓額外的教育資源。「部分時間特殊教育」這個

用詞也對學習困難意味一個重要的假設：這些兒童只是部分時間接受服務，且經

由少量的教育介入(每週兩小時)他們便可以克服學習上的問題(Kivirauma & 

Ruoho, 2007)。 

    研究者藉由 Itkonen 與 Jahnukainen (2010)中兩則小故事說明芬蘭的特殊教育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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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 是活潑的三年級兒童，但在閱讀上卻感到很吃力。她在多音節字的解碼

與文字的閱讀理解上有困難。她從幼稚園就有閱讀困難，但由於升上三年級後所

有科目的閱讀量大增，使得 Liz 的閱讀困難變得更嚴重。她的媽媽為她申請了特

殊教育服務，有一個多領域的團隊評估了 Liz 前前後後共六十天。然後發現 Liz

的能力與成就間有差距，Liz 被鑑定為 SLD(特定型學習障礙)，是特殊教育法規

下的一種類別。她現在接受特教老師的補救教學，一週四次。 

     Liisa 跟 Liz 很相似，在二年級期末時，發現在解碼較長的單字上有困難。

她的導師發現了並且要求學校的特教老師提供協助。Liisa 接受特教老師與導師

密集的補救教學（通常在原班），到三年級下學期初時，Liisa 已經可以跟上同

儕水準並且三年級導師認為她不再需要補救教學。Liisa 從沒被鑑定為障礙兒童。 

 

    雖然文中的 Liz 是美國的特殊教育情況，但其鑑定安置流程、將學生依分類

接受特殊教育、先鑑定後介入、專業團隊合作等情形與台灣相仿。而在芬蘭的

Liisa 則是在被發現有學習困難時由導師轉介，不需鑑定安置的程序，也沒有標

記，在第一時間提供特殊教育服務，且在學習成就提升後中止特殊教育服務。也

就是說芬蘭的特殊教育充滿著彈性與需求導向，且學生與導師都可在短時間內獲

得支持。此外，教室中亦有教師助理員的編制，除了多重障礙兒童的助理員專門

協助他們之外，大多數的助理員是協助普通班級上每位需要的兒童。一般來說，

助理員的工作範圍如下(Takala, 2007)： 

1. 學習有關工作環境的知識，包含社會裡法律與服務相關的系統。 

2. 支持學生的成長。 

3. 支持學生的功能性能力。 

4. 引導學生學習。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的目標是要給予學生幫助與支持，因為要根據他們的能

力，給予他們平等的機會來完成義務教育。其中共有兩種替代方案，第一種方案

是將學生安置在融合班級上課，且當需要時提供小團體教學的特殊教育。如果學

生在學習上有輕微的困難或調整時，由特教教師對學生施予部分時間特殊教育，

如果需要時學生會有個別化學習計畫。個別化學習計畫包含了調整過的教育計

畫、目標、內容、支持與評量原則。學生依照一般或調整後的教學大綱學習。最

後學生的評量是依據一般的教學大綱或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的標準來評估。只有當

第一種替代方案無法實施時，才會考慮第二種替代方案，也就是將學生安置在特

教班或特殊學校。但轉安置進入到特教班或特殊學校必須要有官方的決定，此決

定包含心理師、醫療或社會福利專業人員的評估以及聽證會的陳述(FNBE,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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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FNBE）2004 年所

出版的國家核心課程(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 2004)即明確指

出，一份個別化教育計畫應該要以核准後的課程為藍圖，而且要為每一位進入特

殊教育的學生準備。 其目的是要增強學生長期的個別學習歷程。在學生的 IEP 中

要記錄支持服務的經驗、實施方法以及教學調整是如何來支持學生的發展與學

習。對於特殊學生的評量以一般生的課程大綱或為學生在 IEP 中個別打造的大綱

為準。此外，與多專業人員合作，包括學生教師、兒童福利專家且可能的話，與

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共同完成 IEP。IEP 的實施要定期的控管與評估，特別是當

學生從學前教育到小學階段、在小學階段中升一個年級或轉學、從小學階段到中

學階段。IEP 應包含以下內容： 

1. 描述兒童學習能力與優勢，與學習有關特殊需求、發展教學的需求以及與這

些有關的學習環境需要。 

2. 教學與學習的長短程目標。 

3. 在學生的學習計畫中應包括一年每週的上課時數。 

4. 在學生所修習的科目中，應另列出與教學大綱不同目標的清單。 

5. 在學生所修習的科目中，個別設計學生應該完成的學習目標與核心內容。 

6. 監督與評量學生進步情形的準則。 

7. 解釋與協助服務，其他教學和學生社會福利、溝通方法與特殊援助，以及學

生上課所需的教材。 

8. 參與學生教學與支持服務的組織與其所負責的部分。 

9. 監控本支持服務的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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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學校參訪學校參訪學校參訪學校參訪    

    今天(2010.11.29)參觀的是位在 Espoo 的 Westendinpuiston Koulu 學校，這是一

間有五年歷史的學校，全校約有 300 名學生，20 餘名師長。校長一名，副校長一

名，十二名導師，兩名集中式特教班老師，一名特教老師（部分時間特殊教育），

一名校護，一名文書人員(一周上三天班)，兩名幼稚園教師，四名科任教師(分別

為音樂、藝術、工藝、體育)。根據該校特教老師 M 老師的說法，本區的學生是

屬於較有錢(wealthy)的家庭，而我在觀察時也發現全班幾乎都是芬蘭兒童，移民

學生較少(全校約四名)。 

    我於早上八點到校門口，校門口是紅色建築物，沒有校園警衛。我一進去 M

老師便很熱情的跟我打招呼問說我就是 Henry 嗎？她很大方地帶我去她的教室

(一樓)與教師休息室(二樓)參觀，在互相詢問中她也問我認識赫爾辛基大學中的

某教授跟某教授嗎？我回答認識，這樣的對話感覺又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接著 M

老師很熱心的將我跟其他同事一一介紹，並倒了一杯咖啡給我喝。這間教師休息

室很大間，約有三十來坪，有四、五台電腦、桌椅、簡單的廚房與流理台，許多

教師都在這邊互道早安與喝咖啡。約莫在八點十五分時，各個教師準備去上課。

而我也陪著 M 老師一同去參觀第一堂課。 

一、 部分時間特殊教育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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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課表與學生上課情形 

在第一堂課中，我進到教室有點嚇一跳因為裡面是自然教室，會擺著一些標

本或是人體模型，M 老師跟我解釋由於教室不太夠，先用自然教室上芬蘭語課。

這時學生們魚貫而入。上芬蘭語的老師與 M 師要求學生起立道早安，並且說老

師好,同時 M 老師介紹來自台灣的我，這時學生舉手發問說台灣在哪裡?M 老師就

以選擇的方式問同學是在亞洲、歐洲、美洲或其他洲?後來 M 老師問我我們的大

鄰居是誰？我回答中國。他同時也介紹給學生知道，並且說我們是講中文的

(Mandarin)接著，上芬蘭語的老師發下生字本，一個一個點名學生請學生到前面

來拿生字本，由於接近聖誕節這堂課上的生字多半是學生容易搞混的聖誕節相關

單字。全班一共有二十二名學生，男女約各半。 

    約莫上到一半時 M 老師帶著三名男童來到他的教室坐在一個圓桌上，練習

這些芬蘭單字。M 老師跟我解釋有的學生在學校上瑞典語跟芬蘭語，回家說話說

芬蘭語，但是瑞典語中沒有雙子音或雙母音的情形，而芬蘭語有且在芬蘭語中如

果有雙子音或雙母音的情形出現則要延長該子音或母音的發音。而學生萬一無法

精確地延長該子音或母音，你不清楚他是失語症或學習較緩慢。在教學時 M 老

師利用擊掌的方式教學生區別音節。如我聽到的 gon bai ru 這個字有三個音節 

便會與學生一起集掌三次來區別音節。接著 M 老師拿起一套教材，這套把幾個

容易混淆的單字中間空一些字母出來，然後要求學生把中間單字用有顏色的鈕扣

選出來，選完後把字卡翻到背面就是答案，也就是學生可以自行校正自己選取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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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課程是針對失語症（Dyslexia）兒童，使用電腦輔助教學引導它們

分辨長音予短音及猜國家的名字。而且這套軟體都放在網路上，學生回到家只要

鍵入帳號密碼一樣可以在家練習。一開始是兩個女生來做電腦遊戲一共十分鐘。

M 老師表示其中一名女生的姐姐很聰明，但是無法閱讀，所以聯絡出版社特定為

她訂製有聲書讓她聽 CD 就可以閱讀了。 

     

二、幼稚園與集中式特教班觀察紀錄 

 
 

 
 

              圖 2-2 集中式特教班上課與幼稚園早療 

除了在小學部教學之外，M 老師也要到幼稚園(Pre primary)做篩選測驗遊戲。

該測驗比較像是聽覺理解測驗，比方說圈出三片葉子、五顆星星、或者圈出中間

那棵樹、或者在兩個鏟子中間的東西。M 老師說這就是一種早期介入。接著 M

老師在實物投影機上說明規則，發下紙張，接著兒童使用三角簽名作答，過程很

強調安靜，只要有學生說話在場的教師會予以制止。全班共二十名學生，其中讓

人注目的是一名中國女童，在十一個月大時由芬蘭父母收養。 

    此外 M 老師也安排我去本校的集中式特教班參觀特教班共有七名學生，五

男二女，一名老師與一名教師助理員。上課約五分鐘後，便有兩位六年級學生來

特教班做政見宣導。因為今天有投票，類似模範小市長的選舉，這兩位候選人也

希望特教班學生可以投他們一票。在宣導後，有學生問問題，而兩名候選人也回

答，最後結束時有學生主動鼓掌並與兩位候選人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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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班觀察紀錄 

     

  

                          圖 2-3 普通班上課 

    由於 M 老師有做協同教學，有時候課程的進行是一開始到普通班 20 分鐘，

接著把學生從普通班中帶出來到特教班做個別化教學。但在這樣的機會中我發現

到普通班的課表很有趣，經過詢問後才知道他們有小班教學的作法。 

                         表 2-1 芬蘭小學一年級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09:00 母語(A) 數學(A) 母語(B) 母語(B) 數學(B) 

09:00~09:45 數學 母語 宗教/倫理 生物與地理 母語 

10:15~11:00 母語 音樂 體育 母語 生物與地理 

11:30~12:15 體育 美術 數學 美術 數學(A) 

12:30~13:15 母語(B) 數學(B) 母語(A) 母語(A) 手工藝(A) 

13:30~14:15  手工藝(B)    

    學生經由隨機分配為 A 組或 B 組，在分組的小班教學中學生人數只有一半，

約 12~13 人，且每天上下學時間不一定。如 A 組的學生星期一早上 8 點 15 分上

課，中午 12 點 15 分放學;而 B 組的學生則是星期一早上 9 點整上課，下午 1 點

15 分放學。分組的課程共有六堂，包含三堂母語、兩堂數學、一堂手工藝。這

樣的作法可以讓教學更精緻化，教師對於班上的特殊學生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關

注。然而這樣子對於教師的負擔可能會過重。學生無論是 A 組或 B 組一週上 20

堂課，而教師是上 26 堂課，但由於有普通班教師助理員的編制可以降低導師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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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福利團體會議（Social Welfare Group, SWG）紀錄 

 1.會議名稱：社會福利團體會議(Social Welfare Group, SWG) 

 2.地點：健康中心 

 3.時間：2010.11.30（二）下午 2 點 20 分 

 4.與會人員：校長、護理師、特教教師（M 老師）、心理師、社工師、我。 

 5.開會頻率：每週一次。 

 6.開會內容： 

校長以「很抱歉我們必須說芬蘭語」開頭後，便開始用芬蘭語開會。

在會議時我發現校護拿出學生的名冊，上面印上每位學生彩色的大頭照片。

看起來似乎在討論學生的情形。會議結束後校長便為我解釋他們剛剛是在一

個一個討論每一位學生的狀況，看有沒有學生最近有狀況或不穩定的，或者

學校最近的活動有對學生造成影響的。如果有的話請社工師與心理師尋求協

助，同時開會時也會請導師出席。如果狀況比較嚴重，就會再往上通報，尋

求專業人員協助。 

 

五、訪談紀錄 

    1.請問每位學生是如何進入到特教班接受部分時間特殊教育服務？ 

    M 老師：進來是我或 SWG 會議決議，在二年級或四年級時，從篩選測驗中

去篩選。平時每個月也有閱讀測驗與寫作測驗，如果表現不好會讓他們進來。幼

稚園的部份，新生入學時會有測驗如果兒童在滿分 99 的測驗中低於 50 分，則會

有心理師、行為學家、神經學家介入。 

    2.你總共有多少學生，每位學生一週上多少的課？ 

    M 老師：我的學生一共有 45 位左右，但學生人數總是在變化，而且我有入

班去做協同教學。每位學生每週上一到三堂課，每次上課約有一到四名學生。詳

情下圖。在三層協助中，第一層是 extra teach，第二層是 part time special 

education ，在第二層中的學生不需要 IEP 但是要有 special curriculum 而是第三層

學生要有 IEP 特殊學生資格，這一層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原班上課或轉到集中式

特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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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芬蘭特殊教育體制 

3.學生主要是上哪些課程呢？ 

M 老師： 

                    表 2-2 特教教師課程分配情形 

 課程 其他 

一年級 閱讀、音韻覺識、 

數學（較少） 

 

 

注意力訓練與指導如何

完成回家功課 
二年級 寫作、閱讀、閱讀理解、

數學（較少） 

三年級 寫作、閱讀 

四年級 數學、學習策略、英語  

五年級 學習策略、閱讀理解、

文法、英語、數學 

 

六年級 學習策略、閱讀理解、

文法、英語、數學 

 

   此外，我的時間分配如下，60%給學前到三年級的學生、30%給四到六

年級學生、10%給第三層具有特殊生身份的學生。而我的教室離一年級近

 6 

12 

20~30 

有 IEP 與特殊生

身份 

無 IEP 與特殊生身

份，但有特殊課程 

上 6~8週的課後，評

估其情形決定是否

回到原班或往上一

層 



 

14 

 

也是因為如此，由於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低年級，帶學生比較方便，我也覺

得有更多時間作早療會更好。 

     4.芬蘭的部分時間特殊教育與其他國家的制度非常不一樣，你是如何看待

的？      

M 老師：瑞典是沒有像我這樣的部分時間特殊教育教師。我覺得我就是一

個問題解決者，看看妳遇到什麼樣的學生、教師與家庭。 

     比方在本校有的老師覺得過動兒很麻煩，我不這麼認為。這裡的孩子

有的已經很乖了，這邊家長社經地位高，孩子教養好，只要使用傳統講述

式教學法，學生也能聽懂，但在其他地區就不行。所以有的老師也是用二

十年前的方式教學，當他們跟我說孩子怎樣時我心中也不見得同意，我覺

得他使用一些教育學上的方法作調整的話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肆肆肆肆、、、、心得與建議事項心得與建議事項心得與建議事項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一一一、、、、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研究者閱讀文獻並參訪完芬蘭綜合學校後，茲將研究者的心得列述如下： 

1. 預防性的全面性措施 

芬蘭的特殊教育是一種預防性的全面措施，而非僅單單屬於鑑定後的特

殊兒童，兒童接受特殊教育只要在 SWG 會議上通過便可以享有，不需要鑑定

安置，也就是充滿著彈性與需求導向，對於標記的效果也會降低。 

2. 社會福利團體會議(SWG)  

社工師與心理師的巡迴服務讓芬蘭學校教育啟動預防的功能。在 SWG

會議中，與會人員通常有校長、護理師、特教教師、心理師、社工師等，必

要時邀請導師與家長。且每週開會一次，一起討論學生的情形或問題，並給

予學生、教師與家長支持與協助。 

3. 重視閱讀的傳統 

    重視閱讀的芬蘭，從十六世紀便由教會教導人民閱讀聖經，且之後將閱

讀能力視為結婚的先決條件，可見其對閱讀的重視。 

4. 學科學習為主的學校活動 

    芬蘭小學生一天的學校活動中以學科學習為主。並沒有早自修、午休、

打掃、升降旗等學校活動。雖然學生每天下午兩點左右回家但是上課時間並

沒有比我們少太多(芬蘭小學一年級學生每週有 20 堂課，每堂課 45 分鐘，一

週共上 900 分鐘;台灣一年級學生每週有 23 堂課，每堂課 40 分鐘，一週共上

920 分鐘)。也就是說臺灣的學生是在校時間較長，芬蘭的學生是在校時間較

少，而不是學習時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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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緻的小班教學 

     在我參觀的芬蘭學校中，有些課程會將學生隨機分成兩組上課。如低年

級的孩子會有六堂課只有一半的學生來上課，通常在第一節或最後一節，也

就是早到的學生就早點走，晚到的學生晚點走。這樣的優點不僅是對於教育

品質的提升有幫助，並減低教師的負擔，且班上的特殊兒童也能獲得較多的

協助。 

6. 教師助理員的編制 

一間學校約有三名教師助理員，他們會被分散在各個班級中。這次我所

參訪的學校中，其中一位是分配在集中式特教班，另一位是班上有特殊兒童

且父母去向政府爭取的，另一名則是安排在低年級已懷孕的導師。普通班中

的教師助理員雖然是因為該名特殊兒童而爭取的，但並不只服務該名特殊兒

童，而是支持該班級有需要的兒童。 

7. 協同教學 

    M 老師的教學除了在特教教室中做小團體教學外，也會進入班上做協同

教學。 

8.  重視早期療育 

    M 老師一週要去幼稚園做一次篩選測驗，早期發現疑似有需要的兒童，

早期介入。 

9. 宗教色彩濃厚 

       小學每週有 1~2 堂宗教課，芬蘭的宗教主要是路德教派，如果不願意上

宗教課的兒童可以去上倫理課(Ethics)，也就是把兒童集中在一起，再請另一名教

師來教導，通常是上一些軟性沒有進度的課程。 

10. 重視工藝教育 

    在小班教學中，並沒有只將母語課與數學課納入小班教學的課程，其中

也有一堂是手工藝(handcraft)，而在教育展覽會場(EDUCA 2011)也有看到工藝

器材的廠商來參展，這是在我國教育現場中比較少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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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在瞭解兩國教育制度與教育現場後，深感芬蘭教育帶來的震撼，並在政策與

制度的瞭解之後，發現差異最大的部分便是支持、預防與彈性三要素。茲說明如

下： 

1.支持---在普通班中增加教師助理員編制 

    目前國內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多半在集中式特教班，除非是重度或極重度的

兒童才有可能申請到隨班服務的教師助理員，但是普通班中較輕度的特殊兒童便

無此福利。研究者認為適當增加教師助理員編制不但可以協助導師，也可給予班

上特殊兒童更多支持。 

2.預防--增加社工師與心理師的編制 

    學生的情形與家庭往往有不可密切的關係，除家庭外，校園便是學生一日中

待最久的地方，但教師為教學的專家，並非心理輔導或家庭問題解決的能手。若

有駐校或巡迴制度的社工師與心理師，將能提供學生更完善的協助。 

3.彈性--以需求為導向的服務模式 

    我國的鑑定安置模式往往需要有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委員會的書面決議

後，學生才能入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但此模式在流程上需要二至六個月不等的

時間，學生的學習與支持往往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後才能獲得滿足。如果能保有適

當的彈性或以學生的需求為導向，不僅學生的需求即時獲得滿足且可避免等待失

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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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 1：社會福利團體會議紀錄 

school/student welfare group 

班級_______  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本文件是要幫助你看清整體班級狀態的情形。請回答以下問題並完成後面的

表格。在 SWG 會議開始前將此表格回傳給特教老師 

 

1. 簡單描述班級的整體氣氛與同學之間的關係。 

2. 一直以來，你如何面對你自己的工作情形？ 

3. 在你班上，有任何學生有疾病或身心障礙的情形，且學校或其他人員應該知

道的嗎？ 

4. 你有留意任何特定學生的學習困難或出席情形嗎？ 

5. 你有留意任何學生在學習上的行為或動機嗎？ 

6. 有其他還要留意的地方？ 

 

謝謝您撥冗時間回答這些問題，如果未來在 SWG 會議上你還有要提出任何議

題，請聯絡特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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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學生記錄表 

 

年級______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                    

 

學生姓名 學習表現 注意力與行為 保持專注時間

與開始學習前

所要花費的時

間 

與其他兒童的

關係 

與成人的關係 與家庭的關係 其他與待補充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