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教育不是期待一般生變聖人 

融合教育的立意良善，特殊學生安置在普通班級裡，是希望他們能在融合的學習

環境下，享有和同儕一樣的學習資源與機會，但當班上的特殊生表現不穩定或頻繁出

現行為問題時，就經常成為被同儕討論或指責的對象，甚至引發衝突事件，班級導師

也必須疲於奔命的介入處理，著實相當辛苦。 

  細數同儕常會出現的抱怨，就如同以下這些聲音： 

「他上課都一直發出怪聲音，跟他講了也不聽，很吵耶。」 

「每次座位都亂成一團，地上一堆喝過的空瓶，叫他拿去丟，他還會生氣！」 

「實習課動作都很慢，不然就是不主動幫忙，還要分好看的作品給他，太不公平了吧！」 

「每次都在班群裡傳一些莫名的訊息，讓人傻眼。」 

  的確特殊學生可能有能力上的限制，或是在溝通互動上的困難，且較難同理他人

的想法，容易造成他人的困擾，也會讓每天朝夕相處的同儕感到不公平或被干擾，因

此難免會有情緒出現，身為教師的我們，若一味要求或期待一般生體諒容忍特殊生，

也算是一種隱形歧視，那意味著我們只想降低大人的麻煩，忽略一般生的需求，也不

讓特殊生有學習觀察的機會，完全失去融合教育的意義。那麼當同儕向師長抱怨投訴

時，該如何引導孩子呢？ 

 

    心法一：引導孩子學習好好生氣 

  請同學練習將「生氣情緒」和「生氣時產生的動作」分開來看，首先接納自己不

舒服的感受、不去否認產生的各種情緒，再由師長協助尋求合適管道或發洩方式，讓

情緒有機會流動舒緩。例如在學校時可離開現場去走廊或圖書館轉移注意力、跟同學

聊聊，或請老師處理對方的不當行為等。不論任何人，都應該學習如何好好生氣，而

非讓情緒帶著自己衝動行事。 

  資源教室必要時都會向該班同學分享特殊生的狀況，以及一些基本建議和資訊，

然而頭腦可理解，不代表情緒不會產生，因此正視一般生的感受，不期待他們成為聖

人，才不會讓負面情緒累積，轉為私下的洩憤行為。 

  這同時也要請特殊生學習觀察別人生氣，累積「行為→反應」的資料庫，建立班

上與他的「明確代號」，用最簡化的方式理解或提醒他當下狀態；通常班級愈能提供安

全感，特殊生的狀況就愈能穩定，不易起伏。 

 

心法二：不放大特殊生的問題 

  在某些案例中發現，同儕反應的困難，有時只是為了解釋自己課業挫折或是逃避

責罰，放大特殊生對自己造成的困擾。此時若能對比其他同學和任課老師的說法還原

現況，就能把焦點放回孩子該面對的自身議題，而非一切都是他人的錯。 

  不只是孩子，大人也容易如此，這些層層積累的情況，或許被特殊生的狀況引爆

而浮上檯面，但絕非只有單一議題，應該梳理清楚才能有效解決。 

 

  心法三：讓大家看見特殊生的進步 

  每當有爭議衝突發生，大家都希望情況能有進步和改善，然而行為有進步是抽象

描述，也可能包含主觀的認定，後續容易因為有期待落差而進入溝通的負面循環。因

此我們需要讓大家看到特殊生具體出現改善的行為，即使是微小變化也是一個開始。 

  我們可以將改善項目分階段，一次進行一個項目，並且將任務具體化。例如「課

堂上減少發言打斷老師的次數」。導師可和同學一起觀察，若打斷的次數真的有減少，

那麼也可引導同學感受特殊生的努力，整體班級氛圍也會因此安穩下來；若還是沒有

具體的改善，那就代表特殊生需要更多其他協助，再請專業老師根據此現象積極介入。 

  每位特殊生自身狀況都不一樣，然而卻有項共同的特徵：很難在短時間內有大幅

度進步，必須「給時間」才能產生有效改善；無法立即依因果關係學習調整行為，絕

非故意重蹈覆轍或置之不理。 

  對多數人而言，和特殊生相處只是人生一小部分，用正向視角將這個緣分轉換為

一份禮物，好好陪伴社會裡每一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才有真正幸福的未來。 

 

摘錄自羅怡君(民 111)。當孩子的同學是特教生｜融合教育不是期待一般生變聖人。親
子天下，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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