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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兒童幼小轉銜工作問題與因應

陳麗如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特殊需求兒童幼小轉銜為早期療育與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銜接。從教育部與內政部

所訂定的相關辦法與政策中，可發現幼小轉銜工作可分轉介、專業服務、及行政幾個處

理面向，其所存在的問題不同，策略的因應也將不同。本文分別予以探討，期待成為幼

小轉銜工作的參考策略。

中文關鍵詞：轉銜、幼小轉銜、轉銜問題

英文關鍵詞：transition, preschool-elementary school transition, transition problems

早期療育為目前世界各國政策推動的

重要工作，包括日本、德國、英國、紐西蘭、

瑞士等等國家均積極制定相關福利法規及服

務制度，推展早期療育。研究指出學前療育

的品質不良，將導致特殊需求兒童在進入小

學之前未能有充分的準備，而影響進入小學

教 育 階 段 的 適 應 (Shonkoff & Meisels,

2002)。從轉銜的觀點，學前特殊需求兒童進

入小學前是否獲得充足地協助，進入小學後

是否有良好的適應狀態為早期療育成效延續

的重要指標。美國幼兒轉銜中心 (Early

Children Transition Center, 2005)即因此提出

專業人員與家長應該檢視轉銜促進方案，評

估其間的問題，重視進入小學所需要的條

件，規劃學前至小學的就學轉銜服務 (Early

Children Transition Center, 2005)。1998 年美

國國家教育目標小組(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Goals Panel, NEGP)曾發佈關於學前階段的

入學準備內容，並出版入學準備手冊(Ready

Schools)供相關人員依循執行。顯見在轉銜

服務工作上，並不是一件小的工程。

與歐美國家相比，國內由於早期療育工

作發展之歷史不久，許多策略的提供顯得零

亂，進入特教系統的轉銜服務發展較不完

全，早療個案常無法於學前取得完整的特教

服務，並於進入學齡後，未充分銜接所需要

的醫療與社會福利服務（廖靜芝，2002）。因

此，如果能針對學前至小學就學轉銜工作問

題，建立可能的因應策略，對特殊教育服務

系統能充分連貫，將使學前特殊教育效益大

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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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前至小學之教育轉銜

Will(1984)將轉銜形容為一座橋，轉銜

工作分為轉銜前及轉銜後二個階段進行

(Halpern,1994)。依據《障礙者教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的定義，轉銜服務是以需求為基準的一系列

以成果為導向（outcome-oriented）的調整活

動安排（Hitchings et al., 2001）。依此定義，

可見轉銜服務的幾個重要元素：一為以需求

為基礎，二為以成果為導向，三為調整活動

安排。若要探討學前至小學之就學轉銜，則

其中第一項即從兒童的轉銜生活問題及期待

等出發，探討轉銜需求所在；第二項意指以

小學的適應狀態為成功轉銜方向；第三項著

重發展有利特殊需求兒童轉銜成果的策略及

相關活動。為達這些目的，轉銜工作應該檢

視期間的問題並發展因應的工作策略及原

則。

為使早期療育效益延續至未來的學習生

活，相關主管機關提出各種辦法及政策，進

行身心障礙兒童轉銜服務工作。如內政部兒

童局《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

指出「應建構發展遲緩兒童學前與國民教育

階段之融合與轉銜服務」（內政部，2009a），

並編製《早期療育工作手冊》，指出「入學

轉銜工作指導書」一章（內政部，2009b）；

教育部則在《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

服務實施要點》中指出需移送至安置單位之

資料、轉銜會議及輔導會議的召開等。並因

應此要點，出版《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資

源手冊》，其中「學前至國小階段教育轉銜服

務篇」描述幼小轉銜工作，並提出幼小轉銜

工作時程表，發展幼小轉銜工作政策。該轉

銜工作內容分為評估階段、教育階段、轉銜

階段及追蹤輔導階段（教育部，2008）。其中

評估階段及教育階段乃是在為轉銜工作而準

備，轉銜階段及追蹤階段為進入積極的轉銜

工作時期 (見表一)。

表一 學前階段轉銜工作重點與時程表

階段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時間

1.接收轉銜資料 ‧上通報網及其他管道接受學生資料

‧瞭解學生轉銜資料

‧與前一階段單位聯繫

6-8 月

2.鑑定安置評估 ‧學生能力生態及相關專業聯合評估

‧家長晤談

‧撰寫鑑定評估報告

‧安置學生至適宜就學環境就讀

2-5 月

3.召開輔導會議 ‧與前一安置學校聯繫瞭解學生能力現況

‧家長晤談

6-8 月

評估

階段

4.特殊需求學生入學

準備

‧教學相關之行政安排

‧相關支持性服務申請

6-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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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時間

‧環境設備安排

1.擬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

‧邀集相關人員共同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

會議

‧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

9-10 月

2.提供支持性服務 ‧視學生需求提供療育、就學等相關支持

服務

1-12 月

教育

階段

3.更新維護學生資料 ‧上特殊教育通報網學務系統不定期更新

維護學生基本資料及就學情形

1-12 月

1.轉銜單位間之銜接 ‧配合轉銜作業辦理宣導及說明會

‧針對將入國小學生，辦理幼小銜接活動

2-6 月

2.召開學前入國小轉

銜會議

‧邀集國小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

‧將學生轉銜服務資料移轉至新安置學校

4-7 月

3.轉銜服務資料通報 ‧特殊教育通報網轉銜系統填報轉銜服務

資料表

‧特殊教育通報網學務系統辦理異動

2-7 月

轉銜

階段

4.提出國小鑑定安置

申請

‧協助申請提報國小鑑定安置

‧協助個案評估及書面資料提供

2-6 月

1.追蹤通報轉介學生 ‧追蹤通報轉介安置 8-隔年 1 月追蹤

輔導

階段
2.參與輔導會議 (國

小視需要召開)

‧與安置學校聯繫，追蹤學生就學情形

‧參加國小安置學校召開之輔導會議

6-8 月

(教育部，2008，頁 21)

通常幼小轉銜工作乃是以教育為主導，進行轉銜工作指引，工作內容重點可約略分為

三部分（見表二）：

表二 幼小轉銜工作內容、問題與因應
類
別

工作內容 問題 因應

特殊教育通報轉介系統上的資料過於
形式化，或記錄不完全
轉銜及轉介體系資料彙整與流程未建
立運作機制，流程因校因師而異
資源分佈不均；服務品質參差不齊
教師特教知能與評估工具不足，未能
落實生態評估

轉
介

資料或方案的
轉移：轉銜系
統資料及學務
系統資料；資
源、策略與服
務的轉銜

家長對於服務工作欠缺意識，低社經
與偏遠地區家庭尤難突破

1.適當且充分接觸資源
2.有品質的資料轉移
3.建立完整的評估系統

(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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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內容 問題 因應

工作人員服務量過高；專業人力不足
以進行適當介入及後續追蹤服務
不同人員訓練背景不同，理念態度差
異，單位間合作意願仍待努力
家長及相關人員轉銜知能不足

專
業
服
務

為學生學習進
行安排；延續
原來服務；家
長主張權益、
提供資料、進
行訓練 功能障礙的設定範圍過窄：常僅針對

機能損傷或病理的變化加以治療；偏
重醫療評估
相關服務未對個別需求安排，僅就現
有資源分配；安置後的轉銜工作規範
不足
追蹤輔導未徹底執行

1.以團隊型式提供服務
2.涵蓋全面性的向度
3.重視兒童及其家庭需求
4.注重轉銜成果
5.促進兒童功能表現
6.注意兒童身心發展變化
7.家長充分參與
8.協助兒童生活適應
9.安排銜接課程
10.不同教育類別的協調與

溝通

個別化教育會議僅少數人參與；會議
形式化
許多親人對於校方在入學前給予的承
諾在轉銜後執行上感到不滿意

行
政

規劃與安排資
料的提供與轉
移、會議的召
開及相關服務

在轉銜過程中需要填寫過多文書資料
，影響轉銜工作心力

1.督導實踐成果
2.適時適當記錄資料
3.長期的規劃
4.宣導培訓相關知能

一、轉介
轉介是指資料或方案的適當轉移，在系

統檔案轉移的部分包括轉銜系統資料及學務

系統資料，為特殊教育通報網系統之資料。

在實務的部分則主要在將相關資源、教育策

略與服務等經過評估選擇後轉移到下一安置

單位。

二、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一般可以分為教學與相關服

務兩個面向，另外家長也在此時以專業者的

角色參與相關活動。其中在教學面向主要是

教師為學生的學習所做的安排：學前階段的

教師為學生安排準備進入新學校之課程，包

括心理的準備、學習能力的準備等。進入下

一個階段後的教師，則延續學生學前的學習

模式與策略進行教導，並評估學生存在的適

應問題，發展新的策略，以便為他提供相關

的教學以及支持服務；相關服務面向則主要

是為了使原來的服務延續下去，使服務不中

斷，並在新的學習環境中安排新的資源；而

家長面向則在適當的時機，主張相關的權

益，提供兒童相關資料以便進行轉銜評估與

資料轉移，並配合教學面向，進行兒童相關

能力的訓練及引導兒童做入學的心理準備。

三、行政
行政面向是指行政方面的相關工作，也

是在轉銜服務工作中最常擔任工作規劃者的

角色，其內容包括資料的提供與轉移、會議

的召開以及相關服務的規劃與安排等等。

貳、幼小轉銜工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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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小轉銜工作中，存在許多問題，使

得特殊需求兒童的療育傳輸遇到阻礙，從轉

銜工作的三個部分來看包括（見表二）：

一、轉介
相關轉介工作的品質不理想影響轉銜的

功能，其中最常見的是資料轉移問題(陳昭

銘，2001；Janus, Kopechanski, Cameron, &

Hughes, 2008; Malone & Gallagher, 2008)。由

於主管單位未具體要求督導個案轉移資料的

品質，以致即使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轉介系

統上有應填寫向度，但資料常過於形式化，

或記錄不完全，形成服務記錄轉換零碎不

全，或無實質的轉銜功能。且由於教育主管

單位所制定的轉介流程只是一個概略的方

向，轉介體系與流程未建立運作機制，細部

的要求尚不明確，運作流程因校因師而異，

以致品質有所參差。所以會發現有些學校會

積極安排學生及家長與未來安置學校接觸，

有些學校則未曾安排轉介銜接活動。

不同幼稚園及小學資源分佈不足且不

均，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形成區域資源轉介

上的限制(Janus et al., 2008)。例如特殊學校

與一般學校融合班、臺北市與南投縣中特殊

需求兒童所可能取得的人力及物質資源常有

大的差異。另外，轉介前應該先進行評估，

可是轉介評估受限於教師特教知能不足、未

提供專業的評估資訊、人力與評估工具不

足，且常未能進入家庭、社區、現在學校及

未來學校實際的生態環境評估了解學生功能

問題，以致未落實幼小轉銜評估工作。致使

許多特殊需求兒童家長不了解其需求所在或

可能的選擇，學生的能力現況問題及處理策

略無法轉銜。以致於不能擁有適當的服務，

也難以擁有良好的轉銜狀態。

二、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最大的問題是專業知能問題

及相關人員介入問題。在人員部分，由於專

業人員服務量高，但限於經費，專業人力聘

用不足，相關復健工作如復健評估、復健課

程設計、復健治療轉移等等無法充分實施，

轉銜過程又被期待進行完整的服務傳遞及後

續追蹤服務，使得專業服務品質不佳。家長

則是對於轉銜工作欠缺意識感，常常只是被

動地接收訊息，尤其在引導低社經與偏遠地

區家庭參與的工作上更顯難度。許多家長及

兒童的權益常因此無法主張。另一方面相關

人員專業知能不足，如家長、行政人員、普

通教師等，未能掌握轉銜的實質內涵，也未

能掌握相關資源，致使後續的轉銜工作品質

受到打折。而使得兒童生活適應仍出現相當

多的困境。而且在專業服務間缺少溝通是轉

銜上另一個阻礙(Janus et al., 2008)。不同的

專業人員訓練背景及經驗不同，包括復健人

員間、復健人員及教師間、教師間、普通教

師與特教教師間、轉銜前後二單位人員間、

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等等，理念及態度存在

差異，致意見常出現分歧聯繫不良。或相關

單位對於資源轉介理念欠缺共識與合作意

願，整合零亂。

另外，在轉銜工作過程中常不能全面性

地處理相關問題，如對兒童功能障礙的設定

範圍過窄常使服務及評估容易只放在特殊需

求兒童生理障礙的處理，過於偏重醫療評

估，忽略對兒童其他面向的照顧，如心理、

情緒等。又例如 Malone 和 McPherson（2004）

就指出在早療評估過程，常過於重視醫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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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對於特教與社工系統的服務評估技術，

仍未臻成熟。且醫療、特教與社福體系常呈

現評估指標不一致，無法評估特殊需求兒童

的全面狀況。致使常只就現有的資源進行服

務的分配，不能夠對個別需求適當安排相關

服務，如此常使特殊需求兒童所得到的服務

常不能滿足他個人所需要的。Enright、

Conyers 和 Szymanski（1996）即指出許多專

業人員過於著重對障礙問題的處理，卻忽略

更重要的需求考量。如果忽略障礙者的需

求，轉銜過程只能處在一個不成熟的狀態

（Hitchings et al., 2001）。而轉銜工作只將工

作重點或責任歸屬放在學前階段，對安置後

的轉銜工作規範不足也是另一個不平衡的現

象。例如很明顯地，在所有法規或政府督導

的轉銜重點工作只對學前階段提出規範。

最後是追蹤輔導未徹底執行，追蹤輔導

常只做形式上的問候聯繫，未徹底追蹤學生

的適應問題或提供學前的教學策略。

三、行政
行政處理上最常被批評的是會議問題

及個別化計畫問題：個別化教育計畫及個別

化轉銜計畫工作常只有導師個人完成，只有

少數家長參與，或家長參與只是形式上，而

專業人員的參與更微乎其微 (胡永崇，

2003)。同樣地，轉銜會議或輔導會議常只是

形式上的召開，未能發揮功能。例如常見轉

銜會議在一個小時召開全班 10 個學生的轉

銜安排，未能針對個別學生的要求發展策略

及資源，或下一安置單位未依法出席了解兒

童狀況，會議功能無法實踐。

另一方面，如同 Janus 等人(2008)指出

的，許多親人在轉銜後對於校方在入學前給

予的承諾在執行上感到不滿意。轉銜前後的

落差促使轉銜工作成效受到質疑。轉銜實踐

問題恐怕得再檢視。而轉銜工作中需要填寫

過多文書資料，常被轉銜相關人員視為阻礙

之一(Janus et al., 2008)。有時寫了很多資料

卻用不上。文書資料應處理到多大的量或其

中對轉銜工作的真實貢獻為何，為另一可思

考的問題。

轉銜如果要良好，相關人員擁有正確的

觀念是重要的。但是轉銜宣導或知能的傳遞

不理想，在轉銜工作上便無法擁有正確的觀

點，而影響轉銜工作的推動。

參、幼小轉銜工作問題因應

若欲規劃推展身心障礙學生的轉銜服

務，所牽涉到的規劃系統與支援相當地繁

複，包括家庭、學校、教養機構、醫療機構、

社會行政等。轉銜服務的人員、內容或策略

相當多，應做周延的規劃與安排，處理轉銜

所存在的問題，以使特殊需求兒童的轉銜順

利成功。以下仍就轉介、專業服務與行政三

個面向列點討論（見表二）：

一、轉介
(一)適當且充分地接觸資源：若能掌握取得

適當的資源，將得以因應障礙狀況克服

困境獲得支持（Enright et al., 1996）。因

此應盡可能尋求相關資源，除教育單位

的既有資源外，可嘗試與社福單位、醫

療體系、民間單位以及親友等接觸。

(二)有品質的資料轉移：在轉銜服務過程中

確保障礙學生已訂定的轉銜服務能夠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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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轉移到下一個階段（Johnson, Stodden,

Emanuel, Luecking, & Mack, 2002）。這常

常會依賴資料的傳遞。教育部要求轉銜

階段應填寫轉銜通報系統 (教育部，

2002），各相關單位再依系統資料了解個

案需求與狀態。因此資料中應具體呈現

學生的問題、因應策略及一直運用的資

源，例如記錄某兒童的有效增強物。資

料若能確實實用，進行轉移，才能落實

轉銜服務，也才能提高其轉銜後的適應

力。

(三)建立完整的評估系統：評估為轉銜工作

的起步。根據兒童發展可能衍生出的問

題，應該有相關的專業人員全面性地評

估而後予以建議，才可以使兒童的療育

得到最大的延續性服務（廖靜芝，2002；

Malone & Gallagher, 2008）。這些評估包

括醫學、教育、社工等面向。為了轉銜

進入小學特殊教育服務，特殊需求兒童

必須先經過各種專業的評估，進而取得

適切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二、專業服務
(一)以團隊型式提供服務：為了提高轉銜服

務的品質，美國聯邦政府在《障礙者教

育法案》中表明轉銜服務可包括特殊教

育人員、普通教育人員、家長、行政人

員、學生及諮商員等角色，以組成所謂

轉銜小組（transition team），將機構整體

性合作做完整的規劃，針對障礙兒童各

方面的障礙問題做調整（Graham-Smith

& Lafayette, 2004; Grisham-Brown, 2000;

Kaczmarek, Pennington, & Goldstein,

2000; Kendall & Buys, 1998; Malone &

Gallagher, 2008; Wehman, 1992）。在特殊

需求兒童的轉銜過程中若能有適當的人

員參與，將可以因應兒童的需求訂定多

元全面的轉銜目標，而團隊工作可以使

服務更完整。如安排巡迴輔導老師及相

關醫療復健專業團隊入班諮詢，及協助

家庭辦理相關補助款的申請作業、協助

家庭功能重建、提供家庭社區福利單位

服務訊息等等。

(二)涵蓋全面性的向度：兒童的發展是全面

性的，包括身體、心理、社會情緒等方

面。一個適當的轉銜服務，應該在相關

的生活層面中，均有取得服務的機會。

因此不應只做治療的轉銜，還應包括心

理的適應輔導、教育的策略等等。

(三)依據兒童及其家庭的需求：掌握了兒童

的需求後，將得以規劃適當的轉銜服

務，包括生活上的需求或個人行為表現

上的需求，例如確認需要調整兒童的過

動行為，而後進一步予以安排介入。另

一方面，如果不是學生的需求所在就不

需要予以安排，否則徒浪費資源。

(四)注重轉銜成果：轉銜目的在於促使服務

對象擁有正向的轉銜成果(Johnson et al.,

2002)，一個良好的幼小轉銜服務將以未

來的成果為規劃方向。因此有必要預期

兒童將來入小學後可能遇到的問題及需

要的支援，而在學前即安排對應的服務。

(五)促進兒童功能表現：在專業服務上不能

僅針對兒童的機能損傷或病理的變化加

以介入，長期目標應該增加兒童實質生

活功能與社會獨立表現。例如職能治療

師訓練兒童手功能提升其握杯子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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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訓練兒童人際互動技巧以

便融入新班級。

(六)注意兒童身心發展變化：特教老師應從

「學生能學些什麼？」和「學生該學些

什麼?」 來設計課程與編擬教材。因此

教師應了解學前到入小學，學生的體

力、生活能力、學習能力發展到何種程

度以及可能可以發展的進展。並且同時

從兒童的優勢與弱勢能力思考，以符合

學生的個別差異和適切地預期未來表

現。

(七)家長充分參與：父母積極參與，提供有

關幼兒的需求、興趣、偏好等各方面的

資訊，並協助安置工作的進行，使得教

育服務確實符合兒童需求（陳昭銘，2001;

Malone & Gallagher, 2008; Oliver,

2008）。家長與專業人員共同合作並適

時表達需求，主張相關權益，使學齡前

的幼兒順利轉銜到小學階段。

(八)協助兒童生活適應：學前和小學生活型

態存在的落差可能影響兒童轉銜生活的

適應。學前教師適時引導特殊需求兒

童，讓其對未來的學校有期待，或寫下

重要的事項讓老師及校方了解特殊需求

兒童相關的資訊，這些安排使特殊需求

兒童及其父母對未來的情形能夠更為放

鬆（ Lillie & Vakil, 2002; Malone &

Gallagher, 2008;Oliver, 2008）。並應盡可

能地讓父母了解其子女未來學校的相關

資訊，例如讓家長觀察教室情境、認識

未來的老師、了解教育安置選擇的問題

等（陳昭銘，2001）。而小學階段的教

師也應評估兩個階段環境落差帶給特殊

需求兒童的困擾所在，如能在兒童學前

時入班級觀察並參與課程則更理想，藉

由與幼稚園教師的討論規劃調整生活適

應方案。

(九)安排銜接課程：幼稚園與小學學習上有

相當大的差異，包括學習型態、課程內

容與學習環境等方面。銜接課程安排主

要在掌握學前與入學後的課程關聯性，

思考規劃其連續性（Mack, 1988，摘自

陳昭銘，2001）。因此銜接課程應透過

教學活動以及日常生活教育等課程，以

遊戲的方式提昇兒童發展、規劃參觀學

校、及參與試讀等活動以促進兒童適應。

(十)不同教育類別的協調與溝通：除了學前

教育階段與小學教育階段的轉銜外，普

通教育與特殊教育體系之間也應建立完

整的教育轉銜系統，充分考量學生與家

庭的需求，統合相關課程，再透過協調

合作，全方位協助特殊需求兒童（教育

部， 2003 、 2008; Repetto & Correa,

1996）。

三、行政處理
(一)督導實踐成果：許多轉銜規劃得很理

想，卻實踐不佳，以致沒有好的成果。

行政體系應督導轉銜計劃的實踐，開發

檢視機制，適時適當調整方案，並引導

家長運用反應機制。

(二)適時適當記錄資料：許多資料過於繁

瑣，應予以精簡，以免影響實務工作的

執行，但是另一方面，資料的呈現才能

做督導並確認轉銜工作的品質，如追蹤

輔導仍須藉由資料紀錄上進行管理。因

此應適時適當的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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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的規劃：轉銜服務是一件長期的工

作，為了適當的療育轉移，提早規劃安

排轉銜服務，成為重要的工作。內容包

括評估、規劃以及執行等等(Malone &

Gallagher, 2008）。依據教育部(2002)的

規範，兒童一進入幼稚園大班年齡階段

即應著手準備，時間至少一年。

(四)宣導培訓相關知能：主管單位在適當的

時候應該強化相關人員的轉銜知能，多

辦理轉銜研習，包括轉銜概念的建立、

轉銜資源的認識等等。相關人員擁有了

專業知能才能確保品質的提升。

肆、結語

為了順利進入下一階段，以便幫助兒童

合宜適時地轉銜到小學生活，常常藉由轉銜

會議，由專業人員與家庭及相關單位人員擬

定目標、掌握轉銜期待及探討轉銜過程中可

能遇到的問題或阻礙，以便提供兒童適當的

個別化轉銜方案（ Lillie & Vakil, 2002;

Malone & Gallagher, 2008）。美國許多州均發

展各自州內的轉銜準備方案，針對特殊需求

兒童辦理一系列入小學準備活動，讓兒童儘

早適應校園生活，減少入學後身心適應問

題，並且依以發展準備課程評量，在評量後

便 執 行 轉 銜 方 案 。 包 括 ： Arkansas 、

Connecticut、Indiana、Oregon、Washington

及 West Virginia 等 等 州 (Early Children

Transition Center, 2005)。期待我國也能克服

學前存在的轉銜問題，發展適切的幼小轉銜

課程與活動配合其能力、條件、需求、因應

環境的變化加以調整，提供適切的服務。於

是幼小轉銜服務也才能進行有品質的服務傳

輸，以建立轉銜工作方案，使特殊需求兒童

的學前教育成果，在轉換的過程中，能持續

至小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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