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楊詠儒心理師

談身心障礙個案的合作-特教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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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人：xxx

1. 輔導與特教

2. 疑似生的輔導處遇

3. 特教個案類型與心理諮商

4. 系統合作(與家長建立關係 )

5. 特教生的性議題-通報案件(法規)

6. 資源：學諮中心轉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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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特教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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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特教不同的思維?

學生的障礙評估，要用什麼方

式教育他，運用什麼樣的輔具，

讓他能適應學校

外在環境以及人際關係對於學

生心理的影響，關注學生個人

內在情緒、想法、行為與環境

的互動

不一樣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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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生的輔導處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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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的專業評估

問題評估

• 學生的障礙類別，因此障礙對其在校生活以及學習的影響

• 現況評估、生理能力評估、家庭功能評估、人際情緒行為能力評估

處遇評估

• 輔具、生理治療、課程調整、學期目標設定

• 情緒人際行為的調整

•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 轉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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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個案類型與心理諮商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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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

障礙程度差

異

情緒行為障礙

注意力不足

過動

思覺失調

憂鬱、躁鬱

焦慮、強迫

自閉症

自閉程度差

異

顯性障礙

視力障礙

聽力障礙

肢體障礙

多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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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

腦神經的損傷，但生理其他發展正常

• 認知能力的差異

• 人際需求、情感需求、性發展、情緒層面，與一般生無差異

學業低落、學校表現不佳

• 學業上的挫折、校園的挫折

同儕相處

• 中高年級之後差異明顯，容易被排擠

• 人際挫折

情感與性議題

• 生理發展正常，但經常被誤認為沒有性需求及情感需求

優勢：能做簡單且大量重複的工作、不怕無聊，容易滿足，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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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I)

無法自我控制，但被認為可以，經常被過度管教

• 看電視跟打電動就很專注?

• 吃藥會變笨?

• 腦部發展(專注力、認知)比一般學生慢3~5年

過動的成因-社會文化的影響

• 歐洲國家的過動評估(ICD)

• 教育體制的改變：上課時間變長、教學速度變快、體能活動時間減少

• 醫療診斷的發展：1979台灣開始過動診斷，2003專司達上市

與老師、父母的衝突

• 即使成人之後，過動情況已經減緩，但關係仍無法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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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2)

諮商處理關係跟心理，教育處理社會化行為並行

• 適度休息、找到興趣、任務切割、環境簡化、具體提示等

• 協助個案處理人際挫折，重新培養人際技能

• 增進學生自我概念，發展正向的特質

• 修復學生與同儕、家人以及師長的關係

• 與學生練習自我控制，增加遵守規範的策略

家長諮詢

• 藥物的澄清與使用

• 提供家長正向的教育策略

• 提供支持

優勢：操作型工作、活潑、在有興趣的事情專注力非常足夠、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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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

對腦部傷害大

• 每次發病，對於腦部都有傷害

• 認知功能、記憶力的損傷

容易有其他疾患

• 憂鬱、躁鬱、強迫、焦慮併發

穩定的環境、持續的諮商服藥

• 研究顯示，藥物跟諮商要併行。及時服藥，降低發病傷害腦部。

• 諮商策略：涵容幻聽幻覺，同理包容情緒，協助個案能夠跟自己的幻聽幻覺相處。

環境的支持

• 家長、主要照顧者的諮詢與支持(照顧這類的孩子是非常辛苦的)

• 協助家長了解病程、藥物處遇、預防復發，以及發病的處理SOP 12



憂鬱、躁鬱

腦部影響大

• 每次的發病，對於腦部都會有傷害

容易有自傷行為

• 追蹤學生的情緒狀態(無力感、絕望感、幻聽幻覺)

• 自我傷害評估(計畫具體性、致命性、自殺意圖、環境壓力與支持力)

環境影響大

• 天氣、季節的影響，環境的變動

• 周遭其他人的自我照顧跟環境對於學生的支持

務必定期服藥以及心理諮商

• 與家長合作，協助學生定期回診、調藥，切勿自行斷藥

• 穩定諮商，協助學生調整情緒 13



焦慮、強迫

核心是「焦慮」

• 強迫性思想以及強迫性行為

• 特定情境與環境引發的焦慮，焦慮的自我照顧

• 穩定家長的情緒

藥物一定要搭配心理治療

• 焦慮是可以被控制的，心理治療能夠協助學生控制焦慮、處理焦慮

• 與家長討論服藥的穩定性

嚴重影響生活機能

• 人際關係(容易嚇到旁人)

• 重要事件與場合(擔心重要場合發病、於是更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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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焦慮、選擇性不語

核心是「焦慮」

• 擔心跟主要照顧者分開-共依附現象

• 焦慮聲音被聽見

家長諮詢

• 與家長討論如何降低焦慮

• 避免把注意力過度放在孩子講話這件事情

心理治療

• 安全感：替代性客體、熟悉小天使

• 讓孩子經驗到，分開、講話並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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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光譜)

學生樣貌

• 固定、重複、堅持 (每天一定要走同一條路上學、中午吃飯一定要吃某一間店的炒飯)

• 對人際互動不感興趣(不會想要主動跟別人互動)

• 語言發展、肢體表達比較緩慢或者缺乏

諮商輔導與特殊教育

• 訓練學生生活中的彈性

• 協助學生情緒表達以及培養同理能力，進而有人際技巧

優勢

• 愛上了不會變心(愛情如此、興趣也如此)，耐得住無聊，能做重複性高有規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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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障礙

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學障礙

• 特殊教育的專長

諮商輔導與特殊教育

• 學生的障礙認同以及班級輔導

• 障礙明顯，更感到孤單(隱性障礙，比較容易感受到歧視)

• 特殊教育與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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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生的心理 研究顯示：孤單
對身體健康有害

我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比較差

父母對此很苦惱
老師對此耗費
很多力氣 同學覺得我很奇怪

沒有人懂我，大家都
覺得我很差勁，我讓
別人很丟臉，永遠都
會這樣，活著的意義?

孤單

自卑

羞愧

無力

沒
有
人
愛
我

挫
折
、
衝
突

自
我
歸
因

我有不足，但我也有
優勢，我好好修補不
足，發展優勢，我未
來是可以過得很好的。

特殊教育

希望感

被理解

我是有價
值的，努
力是會有
結果的，
我是可以
跟人有好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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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和障礙和平相處」?

接受「障礙」這個事實

不會因為障礙過度的自卑、或者拿翹

當別人用異樣眼光看他，或者被嘲弄的時候，

他可以為自己發聲，或者尋求資源與安慰

即使有障礙，他還是可以發展人際關係，能夠

追求自己想要的職業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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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v.s障礙

損傷
社會性

阻礙
障礙

賦權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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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合作(與家長工作)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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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身邊可以用的資源都拉進來

學生

家庭

政府/

鑑定

教育輔導

醫療

教養、規則訂定、安全感、
自我概念來源、陪伴、關
懷、物質、興趣培養等

鑑定通過，授權學校
做特殊教育，政府體
系的保障與支持

彈性評量、課程調整、符合
程度的教學、師長的關懷、

同儕支持力量

心理諮商輔導、穩定
的關懷、心理的評估

藥物治療、生理性評
估、病程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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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長討論孩子的障礙?

 如何告知家長這個學生有特殊狀況?

 家長如何知覺跟感受? 挫折、無力、自責、羞愧、其他家人的指責?

生出有障礙的小孩，是不是我那時候懷孕用了剪刀?

小孩的這輩子怎麼辦? 我這輩子怎麼辦?

很擔心別人認為自己是不好的父母，管不住、教不會孩子

 和家長溝通的技巧：讓家長覺得他是有能力照顧孩子的，孩子的未來是有希望

的，以及孩子是很需要家長的愛跟包容的。

 「身心障礙」是標籤還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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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生的性議題(通報案件)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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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

我們把性教育都委託給了日本A片公司

保持沉默，就成為共犯。所謂的「顧全大局」其實是維持職場和諧，孩

子受苦受害沒被任何人當一回事。

「邪惡的凱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觀。」

《熔爐》《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幽黯國度：障礙者

的愛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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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生常見的性平案件

 家內手足亂倫：經常是受到A片影響，學生不壞，只是被教壞。想說

要試試看，只好找到家裡那個比較弱勢的手足?

 長輩親戚的性侵、性騷擾

 特教生(智能障礙)，到觸摸別人、抱別人，說要跟別人交往

 被大人欺騙的特教生，然後再去欺騙、霸凌其他同為特教的學生

26



法定通報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1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7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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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2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法定通報

• 關懷e起來社政通報

• 學務處校安通報

• 校內性平委員會(學務、輔導)性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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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生容易捲入性平案件?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

1. 對人的防備心比較低，對人單純，嘗試想要對別人好

2. 長期人際需求不滿足，有人對他好，他就完全相信

3. 對人依賴性比較高，容易被有心人士針對

4. 某些學生行程非常固定，容易被盯上

5. 案件發生過後不容易成案，調查不容易，說的話不容易被相信

6. 性侵害、性騷擾多為熟人作案，而且經常是漸進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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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報，還能做什麼?

正視「性平教育

(性教育、情感

教育)」

注意學生的

人際互動

不因障礙而

忽略學生的

人際需求及

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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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傷痛，都不完美，

但卻可以帶著這些傷痛繼續前行，

這是最珍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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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歡迎討論指教

04-8360430；norayangyj@gmail.com

楊詠儒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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