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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6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馬文君等 17 人，有鑑於國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心評鑑

定與評估工作，皆為特教老師需兼任學生心評鑑定作業，導

致特教老師業務繁重，恐影響特教班學生上課權益。參酌歐

美國家多由專任人員擔任，我國應朝向心理評估人員專任化

修法，教師若採自願兼任，也應給予合理待遇及行政協助，

另特教評鑑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為原則，以配合教育部推

動減輕學校行政負荷之政策，基此，爰擬具「特殊教育法第

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保障特教老師之權

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國內特教老師之教學節數係比照一般教師，除輔導特教生融入各班級的學習，處理特教行

政事務等外，特教教師需於教學與備課期間，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進行心評鑑定與評估工作

，可謂工作繁重，恐影響特教班學生上課權益。 

二、特殊教育學生之心評鑑定，實非特教老師之本職，多為強迫兼任，反觀歐美先進國家為例，大

部分由專任人員擔任，我國亦應朝此做法推進。倘無法皆由專任人員負責，需由特教老師協

助，也應採取自願制，主管機關則須提供合理之待遇，及必要協助。以免造成特教老師工作

時間過長，被剝削勞力及勞動權益，爰擬具「特殊教育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心

理評估人員朝專業化來修法。 

三、特教評鑑占據教學時間與親師溝通時間，且無助於問題解決，特教老師必須為特教評鑑準備的

大量文書工作，間接壓垮教學能量及排擠教學時間，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減輕學校行政負荷之

政策，應逐步簡化自辦之評鑑指標或降低評鑑的頻率，並減少所轄學校資料之報送，特教評

鑑與其他評鑑適度整併，使教師將更多時間留給教學，裨益特殊教育之教學品質，主管機關

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特教評鑑為原則，或納入學校、幼兒園評鑑週期併同辦理，爰擬具「

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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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馬文君   

連署人：鄭麗文  鄭天財 Sra Kacaw   溫玉霞  林為洲  

李德維  萬美玲  陳玉珍  林文瑞  鄭正鈐  

陳雪生  吳怡玎  王鴻薇  李貴敏  謝衣鳯  

曾銘宗  游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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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第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

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

鑑定。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

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心

理評估人員之資格、培訓方

式、兼任制度、專責心理評

估人員設置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

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

異學生之鑑定。 

前項學生之鑑定基準、

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

、重新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修正「身心障礙學

生及資賦優異學生」為「特

殊教育學生」。 

二、現行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鑑

定之教育階段包含學前教育

，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增列

幼兒。 

三、特殊教育學生之心評鑑定

，實非特教老師之本職，多

為強迫兼任，反觀歐美先進

國家為例，大部分由專任人

員擔任，我國亦應朝此做法

推進。倘無法皆由專任人員

負責，需由特教老師協助，

也應採取自願制，主管機關

則須提供合理之待遇，及必

要協助。以免造成特教老師

工作時間過長被剝削勞力及

勞動權益，爰於第二項增列

心理評估人員之資格、兼任

制度、培訓方式、專責評估

人員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亦

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

法之內容。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辦理特殊教育之

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

年辦理一次評鑑為原則，或

納入學校、幼兒園評鑑週期

併同辦理。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

辦理一次評鑑為原則。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應

以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公布

者為限；評鑑項目及結果應

予公布，對評鑑成績優良者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

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四年辦理一次評鑑，或依學

校評鑑週期併同辦理。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

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及結

果應予公布，並對評鑑成績

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相關評

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

一、特殊教育之實施包括學前

教育階段，為確保幼兒園辦

理特殊教育之品質及成效，

爰第一項增列幼兒園亦為特

殊教育評鑑之對象。 

二、特教評鑑占據教學時間與

親師溝通時間，且無助於問

題解決，特教老師必須為特

教評鑑準備的大量文書工作

，間接壓垮教學能量及排擠

教學時間，為配合教育部推

動減輕學校行政負荷之政策

，應逐步簡化自辦之評鑑指

標或降低評鑑的頻率，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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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獎勵，未達標準者應予

追蹤輔導，並提供必要協助

；實施評鑑之類別、項目、

評鑑會組成、評鑑程序與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管機關定之。 少所轄學校資料之報送，特

教評鑑與其他評鑑適度整併

，使教師將更多時間留給教

學，裨益特殊教育之教學品

質，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

辦理一次特教評鑑為原則，

或納入學校、幼兒園評鑑週

期併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