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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52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邱志偉等 21人

，為配合落實 CRPD 精神，特殊教育學校及集中式特教班部

分學生逐漸回歸普通班教學，普通教育教師應具備融合教育

之基本能力及觀念，並為強化國民教育法所定家長有參與教

育事務權利之精神，以及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就讀大專校院之

權益，爰提出「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使特殊教育諮詢會及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成員更具代表性、使其能反應教

學現場之情形，爰明定其成員包含幼兒園（含教保員、幼生家長）相關代表、特殊生代表

、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且倘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不予核定學校所提之

服務報告，應敘明理由。 

二、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校院之權益，爰明定其升學保障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並應落

實大學特教評鑑制度。 

三、為落實融合教育，爰規範特殊教育相關知能課程應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俾使師培

生能具備特殊教育之基本知能；另明定特教助理人員之權益事項，應由中央訂定，以保障

特教相關人員之權益。 

 

提案人：張廖萬堅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邱志偉   

連署人：何志偉  張宏陸  羅美玲  賴惠員  陳亭妃  

蘇治芬  鄭運鵬  劉世芳  蔡易餘  吳秉叡  

莊瑞雄  蘇巧慧  林淑芬  王美惠  沈發惠  

郭國文  鍾佳濱  賴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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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

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特殊

教育諮詢會（以下簡稱特諮

會），參與諮詢、規劃及推

動特殊教育相關事宜。特諮

會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就學

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

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特殊

教育學生、同級教師及教保

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

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特殊

教育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

下簡稱專業人員）、相關機

關（構）及團體代表遴聘（

派）兼之。 

前項特諮會委員中，教

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

行政人員，以及相關機關（

構）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

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特諮會每六

個月至少應開會一次。 

第一項特諮會組成及運

作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

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

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特殊

教育諮詢會。遴聘學者專家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

人員、同級教師組織代表、

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

）、相關機關（構）及團體

代表，參與諮詢、規劃及推

動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前項諮詢會成員中，教

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

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

，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 

第一項參與諮詢、規劃

、推動特殊教育與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

各主管機關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敘明特諮會

設置目的及功能，並明定其

成員包含幼兒園（含教保員

、幼生家長）相關代表、特

殊生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

長團體代表，期使特諮會成

員更能代表特教現場各方之

意見。 

二、第二項酌修文字，並明定

特諮會每六個月應開會至少

一次，以確保其運作順利。 

三、第三項酌修文字。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

聘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

、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

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

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

團體代表、特殊教育學生及

幼兒家長代表、專業人員、

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

聘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

、學校行政人員、同級教師

組織代表、家長代表、專業

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

體代表，辦理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安置、重新安置、輔

導等事宜；其實施方法、程

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鑑輔會

成員包含幼兒園（含教保員

、幼生家長）相關代表、特

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

期使鑑輔會成員更能代表特

教現場各方之意見，並酌修

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 

三、原第二項移列第三項，酌

修文字，並明定鑑輔會每六

個月應開會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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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就學安置（以下簡稱

安置）及輔導等事宜；其實

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

資源配置，與運作方式之辦

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

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鑑輔會辦

理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

校學生之鑑定、安置及輔導

事宜，得不予遴聘幼兒園行

政人員、教保服務人員組織

代表及特殊教育幼兒家長代

表。 

鑑輔會委員中，教育行

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

人員及相關機關（構）代表

，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鑑輔會每六個月至少

應開會一次。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身心

障礙學生或幼兒鑑定及安置

工作召開會議時，應通知學

生本人、未成年學生或幼兒

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實際照顧

者參與該生或幼兒相關事項

討論，該法定代理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者，並得邀請相關

專業人員列席。 

各級主管機關及鑑輔會

對於學校或幼兒園所提出之

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

評估報告內容，不予採納者

，應說明理由。 

與運作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

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鑑輔會成員中，教

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

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半數

，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 

各該主管機關辦理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召

開會議時，應通知有關之學

生家長列席，該家長並得邀

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四、原第三項移列第四項，納

入幼兒鑑定及安置，並增列

學生本人、未成年學生或幼

兒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實際照

顧者參與討論之規範。 

五、增列第五項，現行特殊生

在校之安置建議及所需服務

，由學校或幼兒園提出，然

曾遇到鑑輔會不予採納的狀

況，致教學現場困擾。爰明

定鑑輔會不採納學校或幼兒

園之建議及評估，應說明理

由。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

，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

，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一、111 學年度各縣市各級學

校合計有 7,063 位教師助理

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其

中僅 543 位屬於月薪人員，

餘 6,520 位助理員皆為鐘點

人員。但不論月薪人員或鐘

點人員，其待遇、晉薪、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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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

人員之遴聘、進用、考核、

待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

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

，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

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

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

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

，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

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動權益保障皆有不足，致人

員流動頻繁、進而影響特殊

生之權益。 

二、為保障相關人員之權益，

爰修正第二項，納入考核、

待遇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十九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應考量身心

障礙學生之優勢能力、性向

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規劃

，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完成國民

義務教育後，應保障其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之入學及就學

機會，必要時得採額外保障

辦理；其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應考量身心

障礙學生之優勢能力、性向

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規劃

，提供適當之升學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完成國民

義務教育後之升學輔導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修正第二項文字。 

二、本法第二十二條明定各級

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

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

應試。但現行身心障礙學生

就讀大學之機會，取決於大

學端是否提供就學名額，且

各障別之差異甚大，以聽障

生為例，近二年每位聽障生

平均可以有 3.58～4.04 個升

大學缺額，但自閉症學生的

升學機會則不到 1 個，使各

障別就學機會不均，難以錄

取合適之理想校系，凸顯其

就學保障並不周延。 

三、爰此修正第二項，規範身

心障礙者繼續就讀高級中等

學校及大專校院之機會，包

含其入學方式、各障別之名

額或其他權益等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之一 中央及直轄

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師資培育

之大學，及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培育教保員之專科以上

學校，開設特殊教育相關課

程，促進融合教育之推動。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特殊

教育相關課程納入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基準。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落實 CRPD 精神，

第一項規範主管機關應鼓勵

師培大學及培育教保員之專

科以上學校，開設特殊教育

相關課程，供在校學生修習

，增進對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者之認識，以促進融合教

育之推動。 

三、未來集中式特教班（含特

殊教育學校）部分學生回歸

融入普通班教學後，可謂班

班都有特教生，普通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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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應具備在融合教育環境下

工作所需之基本核心能力及

價值觀，爰訂定第二項，規

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於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

園師資類科皆應納入特殊教

育相關課程。 

第四十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

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

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代表；其組成與運作

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

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促

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校內

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

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至少應有身心障

礙學生一人參與。必要時得

增聘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

參與。 

學校依前二項規定成立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校內

無特殊教育學生者，得不予

遴聘特殊教育學生或特殊教

育學生家長代表。 

第四十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

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

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

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代表；其組成與運作

方式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

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

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

習輔導等事宜，得成立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並應有身

心障礙學生或家長代表參與

。 

一、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任

務非僅處理特殊教育輔導等

事務，尚有協調各處室、院

、系（科）行政分工合作，

並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及學校無障礙網頁，及督導

特殊教育自我評鑑與定期追

蹤等任務，爰於第二項增列

促進特殊教育發展亦為高等

教育階段學校成立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之目的，並規範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二、新增第三項，倘學校無特

殊教育學生，其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得不遴選特殊教育

學生或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

表。 

第四十七條 各級學校辦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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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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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大專院

校應實施特教評鑑。 

二、大專校院在學之身心障礙

類學生人數於 98 學年超過

一萬人，來到 10,274 人，

其後逐年成長，110 學年已

有 15,106 人。但大專校院

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個別

化支持服務計畫（ISP）是

否落實，有待評鑑檢視。 

三、「大學評鑑法」設有專案

評鑑，基於「辦理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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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追蹤輔導；其相關評

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相關評

鑑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 

之成效評估」特定目的進行

之評鑑，修訂大專校院納法

接受評鑑，無悖大學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