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師加油站○77                                              

輔導諮詢專線 25942439轉 640.642                                             臺北市延平國小 輔導室 關心您 

當孩子的同學是特教生  本文出自親子天下雜誌 122期 

親職溝通作家 - 羅怡君 

一間公立學校儼然就是一個小社會，複雜程度比起過去有增無減：包括外配家

庭、重組家庭、隔代教養、假性單親等，加上可能分配到幾位特教生進班就讀，有些

班級雖無特教生，但出現「疑似生」，同樣面對融合教育的挑戰。 

擔任家長會長期間，與各校會長交流分享彼此經驗，身為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

梁，最感為難、也最無力的正是「學生的受教品質」。除了課業要求，家長最在意的

莫過於班級氛圍與品格教育，就算不是讀書的料也不能學壞，或受到他人影響負能量

爆表，影響孩子的情緒與生活。因此，當班上特教生不受控制或情況尚未穩定，就容

易成為班級被討論、指責的對象。 

融合教育政策立意良善，然而雙方都必須經過「融」的過程，不僅考驗導師的溝

通能力和班級經營，對於不在第一現場，卻得接受孩子抱怨情緒的家長來說，更是一

項深感無力的挑戰：除非轉學，否則就得接受現況，還有第三條路嗎？ 

 

感到焦慮、疲乏和無奈的家長們表示： 

「難道特教生有受教權，我家孩子沒有嗎？他已經影響上課秩序了。」 

「為什麼對方家長不願意去看醫生？他們家孩子很明顯有問題啊！」 

「老師都被他惹得不想上課了，這樣下去該怎麼辦？」 

「我家小孩因為他不想上學，學校難道都不能做些什麼嗎？」 

 

而特教生的家長們，除了表達抱歉之外，也有說不出口的委屈心聲： 

「怎麼班上發生什麼事都怪到我家小孩？難道他是出氣包嗎？」 

「醫生都說不必吃藥，為什麼大家一直要我小孩吃藥？」 

「我家小孩被這樣對待不算被霸凌嗎？他是特教生又不是他的錯！」 

「難道我的孩子不曾被冤枉嗎？我們該做的都做了，不然還要我們怎麼樣？」 

 

試想一般孩子與手足的相處，是否也整天吵到不可開交？每個孩子都要經歷好幾

年，才能逐漸歸納出兄弟姐妹的習性：哪些是地雷？哪些話應該如何解讀？最不喜歡

別人對他做什麼事？在家庭教育中，我們花很多時間教養孩子了解與管理情緒，試著

站在別人角度想，慢慢理解這世界上不同人的感受與視角；儘管手足吵架很惱人，但

這些衝突並非毫無價值，也有很多人認為有手足一起長大的孩子，未來更容易適應社

會與團隊合作。 

我們可以移植這樣的概念到班級裡。若一味要求或期待一般生體諒容忍，也算是

一種隱形歧視，那意味著我們只想降低大人（師長或家長）的麻煩，忽略一般生的需

求，也不讓特教生有學習觀察的機會，完全失去融合教育的意義。話雖如此，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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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衝突還是家常便飯，甚至影響班級氛圍，那麼當孩子向大人們告狀，該如何引導孩

子呢？ 

 

心法一：引導孩子學習好好生氣 

請孩子們練習將「生氣情緒」和「生氣時產生的動作」分開來看，接納自己不舒

服的感受、不去否認產生的各種情緒，由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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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寫在聯絡簿上，請老師解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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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請特教生練習觀察別人生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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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生的狀況就愈能穩定，不易起伏。 

 

心法二：不放大特教生的問題 

在某些案例中發現，孩子回家和家長反應的困難，有時只是為了解釋自己課業挫

折或是逃避責罰，放大特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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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老師被抱怨教學不力、家長無力改善惡劣的

親子關係……這些層層積累的情況，或許被特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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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看見特教生的進步 

每當有爭議衝突發生，大家都希望情況能有進步和改善，然而這些是抽象描述，

也包含主觀的認定，後續往往會有期待落差而進入溝通的負面循環。 

在專業輔導老師或特教老師協助下，將改善項目分階段，一次一項且將任務具體

化，並告知所有同學。例如：課堂上減少打斷老師的次數。導師可和同學一起觀察，

若打斷的次數真的有減少，那麼同學可感受特教生的努力，家長也能稍微安心，整體

班級氛圍會因此安穩下來；若還是沒有辦法，那就代表特教生需要更多其他協助，再

請專業老師根據此現象積極介入。 

每位特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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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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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