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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北林口某間非營利幼兒園裡的普通班級，與鄰近國小附幼的特教

班級作時段性融合教育。此時段性融合教育與我們之前所認知的融合教育不

同，並非是將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安置在同一個班級裡面，而是除雨天、颱

風天以外，每天由附幼特教班老師帶領特殊幼兒一同前往鄰近的非營利幼兒

園與普通班級進行約一小時的時段性融合教育。本研究想探討在時段性融合

教育中，班級教師們如何設計與規劃時段性融合教育的課程，課程規劃內容

是否能夠增進普通班級及特教班兩班幼兒們的社會互動，以達到融合教育的

目的，讓一般幼兒尊重及同理與他們有不同需求幼兒之心態，以及給予特殊

幼兒增加人際互動的社會經驗等。 

本研究計畫將入班觀察及訪談特教班級教師—杜老師以及普通班級教

師—小鈴老師，試著深入研究時段性融合教育的方式之歷程，了解兩班教師

對於此類型的融合教育方式之看法、如何協助兩班幼兒進入此融合模式中以

及針對時段性融合前後普通班級幼兒和特教班幼兒互動上及行為有何明顯差

異。 

在本研究中，因天氣、疫情關係等相關非人為因素，造成時段性融合中

途特教班級無法繼續進入普通班級進行時段性融合教育，因此研究的觀察計

畫也被迫停止。為使研究之資料完善，特請到了有相關時段性融合經驗的幼

兒園園長進行相關的訪談及討論。 

研究者所設計之訪談問題構思將以四大標準作為出發點:課程安排、融合

理念、融合歷程、回饋分享。從以上三位老師的訪談中所得出的結果如下: 

一、在實施融合教育前，了解特殊幼兒及一般幼兒的學習程度為設計時

段性融合教育課程的重要考量。 



 

II    

 

二、疫情及場地等變因，為時段性融合教育的最大限制，因疫情為非人

為控制範圍，對於提出的新方式視訊融合，需要具體的課程規劃及

有效的器材設備，更能將視訊融合發揮更好的成效。 

三、普通班級教師與特教班級教師缺乏溝通，課程設計上並無考量到特

殊幼兒的需求及能力，使課程是單方面以一般幼兒的程度所設計，

讓時段性融合教育無法達成原先期望之教育目的。 

關鍵詞:時段性融合教育、融合教育、特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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