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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馮幼中 
發行單位：新港國小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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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開會，為了討論特殊學生安置問題，我忍不
住公開報告了小女曾經遭遇被老師誤解與排斥的情
形，事後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告訴我：「你好勇敢！可以
這樣公開談論孩子的問題。」我相當疑惑：是不是有這
樣的孩子要覺得丟臉，為了顧全自己的面子應該別再說
出來？所以回家就和孩子討論：「你覺得自己有這個困
難，是不是丟臉的事？」沒想到她竟然說：「是蠻丟臉
的。」我問她：「你是去偷去搶，被打成學習障礙的嗎？」
她很清楚的回答我：「不是啊！」我再問她：「那是作
奸犯科被處罰，才成為學習障礙的嗎？」她回答：「也
不是啊！」我很堅定的告訴孩子：「我們不偷不搶，不
作奸、不犯科。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困難的挑戰，那
是命運對你的磨練，不是你、我的錯。既然不是；誰有
錯，該接受的懲罰。我們需要覺得難過、覺得丟臉嗎？」
國一的她似乎鬆了一口氣。 
    我沒想到：這樣的困難，對她竟然會是一種不曾說
出來的負擔。孩子心靈上的照顧，真的往往是最被忽略
的。這種無心的忽視，引發出來其他的麻煩，可能才是
我們最難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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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讓孩子能適應新的學習階段，要做怎樣的工作？ 
□轉學 轉銜。 

2.為了讓孩子順利銜接至不同的教育階段，要出席相關會議？ 
對 □不對。

六年級生的學習障礙篩檢工作即將展開。將針對新提出申請或是原學
習障礙同學進行再次檢測，以作為國中教育階段安置的依據。 
學障生單科成績表現優異者可申請獎學金，本校今年有 3 位學生

符合申請資格。

 
摘自自由時報 2007/09/22

〔記者徐夏蓮台中報導〕台中育嬰院七名身心多重障礙的院童在
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游泳教練兩個暑假的訓練下，將參與橫渡日
月潭長泳活動、挑戰體能極限，訓練過程中，教練們常常感動地

 

你知道嗎？ 
發明家—愛迪生 
童話故事家—安徒生、 
前美國副總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畫家、發明家—達文西 
德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板橋法院觀護人—盧蘇偉…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921/7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9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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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年餘 明天上場 

 

 

 

 

 

 

 

 

 

 

 

 

 

 

 

 

 

去年暑假，在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協助下，台中育嬰院十三
名多重障礙的孩子接受十三位志工游泳教練一對一的訓練，計劃
挑戰本月廿三日舉辦的橫渡日月潭活動，昨天共有七名院童報名
參加，三千三百公尺的日月潭，一般人約需一小時橫渡，而這群
孩子則需花費一倍以上時間。     

七名院童中，有五名為中重度智障，部分還合併語殘、聽障、
情緒障礙；一名腦性麻痺，一名先天脊髓發育不全極重度多重障
礙；對院童和教練來說，都在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耐心教導 優游無礙 

總教練郭功陽教授的學生是先天脊髓發育不全極重度多重障
礙的洪掀仁，掀仁的下肢萎縮，第一次到泳池時，抱緊他的大腿、
怎麼也不肯下水，他慢慢地教導，如今掀仁靠著雙手可以游一千
六百公尺的自由式，在水中暢行無礙的掀仁，現在可是眼神充滿
自信的十六歲男孩。 

十九歲的李志宏是重度智障，從只能了解簡單指令，到如今
任何泳式也難不倒他；罹患小胖威力症、食慾超好的李淳亮，嚴
重情緒障礙，教練差點不敢讓他報名參加，但他充滿信心，不僅
要橫渡日月潭，還說要參加奧運。 

李自強 實力最強 

中度腦性麻痺的翁尉博，雖然運動神經受損，已可游一千三
百公尺蛙式；中度智障的李恩慈、重度智障的李家琳都有游一千
公尺以上的實力；聾啞且中度智障的李自強，可以持續游二千一
百公尺，是實力最強的一位。 

這些孩子當年被父母遺棄，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台中市紅
十字會會長劉昭惠昨天說，看到這些孩子的表現，大家沒有失志、
自殺的權利！在陸地站不住，可以在水中站起來。 

勇敢真義 教練掉淚 

在訓練過程中，教練們經常感動地掉下眼淚，他們
說，感謝這群孩子教會他們什麼叫做真正的勇敢，誰說
身心障礙者是弱者？他們反而讓游泳教練們了解，什麼
叫毅力！ 

 
 

 
為什麼要給她『標記』？ 

摘自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學習障礙之友會訊/第14期/ 

東興國小王秀紅老師 

當到台大醫院診斷出她是學習障礙時，請先生去孩
子就讀的國中要求提出『特殊學生通報』，家中掀起一
陣的討論：為什麼要做通報？為什麼要給她「標記」？
這樣會不會造成心理傷害？我在校內特教諮詢服務工
作中，有些家長也會擔心的問我：老師手上的記錄會不
會對孩子造成什麼不利的影響？真心說一句－大家都
擔心「標記」對孩子造成傷害。但是所謂的「標記」是
什麼？以自己的經驗很真切的感覺：「標記」不是在老
師的記錄上，真正的「標記」是在孩子一舉手、一投足
之間。有經驗的老師，雖然未必會了解孩子真正的困難
是什麼，然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很清楚的感受到這
孩子的怪異及落差。 
    若孩子的怪異行為及能力落差沒有獲得協助，沒有
設法解決，很殘酷的事實：「標記」－是明顯的緊緊貼
在孩子全身上下，無所遁形。如果老師與家長自己不能
跳出「標記」的心結，怎能幫助孩子解決「標記」的困
擾？其實外界給的「標記」不難克服，自己往自己身上、
心中套下「標記」的枷鎖，才是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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