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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突破 3.5萬  「學習障礙」躍升第一大 
   特殊生類別            文：聯合新聞網 2020-09-29 

    被鑑定為學習障礙的中小學生人數從 10年前的 2萬，成長為

今年的 3.5萬，10年成長七成五，已躍升為人數最多的身障類別 

。按特殊教育法，包含學障的 13類特殊生都應實施個別化教育，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108 課綱首設身障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綱」

明定九門特殊生的特殊需求課，教導學生生活管理、職業訓練等 

，讓特殊生也有適性揚才的機會。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洪儷瑜說，學習障礙包括聽、

說、讀、寫、算五類障礙，學生如經鑑定為其中一種學習障礙，

得納入特殊教育領域。舉例來說，閱讀障礙生可能出現讀書跳行 

、無法讀完等現象，參與升學考試可申請他人報讀考題輔助。 

    學習障礙人數逐年增加，按統計，每十個身障生就有三個屬

學習障礙。新北市一名國小教師描述，他任教的學校設有學前特

殊班，平均每班有一成學生為特殊生。一名特教教師分析，這與

當代家長不怕孩子和別人不一樣，教養上也因子女數較少，對孩

子觀察更細微，發現孩子異狀並參與鑑定的比率都提升。 

    但洪儷瑜認為，我國鑑定為學障學童數的比率仍低，目前約

占 1.2％，但全球平均約 3％到 5％。台灣家長對學習障礙的認定

仍保守，孩子若連國小成績都難達及 

格標準，經補救教學仍無效，或常有 

蹺課行為，都可能與學習障礙有關。 

教育部國教署組長蔡志明表示， 

學障生按法規要實施個別化教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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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起更新增九門特殊需求課程來幫助他們學習，包括生活管

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等。 

    洪儷瑜則說，學障生常見情形是學科表現不突出，不過實作

能力不差。除新課綱課程變革，她呼籲技職體系學校增設專班來

輔導，幫助日漸增加的學障生投入社會。她表示台北市有高職三

年前開辦特殊生專技班，第一屆約 10名學生最近剛畢業，都找到

技藝類工作且滿意自己的現況。 

    學障等特殊生人數持續增，洪儷瑜表示，各級學校特教教師

員額相對不足，部分學校教師負擔重，很難好好輔導學生。按現

制，國小每 15到 30名特殊生配兩名教師，國中每 15到 30生配

三師，高中則約 20生配一師。 

  

   北市首位高中學障自學生 
   余宗霖：我不笨，只是動作慢 

文：親子天下網站  2020-09-12 

學習障礙的類型眾多且鑑定不易，對於知覺動作型的學習障

礙者來說，天生動作慢，讓他們吃足苦頭，在課堂上經常被誤

會分心，寫功課更是一大難題。 

    「動作慢吞吞」是一般家長最常糾正孩子的行為之一，但

對於知覺動作型的學習障礙者來說，外表看似與正常人無異，

動作慢卻是天生的。由於大腦訊息處理的困難，以致接收訊息

及輸出想法的速度特別慢，經常被誤認為是分心，學習上有著

不為人知的辛苦。 

    余宗霖就是這樣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上課完全無法跟

上老師講解的速度，課堂上最常做的事就是問隔壁同學：「剛 

老師講過什麼？」以及向同學借筆記，因而常遭人白眼。同樣 

的功課，別人早就寫完在做其他事情，他總是寫不完，要是碰 

上愛罰寫的老師，他就更慘了。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1337-%E7%A8%8B%E5%BC%8F%E8%A8%AD%E8%A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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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形容這類型的孩子：一般人聽到外面突然有

巨大聲響出現時，會立即反應「是不是外面有什麼事

故發生？」而知覺動作型學習障礙者可能要過了很久

之後，才突然問說：「剛剛外面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曾被誤認是感覺統合問題 

    社會對學習障礙的認識有限，加上學習障礙的類

型眾多且鑑定不易，余宗霖一直到國中才被鑑定出學

習障礙的確切類別，一開始連他也不能明白「為何我

和別人不同」。 

    余宗霖的媽媽李鳳華說，兒子小時候最開始發現

的是肢體動作不協調，被診斷是「感覺統合發展遲

緩」，跳舞同手同腳、要他用手比出「耶」的姿勢，拇

指和無名指也無法完全向下彎曲。除了接受早療復

健，李鳳華也讓孩子大量運動，刺激腦部發展，包括

體操、直排輪、游泳、桌球等什麼都學過，也學直笛 

，訓練手部的精細動作，費盡心力就是要讓他和一般

孩子一樣。 

    「我知道孩子有狀況，但沒人能精確告訴我是什

麼原因，只能把所有想到的辦法全都試試看，」李鳳

華回憶，那時非常焦急，全台四處找醫生，直到某位

醫生拿出腦波數據向她解釋，宗霖的腦看起來和一般

孩子很接近，但接著說道：「記得你是花了多少力氣

一直在訓練他，才長成這樣；所以，你是要再花同樣

大的力氣讓他勉強跟一般孩子一樣，還是要幫他找到

優勢才能去發展？」這句話點醒了李鳳華，讓她放下

心中糾結已久的疑問，轉而去看見兒子其實從小就嶄

露出的藝術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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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嶄露藝術天分 

 儘管動作慢，但余宗霖很會畫畫、空間概念極佳，

學習障礙並未局限他的想像力及創造力，他的作品曾榮

獲台北市學生美展、學障協會畫展的肯定，充滿了生命

力。 

    「我不笨，只是學習速度跟大家不一樣，需要比較

多的協助，例如考試延長時間，老師講話慢一點或用寫

的，我就能聽得懂，」現在的余宗霖已經能大方跟同學

解釋自己的困難。接受記者採訪時，看似一般的對話，

其實都是經過練習的成果，他要把各種狀況的應答方式

記在心裡，慢慢累積；若碰到沒有想過的問題，偶爾見

他突然暫停，毫無反應，正是他在思考該如何回答。 

    2017 年時，他選擇在家自學，希望能用更適合自

己的方式學習，同時也是北市第一位高中的學障自學

生。在打破了課堂的時間限制後，現在的他不用再擔心

跟不上進度，可以用一個上午，好好的在電腦前學電腦

繪圖或是學英文。 

他每週固定到美術館看展覽，吸取靈感；替自己安

排烹飪課，藉由煮菜訓練安排事情的步驟；甚至參加台

北市社會局的甄選，成為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學習對

外表達意見，參與公共議題等，都是全新的學習體驗。 

他也將這些經歷畫成作品《我・自學》，畫中露出

一半微笑的臉代表他的心情，「自學不全是開心的，當

中也有壓力，因為不知道資源在哪，手邊的計畫也可能

隨時改變，」余宗霖表達著內心想法，同時露出自信笑

容。因為他相信：「上帝關了一扇門，必定會開另一扇

窗。」儘管前方的路沒人走過，但肯定的是，接下來不

管碰到什麼困難，他都願意用正向的態度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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