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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金剛」劇本的名劇作家凱納爾，也承認自己在幼年時是個寫作

的笨蛋。他的拼音一塌糊塗，考試也考不過同學，但是他立定志向

寫作，經過多年的苦練和無數次的退稿，終於躋身競爭激烈的好萊

塢世界。 

    近年來有多位知名的企業界執行長，承認他們幼年時在學校有

嚴重的讀寫問題，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後來的成就。有一位執行長甚

至認為，因為在讀寫上的困難，使他用不同於一般人的角度觀察事

情，所以能洞燭商場先機。這些名人挺身而出陳述自己幼年時的困

難，目的是為了鼓勵學習障礙的孩子不要放棄自己。只要堅持向目

標邁進，學習障礙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樣可以在各行各業中發

展。 

  雖然上述所舉的是國外的學障名人的例子，在我國應該也不乏

類似的例子，只是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國的學習障礙名人鮮有

意願挺身而出，承認自己幼年時在學業上的困境。希望未來能藉由

一些成功的中國學障成人的故事，鼓勵國內的學障孩子。 

  有一項研究試圖找出影響學障名人成功的因素，結果發現，享

有家庭的支持，是這些成功名人的共通之處。國內家長對孩子學業

成績過度的關切和重視，往往使得學障孩子的困難很難被家庭中的

其他分子接受，這使得學習障礙的孩子無法受到應有的協助。 

  如何結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力量，幫助學習障礙的孩子逐夢

未來，是本世紀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 

 

1 由正常孩子和特殊孩子共同組成的班級稱作？  
□ 混和班   融合班  。 

2 暴力節目對孩子的影響只有剛看完節目的時候，對未來不
會有影響？ □ 對   不對  。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都
有
他
獨
特
的
一
面
，
應
該
多
發
掘
他
所
蘊
藏
的
潛
能
。

1. 

 

□
對  

□
不
對 

。  

目
前
特
殊
教
育
法
並
沒
有
保
障
特
殊
兒
童
升
高
中
、
大
學
的
權
益
。

2. 

 
 

□
對  

□
不
對 

被孤立的莉莉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          文/白位傑  
「媽媽，我們班上有一個叫莉莉的女同學，她平常都不大愛說
話，和人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別，啪的一聲就往人的身上打去，
讓同學都覺得很不舒服，認為她是故意要打人，久而久之大家都
不願意跟她在一起，最後老師就把她的坐位調到最後面，讓她單
獨一個人坐在那兒。」 
    「我覺得她根本不適合在我們班就讀，因為很多科目都跟不
上，每次考試都考零分，雖然她有時候會去上資源班，但大部分
時間都在我們班上，沒有朋友，也沒有同學願意和她玩。最近我
發現她愈來愈不快樂，都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後面，看起來好可
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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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對話是我在公車上聽到的，一個小女生跟媽媽描述班上特

殊同學的近況。我聽了有很深的感觸。 

    在那樣的環境下生活，莉莉根本沒有什麼學習可言，還遭受

排擠及孤立。我忍不住要問，連一個小學生都可以感受到莉莉的

痛苦與不快樂，老師怎麼忍心這樣對待一個身心障礙的弱勢學

生，家長又怎麼忍心讓孩子承受這種煎熬？難道這就是所謂的

「融合教育」？ 

  筆者曾經在國中擔任輔導人員，和特教班的孩子有很多接

觸，目睹很多老師用心的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從生活自理、技能

訓練到人際社交的學習，甚至比家長照顧得好，更重要的是，這

群孩子活得快樂、自在，很有尊嚴，不會遭受到異樣的眼光和不

平等的對待。 

  但現在有些家長，看不清楚自己孩子的情況，也不大願意真

正的去面對自己的孩子，認為只要讓孩子在普通班級就可以耳濡

目染學到更多的知識，但真的是這樣嗎？ 

    不久前，我碰到一個唐氏症孩子，他從國小到國中一直都在

特教班就讀，口語對話能力也相當不錯，現在他長大了，也學到

了一些技能，目前在超市工作，雖然僅賺得微薄薪水，但他很知

足，也很感謝之前教育他的老師。 

  如果莉莉有自我選擇的權利，我想她一定不願意接受這樣的

安排和這樣的教育。很多身心障礙兒童都有他獨特的一面，如果

能多發掘他所蘊藏的潛能，相信他也會有發光發亮的一天，願以

此文章和家有身障兒的父母親共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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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障礙不是夢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              文／呂偉白 

  永健經由學校普通班老師轉介到資源班，接受學習障礙的特

殊教育後，媽媽對永健的未來充滿憂心。永健能像一般的孩子接

受高等教育嗎？他能在職場上有所發揮嗎？他能逐夢未來嗎？ 

    依據現在的特殊教育法，永健在小學和國中都可以接受免費

的特殊教育服務，高中和大學也有相關的法規保障特殊兒童的權

益。由於國中小和高中、大學由不同的單位主管，相關規定也可

能依各縣市或各大專院校而不同，家長可以諮詢相關單位取得詳

細的資訊。 

    每個孩子的志趣和潛能不同，進入職業學校及早接受職業訓

練，也是很好的選擇。 好是在小學高年級或進入國中時，就和

孩子討論未來的方向。和所有的孩子一樣，不論是升學或是就業，

學習障礙的孩子都要對未來及早準備。如果決定朝高等教育邁

進，學障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都要繼續加強，如果是採用

替代性的評量方式，例如用電腦打字替代書寫，所使用的替代技

能也要練習純熟。如果是選擇職校，家長必須要及早發掘孩子的

志趣。 

在國外不乏成功的學習障礙成人的例子。著名的影星湯姆克

魯斯，幼年時也是念特殊班的學習障礙孩子。他在母親的幫助下

完成高中的學業，並進入戲劇學校追逐他的夢想。好萊塢撰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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