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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學」時路： 

⼀位學障教師⽣涯歷程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 
蔡明富 

國立台灣師範⼤學特殊教育中⼼講師級研究助理 

摘要 

    本研究以⼀位學障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在探討學障教師在學校、⼯作之⽣涯發展歷程，及影響⽣涯

之個⼈與環境因素。本研究主要採⽤訪談法，研究發現個案在⽣涯發展歷程中，在學校的語⽂學習常產⽣困難，

特別在書寫⽅⾯，但後來善⽤學習策略來突破學習困難；在⼯作上由於沒有適當考試策略，在參加考試常受挫

折，另會擔⼼職場⼈⼠對學障問題有負⾯看法。最後靠著堅強毅⼒、善⽤⾃⼰專長與替代策略幫助其克服⼯作

困境。影響⽣涯發展之因素包括積極進取、⾼成就動機等個⼈因素，以及家庭、重要事件等環境因素。最後並

根據研究發現提供幾點建議供未來學障教育參考。 

關鍵詞：學障教師、⽣涯歷程 

 

壹、研究動機 

⼀、⼩時不佳、⼤時了了？成功學障的⿎舞 

    學障的孩⼦是笨的嗎？學障的孩⼦長⼤後能做什麼呢？學障孩⼦的家長⼼中常問⼀句

話：「我的孩⼦再這樣下去，未來怎麼辦？」其實國外⽂獻就有探討學障名⼈，如果學障者發

展得宜，也可⼀樣成為具有⾼成就者，例如愛迪⽣、威爾遜、達⽂⻄、安徒⽣、羅丹、愛因

斯坦等(Aaron, Phillips, & Larsen, 1988； Adelman & Adelman, 1987)，另外，也有學者針對⼀般

智能優異成⼈學障進⾏探討(Whitmore & Maker, 1985)，國內雖也有從成功學障成⼈探討學障

教育(洪儷瑜等，⺠ 86)，但篇幅仍相當有限。經由成功學障者的研究，相信可為國內學障學

⽣提供⽰範，學障者經過努⼒也能到達成功的彼岸。 

⼆、學障孩⼦會長⼤─不能忽視成⼈學障的研究 

    根據許多成⼈學障的研究顯⽰，學障的症狀會⼀直持續到成⼈(Gajar, 1992)，教育部在⺠

國八⼗七年⼗⽉所公布的「⾝⼼障礙及資賦優異學⽣鑑定原則鑑定基準」中，其中針對學習

障礙的對象沒有特別限定是以兒童為主，是不是就表⽰現階段非常重視成⼈學障課題？值得

⼤家思考。雖然美國早在 1975年的「⾝⼼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ized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 簡稱 94-142公法)提到學習障礙的定義，但就其定義來看也僅限於兒童，所以

後來美國全國學習障礙聯合會(Nat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簡稱 NJCLD)在

1981 年與 1988年時，批評學障的困難不能受到年齡的限制，其困難也會出現在成⼈，所以

1991 年的⾝⼼障礙者教育法案就將兒童的字眼拿掉，⽽且也提到成⼈學障在離開學校後的職

業復健也應該受到保障，於是學習障礙成⼈已被特殊教育與殘障福利所接受。另外在 1990

年以後，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與 Learning Disabilities Quarterly 等期刊就陸續探討成⼈

學障的課題，並有許多專書出版，顯⽰成⼈學障愈來愈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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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障發展階段有著不同問題─學障教育的省思 

   在學障者的成長過程中，在學校學習、⽣活、就業⋯⋯等狀況⼜是如何呢？如果我們僅就

學障研究侷限在兒童時期，可能會過於窄化學障課題。在學⽣時期的學障，可能會有較多問

題出現在學校學習，但離開學校以後的成⼈學障，可能會有較多問題出現在就業與社會適應

問題。所以在不同階段的學障者會出現不同的問題。White (1992)曾回顧成⼈學障者在接受學

校教育後適應的相關⽂獻，發現許多成⼈學障在社會上的就業與適應仍不盡理想，最後更⼀

針⾒⾎指出我們不能僅對成⼈學障的⽂獻回顧感到失望，我們未來更應該從中記取教訓，思

考在我們的學校教育應該為這群學⽣提供些什麼。國外雖然有許多研究在探討成⼈學障的教

育，但是國外的社會⽂化背景畢竟與國內不同，由國內本⼟成⼈學障礙⼀路走來的學習過程，

以及如何成為成功學習障礙者經過，相信可為國內學障教育帶來許多啟迪作⽤。 

    因此，經由成⼈學障的探討，相信對學習障礙者的困難，以及長⼤後是否仍需要特殊需

求？會有許多課題值得探討。誠如 Patton & Polloway (1996)提到成⼈學障的研究可以拓展學障

的研究視野，經由成⼈學障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來看學障者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所以成⼈

學障並不能僅單純認為是「學障孩童成長」(children with LD grown up)的狹隘觀點。為了要讓

國⼈多了解成⼈學障，以及如何走出成功之路，本⽂擬從⼀位學障教師為例，探討其⽣涯歷

程及影響因素，供國內學障教育者參考。 

 

貳、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以訪談⽅式來探討學障教師的⽣涯歷程與影響因素。研究對象為⼀⼤學畢業，

具有成功事業，在求學階段有長期性的學習困難，⽽且學習問題非感官障礙、環境因素等造

成。研究對象現年三⼗幾歲(本研究簡稱 W 先⽣)，⽗⺟親是經營⾃營⽣意，現為桃園縣某⾼

職教師。本研究受訪者是依據⺠國八⼗七年頒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鑑定原則鑑定基

準」中學習障礙的鑑定來判定，並仿 Aaron, Phillips, and Larsen (1988)以描述資料進⾏分析，以

及 Payne (1998)所發展「學習需求調查表」(Learning Needs Inventory)的幾個問題來進⾏非正式

評量，各項鑑定標準與問題說明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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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 先⽣符合學習障礙之說明 
鑑定標準與問題 受訪者(W 先⽣) 

1. 智⼒正常     具有學⼠學位，⼄級執照及格，擔任職校教師將近⼗年，現任桃園縣某⾼
職教師。 

2. ⼼理歷程困難  
●記憶困難     對於⼀些我覺得沒有聯結性、沒有道理的東⻄。我始終記不好。 

    那時候比較討厭語⽂，也蠻討厭歷史的，討厭都是因為要背，我不只要背
歷史，我還要背那些字，對我來說沒有意義。 
    包括⼈名都會記不住，很要好的朋友很久沒叫名字，或同事天天相處，我
也會常常不經意的叫錯名字。 

●書寫困難     我最⼤的障礙應該是在於聽寫的問題，就是寫，如果要我寫，沒有東⻄給
我看，我容易忘記字的形狀。 
    ⼩時候就是字寫得不漂亮，不喜歡寫字，寫不漂亮會被⽗⺟親、老師說⋯⋯
我寫字⼀定要看著東⻄抄，我想不起來就要抄。 

●動作協調困難     我看了⼀些關於學障的資料，我才檢視到我的肢體也有問題，我很容易跌
倒，走樓梯會跌倒，不是因為很急、地很滑。 

3. 學業低成就  
●國⽂科     我花那麼多時間，分數也不⾒得⾼，那時候常常感覺我明明都會，就是因

為字不會寫，分數也拿不到。 
●英⽂科     到了國中，⼀開始我蠻討厭英⽂，因為要背單字，我只能應付⼀次的考試，

沒辦法把單字記很久，每到考試要背單字，我就很痛苦。 
    英⽂成績都不好，背單字都是背字⺟，加上⾃⼰發⾳不好，就盡量少發⾳，
所以我英⽂都只背了⼀些單字，⽬前都忘得差不多了。 

4. 排它標準  
●排除障礙因素     沒有感官障礙、情緒障礙。 
●排除環境因素     從⼩居住在新⽵市，並非教師教學不當，排除⽂化、教學不當等因素。

5. 特殊教育標準     經普通教育的補救教學與輔導仍無顯著成效。 
6. 學習需求調查問  
   題 

 

● 時間限制會影響您的
學習嗎？ 

    最⼤問題就是寫的時候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將字的形狀想出來。 
    考試對我影響蠻⼤的，就是我的書⾯資料，要我在短時間寫出來，不但不
會顯現我的程度，反⽽會讓⼈家覺得很糟。 

●您喜歡寫字嗎？     如果要我⾺上寫⼀篇東⻄，我都會很不願意，因為我沒有辦法寫出⼀個我
覺得可以交的東⻄，連我⾃⼰都覺得不滿意。 

● 您如何記住重要他⼈
的電話號碼？ 

    我始終記不好，包括家裡的電話、住址，當兵要打電話回家都要想很
久。⋯⋯包括很常打的，我都記不起來，因為那些數字對我來說沒有意義，為
什麼這個號碼是這樣的排列組合。 

● 您曾經歷在完成⼀項
作業有困難嗎？ 

    像以前老師突然發⼀張紙，叫你⼼得寫⼀寫，寫不出來就很爛，可是並不
代表我沒有⼼得。  
    記得⾼中聯考的時候作⽂寫兩⾏，不是很想寫，⼀開始寫就不順。 

● 請描述您怎樣來寫出
重要字？ 

 

    英⽂考前就背⼀堆單字，拿到考卷第⼀件事情就是把我背的東⻄寫在考卷
背⾯。 
    如果在考試我會這樣想，會⽤符號、偏旁甚⾄會⽤上、下句，兩個字的⼀
個句⼦，假設我忘了「⾼興」的「興」，就先寫「⾼」再想。 

    由於研究對象以前在學校學習資料難以取得，本研究⼜僅以⼀位為研究對象，在研究⽅

法上會有諸多限制。其實 Gajar (1992)就提到成⼈學障團體是⼀群非常異質的團體，採⽤個案

研究有助於了解個案狀況。本研究乃採半結構式的訪談⽅式蒐集資料，訪談問題⼤約可分成

以下⼆⼤類： 

    ⼀、了解學障教師的⽣涯歷程，包含求學、⼯作等層⾯之發展情形。 

    ⼆、探討影響學障教師⽣涯歷程之個⼈因素與環境因素。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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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訪談資料，以學障教師在⽣涯中學校、⼯作等各個層⾯，將每個階段發展作

彼此交互影響關係之深入探討。 

 ⼀、學障教師之⽣涯歷程 

    對於學障教師之⽣涯歷程可分成學校⽣涯與⼯作⽣涯兩⽅⾯說明。 

    (⼀)學校⽣涯 

    1.學習困難 

    在個案的求學過程中，常出現語⽂學習的困擾，特別是在聽寫⽅⾯；此外，英⽂科⽬的

學習也相當頭痛，但是對數學科⽬蠻喜歡的。因此，除數學外，國⽂、英⽂等主科學習，對

其學習產⽣極⼤困難。 

    『⼩學⋯⋯距離現在已經很久遠了，印象較深刻的我就是喜歡數學，雖然成績不⼀定很

⾼，但我就是喜歡算數學，最討厭的就是聽寫。』 

    『到了國中，⼀開始我蠻討厭英⽂，因為要背單字，我只能應付⼀次的考試，沒辦法把

單字記很久，每到考試要背單字我就很痛苦；但我仍舊熱愛數學，其他像⽂科，我都不太喜

歡，像國⽂，我喜歡讀但不喜歡背。』 

    『那時候我對英⽂就很排斥，每個字對我來說，就只是⼀堆英⽂字⺟的串聯，沒有意義，

我看到 wi ndow英⽂單字，我沒有辦法直接聯想到窗⼾，要⼀個⼀個字唸完我才知道是窗⼾。』 

    W 先⽣除學科學習困難之外，學校考試亦常⾯對許多問題，也由於無適當考試策略，雖

然花很多⼼思在學習上，最後的成果卻有限，甚⾄到最後產⽣放棄學習。正如同許多⽂獻就

發現學障學⽣在學習過程常產⽣所謂「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引⾃ Baldi,  2000)。 

    『不⼤想念書是在國中跟⾼職。國中不想念書覺得唸書蠻痛苦的，唸得要死，考試分數

也不⾼，老師會處罰。』 

    『那時候越努⼒考得越不好，⼼裡真的很⽣氣，到後來就越來越不喜歡唸書，我覺得我

是努⼒的，我並不是不唸。』 

    『國⾼中時比較不喜歡唸書，遇到字不會寫就換詞，換到沒得換就乾脆這段意思不寫了，

那時比較不在乎成績，有點算是放棄了，我記得⾼中聯考的時候作⽂寫兩⾏，不是很想寫，

⼀開始寫就不順。』 

    從學習到考試，雖然努⼒了，但 W 先⽣在求學階段⼀直受到挫折，使得⾃信⼼亦受到打

擊。學障者在學習過程的困難，最後會影響到⼼理，甚⾄造成⾃信⼼低落。所以 Elbaum & 

Vaughn (2001)歸納許多實徵性⽂獻就發現，學障學⽣的學業⾃我概念顯著的低於普通學⽣。 

    『我覺得我都背了，可是我字不會寫，每次考試就等於⼀次打擊。』 

    『我記得有⼀次考 30幾分，就被罵，我覺得我有努⼒啊，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唸書，

很⾃然就放⼀邊。』 

    『但我個⼈認為沒有⼀個學⽣不喜歡⾃⼰的分數很⾼、有榮譽，只不過⼤部分成績不好

的學⽣跟我⼀樣的感覺，我努⼒了，可是我得不到我應得的分數，幾次挫折就容易放掉了。』 

    2.突破學習困難 

    ⾯對學習困難時，W 先⽣在學習過程會善⽤⾃⼰的學習優勢，在實際操作能⼒表現優於

語⽂能⼒，所以在就讀⾼職時，就選擇實際操作的類科去發揮；另外會運⽤聽覺理解能⼒與

推理能⼒，以幫助其提昇記憶⼒，例如記⼀些事物會以連貫⽅式幫忙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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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唸的是⾼職，⋯⋯所以我就找了⼀所私立⾼職，唸的是機⼯，實作很吸引我。』 

    『聽的理解程度⽅⾯我覺得應該不錯，⽽且我常常覺得對⽅還沒講完我就知道他要說什

麼。』 

    『推理⽅⾯，對⾃⼰的智商蠻有信⼼的，推理很好，尤其⼈家出問題時，我常常能夠比

別的同學更快回答。例如在智⼒測驗上，有⼀個圖裡⾯很多⽅塊，問你上⾯有幾個積⽊，我

很快就答得出來，⽽且我覺得我比⼤部分的同學快。』 

    『我很喜歡數學解題，我覺得在聽數學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尤其是我聽懂了，別⼈都

不懂，我就很有成就感。』 

    『把沒有規則的東⻄編成有規則的東⻄，幫助我聯想，把它變成可以推理的就可以記下

來。』 

    針對書寫⽅⾯的困難，W 先⽣會善⽤學習策略來克服其學習困難，例如寫作⽂時，會運

⽤先寫⼤綱，再從⼤綱去發揮重點，當然也會利⽤⼯具書(字典)來幫助書寫，並會利⽤考試

策略來爭取分數。 

    『我要寫個⽂章，我要開始想我要寫的⼤綱，⼤綱的重點在哪？寫哪些項⽬？再想裡⾯

的句⼦。我⼀定需要⼀本字典，要不我會連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寫東⻄的策略就是：先⽤圖

畫符號、注⾳，就是那個字我先不要想怎麼寫，我只要把我腦中要寫的東⻄記錄下來，再去

翻字典把字填回去。』 

    『我要分好幾段，第⼀個我要把我要表達的⼤綱先想好，再弄裡⾯的東⻄。都想好了，

最後再把字填進去，所以以前考試作⽂、申論題，我成績都很低，因為我⼀定要在考試中想

到那個字，要不就⼀直換簡單的詞句，簡單的詞句成績就很低。』 

    『以考試來講，以後參加考試，我知道⾃⼰在書寫或申論題是我的弱勢，我會先看比分

重不重，若不重就半放棄先把基本分抓到，最後時間再寫這個，我⼀定會先在旁邊打草稿，

看有多少時間就盡量修改，剩 20分鐘就⽤我 20分鐘的⼒量來寫。』 

    『作答很長、分數很多，我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來做申論題。』 

    但值得注意的是 W 先⽣的考試策略是到比較⼤的時候才會運⽤，甚⾄是到讀⼆技時才形

成，會留意使⽤適當考試策略來幫助其應試。之前的學校教育對他幾乎是幫助有限，Gerber, 

Ginsberg, and Reiff (1992)針對在 94-142公法公布之前成功成⼈學障為研究對象，發現學校教育

對他們影響有限，⽽且與其後來的成功之間的關連不⾼，由於在法未公布之前，這些對象未

受到適當學校教育下，他們後來的成功與學校教育的關連不⾼是可理解。但由本研究個案接

受教育時間來推算，我國早在⺠國六⼗六年的「特殊教育推⾏辦法」上，已將學習障礙納入

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本個案在校接受教育仍相當有限，不禁令我們想到我們的學障教育應

該加把勁了。 

    『⼯作幾年後，唸⼆技時才有考試的策略。』 

    『之前沒有都是⽤比較⼀般的⽅法，不會去考慮那麼多，不會為了分數考慮什麼多唸⼀

點、什麼偏重。』 

    『⽽且我也知道怎麼得分，我的敘述不好，我先把幾個⼤重點、⼤段落寫下來，有點像

教科書條列式的，雖然可能不是很棒，但是還是會有分數，我會把它轉換成⼯科式的條列式。』 

    上述所提學校⽣涯中，W 先⽣⼀直⾯臨學習困難，也有考試⽅⾯的困擾，甚⾄到最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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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學習⼼理。為解決此問題，個案會善⽤⾃⼰的學習策略來克服其學習困難。但值得注意的

是個案的考試策略是到長⼤才發展出來的，⾼職之前的學校教育提供相當有限。 

    (⼆)⼯作⽣涯 

1.求職困境 

由於之前在學校接受教育有限，是否會影響到爾後的就業呢？W 先⽣提到就業會產⽣許

多困難，例如參加考試，當時在考教育學分班時，⼤部分學校的考題都會出現申論題，在考

試未調整下，使得他無法順利應試，最後是因為某國立⼤學當年未出現申論題型，⽽且加考

術科，⾃⼰才有機會考上教育學分班。 

    『以我來講，我覺得考試對我來說很不公平，像申論題、作⽂，就業的⾃傳我可以回家

準備倒還好，考試就對我影響蠻⼤的，就是我的書⾯資料，要我在短時間寫出來不但不會顯

現我的程度，反⽽會讓⼈家覺得很糟。』 

    另⼀⽅⾯，W 先⽣提到如果在求職時，也會擔⼼因為⾃⼰的學習問題，⼤家會有異樣眼

光。⾯對成⼈的學障在社會就業受到的標記就猶如學⽣時代在學校所受到標記⼀樣，個案仍

會相當擔⼼職場的⼈如何來看待此類障礙，甚⾄會有偏⾒存在。Gajar (1992)曾歸納⽂獻發現

雇主不喜歡晉⽤成⼈學障的理由有三，⼀是雇主對看得⾒的障礙者持較正向態度；⼆是許多

雇主很少有經驗與學障者共事過；三是許多雇主根本對學障的了解相當有限。因此，也難怪

本研究的個案對於本⾝的障礙不想讓⼯作職場的⼈了解，甚⾄會擔⼼得到反效果。 

『我覺得我雖然有學障，可是我的⽣活⽬前為⽌，我覺得沒有問題，可是如果我要求職，

求職不能隱瞞，會不會讓業者覺得⋯⋯我是直接想到如果有⼀個智障者來應徵，社會上那種

偏⾒應該蠻嚴重的。』 

    2.突破現況 

     (1)持續進修毅⼒ 

    雖然 W 先⽣本⾝⼀直在教學，但⼀直在充實⾃⼰的本職學能，並努⼒考取汽⾞修護的執

照，但仍覺得⾃⼰所學不⾜，還想再繼續進修⼆專與技術學院，並修習教育學分。Gerber et al. 

(1992)研究也發現成功的成⼈學障會為了達成所設定⽬標，持續性的毅⼒是成功主要因素。 

    『後來可以申請技術教師證，不過條件要有汽⾞修護引擎的執照，我就努⼒⾃⼰看書去

考執照，對我來說不困難，學校平常都有接觸，就申請到。』 

    『慢慢的，覺得這樣不夠，就很想要進修，在修技術學院或插⼤，⼀開始都沒有晚上在

職進修，⽽且是本科系的，等到⼤概 86年⼀些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我就去唸技術學院，⼆

年⽩天上班，晚上進修。那時候不會覺得考試有多少問題，因為都是專業的東⻄，⼆技念完

就去考教育學分班。』 

     (2)選擇符合⾃⼰專長發揮 

    ⾄於在⼯作階段，個案會選擇與⾃⼰專長相符合的職業去發揮，由於對汽修較有專長，

最後選擇擔任汽修科的老師，到⽬前為⽌，W先⽣⼀直還擔任此類科的教職。Gerber et al. (1992)

也研究發現成功的成⼈學障會設法調整⾃⼰來適應環境，本研究中的個案就會利⽤⾃⼰所學

專長發揮在⼯作職場上。 

    『聯合⼯專之後，就去服兵役了，本⾝是機械動⼒組的，跟引擎有相關就想辦法去參加

⾞輛保養⼠官的訓練，三個⽉之後，就當軍⾞保養的⼠官，將近兩年快退伍，開始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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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所學校缺汽修科老師⼼想去試試，⼀去就錄取了。⼀退伍就開始從事私立⾼職汽修科

教師的⼯作。』 

    『⼄級技術⼠考的是是非選擇，我根本不⽤考慮策略，術科我只要會做就沒問題。』 

    『職業的⼯作項⽬、內容、屬性就不能是你最弱的那⼀點，你有障礙的那⼀點就要避開

它，譬如像我就不能去當秘書，聽著寫⼀定來不及，另外就是要善⽤⾃⼰發展出來的策略與

優點，善⽤這個優點找⼯作⼀定可以做得很快⼜很好。』 

    (3)善⽤替代策略 

    由於 W 先⽣本⾝在記憶能⼒有限，⽽且書寫有困難，為了克服在學校⽣活的問題，他會

善⽤其它替代⽅式，例如⾏動電話、記事本等幫助其記憶同事的名字、電話，以及在學校會

使⽤電腦來幫助⽂字的書寫，例如使⽤注⾳輸入法。所以個案會運⽤科技輔具(assistive 

technology)以解決在⼯作⽣活中的問題，正如同 Raskind (1998)所提到運⽤科技輔具來幫助成

⼈學障是相當重要。 

    『電話號碼我都記不起來，家裡電話是因為常⽤。⾏動電話有記憶可以使⽤，有時候家

裡的電話我還是要想⼀下。』 

    『之前我會想盡辦法記起⼈的名字或電話，現在我根本不要，記不起來就帶個本⼦，⾝

上⼀定有筆跟紙。』 

    『其他輸入法我都不會⽤，跟猜字型有關的我都不會⽤，注⾳的話就容易多了，開始⽤

很慢，⽤多了就比較快。』 

    從前⾯所提⼯作⽣涯，不難發現由於個案本⾝在學習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個案未來就業

問題，例如準備考試，另外在⼯作環境⼈⼠對學障的看法，也會對其就業多些疑慮與擔⼼。

許多⽂獻⼀直提到成⼈學障的⼯作問題，例如失業、低薪資所得、未有全職⼯作、經常改變

⼯作(Bassett, 1996；Patton & Polloway, 1992；White, 1992)。本研究的個案仍繼續不斷的努⼒，

從進修中與考量符合⾃⼰專長、利⽤替代策略來克服⼯作困境。 

⼆、影響學障教師⽣涯發展之因素 

    ⾄於影響學障教師⽣涯發展之因素，可分從個⼈、環境因素來說明： 

    (⼀)影響學障教師⽣涯發展之個⼈因素 

    1.積極進取 

    由於⾼職階段以前的求學經驗並不理想，能夠考上⼆專以後，積極進取是幫助⾃⼰最⼤

的動⼒，甚⽽增進⾃⼰的⾃信⼼。Gerber et al. (1992)也從成功學障成⼈⾝上發現，個案本⾝在

⾯對⾃⼰處境下，會以再建構(reframing)⽅式來⾯對與克服難題。當個案⾯臨⽣涯困境時，會

再以全貌性來看整個事件，並從中走出理想的⽣涯。從前⾯所分析學校與⼯作⽣涯中，由於

個案富有積極進取⼼，所以在⾯臨學校與⼯作困境均能努⼒進取，突破艱辛。 

    『當年很有幸的就考上了聯合⼯專機械⼯程動⼒組，也蠻⾼興的，⽗⺟親也覺得我好像

也蠻長進的，那時候對⾃⼰唸書就有⾃信⼼，因為以前在⾼職都在混，考上⼆專都是⾃⼰唸

書，補習班剛開始有去上課，後來發現跟不上進度後，就很少去上了。』 

    『像我不喜歡唸書是因為努⼒程度⼀直增加，成績還是⼀直往下掉，很⾃然就不喜歡唸

書，後來是因為⾃⼰想通了。』 

    2.⾼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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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先⽣在⾼職畢業後，曾到鐵⼯廠服務⼀段期間，到最後發現⾃⼰仍需要讀書，才能改

善以後的⽣活，因此，引發其強烈的成就動機。Gerber et al. (1992)也發現成功成⼈學障會設定

⽬標，並靠著極強烈的動機去達成所欲達成的⽬標。 

    『那時候想說學點技術，畢業就可以⼯作賺錢，畢業後就到鐵⼯廠⼯作，作上班制的很

辛苦，但是我可以賺到不錯的薪⽔，那時候⼀個女⼯⼤概可以賺⼀萬，我⾼中畢業還沒當兵

就可以賺⼀萬五，我覺得還不錯，我說我沒有必要再唸書了。後來⼯作半年之後，有⼀天我

在⼯廠想：難道我⼀輩⼦就蹲在這邊？再過⼗年我還是在這？那時候就決定要好好⽤功繼續

唸書，準備去考⼆專。』 

    從以上發現影響個案⽣涯發展的個⼈因素，主要是來⾃個案本⾝的積極進取與⾼成就動

機，這兩項個⼈因素是幫助他克服困難的主要利器。因此，從本研究發現個案對⾃⼰⽣涯知

道如何走？以及⾃⼰有堅強成功毅⼒來達到⽬標等，是影響個⼈的主要因素，此與 Gerber et al. 

(1992)、Speckman, Goldberg, & Herman (1992)的研究發現相符。 

    (⼆)影響學障教師⽣涯發展之環境因素 

    ⾄於影響學障教師⽣涯發展的環境因素可從家庭因素與重要事件來談。 

    1.家庭因素 

    (1)家長教育與期望 

    在求學過程，家長也曾⼀度誤解，認為個案是不⽤功。但是家長也常教育他做事情要全

⼒以赴。 

    『針對我學習有困難的問題，⽗⺟親並沒有想過出了什麼狀況。他們可能就是覺得我不

太⽤功，就是說國⽂考不好，就說我沒有背。』 

    『我在想：我⽗⺟親給我最⼤的就是要我做什麼像什麼。比如說要我去擺路邊攤就要有

路邊攤的樣⼦，我做這個⼯作就要努⼒，就要想辦法做好這個⼯作應該做到的事情。』 

    家長對他的學業表現持著正向態度，也非常關⼼個案。家長對個案的教育並不會給予極

⼤壓⼒，並且會適時⿎勵。Speckman, Goldberg, & Herman (1993)也從⼤學的學障學⽣⾝上發現

⽗⺟親對其影響是相當重要。 

    『⽗⺟親對我的態度很重要，他沒有因為我的成績不好逼死我，他們還是關⼼我。』 

    『回到家基本上因為⽗⺟親對⼦女的教育壓⼒不是很⼤，⿎勵我們唸書，會關⼼我們成

績，可是不會把我們逼得很緊，我們還要幫忙做⽣意，只要我們品⾏好、成績不要太壞。所

以在家裡學習上反⽽不會有壓⼒。』 

    『我想⼀路走過來，⽗⺟親扮演的⾓⾊很重要。她們雖然是經商，課業壓⼒不會很重，

可是少不了關⼼，也就是說他會看成績，但是不會把成績當作評斷我好壞的東⻄，常常⿎勵

我不要放棄，這次考不好下次考好就好了，可能讓我就是作事情不要放棄，像我考那個教育

學分班，從南到北很多場考，考不好繼續考。』 

    (2)家庭職業 

    W 先⽣由於家中做⽣意之故，常要幫忙家計，所以在⽣活中就常與客⼈交談，並從客⼈

的⾔談舉⽌中學到察⾔觀⾊的能⼒，使得⼈際互動能⼒表現不錯。最後對其學業學習與在⼯

作職場上均有很⼤幫助。以往⽂獻發現成⼈學障在社會適應會產⽣極⼤問題，例如社會技巧

能⼒問題，甚⽽會影響爾後的就業(引⾃ Gajar, 1992)，本研究個案卻無此⽅⾯困擾，甚⾄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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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表現不錯。 

    『我是覺得因為做⽣意讓我比較能跟⼈接觸，或者是說怎麼開頭，想談我就可以很⾃然

主動的跟他談。』 

    『應該是跟以前做⽣意有關，譬如說我⾼中寒暑假打⼯，我是去批發⽔果回來賣，做⽣

意⾃然就會對⼈比較親切，再加上我的個性，我就不喜歡⼤家談事情氣氛很凝重，所以就很

開⼼的談，所以我覺得我很容易跟陌⽣⼈交談。』 

    『那時候我到台北，要問問題真得很困難，⼈都不認識，我看⼈家好像會，我就問，包

括現在⼯作，我不管你的職級，我覺得我不懂我就問，我不會不好意思。』 

    『因為從⼩做⽣意不會有職業有分卑賤的觀念，所以當我在各⼯作學習上有困難，我去

問別⼈問題我不會覺得我有什麼不好意思，即使我今天是問我學⽣問題，我也不會覺得有什

麼不好意思。』 

    2.重要事件 

影響個案的重要事件有⼆，⼀是為了準備⼆專的考試，個案決定北上，在參與補習班這

段期間，他學會了⾃⼰讀書的⽅法。 

    『第⼀個是離家出走如果沒有考上很丟臉，第⼆個⾃⼰決定想要唸書，不⽢⼼就當⼀個

鐵⼯廠的⼯⼈，想到未來的升遷就覺得要唸書，再加上我在中央圖書館唸書最⼤的優勢是：

我沒有壓⼒！只要我認真把這課學完，我就可以進入下⼀階段。那時候，如果吸收不好，我

就看⼀些相關的雜誌，⼼情緩和⼀點，我⼜可以再唸書了。比如說⼒學，我不懂，就去看很

多不同作者寫的書，我就慢慢能夠體會要學些什麼東⻄。』 

    『我會找很多的書看，等我融會貫通的時候，這⼀題解出來，我知道肯定對了，就很有

⾃信，跟以前老師說這樣做，我就這樣做不⼀樣，我已經學到我是怎麼把這題解出來的。』 

    第⼆個事件是任教⾼職不久後，由於當上科主任，需要幫忙學校處理公⽂等⾏政業務，

使得個案不得不對如何寫好公⽂，從中學會使⽤策略來寫公⽂，同時也幫助他克服⾃⼰書寫

⽅⾯的困難。 

    『因為在學校教書，後來當科主任，接⾏政就要處理很多公⽂、要寫很多計畫，那時計

畫在腦⼦裡想好了，可是我把它⽂字化就要經過這幾個步驟。』 

    『因為公⽂不能隨便寫寫，⽽且有時間可以坐下來好好想，有字典可以看，不⽤花時間

去想字詞怎麼寫。』 

     綜上所述，影響個案⽣涯發展的環境因素，主要是來⾃家庭因素居多，例如家長教育與

期望、家庭職業等，同時北上讀書與擔任科主任等事件，也是幫助其爾後發展的重要因素。 

 

肆、結論與建議 

    從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發現，在學校接受教育過程的確產⽣許多問題，特別是在語⽂學科

學習，針對學習問題會善加利⽤⾃⼰學習策略，慢慢摸索出如何採「優」補「短」，順利在考

試時能夠化險為夷，但他的考試策略是到後⾯才發展出來，在當時是未受到特殊教育，可說

是⼤部份靠「⾃⾏教育」。在⼯作⽅⾯，在參與考試與擔⼼⼯作職場⼈⼠對學障負⾯的看法，

均是他在⼯作上所⾯臨的難題，但本⾝有著持續進修毅⼒，加上會善⽤⾃⼰的專長與替代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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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等來克服困難。個案本⾝的積極進取與⾼成就動機，再加上家長的配合，家長對學業的正

確的態度與觀念，使得 W 先⽣雖在學業表現不盡理想，但是⽗⺟卻不會過度苛責，使他能夠

在低「壓」的情境下成長，以及家庭職業在增進⼈際互動機會，使他在與⼈互動、語⾔表達、

察⾔觀⾊等能⼒有所幫助，另外，決定⾃⼰單獨北上讀書與⾼職擔任⾏政⼯作等事件，均是

影響⽣涯發展的重要因素。不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這樣的個案能在早期有特殊教育的

服務，以及現今有良好的成⼈學障教育體系，相信對他的發展會更佳。最後並根據結論提供

以下幾點建議： 

⼀、重視學障者的適性教育 

    本研究發現 W 先⽣在記憶⼒有困難，並有明顯書寫障礙，但在實作、聽覺理解、推理能

⼒表現不錯，並會善⽤優勢的管道來幫助記憶。此外，W 先⽣雖在學業學習有困難，但在⼈

際適應⽅⾯表現還不錯。我們常⾼喊針對學⽣要提供適性的教育，由以上研究發現 W 先⽣在

校接受教育實相當有限。學習障礙常被稱為是⼀種「隱性障礙」，W 先⽣提到在求學過程，

由於在班上表現平平，比較屬於班上灰⾊地帶⼈物，老師常不會注意到他的問題。其實針對

這樣的情形，實⼀則以喜，⼀則以憂，喜的是 W 先⽣當時受到責難會比較少，憂的是在書寫

障礙的問題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幫忙。也是讓我們注意其實有些學障者雖然在班上表現平平，

可是在某⽅⾯學習還是存有問題，如果未能及早發現予以協助的話，這類學⽣的低成就就會

⼀直持續存在著。 

    本研究個案問題僅是成⼈學障中的⼀種，Vogel (1998)也提到成⼈學障的問題有許多不同

類型。未來我們的教育現場，如何針對其學習優勢與劣勢提供適當的教育，實值我們加以思

考。Schewel (1991)曾以 51 位被鑑定為學障的成⼈進⾏研究，結果發現其中有 50位提到在就

學期間曾被安置資源班或⾃⾜式班級中，僅有⼀位直到成⼈才被鑑定為學障(引⾃ Polloway, 

Schewel, & Patton, 1992)。當然前⾯所提研究個案是在 94-142公法後接受教育的個案，所以幾

乎所有個案均在學校有接受特殊教育，但是如果以台灣的學障學⽣⽽⾔，⽬前不知道這群學

⽣在學校學習是如何？是否有被發現⽽得到適當的教育呢？ 

⼆、不可忽視學障者的轉銜服務 

    當學障孩⼦⼀天天長⼤，終究有⼀天會離開校園，學校教育除了提供所需的學習需求以

外，也要考量轉銜需求，以利畢業後能夠順利就業。所以在 87 年「特殊教育法施⾏細則」就

提到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內容之⼀要包括轉銜服務，包括升學輔導、⽣活、就業、⼼理輔導、

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並在 89年「各教育階段⾝⼼障礙學⽣轉銜服務實施要點」中，

重申轉銜服務實施重要性。本研究的個案在校均在普通班學習，其間也未受到資源班教師所

提供間接服務，更遑論能提供適宜的轉銜服務，所以在各個教育階段的轉銜服務，相信只有

做到轉「閒」。個案整個就業過程，均是靠⾃⼰打拼，甚⾄在考試時，仍得到不公平的待遇。

未來在學校的個別化教育計畫除了補救學業學習外，也要加強將來在就業的相關技能。 

三、加強學障家長親職教育 

    雖然 W 先⽣提到⽗⺟親對他的教育是很正向，並時常⿎勵他，使他在學業學習仍夠挫折

較少，但⽗⺟親也曾⼀度誤解個案是由於不⽤功，才會表現不盡理想。筆者曾問過 W 先⽣，

⾄今⽗⺟知道你真正的學習問題在哪嗎？他回答說：「不知道！」Stone (1997)歸納有關家長對

學障孩⼦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對學障孩⼦的期望常低於其實際表現能⼒。若對學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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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解的話，我們知道學障者的表現常出現「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等學習困境。其實針對

學障家長除了教養態度要正向以外，也應該對學習障礙的課題有⼀些了解，相信家長在對學

障有更深⼀層了解以後，對孩⼦未來的教育會「好」還要「更好」。 

四、成⼈教育不應忽視學障者 

    從 W 先⽣的訪談，不難發現其學習障礙的特質仍⼀直持續到成⼈階段，並不會因為年紀

增長⽽變好。⽽且他也提到⾃⼰仍需要⼀些學習策略來幫助他學習，雖然以前林部長清江⼀

直在推動終⽣學習理念，可是針對這⼀群外表看起來很正常，可是腦中卻有神經⼼理功能缺

損的個體，我們的成⼈教育能為他們提供些什麼呢？當他們在搭乘學校學習列⾞下站後，是

否就沒有機會搭乘成⼈學習列⾞繼續往前邁進呢？在未來的成⼈教育中也可能要思考幾個課

題，成⼈學障如何被鑑定？如何適切地教導成⼈學障？提供怎樣的學習策略最有效？我們能

提供怎樣的相關⽀持服務與資源呢？我們實不可忽視成⼈學障者有我要「學」與「活」下去

的權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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