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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長擔心孩子正餐吃得不多會營養不足，所以讓孩子用大量奶粉替代

食物，還允許孩子食用過多的高熱量零食，加上家中吃飯時會邊看電視

邊吃飯，無怪乎孩子會有挑偏食行為出現。 

    從此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出家庭對學齡前孩子的影響甚鉅，家庭是孩

子出生後第一個接觸到的環境，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孩子在六

歲前的模仿學習幾乎是從父母的身上開始的，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在學前特教班中老師不只要教導孩子，還要提供家長許多教

養觀念與方法，提升家長知能後讓家長與老師成為夥伴關係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親師之間相互合作才能讓孩子得到最大福祉。現今趨勢強調家

長對教育的參與權，家長和老師一起負擔教育的責任一起關心教育的課

題，共同引導孩子適性發展，因此，親師溝通順暢無阻是最根本的條件。

在幼兒園階段孩子都是親接親送，親師之間有許多機會可以當面溝通，

也可以透過每天發回的聯絡簿與老師交流，頻繁而開放的雙向溝通更能

提升親師之間的關係。我們每週會依據孩子的學習狀況與學習目標製作

個人化的週誌，讓家長清楚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內容，同時也會設定

一些假日可以執行的目標，期望家長能夠帶著孩子練習，當然也有欄位

讓家長分享假日與孩子渡過的快樂時光，每次看到家長回饋的內容都會

讓我們很感動呢！我們也遇到過家長無法接受孩子的狀況，用消極和負

面的態度來面對問題，我們會很想說服家長接受各式各樣的建議，但也

告訴自己更重要的是從家長的角度去同理，站在家長的角度為出發點，

才能達到幫助孩子的唯一目的。 

    除了分離焦慮和挑偏食問題，班上另一位孩子有嚴重的情緒行為問

題，每每作息轉換或是情境轉換時都會引爆地雷，有時會趴在地板上一

邊拍打一邊大聲哭喊，有時會用指甲抓自己或老師，這些行為不只讓自

己受傷，同學有時也會表現出害怕的情緒。這個孩子會用哭鬧尖叫的方

式想要引起老師的注意，是因為在家時要出現激烈的情緒家長才會注意

到他，導致孩子使用錯誤的方式表達情緒。這時我們會先讓孩子的情緒

進行宣洩，待他情緒降溫下來，再鼓勵他用好好說的方式表達想法，我

們也教導孩子認識情緒和表達情緒，進而選擇適當的方式表達情緒。另

外老師也觀察到這位孩子會因為老師處理其他同學的行為問題而生氣，

推估他是因為感覺統合異常導致對周圍的刺激產生過分強烈的反應，通

常感覺統合異常會產生認知障礙、情緒和行為控制不良等問題，治療感

覺統合異常的黃金時期是 3-6 歲，感覺統合失調愈早調整，對孩子的幫

助愈大。於是老師設計了許多和感覺統合有關的活動，在大肌肉活動時

間讓孩子進行闖關，也提供家長許多可以在家中進行的小遊戲，以改善

孩子的感覺統合問題。 

    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某天家長發現班上一位無口語的

自閉症孩子，看著姊姊國語課本中的國字並聽著姊姊唸之後，居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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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唸出來！家長當下也是不敢相信孩子開口說話，測試了很多次孩子

真的都有成功開口，家長終於聽到期盼多年的一聲爸爸媽媽，所有的付

出與努力都得到了回報。家長感動地和老師分享這個好消息時，我們也

是感到非常興奮與期待，第二天孩子來上學後我們帶孩子讀各種物品名

稱與稱謂，當聽到孩子喊我們一聲老師時，各種感動湧上心頭。每當看

到孩子進步時，那種快樂的感覺是無法用言語去形容的，那種成就感更

是支持老師繼續前進的動力。特教老師很常會聽到「沒有教不會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這句名言，我們也從這個孩子身上領悟到這句名言

的精神，因為我們都預設孩子不認識國字，因而忽略可以用國字當作媒

介給予孩子視覺提示，顯然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努力找到最

適合孩子的教學策略。 

    要經營好一個班級是先從兩位老師與教師助理員之間的合作與信任

開始，從孩子一到校後，三人就開始孩子之生活自理、教學和安全維護

等作業，一整天都沒有下課時間可以暫時休息，不管是老師還是助理員

都承受著龐大的工作壓力及情緒勞務。老師與助理員間需要建立良好的

信任默契與耐心，才能有效分工和支持，掌握教室內的每個動靜。三人

的教學理念是否契合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像是個人價值觀、班級經營

策略、教學方法和問題行為處理等，若彼此間共識程度較高則較不易有

衝突。像是在面對挑偏食的孩子時，三人都能溫柔且堅定的要求孩子，

在面對孩子的情緒問題時，三人能達到一致的流程與要求，為此我們也

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磨合與討論，很感謝搭班老師與教師助理員的協助

與配合，讓其中一位老師在處理孩子問題或是行政工作時能無後顧之憂。

學前特教班中會遇到各種酸甜苦辣，保持初心並持續前進，一起幫助更

多孩子和家庭往正確的道路前行，有我們的陪伴他們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