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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與特質
依⾝⼼障礙及資賦優異學⽣鑑定辦法第 7 條之規定，「肢體
障礙學⽣係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
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者。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為
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或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兩者其⼀。」

 ⼀般⽽⾔，肢體障礙學⽣皆能正常學習，但
部分會因為⼤腦中樞或神經系統缺損，⽽導致
認知功能、語⾔表現出現不同問題。有部分學
⽣需要使⽤⾏動或科技輔具，結合無障礙環
境，來補⾜其缺損的功能，發揮其學習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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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障礙學⽣的⼼理層⾯也常因為⾃⾝的缺陷受到影響，尤其是後天因疾
病或意外造成障礙的學⽣，更容易因為突如其來的改變⽽有負⾯消極的想
法。肢體障礙常因為⾏動不便或動作操作功能受限，造成⽣活⾃理能⼒不佳
需仰賴他⼈、無法參與社交活動的現象，使其更易出現孤⽴感，產⽣⼼理退
縮。因此應該透過⼼理⽀持、無障礙環境的調整，結合多元學習⽅式，加上
社會資源整合，讓學⽣能展現出⾃⼰的優勢，在學校中安⼼學習。

( ⼀ ) 肢體障礙常⾒類型有以下幾類
1. 神經系統缺損：脊柱裂、脊椎神經損傷、脊髓灰質炎、多發性神經硬化症等。
2.肌⾁⾻骼異常：畸形⾜、脊柱側彎、幼年變形性染⾻炎、成⾻不全、幼年性⾵
濕性關節炎、⾻髓炎、肌⾁萎縮症、關節炎、肢體截斷等。
3. 先天性畸形：先天性⼼臟畸形、先天性髖關節脫⾅等。

常⾒類型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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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肢體障礙常⾒困難分為以下幾個層⾯:

1.學習層⾯:
(1) 肢體障礙學⽣會因其障礙類別及程度，需要課程內容及評量⽅式調整，如
握筆困難的學⽣可能無法進⾏紙筆測驗、坐輪椅學⽣無法跑操場等。
(2) 教室空間環境、課桌椅，或相關硬體設施需依學⽣狀況調整，如輪椅需要
較⼤迴轉半徑、特製課桌椅、鄰近廁所等。

2.⽣活層⾯：在⽣活⾃理⽅⾯需要他⼈協助，如肌⾁萎縮症學⽣需要同
學幫忙倒尿桶、⼿部精細動作不佳學⽣需要同學幫忙扣釦⼦。

3.⼈際與⼼理層⾯：肢體障礙學⽣常因為⾃⾝障礙⽽有⾃卑、退縮情緒，
甚⽽產⽣⾃我孤⽴感，需要多加留意學⽣⼼理狀態並給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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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學習層⾯

教室環境調整安排：若為乘坐輪椅或使⽤⾏動輔具之同學，座位
的安排盡量以⽅便進出為原則，也要考量到輪椅迴轉半徑，及⾏
動輔具放置空間。⽽課桌椅的部分也需要依學⽣的障礙狀況作調
整，可能協助申請輔具，或請學校總務處協助調整課桌椅⾼度。

安排助理⼈員：資源教室輔導員與學⽣、家⻑討論過在學時需要
的協助後，再協同導師或系上相關⼈員，為學⽣安排助理⼈員並
進⾏職前訓練，說明可以如何提供協助，及遇到狀況時該如何應
變，也定期和協助同學聯繫，確認學⽣在校適應狀況。

任課⽼師溝通及課程調整：發放課堂溝通函給各任課⽼師，讓⽼
師了解該如何調整協助學⽣在學習上的特殊需求，也可以與資源
教室⼀同討論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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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活層⾯

輔具使⽤協助：依學⽣需求，協助向教育部⼤專校院及⾼中職
肢障學⽣教育輔具中⼼申請輔具評估與借⽤。並關懷學⽣輔具
使⽤情形，如有需要維修或調整，也協助與輔具中⼼聯繫。

無障礙環境：檢視校園內無障礙環境是否符合無障礙規範，確認
學⽣經常⾏動的路線及空間是否暢通及使⽤上是否需要調整。

安排協助同學或室友：在⾮課堂環境中，可以視學⽣情況安排幾位同
學、室友協助處理學⽣在⼀般環境或住宿時無法⾃⾏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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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際與⼼理層⾯

教導情緒適應技能：肢體障礙學⽣常因⾝體上的弱
勢造成⼼理上的退縮，會顯得較沒信⼼，看待事情
較為負向。可以教導學⽣基本情緒適應技能，⿎勵
學⽣與⼈互動，也可與校內輔導中⼼的⼼理師資源
結合，提供學⽣更穩固的⼼理⽀持。

培養⾃⽴能⼒：肢體障礙學⽣可能因為能⼒上的限制，
在許多經驗上較沒有⼀般⽣來的多元豐富，因此較缺乏
⾃我管理、處理⾃⾝事務的能⼒。可以訓練學⽣⾃我管
理、⽣活規劃，並藉由成功經驗讓學⽣更具⾃信，進⽽
在群體社會中獨⽴。



給授課⽼師的提醒

資料來源:  教育部發⾏ ⼤專校院新進資源教室輔導⼈員⼯作⼿冊

1.對有些肢體障礙的學⽣來說，握
筆寫字等精細動作可能有困難，⼀
般的紙筆測驗可能不太適合他們。
可以與資源教室討論實施評量調整
⽅式，例如使⽤電腦作答、⼝語作
答、代填答案、繳交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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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體育課程⽅⾯，可以參考
資源教室發放的課堂溝通函，
並與學⽣討論如何依個別狀況
進⾏調整，如跑步或劇烈運動
可改成原地踏步或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