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一

二○一八年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籌辦「低視能服務照護新知」國際研

討會，加州舊金山大學 Amanda Lueck 博士介紹美國視障教育界如何針對
有低視能和有腦性視障學生提供教育服務，她強調要透過延伸核心課程的

實施，根據評估結果來幫助視障生發展和培養九大領域的必備技能。延伸

核心課程是美國特殊教育系統在一九九六年開始推展實施的，視障融合教

育必須在一般課程外同時提供延伸核心課程來教育視障生，現在延伸核心

課程的實施成為各州視障教育的重要內容。

延伸核心課程 Expanded Core Curriculum（簡稱 ECC）涵蓋所有視障
學生必須具備但可能因為視障而沒有發展好或欠缺的重要技能，歸類成九

個領域：補償技能（基本概念、學習技巧、文字和點字溝通）、定向與行動、

社交互動、獨立自主生活、娛樂與休閒、生涯教育、輔助科技、知覺效能、

自我決策，必須透過仔細的評估工作來決定學生必須學習的內容。台灣視

障融合教育實施的起始仿照美國模式，然而目前並沒有提供如 Lueck博士
所介紹的延伸核心課程，因此本書的內容可以當做對美國視障融合教育模

式的更新介紹。

台灣從一九七五年提倡回歸主流到推展融合教育政策已經近五十年，

許多視障生被安置在普通學校受教育，一直是基於兩個「融合教育」原始

理念，那就是視障者有權利就讀社區公立學校，而學校只需要將一般標準

課程教材做調整，如放大或轉譯成點字，並提供定向與行動和點字閱讀訓

練，視障生就能夠和明眼學生一樣在一般教室裡學習。這種信念缺乏對視

障生的特殊需求和獨特學習方式的真正認識，也沒有接受視障會改變和影

響兒童認知發展過程的醫學證據。全盲或者沒有正常視覺對兒童從出生起

在學習基本概念和技能發展的過程影響極大，沒有經過刻意指導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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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常常會缺乏與一般兒童相當的認知、經驗和技能，因此如果在融合教

育系統中只教他們一般兒童學習的內容而沒有同時針對他們缺乏的技能做

培育和補償，他們的學習一定會落後，也會阻礙他們為將來進入社會的生

活技能的準備。

本書作者均為視障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審視美國幾個州的視障教

育實施規範後發現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延伸核心課程的學習目標就是視障

生的 IFSP（個別家庭服務計畫）、IEP （個別教育計畫）、ITP （個別轉
銜計畫）中最重要範疇，為了幫助台灣的教育團隊在擬定視障生的 IEP目
標時能夠針對學生真正的需求，本書在 ECC的每個領域提供篩檢工具來
幫助 IEP目標的擬定，並提供目標範例、建議單元目標與活動設計協助訓
練服務工作。希望本書能夠帶動台灣的視障教育界推展視障生延伸核心課

程，給予視障生公平和真正適性的教育。

余月霞



前言二

在視障教育浸淫將近二十幾年，後面的十幾年都和視障巡迴輔導有

關，總覺得視障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下，不是人際互動的問題，就是當他

們在選擇自己的興趣或生涯規劃時，常感茫然未知，不是由家人決定就是

依據學校教師的意見與想法，甚至在日常生活應要有的基本獨立自主能

力，都讓他人感到困擾。用以下的兩個例子來說明他們在學校所面臨的問

題。第一個案例，國中老師檢討考試考卷，大家都認真而專注的抄寫老師

所說的重點及解答，而視障生一副無所事事呆坐在位置上，老師不解的問

我，視障生不會做筆記嗎 ?他也有點字考卷呀 !第二個案例，上大學的小
言，不斷抱怨為何他的點字書還沒有來，讓他在教室不知該做什麼 ?其實
暑假資源教室老師都已經告知小言要上網看自己要選擇的課程和大綱，但

小言沒有先上網看老師的課程大綱，所以也不知老師要用哪些書籍，而這

些書籍不似國高中都是由教育局或學校準備好，而是在暑假自己應先做好

準備，將書籍請資源教室教師送到相關單位製作點字書，若等到開學才送

就必須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了。

第一個案例和第二個案例都是視障生要學會做筆記，而做筆記不是

只是將老師的每句話都抄寫下來，更何況也不可能全部抄錄。視障學生必

須要有完整的評估與系統性的指導，如聽覺方面就必須先瞭解視障生的聽

覺理解與記憶，視障生是用哪一種的學習媒介，是點字或是一般文字或是

綜合使用，而學會做重點摘錄前是否曾被指導說出故事的重點，或是將別

人所說的話語以簡潔的方式說出，這些林林總總，看過余月霞老師推薦

ECC的相關網站與書籍後，我豁然開朗，原來我們的視障教育還有這一
大塊而且是最基礎的這一塊是付之闕如。

視障生進入一般學校就讀前，家長或是照顧者，或與視障幼兒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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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能對視障幼兒有充分的認識與瞭解，就能夠向學校的教師和相關人

員說明視障幼兒的學習情形與特質，以減少一般教師對視障幼兒摸索的時

間，同時視障幼兒進入學校也能很快的融入環境做有效的課程學習。然而

現場的情形卻是相反，浪費非常多的時間在摸索如何指導與如何學習，致

使一般教師和視障幼兒都感挫折。美國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各州都還立法

執行，可見 ECC課程實施對基礎能力培養的重要性，不僅僅只是在幼兒
階段具成效，而是對視障者整個人生未來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雖然移植外國的觀點，卻以台灣的教育現場的環境為思考點，就

是希望這本書不是光談理論，而是一本現場可以執行和具參考的工具書。

適用的範圍也不是只在視障相關的教師，只要和特教相關的單位，如早療

機構、社福機構、幼兒園、特殊學校等，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操作的功能

性活動與 IEP的參考資料。我們常說不要輸在起跑點，這本書就是讓視障
幼兒不輸在起跑點的寶典。

何世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