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特教實務工作者，對探供身心障礙學生評量調整方式之態度

及其對相關問題的看法，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樣本包括特教行政人員、特

教教師與倡道人士共計 199位，以自編之「身心障礙學生評量方式調整意見調查

表」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所得資料以百分比、X2考驗、Cochran Q 檢定等方式

進行分析與統計考驗。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對身障學生評量調整權益的看法

方面，除行政人員外，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政府在政策上並不重視，且法律的保障

也不足夠。九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有必要擬定相關的措施，而且認為提供身

心障礙學生評量調整措施並不會損及普通學生的權益。二、對評量調整的範圍的

看法方面，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為「作答反應方式」、「試題呈現方式」、「施測情

境安排」、和「測驗時限調整」是可行的。三、對如何執行評量調整之看法方面，

九成以上的受訪者覺得應該把評量調整方式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而且申請的調

整方式應是學生平時學習評量時即已獲准使用的。他們認為「IEP小組」和「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是校內考試時申請調整的決定單位；而「縣市政府的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及「特教專家組成之審核小組」則為校外考試時的決定單位。

而參加校外評量時，「個別化教育計畫」是重要的申請依據。  四、對使用評量調

整所得之成績如何處理的看法，有七成五受訪者表示在其成績單上應加註說明，

五成受訪者表示使用測驗調整後仍需給予加分。五、對目前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的

素質與培育的看法，大部分的受訪者覺得目前國內特教專業人員評量調整的專業

素質是不夠的，尤其是倡導人士組的比例更高；而提昇專業素質的方式，包括「辦

理各種相關在職訓練研習」、「在原來的培育課程中增加評量調整的相關知能「與

「提供評量調整的指引手冊」，其中特教老師傾向選擇「在職訓練研習」的比例

較高。六、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目前實施評量調整最大的困難是「大眾對評量

調整的認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