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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資優教育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疫情的影響下，幾次的日期

變動後終訂於 9 月 25 日透過線上視訊會議形式舉辦，感謝擔任各場

主持人、與談人的師長與發表者始終如一、排除萬難，支持著這場會

議的辦理。 

    今年的主題為「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與發展趨勢」，時逢特殊教育

法修法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之際，透過三場專題論壇，希望讓

與會者對目前的特殊教育法規修正、資優教育師資培育、資優教育課

程與發展趨勢等，在吳武典名譽教授、郭靜姿教授、陳美芳教授、呂

金燮教授、蔡典謨教授、侯雅齡教授、陳育霖教授等多位資優教育學

者專家的與談分享與學特司陳添丁專委的說明下，有更深入的認識。 

    在實務領域，不同縣市對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的做法略有

不同，此次藉由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三個縣市資優教育資源中

心主任與特教科專員的介紹與參與者討論下，對資優教育行政工作的

推動將大有助益。此外，在論文發表上，此次共有關於資優學生課程

教學與輔導、及特殊群體資優學生的支持與輔導之七篇研究參與發表，

除回應十二年國教跨領域與素養導向教學上的重要議題，亦針對文化

殊異、雙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的輔導，以及特殊學生的才能發展影響

等研究成果與資優教育工作者分享。 

    最後，感謝學會的幹部、工作小組包含健弘、家兆、謙吉、琨銘、

佳男、家安、郁茹以及秘書長乙明老師、國際組靜辰老師等夥伴的大

力協助，使得大會得以順利進行；也感謝持續為資優教育努力的教師

們，有你們在第一線輔導資優學生並提供相關的教學與服務，落實資

優學生適性教育的理念。也期許在十二年國教推動下，資優教育得以

持續發展。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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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資優教育學會2021年會員大會暨資優教育學術研討會」 

實施計畫 

一、計畫目的： 

  我國資優教育自民國63年實驗教育創辦開始，在政府及相關學者、

教師努力耕耘下，逐漸成果茁壯。有感於設立資優教育學術團體的必

要性，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在學者專家熱心奔走下於民國87年6月6日誕

生，以培育資優人才、深化學術研究、推動資優教育、促進專業交流

為創會目標，是以歷年皆結合學術研討會形式辦理年會，深入研討資

優教育相關議題及對策，藉以提昇資優教育品質。 

  本年度之年會主題定為「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與發展趨勢」，邀請

不同領域發展傑出者，分享特殊教育法與資優教育師資培育等，並期

共同展望資優教育的發展方向；此外，透過國內資優教育學者與教師

理論與實務之發表與討論，分享其研究與教學經驗，以發揮推廣成效。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三、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110年09月25日（星期六）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線上會議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四、會議主題： 

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與發展趨勢 

五、參加對象： 

本學會會員、資優教育專家學者、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教育部及各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單位、資優學生及家長等約1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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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方式： 

（一） 專題論壇：邀請國內不同領域發展人士，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陳添丁專門委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吳

武典名譽教授、郭靜姿教授、陳美芳教授、陳育霖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呂金燮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學系蔡典謨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

齡教授；就「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與發展趨勢」進行專題論壇。 

（二） 議題討論：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李乙明副教授、

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王曼娜主任、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

心楊玉鈴主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蘇柏純專員，就

「資優教育縮短修業年限」進行議題討論。 

（三） 論文發表：透過公開徵稿及審查，開放國內資優教育專家學者

及教師分享其研究與教學經驗，並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蔡明富教授與臺北市立大學吳淑敏助理教授主持。 

（四） 會員大會：學會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七、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為止，請至全國特殊教育

資訊網/研習報名/大專特教研習報名，網址如下：https://sp

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主辦單位保留刪

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二） 報名費用：500元整，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額滿為止。 

（三） 會議當日請準時報到、並請全程參與。後續將依實際參與時數

核發研習時數，全程出席者將核發8小時研習時數。 

八、注意事項： 

（一） 差旅費請在原單位報支。 

（二） 如有疑義，請洽中華資優教育學會王郁茹助理，電話：02-774

95041。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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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資優教育學會2021年會員大會暨資優教育學術研討會議程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主辦單位：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時間 2021年09月25日（星期六） 

08:40-09:00 線上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 

主持人：于曉平理事長（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貴賓致詞：陳添丁專門委員（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09:20-10:30 

專題論壇一：變革中的特殊教育法修正與資優教育 

主持人：陳添丁專門委員（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與談人：蔡典謨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靜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0:30-10:50 茶敘 

10:50-12:00 

專題論壇二：變革中的資優教育師資培育與需求 

主持人：吳武典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侯雅齡特聘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育霖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物理學系） 

12:00-12:30 

午餐 

12:00-13:20  播映影片Superkids 2 

（加拿大社會科學暨人文研究委員會補助） 

12:30-13:10 
會員大會、優良博碩士論文頒獎 

財務報告、工作報告等 

13:10-13:20 休息時間 

13:20-14:30 

專題論壇三：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課程與發展趨勢 

主持人：郭靜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陳美芳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呂金燮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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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40 茶敘 

14:40-15:50 

議題討論：資優教育縮短修業年限之探討 

主持人：李乙明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王曼娜主任（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楊玉鈴主任（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蘇柏純專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資優學生課程教學與輔導 

主持人：吳淑敏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發表主題/發表者： 

1. 系統思考與獨立研究的步驟聯結初探（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黃靜雯） 

2. STEAM課程對資優生問題解決能力影響之研究（南投縣光華國小資優班教

師洪瑞成） 

3. 資優自學生自我概念與其影響之探究（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吳淑敏

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畢業生林芸軒、李曉沅；臺北市立大學學生周孜

倫、陳柔安） 

4. 回應資優生生命意義追尋的情意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

士班研究生張衿綾） 

特殊群體資優學生的支持與輔導 

主持人：蔡明富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發表主題/發表者： 

1. 母親在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發展歷程之角色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吳惠晶） 

2. 教師對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之覺知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鄭景元） 

3. 陪她走一段有價值的路：以教師視角敘說數理型雙重殊異學生之輔導歷

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蔡明富教授、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

系陳勇祥助理教授） 

15:50-16:1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主持人：于曉平理事長（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16: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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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一、 專題論壇 

(一) 主持人開場及介紹與談人，以5分鐘為宜。 

(二) 與談人每位發表25分鐘。 

(三) 開放與會人士討論15分鐘。 

 

二、 議題討論 

(一) 主持人開場及介紹與談人，以5分鐘為宜。 

(二) 與談人每位發表15分鐘。 

(三) 開放與會人士討論20分鐘。 

 

三、 論文發表 

(一) 主持人開場及介紹論文發表人，以5分鐘為宜。 

(二) 發表人每篇發表12分鐘，提問3分鐘。 

(三) 論文發表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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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一： 

變革中的特殊教育法修正與資優教育 

 

 

 

 

 

主持人：陳添丁專門委員（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與談人：蔡典謨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靜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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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特殊教育法修正與資優教育 

 

郭靜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一、 立法的意義 
1. 支持性的立法目的? or 限制性的立法目的? 

2. 檢視特殊教育法中資優教育相關條文之立法目的 

   

二、 資優教育的趨勢與人才培育方向 
1. 菁英導向的鑑定與安置方式 

2. 才能發展的鑑定與安置方式 

 

三、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的發掘與培育問題 
1. 評量工具的限制與能力的低估問題 

2. 學習資源的限制影響優勢才能發展機會 

3. 鑑定標準缺乏彈性導致鑑出率過低的問題 

 

四、 多元評量與安置的精神如何落實? 

1. 多元評量與安置為特殊教育法的精神，惟並未落實執行 
    2. 綜合研判的機制雖有之，然受到法令規定而彈性受限 

    3. 檢視修訂中的特殊教育法，期待現行問題能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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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二： 

變革中的資優教育師資培育與需求 

 

 

 

 

 

主持人：吳武典名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侯雅齡特聘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育霖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物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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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資優教育師資培育與需求 

 

侯雅齡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一、國內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模式的變革  

1. 1994年：培育師資不再僅限於師範校院，終止計畫式、公費分發

制度，改為多元化、儲備制、自費為主、甄選制度。 

2. 2003年：辦理師資培育評鑑、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3. 2017年：調整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實習順序、訂定教師專業素養

指引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解除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與學分

數的限制，以促進師資培育大學多元。 

二、標準本位師資培育，訂定資優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教育部公布了教師專業素養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兼具大學發展

培育師資特色與管控品質的機制，各師資培育課程在符合最低條件，

確保師資培育品質的基礎上可自行發展特色。第一版2017年6月公布的

基準，曾要求資優教師應同時具備學科知能，資優教師的專業知能中

是否必須包含學科專業能力？引發了學界與教育基層的論戰。 

三、職前教育階段應重視從實踐中建構資優專業知識與理念 

師資生應從實踐過程中強化連結理論與實務，不斷驗證各種知識以逐

步累積經驗而形成個人教育理念。但是，師培機構要如何培養資優教

師？協助師資生習得有效教學知識？如何系統化呈現知識與現場的關

係？ 

四、發展真實評量了解師資生表現 

評量師資生不應以擁有多少知識為主，而應該綜合了解其整合知識、

態度與技能的學習成果，但如何安排在情境脈絡下，讓師資生能夠展

現整合多種知識、態度與技能以勝任複雜教學工作?尤其，台灣目前的

資優學生安置方式相當多元，有資優方案、資優巡輔班、分散式資源

班、集中式資優班。 

五、師資生的入學成績及整體學力素質應再提升 

由於少子化狀況持續嚴重，師資開缺有限，2021年3月國發會發布《20

30年整體人力需求推估》報告，教育產業人力需求萎縮率，高居全國

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BDFC71C04D5D61E1
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BDFC71C04D5D61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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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些外在條件難吸引優秀高中生成為師資生。雖然師資生的教

育性向和志願很重要，但做為教師，必須具備高素質的學力自不待言。 

六、資優教師學士後短期培育 

為在職教師辦理資優教師學分班，或是提供碩士階段培育資優師資，

以回應現場需求。但培育期程較短，成效如何提升?當然，面對不可測

的未來，以四年支撐三十年，還是不夠，如何培養自主學習與終身學

習能力的教師，師培單位如何提供資優教師永續的專業發展也值得一

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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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教室裡的全球科學家 

-數理資優師資培育 

  

陳育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及物理學系 

Email: chendaneyl@ntnu.edu.tw 

  

數理資優教育需要兼顧學生科學素養與情意教育，在有限的時間當中

需要建構學生的數理科學核心能力，同時進行自我認識與生涯探索。 

  數理資優教師的培育過程需要體認並順利實踐數理資優教學過程中強

調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科學態度與本質的科學核心素養。大學端的師資培

育課程，延續科學本質當中「科學社群的運作」套上 Lee Shulman 的教

學推理與行動架構(teaching reasoning and action model)，以探究與

實作精神為基礎的師資培育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可以帶領學生在師

資培育課程當中觀察知識的形成過程，以探究與實作策略進行探究與實作

師資培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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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壇三： 

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課程與發展趨勢 

 

 

 

 

 

主持人： 

郭靜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 

陳美芳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呂金燮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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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資優教育課程：與普教的融合與區分 
 

 

陳美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2年國教是以課程為核心的教育改革，並以課程改革系統化的帶動大

學考招、師資培育等全方位的變革。普通教育改革，牽動資優教育的發展，

也創造了彼此共享的概念和語彙。資優教育和普通教育同樣強調以學生為

主體，尊重學生個別差異與需求的學習；重視培養學生和真實世界連結、

面向未來的能力；引導學生成為自主的終身學習者。以教育方法而言，上

述理想可分別與區分性教學、探究教學、自主學習相對應。 

本引言將以教育現場的觀察為起點，分析普通教育與資優教育拉近後，

對資優教育的影響。並以課程為主軸，探析普通教育與資優教育對相同語

彙，其概念內涵的異同。引言將聚焦於區分性教學、探究教學與自主學習，

並以普通教育及資優教育的課程理念、課程案例與相關研究，作為論述的

基礎。 

最後，將提出資優教育工作者面對變革，需釐清的教育信念與觀點，

期待資優教育的理念與方法精進發展，持續扮演引領教育改革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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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 

資優教育縮短修業年限之探討 

 

 

 

 

主持人： 

李乙明副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 

王曼娜主任（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楊玉鈴主任（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蘇柏純專員（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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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之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 

王曼娜 

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一、前  言：誰需要/適合縮短修業年限 

二、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之推動現況 

（一）實施對象 

（二）實施方式 

（三）辦理單位 

（四）評量內涵 

（五）推動現況 

（六）推動特色 

三、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推動之未來展望 

（一）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 

1.實驗教育三法 

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符應推動現況的省思 

1.實施對象 

2.評量內涵 

（三）變 vs.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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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資優生的另一扇窗- 

新北縮短修業年限之申請及服務介紹 
 

楊玉鈴 

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一、 目的：協助資優生依其身心發展狀況、優勢能力及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學科（學習領域）彈性縮短修業年限，幫助充分運用學習時間。 

 

二、 申請條件： 

(一) 資格：須為就讀本市所屬學校並具資優資格之學生 

(二) 成績：欲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科（學習領域），前一學期之

學期成績須達該年級百分等級85 以上。 

 

三、 申請方式: 
 

 

 

 

 

 

 

 

 

 

 

 

 

 

四、 縮短修業年限的方式： 

(一) 加速 

(二) 免修 

(三) 跳級 

 

 

計畫
公告

•各校依據新北市之實施計畫訂定校內計畫

申請
•家長或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

評量
•多元評量

調整
•成績評量及行政支援等事項納入IGP

審查
•提交相關資料送特推會審議

結果
通知

•申請結果由學校轉知學生及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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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過後之服務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提供服務的時間 

(二) IGP的落實 

(三) 經費與支援的提供 

(四) 成績的計算 

(五) 學習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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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學生課程教學與輔導 

 

 

 

 

主持人： 

吳淑敏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發表主題/發表者：  

1. 系統思考與獨立研究的步驟聯結初探（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

士班學生黃靜雯） 

2. STEAM課程對資優生問題解決能力影響之研究（南投縣光華國小資優班

教師洪瑞成） 

3. 資優自學生自我概念與其影響之探究（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吳

淑敏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畢業生林芸軒、李曉沅；臺北市立大學

學生周孜倫、陳柔安） 

4. 回應資優生生命意義追尋的情意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博士生張衿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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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與獨立研究的步驟聯結初探 

 

黃靜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防疫行動全球總動員，牽一髮而動全身。

Richard Paul(1993)指出，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議題日趨複雜

且以共同的錯綜模式相互作用著，面對這些棘手的挑戰，未來公民須具

備以下能力:1.從各種觀點描述複雜性的問題；2.跨學科領域的知識訊

息整合；3.運用整合性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The Talloires Network, 2

005)。系統思考能協助學生深入分析事件、全面鑑別問題、掌握議題核

心，進而有效解決問題，透過系統思考探究複雜性議題不僅能滿足資優

生挑戰性課程的需求，亦符合獨立研究以探究為本位的核心要素。系統

思考能協助學生發展解決現在與未來社會複雜問題的能力，透過探究真

實世界事件來學習其所隱含的概念性知識。而獨立研究較其他教學模式

更能提供資優生完整且豐富的學習機會，以真實世界現象作為學習情境

脈絡，深入探究研究主題相關系統的本質，進行知識整合。筆者依據 

Jacob , Gary, Michelle, David（2018）所提出系統思考能力的構念發

展為六項檢視獨立研究歷程的指標，分別為：發現問題、搜集訊息、決

策人士、設定目標、執行研究、統整反思。此六項指標對應並加以檢核

獨立研究歷程的六個階段：界定主題、資料搜集、決定研究設計、執行

研究、研究結果分析與成果發表，用以協助學生運用系統思考進行獨立

研究。因此本文結合系統思考的整體脈絡性思維與獨立研究精密嚴謹的

歷程，引導學生透過高層次思考進行概念整合運用，因應未來世代中日

趨複雜的各種挑戰，達致素養導向的全人教育終極目標。 

 

關鍵詞：系統思考、獨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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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課程對資優生問題解決能力影響之研究 

 

洪瑞成 

南投縣光華國小資優班教師 

 

本研究旨在了解STEAM課程對資優生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以國小一般

智能資優生與一般生共87位為對象，使用「新編問題解決能力測驗」蒐集並

分析資優生與一般生在問題解決能力之表現。再以前實驗研究設計挑選資優

生與一般生共16位進行16節的自編STEAM課程。研究結果發現資優生與一般

生在問題解決能力上有顯著差異。進行STEAM課程後，接受課程的學生雖然

在問題解決能力測驗得分上皆有增加，但相較於未接受課程學生之前測分數，

僅一般生在界定原因分測驗達到顯著差異。另在STEAM課程提升個體問題解

決能力部分，綜合16位學生之前、後測成績來看雖達顯著差異，然分開來看

亦僅有一般生之前、後測成績達顯著差異，資優生則無。最後由研究者依據

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STEAM、資優生、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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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自學生自我概念與其影響之探究 

 

林芸軒、李曉沅、周孜倫、陳柔安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 

 

吳淑敏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成為教育趨勢，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即自學）的學生數也日益增多，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整理自我概念之定義

與理論，並了解過往研究中自學生之自我概念有何特徵，為探究資優自學生

之自我概念的樣貌與特質，以及自學對資優自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本研究

採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兩位國小中年級資優自學生與其重要他人，兩位資優

自學生分別為一位男性、一位女性，並分別訪談其主要照顧者、導師、及同

儕。 

訪談大綱主要參考兒童自我態度問卷（郭為藩，1978）中自我概念的五

個項度(1)對自己身體特質 (2)對自己能力與成就 (3)對自己人格特質 (4)

對外界的接納(5)自己的價值系統與信念，並以此作為資料分析的基本架構。

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過程為求可信度與嚴謹性，研究者反覆檢視比對資料，尋

找資料的關係與脈絡最後建構與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相呼應的主題架構，並

在過程中不斷修正以更符合研究的整體脈絡。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自我概念的樣貌：資優自學生能掌握自身優勢，正向思考並專注於

優勢能力。 

二、影響因素：家長的教養態度給予支持及陪伴，讓資優自學生能勇敢

嘗試新事物。 

三、自學的影響：自學讓資優自學生能依照學習特質與需求調整學習方

法與速度，學習上更有成就感、提升學習動機。 

 

研究結論歸納有六點 ： 

（一）兩位資優自學生能保持正向、接納缺點（二）父母教養方式讓資優自

學生能勇於嘗試新事物（三）老師的支持與鼓勵讓資優自學生有可詢問、認

同的對象（四）兩位資優自學生都喜歡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任務或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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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五）自學後兩位資優自學生學習表現都有所進步，對自我的評價也越來

越正向（六）受試者自述自學讓自己更正向，對於自我學習也有更高的掌握

度。 

綜合上述結果，歸納資優自學生之自我概念的樣貌與影響因素，並就家

長、學校、未來研究方面提出建議。 

 

關鍵詞：資優自學生、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影響因素、自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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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資優生生命意義追尋的情意教育 

 

張衿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1世紀是個內省的年代，是個瞭解生命意義與靈性的年代，人們將轉向

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Krebs, 2001）。文獻指出資優生更傾向於對社會主題

的興趣（Davis, 2006），容易覺察現象進而產生困惑，提出有關生命存在意

義的問題。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情意教育的歷程，來回應資優生生命意義的

追尋，以促進其情意發展。透過文獻探討生命意義的追尋源自於資優生有其

獨特性，加上資優個體間差異懸殊，有著不同於一般同儕的情意需求；接著

論述生命意義的定義與內涵，及實現方法，經由教師引導資優生在追求生命

意義的過程中，以選擇、體驗與回應的方式來實現，從而在個體與環境的互

動歷程中，發現個人獨特的生命意義；文末再從課程與教學的角度，以一位

資優生之作品為例，呈現筆者回應其生命意義的追尋與實現方法。 
 

關鍵詞：資優生、生命意義、情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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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體資優學生的支持與輔導 

 

 

 

 

 

主持人： 

蔡明富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發表主題/發表者： 

1. 母親在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發展歷程之角色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研究生吳惠晶） 

2. 教師對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之覺知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碩士生鄭景元） 

3. 陪她走一段有價值的路：以教師視角敘說數理型雙重殊異學生之輔導

歷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蔡明富教授、國立嘉義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陳勇祥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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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在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發展歷程之角色探究 

 

吳惠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碩士班研究生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發展歷程中，母親在其

才能發展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從中所面對的困境和突破方式。相較於

一般孩子，母親在自閉症孩子的教養過程伴隨著較高的壓力(Meirssch

aut, 2010)與較低的自我效能(Chong & Kua, 2017)。因此，許多具有

音樂潛能的自閉症兒童母親，往往在重重的壓力之下放棄堅持。 

本研究從才能發展典範的觀點，以個案研究法，邀請了兩位具鋼

琴演奏才能的自閉症者的母親參與研究。兩位自閉症者在國際音樂比

賽中獲得優異成績，鋼琴演奏才能備受專業肯定，本研究以兩位自閉

症者的母親為研究個案，母親A曾獲得「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慈暉獎」；

母親B則為「日本自閉症者音樂協會」之創辦人。資料來源主要以半結

構訪談為主並透過訪談稿的編碼與持續比較法，歸納分析母親在自閉

症者音樂才能發展階段中的角色以及當中的挑戰與回應方式。 

研究發現由於自閉症者學習歷程中在溝通互動上的侷限，母親成

為了自閉症者和教師之間、與其他相關人士之間的重要橋樑。兩位母

親雖然背景不同，在支持過程中展現出了相同的個人特質，例如毅力、

遠見、策劃能力、影響力；兩位母親也因支持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的發

展，改變了自身。研究結論母親在支持自閉症者音樂才能發展中的關

鍵性，並依據研究結果對自閉症者才能發展的相關建議，提供特殊教

育者與相關人士參考，尤其是自閉症者的重要他人。 
 

 

關鍵詞：母職、音樂才能、自閉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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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之覺知探究 

鄭景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碩士班研究生 

 

觀察推薦是學生在接受正式資優鑑定前的首要條件，其為攸關文化

殊異資優學生能否被發掘並接受資優教育服務的關鍵。本研究目的在探

究教師對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覺知，以文化敏感度三大層次，覺知、

概念化和獨特敏感度為分析主軸，邀請實際接觸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

經驗的四位教師參與研究。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取向，資料蒐集採用半

結構式訪談，並以質性方式進行歸納、分析。 

本研究結果有二：首先，教師對文化殊異資賦優異學生覺知樣貌不

同；其次，教師對社會文化與能力本質體現的覺知具差異性，二者未明

確釐清。依據研究發現，建議資優觀察推薦的歷程中應提供明確脈絡以

利教師對多元文化殊異性之理解，進而有助於文化殊異資優學生的發掘。 
 

關鍵詞：教師、文化殊異、資賦優異、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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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她走一段有價值的路： 

以教師視角敘說數理型雙重殊異學生之輔導歷程 

 

蔡明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陳勇祥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雙重殊異學生內在的優勢與障礙，使其因遮蔽效應而顯現獨特且難以解釋

的特質和差異。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向，透過教師觀點敘說其如何輔導

一位高中數理型雙重殊異學生之歷程，以理解教師於此一歷程面對此位學生的

「初始相遇」、「需求思考」、「溝通討論」、「資源尋求」、「衝突轉折」、

「支持接納」等階段之感受與現象詮釋。本研究設計為透過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引導研究參與者深入描述前述階段之真實經驗。研究發現如下：教師能理解學

生之身心發展與適應之衝突，由此而思考其獨特性與需求本位，逐次與教師、

學生、學校等三方溝通而培養認同默契，以形成共識，終而建構正向支持系統

與促成資源整合，達成學校適應良好與家庭平衡和諧之目的。 
 

關鍵詞：數理資優、雙重殊異、輔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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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資優教育學會第廿三、廿四屆理監事 

理事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于曉平教授 

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武典名譽教授 

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靜姿教授 

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美芳教授 

常務理事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淑敏助理教授 

理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蔡典謨教授 

理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呂金燮教授 

理事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侯雅齡教授 

理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蔡明富教授 

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鄭聖敏副研究員 

理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偉仁助理教授 

理事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彥瑋助理教授 

理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 張芝萱助理教授 

理事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王曼娜主任 

理事 臺北市士東國民小學 游健弘教師 

常務監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方泰山教授 

監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特殊教育科 
王勛民科長 

監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王振德教授 

監事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黃楷茹助理教授 

監事 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李家兆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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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陳添丁專門委員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陳宛蓁專案助理 

主持人及與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武典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郭靜姿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美芳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呂金燮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侯雅齡特聘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蔡明富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李乙明副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淑敏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物理學系 陳育霖助理教授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王曼娜主任 

新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楊玉鈴主任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蘇柏純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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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工作人員 

秘書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李乙明副教授 

議事組 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李家兆老師 

議事組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謝佳男老師 

議事組 時習教育工作室 林家安老師 

活動接待組 臺北市士東國小 游健弘老師 

活動接待組 育達科技大學 鄺靜辰副教授 

活動接待組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褚謙吉主任 

活動接待組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連琨銘老師 

活動接待組 臺北市士東國小 吳佑晨老師 

活動接待組 臺北市士東國小 謝亞庭老師 

活動接待組 臺北市立大學 陳詠耘同學 

總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郁茹助理 

總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怡人助理 

總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保辰助理 

總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賴彥志助理 

總務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倫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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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序號 姓名（*會員） 服務單位/職稱 

1 王沛淇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教師 

2 王彥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所學生 

3 王昭傑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小教師 

4 王盈琇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小教師 

5 王貞雅 桃園市中壢區立元生國小教師 

6 王郁翔 彰化師範大學資優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7 王雅奇*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小教師 

8 王詣丞 嘉義縣立民雄國中教師 

9 王緣圓 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小教師 

10 白岳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11 吳巧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學生 

12 吳佑晨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小教師 

13 吳青陵* 南投縣光華國小教師 

14 吳冠萱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教師 

15 吳彥宗 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小教師 

16 吳柏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學生 

17 吳淑敏* 臺北市立大學特教系助理教授 

18 吳惠晶 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19 呂佩樺 台北市大同區永樂國小教師 

20 宋沛寰 臺中市立光榮國中教師 

21 李文琪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教師 

22 李函霙 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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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宜娟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24 李家兆*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教師/新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25 李浩瑜* 臺中市立臺中女中教師 

26 李曉沅 台北市大同區永樂國小教師 

27 杜儀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 

28 沈彥宏*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資優召集人 

29 周孜倫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小實習老師 

30 周建志* 
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主任/ 

臺中市立豐陽國中 

31 易思嘉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小教師 

32 林妘蓁 臺南市立保西國小教師 

33 林妤欣 宜蘭縣蘇澳鎮馬賽國小組長 

34 林佳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所學生 

35 林怡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資所學生 

36 林東明 臺中市立安和國中教師 

37 林芸軒 臺北市立大學畢業生 

38 林映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9 林健豐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教師 

40 林琨筌 國立清華大學 

41 林韻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 

42 邱正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43 邱敏潔 
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附設新竹市私立建華非營

利幼兒園組長 

44 邱絹絜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教師 

45 洪淑貞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臨顧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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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洪瑞成 南投縣光華國小教師 

47 洪曙天*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小教師 

48 胡善淇 高雄市立新興高中教師 

49 涂家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 

50 高凡蘋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教師 

51 高正德 新田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 

52 張芝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助理教授 

53 張書豪*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小教師 

54 張衿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 

55 張惠瑜 馬偕醫學院資源教室資教輔導員 

56 張靖卿*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副教授 

57 張繼蓬* 彰化縣鹿東國小教師 

58 張馨文*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小教師 

59 曹詠喬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60 許加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61 許宥騰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小教師 

62 許勝洲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組長 

63 郭玉辰* 新北市立土城國中特教組長 

64 陳均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65 陳玟瑾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教師 

66 陳芷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碩士班學生 

67 陳勇祥*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68 陳彥婷 高雄市立中庄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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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陳彥瑋*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70 陳思妤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小教師 

71 陳柔安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72 陳英豪* 國立臺南大學助理教授 

73 陳偉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74 陳敏華*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教師 

75 陳詠耘 臺北市立大學研究所學生 

76 游健弘*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小教師 

77 馮理詮* 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小教師 

78 黃正龍* 新北市立永和國中教師 

79 黃舜煒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小教師 

80 黃楷茹*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81 黃毓楨*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82 黃碧琴*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教師 

83 黃靜雯 新北市立實踐國小教師 

84 楊玉鈴*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教師 

85 楊昌懋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教師 

86 楊政儒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小教師 

87 楊舒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 

88 楊雅妃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教師 

89 溫家豪 桃園市成功國小教師 

90 葉芯瑜 臺中教育大學 

91 詹秀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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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詹雅筑 新北市立新莊國中教師 

93 廖于菁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小教師 

94 廖盈絜* 
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教師 

臺中市立向上國中 

95 廖國良* 新北市立土城國中教師 

96 歐亭妤*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特教組長 

97 蔡宜臻 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教師 

98 蔡桂芳* 臺中市弘光科技大學副教授 

99 鄭伊均* 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100 鄭媄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1 鄭景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 

102 鄭聖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副研究員 

103 鄭綺瑩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小教師 

104 魯奕廷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105 蕭羽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小教師 

106 賴以端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107 賴佩妤 屏東縣立恆春鎮恆春國小教師 

108 賴彥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9 謝亞庭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小教師 

110 謝依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所學生 

111 鍾德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112 顏佑樺 臺北市立大學碩士班學生 

113 顏瓊雯* 新竹縣立成功國中教師 

114 蘇芳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人員 

(以上順序依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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