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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雲南移地教學成果報告



Chapter

1 摘要

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吳勝儒助理教授，
帶領大四修習少數族群教育之師資生林姿廷等29人，

於108年6月22日至108年6月29日，前往中國大陸雲南省昆
明市，與雲南工商學院以及昆明學院特教系

進行學術交流，以及到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文化參訪活
動，為本校與雲南省大專院校建立聯盟，順利完成任務。



Chapter

2 目的
(一) 對中國特殊教育市場現況有更深層的體認與了解。

(二) 比較台灣與大陸特殊教育之現況、兩岸的優弱勢及
互補之處。

(三) 深度了解雲南少數族群文化內涵，加深文化素養
之能力。



一、海外交流目的

一、少子女化困境

台灣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就業市場在少子女化及諸多原因之下，已逐漸走向飽和穩
定的狀態，如何提昇師資生專業能力和培養寬廣的視野，以因應未來社會的變動
，為現階段師資培育教育的重點所在。

•二、擴展海外就業市場

• 師資生就業市場除需符合當前的台灣環境外，也應開拓台灣以外的教師工作機
會。以現行華人特殊教育市場的推估，身心障礙學齡學生至少有9000萬人以上(
包含大陸及東南亞)，而台灣居於兩岸四地華人特殊教育領先之地位，如何開拓
更廣大的華人特教教師市場，成為當前本系最重要的任務。



一、海外交流目的

三、開拓海外就業機會

本計畫之目的在提供本系師培學生機會，以全球華人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教
師為就業導向，開拓師培生更寬廣之視野，以達到未來畢業後最佳的出路。

•四、海外移地教學概況

• 本系「少數族群教育」課程，將帶領學生利用暑假期間於108年6月22日至108
年6月29日止為期8天，到海外昆明學院及雲南工商學院進行本次境外移地教學
即教學實務研討會，使海峽兩岸未來的教師、現職教師了解雙方特殊教育運作
模式、特殊教育現況與未來發展，並進行兩方文化交流，增進彼此感情，共同

在特殊教育的領域向前邁進。



Chapter 3  移地教學行程
第1天 108.06.22 (六) 桃園→昆明 去程。

第2天 108.06.23 (日) 昆明 1.官渡古鎮巡禮，品嚐當地美食。
2.參觀雲南博物館，鑑賞歷史遺跡。
3.參訪陸軍講武學校，了解中外軍武歷史事蹟。
4.遊覽翠湖，與當地附近居民共舞。

第3天 108.06.24(一) 昆明→大理 1.體驗札染，認識雲南當地傳統技藝工法。
2.探訪大理古城了解歷史文化。

第4天 108.06.25(二) 大理 1.搭乘蒼山感通索道賞洱海風光。

第5天 108.06.26(三) 大理→昆明 1.參訪陸豐世界恐龍谷認識考古遺跡。
2.參訪雲南民族村體驗、了解少數民族文化。

第6天 108.06.27(四) 昆明 1.乘坐西山索道遊覽龍門。
2.遊覽大小石林觀賞大自然奇景。

第7天 108.06.28
(五)

昆明 1.與雲南工商學院、昆明學院進行兩岸學術交流。
2.參訪昆明學院附屬融合幼兒園了解中國特殊教育融合現況

第8天 108.06.29
(六)

昆明→桃園 回程



Chapter 4  教學成果

一、提供學生海外交流之視野

本次移地教學帶領學生與雲南工商學院及昆明學院特教系學生進行交流，透

過分組針對不同特殊教育相關議題進行探討，分享特殊教育實習經驗與台灣特

教現況。比較雙方異同，分享不同看法並針對兩岸優弱勢及互補之處提出改善

建議。建立友誼橋樑，期許未來能有更多更深層交流活動，增進學生跨足國際

的交流經驗。

二、對中國之特殊教育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本次交流的兩所學校，分別讓學生了解中國特殊教育的不同面向，綜觀中國

特殊教育教學現場之運行，以瞭解中國培養特殊教育師資之方式。兩者不同的

角度讓特教師資生對於中國的特殊教育有實質的見聞。



Chapter 4  教學成果

三、拓展本系學生之國際視野

本系學生於此次交流活動中，進行經驗的分享以及交流，提升學生交流能力

，深度了解雲南少數族群文化內涵，培養學生具備多元文化的理念及瞭解少數

族群文化的思潮，透過課程的進行，使學生思考如何保存少數族群文化，並反

思如何發揚少數族群文化豐富整體文化內涵使學生加深文化素養之能力，使學

生能將多元文化應用於小學特教課程的教材編纂與教學。亦能同時拓展學生的

國際視野。

四、增進學術知識與實務之連結

本次移地教學，帶領學生走入中國特殊教育教學現場，提升學生連結學術知

識以及實務之能力，亦藉由與昆明學院特教系學生之交流，將學生學術理論知

識轉化成實際操作的能力，以提升師培生的實務知能。



Chapter 5-1  學習心得

(一)文化景點
來到大陸，拜訪了少數民族最多的雲南，走在大理的街道讓人體驗古城的樣貌，屋瓦
房舍到當地小吃，處處可見當地之風味。
大理古城已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但仍可見學童穿梭於街道巷弄，趕著上學的模樣，
觀光地區與當地生活融為一體，讓「觀光」的行程中，多了份自然。
藉由大理白族蠟染的體驗，了解傳統民族技藝，利用植物天然的色素加上不同針線縫
製技巧，染出一張張獨具特色的作品，蠟染結合產業發展出各式產品，可惜的是如今
這樣的傳統手做技術已漸漸失傳，取而代之的是高產量的科技技術。

(二) 雲南工商學院
本次交流行程中參訪了雲南工商學院，該學院為民辦大學，在2年內準備開辦特殊教
育學系，透過彼此交流，開啟了兩校特殊教育的策略聯盟。
交流過程中我方代表透過介紹輔助科技應用介入特殊教育的議題，使中國學生對於特
殊教育的教材教法有了嶄新的看法。
我方學生透過交流課程，亦可發現兩岸學校對於特殊教育學生技術培養之專業，不同
於台灣多以清潔、麵包坊等等職業培訓，各式的課程安排，舉凡藝術類的版畫雕刻、



Chapter 5-1  學習心得

(三) 昆明學院特教系交流
與昆明學院特教系的交流，讓學生先到附屬融合教育幼兒園中參觀，了解中國融合教
育現況後再進入班級與當地學生進行學術討論，針對、「融合教育」主題進行討論。藉
由這次的交流活動學生與當地學生建立友誼的橋樑，針對兩地所學及師資培育方式進行
比較，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及意見，讓大家獲益良多。
昆明特教系學生自大二開始，即要認領一位身障生作為個案，在所修習的每門課都以

此個案作實作的對象，能有效讓課程理論轉化成實務操作，對於師資生具實質的效益，
很值得本校學習。



Chapter 5-2  建議事項

(一) 有效提升學生國際觀
要培養學生拓展國際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最好的方法
就是實際帶領學生跨足國際，對於相關專業進行不同地區文化之
交流，與不同國家專業人材互相學習，方能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二) 透過互補精進教學
教學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要想讓教學更精進，唯有與他人進行
學術交流，互相切磋，了解彼此異同之處，透過優弱勢對比及互
補之處提出不同看法與建議，方能使我國特殊教育更邁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