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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CRC)第12條，兒童
應享有基本的參與權，以表達與自己相關之各類生活規
劃之意見。因此，個別化教育需求應有身心障礙學生參與
決策。然而，台灣目前教育實務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服
務仍依「障礙類別」來提供，學生參與擬定個別教育計
劃(IEP)之機會很少。此外，學生自我決策的能力相關訓
練尚未在國小階段中落實。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兒童及青少年版」(ICF-CY)提供具體架構，協助學生用
整合的方式審視自己的活動、參與、環境因素與「學習功
能或需求」，並設定目標。藉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所發展的聯合國兒童參與和環境測量 (UNICEF- PEM)，
引導學童自主表達其參與活動需求，以作為IEP自主決策
之參考。 

方法 
 UNICEF-PEM是UNICEF顧問群根據ICF-CY架構所設

計之兒童自我決策之評估工具，以擬定介入目標及策略。
實施前，晤談者先向兒童簡介參與活動圖卡，再依序進行： 
(1)「參與頻率」：讓兒童根據參與頻率表格，將圖卡排列於
所選擇的頻率選項空格內（如表一） 
(2)「優先順序」：兒童列出三個最想要改變的活動 
(3)「投入程度」：兒童自評三個活動的投入程度（如表二） 
(4)「阻礙和促進因子」：兒童表達是那些原因讓他更想或更
不想參與三個活動。 （如表三） 

表一. 參與頻率表及活動圖卡（部分示例） 

結論 
 UNICEF-PEM的圖像化及需求表達的指引步驟可以

幫助身心障礙學齡兒童表達意見並參與決策、提供個別
化教育目標之依據並發展出可與課程結合之介入策略。
建議可在UNICEF-PEM現有圖卡之外增加學業及學校
活動相關選項，更能涵蓋台灣學齡兒童的實際生活層面。  

個案介紹 
 研究對象共三位小學生：A為11歲五年級發展性學習

障礙、B為8歲二年級輕度智能障礙，A與B的口語溝通無礙
，文字閱讀有困難。C為9歲三年級中度自閉症，能夠閱讀
文字但口語困難使用打字溝通（AAC）輔助。 

結果 
 針對「參與頻率」，三位個案皆可以理解問題及圖卡操

作解說，順利以圖卡排列出自己的現況。針對「優先順序」
，A與B對於 「有那三個是你想要改變的」感到困難，不了
解「改變」的真實意義、不明白自己能夠改變、不知道要怎
麼改變，需要研究者更多的解釋或引導完成選擇，個案C
能理解問題並能做出選擇。關於 「投入程度」：3位都對於
自己曾參與過的活動偏好選擇「非常投入」，認為只要參
與過的就是投入，對於「不太參與」（坐在旁邊看）有負面
印象而不願選擇。最後的「阻力和促進因子」：A與B在引導
下可以描述現狀、或需要資源班老師提供符合現狀的原
因選項才能回答，再由研究者填答入適當分類，而C拒絕
討論自己的困難（阻力部分）。晤談者分別與三位學生依
據以上資訊設立具體目標以提供IEP之參考，並建議資源
班老師針對三位個案設計桌遊團體課程，分別滿足A、B、
C對於增加休閒活動、參與社交活動、交更多朋友的需求。  

表二. 投入程度表（部分示例） 

表三. 阻礙和促進因子（部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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