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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16歲的風弟領有輕度智能障礙的身心障礙證明，對於美容美髮很感

興趣，也被安排進證照班級進行學習，每次課程都很認真聽講，態度良

好，但因閱讀速度較慢及記憶力較差，多次學科考試皆未達標準，在實

際操作時，速度也常跟不上老師的進度。在某次練習時因速度慢而耽誤

下課時間，引起老師及同學們的不滿，風弟便被退出證照班級，無法參

與考照。

風弟很難過無法考取證照，想起老師上課時曾說過身心障礙的同學

可以有考試時間延長的服務，因此去向老師反應想申請考試服務，並回

到證照班繼續學習美容美髮技術。不料老師卻駁回了風弟的申請，也拒

絕讓他再回到證照班級，且在全班面前大罵風弟：「這裡每個人都一樣，

不能給你特例 !你有領證耶，智障還想考證照嗎？」

風弟發現跟老師說也難改善這個情況，看著班級的意見箱，想努力

為自己爭取些什麼，但無奈會寫的字不多，提筆後又再放下，只能默默

留下不甘心的眼淚……。

　　爭點
│ 01 │ 老師及矯正人員對認知或學習能力不足之智能障礙學生，移除其參與證

照班考試資格，是否已構成歧視並侵害學生受教權？

關鍵詞：合理調整、受教權、兒少表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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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身心障礙學生報名證照考試並申請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矯正學校可

以不受理考試服務之申請？

│ 03 │ 教師在全班面前大罵風弟「你有領證耶，智障還想考證照 !」的行為是

否構成歧視？

│ 04 │ 學校提供學生之申訴、陳請等意見表達管道，是否符合通用設計概念，

能因應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需求？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兒童公約》第 2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

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

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

視。

│ 02 │ 《兒童公約》第 12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

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

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

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

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 03 │ 《兒童公約》第 13條第 1項規定：兒童應有自由表示意見之權利；此項

權利應包括以言詞、書面或印刷、藝術形式或透過兒童所選擇之其他媒

介，不受國境限制地尋求、接收與傳達各種資訊與思想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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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 《兒童公約》第 28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利，

為使此項權利能於機會平等之基礎上逐步實現，締約國尤應：(a)實現全

面的免費義務小學教育；(b)鼓勵發展不同形態之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

育與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進入就讀，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行

免費教育以及對有需求者提供財務協助；(c)以一切適當方式，使所有兒

童依照其能力都能接受高等教育；(d)使所有兒童均能獲得教育與職業方

面之訊息及引導；(e)採取措施鼓勵正常到校並降低輟學率。

│ 05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5條第 2項規定：締約國應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

礙之歧視，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

任何原因之歧視。

│ 06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7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身

心障礙兒童在與其他兒童平等基礎上，充分享有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

（第 1項）。於所有關於身心障礙兒童之行動中，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

首要考量（第 2項）。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有權在與其他兒童平

等基礎上，就所有影響本人之事項自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

礙狀況及年齡之協助措施以實現此項權利，身心障礙兒童之意見應按其

年齡與成熟程度適當予以考量（第 3項）。

│ 07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24條規定：

第 1項、 締約國確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之權利。為了於不受歧視及

機會均等之基礎上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於各級教育實

行融合教育制度及終身學習，朝向：(a)充分開發人之潛力、

尊嚴與自我價值，並加強對人權、基本自由及人之多元性之尊

重；(b)極致發展身心障礙者之人格、才華與創造力以及心智能

力及體能；(c)使所有身心障礙者能有效參與自由社會。

第 2項、 為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a)身心障礙者不因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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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身心障礙兒童不因身心障礙而

被排拒於免費與義務小學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b)身心障礙

者可以於自己生活之社區內，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融

合、優質及免費之小學教育及中等教育；(c)提供合理之對待以

滿足個人需求；(d)身心障礙者於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之

協助，以利其獲得有效之教育；(e)符合充分融合之目標下，於

最有利於學業與社會發展之環境中，提供有效之個別化協助措

施。

第 3項、 締約國應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學習生活與社會發展技能，促進其

充分及平等地參與教育及融合社區。為此目的，締約國應採取

適當措施，包括：(a)促進學習點字文件、替代文字、輔助與替

代性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定向與行動技能，並促進同儕支

持及指導；(b)促進手語之學習及推廣聽覺障礙社群之語言認

同；(c)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之語言與傳播方法、模式及於最

有利於學業及社會發展之環境中，提供教育予視覺、聽覺障礙

或視聽覺障礙者，特別是視覺、聽覺障礙或視聽覺障礙兒童。

第 4項、 為幫助確保實現該等權利，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聘用合格

之手語或點字教學教師，包括身心障礙教師，並對各級教育之

專業人員與工作人員進行培訓。該等培訓應包括障礙意識及學

習使用適當之輔助替代性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教育技能及

教材，以協助身心障礙者。

第 5項、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

上，獲得一般高等教育、職業訓練、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為

此目的，締約國應確保向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之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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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義務
│ 01 │ 《經社文公約》第 13條有關受教育權部分，受教育本身就是一項人權，

也是實現其他人權不可或缺的手段。作為一項增長權能的權利，教育是

一個基本工具，在經濟上和在社會上處於邊緣地位的成人和兒童受了教

育以後，就能夠脫離貧困，取得充分參與群體生活的手段。當今許多國

家的教學方針都確認，身心障礙者在一般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是最好

的。《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標準規則》（下稱《標準規則》）規定「各

國應確認患有身心障礙的兒童、青年和成年人應能在融合班級環境中享

有平等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機會的原則」。為了做到這一點，各國

應確保向教師提供培訓，使其能在一般學校中向身心障礙兒童傳授知

識，並應確保提供必要的設備和協助，以使身心障礙者達到與其非身心

障礙同學相同的教育水準。對於聽覺障礙的兒童，應確認手語為一種單

獨的語言，向這類兒童提供，並應認知該語言在這類兒童整體社會環境

中的重要性（經社文委員會第 13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第 5號一般性意

見第 35段）。

│ 02 │ 身心障礙兒童享有與所有其他兒童一樣的受教育權利，並應按《兒童公

約》的規定，在不受任何歧視和機會均等的基礎上，享有該項權利。為

此目的，必須確保身心障礙兒童能有效地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以促進

“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兒童公約》承認有必

要改變學校的做法，對正規教師進行培訓，使其能教授具有多種能力的

兒童，並確保其取得積極的教育結果。為了充分行使受教育的權利，

許多兒童需要個人輔導，尤其是需要在方法和技巧包括適當語言，及其

他交流形式方面受過訓練的教師，教授兒童掌握多種能力，從而能利用

以兒童為中心的個性化教學策略，以及便於使用的適當教學材料、設備

和輔助教具，各締約國應當根據現有資源，儘量提供這些材料設備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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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職業發展和就業技能應當包括在學校教學大綱中。職業意識和就業

技能應當被納入義務教育期間的課程，各國政府必須為職業培訓制定政

策，並提撥足夠的資金（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9號一般性意見第 62段、第

65段、第 69段）。

│ 03 │ 身心障礙者在過去被視為接受福利者，如今被國際法認可為享有權利

者，主張享有不受歧視和與他人機會均等的受教權。《身心障礙者公

約》首度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中提到優質融合教育的概念。融合

教育是讓所有學習者（包括身心障礙者）獲得高品質教育的重要關鍵，

也是發展融合、和平和公正社會的重要關鍵，唯有融合教育才能提供身

心障礙者優質教育和社會發展，並保證受教權的普遍性和不歧視。根據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24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必須確保經由融合教

育體系實現身心障礙者的受教權。該體系貫穿各個階段，包括學前、小

學、中學和中學後教育、職業訓練和終身學習、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

該體系同時要讓所有學生（包括身心障礙學生）不受歧視且與他人平等

地享有受教權。另有關第 24條第 3項規定，許多締約國未能為身心障礙

者作出適當的安排（特別是自閉症、溝通障礙或感官失能），讓他們獲

得在接受教育和在社區內所必須具備的生活、語言和社會技能：對於智

能障礙學習者，必須在安全、安靜和結構化的學習環境中，提供具體、

可觀察／視覺的、易讀的教導與學習材料，並側重培養學生獨立生活

和從事工作的能力（身心障礙者委員會第 4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第 2

段、第 8段、第 35段 f ）。

│ 04 │ 《特殊教育法》第 25條第 2項前段規定，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

試適當服務及無障礙措施，且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要，提供合理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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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 《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下稱《考試權益辦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得依本辦法之規定，申請各

類應考權益維護措施，以維護並合理調整其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機會。

│ 06 │ 《考試權益辦法》第 10條規定，因第 3條至前條規定以外之功能障礙，

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有困難者，得敘明理由與需求，依其障礙性質及

程度，申請本辦法所定之應考權益維護措施。

　　案例解析
│ 01 │ 本案例中，老師及矯正人員因學生障礙導致認知或學習能力不足，而將

風弟退出證照班級並移除其證照考試資格，而老師更在全班面前辱罵風

弟之行為，顯已違反《兒童公約》第 2條、第 28條及《身心障礙者公

約》第 5條、第 24條等規定，使該生因身心障礙之身分受到歧視，且剝

奪其受教權。

│ 02 │ 其次，老師及矯正人員駁回風弟考試服務之申請，為歧視身心障礙學生

身分之行為，且未提供合理之對待或進行適當之調整，已無法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顯已違

反《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2條之規定；另老師及矯正人員未考量身心障

礙者之實際需要而進行合理調整，剝奪風弟獲得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機

會及保障其申請應考服務之權益，有違反《特殊教育法》第 25條第 2項

及《考試權益辦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之虞。

│ 03 │ 此外，學校所提供學生之申訴、陳請等意見表達管道，並未考量身心障

礙學生之特殊需求，導致學生無法透過一般管道表達個人想法，已違反

《兒童公約》第 12條、第 13條及《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7條等規定，

損及風弟的兒少表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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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 綜合上述，依《標準規則》、《兒童公約》、《身心障礙者公約》、

《特殊教育法》及《考試權益辦法》等相關規定，任何人不得因身心障

礙身分而有任何歧視，更何況老師及矯正人員為國家的公務人員，應本

於職責及上開法律之規定，考量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落實保障身心

障礙學生參與證照課程及申請考試服務之資格，並提供多元申訴管道，

以確保身心障礙者獲得自由表意之機會與權利。

主筆者 敦品中學特教教師 張庭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