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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管理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1 日府教特字第 0991510813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3月 31日府教特字第 107150479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3月 2日府教特字第 1121503659 號函修正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以下簡

稱心評人員)之培訓、認證制度及管理機制，發揮教師觀察、評量學生之專業能力，確保

實施心理能力評量之信度與效度，提昇評量結果之公信力並藉以強化適性安置及教學輔

導功能，落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輔導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心評人員，係指具備以下資格之一，且經培訓及認證，並由本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審核通過者： 

（一）編制內現職正式教師。 

（二）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 

三、任教於本市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以下簡稱各校)各類特殊教育班級之正式教師均有參與

心評人員培訓之義務，各校至少須遴選一名以上正式教師擔任心評人員，以健全校內特

殊教育學生之篩選轉介服務系統。 

四、本市心評人員分為初階、中階、高階三級制，其中中階及高階應依實際參與心理或教育

測驗研習及評量實務工作狀況，經鑑輔會審核通過後，由本府分別核發中階、高階心評

人員證書。但參與資賦優異（以下簡稱資優）鑑定之心評人員取得初階證書後，不受分

級限制。 

（一）初階心評人員，依教育階段別，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本府即核發初階心評人員

證書：  

1、學前教育階段心評人員參加本府或其他縣市政府辦理之基礎培訓課程，並通過

審核者。 

2、國民教育階段心評人員參加本府或其他縣市政府辦理之基礎培訓課程，且取得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證書，並通過審核者。 

（二）中階心評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1、參加本府辦理之中階心評人員培訓研習，並通過審核者。 

2、連續擔任初階心評人員三年以上，且三年內施測個別心理評量測驗達十五人次

以上，完成十五人次以上個案綜合研判報告及出席個案資料初審工作會議達三

場次以上。 

（三）高階心評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1、參加本府辦理之高階心評人員培訓研習，並通過審核者。 

2、連續擔任中級心評人員三年以上，且三年內出席初審工作會議或協助綜合研判

會議達六場次以上。 

五、各級心評人員培訓課程，由本府另定之。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已取得心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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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者，應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所屬教育階段心評人員培訓課程

時數不足之部分。 

六、各級心評人員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初階心評人員： 

1、提報校內鑑定個案，包括執行校內宣導、轉介前介入、資料蒐集、轉介、評估、

施測。 

2、撰寫個案綜合研判報告，初步研判學生特教類別及教學需求。 

3、提供校內鑑定相關作業諮詢服務。 

（二）中階心評人員： 

1、前款一至三目。 

2、出席初審工作會議，協助審核本市各類送件資料之正確性。 

3、協助無特教班級之學校進行評量施測及撰寫個案綜合研判報告。 

4、協助指導初階心評人員。 

（三）高階心評人員： 

1、前款一至四目。 

2、出席綜合研判會議，彙整個案相關資料進行綜合研判報告，提供個案診斷、適

性安置及就學輔導建議。 

3、督導初階及中階心評人員心評鑑定工作。 

4、協助本市初階及中階心評人員之培訓。 

七、參與資優鑑定心評人員工作項目如下： 

（一）協助本市資優學生鑑定工作。 

（二）協助及建議普通班教師蒐集個案鑑定安置相關資料。 

八、認證及審查程序：符合第四點第二、三款資格者得於每年十月提出申請，並由本市特教

資源中心檢附申請人員之相關證明文件提報鑑輔會審核，通過審核者予以認證。 

九、督導與獎勵： 

（一）各校編制內現職正式教師及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擔任初級以上心評人員

比例納入評鑑指標加分項目。 

（二）各級心評人員執行各項工作成效，由本府於學年度檢討及獎勵，依執行工作案件及

內容審查核予嘉獎之獎勵；施測品質不佳者則須接受本府另行調訓。 

（三）心評人員得依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工作心理評量工作費用支領原則支領相關費

用。 

（四）心評人員執行本府指派之各項特殊教育學生心理評量鑑定工作，認真負責，圓滿達

成任務，於每學年由本府專案陳核敘獎： 

1、每學年度評量施測個案，經審查測驗結果正確者，且撰寫個案綜合研判報告達

五名以上，核予嘉獎一次。 

2、每學年度協助初審工作三十件以上，核予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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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學年度協助綜合研判工作達二場次以上，核予嘉獎一次。 

4、每學年度協助市內資優鑑定工作達三場次以上，核予嘉獎一次。 

十、心評人員參加各項心理或教育測驗研習與特殊教育學生評量鑑定工作，應依據本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心理評量人員鑑定施測辦理原則辦理。 

十一、各級心評人員經培訓後轉換級別時，需繳回原等級之工作證書以利換證。 

十二、各校應於每年九月底以前將心評人員異動情況函報本府，以利建檔。 

十三、各分級心評人員如有以下情形之一，得廢止其資格。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報本府審議

之： 

（一）連續二年均未擔任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施測工作且未參加任何相關研習者。 

（二）連續二年施測品質不佳，且已接受本府另行調訓，仍未符合規定者。 

十四、外縣市心評人員介聘至本市服務，已取得基礎培訓課程及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證

明（書），且三年內有完成施測個案之綜合研判報告者，仍應通過本市心評人員培訓

課程始得轉換本市相當級別之心評人員，惟持有相同培訓課程或測驗工具研習證明者，

經鑑輔會審查後認可其時數，得免修部分課程。 

十五、心評人員之義務與責任： 

（一）心評人員在取得資格後，應持續參加心理或教育測驗研習，以充實專業知能。 

（二）各校中階及高階心評人員必要時得跨校、跨教育階段別協助評量工作。 

（三）心評人員必要時得出席各類綜合研判會議，並報告個案個別學習需求。 

（四）心評人員所有測驗需經研習後方可施測，並確實遵守心評人員專業倫理守則(如

附表) ；若嚴重違反評量倫理且有具體事實者，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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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嘉義市心評人員專業倫理守則 

 

一、 心評人員運用測驗及評量工具時，應具備適當的專業知識及經驗，並保持客觀的態度

來解釋測驗，不得過分誇張測驗工具的效用。 

二、 實施測驗時，應告知受試者測驗的日期、內容、目的及測驗結果的參考價值，在測驗

後向受試者之家長、導師解釋測驗之結果。 

三、 測驗結果宜審慎配合運用測驗以外之相關資料，作必要之校正。解釋測驗時，應力求

客觀、正確、避免主觀成見、偏見，避免因不當說明引起誤解，造成偏差，致損及受

試者之權益。 

四、 實施測驗時，應注意受試者的個別差異，慎重考慮測驗的信、效度及適用性。 

五、 測驗的實施、評分、分析與解釋能力層次不一，心評人員經過該測驗研習，方得施測

該測驗。 

六、 心評人員應注意測驗是否標準化及施測環境，以免影響測驗結果。若發現受試者有異

常行為或違規情事，應確實記錄，慎重查察，或視同廢卷，以保障測驗結果的可靠性

和真實性。 

七、 若受試者在測驗以前，曾閱讀測驗內容，或預作練習，均會影響測驗結果，遇有這種

情形，心評人員應告知受試者測驗結果無效，並不適於用作參考。 

八、 測驗結果及結果之解釋資料，應視作專業機密，妥為保管，未徵得受試者之同意，不

得公開。若為個案研討、學術研究或教育及訓練目的，得做適當之運用，但不得透露

受試者之身分。 

九、 心評人員應尊重測驗編製者之智慧財產權，未經其授權，不得占有、翻印、改編，或

修定，以維護專業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