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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資優教育的推展與轉變 
 

于曉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中國大陸推展資優教育雖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但因無資優教育相關的法令與

政策，引導資優教育的推行與運作，因而存在有一些問題。為對中國大陸資優教育有

更深入的了解，以對未來兩岸資優教育的學術交流有厚實的基礎，因此，本研究利用

文獻探究、參訪與實際觀察等方式，整合中國大陸教育政策與法規，進行中國大陸資

優教育演進、發展與轉變之探討，用以了解其資優教育之運作情形。 
中國大陸的教育發展受政治與經濟的影響甚鉅，儘管目前大陸已經有一套初步教

育法規體系，但教育法律的配套性法規、規章尚不完善。其中，中國大陸的超常教育

因無正式的法律規範，亦沒有針對超常兒童制定的教材教法，而對超常兒童進行專門

鑑定、教育、評估的機構也很少。整體資優教育的發展雖經歷一段低谷期，但隨著資

優教育的多元發展，並在 2010 年頒佈之教育中長期規劃提出「育創新人才」，以及人

才中長期規劃中的「英才開發工程」，開創了新的發展，並在普及英才教育的理念下，

以提升全民素質為目標，提昇整體教育的品質。 
關鍵詞：中國大陸、資優教育、英才教育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gifted education 
in China 

 
Hsiao-ping Y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s 
China promoted the gifted education more than 30 years, but they didn’t have any laws 

or clear policies to direct the development about gifted education. This paper tried to explore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operational models of gifted education in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Besides wi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collection, it tried to visit and 
interview in order to organize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about gifted educa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China’s gifted education was affected by Diplomaism. There was 
no systemic identification, exact selection, suitable teaching method or useful materials for 
gifted education.  

The last few years, they tried to do the enrichment program and arrange the gifted class 
from kindergarten to elementary school or middle school that showed multiple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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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ifted education. Then, they also promoted "the plan for middle- and long-distance gifted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ifted students. “The 
popular gifted education” became the new direction that gif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China, Gifted education 
※本文感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研處 100、101 年補助相關經費進行研究 
 
壹、緒論 
    中國大陸最早在 1978 年於中國科技

大學內創辦少年班（即 12、13 歲極資優

的學生跳級進入大學就讀），正式推展資

優教育（中國大陸稱之為超常教育，後期

較常使用英才教育），其後開始擴大招

生，除在北大與西安交通大學招收少年

班，也在中小學開始招收超常兒童，包含

北京八中、人大附中、西安一中、江蘇天

一中學等學校。然從 1978 年至今，潘利

若（2007）指出，中國的超常教育尚處在

起步階段，對超常兒童的培養還沒有正式

的法律規定，也沒有針對超常兒童制定的

教學計畫、教學要求和教材，而對超常兒

童進行的鑑定、教育、評估機構也很少，

雖然有些學校有所謂的超常班或實驗

班，但這與超常兒童教育在意義上並不完

全相同，許多超常兒童在學校並沒有接受

到最大程度開發其潛力的課程，也缺乏行

之有效的操作程序、規則和個別化教育方

式。 
    楊海春（2007）探討江蘇省天一中學

的超常班發現，其基本上已形成了超常學

生的選拔及具體教育模式，但在如何促使

超常學生的個性潛能得到最大發展之探

索過程中指出，當前中學超常教育師資團

隊的組成存在包括：超常師資團隊的特殊

性不強、聘任調整的機制不健全、培養訓

練的成效較差、激勵與保障措施缺乏等問

題，其中主要原因是大陸沒有超常教育師

資培育的專門機構。而萬紹娜（2009）提

到，中國推展超常教育雖已有超過三十年

的歷史，有豐碩的成果，但亦存在超常教

育功利化、模式單一、教育師資匱乏、城

鄉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然而不同學校有其獨特之處，以北京

八中為例，其於 1985 年成立少年班至今，

根據台峰、趙大桓（2008）的分享提到，

經過 23 年的研究和實踐，北京八中超常

教育實驗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鑑別培

養智力資優兒童的理論與方法，並形成了

適合資優兒童發展的工作體系。于曉平

（2012）研究亦發現，中國大陸資優教育

發展從 1978 年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內創

辦少年班開始，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前

期以在大學與中學招收 10-12 歲之資優學

生、進行濃縮加速式的教育方案為主，

1995 年後開始於小學招收小一資優生，

2004 年於幼兒園招收 5 歲資優兒童入班，

此外，亦加入充實式的資優教育方案，形

成更多元的資優教育發展。因此有關資優

教育的推展，無論在理論或實踐操作層面

上都有其獨到之處。 
    近幾年中國大陸開始出現資優教育

的檢討聲浪，加上美國提倡不讓每個孩子

落後的精神下，中國大陸亦開始加強身心

障礙者的教育，然中國大陸在對拔尖創新

人才培育仍應重視的前提之下，沿海較富

裕的地區，資優教育的推展與實施仍十分

獲得關注與相當經費的挹注。因此，本研

究利用文獻探究、參訪與實際觀察等方

式，整合中國大陸教育政策與法規，進行

中國大陸資優教育演進、發展與轉變之探

討，用以了解其資優教育之運作情形。 
 
貳、政經發展對中國大陸教育的影響 

章兆雷（2007）提到，中國大陸人口

眾多、幅員廣大，民族文化多樣，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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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法規亦有其獨特之面貌，加上長年

實施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所衍生的教育

問題也與資本主義國家不同。 
    在政治方面，中國大陸的政治體制包

含「三大系統、五個層級和七套機構」，

三大系統就是指黨政軍，五個層級係指中

央、省、市、縣、鄉鎮等五個政府行政層

級，七套機構是指中央委員會、顧問委員

會、紀律檢查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國務院、中央軍

事委員會等七個機構。其中的國務院負責

綜理全大陸的所有政府之行政工作，管轄

大陸各政府部會，包括大陸的教育部。至

於，大陸的教育立法機制則受「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所影響，由全國人大負責教育

立法工作，也選舉中央政府官員來掌管國

家教育行政及監督的工作。在學校層級，

學校的行政管理工作由學校校長或黨委

領導下的學校行政人員來負責，校務的監

督則由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及

校內黨組織來進行。但整體而言，中國大

陸《教育法》第三條條文中即規定：「國

家堅持以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和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為指導」，

這就明白表示大陸的教育是社會主義性

質的，必須接受中共的領導，堅持走社會

主義的道路（吳豐成，1996），大陸的政

治控制對教育的影響無所不在。 
    在經濟方面，大陸由社會主義計畫經

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

是漸進的，而這種轉變對大陸整體教育環

境的影響也是持續不斷的。在教育體制方

面，從 1985 年頒布《中共中央關於教育

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大陸就朝學校自

主權進行教育體制的變革（黃烈修、周愚

文、高建民，1999）。包括開放民辦學校，

高校可以自主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自主

確定招生人數，自主舉辦成人教育及在崗

培訓，甚至設立分校或異地辦學。在招生

及就業分配方面，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

過去學校培養的人才由國家「包分配」的

體制也有了改變，國家不再負責畢業學生

的職業分配，轉由學生進入市場自主選擇

職業（金一鳴，1996）。市場經濟改革，

也帶給教師很大的衝擊，由於大陸教師所

得偏低，因此教師這個行業並不具吸引

力，加上經改後其他行業所得提高，相較

之下教師待遇更是無法與社會上其他行

業競爭，於是有能力及年輕教師相繼轉

業，造成大陸教師市場人心浮動，骨幹教

師大量出走，校園中充斥著學歷不合格的

教師，降低了教育的品質。 
    然從中國大陸教育政策變化過程可

以看出，中國大陸體認到發展教育事業對

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都有很大的貢

獻，因此在中央的主導下，不斷提昇教育

發展在國家政策中的地位，教育經費總數

亦逐步提昇，此外，從 1982 年中共十二

大把教育與科技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三大重點之一可以窺見。儘管目前中

國大陸已經有一套初步教育法規體系，但

與法治先進國家相比，持續加強教育系統

的法制觀念仍有一大段的努力空間。 
 
參、中國大陸資優教育現況與困境 
   現任中國人才研究會超常人才專業委

員會理事長褚宏啟，其將中國的超常教育

稱之為英才教育，褚宏啟指出（2012），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英才教育乃以三

種形態存在：一是針對部分學業優異的青

少年的重點校、重點班培養形式；二是針

對部分超常兒童的大學少年班、中小學超

常教育實驗班的形式；三是近年來實施的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模式。然而

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以下的一些問題。 
一、重點學校與重點班 
    重點學校及重點班設立的初衷，乃是

通過嚴格選拔出一批優秀學生，進而為國

家培養一批優秀人才，這與英才教育的要

求是一致的。但重點學校在英才教育的實

踐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其所提供的教育並

不都是英才教育。由於高考、中考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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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導致中小學階段的學生為考而學，

教師為考而教，很多重點班和實驗班甚至

成為「超級升學班」，學校的首要任務是

提高學生的考試技能和考試分數，學生的

學習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相對落後，與

英才教育所追求的本質相去甚遠。只有很

小一部分重點中學積極進行教學改革，開

展教育實驗，努力滿足學生需求，培養學

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名副其實地推

動英才教育。相對於重點中學，重點大學

的教育較能體現英才教育的本質，在培養

各類英才尤其是科技英才方面成績顯

著，是中國大陸各級重點學校實施英才教

育的典範（褚宏啟，2012）。 
二、英才班 
    與重點學校、重點班所開展的英才培

養活動相比，英才班是比較純粹的英才教

育。英才班有大學少年班和中小學超常教

育實驗班兩種形式。1978 年，中國科技

大學創建了全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1985 
年，國家教委下發《同意北京大學等 12 所
院校舉辦少年班》計畫，至今只有中國科

技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仍在招收少年

班。中國科技大學選拔 11～16 歲的智力

超常少年入校學習，前兩年進行基礎課程

學習，落實數理基礎；後兩年自由選擇專

業，在導師指導下進行個別學習和科研實

踐。之後陸續有天津實驗小學、北京八

中、天津耀華中學、東北育才學校、北京

育民小學等十多所中小學創辦了少兒班

及實驗班。 
    大學少年班和中小學超常班皆由重

點學校舉辦，但與重點學校舉辦的重點班

不同，主要區別在於，後者通過傳統的學

科考試甄別選拔，而前者則通過標準化、

多樣化的測量工具進行甄別選拔，智力與

非智力因素並重，綜合運用心理測試與學

科測試、筆試與面試、靜態結果與動態觀

察相結合的多種形式來評價學生。因此，

在選拔和培養方式是較為進步的。 
    然而其所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受益學

生太少、規模也太小。兩類英才班創辦以

來，大學少年班的規模大幅萎縮，而中小

學超常班的規模幾十年也沒有明顯增

加，全國的英才班全部加在一起，每年的

招生量也不足千人，遠遠不能滿足中國大

陸中小學 2 000 萬英才兒童的需要。而且

部分地方政府對於此類英才班甚至抱持

懷疑或否定的態度，不支持創辦此類班級

的成立（褚宏啟，2012）。 
三、拔尖創新人才培養 
    近年來，「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成為

中國大陸教育政策與實踐的一個重點，成

為中國大陸英才教育的新進展。其中，《國

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指出：「堅持因材施教，建立高等學

校拔尖學生重點培養制度，實行特殊人才

特殊培養」、「注重因材施教。關注學生不

同特點和個性差異，發展每一個學生的優

勢潛能 」，以及「改進優異學生培養方

式，在跳級、轉學、轉換專業以及選修更

高學段課程等方面給予支持和指導」等，

其後更從中央到地方，開展出一系列的英

才開發計畫，並請專業人士指導，可以看

出對優秀人才培育的重視。近年並提倡

「雙超常教育」－強調以多元智能理論為

基礎，除了培養與發展期智力和學業能力

的同時，更重視良好道德與心理品質的養

成，使其身心得以協調發展。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強調跨學校的

合作與協作，如高校之間的合作、高中與

大學及科研院所的合作等，這也是一些比

較先進國家英才教育的實施方式之一。目

前的政策尚處於起步階段，相關措施需要

進一步改善。然其仍存在有兩個較明顯的

問題：一是涵蓋面太小，同齡英才學生受

益面太窄；二是只關注高中和大學階段的

英才青少年的開發，未涉及學前和義務教

育階段（褚宏啟，2012）。 
 
肆、結論 
    中國大陸將資優教育稱之為超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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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其發展受政治與經濟影響甚鉅。中國

人才研究會超常人才專業委員會前理事

長賀淑曼教授指出（2013），中國大陸經

歷了文革十年浩劫後，在百廢待興的 1978
年 3 月，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少年班，開

啟了中國科技英才教育的篇章，收穫了風

雨磨難的‘財富’：  
一、陽光期的縱橫發展（1978 至 1995 年）：

由於少年班辦學成績斐然，1985 年開

始在大中小學縱橫發展。1988 年少年

班成立十周年後，便開始申辦民間學

術組織，希望引導其持續發展。1995
年申請的「中國人才研究會超常人才

專業委員會」經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 
二、風雨兼程的低谷期（1995 至 2003 年）：

然 1995 年國家正式頒佈了新「義務教

育法」規定：「學校不得用考試、測試

選拔學生」，用法律形式限制中小學超

常教育的選拔。1996 年學會開了成立

大會後便開始停擺了。過程中，一些

教授和媒體開始質疑 ：「昔日神童今

何在？」「少年班走向哪裡？」「大學

少年班為什麼紛紛關閉？」（原有 13
所，現只剩 3 所）有些地方政府也下

文停辦超常班，大有圍剿超常教育之

勢，只有協會下之中學協作組暗暗地

堅持每年開研討會。 
三、學會甦醒，迎來新發展（2003年至今）：

2002 年學會正式從安徽轉至北京，

2004 年開始，停擺八年的學會開始運

作，很快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跑道。2008
年中國科大少年班成立 30 周年，公告

了自己的教育成果，2010 年，國家又

頒佈了教育中長期規劃，提出了「育

創新人才」和「人才中長期規劃」，提

出了英才開發工程，開創了新一輪的

發展。 
    以上這是個 U 字形的發展歷程，即從

國家公開支持到公開打壓，從正大光明轉

入地下遊擊隊，又從學會復甦和兩個綱要

開始興旺。移除政治面的影響，賀淑曼

（2013）分析其相關作法，提出幾項目前

幾項困境：第一，三十餘年得不到政府認

同，尤其「超常」二字，容易誤解，常遭

質疑和打壓；第二，超常兒童的鑑別仍是

極大的問題，大陸至今沒有公認確信、可

鑑別超常兒童的量表和選拔機制，僅能自

創一些量表，然因施測人員缺乏，收費較

高，僅能在個別學校實驗。最重要的問題

是教育急功近利，為考少年班，有的遷戶

口、有的塗改年齡、有的模擬強化訓練

等，幾乎成了「超級升學班」，加之沒有

可以操作的具體理念及政策僵化、師資不

足、經費捉襟見肘等原因，都是目前大學

停辦少年班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如中國大陸人大附中劉彭芝

校長所說：「讓那些具有超常潛質的孩子

在常規教學中蹉跎，是智慧的浪費，教育

的失誤」。超常兒童是客觀存在的，進行

有關的教育研究是必要和必需的。因此賀

淑曼（2013）提出，應發展關注每個孩子

開發潛能的另一模式，即「英才全人教

育」，英才教育不僅是面向英才學生，也

是面向普通學生（即每個孩子）開發潛能

的。這就是英才教育的普及化，另外藉由

小班教學與精緻教學，讓校長老師從繁忙

的開會及社會活動等事務裡解放出來，讓

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加強教學，進而提

升整體教育品質。 
此外，隨著超常教育的不斷進展，

2009 年海峽兩岸超常教育論壇，大陸學者

專家與超常教育老師對其師資培育制度

的建立表達極迫切的渴望，會中宣讀大陸

教育部副部長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建議辦理》的回復，答復了第十一屆人

大二次會議申丹代表提出的關於儘快將

超常教育納入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打破

常規育人才，給超常教育以實質性支持和

特殊的政策，繼而擬訂基礎學科拔尖學生

培養計畫實施方案，組織有關學者研究建

立超常教育資源中心的可行性，同時組織

有關專家做好制定包含超常教育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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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的前期工作，儘快提出超常

教育的有關政策和法律等，鼓舞了大陸許

多與會者。也希冀中國大陸隨著法律的更

加健全，使資優學生活得更多的教育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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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之規準問題初探--以特殊教育學校為例 

 
王欣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我國自 95 學年度開始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專評鑑）」，特殊教育學校亦在

此學年度開始參與教專評鑑。本文分析近兩學年度所蒐集到的特殊教育學校之評鑑規

準，結果發現特殊教育學校多採用目前普通教育學校參與教專評鑑的參考版本，對於

特殊教育教師應具備之基本能力則未加注重。文末建議應鼓勵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積極

參與教專評鑑，且應針對評鑑規準提供特殊教育學校更適合之參考版本。 
關鍵字：特殊教育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attending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Criteria 
 

Hsin Yi, Wang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Criteria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In Taiwa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was started in 2006.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ng 
criteria from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the results are reveled the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reference to the regular schools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present criteria lack the content to 
check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sugges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壹、前言 

台灣最早的特教教師評鑑始於民國

60 年的「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

法」，之後於民國 84 年公布的教師法中亦

包含評鑑的意涵，但整體而言，特教教師

只要不觸犯刑法等犯罪行為，基本上會長

期保有教職的。然而過去的相關規定並未

能滿足社會對教師擇優汰劣及專業知能

成長的期待，因此在 2010 年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結論中就提到，未來台灣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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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師進修法治化，促進教師持續成

長」，也提到應「訂定中小學教師評鑑辦

法之法源，並即推動訂定『教師專業標準』

及『教師專業表現標準』，以為教師評鑑

之依據；另就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要點』中相關機制與教師評鑑相輔相成之

措施妥為研議」。 
從上述可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重

要性，而我國早在民國 92 年的「全國教

育發展會議」即建議「推動教育部補助試

辦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畫」，並據此於民

國 94 年 10 月 25 日通過「教育部補助試

辦教師發展評鑑實施計畫」（教育部，

2005）。從 95 學年度開始，學校採自願方

式辦理各級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民國 98 年法源依據更名為「教育部

補助辦理教師發展評鑑實施要點」。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以下簡稱教專）的參加對

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教師，特殊教育

學校教師亦包含其中。在教專實施迄今的

八年間，普通教育領域有許多相關研究在

探究其實施困難或成效（如王瑞壎，

2009；王素貞，2011；潘慧玲、陳文彥，

2011），但在特殊教育領域則少有相關研

究探討特殊學校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中遭遇的問題及研擬相關改進策略。 
學校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必須先

決定校本的評鑑層面與指標，普通中小學

參與教專的層面與指標的選擇多根據曾

憲政、張新仁、張德瑞、許玉齡（2007）
所研發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作為

參考依據，而特殊學校則從該規準中挑選

層面並自行調整評鑑指標內涵以作為校

本評鑑規準。研究者欲以此為起始點，希

望能歸納出特殊學校參與教專的層面與

規準內涵，進一步瞭解特殊教育教師（以

下簡稱特教教師）不足之處，以供未來特

教教師參與教專時參考。 
 

貳、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實內涵及實施之探究 

一、我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內涵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義 
綜合吳俊憲（2007）與張德勝、施宇

謙、游家盛（2009）等人對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看法，指出這是一種「形成性」的

評鑑，不同於「總結性」的教師評鑑，因

為總結性的評鑑主要在考核教師表現的

優劣程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主要目的在

於協助教師了解自己專業的不足，以及了

解專業成長的需要和內涵。 
（二）教師評鑑的內涵 

以下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層面與

指標、評鑑方式概略探究： 
1. 評鑑的層面與指標 

教育部補助辦理的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共包括四個層面，分別為「課程設

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

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各

評鑑層面及參考評鑑指標略述如下： 
(1) 課程設計與教學：評鑑指標包括七

個，分別為「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精熟任

教學科領域知識」、「清楚呈現教材

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技巧」、「善

於運用學習評量」、「應用良好溝通

技巧」。 
(2) 班級經營與輔導：評鑑指標有四

個，分別是「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

級常規」、「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

氛」、「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落

實學生輔導工作」。 
(3) 研究發展與進修：評鑑指標亦有四

個，分別為「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參與

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反思教學

並尋求專業成長」。 
(4) 專業精神與態度：評鑑指標有三

個，分別為「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

範」、「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奉獻教

育社群」、「建立與學校同事、家長

及社區良好合作關係」。 
學校參與教專評鑑是有彈性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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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學校因地制宜，每年選擇一個或數

個層面進行辦理。決定層面之後，參與

教專的學校需發展出符合校本精神的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此時學校可自

行參照選用教育部、縣市政府所訂的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參考指標，由學校自行

訂定之。 
2. 評鑑的方式 

評鑑的形式可分為教師自我評鑑

（自評）及接受校內評鑑（他評）兩方

面。自我評鑑是指受評教師根據學校自

行發展之評鑑規準、自評程序及評鑑表

格，依序自我檢核，以了解自己的教學

工作表現。針對自評結果不善處，教師

可先行思考改善方法，在他評前嘗試先

進行改善。 
他評是指接受校內評鑑是指是由

校內評鑑推動小組安排評鑑人員進行

定期評鑑，受評教師與評鑑人員在這段

期間需進行經常性的會談，也可採取如

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及蒐集學生或家長

反應等方式進行評鑑，評鑑人員應了解

受評教師的實際狀況並給予適當之建

議。 
二、特殊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之內涵 
（一）實施內涵 

特殊學校的參與教專的評鑑方式與

評鑑人員培訓都與上述相同，在內涵方面

主要是以曾憲政等（2007）的版本為主，

但可彈性調整評鑑規準。曾憲政等人

（2007）所制訂之教專四個層面，與中華

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在民國 95 年公布的「各

師資類科教師專業發展評估報告」中所定

之層面差異不大，在此報告中將特殊教育

教師專業標準訂為七個向度與 48 個項

目，此七個向度與項目略述如下： 
1. 教師專業基本素養：指標為「具有教育

學基本素養」、「關注學生教育機會的公

平性」、「從不同思維或立場理解教育事

件」。 
2. 敬業精神與態度：指標為「遵守教育專

業倫理之規範」、「展現教育熱忱和專業

使命感」、「修養人格，以身立教」、「以

特殊需求學生的權益為最高考量，堅持

愛的教育信念」、「了解教育及社會脈動

以因應教育變革需求」、「參與學校發展

的事務」、「了解自己的實務與能力限

制，尋求適切之協助與合作」、「善盡特

殊需求學生及其家庭資料的保密責

任」。 
3. 特教專業知識：指標為「具備及應用自

己任教科目或領域的專門知識」、「具備

學科教學知識」、「具備跨領域的相關知

識」、「了解特教相關的模式、理論與哲

學觀」、「了解特教的相關法令與基本政

策」、「了解特教與相關機構間的關係與

功能」、「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定義與鑑

定的相關議題」、「了解特殊需求學生身

心特質與學習特性」。 
4. 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與評量：指標為「發

展與應用多元的評量方式」、「運用評量

的結果、規劃或改善教學」、「具有特殊

需求學生鑑定、評量的相關知識與實務

經驗」、「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評量方式

與鑑定流程，並加以妥善運用」、「適切

地對特殊需求學生、家長、監護人員或

相關教師解釋評量的結果」。 
5. 課程設計與教學：指標為「了解課程設

計的原理與原則」、「了解學校發展的條

件與目的」、「彈性調整課程與選編適合

教材」、「訂定適切的個別化教育方案，

並加以落實」、「了解教學的原理與原

則」、「設計適當的教學計畫」、「運用適

切的教學資源與方法」、「經營良好的學

習情境」。 
6. 班級經營與輔導：指標為「營造良好的

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建立合宜的班

級常規」、「適當處理班級偶發事件」、

「有效進行親師溝通」、「建立支持性的

學習環境」、「與相關人員或機構合作，

為特殊需求學生提供各項服務」、「協助

處理普通班內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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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問題」、「了解輔導與諮商的原理原

則」、「了解學生身心發展」、「用心輔導

學生」、「有效預防特殊需求學生可能發

生的特殊問題」。 
7. 研究發展與進修：「進行自我省思促進

自我成長」、「積極參與專業進修研習或

成長團體」、「進行專業生涯規劃」、「將

進修或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工作」、「善

用校內外資源進行教育工作的創新」。 
對照兩者，其中在「特教專業知識」、

「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與評量」兩個層面是

屬於特教教師獨特的專業表現。如果以此

為標準對照特殊教育學校近兩年的參與

教專的校本規準，確有值得斟酌之處，以

下將進一步分析。 
特殊教育學校從 95 學年即開始參與

教專發展評鑑，研究者試著向參與教專的

學校索取近兩學年度（100、101）的校本

評鑑規準，辦並未蒐集到所有參與教專學

校的規準，僅就蒐集到的各校辦理層面與

校本評鑑規準整理如表 1。 

 
表 1   
100、101 學年度參與教專特之殊學校評鑑層面與規準 

 
 
 
 
 

100 
學 
年 
度 

彰化啟智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3 IEP 的擬定與執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B-2 班級輔導檔案資料的建立 
B-3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4 營造融洽的親師生關係 

研究發展與進修 C-1 研發教材教法與教具 
C-2 把握進修機會，提升專業能力 
C-3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敬業精神與態度 D-1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與關懷學生 
D-2 熱愛教學工作 

台中啟聰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3 IEP 的擬定與執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班級輔導檔案資料的建立 
B-2 妥善規劃教室空間 
B-3 營造融洽的親師生關係 

研究發展與進修 C-1 研發教材教法與教具 
C-2 把握進修機會，提升專業能力 
C-3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敬業精神與態度 D-1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與關懷學生 
D-2 熱愛教學工作 

宜蘭特殊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6 善於運用學習評量及測驗結果 
A-7 運用良好溝通技巧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3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 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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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仁武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教案）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3 IEP 的擬定與執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妥善規劃教室空間 
B-2 營造融洽的親師生關係 

 和美實驗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課程設計能力 
A-2 教學計畫的研擬 
A-3 任教學科的知識 
A-4 教材內容的呈現 
A-5 教學技巧的運用 
A-6 學習評量的運用 
A-7 溝通技巧的應用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3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 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台中特殊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及方向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3 IEP 的擬定與執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輔導工作的執行 
B-2 妥善規劃教室空間 
B-3 營造融洽的親師關係 
B-4 班級事務的推動 

敬業精神與態度 D-1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與關懷學生 
D-2 熱愛教學工作 

 
 
 
 

101 
學 
年 
度 

高雄仁武
特殊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彰化啟智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3 IEP 的擬定與執行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建立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B-2 建立班級輔導檔案資料 
B-3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4 營造融洽的親師關係 

研究發展與進修 C-1 研發教材教法與教具 
C-2 把握進修機會，提升專業能力 
C-3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敬業精神與態度 D-1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與關懷學生 
D-2 熱愛教學工作 

臺中特教
學校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及方向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A-2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 輔導工作的執行 
B-2 妥善規劃教室空間 
B-3 營造融洽的親師生關係 
B-4 班級事務的推動 

敬業精神與態度 D-1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與關懷學生 
D-2 熱愛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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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學校教專評鑑規準分析 
根據表 1 顯示，參與教專的學校所使

用規準有以下幾項特質： 
1. 課程設計與教學：各校多著重於展現課

程設計能力、研擬適切教學計畫、良好

的教學技巧、精熟學科知識、運用學習

評量、溝通技巧等方面，彰化啟智與高

雄仁武學校特別提到 IEP 的執行與擬

定，此部分較屬於特殊教育領域，也與

師範教育學會制訂之特教教師專業標

準相符合。 
2. 班級經營與輔導：各校多著重於建立班

級常規、營造積極融洽學習氣氛、促進

親師溝通、落實學生輔導工作、妥善規

劃教室空間、班級輔導檔案資料、落實

教學 e 化管理等方面。依照中華民國師

範教育學會研究，與特殊生相關的「與

相關人員或機構合作，為特殊需求學生

提供各項服務」、「有效預防特殊需求學

生可能發生的特殊問題」、「提供特殊學

生家長相關療育資源」等均尚未出現在

特殊學校的評鑑規準或檢核重點中。 
3. 「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

這兩個層面與普通教育差距不大，普通

教育的版本可以適用特殊教育，且與師

範教育學會大致相符。 
4. 師範教育學會認為特殊教育教師應具

備的鑑定與評量或專業合作能力，在現

行教專評鑑規準中並未被充分展現：其

內含有特教教師應具備的「特殊需求學

生的鑑定與評量」及專業合作能力，包

括「具有特殊需求學生鑑定、評量的相

關知識與實務經驗」、「了解特殊需求學

生的評量方式與鑑定流程，並加以妥善

運用」、「適切地對特殊需求學生、家

長、監護人員或相關教師解釋評量的結

果」等。 
 

參、建議與結語 
本文僅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規準

進行探究，從特殊學校近二個學年度自訂

的校本規準進行分析，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的教專標準雖有其共通性，但特殊教育

也應有其獨特性，方能突顯出「特殊教育」

教師的專業能力，對於未來特殊教師參與

教專，應更審慎思考提供特殊教育領域更

為適當之參考規準。在四大評鑑層面不變

的情況之下，經由上述的分析，可歸納出

特殊教育學校的評鑑規準之特殊教育內

涵不足之處，有些普通教育所注重的規

準，如「展現課程設計的能力」、「研擬適

切的教學計畫」、「運用有效的教學方

法」……等等，雖為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

共通的原則，值得採納，但整體而言，卻

無法清楚的凸顯特殊教育獨特性，如何能

精進「特殊教育」的專業素養與教學素質

呢？ 
普通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實

施多年，特殊教育領域也隨著趨勢潮流而

一起加入，但相關的研究並未與時俱進，

如何配合趨勢潮流且發展出特殊教育領

域可參考之評鑑規準，並注意到特教教師

服務型態度同（如特殊教育學校、資源

班、集中式特教班、巡迴輔導班等），並

鼓勵特教師加入教專評鑑，是未來值得努

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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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障礙的後設認知與教學策略 
 

白嘉郁                廖晨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透過文字的閱讀，我們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獲取智慧，知識就是這樣一

點一滴累積而成的。然而，閱讀障礙的學生，對於閱讀通常是低效率且缺乏策略的學

習者。但是，閱讀理解能力可利用後設認知歷程的教學策略，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

本文先介紹閱讀障礙學生的後設認知在學習上的一些困擾與特徵，再提出一些關於後

設認知的教學以幫助閱讀的理解。 
 
 

The metacognitive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n student 
with dyslexia 

 
Jia-Yu Bai                       Chen-Huei Liao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bstracts 
   Through reading text, we can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receive wisdom, that is how knowledge is accumulated bit by bit. 
Moreover, for dyslexic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can be improved by 
teaching strategies of metacognition. Therefore, the lecture mentions the dyslexic 
student’s problems and features during learning in advance, and then bring a 
brief teaching strategy of metacognition which help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mproved. 
 
前  言 

閱讀是學童學習知識的基礎，也是從

事其他學習與知識吸收所不可或缺的主

要工具與媒介（柯華葳，1994）。曾志朗

（200la,2001b）曾說「閱讀是教育的靈

魂，唯有透過閱讀，才能打破課堂教育的

限制，也才有終身學習的可能；又閱讀無

時空的限制，只要下功夫就能將知識內化

轉換，引發新的知識，更可增進智慧。」。

然而，Swasnson（1989）的策略不足理論

指出：閱讀障礙、學習障礙及低閱讀能力

兒 童的 學習 策略通 常是 效率 低且 匱乏

的，因而導致閱讀失敗。而後設認知與提

升策略性的學習及問題解決有關。本文既

從後設認知為出發點，探討閱讀理解障礙

之 後設 認知 與後設 認知 之相 關教 學策

略，以提升閱讀障礙之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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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閱讀理解障礙的定義 
  我國特殊教育法將閱讀障礙歸為學

習障礙的一類，係指一群在閱讀學習上具

有不同困難之異質性團體，根據教育部

（2012）「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辦法」的定義，學習障礙係指：  
  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

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

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

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

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

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

果。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

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

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國內學者王瓊珠（2001）對國內閱讀

障礙研究做一調查後指出國內在定義「閱

讀障礙」時多以三個面度進行考慮：其一

為智力中等或中等以上，其二為閱讀表現

低落，其三則是排除感官、情緒障礙、文

化不利等因素所造成的閱讀障礙。陳淑麗

（1996）定義閱讀障礙：「智力中等或中

等以上，無感官缺陷、情緒困擾、文化不

利、或教學不當等因素，且閱讀表現落後

二個年級者。」 
  而 在美 全美學 習障 礙聯 合委 員會

(Nat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NJCLD) 的 定 義 ， Stan 
Dunblinske 於 1988 年在全美學習障礙

聯合委員會會議中，提出新修訂的定義如下：  
  學習障礙指一個通稱不同學習異常

的名詞，其包括在聽、說、讀、寫、推理、

數學等方面的獲得和使用上出現明顯困

難者。這種異常是個人內在因素所引起

的，一般認為是由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失

調所致，學習障礙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

有些人有自律行為、社會知覺、人際互動

的問題，同時和學習障礙出現，但這些問

題本身並不能單獨構成學習障礙。雖然學

習障礙可能和其他障礙同時出現，例如感

官缺陷、智能不足、嚴重情緒困擾等，或

有外在因素介入，例如文化差異、不瑝教

學等，但這些障礙或外在 因素並非導致

學習異常的主要原因。」 (引自張世彗，

2006，頁 9)。  
  綜合以上的各種定義及學者論點可

將閱讀障礙將歸納為，指一群智力中等以

上的學生，閱讀或書寫表現明顯落後於潛

能，且此學習困難並非其他障礙，如感覺

障礙、智能不足、情緒困擾或環境因素(文
化刺激不足、教學不當)，所直接造成的。 
 
貳、後設認知的定義 
  在教育研究中，「後設認知」一詞自

1970 年代浮現後，既成為一重要概念，原

因應與研究人員致力於陳述、提升策略性

的學習及問題解決有關，進而引起學者論

壇間相當廣泛的討論與研究。 
  Flavell 是最早發展後設認知理論概念

的學者之一。Flavell(1976)將後設認知界定

為「個體能夠回顧自己的認知策略並能推

斷在何時、何地使用」。他認為有三種與

認知歷程有關的知識，會影響學生學習的

方法： 
（一）如何進行認知歷程：如何使用背誦

策略於記憶上。 
（二）何處使用認知歷程：哪些內在與外

在資源可支援記憶儲存。 
（三）何時使用認知歷程：什麼情況下，

需要主動和刻意的去學習、貯存或

檢索認知歷程。 
  Flavell 認為：當學生有足夠的知識對

於「如何」去進行認知歷程，但卻缺少判

斷在何時、何處去使用認知歷程最有利

時，則會出現生產缺陷。雖然 Flavell(1976)
認同後設認知知識，在學生面對任務時如

何選擇策略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也認同

有意識的覺察，對後設認知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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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1980)曾將後設認知界定為：

“一個人有意識的控制自己的認知行為”，

和“在有意識的條件下適當的使用認知理

解”。Reeve & Brown(1985)也將後設認知

解釋為：“個體對認知歷程的理解與操控能

力”。Campione, Brown & Conell (1988)則
強調跨定義的解釋：指學生“反省思考自己

知識和管理歷程的能力”。 
  綜合上述觀點，可將後設認知模式解

釋為，指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認知，對

於知是能夠有效的掌握、控制、支配、監

督、預測、評鑑。具體來說，則是在需要

使用認知策略與技巧時，個體能主動且適

當的提取各類型的知識。 
 
參、閱讀理解障礙學生的後設認知 

在閱讀理解方面上有研究發現：高效

率的閱讀者能有效地監控自我認知，及適

當的使用策略來評估閱讀理解的目的。不

只能夠專注於意思理解的層面上，還能夠

利用自我評估策略進行錯誤修正與補救

(Bereiter & Bird, 1985)。然而，低效率的閱

讀者卻較無法理解閱讀的目的，容易將閱

讀的焦點放在對字的解碼與發音，而忽略

了 閱 讀 意義 上的 理 解 (Baker & Brown, 
1984)。且無法正確使用認知評估閱讀的發

展，或使用策略來修正錯誤的閱讀目的

(Baker & Brown, 1984; Wong, 1986; 
1991)。Baker& Brown (1984)將這類問題歸

因於閱讀理解能力的監控機制不同所致。 
  另外，在寫作歷程上，Englert(1990)
整理相關研究發現：學習障礙的寫作察覺

歷程能力與寫作調整歷程能力，與非學習

障礙學生相較之下皆有差異。學習障礙學

生 在無 法以 內在線 索來 判斷 文章 的結

論，而在寫作上沒有敏銳的洞察力，理解

讀者的需求而做合適的修改或做更仔細

的描述。另外，國外學者 Wong 也發現：

將學習障礙者與非學習障礙的同儕比較

時，學習障礙者在寫作上，常處於較低層次

的認知歷程。 

  綜合以上，可歸納出閱讀理解障礙學

生常無法理解閱讀的主要活動，例如：閱

讀是文字解碼而不是找出大意，而在策略

使用上較缺乏精密的後設認知理解，擁有

較少解碼和理解的策略知識，又利用不當

或不正確的標準去檢核與監控。 
 
肆、運用後設認知在閱讀理解障礙

的教學策略 
  Wittrock（1986）指出「閱讀理解能

力可利用後設認知歷程的教學設計，得到

有效的改善。」又指出當學生有意識地在

使用認知歷程，及有效地學習控制這些歷

程時，往往可以提升學習遷移的效果。以

下針對後設認知之相關教學策略作介紹： 
一、交互教學 
  由 Palincsar 和 Brown(1984)所提出，

目的是透過師生及同儕的對話和討論，訓

練學生四項閱讀策略，以提高學生自我監

控和理解文意的能力。其策略如下（King 
& Johnson, 1999）：  
(一) 摘要：學生從文章中提取重點，並且

用自己的話表達所理解的內容。  
(二) 提問：學生能就文章中提出概念性的

重要問題，藉以自我檢視能否掌握文      
章中內容重點。 

(三) 澄清：學生能夠針對模糊的概念或問

題加以解釋，從中了解自己對文章內           
容的熟悉程度。 

(四) 預測：學生就已有知識及所知道的部

份內容，以「線索」推測下文的內容。 
  Palincsar 和 Brown(1984)發現可以藉

由四個主要因素，來了解學生如何理解文

章，包含解碼的流暢性、文章的符合性、

內容的合適性與策略的使用性，而其中特

別強調「策略」使用的部分。因為，學生

並不會永遠只接觸到原本就看得懂的文

章，生活中一定會遇到不了解的文章或不

熟悉的內容，而「策略」的運用可以幫助

學生跨越領域學習，也可以幫助學生閱讀

不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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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IDER 閱讀策略教學 
  此策略是由 Deshler 等人於 1984，所

發展的一個閱讀策略教學，目的是為了幫

助學習障礙的學生在閱讀時，將閱讀的內容

在腦部建構視覺意象，以增進閱讀理解。 
其策略步驟如下(引自許雅婷 2009)：。 
(一) R：閱讀（read）第一句。 
(二) I：建構閱讀內容以形成心像（image） 
(三) D：描述(describe)你所建構的心像： 

1.如果無法形成心像，則要說明原因； 
2.如果已形成心像，則和之前的心像

（前面語句）做比較； 
3.對自己描述現在所形成的這個心

像。 
(四) E：自我評鑑（evaluate）心中所形成

的心像是否完整。 
( 五 ) R ：要 閱讀 下一 個句 子時 ， 重複

（repeat）以上四個步驟。 
三、策略性的內容學習(Strategic Content 

Learning，SCL) 
  由 Butler(1993,1995)提出 SCL 模式。

此模式是根據策略訓練研究、自我調整認

知過程，和分析轉變機制發展而來的。目

的是為協助學習障礙學生，提升自我調整

的教學策略。策略性的內容學習發展內容

如下： 
(一) 評估：教師先評估現有的後設認知，

包括學生知識和自我調整歷程，指導

學生分析作業的要求、設定目標、選

擇和實施策略、監控歷程、修正活動。 
(二) 引導學生策略學習： 協助學生使用

工作表現標準，監控和評估現行的策

略方法，以便決定有關學習活動。當

學生對可使用原本成功的策略進行

工作處理，若學生一點概念也沒有

時，則鼓勵學生進行腦力激盪，和評

估可行的策略，在此階段學生必須以

自己的話語詳敘他們的策略步驟，以

助於系統策略評估和修正。 
(三) 反省：最後反省自己的認知歷程，學

生要監控策略使用的結果並且修正

最終的方法。此階段學生學會如何揀

選、監控、改編、甚至建予不同工作

要求的分析測策略。 
  在 SCL 中，教師主要是與學生共同合

作完成教室內的作業，而非只是教導特定

的學習策略。在整個師生互動的討論過程

中，教師不但隨時協助學生對自己的省

思、評價和錯誤修正過程；也維持學生的

後設認知和動機。 
四、自我調整策略(Self-Regulated Strategy 

Development，SRSD)： 
  由 Harris 和 Graham 提出，目的是將

寫作歷程進行與寫作教學兩者作結合，透

過有效的自我調整學習策略與過程：目標

設定、自我教導、自我監控和自我增強

等，進一步提升學生寫作時的計畫擬定、

寫 作 、 修 正 及 編 輯 (Mason, Harris & 
Graham, 2004)。自我調整策略發展內容說

明如下： 
步驟一：發展背景知識（Develop 

Background Knowledge） 
  教學的第一個階段包含協助學生

發展先備知識的技巧，包含了解良好寫

作標準的知識、獲得及執行寫作的策

略，和自我調整的步驟。 
步驟二：討論（Discuss It） 

  師生共同檢視目前寫作水準，並討

論過去使用的成功策略，介紹寫作策略

的目標、目的與優點，以及如何使用這

些策略與在何時進行檢驗。此階段要求

學生與同儕合作對策略的學習、行動與

評論。 
步驟三：示範（Model It） 

  老師示範如何使用合適的自我調

整策略，包含問題的定義、計畫、策略

的使用、自我評估、錯誤修正與自我增

強。經過老師分析後，師生可共同討論

如何改變策略以促進更多的效果。 
步驟四：記憶（Memorize It） 

  此階段學生要熟記策略的步驟以

及有關個人的自我表述，鼓勵學生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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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及維持獨創。此階段主要是為一些

具 有 嚴 重學 習及 記 憶缺 陷 的兒 童 所

設，並非所有兒童皆需要。 
步驟五：支持（Support It） 

  師生共同合作使用這個策略以及

自我統整去完成寫作，自我統整步驟包

含目標的設定及自我評鑑，而教師提供

學生所需的支持與協助。 
步驟六：獨立表現（Independent 

Performance） 
  在最後階段裡，學生獨自使用這個

策略。如果學生能夠重複使用自我調整

策略的步驟，如：目標設定或是自我評

估，那麼老師的協助與支持就可以退除

了。 
五、轉化策略教學(Transactional Strategies 

Instruction) 
  由 Pressley(Pressley, Brown, El-Dinary, 
& Afferbach, 1995)等人提出，是一種不僅

能讓學生了解到學了什麼，也能學到如何

做的閱讀理解方案。方案中除了教師提供

示範外，學生也有機會能夠看到同儕閱讀

及思考的過程。在閱讀過程與決定使用哪

一個策略時，學生將有機會運用多元整合

的策略。轉化策略教學發展內容說明如

下： 
(一) 閱讀前策略：教師示範與指導，設定

閱讀目標、瀏覽、設定閱讀計畫，並

密集指導學生使用策略、省思過程程

序。 
(二) 閱讀中策略：教師責任轉移並監督，

略讀、監控、重覆閱讀、預測、筆記、

澄清、整合概念、摘要。 
(三) 閱讀後策略：學生熟練策略持續反映

且能達到重點回顧。 
  這 個教 學方法 多半 屬於 長期 性教

學，經常實施一整個學年，並不適用於只

有數堂課的課程。教師在長期實施之中，

可以利用不同情境、示範或直接解釋的策

略，以明確表示在何處與何時適合使用該

策略。學生透過示範與討論策略為媒介，

在 小 組 活 動 中 進 行 對 話 。（ Carlisle ＆

Rice,2002） 
 
伍、結論  
  後設認知技能對學生非常重要，但並

非每位學生都能隨著一定年齡而發展，因

此教師有必要協助學生發展他們的後設

認知。而後設認知對於有閱讀理解潛在能

力卻缺乏策略知識的學生而言，只要有效

的運用後設認知於閱讀策略則可提升閱

讀能力。因此教師必須一改過去觀念，認

為 閱讀 是隨 識字量 增加 既可 以自 行閱

讀，其實閱讀是需要指導的，而在指導閱

讀時，應著重於目標設定、策略的使用、

修正錯誤、自我教導、自我監控和自我增

強等策略，而非文字解碼、講解生字詞與

背誦課文。 
  後設認知的閱讀教學應與學校課程

教學內容作結合，並配合學生的學習難易

度與年齡隨之調整，除了能讓學生在學習

中能夠不斷反覆練習與利用閱讀策略，還

能夠提升閱讀能力並加增其成就感與信

心而帶動學習動機。學習動機提升後，隨

之 也增 加學 生閱讀 課外 相關 讀物 的意

願，並可大量累積閱讀知識。因此建議，

此 後設 認知 之閱讀 策略 可由 小開 始培

養，相信可大大提升閱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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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無障礙校
園環境滿意度調查研究 

 
石貴綸          魏香婷          陳品蓉           侯禎塘 

國立臺中家商       國立虎尾農工      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目前就讀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校內無障礙環境滿意

度調查。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以研究者自編問卷為研究工具並以 t 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一百零二學年度就讀中部地區公

立高職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肢體障礙學生共 61 人，實際有效樣本為 37 人，其中輕、

中度者佔 89.1%，不用輔具者佔 75.7%。 
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無障礙校園環境各項滿意情形如下: 

1. 室外無障礙通路滿意度是 3.73(普通)、室內無障礙通路走廊滿意度是 4.09(滿意)、無

障礙電梯滿意度是 3.86(普通)、廁所盥洗室滿意度是 3.84(普通)、坡道及扶手滿意度

是 3.92(普通)，以室內無障礙通路走廊滿意度最高，室外無障礙通路滿意度最低，

但各項滿意度皆落於中上。 
2. 在各項無障礙校園環境中皆以地面平整與否滿意度最低。 
3. 性別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影響最為顯著，女生滿意度高於男生。 
關鍵字：肢體障礙、無障礙環境 
 
 

A Survey on th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Attending Public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regarding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on Campus 
 

Kuei-Lun Shi                  Hsiang-Ting Wei 
National Taichung Home Economics        National Huwei Agricultural and 
and Commerce High School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Ping-Jung Chen                 Chen-Tang Hou 
National Dajia Senior High School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o attend public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regarding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of their schools.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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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informants consisted of 61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o possessed an official certificate of disability and enrolled in public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3. Finally, a valid 
sample of 37 participants was inquired, 89.1% of which had mild or moderate disabilities 
and 75.7% did not use any assistive technology devi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udents’ levels of satisfaction concerning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on campus are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for outdoor barrier-free access is 3.73(so-so), indoor barrier-free 

access (corridor) 4.09(satisfied), barrier-free elevator 3.86(so-so), restroom 3.84(so-so), 
ramp and handrails 3.92(so-so). While indoor barrier-free access (corridor) received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rating, outdoor barrier-free access received the lowest, and all the 
satisfaction ratings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high-intermediate level. 

2. In all the dimensions of a barrier-free campus, the lowest satisfaction rating was 
invariably given to “flatness of ground/ floor”. 

3. Among all the factors, gender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Females tended to higher ratings than males. 

Keywords: physical disability,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壹、前言 
    時代的變遷之下，融合教育越來越被

重視，因此有更多的身心障礙學生進入到

一般的校園，其中不乏許多肢體障礙的孩

子。當這些學生準備好進入到校園的同

時，校方是否也同時準備好迎接這些孩

子，除軟體的接納及適切性，硬體方面的

接納也是不容忽視。 
政府於民國 96 年修訂之「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內政部社會司，2007)規
定身心障礙者應有公平使用公共設施場

所之權益，且校方不得因校內未設置適當

設施拒絕其入學。民國 102 年修訂之「特

殊教育法」(教育部，2012)規定學校、幼

兒園及社會福利機構應依身心障礙學生

在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校園無

障礙環境。民國 88 年修訂之「身心障礙

學生支持服務辦法」(教育部，1999)規定

學校必須依據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改善

現有之環境。民國 77 年(內政部，1988)
修訂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也規定各類建築物皆要設置無障礙設

施，以方便身心障礙者使用，並且規範了

各項無障礙設施的具體設置標準。由此可

知，我國政府對於無障礙環境越來越關

注，這也顯示了身心障礙者的權益逐漸受

到重視。 
過去許多研究也針對「無障礙環境」

有許多的著墨。「無障礙環境」是一種人

性化的空間，使人類擁有「移動權」，讓

所有人能共同參與社會活動 (曾思瑜，

2003)。一般社會大眾或許較難體會肢體障

礙者在行動中的不便，以及無障礙環境對

他們而言是多麼的重要，給予他們自由行

動的能力，也能增加其對社會的參與度。

盧珮蓉、王志中與梁文隆(民 95)的研究指

出，大專院校設有無障礙設施學校學生未

必比未設有無障礙設施之學校學生有較

高的需求。顯示無障礙環境必須根據身心

障礙學生需求做設置，而非一味的增建及

修改，浪費許多資源卻未使無障礙設施發

揮至極致。 
筆者發現每一年進到校園內的肢體

障礙學生障礙狀況都不盡相同，對於無障

礙環境的需求也有所差異，但校方卻無法

每一年都能針對新進的肢體障礙學生做

到最適切的調整，許多時候校方礙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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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硬體環境、施工、人事、時間…等等

許多不可抗力之因素，因此無法提供肢體

障礙學生最適切的學習環境，讓其在校園

內無所適從。另外，筆者發現曾經也有許

多無障礙環境之研究，但研究者調查對象

大多為教師，但筆者認為，校園內最有需

求、最常使用無障礙環境者應為肢體障礙

學生本人，因為有親自使用的經驗，對於

無障礙環境是否完善也才能有更深刻的

體會。因此，本研究以中區五縣市之國立

高職為例，調查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內

無障礙環境之滿意度，期待政府及社會大

眾日後對校園無障礙環境能有更多的關

心，除了將設計完善之處予以保留之外，

也發現不足及改善之處，使得校園環境更

能突破障礙的限制。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 102 學年度就讀於中部(包括苗栗

縣市、台中市、南投縣市、彰化縣市、雲

林縣)公立高職共 24 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肢體障礙類學生為研究對象，採便利取

樣，透過各校輔導室特教資源中心的負責

人員，邀請該校肢體障礙學生進行問卷普

查，共取樣 37 人。 
二、研究工具 

採取問卷調查法，參考郭恩智(民 100) 
新北市國民小學無障礙校園環境現況滿

意度調查問卷、郭麗月(民 96)台北縣國小

特殊教育教師對無障礙校園環境的觀點

與滿意度調查問卷之意見研擬問卷內

容，由研究者自編「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

礙學生對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調查研

究」問卷進行資料的蒐集。就校園內無障

礙環境的範圍進行研究，包括：室外無障

礙通路(校門口連接至校園內各建築之室

外通路)、室內無障礙通路走廊(各教室及

辦公室室內通路)、無障礙電梯(建築物

內，不同樓層間之無障礙垂直通路)、廁所

盥洗室(供身心障礙者可安全使用之廁

所)、坡道及扶手(室內外通路、走到有高

低差或接題時須設置坡道及扶手，以利身

心障礙者安全通行)等進行問卷內容設計

調查。問卷經由內容效度的審題及預試修

題。問卷的填答方式，由填答者自填量

表。填答採五點等級分數以表示對該項設

施陳述的使用滿意度，程度由低至高將等

級分為由 1－5，非常滿意為「5」，滿意為

「4」，普通為「3」，不滿意為「2」，非常不

滿意為「1」，得分愈高代表滿意度愈高。 
三、研究步驟 

先行擬定研究計畫與進度，調查中部

地區高職各校肢體障礙學生人數確定樣

本數量，蒐集有關校園無障礙環境相關資

料，編擬「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

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調查研究」問卷，

發放問卷後回收後以 SPSS 12.0 視窗版進

行統計分析，最後撰寫並提出研究報告。 
 

 
 
 
 
 
 
 
 
 
 
圖 1 研究流程圖 
 
四、資料分析 

問卷所得資料，依預定的計分方法將

有效問卷資料編碼登錄於電腦，以 SPSS 
12.0 視窗版進行統計分析，以次數分配表

進行樣本背景分析，以 t 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統計方法進行滿意度差異分析。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分為以下三項說明： 

擬定研究計畫與進度

蒐集與閱讀相關資料

發展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

問卷回收與資料整理

撰寫並提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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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背景變項百分比 
首先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進行背

景資料分析，在填寫方式方面，其中絕大

多數的肢體障礙學生都能夠自行填寫此

問卷。所有研究對象中。在肢體障礙部位

方面，以下肢障礙比例最高。在障礙程度

方面，只有 10.8%的學生為重度，顯示中

部一般公立高職中重度的肢體障礙學生

所占比例較低。在使用輔具方面，有 75.7%
表示目前沒有使用輔具，由此可見在一般

公立高職中，有使用輔具的學生比例是較

低的。

 
 
 
 
 
 
 
 
 
 
 
 
 
 

圖 2 研究對象問卷填寫方式統計             圖 3 研究對象性別統計   
     
 

 
 
 
 
 
 
 
 
 
 
 
 

圖 4 研究對象年齡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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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對象肢體障礙影響的部位統計 

 
 
 
 
 
 
 
 
 
 
 
  

圖 6 研究對象障礙程度統計 
 
 
 
 
 
 
 
 
 
 
 

圖 7 研究對象輔具使用情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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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

無障礙環境現況滿意度 
1. 室外無障礙通路 

本研究中此向度為校門口至校園各建

築物之間的室外通路，總共有 7 個題

項，統計結果顯示平均滿意度介於普通

到滿意之間。其中滿意度最高的題項為

「路面的寬度足夠我順利通過」；滿意

度最低的題項為「室外路面平整、防

滑、不積水，讓我不會在行進中摔倒」。 
2. 室內無障礙通路走廊 

本研究中此向度為各教室及辦公室室

內通路，共有 5 個題項，統計結果顯示

平均滿意度介於滿意到非常滿意之

間。其中滿意度最高的題項為「走廊的

寬度足夠讓我通行」；滿意度最低的題

項為「教室及辦公室出入口沒有門檻、

地面平整，使我能夠順利進出」。 
3. 無障礙電梯 

本研究中此向度為建築物內，不同樓層

間之無障礙垂直通路，共有 5 個題項，

統計結果顯示平均滿意度介於普通到

滿意之間。其中滿意度最高的題項為

「無障礙電梯裡的求救鈴位置適當，當

我有困難時能順利求救」；滿意度最低

的題項為「進到校園，我能快速找到無

障礙電梯的位置」。 
4. 廁所盥洗室 

本研究中此向度為供身心障礙者可安

全使用之廁所及盥洗室，共有 9 個題

項，統計結果顯示平均滿意度介於普通

到滿意之間。其中滿意度最高的題項為

「廁所出入口寬度大小合宜，方便我進

出」；滿意度最低的題項為「廁所的地

面保持平整，不易滑倒」。 
5. 坡道及扶手 

本研究中此向度為室內外通路、走道有

高低差或階梯時須設置坡道及扶手，以

利身心障礙者通行，共有 6 個題項，統

計結果顯示平均滿意度介於普通到滿

意之間。其中滿意度最高的題項為「我

在階梯的地方都能夠找到平緩斜坡

道」；滿意度最低的題項為「坡道表面

平整且有防滑作用以免滑倒」。 
 

  
 
 
 
 
 
 
 
 
 
 
 
 
 
 
 
 

圖 8 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各無障礙設施項目現況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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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園無障礙設施項目各向度滿意度比較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對於無障礙校園

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1. 不同「性別」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障

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使用 T 檢定考驗男女性別之肢體障礙

學生是否對校園無障礙環境之滿意度

有顯著差異，統計結果 F=.139 ，

P=0.712>0.05，可假設兩組變異數相

等，t=-3.493，P=0.002<0.05，已達顯著

差異，顯示不同性別之肢體障礙學生對

於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且女性(平均數=4.45)滿意度顯著高

於男性(平均數=3.59)。 

 
表 2 
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男性 3.59 .67 
-3.493 .002 

女性 4.45 .56 

 
2.不同「年齡層」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

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年齡層

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無障礙環境之

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統計結果

F=0.793，P=0.462>0.05，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不同年齡層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

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向度 
比較 

室 外 無 障

礙通路 
室內無障礙

通路走廊 
無障礙電梯 廁所盥洗室 坡道及扶手 

最高分 
題項 

路 面 的 寬

度 足 夠 我

順利通過 

走廊的寬度

足夠讓我通

行 

無障礙電梯

裡的求救鈴

位置適當，

當我有困難

時能順利求

救 

廁所出入口寬

度大小合宜，

方便我進出 

在階梯的地

方都能夠找

到平緩斜坡

道 

滿意度 4 4.19 3.97 3.97 4.03 
最低分 
題項 

室 外 路 面

平 整 、 防

滑 、 不 積

水，讓我不

會 在 行 進

中摔倒 

教室及辦公

室出入口沒

有門檻、地

面平整，使

我能夠順利

進出 

進到校園，

我能快速找

到無障礙電

梯的位置 

廁所的地面保

持平整，不易

滑倒 

坡道表面平

整且有防滑

作用以免滑

倒 

滿意度 3.49 3.97 3.7 3.68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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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年齡層」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3.不同「障礙部位」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

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障礙部

位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無障礙環境

之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統計結果

F=0.382，P=0.767>0.05，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不同障礙部位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

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障礙部位」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4.不同「障礙程度」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

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障礙程

度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校園無障礙環境

之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統計結果

F=2.171，P=0.133>0.05，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不同障礙程度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

無障礙校園環境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表 5 
不同「障礙程度」之肢體障礙學生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5.肢體障礙學生使用輔具與否對於無障礙

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使用 T 檢定考驗男女性別之肢體障礙學

生是否對校園無障礙環境之滿意度有顯

著差異，統計結果 F=0.001，P=0.980> 

0.05，可假設兩組變異數相等，t=0.090，
P=0.929>0.05，未達顯著差異，顯示肢體

障礙學生使用輔具與否對於無障礙校園

環境滿意度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高一 3.68 .69 

.793 .462 高二 4.08 .73 
高三 3.78 .83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上肢 3.75 .78 

.382 .767 
下肢 3.93 .76 
上肢+下肢 3.87 .79 
全身(含頭部、軀幹) 4.59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輕度 3.64 .74 

2.171 .133 中度 3.92 .76 
重度 4.4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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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肢體障礙學生使用輔具與否對於無障礙校園環境之滿意度差異分析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使用輔具 3.89 .82 

.90 .929 
未使用輔具 3.86 .74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對象顯示高職肢體學生輕、中

度肢障礙人數較多，且使用輔具的學生較

少，建議可以進一步探討此狀況是否因為

高職的課程內容不適合肢體障礙學生學

習，亦或是由於無障礙環境設備不足導致

中重度、行動不便之學生無法選擇高職就

讀。以現況來看，大部分的中重度肢體障

礙學生大多選擇特殊學校或者普通高中

就讀。可能受本研究樣本多為輕、中度肢

體障礙學生之影響，大多有自行行動的能

力，所以部分校園無障礙設施內容未曾使

用過，無法得知其設施是否完善，「有」

無障礙設施支持的學生，在使用經驗後，

才能反映出該項無障礙設施之建構是否

完善。在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對於無障礙

校園環境滿意度差異分析，學生對校園滿

意度在年級、障礙程度、障礙部位、是否

使用輔具上的不同無顯著差異，但在性別

則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公立高職肢體障

礙學生對校園無障礙環境中的室內無障

礙通路走廊滿意度最高，室外無障礙通路

則滿意度最低，但各向度滿意度皆有在中

上層度。分析各向度發現對地面平整與否

滿意度都不高，如室外無障礙通路、室內

無障礙通路走廊、廁所盥洗室、坡道及扶

手，顯示校園地面平整度需再加強。 
法規規定學校應設置的無障礙環境設

施，學校大部分已經設置。而學生對於該

項無障礙設施的使用頻率越高，需求度也

越高。若能將各教育階段校園無障礙環境

建構更完善也可提供肢體障礙學生更多

升學選擇，而將不會再被限制於硬體環境

之中。對無障礙環境的規劃與設計等宜事

先做周全以及整體的計畫考量，在設施設

備完成後必須要妥善管理與維修，避免遭

到佔用與毀損，才能使肢體障礙學生能夠

順利、安全的於校園中，達到真正的無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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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之介紹: 
包含一個案例 

 
         呂定穎               陳麗蓉              吳柱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在國外特殊教育領域中已被證實是一種有效的教學策略，但在

台灣，卻很少被教師使用。研究者希望將此教學策略，透過本文之分享，能讓更多的

教師清楚此教學策略運用之技巧，讓教師的教學百寶箱裡能多一項不錯的利器。 
關鍵詞：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特殊教育 
 
 

An introduction of Video Self-modelling:  
including an example 

 
Ding-Ying Lyu          Li-Jung Chen           Chu-Lung W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of Education               of Education 
 

Abstract 
Video self-modelling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on modifying the behavior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But it is still rarely used in Taiwa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could 
understand the intervention through this article and start to practice.  
Keywords: Video self-modell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緒論 
    影 像 示 範 自 我 示 範 教 學 (Video 
Self-Modeling)是從影像示範教學 (Video 
Modeling)延伸而來的，而影像示範教學在

國內外常常被拿出來使用於改善特殊教

育學生的各種問題，例如改善學生不好的

行為、教導特殊學生日常生活技能、溝通

技巧，以及職業技能訓練等教學。在改善

學生不好的行為的文獻有：改善學生不專

注的行為教學(Lasater ＆ Brady, 1995)、
教 導 自 閉 症 兒 童 減 少 發 怒 的 行 為 
(Schreibman, Whalen & Stahmer, 2000；黃

怡嘉、洪榮照、蔡幸玟、張家瑞，2011)、
對高功能自閉症學生進行錯誤信念能力

研究 (盧乃榕，2007)；在運用於教導特殊

學生日常生活技能的文獻有：教導學齡前

自 閉 症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技 巧 (Shipley- 
Benamou、Lutzker ＆ Taubman, 2002)、
以自閉症個案同儕做影像示範教學改善

抽屜不整潔之行為 (黃怡嘉等人，2011) 。
在運用於教導溝通技巧的文獻有：教導三

位 6~7 歲自閉症兒童溝通技巧(Charlop & 
Milstein, 1989)、使用影像示範教學針對中

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主動開口說「請借過」 



與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殊教育 

助科技 輔
32 

特

(林川汶、俞靜如、王淑娟，2011；洪麗瑛，

2012)；在運用於職業訓練的教學有：使用

影像示範教學法教導中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職場社會技能 (吳惠櫻，2003)。 
    目前國內在影像示範教學研究中，已

有許多的文獻都顯示有顯著的成效，若是

將影像教學中的主角換成學生自己，以自

我影像示範教學來教導學生學習教師所

期望該生達到的標準，能否讓學生更容易

類化，進而更快速去學習到期望的行為或

能力，則須更進一步的研究討論與驗證。

在國內，目前較少有自我示範教學的研究

文獻可供參考，若是自我影像示範教學策

略也能被大量的使用與研究，並證實是顯

著有效的，那麼老師們就會有更多被證實

有效的介入教學方式參酌使用，必定能讓

特殊教育界教師及學生都能在寶貴的資

源與時間的限制中，透過自我影像示範教

學，更快速正確的達到學習目標。 
    外國學者(Buggey & Ogle, 2012)發現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是可以用在不同

類型的學生，而且能應用在多種學習目標，

而最常被應用在社會技巧，而生活適應等

也是可以運用此策略做為有效的教學介

入。其中在國外的論文中最常使用此策略

的大多示自閉症學生，像是使用影像自我

示範教學提示學習在一般課堂上自我監

控(Cihak & Wright, 2010)、使用 IPAD 教導

自閉症以及智能障礙青少年功能性數學

技能(Burton, Anderson, Prater & Dyches, 
2013)、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介入以

減少自閉症學生不必要行為之效果

(Ohtake , Kawa, Takeuchi & Utsumi, 
2013) 、以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為自閉

症學生實力基礎的教學設計 (Bellinia & 
McConnell, 2010)，上述的論文發現證明影

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是可以讓老師們運

用之教學策略。 
    使用示範教學的好處是，只要教師身

邊有可以播放影像之器具，例如：電腦、

投影機、筆記型電腦、IPAD 等，都可以

隨時使用此策略，並且在學生有意願的情

形下，可以重複播放多次，至學生習得目

標技能為止，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在重複播

放時，因為已先錄製好所有步驟之固定動

作，在學生重複學習時便不會出現像真人

示範時，因記憶力的關係，會出現每次示

範動作不一致，而造成特殊學生認知混淆

的情形。另外，教學者要注意的是影片剪

輯時，要以學生的專注力為主，若是該生

的專注力維持能力為三分鐘，那影片的長

度最好在三分鐘以內，不要超過三分鐘。

雖然大多數的論文都有良好的成效，但並

不是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都能讓每個

學生有顯著的改善及改變，也不一定會百

分百的成功，當教師發現影像自我示範教

學策略沒有對學生產生顯著效益時，也建

議教師更改其他的教學策略 (Buggey, 
2007)。當然，教學者在使用影像自我式教

學策略前，一定要經過家長同意並簽署同

意書，才能進行此教學策略的介入。 
 
理論背景 

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 40 多年前提

出了「社會學習理論」，其中班杜拉將社

會學習理論分成了四個要素 (張春興，

1996)： 
1. 注意和專注 

示範者必須要吸引注學習者的注意力，

讓學習者專注在示範者身上，否則將無

法注意及習得新的技能。 
2. 記憶保留過程 

記憶保留歷程是將學習者觀察示範者

行為後進行編碼然後儲存於記憶中。演

練是重要的記憶保留過程，學習者想像

自己做出行為的心理演練以及動作的

演練都是重要的記憶方法。 
3. 動作再生過程 

將保存之記憶經過演練後加以執行動

作的過程 
4. 增強和動機過程 

學生若是可以在表現動作後得到正增強

之行為，那麼將加深學生學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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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四個要素外，班杜拉還提出

兩個重要的要素：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及模仿(modeling)。班杜拉將模仿

分成四種模仿方式：直接模仿、綜合模仿、

象徵模仿和抽象模仿（張春興，2011），
而在自我影像示範教學理所使用的是直

接模仿，在班杜拉的研究中提出孩童會學

習模仿自己最重要的人的行為以及觀察

學習有獲得獎勵的同儕之行為，相反的若

是學生觀察到他人其行為受處罰時則不

願意效仿（張春興，2011），而影像示範

教學法中教師會錄製及剪輯該生本人或

是重要他人做出正確之行為目標的影像，

藉由讓學生觀看進而讓該生增加教師所

設定該生之行為能力，而班杜拉的此種理

論依據成為影像示範教學法最有力的支

持性理論依據。而影像自我示範教學法也

是源自於此理論，只是將內容主角改成學

生本人，除了可以增加學生注意力外，也

讓學生較容易類化。 
 
VSM 策略方法應用於功能性數學
課程設計之歷程分享 
    在教學活動中要如何運用並融入

VSM 策略方法，作者將以金錢概念與應用

教學的教材實作歷程整理分享如下： 
1. 教學主題教案設計：先確立教學主題及

教學目標擬訂，設計出一份教學教案，
將主要學習目標另外發展出一份 VSM
教案設計。在此主題之教案設計時，學
生的起點行為、先備知識與課程教學活
設計和進行是關鍵，在這裡分享的教案

(詳見附錄一)，請老師們視實際教學反
應及學生的需要做調整。 
(1)在發展教學目標時之考量：如果學生

在金錢概念是模糊的，在教案上就要
從建立金錢概念發展開始，到讓兒童
練習運用零用錢，體驗錢財的分配，

並能在此階段去辨識商品的標價及做
正確的兌換零錢、金錢的支配運用。 

(2)突破學生學習使用金錢之困境：在課

程活動進行時需注意學生之學習狀

態調整活動之難易度，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變化教學活動難度，從已經會的

活動開始教學與多次練習並鼓勵學

生挑戰高難度，以降低學生預期失敗

的心理因素，指導語需簡短、明確，

時間的掌控，及隨時給予必要的鼓勵

等技巧運用，以提高智能障礙學生之

學習動機及學習效果。 
(3)將VSM策略介入目標行為教學課程

進行方式安排：教案主題是統整性的

發展活動過程，VSM 策略教學是其

中的一個目標行為，因此視學生需要

老師可以製作成很多的 VSM。 
2. 自我影像示範策略的製作：學生的購物

技能、使用金錢能力的提升是需要大量

的練習，以達到熟練及能力內化，因此

提供自我影像示範策略介入給予學生

自我回饋、解決問題的訓練與機制，從

實際購物中得到樂趣、進而訓練學生獨

立自主的能力。 
(1)自我影像教導的影片製作流程，參考

學者(Buggey,2009)將錄影像教學步

驟修改後如下： 
A.確定目標行為：選擇要進行 VSM
策略介入之目標行為後，使用步驟

分析方法進行目標行為的安排，初

步計畫人事時地物之安排。 
B.設計影片內容腳本：以工作分析的

方式將步驟再分成更小步驟，每步

驟詳列學生應該出現的目標行為

及預計拍攝的內容。 
C.模擬演練：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在教

室事先模擬，練習每步驟的目標行

為。 
D.錄製影片：以旁觀者的視角拍攝

學生，必要時可加以引導，讓主要

學生的目標行為出現。 
E.影片後製：使用影像剪輯處理軟體

（例如：威力導演、movie maker…）

剪輯後只呈現合乎標準的目標行

為，並除去引導的過程，加上片頭

字幕與結尾的正增強，內容包含指

導語、圖片動畫、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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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放映影片給學生觀看：讓學生在不

被打擾的環境觀看，每日在上課前

觀看，如果學生有意願影片可以給

學生重複觀看，並製作紀錄表單給

家長及班級導師觀察學生觀看後

之行為改變。 
(2)影像拍攝腳本設計：先以工作分析的

方式將目標行為解題步驟細分成小

步驟，每步驟詳列學生應該出現的目

標行為及預計拍攝的內容。舉例如下： 
腳本─我會買東西~購買兩件不同

物品不找零 
A.媽媽交待任務，並且給零錢 
B.鈞鈞先獨自走到擺放賣飲料的走道 
C.鈞鈞找到茶類飲料 
D.鈞鈞找到茶裡王之白毫烏龍茶 
E.鈞鈞確認白毫烏龍茶為二十元整 
F.鈞鈞確認媽媽要自己買一瓶白毫

烏龍茶  
G.鈞鈞再走到擺放餅乾的地方 
H.鈞鈞找到最愛的滿天星餅乾 

I.鈞鈞確認滿天星為二十五元 
J.鈞鈞確認買一包的滿天星 
K.鈞鈞確認買的是一包二十五元的

滿天星 
L.鈞鈞獨自找到付錢櫃台 
M.鈞鈞排隊等著結帳 
N.鈞鈞拿出四十五元付帳 
O.鈞鈞跟櫃台人員拿取發票 
P.鈞鈞確認物品與發票之數量總價

是否正確一致 
(3)拍攝場景及教具設計：在擬訂好腳本

步驟，就要開始進行模擬超商佈置之

內容製作，抓出重點動線佈置，可視

學生認知能力及注意力等因素調整

複雜度，儘量簡化，減少不必要的干

擾因素，如學生基本能力內化之後可

以再深化或到現實生活環境中實際

演練。 
A.模擬商店佈置動線、指引牌製作

安排 
B.模擬發票及商品標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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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模擬商店擺設收集商品及道具佈置 
 

   
 
結語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已被證實是有效

的教學策略，但目前使用於教學現場仍十

分有限，研究者希望能透過本文的介紹讓

數學能力低落的孩童或是特殊教育的學

生們，能經由影片自我教學策略的介入，

習得自行購物的能力，甚至能夠類化在數

學的應用問題上。不過由於影像自我示範

教學在課程教案製作上是非常花時間及

精神，在製作影片上也相較於影像示範教

學來的繁雜，而這也是本方法上的缺點，

即便上述的論文及研究期望都是正向結

論 ，但是也並非所有老師都願意花費如

此多的時間運用此套教學介入方法，本文

撰寫者希望藉由此篇研究介紹能增進教

師對於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的認識，並增加

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的意願，讓教師能

多一項教學介入策略使用，增進教學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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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學活動教案：購物趣─我會買東四。 

活動名稱 購物趣─我會買東西 教學時數 120 分鐘 

教學目標 

1.能了解錢幣的功能。 
2.能了解賣場的擺設佈置 
3.能熟悉購物的流程。 
4.能認識發票的功能 
5.能正確使用錢幣完成購物任務。。 
6.能正確的計算購買的商品應拿出的錢幣額 
7.能正確的確認發票金額及找零金額是否正確 
8.能正確的確認物品單價及數量是否與發票一致 

活動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教學時間 
 
1.能了解錢

幣的功能 
 
 
 
 
 
 
 
2.能了解超

商賣場的

擺設佈置 
 
 
 
 
 
 
 
3.能熟悉購

物流程 
 
 
 
 
4.能認識發

票的功能 
 

【引起動機】 
拿出預備之零食─例如五香乖乖，提問每位學生

有沒有吃過？誰買的？從哪裡買到的？ 
 
 
 
 
【發展活動】 
※呈現「超商賣場照片、購物流程」PPT 
1.藉由引起動機的討論，教師引導同學說出超商

賣場販售的物品有哪些？ 
 
2.教師引導同學將物品分類成零食、食品、用品、

飲料等大類（拿出物品並將對應之字卡貼擺在

黑板前） 
 
3.教師播放 PPT，請問發表同學看到的畫面內容

（教師引導同學注意並說出超商賣場走道佈

置，包括收銀台等） 
 
4.教師問同學回想與家長一同購物的經驗引導學

生說出購物的主要流程後，教師播放一段預先

錄製好的購物教學影像，增強學生對購物的行

為概念。(將影片停留在最後拿取發票及物品的

畫面) 
 
5.教師詢問同學注意看影片最後同學向店員拿了

什麼？教師拿出發票並在 ppt 中放大呈現，教同

學如何看發票中的欄位及代表的意義。 

 
超商販售之零

食餅乾飲料各

一件 (老師拿

出零食提問同

學，鼓勵表達

自我經驗，於

綜合活動時給

予獎賞) 
 
超商及大賣場

等商店外觀及

商品及各類商

品擺設的照片

PPT 
空盒教具 
字卡 
 
 
 
 
 
 
 
 
 
發票 
 
 

 
5 分鐘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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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使用錢

幣完成購

物任務 
 
 
---------------- 
 
 
 
 
 
 
 
 
 
 
 
 
 
 
 
1.能正確的

計算購買

的商品應

拿出的錢

幣額 
 
 
2.能正確的

確認發票

金額及找

零金額是

否正確 
 
3.能正確的

確認物品

單價及數

量是否與

發票一致 

【綜合活動】 
1.教師發給每位同學一枚十元硬幣，教師充當店

員，請每位同學使用錢幣向教師購買一包小餅

乾，老師收下錢幣並給予一包餅乾和一張發票。 
2.請同學說出(核對手中的物品及發票)購物品品

名數量、金額及找零金額。 
 
~~~~~~~~第一節課結束~~~~~~~ 
 
【引起動機】 
教師詢問同學上節課的餅乾好不好吃？ 
想不想學習自己上超商購物？ 
※模擬超商佈置教室 
1.教師提問請同學回應超商的主要佈置有哪些區

域？ 
2.教師引導每位同學分工合作模擬超商佈置將老

師準備之物品分類擺放佈置在教室角落（拿出

預備之教具分配給同學並提示佈置方式定位，

讓同學動手佈置） 
 
【發展活動】 
※模擬超商購物流程及購物技巧，並拍攝成影片

(後製為自我影像教學示範用) 
1.老師拿出題目單請同學讀一次，老師協助張貼

於黑板上 
2.老師安排同學參與之購物活動之角色扮演(主
角、媽媽、店員、顧客) 

※老師依據事先擬訂之購物流程十步驟腳本引導

同學完成每個流程步驟 

 步驟流程 舉例說明：買 2
包 20 元的五香乖
乖 

1 找到擺放該類物品
的走廊（區域） 

找到 3 號走廊 

2 找到該類物品擺放
區域 

找到零食區 

3 找到正確（想要）的
物品 

找到五香乖乖 

4 確認單價（物品價
格） 

確認 1 包 20 元 

5 確認正確數量（總價） 買 2 包一共 40 元 
6 找到結帳櫃台 拿 2 包五香乖乖

到櫃台去 

 
 
拾元硬幣數個 
 
 
 
 
------------------ 
 
 
 
 
預先收集之超

商 賣 售 之 零

食、食品、用

品、飲料空盒

教具 
 
品名、金額卡

片 
 
一元五元十元

伍拾元壹佰元

幣 值 錢 幣 組

（每位同學一

組） 
 
教學 PPT 
任務題目單 
 
 
攝影機 
 
 
 
 
 
 
 
 
 

 
1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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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隊進行結帳 有人在前面等就

要排隊 
8 拿出正確的金額（找

零或不找零） 
拿出 100 元給店
員 

9 拿取發票或收據及
可能會找零 

拿到 1 張發票及
60 元零錢 

10 確認總價與找零金
額是否與發票一致 

對對看發票上的
總價是不是 40
元，找零金額是
不是 60 元 

11 確認物品單價及數
量是否與發票一致 

對對看發票上是
不是有寫五香乖
乖 1 包 20 元，買
2 包共 40 元。 

 
老師引導同學依據題目完成購買物品流程，並拍

攝成影片 
 
【綜合活動】 
老師請每位同學上台分享購物活動扮演之角色要

做哪些事情？遇到什麼困難？ 
老師回應並補充說明，再次統整購物流程步驟。 
請擔任購物主角的同學上台分發獎勵品。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開始 
使用 VSM 策略進行目標行為課程 
【引起動機】 
在教室裡，老師播放已後製完成之 VSM 影像，

給學生觀看，並且詢問同學這主角是誰，他在做

什麼？ 
 
(播放自我教導影片 2 次。隨後將注意力引導到教

師身上，準備進行教學活動。) 
 
【發展活動】 
帶領學生進入模擬超商內，給予與影片相同的活

動任務，鼓勵學生依照自我影像示範步驟完成完

整之購務行為。 
(將整段影片切成小步驟的影片片段，在手持裝置

上播放，教師引導學生操作並練習。) 
 

 
 
 
 
 
 
 
 
 
 
 
 
 
 
 
 
 
 
 
 
 
 
 
 
 
 
模擬超商佈置

之教室 
 
 
 
 
 
 
 
 
投影機或 
i-pad或手機等

( 以可取得的

資源做調整和

安排)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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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說出影

像活動名

稱或動作

意涵 
 
 
 
 
5.可以使用

VSM 示範

完成購物

行為 
 
6.可以獨立

完成購物

行為 

【綜合活動】 
給學生再次觀看完整影像的時間，給予學生鼓

勵，給予獨立完成購物行為之任務。 
(在手持裝置看完整段影片後，學生在手持裝置上

進行自主練習，包含複習教學內容，透過大量的

練習，精熟此單元的教學內容。教師必要時才給

予指導。) 
~~~~~~~~~~~~~第三節課結束~~~~~~~~~~~~~ 

 
 
 

 
 
 
 
 
 
 
 
 
5 分鐘 
 
 
 
 
 
 
 
25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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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互動電腦遊戲應用於特殊需求學生
之體育課程設計 

 
李佩玲           王俊權          吳志宏         陳金宏 

建國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媒體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電機工程碩士班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媒體與遊戲設計所 

 

摘  要 
    本研究使用自由軟體 Scratch 搭配 Kinect 體感裝置設計了一套體感式體育教學課

程，此課程可分為四個部分：上肢運動、下肢運動、穩定度運動與全身運動，針對特

殊需求學生各種不同的運動學習與運動目標。加上近幾年來的教學活動漸漸以使用者

為主位，不再是上對下的傳授知識，而是讓學生有較多的主動學習與學習選擇，而體

感式體育教學課程即是以此為設計出發點，希望讓特殊需求學生在體育課程中，能有

更多的自主學習，並能在學習過程中獲得與一般體育課程不同的學習體驗。 
關鍵詞：體感、Kinect、運動、特殊需求學生 
 
 

The Design of Motion-Sensing Computer Games 
Applying 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Pei-Ling, Li     Jyun-Cyuan, Wang    Chih-Hung, Wu    Chin-Hung, Chen 
Chienkuo Technology   Chienkuo Technology    Chienkuo Technology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University             University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designed the motion sensing curriculum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free 
software “Scratch” and motion sensing sensor “Kinect”. The curriculum wa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upper limb movement, lower limb movement, stability movement and body 
movement, and it provided the students with various sports learning and sports target.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is that teacher taught students the knowledge from books, so students 
had no chances to learn by themselves and cannot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learn. The targe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nstead of offering 
knowledge to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For the purposes of leading the students actively in 
learning and having more learning choices, the motion sensing curriculu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an let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have special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lass. 
Keywords：motion-sensing, Kinect, sports,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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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設計背景與動機 

應 用 多 媒 體 教 學 在 教 育 上 已 是 趨

勢，尤以數位遊戲運用在教育上最為廣泛

與成功，原因有以下三點(簡幸如，2005)： 
1.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非老師為中心。 
2.在特定的主題上，多媒體教學更有成效。 
3.多媒體的教學內容更具吸引力 。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其目標在於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體適能，不論學生的

天分如何，都應有參與身體活動的機會。

而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中的動作機能訓練

中粗大動作的課程主軸也提到：透過維持

或增進關節活動度與肌肉力量、心肺耐

力、維持適當姿勢、增進靜態或動態平

衡，進而利於學生從事各種身體活動、生

活自理與提高學校活動的參與度。並於未

來獲得動作技能後，進而享受運動的樂趣、

建立良好運動習慣，以促進健康的生活。 
對於有著特殊需求的學生來說，劉明

松(2012)為落實部分參與的原則，認為應

依據障礙學生之能力與程度設計教學活

動，以讓所有學生皆能全程參與活動。而

「跟著老師動一動」的設計理念則依據特

殊學生肢體障礙程度的不同，分別設計上

肢、下肢、穩定度及全身性運動，以配合

學生的個別程度進行活動，對於中重度腦

性麻痺的學生，因為坐輪椅無法活動下

肢，可讓其進行上肢運動或穩定度運動，

以避免教學資源或教學活動都集中於肢

體功能正常的特教學生，而忽略行動不便

學生的受教權益，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可

以參與學習，並融入教學活動中。 
二、設計目的 

讓運動變得更多元有趣，看到家中小

朋友開心的玩著 wii 或是 xbox，這些體感

互動的遊戲設計，不論晴雨都能在家中盡

情享受運動的快感及樂趣。但是市面上販

售的遊戲內容，對於四肢健全的成人而

言，操作上都有一定的難度，更遑論有特

殊需求的學生，可能一接觸就讓他們打退

堂鼓，別談融入遊戲情境，享受遊戲帶來

的運動效果。有鑑於此，故設計一個結合

益智、易上手、直覺性體感遊戲的念頭，

讓有著特殊需求的學生也能體驗體感互

動的娛樂，在遊戲中達到運動與學習的目

的，並兼具休閒教育的效果。 
讓特殊需求學生能有更多元的上課

內容，搭配體育課程的目標，設計這一套

體感互動的體育教學教材，以應用於平時

的教學中，豐富特教教師的教學資源以及

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教材。 
 

貳、文獻探討 
一、運動對於特殊需求學生的重要性 
    運 動 對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定 的 健 康 助

益，而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身心障礙族

群與一般人相較有提早老化的現象，因為

其所從事動態休閒活動比例普遍低於靜

態休閒活動(葉雪鳳，2010)。運動對於身

心障礙者所能帶來的好處，如智能障礙者

如能進行規律的運動，其所帶來的幫助有

增加柔軟度、控制體重、肌耐力及加強心

肺功能，而讓慢性疾病的發生率減少(潘正

宸、林珊如，2012)，或是利用運動來預防

或治療感覺統合失調是最常見的訓練方

式(黃銘智、劉嫚妮、高鈺涵、黃肅純，

2009)。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休閒活動可促

進其社會適應能力，增加身心障礙者的溝

通能力、社會發展的機會，並可降低其不

當行為的出現率(葉雪鳳，2010)。 
    近年來研究中發現，運動活動對於身

心障礙者的益處有下列幾點： 
1.建立社交生活與自信心。 
2.預防二次障礙的發生。 
3.增進良性的生活品質。 
二、體感互動電腦遊戲在特殊教育上的應用 
    身心障礙者常因為障礙的限制或是
運動場地的侷限，造成身心障礙者在從事
運動休閒活動時，常常有很大的困難(林旻
逸、洪偉欽、成和正，2010)。時間一久就
容易變成坐式生活型態者，甚成嚴重者還
會變成運動不足症(周宛嬋、方進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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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近幾年研究發現，復健者利用體感
遊戲也可在家進行運動復健(周宛嬋、方進
隆，2013)。而體感式電玩應用在輔具復健
使用上，提升發展遲緩兒童的學習動機，
及能符合有需求家庭的經濟成本方面，受
到復健師及老師的普遍認同(翁漢騰、張世

宗、莊明振，2012)。 
    在治療與訓練發展遲緩兒童上，運用
電玩遊戲的多元化與互動特性，如遊戲中
的動畫、影音、文圖等等的多感官元素來
為發展遲緩兒童做復健，能協助他們減輕
復健過程中的焦慮與痛苦(翁漢騰、張世

宗、莊明振，2012)。 
    體感互動遊戲應用在特殊需求兒童
的運動復健上的幫助歸納出下列幾點： 

1.無場地或距離的限制。 
2.能針對特殊兒童的復健需求反覆練習。 
3.多元感官刺激增加特殊兒童的運動動機。 
 
參、課程設計方法 
一、本教學課程內容是以自由軟體 Scratch

搭配 Kinect for Windows 的體感裝置

所設計出來的體感體育課程。 
Scratch：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數位資

源推廣服務中心介紹 Scratch 是一套圖形

化程式設計軟體，適合 8 歲以上的中小學

生作為學習程式設計的入門軟體，它可以

讓您輕鬆的規劃程式設計的劇情、動畫、

遊戲、音樂等。

 
 
 
 
 
 
 
                             
 
 
 

圖 1  Scratch 軟體開發工具的操作介面 
圖片來源：http://ossacc.moe.edu.tw/modules/ck2_software/view.php?sw_sn=101 

 
Kinect for Windows：微軟推出的

Kinect for Windows 動作感測器，提供使用
者與電腦和 Windows 嵌入式設備的更多

互動，並已開始運用在不同的行業領域，

如教育、醫療、零售、運輸等等。 

 
 
 
 
 
 
 
 
 

圖 2  Kinect for Windows 體感裝置外觀圖 
圖片來源：http://www.identitymine.com/forward/tag/ge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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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內容設計 

「跟著老師動一動」 

課程架構內容設計 

套用 Kinect for Windows 

感測器 

測試 Scratch 設計內容 

應用特殊需求學生 

體育課程教學 

美工設計完成 

修改成合適的美工圖案 

測試 Scrath 設計搭配 

美工設計效果 

套用美工圖案設計 

Scratch 內容設計完成 

修改 Scratch 不順之處 

圖 3  設計流程圖 

    此課程先有架構內容的發想，再以 Scratch 設計動作內容，再反覆試驗操作修改
不適合的部份，動作程式設計完成後，再配合美工設計的背景與人物，在全部動作
與美工設計完成後，即應用於資源班與啟智班的體育休閒課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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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 Scratch 的程式積木堆疊方式來

設計遊戲的進行順序與方法。 
(一)上肢運動的項目，以手腕或手肘關

節點為感測點： 
(二)下肢運動項目，以膝關節、腳踝關

節或肚臍中心為感測點： 
(三)穩定度運動項目，以手腕或手肘關

節點為感測點： 
(四)全身運動項目，以手部關節及腳部

關節兩種感測點，來進行全身運動

的遊戲： 
 

肆、課程內容架構與運動能力要素
評估 

一、課程內容架構(如圖 4)，在主選單中共

有四個子選項，內容包括：上肢運動、

下肢運動、穩定度運動及全身運動，

每個子選項點入後各有四個小運動項

目，各項運動的運動內容與運動目標

(如表一)，請學生選擇自己想要進行的

運動遊戲，進入後會有遊戲規則的口

述說明加上動作提示，增加學生能進

行活動的自主能力，而老師可在一旁

視學生上課情形給予提示，鼓勵學生

自己操作、自己學習，增進學生的自

我決策能力，而在學生結束運動遊戲

活動後，會出現這個運動項目的分數

與星等，標示出自己在這項運動項目

中，得到幾分或使用了多少時間完

成，藉此回饋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

而老師可以此為依據，記錄學生每次

學習後是否有進步。 
 
 
 
 
 
 
 
 
 
 
 
 
 
 
 
 
 
 
 
 

 
圖 4  本體育課程的架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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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體育遊戲的運動目標 

(一)上肢運動項目 

天才小漁夫 
運動目標：能舉起雙手，根據小魚的位置

分別擺動雙手進行活動。 

 

電力十足 
運動目標：利用左右手的平衡來接天上掉

下來的電池。 

 

管不住的音符 
運動目標：能手眼協調，跟著音符的位置

移動，完成小蜜蜂的曲子。 

 

黃綠紅 
運動目標：能將手移動至定點後等待。 
 

 

(二)下肢運動項目 

我是貝克漢 
運動目標：能進行移位及踢的動作。 
 

 

橫行霸道 
運動目標：能左右移位，並回到中線。 
 

 

豆豆下樓梯 
運動目標：能注意下方的雲層，左右移動

來向下移動。 

 

老鼠別咬我 
運動目標：能做出跳躍的動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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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穩定度運動項目 

拼圖 
運動目標：能保持穩定將手移動至定點，

將拼圖完成。 
 

 

小猴子吃香蕉 
運動目標：能平穩的將手在一定的區域裡

進行移動。 
 

 

小木工 
運動目標：手部能在定點做出敲打的動作。 
 
 

 

抓娃娃 
運動目標：能將手在定點與定點之間移動。 
 
 

 
 
 

(四)全身運動項目 

動手動腳 
運動目標：能將手腳對應提示位置，進行

全身運動。 
 

 

守門員 
運動目標：能注意球飛來的方向，移動位

置來擋住球。 
 

 

飛天派對 
運動目標：能做出左右閃躲的動作，增進

身體靈活度與協調性。 
 

 

鳥兒飛飛 
運動目標：能揮動雙手並左右移動位置。 
 
 

 

二、課程運動能力要素評估分析 
    Maud 與 Foster(1995)指出人體在運動

時所需具備的能力包括反應時間、平衡、

速度、敏捷與協調等五項，而此體感體育

課程的運動能力要素分析，邀請了兩位遊

戲設計系的老師與三位特教老師在使用

此教材課程後，評估分析各項課程的運動

能力要素(如表二)： 
A 老師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設計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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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老師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與

遊戲設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C 老師  台中教育大學 早期療育研

究所畢業  特殊教育服務年資 11 年 

D 老師  台灣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畢業   特殊教育服務年資 5 年 
E 老師  特殊教育服務年資 12 年  

 
表二 
各項體育課程運動能力要素雷達顯示圖 
 
(一)上肢運動 
 

 
 
 
 
 
 
 
 
 
(二)下肢運動 
 
 
 
 
 
 
 
 
 
 
(三)穩定度運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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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身運動 
 
 
 
 
 
 
                               
     
  
 
   此一體感體育教學課程，應用在特殊

需求學生體育課程方面，具備了下列幾點

特點： 
1. 課程遊戲畫面與內容簡潔直接。 
2. 給予特殊需求學生積極的正增強，鼓勵

學生能挑戰自己的能力。 
3. 視覺搭配聲音回饋，給予特殊需求學生

多元感官刺激與回饋。 
4. 課程分為四個面向，兼顧具有不同運動

優勢的特殊需求學生。 
5. 各項運動遊戲課程具有不同面向的運

動能力要素。 

伍、教學應用與建議 
一、教學發現 
    上課一開始，由老師先行示範如何操

作遊戲的介面，學生對於這一套教學教材

非常有興趣，在老師講解時就充滿了動

機，教學過程中，學生輪流上前進行活動

課程，而教材中的運動項目有難易程度的

分別，學生會依照自己的需求及意願選擇

課程項目。本體感體育課程設計完成後，

運用在本校資源班與特教班兩班的體育課

程教學上，在兩班教學過程後，整理歸納

下列幾位學生使用情形與反應回饋(表三)： 
 
表三 
教學應用與反應回饋 

 

資源班 A 學生 
障礙說明：智能障礙中度，四肢

可正常活動，手眼協調佳。 
上課情形：老師說明後，即可自

行操作、選擇想進行的活動。 
課後反應：表達這個課程很有

趣，第二節課想繼續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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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班 B 學生 
障礙說明：智能障礙重度，四肢

可正常活動但手眼協調差。 
上課情形：老師說明後，即可自

行操作、選擇想進行的活動，但

注意力無法持續專注。 
課後反應：覺得好玩，但問是否

想再玩一次，搖頭說不想，但會

想看同學進行活動。 
介入策略：在 B 生看過其他同學

進行活動兩次後，老師請 B 生上

前參與課程，以 B 生看過其他同

學進行過的課程為主，B 生有模

仿學習的經驗後，讓 B 生再次進

行課程，在進行課程中會較之前

更有信心些，並較樂於參與活

動。 
 

 特教班 C 學生 
障礙說明：自閉症中度，上肢動

作協調性差。 
上課情形：需要老師肢體提示，

練習過一次後，就可以自行進行

課程。 
課後反應：對喜歡的項目會一直

反覆選取，會跳過不喜歡或對其

較困難的運動項目。 
介入策略：要求 C 生需要選取其

他不同的運動遊戲，老師在一旁

肢體提示，協助 C 生能順利的進

行活動，對 C 生較困難的項目，

再多次的協助練習下，C 生漸漸

可自己進行課程。 
     
    特殊需求學生的體育課程，在一般情

境的教學活動中，需兼顧各類不同特殊需

求學生的活動能力，常因此而顧此失彼，

無法全面的達到每位學生的運動目標或

需求，而此項體感體育課程規劃了四個面

向的運動遊戲，希望可以兼顧下肢有障礙

學生的運動學習需求，課程因配合畫面與

音效回饋，在教學過程中，更能引發學生

學習的動機，在其他同學進行活動時，也

可從同學的肢體動作中，產生模仿學習的

效果，充實特教教師的教學教材，以及豐

富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內容。 
三、結論與建議 
    設計此項體感體育課程，因需搭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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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編 寫 與 美 工 設 計 ， 再 以 Kinect for 
Windows 體感裝置來進行教學活動，在設

計過程中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來測試與

修改，而在教學活動進行中，也需搭配功

能較佳的電腦或筆電，才能讓整個體育課

程教學順利流暢的切換，所以在運用多媒

體教學設計這個領域，還有很大的空間改

良與進步，也希望此一自製特殊需求體感

體育教學課程能拋磚引玉，讓其他有電腦

程式設計專長的老師，也能一起研發其他

更有趣、更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電腦輔

助教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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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環評量理論探討融合教育 
之學習評量 

 
林沛穎                林昱成 

        加拿大莎佳奇萬大學          美國德州大學心理系 

 
摘 要 

  學習評量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隨著時代的變遷，評量的概念也應隨之

改變。本文探討三環評量的基本概念與迷思（促進學習的評量、評量即學習、學習成

果的評量），並更進一步提出一項新的整合型評量模式。我們認為，除原先的三環評量

方式外，更應納入教學和考試的調整策略，以幫助接受融合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適

性地學習與發展。 
 
 

Assessment of, for, and as Learning in  
Inclusive Education 

 
Pei-Ying Lin                    Yu-Cheng Li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University of Texas, United States 
 

Abstract 
Educational assessment is indispensible for student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across 

grade levels and subject domains. As it is critical to address all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in 
inclusive classrooms, the definitions and concepts of conventional assessment should be 
revisited and modified. This paper begins by laying out three major assessment concept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as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of learning) and discussing 
myths of classroom and large-scale assessments. We propose an alternative assessment 
model which also includes the use of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al accommod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placed in inclusive classroom settings. This alternative 
assessment model is aimed to promote equity in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教 學 評 量 是 教 學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無論學生的年級或學科，學習評量也
是幫助學生學習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更重
要的是，教師對於教學或學習評量的信念 
或觀念 (beliefs or conceptions) 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希望透過本文的論述，提供
給職前師資培育和在職教師參考。融合教
育已為國際特殊教育的重要發展趨勢，有
鑒於此，本文旨在探討融合教育情境下的

學習評量，目的為探討如何將基本的學習
評量的概念應用於教學及融合教育的情
境中。此外，作者也將舉例在北美相關的
教學經驗，一併進行討論，希望能拋磚引
玉，以供台灣特殊教育的參考。 
 
壹、緒論 

 教 育評量 的概念 與理 論不斷 的更
新，從過去所謂的填鴨式考試，為因應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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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 逐 漸 從 傳 統 的 教 師 導 向
(teacher-transmitted) 轉 變 為 學 生 導 向
(student-centered)的評量方式。然而，在這
樣的轉變下，師資培育所提供的課程及教
師訓練對現任教師與職前教師的影響深
遠，因為師資培育的過程逐漸形塑教師的

信念，而這些信念被視為教師行為和做決
定的最佳指標(Haney, Czerniak, & Lumpe, 
1996; Pajares, 1992)。學者（Brown, 2004; 
Volante & Fazio, 2007）認為了解教師信念
有助於未來相關政策的訂定、師資培育和
專業進修。我們必須深入探討一些最根本

的問題，例如：為何評量？如何評量？再
者，我們也進一步探究身心障礙學生在融
合教育情境下，所使用的評量是否公平客
觀，並能幫助他們適性發展，這些重要的
問題將在本文逐一探討。 
 
貳、評量目的與三環評量理論 
 在教師決定如何評量學生前，必須釐

清評量的目的。目前研究指出學習評量包

含 三個 主要 的概念 ：促 進學 習的 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 、評量即學

習 (assessment as learning; AAL) 、學習成

果的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 AOL)
（甄曉蘭，2008；吳碧純 2009，2013；Black 
& Wiliam, 1998a, 1998b）。所謂「促進學習

的評量」意指教師持續使用多元評量策略

和 回饋 來了 解學生 各個 方面 的學 習成

長、進步與學習需求，並可作為教師教學

的依據。再者，評量的結果可幫助教師、

學生本身、同儕來思考決定教學及學習的

下一步 (Black & Wiliam, 2009; Wiliam, 
2011)。此外，「評量即學習」主要是鼓勵

學生培養和應用自省及反思的能力，隨時

思考自己的教學狀況，並作調整。也因

此，學生在自己的學習過程扮演主動的角

色，而非過去傳統被動的方式(Earl, 2003; 
Earl & Katz, 2006; Marshall & Drummond, 
2006)。「學習成果的評量」則是用於評量

學生的某項知識、能力和技能，以進一步

了解學生是否達到課程期望或標準。這類

型的評量是為了提供不同時間、不同的資

訊給教師、學校、甚至是教育主管單位、

政策決策者 (Stiggins, 2006)，並可作為教

育安置 (placement)、升學或畢業的依據。

標準化測驗或是美國和加拿大各州的教

育測驗常被歸類為此，例如加拿大安大略

省 (Ontario) 每年為三、六年級的數學、

閱讀及寫作，九年級數學，及十年級舉辦

的讀寫能力測驗。其中，十年級學生必須

通過此測驗，以達到畢業的要求，若未通

過，可選擇參加第二次測驗或選修讀寫課

程。 
此外，「促進學習的評量」常被聯結

到形成性評量，而「學習成果的評量」則

是常被視為總結性評量，因此有學者認為

這兩種形態的評量，具有截然不同的功

能， 以達到不同的目的(Birenbaum et al., 
2006; Black et al., 1998a; Harlen & James, 
1997)。而且，相當多的學者支持或批評形

成性（促進學習的評量）、總結性評量（學

習成果的評量）(例如 Birenbaum et al., 
2006; Brindley, 2001; Teasdale & Leung, 
2000)。這些爭論主要是一般印象均認為總

結性評量強調考試，用於報告學生的學業

成績（如月考、期末考）和學校績效，可

能造成所謂的考試領導教學，為人所詬

病，且引起相當大的教學和學習壓力。相

對地，形成性的評量著重學習的過程和成

長，持續提供回饋及調整學習的方式或進

度，此過程較為複雜，具有彈性。Black 和 
Wiliam (1998a, 1998b) 曾研究形成性評量

的效果值 (effect sizes)比其他許多教育介

入或方法來得顯著，雖然，它的效果值在

不同的研究中也有所不同(例如 Kluger & 
DeNisi, 1996; Wiliam, Lee, Harrison, & 
Black, 2004)。這些爭論和要求教學績效的

壓力下，引起加拿大相當多教師的反彈，

反對州政府的年度學測，雖然這些學測已

在北美行之多年。然而，我們也必須反思

並比較兩者間的優、缺點，並考慮整個教

育環境的條件和限制。我們認為無論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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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模式，不應只拘泥在字面文意的解釋

（例如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或 assessment 
of learning），而是要能妥善應用各種，以

利精確地了解及診斷學生的學習需求，可

以作為有效改善教學的依據，規劃明確的

未來學習目標。最近也有一些學者陸續指

出一些盲點（Black, McCormick, James, & 
Pedder, 2006; Marshall & Drummond, 
2006; Torrance, 2007），他們認為應該要能

掌握評量的精神（spirit）而非字意(letter)。 
所謂的「精神」，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具

體教學策略可包括引導學生共同建立評

量標準，經由小組討論和批判思考去修改

學生自己的想法。而「字意」則較侷限在

一般的通則和教法，例如跟學生解釋老師

的評量標準，或老師提供回饋給學生。除

此之外，我們也認為應打破對總結性或

「學習成果的評量」的迷思，認為測驗的

結果無法促進學生學習的觀念，譬如教師

也可分析學生在年度學測或總結性評量

的表現，進一步分析題目，找出經常出現

錯誤的概念，與教學團隊進行研究和討

論，以做為下學年度教學的參考。這種教

學診斷的模式，較能提供有意義的資訊給

學生與教師，也較能建立年度學測與學習

之間的正面意義及關係。同樣，此診斷模

式也可應用於一般在教室使用的總結性

評量。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不論是

形成性或總結性評量，亦或是促進學習的

評量、評量即學習、學習成果的評量，都

不應是截然不同、分離的理論，而必須是

整 合 性 的 概 念 (Bennett, 2011; Wiliam, 
2011)。因此，研究或教學重點應放在如何

整合，靈活運用三個概念，不僅只是爭

論、比較三者的優劣。 
 
參、考試或教學調整在特殊教育的

應用 
以目前大多數相關的文獻，我們很難

單從這三環理論的架構去了解身心障礙

學生在融合教育情境下是否也能像一般

同儕受益，這是我們所應該關心的議題。

我們認為考試或教學的調整（instructional 
and test accommodations or adaptions）也必

須納入前述之三環評量概念中。目前， 這

些調整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其所包含的

策略相當廣泛，也因應學科的不同，而有

所 改 變 ， 例 如 延 長 時 間 、 座 位 調 整

（setting）、個別測驗、唸讀(read aloud)、
繕寫(scribe) 、電腦應試、輔助科技、 手

語、點字、放大字體等 。教學或考試調

整近年來逐漸受融合教育者的重視，因為

這 些調 整能 有效地 促進 融合 教育 的施

行。Pullin (2008) 指出過去在尚未提供這

些調整的年代，相較於同儕，特殊教育學

生的學習權益常被忽略。他們常必須和同

儕以同樣的方式接受相同的評量，然而，

評量的結果卻無法精確地量測他們的學

習能力和進步，評量的公平和適切性易受

質疑。或者，因為各種原因，他們不須接

受學測或一般評量，這類的做法，直接影

響到這些接受融合教育學生的受教權。北

美國家已明文規定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

受教權及參與學測的機會（如美國 the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of 2004 [IDEA],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必須將他們的評量結果

納入學校績效考核 (school accountability)
（例如 Niebling & Elliott, 2005; Stretch & 
Osborne, 2005; Thurlow, Lazarus, Thompson, 
& Morse, 2005）。也因此，這些調整受到

相當大的重視，因為適當的調整可幫助接

受融合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在較少的限

制下，展現他們所學的知識和技能（例如

Bolt & Thurlow, 2007; Fuchs et al., 2000a, 
2000b)。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因為老師

或學生才能有效地了解學習的狀況，並做

適當的調整，訂定下一步學習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調整都必須維持

測驗的效度，因為調整如果是不適當的，

將會改變原本要評量的目標或構念，因此

量測便不正確，連帶也會影響教師解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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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 結 果 ， 因 而 會 破 壞 構 念 效 度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et al., 199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相當重要的是，這些調整也必須與

學生的學習需求相輔相成，提供多餘的調

整反而會造成混淆或是讓學生分心，對評

量結果有負面影響（Helwig & Tindal, 2003; 
Ketterlin-Geller, Alonzo, Braun-Monegan, 
& Tindal (2007)。為因應此情形，許多學

生建議平時學生所使用的調整，應該和記

錄在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建議相符（Cook et 
al., 2010; Johnson & Monroe, 2004; Pitoniak 
& Royer, 2001）。此外，為參加學測評量所

做的調整，也必須與教室評量所用的調整

一致，畢竟學生必須已經學會如何使用且

能 適 應 各 種 調 整 方 式  (Cox, Herner, 
Demczyk, & Nieberding, 200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4)。舉例說明，如果

一位教師想要深入瞭解學生的閱讀理解

程度，但是考量識字困難學生需要更多的

時間才能完成測驗，可考慮延長時間，因

為可以反應學生的需求，且不改變原本要

評量的目標，但是，如果教師想評量的是

閱讀流暢度，延長測量測驗並不適當，因

為此調整混淆了原本所要測量的目的。 
目前已經有相當多學者贊成師資培

育機構必須重視並提供在職及職前教師

對評量和教學調整的認知和訓練(Fuchs & 
Fuchs, 2001; Hodgson, Lazarus, & Thurlow, 
2011)。知名美國學者 Fuchs et al. (2000a)
研究發現教師在評量學習障礙學生的閱

讀測驗能力時，多提供過度的評量調整。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教師難預測學生是

否能受益於評量的調整，而且教師所建議

的調整方式，實際上對學生並無幫助， 甚

至不使用調整的學生卻比使用教師所建

議調整的學生表現佳。非但閱讀測驗如

此，他們在另一項數學研究也發現類似的

結果 (Fuchs et al., 2000b)。Tindal, Lee, 和

Ketterlin-Geller (2008) 也指出教師在判斷

調 整所 可能 帶來的 正面 影響 缺乏 一致

性，大約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是一致

的 ，因 此教 師對這 方面 的判 斷並 不可

靠 。另一項研究 Ketterlin-Geller, Alonzo, 
Braun-Monegan 和 Tindal (2007) 也支持

這樣的發現，這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教師

所建議的調整方式和學生的個別化教育

計畫內的調整模式多有所不同。根據研究

發現，學者 (例如 Fuchs et al., 2000a, 
2000b) 建議教師必須根據評量的 結果 
(data-based measurements)，來客觀選擇適

當的調整方式，而非依賴主觀的判斷。此

外，雖然少數的台灣學生為非母語學習

者，但是，他們的學習需求，不應被忽略，

評量調整對這些學生的影響也需要被檢

視，越來越多針對非母語學習者的研究，

也指出評量的調整是必要的（例如 Abedi, 
Lord, Hofstetter, & Baker, 2000; Abedi, 
Hofstetter, & Lord, 2004）。  

本文討論三環評量概念間的關係，提

出我們的看法，促進學習的評量﹅評量即

學習、學習成果的評量等三者，必須整

合，而非爭論孰優孰劣。再者，我們也建

議評量調整也須納入三環概念和實踐於

教學中，因為這攸關評量的公平性以及評

量 是否 能提 供教師 或學 生有 價值 的訊

息，並且幫助融合教育情境下所有學生包

含身心障礙學生有效地學習。本文的論

述，提供給職前師資培育和在職教師的參

考，期望建立一個多元且適性的融合教育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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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特殊兒童行為問題
處理之個案研究─以學習障礙兒童 

的攻擊行為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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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以學習障礙兒童的攻擊行為問題為實例，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

A-B-A 設計，了解一位學習障礙學生之行為問題主要功能，並藉由正向行為支持計畫，

來探討教學與介入成效。 
    研究結果可明顯看出個案發生攻擊行為問題的次數百分比平均值在處理介入後已

經有改善，維持期也呈現正向遞減的趨勢，表示透過此正向行為支持計畫的介入處理

能有效減少個案的攻擊行為，且具有維持效果。 
關鍵字：正向行為支持、攻擊行為問題、功能性評量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 on Attack 
Behaviors of a Studen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y 

 
Zhang, Yu-Pin          Shen, Hsiao-Mei        Hou, Chen-Tang 

Department of Special       Department of Special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TCU           Education, NTCU          Education, NTC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search of effects of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 on 
attack behaviors of a studen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y. The A-B-A design of a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the average attack behavior 
was improve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were also positively decreasing in 
the maintenance phase, which means that th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lan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ttack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maintain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Keywords: th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lans, attack behavioral problems, functional 

assessment. 
 
壹、緒論 
    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問題或障礙類

型、性質和程度相當複雜，除其同質性特

徵 外 ， 也 具 有 異 質 性 特 徵 (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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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lebust, 1967; Johnson & Blalock, 1987)。
異質性特徵係指學習障礙定義內涵中的

心理過程(Myklebust,1964)，但並非每一個

學障學生都顯現相同的或所有的學習障

礙 學 生 的 異 質 性 特 徵 (Lerner,1993; 
Shaywitz, 1988;Vogel,1990)，也因其具有的

困難特徵，也較易出現不適應或挑戰性的

行為。研究者為本研究個案的巡迴輔導教

師，研究個案為國小高年級學習障礙學

生，因學習與同儕落差大，語句表達不清

楚且簡短，在班上人際互動有極大的困

難，因普通班老師反應個案的攻擊行為愈

來愈多，除了造成人際關係差之外，導師

也因為處理其的攻擊行為而影響班上的

課程。 
    攻擊行為是學習而來的行為，且具有

社會功能，並有取得與逃避外在刺激兩種

功能。取得外在刺激包括得到注意、獲得

想要的物品或活動，而環境如果又給予這

種行為正增強，便成為攻擊行為續發的因

素 (Donnellan et al.,1984) 。有效的行為未

提處理，需實施功能評量及正向行為支持

計畫。而功能評量及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在

臺灣的發展已有十幾年，相關研究眾多，

研究對象廣泛，最常見的為直接入班觀察

及蒐集相關資料來獲取資訊，其中也不乏

使用實驗操弄來進一步了解行為的功能

及了解介入後的成效。分析國內有關功能

評量或正向行為支持相關研究，多以身心

障礙學生為主，其中又以智能障礙、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自閉症學生較多，但以學

習障礙學生為對象的研究明顯少於上述

三種障別，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本研究了

解 功能 評量 及正向 行為 支持 計畫 的介

入，對於學習障礙並具有攻擊行為的學生

之介入成效。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分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透過功能評量探討受試者攻擊行為

的行為功能。 
（二）探討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對國小學習

障礙學生攻擊行為問題之成效。 

二、待答問題 
（一）造成受試者攻擊行為的行為功能為何？ 
（二）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對一位國小學習障礙

學生攻擊行為問題的實施成效為何？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透過以功能性評量為基

礎所建立之正向行為支持策略，藉由分析

行為問題的主因及發展正向行為介入策

略的過程，探討實施的成效。以下就五大

部份說明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個案目前就讀○○國小並接

受巡迴輔導班服務之六年級學習障礙女

學生。在校生活適應不佳，情緒經常不穩

定且易受刺激，常與同儕起衝突，且情緒

反應強度大，被激怒時，有怒罵他人及肢

體攻擊（如揮拳、咬人、呼巴掌）的行為

出現。 
二、研究工具 

為探討研究問題以達研究目的，研究

者使用以下六項輔助性工具，以茲說明： 
1. 人際衝突情境紀錄表 

    由個案自行記錄每一次人際衝突

發生時間、地點、對象、事件以及當時

的感受，以及所採取的行動。 
2. 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執行前/後個案訪談

大綱 
    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透過訪談，

了解此正向行為支持計畫介入前後的

改變。 
3. 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執行前/後原班導師

訪談大綱 
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透過訪談個

案前後任導師，了解此正向行為支持計
畫介入前後的改變。 

4. 行為前後事件記錄表 
    主要透過軼事記錄方式記錄行為

發生的前因後果，內容有：行為出現的

時間、行為出現的原因(前事)、當時所

發生的行為、行為後果、可能行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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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方面，來瞭解並找出行為問題發生

的前因後果。 
5. 觀察紀錄表 

    研究者用來記錄個案平時學習上

的表現及特殊事件的觀察，以瞭解個案

學習行為的表現。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藉由功

能性評量，透過個案普通班的課程活動，

使用功能分析來找出行為問題的原因，再

發展正向行為支持介入計畫。旨在探討某

些偏差的或特殊的問題或行為，期以瞭解

問題或行為形成的癥結，進而歸結得出因應

或解決的對策，研究者的研究流程如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一）行為問題觀察紀錄 
    研究者及原班導師在研究期間透過

「觀察記錄表」，記錄個案平時學習上的

表現及特殊事件的觀察，整理如表 1，敘

述如下： 

 
表 1 
觀察紀錄彙整表 
 具體行為問題 發生情境 推測行為問題主因 
1.上課時間自行隨意走動 
2.上課時間恣意把玩自己帶來的 

玩具 

教室 班級規範不明確 
教室 課程內容不符合個案能力 
  

3.上課時趴在桌上睡覺 教室 課程內容不符合個案能力 
4.上課敲打桌子 教室 希望獲得老師注意 
5.每天作業皆未完成 學校、家庭 作業量過多、難度太高 
6.動手打同學、踢同學 下課時間 欠缺人際互動技巧 
7.對老師大聲吼叫 下課時間 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想法 
8.扯同學的衣服 早自修時間 欠缺人際互動技巧 

瞭解個案的行為問題，並蒐集相關資料 

進行功能評量，發展正向行為支持介入計畫 

執行正向行為支持介入計畫 

評估個案目標行為的改善狀況 

持續追蹤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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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不適當行為問題裡，刪除輔導

下已有改善之行為，與導師討論後，一致

認為攻擊性行為最令人困擾，由於個案升

上六年級後，攻擊性行為發生的頻率增

加，不僅常造成自己及同儕受傷，另一方

面更加影響同儕對個案的觀感與接納，因

此認為此種行為應優先處理，以期能有所

改善。 
（二）行為問題功能評量 

由原班導師直接觀察紀錄學生的行

為前事、行為表現和行為後事件，結果如

表 2： 
 
表 2 
行為前後事件記錄表 
時間 前事 行為 後果 可能行為功能 

9/17 

作業沒有寫，被導

師留下來，不能下

課。 

作業亂寫，並揉

捏作業單，聽到

同學在笑，回頭

大 力 推 倒 坐 在

後面的同學。 

導 師 走 到 個 案

座 位 請 她 對 同

學道歉，個案不

予理會。 

負 向 的 自 我 概

念、欠缺利社會技

能 

9/30 

早自修，導師去辦

公室開會時，個案

與 班 上 同 學 在 嬉

鬧與追逐。 

個 案 對 其 中 一

位 男 同 學 呼 巴

掌。 

導 師 指 責 個 案

時，個案對導師

大聲吼叫，全身

發抖、臉脹紅。 

欠缺利社會技能 

10/9 

中午吃飯前，個案

擔任抬便當工作。 
與 同 組 台 便 當

同 學 在 路 途 中

發生爭執，掐住

對方脖子。 

訓 導 主 任 介 入

處理，作勢打電

話到警察局，個

案才放手。 

溝通不良、欠缺利

社會技能 

10/16 

課後輔導時間，與

同 學 一 起 玩 桌 上

遊戲。 

用 腳 絆 倒 同

學，導致同學受

傷。 

課 輔 老 師 詢 問

原因，個案撇頭

說 ：「 不 知

道。」。 

溝通不良、欠缺利

社會技能 

     
    由表二之行為前後事件記錄分析，初

步界定個案出現不適當行為問題，主要的

功能多為「想與他人互動、參與團體遊戲

或是負向臆測他人想法」，以攻擊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三）行為功能的假設 

    為驗證功能性評量的假設結果，研究

者需要進一步了解個案在何種情境下，發

生的行為問題最明顯，並找出最有可能刺

激個案出現攻擊行為的原因。其記錄結果

如圖 1：  

 
 



與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特殊教 

輔助科 技技
63 

育育

 

 
    此 結 果 與 功 能 性 評 量 的 結 論 相 一

致，皆指出個案行為問題的出現，是因為

想要與他人遊戲及互動或是在備受要求

的情境下，導致攻擊行為的出現。 
四、發展正向行為支持策略 
（一）行為處理策略 

1. 前事控制策略： 
(1)調整作業難度與要求：個案除了在

與人互動容易發生攻擊行為外，也

會因為課程難度或作業多寡發生

攻擊行為，因此，可以藉著簡化教

材 或 減 少工 作 要求 的難 度 和份

量、改變工作要求的呈現方式來做

調整。 
(2)注意環境的安全：當攻擊行為發生

時，為了避免更進一步的傷害，應

將環境中任何危險的物品移開。 
(3)調整情境因素：減少會誘發個案產

生攻擊行為的情境，例如：在下課

時間安排熱心助人的同學一起與個

案遊戲，增加人際互動的成功經驗。 

2. 替代性行為訓練策略： 
(1)教導適當的表達方式：例如：「請

你不要這麼做」或是「你這樣讓我

覺得不舒服」……等，用適簡短語

句清楚表達自己的情緒。 
(2)憤怒控制訓練：讓個案認識自己的

情緒狀態，使用自我控制策略，來

抑制生氣與攻擊行為。 
(3)使用適當的表達媒介宣洩情緒：個

案對於藝術、體育方面有高度的學

習動機，教師可藉由這項優勢，協

助個案表達情緒，達到抒解的效

果。 
3. 後果處理策略： 

(1)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因個案對於

增強系統的實施反應極佳，會由巡

迴輔導班配合原班的增強系統，鼓

勵個案表現出良好的目標行為。 
(2)讓個案為自己的攻擊行為後果負

責：例如：讓別人受傷，則要負擔

醫藥費，為他服務；破壞他人或學

0

1

2

3

4

5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次
數

時間(分鐘)

圖1、四種假設情境中目標行為的反應

No Attenti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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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物品，則須恢復原狀或賠償。  
（二）單一受試實驗之倒反設計過程與結果 
階段一（A）：基線期(第 1-10 天) 

    在這個階段研究者處理個案的

行為，不做任何介入方式，在學校自

然情境中分別記錄個案目標行為所

出現的次數，並觀察其變化。 
階段二（B1）：處理期一(第 11-20 天) 

    實施介入輔導策略，開始實施正

向行為支持計畫教導學生適當的行

為表現方式的行為問題。 
階段三（B2）：處理期二(第 21-30 天) 

    依照處理期一的模式及策略介

入輔導個案的行為問題，把個案已經

進步的行為問題及相關使用策略撤

除，持續觀察與記錄個案的行為問

題。 
階段四（A）：維持期（第 31-40 天） 

    此階段再回到基準線，不做任何

的介入處理，觀察個案在校攻擊行為

的次數及頻率，以驗證研究者的策略

處理是否有效。 
個案在校攻擊行為發生頻率折線圖

如下圖 2： 
 
 
 
 
 
 
 
 
 
 
 
 
 
 
 
 
 
 

 
圖 2  攻擊行為發生頻率折線圖 

 
    研究結果如上圖，個案研究階段長度

共 40 日，在基線期（A）觀察中，衝突行

為問題出現百分比平均水準為 73.3％；經

介入處理後，處理期（B1）行為問題發生

的百分比平均水準降低為 32.7％；處理期

（B2）行為問題發生的百分比平均水準為

35.5％，顯示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有明顯的

的成效；在維持期（A）行為問題發生的

百分比平均水準降低為 25％。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基於正向行為支持及功能性評量的

理念，本研究實際輔導學習障礙個案之攻

擊行為，整體而言，由單一受試實驗設計

結果可看出個案發生攻擊行為問題的次

                      攻擊行為發生頻率折線圖 
            
             基線期 A      處理期 B1       處理期 B2        維持期 A 
每 
日 
發 
生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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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百分比平均值在處理期至維持期呈現

正向遞減的趨勢，表示透過此正向行為支

持計劃介入所採取的診斷與處理能有效減

少個案的攻擊行為問題，且具有維持效果。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個案研究的

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供參考： 
（一）當前特殊教育兒童行為問題處理，

強調非嫌惡式的處理策略，而行為

問題之原因頗複雜，若能藉由行為

功能分析，探求出行為問題的原因

或功能後，以正向行為支持為根

基，設計有效行為介入處理策略，

當能減少處理策略的不當，改善個

案的行為問題。 
（二）行為問題處理策略，不僅是注重行

為結果的處理策略，更要重視行為

前事處理和預防策略。因此預防不

當行為的產生，為行為問題處理的

良策。 
（三）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長期處於學習低

成就，自信心低落，因此對於學習

採取放棄之態度表現。建議針對這

一類兒童之行為問題處理，可嘗試

發掘兒童的優勢能力，以優勢能力

提升自身成就感，進而增進學業及

人際之技能。 
（四）本文的研究對象之行為問題成因除

了受本身學習障礙因素之影響，家

庭功能不健全也是一大原因。若能

提供家庭更多的資源，協助個案家

長親職教養方面的正確方式，給予

孩子好榜樣及更多關愛，應能提升

個案的適當行為，減少攻擊行為。 
（五）在未來的研究方面，可針對不同對

象和不同的行為類型，實施功能分

析與行為處理的效果驗證，以觀其

廣泛性的應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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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閱讀教學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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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利用直接教學、遊戲互動、多媒體方式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之多元感

官刺激結合閱讀教學，維持學生學習動機並提昇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前測及

後測之答題正確率其正確性有逐漸提升，個案亦能維持良好的學習動機，顯示互動式

電子白板在融入閱讀教學方面有提升效果。最後就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未來研

究及教學參考。 
關鍵詞：互動式電子白板、閱讀教學 
 
 
Preliminary Study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ntegration 

into Reading Instruction 
 

Yu-Chieh Kuo                        Shih-Ting K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ing-Lin Huang                      Chu-Lung W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stain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learning by integrating multi-sensory stimulating interactive electronic 
whiteboard into reading instruction.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correctness rate increased 
gradually based on analysi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 gained. I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student could sustain good learning motiv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lassroom instruction were presented following the result.  
Key words: interactive whiteboard, reading instruction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

布朗奇(David Blunkett)指出：「每當我們翻

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

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閱

讀。」(教育部電子報，2010)，閱讀，是

目前各國相繼推動的要項，我國推動政策

如悅讀 101、閱讀起步走、偏遠國民中小

學推動閱讀等相關計畫，希望從小培養及

提升孩子閱讀能力，幫助他們開啟另一扇

窗。 
資訊爆炸的世代，許多教師利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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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融入教學，其中互動式電子白板因

應教育部推行「建構 e 化教學環境」方案

而現跡部分學校，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的快速發展影響學校目標、教育內容（課

程）、教學方法、教師專業成長、教育行

政工作至鉅，ICT 教育因此成為當前教育

革新的方向（陳惠邦，2006），而研究者

任教學校擁有互動式電子白板設備，因此

利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為本研究

動機之一。 
學習障礙的學生與日俱增，其中閱讀

障礙學生閱讀能力較同儕落後，故研究者

欲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閱讀教學協

助其進行閱讀學習，取代傳統教學方式，

期望學生透過多感官刺激而提升學習動

機，利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多元呈現方式，

讓學生實地操作，即時回饋，進而理解文

章內容，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綜上所述，本研究研究目的主要探討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閱讀教學策略對學

習障礙學生的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互動式電子白板 

互 動 式 電 子 白 板 ( Interactive 
Whiteboard, 簡稱 IWB)，其電子感應板相

當於觸控螢幕，亦具有正常書寫功能的傳

統白板，而感應器是一支相當於滑鼠功能

的感應筆，連續書寫時具有數位墨水功能

(陳惠邦，2006)。 
IWB 提供多元的學習型態、學習效

率，功能如下：（網奕資訊，2013） 
（一）可調整筆的粗細與色彩、提供畫重

點記號功能(Highlighter)。 
（二）基本圖形辨識功能，手畫線條可依

形狀自動變成各種幾何圖形，可隨

意調整大小、填滿或漸層。 
（三）具有聚光燈強調功能及拉幕遮掩效

果，提供更大的互動彈性。 
（四）系統可自動記錄每頁的畫面與書寫

內容，分頁保存及匯出成 PDF、圖

片等格式；使用螢幕錄製功能，畫

面與書寫的筆跡被錄製成影片，以

利回放教學過程。 
（五）結合 IRS 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 可增進教學互

動，針對老師提問即時做出反應，

按下手中遙控器作答。而學生對各

問題的回答結果與比例，立即以視

覺化的圖表完整投影在大螢幕，讓

老師能立即診斷學生的學習成效，

即時做補救教學或調整教學步調。 
近年國內 IWB 融入教學的文獻逐漸

增加，郭伊黎（2008）利用 IWB 協助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童學習功能性數學，具有成

效及提升學習態度；黃郁婷(2010)指出

IWB 融入國小四年級語文科課文大意

後，學生摘取大意的能力有顯著進步，並

可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度及參與度；而郭威

廷(2012)將 IWB融入動態評量對國小四年

級學習障礙學生進行閱讀理解教學，發現

學生媒介反應量與閱讀理解有立即成

效，其表現均有正向效果。 
二、閱讀教學策略 

閱讀策略是讀者改善理解的重要認

知活動，透過對認知歷程的覺知，讀者能

夠適時調整閱讀方式，改善閱讀理解的表

現（陳茹玲，2010）。然而，學習障礙經

常發現有閱讀困難的問題，研究者整理以

下許多學者指出學習障礙在閱讀表現上

常有的特徵：（王瓊珠，1992；柯華葳，

2000；孟瑛如，2004；新竹教育大學，

2006；MacInnis & Hemming, 1995） 
（一）無法理解或說出文章內容前後關係

及重點，記憶力不佳不易保留。 
（二）閱讀速度緩慢無法自動化解碼，會

有斷句斷行困難、省略、停頓、漏

字、跳行及讀錯等現象。 
（三）閱讀發音或詞彙有困難，部分詞彙

理解較差。 
（四）缺乏統整、先備知識及掌握文章結

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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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針對閱讀策略提供不同的

方法及分類，而陳茹玲（2010）綜合各研

究歸納以下幾點： 
（一）閱讀前 

1. 鉅觀策略：讀者根據閱讀目標或

計畫，掌握文章鉅觀結構策略，

包含選擇編碼的訊息、決定花費

時間、回憶先備知識獲取文章內

容、預測文章內容及概覽等。 
（二）閱讀中 

1. 字詞義處理策略：正式開始閱讀

後，從解碼到字詞義理解階段所

進行訊息處理策略，包含解釋、

推論、分析文字與詞義。 
2. 文本推論策略：讀者根據內容推

論文章結果、前因或弦外之音，

包含文章及角色預測、因果、上

下文結構推論、形成及確認假

設。 
3. 精緻化策略：將先備知識與文章

訊息進行精緻處理，以達成豐富

與深度策略，包含自我解釋、結

合背景知識、連結經驗、提取文

章知識及舉例。 
4. 組織結構策略：讀者尋找文章重

要概念，歸納結構與組織策略，

包含記憶、筆記、劃重點、辨別

及刪除訊息、歸納文本結構、找

出相關句子或概念、找出不一致

或一致的線索及重新表述。 
5. 統整策略：讀者對不同段落，進

行結構性整理，包含統整文章、

跨段落比對訊息、摘要。 
6. 理解監控策略：讀者對文章內容

的理解及掌握程度，包含澄清、

提問、詢問與思考回答、閱讀歷

程自我檢核、自我評鑑及反思內

容。 
（三）閱讀後 

1. 支持性策略：讀者在閱讀完文章

後，針對策略的運用調整或文本

理解的補強策略，包含重新閱

讀、複習重點。 
研究者利用 IWB 搭配閱讀策略中的

閱讀前的預測，閱讀中的組織結構策略的

畫重點、心智繪圖及閱讀後的支持姓策略

進行教學，希望學生最後能說出或寫出文

章的架構圖或大意，並能維持學習動機及

掌握閱讀要點為本研究最重要的目標。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就讀於台中市某高職

資源班二年級學生，領有身心障礙鑑定證

明，障礙類別為學習障礙。該生注意力不

集中，學習動機低落，識字量尚可，閱讀

理解能力較差，無法掌握關鍵字及文章重

要訊息，閱讀測驗大題時常無法正確回

答。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課程本位評量(Curriculum 
Based Assessment，簡稱 CBA)方式，分為

前測、教學、後測三階段。實驗處理地點

為資源班教室，實驗時間為每週三次，為

期五週，由研究者進行教學及評量工作，

各階段進行方式如下： 
（一）前測：不實施教學介入，選取一篇

尚未上課之課文，進行閱讀理解測

驗，透過學習單來瞭解學生先備能

力。 
（二）教學：進行 IWB 融入閱讀教學，利

用預測、畫線、心智繪圖、提問等

四種閱讀方式，每週三次，一篇課

文進行三到四次教學，依照課文長

度調整上課次數，每一次課程結束

前，研究者提問當次課文重點以確

定學生學習狀況。 
（三）後測：該課文教學結束即進行後

測，沿用前測題目進行測驗，評量

學生答題率，瞭解其學習狀況。 
三、研究工具 
（一）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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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課程本位評量進行成效評

估；利用學習單進行前測及後測：

前測部分，請學生閱讀文章後填答

學習單，後測部分以相同學習單測

試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學生答題正

確率。 
（二）介入文章及教學：本研究參考東大

國文課本第三冊課文，以白話文為

選文重點，並參考教學手冊及電子

書，以直接教學、遊戲互動、IWB
進行教學：  
1. 閱讀前：先放課文前導動畫讓受

試者對課文初步了解，並連結生

活經驗引起學生動機。 
2. 閱讀中：每篇課文長度約 7 至 10

個段落，依段落重點分 3-4 個段

落為一次課程，請受試者看完一

個段落後，研究者提出段落問

題，並利用 IWB 進行每個段落

重點劃線或圈出關鍵詞，再針對

背後的涵義進行解說。 
3. 閱讀後：最後一個課文段落結束

時，再帶領受試者重複閱讀每個

段落之重點，利用 IWB 引導受

試者寫出整篇文章架構圖，並於

文章全部教學完後進行閱讀理

解測驗。 
（三）介入時間：每週一、二、四第 8 節

課，每節 50 分鐘，為期五週，共十

四次教學。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由該受試者之資源班教師進

行教學，其教學程序具一致性，並蒐集各

階段資料繪製對照表瞭解教學成效。 
 

肆、研究結果 
由表 1 可知，受試者在第一篇文章教

學前，僅 0％的正確率，研究者進行互動

式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後，可達到 60％的正

確率；第二篇文章教學前，前測部份有 20
％的正確率，經過教學後，後測階段有 100
％的正確率；第三篇文章教學前，前測有

40％的正確率，後測則有 80％的正確率，

其正確性有逐漸提升，後測階段平均約有

80%的正確率，且個案的前測部份亦為正

向成長的正確率，顯示受試者接受介入後

有明顯效果。 

 
表 1 
受試者閱讀測驗表現表 
課文主題 前測 後測 
第六課黑與白 0% 60% 
第九課散戲 20% 100% 
第二課下棋 40% 80% 
 

另外，研究者發現受試者趴在桌上的

次數明顯減少，對於 IWB 融入教學有較高

的學習動機。研究結束後與受試者討論使

用 IWB 教學的回饋與建議，受試者表示希

望可以多利用 IWB 上課，因為可以有較多

的師生互動，比較不會分心，學習效果也

比較好。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由研究成果得知，經互動式電子白板

融入的閱讀教學在受測者上具有明顯的

學習成效，從平均 30%的正確率（前測）

於可進步到平均 80%的答題正確率（後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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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對教學上的建議 

本研究融入 IWB 進行教學，有別以往

單純討論閱讀教學策略的教學成效，透過

IWB 特有的互動式教學及即時回饋，讓學

生實地操作、即時修正，例如畫線、摘要

等，並結合圖片、flash 動畫等多感官教

學，改變以往乏味的講述教學方式，在教

學過程中既可維持學生學習動機亦能增

加學習成效。 
IWB 的成效在於師生互動，因此教材

的運用顯得重要，教師必須更用心地準備

教材，適時的與學生互動。 
IWB 總有不足之處，例如：操作過程

中僅能一位操作，建議如果有多位學生學

習，可增加「IRS 即時反饋系統」設備，

一人一機，選擇題型時，學生可以在台下

馬上回答問題，教師可以馬上查詢答對率

及答錯率，而進行下一步教學，但非選擇

題型時，教師就必須以其他方案來代替學

習，因此設計上應多元化方式教學。 
IWB 功能運用，不僅是教師需要學

習，學生也必須瞭解其使用方法，研究者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操作時沒有點選正確

的按鈕，會突然無法寫字，或者畫面跳

掉，甚至學生動作過大或不當使用，導致

當機等情形，應該要培養學生使用 IWB
的資訊能力。 

高中職的課文中，文言文部份佔了有

70-80％的篇幅，白話文部份每一篇都多達

一千多字以上，部份新詩其段落或文字有

隱藏涵意，對於學習障礙的孩子是極大困

難，如何運用 IWB 讓學生理解每一篇的大

意，仍是研究者需努力的目標，也期許其

他教師可以分享更多的經驗讓更多的教

師受惠。 
（二）研究限制及未來建議 

學習障礙學生異質性極大，本研究僅

以一名高職閱讀理解方面的學習障礙學

生做研究初探，不能推論至其他學習障礙

學生或其他障礙學生，建議未來可以進一

步對更多學習障礙對象或不同障礙進行

研究，以能更嚴謹地推論研究成效。 
本研究僅針對閱讀理解進行教學，建

議可針對生字、詞彙及其他語文學習加以

著墨，也可應用在其他學科，進行更多項

的研究探討。 
因學生閱讀理解較差，本研究選文及

教學以白話文為主，無法得知文言文的教

學成效，未來可以多選擇不同類型之文

章，包含升學大專校院的閱讀測驗考古

題，以 IWB 融入閱讀策略進行教學及測

驗，以延續學生學習動機，未來並透過反

覆練習加深學生將習得之閱讀策略轉為

自動化，以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及答題正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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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行為問題輔導—以國中 
重度自閉症學生為例 

 
蕭琬琳 

臺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摘  要 

    本文個案為一名國中重度自閉症學生，有拒絕上課、隨意如廁、自傷等行為問題。

筆者將其行為問題加以分析，透過專業團隊的討論，針對個案學校環境、生活作息及

親師溝通三方面進行輔導處理，最後將輔導歷程與結果提出，供特教老師與相關專業

人員作為參考。 
關鍵字：自閉症、行為問題 
 
 

Counsel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Behavior 
Problems: A Sample for Junior Students with Severe 

Autism 
 

Shiao, Wan-Lynn 
Special Teacher, Taichung Municipal Su-Yu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ase of a junior student with severe autism, have refused to attend 
class, excrete at random, self-injury and other behavioral problems. For his conduct as a 
problem and analyzed his behavioral problems,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eam, 
counseling treatment for cases of school environment, lifestyle and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in three areas. Finally, the counseling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presented,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 as a reference. 
Keywords: autism, behavior problems. 
 
壹、前言 
    教師甄試結束後，不知不覺在教育這

一條路上已走過四年。猶記第一年擔任導

師職務，班上不僅重度自閉症學生高達三

個，更有半數以上的學生為重度障礙。也

因此從第一個月開始就遇到不少考驗，包

括班級常規建立上的困難、班上有兩位經

常在走廊上大號以及具攻擊性的行為等

問題層出不窮。幸而上述學生的行為問題

通常經由不斷和家長溝通並相互配合，以

及善加運用如：正增強、剝奪、社會性增

強等行為改變技術，即在學期內看見顯著

成效。 
    然而，重度自閉症的中中卻是動用了

全體特教班教師、特教組長、甚至是輔導

主任等大批人力，花費一整年的努力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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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孩子能夠乖乖的坐在座位上持續一

節課。如今看著中中乖巧的坐在班上吃午

餐，並於餐後聽從指令進行擦桌子、掃地

等工作，真得讓人難以相信在國一那年，

他曾因各種脫序的行為問題成為了學校

裡的知名人物。以下將中中的相關資料以

及問題處理與輔導的歷程列出，提供特教

老師與相關專業人員輔導自閉症學生問

題行為的參考。 
 
貳、個案基本資料 
    中中為國中重度自閉症的學生，性別

為男生，個性膽小且缺乏安全感，面對高

大的男老師或一大群的群體會不敢靠

近，學校生活活動範圍主要在學校的教

室、校內排球場或操場走動，大部分的時

間都是在自我刺激。以下就中中的家庭背

景環境、健康狀況、語言能力、生活自理

能力以及學習能力進行簡要概述。 
一、家庭狀況 
    中中為獨生子，家中成員包含爸爸，

媽媽以及主要照顧者外婆，家庭經濟狀況

普通，父母關係良好。 
二、健康情形 
    以剛升國一的男生而言，身高一百七

十二公分，體重八十公斤的中中相較於其

他同儕顯得高大壯碩許多。健康狀況良

好，很少生病或感冒。 
三、語言能力 
（一）語言表達 
    能表達簡易的生活需求，如：「吃

飯」、「尿尿」、「喝湯」、「吃水果」；能回

應簡易的問答，如：「有」、「沒有」、「要」、

「不要」；能仿說 5-6 個字的短句。 
（二）語言理解 
    能理解簡易的一般生活問答或指

令；聽到他人叫自己的名字時會有所反

應。 
四、生活自理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佳，包含如廁、吃飯、

擦桌子、掃地拖地、穿鞋、穿衣服等均能

獨立完成。 
五、學業能力 
（一）實用語文 
    能針對生活中常見物品加以命名；能

回答生活常見圖片常識，如：「常見的職

業名稱」、「常見的蔬果名稱」等；能仿寫

橫、豎等簡易筆劃。 
（二）實用數學 
    能唱數 1-50；會依照顏色、形狀分類。 
 
參、個案問題行為描述 
    問題行為主要有拒絕上課、隨意如廁

以及自傷行為等三項，以下就三項問題行

為進行分析說明： 
一、拒絕上課 
    在國一上學期第二周開始，中中到校

後無時無刻都在大喊著要上廁所，課堂中

更高達數十次！這其中只有少數幾次是

真的有上廁所的需求，其餘時間皆為逃避

在教室上課的藉口，當時逃避的狀況嚴重

到不願進教室，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操場

沙堆裡以及校園中的排球場上，或是不停

環繞排球場走動持續三十分鐘以上。 
二、隨意如廁 
    只要想上廁所，常會在校園中的任何

地方直接小便，有兩次甚至在操場中的草

地上直接大號。 
三、自傷行為 
    情緒不穩定時，會以拳頭用力敲打自

己的頭部和胸部，並離開座位以跳躍及大

聲哭喊的方式環繞教室。 
 
肆、個案問題行為分析 
    筆者會同另外一位導師在放學期

間，與中中母親和外婆針對中中的問題行

為進行初步的詢問了解，並透過電話訪問

中中的國小班級導師，詢問其國小在校學

習狀況，接著就中中的在校問題行為發生

狀況、行為發生頻率以及時間加以記錄在

「問題行為觀察表」，最後統整並予以分析，

以下針對中中的問題行為分析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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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絕上課 
（一）無法適應新環境 
    從國小轉換到國中的環境，面對全然

陌生的教室、老師及同學，產生強烈焦慮

和不安，加上外婆在國一上學期因為生病

而無法陪伴在身邊，極度的不安造成中中

只要一到學校便有負面情緒不斷產生。 
（二）對於課程的興趣低 
    中中對於學校所安排的眾多課程學

習動機都很低。上課坐在位子上往往不到

三分鐘就想往外跑，對於課程上的要求都

會不耐煩並開始哭鬧。 
（三）生活作息不正常 
    周末日夜顛倒的作息，加上中中的母

親偶爾會在晚上讓中中喝茶類等飲料，導

致中中晚上無法入睡接著白天精神不

濟。缺乏睡眠的中中在星期一到校之後，

便會以要尿尿為由跑到操場的沙堆上躺

著不肯進教室。 
二、隨意如廁 

與中中母親訪談之後發現，平時帶中

中到任何地方，中中只要有生理需求，便

讓他到路旁的草地中如廁。而升上國中的

中中面對新環境，因為不熟悉廁所位置，

便會在校園中的草地上廁所。 
三、自傷行為 
（一）母親與外婆的管教態度 
    國小老師在訪談過程透露，中中母親

在過去因為照顧中中而必須服用抗憂鬱

症的藥物，也曾數度因身心俱疲而在中中

面前崩潰大哭，而長年在家裡照顧中中的

外婆更因為體力不堪負荷而生病。在長期

得面對時常躁動不安且無法掌控自我情

緒的中中，母親與外婆在管教上常受情緒

因素使然而出現負向、批評以及威脅性的

字眼，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讓中中立即服

從管教。但也正因如此，造成無法以語言

表達情緒的中中往往都是以哭鬧、吼叫以

及搥打自己的方式作為情緒抒發。 
（二）拒絕生活的指令要求 
    當個體逃避困難或不喜愛的活動

時，會以自傷行為作為表現（張正芬，

1999）。而行為是經過學習模仿而來，當

個體發現所呈現的行為對嫌惡刺激是能

夠有效中止時，這時行為表現就會被增強

（陳碧純、李芬容、黃宗藝，2004）。在

剛升上國一的期間，中中對於擦桌子、掃

地、刷牙等任何要求都會說不要。而當任

課教師堅持必須完成指令時，中中便會開

始哭鬧，並以拳頭用力敲打自己的頭部和

胸部來表達不滿，教學也因此而被迫中

斷。 
 
伍、行為問題處理與輔導 
    在國一上學期期間，中中在校的行為

問題，造成班級導師與兩位特教助理員得

耗費大量時間和體力在不斷安撫以及將

總是逃離教室且在校園內奔跑的中中帶

回教室。然而特教班仍有許多學生需要照

顧，助理員及班級導師無法耗費整天時間

與集合大量人力在照顧中中身上，但日益

嚴重的行為問題更讓班級教學遭受嚴重

影響。 
    因此，在上學期十月中，特教班全體

老師、特教組長以及輔導主任，針對中中

的行為問題召開個案會議。會議內容就學

校生活環境、生活作息以及親師溝通三大

向度進行討論。 
一、正向支持的學校生活環境 
    中中的不安和焦慮多來自於對不適

應以及不熟悉新環境，個案會議中導師及

任課教師一致認為首要做的是降低中中

對於新環境的緊張。學習過程中塑造歡樂

的氣氛，能導引學生對於學習有更多的正

向情緒（白嘉民、袁巧玲，2014）。針對

生活環境的調整，筆者就以下五點進行說

明： 
（一）認識新學校 
    帶著中中環繞校園，重新了解班級教

室、廁所以及分組課的教室等與自己學習

環境相關的重要位置，每走過一個地方都

讓中中重複覆誦所在位置的名稱，並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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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的觀察，若發現中中又有到校園草

地上廁所的意圖立即帶他到廁所，並請他

覆誦「尿尿要到廁所」，當表現正確時，

立即給予獎勵。 
（二）常規的建立 
1. 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在座位上貼置

「活動時間圖」。在行為改變初期，筆

者只有貼置三張大圖，包括上課要乖乖

坐好、下課才尿尿以及吃飯要乖乖坐

好。一剛開始每張圖上課從每三分鐘就

得提醒一次，慢慢延長到五分鐘、十分

鐘，最後是整節課只需在課程的一剛開

始提醒一次即可。過程中也會讓中中跟

著覆誦，每做到一次便給予大量的社會

性增強，如：鼓勵、一起拍拍手及摸摸

頭。 
2. 上課要坐好：當學生無法要求自己在相

同的位置上停留一段時間時，其專注力

以及所接受到的外在訊息必然是分散

的（白嘉民、袁巧玲，2014）。因此，

在一開始筆者讓中中嘗試坐上五分

鐘，若達成目標，就能夠到教室後面的

遊戲區（中中很喜歡在遊戲區裡玩

球），接著慢慢拉長坐在位置上的時

間。教學活動也運用各種教材（如：拼

圖、動畫、圖片黏貼）提升對學習的興

趣。 
（三）音樂融入教學 
    在學期初對於中中的哭鬧束手無策

的主因在於：找不到任何增強物。偶然一

次在安撫中中情緒的過程中，筆者拿出音

樂讓中中以耳機聆聽，其情緒立即平緩，

並開始跟著旋律哼起歌來。於是筆者嘗試

在操作課程中要求中中執行裝枕頭套、床

單及各項技能學習時，加入音樂穩定他的

情緒。中中便從上課十分鐘後開始想要往

外面衝，漸漸的延長到一整節課都能待在

教室裡，而音樂也從需要播放一節課逐漸

褪除到不需要播放。 
（四）夥伴制度 
    筆者運用「小天使」活動，讓全班十

位同學兩兩配對，並進行座位安排，鄰座

的同學就是小天使，不管學習、吃飯或到

戶外教學都要好好照顧與陪伴自己的小

天使。中中為家中獨子，個性缺乏安全

感，藉由小天使的陪伴提升了對環境的適

應力。 
（五）班級聚會 
    規劃各式各樣的節日派對以增進中

中與班上同學互動的機會，包括慶祝萬聖

節、聖誕節、慶生會等活動。活動進行過

程中歡笑的氣氛及琳瑯滿目的餅乾糖果

都能降低中中浮躁不安的情緒。 
二、規律的生活作息 

個案會議上曾探討到筆者的觀察記

錄表中顯示，當中中的睡眠足夠，隔天的

上課狀態相對穩定許多，包含指令的接受

度與執行程度提高，以及能延長在教室座

位上的時間。因此建議中中的母親在日常

生活中避免攝取含咖啡因的飲料，周末盡

量不讓中中於白天睡覺。而針對正值青春

期的中中精力過剩的問題，周末白天時間

盡可能請家人帶中中到公園或郊外爬山

散步以消耗體力，亦有助於夜晚的睡眠品

質。 
三、親師溝通 
    筆者在每天母親來接送中中上下學

過程中分享中中每天的進步、在學校發生

哪些趣事或是學校舉動活動的照片等以

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當母親感到挫折並開始抱怨時，筆者

也常陪伴聆聽，並在每天短暫的見面時間

當中強調中中對媽媽的愛與信任，請她相

信中中未來會有更顯著的進步，也確信自

己和老師做得到，雖一開始中中母親仍充

滿成見和敵意，但經過一年的相處，筆者

對於母親漸漸願意對學校老師展開笑容

並敞開心胸接納問題感到十分欣慰。 
 
陸、結語 
    在擔任導師的第一年，常面臨許多家

長常因班級導師年紀太輕而對其教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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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所質疑。而帶班過程中，不僅要面對

班上學生層出不窮的問題，還需思考如何

得到家長的信任，進而與家長建立良好關

係、與家長正向溝通並擔任輔導者的角

色，安慰家長並給予支持及鼓勵。 
    然而，在面對諸多挑戰的過程中，不

免會產生情緒波瀾。筆者常會以此告誡自

己，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都不能把負面

情緒呈現給學生。不論是學科教學或是學

生的行為問題，身心障礙的孩子需要的是

長期的、耐心的、有階段性的逐步教導。

正因如此，特教教師具備更多的理性與耐

力來面對處理。 
    教學相長這句話，在筆者教導中中過

程感受至深。回首一年前那個躁動的中

中，再看見現在他乖巧的模樣，對中中有

滿滿感動與驕傲，伴隨這一年雖甜苦辣的

回憶一一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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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試
行問題之探究 

 
蘇昱蓁                 王欣宜 

               臺中市梧棲國民中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摘  要 

    普通教育的九年一貫課程已行之有年，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改革才

正要開始，這是當前我國特殊教育課程的重要議題和趨勢。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公布

新的特殊教育課程綱要，並於 101 年起選擇全台部分學校試辦。因此，本文即根據過

去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並結合特殊教育教學現場情況，以探

討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的可能施行問題，根據本文之研究，將實施國

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遭遇之問題歸納為「政策推動與執行」、「師資結構與進

修」及「課程變革與實務」三方面進行分析，以作為實施特教新課綱之參考。 
關鍵字：特殊教育、課程調整、特殊教育新課綱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the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Yu Chen, Su                    Hsin Yi, Wang 
Teacher, Taichung Wu Chi Junior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High School                    of Education,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n the current.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analyze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Curriculum Inventory, then the problems of the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are discussed by three aspects , the 
administration, the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The results are 
as the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 the newly special curriculum adaptation.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daptation,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壹、前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大

綱的推動是我國當前特殊教育課程之發

展趨勢，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公布特教新



與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殊教育 

助科技 輔輔
78 

特特

課綱，並於民國 100、101 學年度選擇全

台部分學校試辦，目的是希望藉由試辦成

果，提供未來全面實施新課綱的實務經驗

和參照。本研究根據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並結合特殊

教育教學現場情況，以探討國民教育階段

學校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以下簡稱特教新

課綱）的可能試行困境，做為實施特教新

課綱之借鏡。 
    特教新課綱係以融合教育為核心，以

課程調整和區分性教學為理論基礎，強調

為特殊需求學生設計課程時應首要考量

普通教育課程，其基本理念包括，以普通

教育課程為特殊教育學生設計課程之首

要考量；課程設計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特殊

需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需求；以加深、加

廣、濃縮、重整、簡化、減量、分解或替

代等方式彈性調整課程和能力指標；強化

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的功能，

將課程與 IEP 做密切結合（教育部，

2013）。國民教育階段的特教新課綱主要

的基本能力與課程目標係以九年一貫為

主軸，其學習領域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

七大領域之外，還包括特殊需求領域，因

此共有八大領域。 
    我國過去 10 年最大的普通教育課程

改革即是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在實施

一段時間後，陸續有研究針對其實施之各

層面進行探討，研究者根據過去九年一貫

課綱研究進行彙整出三大層面，並以此層

面分析施行特教新課綱可能遭遇之問題，

希望能提供全面實施特教新課綱之參考。 
 
貳、實施特教新課綱需考慮的三大

層面及相關問題探究 
（一）在政策推動與行政執行層面上的問題 
1. 九年一貫課綱執行層面相關研究 

    行政執行層面主要是指教育主管

機關的政策推動、學校行政的領導與支

持及相關配套措施。在本層面過去推動

九年一貫課綱所遭遇的問題敘述如下： 

    推行課程改革需要校長的課程領

導與學校行政的深入瞭解與支持，否則

會造成教學現場教師自行摸索而產生

無所適從之感（游進年，2007），過去

的研究（如宋佩芬、周鳳美，2003；陳

明鎮，2002；劉祐彰、王全興，2012；
潘道仁，2003）顯示行政機關支援機制

不能配合學校需求、行政單位與專家學

者對九年一貫課綱的理解與詮釋不

同，會使得學校與教師無所適從，以致

於影響實施成效。在配套措施方面，九

年一貫的相關研究（高博銓，2005；許

德便，2006；葉瑞珠，2003）結果指出，

若無適當的配套措施，其執行效果將會

打折，而相關的配套措施包括，應提供

各學習領域課程設計的範例供教師參

考、傾聽教學現場教師的心聲、教學相

關設備經費需足夠等。 
    此外，為確保教學現場教師能充分

了解新課程，根據研究指出（宋佩芬、

周鳳美，2003；吳雪菁，2002），教師

們認為「工作坊」或「產出型」的研習

或同儕視導，對於教師理解及實施新課

程的實質助益較大。 
2. 特教新課綱在此層面之問題探究 

    若以上述所整理之過去推動九年

一貫的課程經驗而言，在推動特教新課

綱時，我們可知的問題包括：需要讓國

中、小學校長瞭解特教新課綱並在行政

方面提供學校特教教師足夠的行政（例

如排課）與教學資源的支持；提供特教

教師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進行能力

指標的調整、教學活動設計與個別化教

育計畫的參考範例，使教師們在編輯撰

寫教材與 IEP 上較不會產生困難；藉由

新課綱工作坊或實施特教新課綱的同

儕實務分享，應能減輕教師的教學負

擔，讓教師在課程調整上較為順手。 
（二）在師資結構與進修層面上的問題 
1. 九年一貫課綱執行層面相關研究     

    教師的參與意願、教學信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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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因應新課程有所改變，無法體認到

原本教學的缺乏之處，改革便無法產生

內在動力（邱才銘，2002；張雅雯，

2001），再者有研究（趙秋英，2004；
鄭美玉，2001；韓明梅，2002）也顯示

教師人力和專業能力是亟待加強的項

目，九年一貫課綱使得教師感受到不同

以往的教學模式，因此在教材的掌握和

課程準備上更需思考良好的教學方

案，若教師對新課程運作不清楚，不知

如何著手，以致於未達到預期效果，更

易使得教師惶惶不安；而教師員額編制

的不足、專業設計教材能力需加強，或

是教師專業能力不符教學現場需要，若

再加上初施行九年一貫課綱期間，教師

們之間需溝通整合意見、蒐集教學資

料，有時還要支援學校行政工作，更使

得教師工作負擔加重，可能會造成教師

無法有效實踐新課程，因此對實施九年

一貫課綱感到困難（葉瑞珠，2003；游

進年，2007）。 
    另外，吳雪菁（2002）、邱才銘

（2002）與潘道仁（2003）等研究顯示，

為因應新課程推動，急需協助的項目

有，配合新需求而調整師資課程、增加

教師進修、研習和專業成長機會，以及

增加教師第二專長及領域培訓的管道。 
2. 特教新課綱在此層面之問題探究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指出，推動特教

新課綱可能面臨的問題有：在推行新課

程時，教師的參與意願、教學方法和態

度要有所調整，否則可能無法適應特教

新課綱帶來的改變；又由於特教新課綱

的教學不同以往的課程模式，係以調整

九年一貫課綱為主，但是特教教師並不

一定具有普通教師證或其他領域的專

長，有可能對於教師的專業能力、課程

準備和教學資源上會有所挑戰，因此需

要增加特教教師進修、研習及學習第二

專長的機會。 
    教師人力的不足亦是可能遇到的

困境，特殊教育學生是個別差異大且異

質性高的群體，在課堂中光是處理學生

的事務時，便會使得教師分身乏術，若

還要兼顧其他學生的教學，在沒有多於

輔助人力協助的情況下，上課可能會因

此暫時中斷，或是無法按原訂計畫進

行，若要符應新課綱的組內分組以及個

別化、差異化等因材施教的理念精神，

因此支援人力是不可或缺的，但在目前

學校教師有限的人力下要施行特教新

課綱，可提供教師因應之道，才能避免

因支援人力不足影響新課程的推行。 
（三）在課程變革與實務層面上的問題     
1. 九年一貫課綱執行層面相關研究     

     九年一貫課程相關研究（邱才

銘，2002；鄭美玉，2001；韓明梅，2002）
顯示，新課程計畫沒有前例可循、教材

版本不同、課程銜接不易、課程設計缺

乏經驗與檢討修正機會，以及課程組織

運作缺乏時間和能力，這些都使得課程

發展不易，造成計畫與現實情況有所落

差。 
    而有關課程實施的研究（吳雪菁，

2002；葉瑞珠，2003；趙秋英，2004）
發現，九年一貫的能力指標敘述過於籠

統、複雜，造成老師要能明確轉化為行

為目標有困難，且不易融入課程設計，

而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欠缺合宜評量工

具，進行評量時容易感到困難或有公平

性的疑慮，這些均使得課程設計與教學

實施不易完全配合。 
    此外，九年一貫課程推動時，學校

的班級課表不易排定，或是授課時間安

排，多以學校行政考量優先處理，因此

課程的安排調整上可能會有一定的難

度（張雅雯，2001；游進年，2007）。 
2. 特教新課綱在此層面之問題探究 

    從九年一貫相關研究的經驗指

出，新課程的調整和評量在缺乏前例可

循，或是教師對課程內容的不熟悉，可

能會造成實際教學課程和教學計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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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而特教新課綱是要將九年一貫的

課程經由簡化、減量、分解、替代…等

原則做彈性調整以適合特教學生，因此

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勢必要有所了

解並熟悉其內容，而且隨著年級增加，

普通教育課程內容的抽象性和複雜度

亦升高，不少內容多需簡化甚至刪除，

也因此在設計符合班上每一位學生的

課程實屬不易，而如何增進教師對教材

的熟悉度又可以讓教師進行教學時立

即上手，若能有足夠的範例教材和參考

資源便顯得非常重要，因此需重視相關

配套措施的完整性及強化教師的準備

度。 
    再者，特殊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簡稱 IEP），亦要將調整後的九年一貫

課綱的能力指標納入其中，因此特教教

師要配合個別學生設計、轉化調整、提

供合適的評量方式和標準，對特教教師

而言亦是一大挑戰，因此，若能提供 IEP
的範例和格式，各領域可供參考的教案

和評量相關內容資訊，讓教師在能力指

標的設計和調整上有所依循，也好在施

行特教新課綱時不至於毫無頭緒，徒增

困難。 
    而特殊教育的排課問題一直是有

資源班的普通學校時常面臨之問題，在

特殊教育的現場上，混齡的特教班級，

由於學生個別程度差異大，學習領域和

需求不同，因此在編排課程和課表可能

會有困難，尤其受限各校特性與限制，

仍有資源班排課無法完全抽離，也因此

對於排課的部分若能給予各校自由彈

性處理，不堅持要全部抽離，或是將能

達成完全抽離的學校做法和方式分享

予其他學校，相信能減少因排課問題而

產生之特教新課綱推動阻力。   
 

參、結語 
根據以上敘述來看，特教新課綱是強

調融合教育與課程調整的精神理念，並非

所有教學現場的情況都能涵括在內，更不

可能給予既定的教學模式，要求教師照本

宣科，當然如果有足夠的參考範例供教師

參考，在教學執行上會是比較容易的。不

過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思考的是，配套措施

的不夠完善是否能做為抗拒施行特教新

課綱、排斥改變的理由？針對學生特性進

行課程調整，原本就是特教教師應該具備

的專業能力，教師倘如缺乏充足的教材範

例，便更要嘗試努力運用自身的專業能力

調整課程。既然是「特殊」教育，便要不

同於普通教育，如果只是把普通教育課程

拿來直接使用，便不符合特殊教育的精

神，不管是特教新課綱本身或是應用手冊

等都只是參考用，書面資料是僵化的，只

有活用在教學上才是可行的。 
此外，綜合以上特教新課綱推行可能

面臨的問題，諸如學校行政的支持、課程

的調整、專業的師資、教師的人力、教材

的範例、IEP 的撰寫以及排課的方式等，

若能在推行期間或更早之前適時改善並

給予支援協助，一旦有學校行政的支持與

配合、教師間的互助和共識，專家學者的

親臨指導或是試辦學校教師的示範溝

通，在全面推行上勢必能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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