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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事能力－擦拭與刷洗） 
教 學 目 標 會用肥皂手洗小毛巾 設 計 者 蔡秀琴 

編    號 2-1-14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弱視/全盲多障生 
年    齡 7歲 

教 學 情 境 有水槽的地方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或小組教學 

教 學 資 源 臉盆 2個，小毛巾若干條，洗衣板，肥皂，小球若干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準備幾個小球，與學生玩推球遊戲。 

2 .對學生說：球髒了，我們將球洗一洗。 

3 .將球放進臉盆裡，與學生一起洗球並將球擦乾（配合兒歌：我們大家來 

  洗球，洗洗洗洗洗乾淨；我們大家來擦球，擦擦擦擦擦乾淨）。 

二、發展活動：  

對學生說：我們也將小毛巾洗一洗。 

* 以完整連鎖方式教學，當學生對一個步驟，提供口頭讚美；如果學生做 

  的不正確或不知道怎麼做，口頭糾正或重新演練。 

工作分析： 

1 .先把小毛巾泡泡水： 

1-1. 將臉盆放在水槽上。 

1-2. 把待洗小毛巾放進臉盆裡。 

1-3. 打開水龍頭。 

1-4. 裝適量的水（蓋過小毛巾高一些）將小毛巾浸濕。 

1-5. 關水龍頭。 

2 .再將肥皂抹一抹： 

  2-1. 將洗衣板斜放入水槽。 

  2-2. 從臉盆裡拿出一條小毛巾。 

  2-3. 將小毛巾平放在洗衣板上。 

  2-4. 左手按住小毛巾，右手拿肥皂塗抹小毛巾。 

2-5. 把肥皂放進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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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把毛巾洗一洗： 

  3-1. 左手抓小毛巾的一端，右手抓另一端，由前往後搓揉十次。 

  3-2. 翻面，同前步驟洗一洗。 

  3-3. 打開水龍頭。 

  3-4. 搓洗小毛巾將泡沫沖掉。 

3-5. 關水龍頭。 

  3-6. 擰乾小毛巾。 

  3-7. 將洗好的小毛巾放入另一個乾淨的臉盆。 

  3-8. 再從臉盆裡拿出一條小毛巾。 

  3-9. 重複 2-3到 3-7的步驟直到將臉盆理待洗的毛巾洗好。 

三、綜合活動 

1 .協助學生清理水槽。 

2 .協助學生將物品歸位。 

3 .協助學生掛曬小毛巾。 

 

備註： 

＊ 教學策略： 

1 .完整連鎖：是教師每次執行教學都必須從第一個步驟到最後一個步驟進 

  行完整的教學。在每一個步驟的教學都必須依照學生的反應，給予適當 

  得回饋，直到該項技能達到及格標準。 

2 .回饋方式：增強：依照學生的喜好給予原級增強、社會性增強。 

            改正：對於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動作，以口頭糾正或重新演練。 

            提示：口頭提示、或身體協助。對弱視者可採示範提示。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會將臉盆放在水槽上      

1-2 會把待洗小毛巾放進臉盆裡      

1-3 會打開水龍頭      

1-4 會用臉盆裝適量的水浸濕小毛巾      

1-5 會關水龍頭      

1-6 會將洗衣板斜放入水槽      

1-7 會將小毛巾平放洗衣板抹勻肥皂      

1-8 會將肥皂放回原位      

1-9 會前後搓洗小毛巾      

1-10 會將毛巾上的泡沫沖洗掉      

1-11 會擰乾小毛巾      

1-12 會將洗好的毛巾放在乾淨的臉盆      

得分

 評量標準： 
1. 完全依賴 
2. 需動作協助 
3. 需口語提示協助 
4. 偶需協助 
5. 獨力完成 

總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及格標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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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事能力－擦拭與刷洗） 
教 學 目 標 會辨認與選擇打掃器具 設 計 者 林雪梅 

編    號 2-1-14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重障礙（中度智障包 
括弱視） 年    齡 15-18 

教 學 情 境 打掃時間在教室及公共區域 

教 學 型 態 分組教學 

教 學 資 源 教室桌、椅、掃把、水桶、抹布、畚箕、拖把、垃圾桶、刷子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老師告訴學生要做大掃除，並將學生分類。 
    2 .詢問學生可以做什麼樣的工作，如誰要掃地、誰要擦桌子，每位同學選擇 
      一項自己可以勝任的工作。老師可以在一旁協助並作各種器具功能的解說 
      。 
二、發展活動：  
    1 .老師將各項打掃器具排列於前，並告訴學生各項器具的名稱。 
    2 .讓學生用手觸摸每一樣器具的形狀、加以辨識。 
    3 .協助學生操作各項器具並加以區分其功能。 
    4 .學生自己選擇一項器具由老師協助選擇。 
    5 .學生所選擇的器具是否適用於工作項目。 
    6 .依照學生的程度及工作能力、分配或選擇打掃工作；其他學生有弱視的學 
      生可以選擇掃地或拖地；有的可以刷水槽；有的可以擦桌椅；有的可以負 
      責倒垃圾。 
    7 .學生一邊打掃、一邊聽音樂保持愉快心情。 
    8 .學生能正確選擇或指認什麼樣的心情配合什麼樣的器具。 

備註：教學策略 
    1 .老師帶學生用手觸摸每一項器具。 
    2 .老師用口頭敘述每一項器具的功能。 
    3 .老師用肢體協助學生，教學生如何使用器具。 
    4 .學生熟悉方法後；老師在一旁口頭提示，讓學生自己做。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學生會分辨各項器具的形狀      

1-2 學生會指認或說出各項器具的名稱      

1-3 
學生會安靜的聽老師講述器具的功能

與作用 
     

1-4 
學生能分辨打掃工作要配合恰當的器

具。 
     

1-5 
學生能配合打掃的工作並選擇或指認

出自己的器具 
     

1-6 學生會用小刷子刷水槽      

1-7 學生會拿抹布與水桶擦桌子      

1-8 學生會拿拖把與水桶拖地      

1-9 學生會用掃把與水桶拖地      

1-10 學生會將垃圾丟入垃圾桶      

1-11 學生能正確使用各種器具      

1-12 學生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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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事能力－擦拭與刷洗） 
教 學 目 標 會以乾抹布擦拭音響 設 計 者 林淑玫 

編    號 2-1-14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重障礙生 
年    齡 十歲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分組教學 

教 學 資 源 音響、抹布 

教學活動： 

1、 老師解說音響的主要功能—錄音與播放音樂。 

2、 老師開始解釋，當經過一段時間，空氣中的灰塵會停留在音響四周，所以必

須為其清潔，但是音響是電器故不可接觸與液體有關的東西。所以不能以濕

抹布擦拭，另外當清潔音響前應先拔掉插頭。 

3、 老師拉者學生的右手觸摸插座與插頭，一面解釋其名稱一面提醒學生，當手

是濕的時候不可觸摸插座與插頭，必須以乾抹布擦乾守候才可觸摸插座與插

頭，引導學生以拇指及食指捏住插頭的兩側，稍微用力拔出。 

4、 老解說乾抹布是經過空氣陰乾或太陽曝曬之抹布，且請同學觸摸。 

5、 老師解說濕抹布是經過自來水搓洗過之抹布，且請同學觸摸。 

6、 老師發給每一個同學乾抹布與濕抹布各一條。 

7、 請同學觸摸且將乾抹布選出。 

8、 老濕的手放置於學生的手臂上，教導學生其左右擦拭音響，且力度要輕巧，

以免壓到音響的按鈕。 

9、 由學生自行左右擦拭，待其完全熟練為止。 

10、 老濕的手放置於學生的手臂上，教導其上下擦拭音響，且力度要輕巧，以免

壓到音響的按鈕。 

11、 由學生自行上下擦拭，待其完全熟練為止。 

備註：教學時必須以口語及身體的協助引導學生。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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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摸出音響的插頭      

1-2 會將插頭拔離插座      

1-3 會分辨乾抹、濕抹布      

1-4 會左右平行擦拭音響      

1-5 會左右上下擦拭音響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177－

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事能力－處理垃圾） 
教 學 目 標 鋁箔包的資源回收 設 計 者 蔡秀鳳 

編    號 2-1-16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全盲＋輕中度智障 
年    齡 6-9歲 

教 學 情 境 在教室中 

教 學 型 態 團體教學 

教 學 資 源 鋁箔包的飲料數瓶、資源回收箱、空的鋁箔包未壓扁的數個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老師說今天要請同學飲料，讓每位同學挑選一瓶飲料，在同學一邊飲用的同

時，請問學生喝玩飲料之後要如何處理？ 
二、發展活動：  
    1 .從學生回應中，說明今天課程內容：鋁箔包的資源回收。 
    2 .等學生飲料完畢後，請學生將鋁箔包拿到水龍頭下沖洗乾淨。 
    3 .沖洗完畢後，先瀝乾，老師先將事先準備的空鋁箔包發給同學。 
    4 .請學生先摸出鋁箔包上插吸管的地方，告知有吸管插洞的上方。 
    5 .請學生在上方的兩側找出兩個三角形的形狀，稱之為耳朵，找到後，讓學生

將找到的兩個三角形往上拉起。 
    6 .請學生在下方找出兩個三角形的形狀，稱之為腳，找到後，讓學生將兩個三

角形往下拉起。 
    7 .等四個角皆拉好後，請學生順著盒形將其壓扁。 
    8 .引領學生到資源回收箱放置的地方，找到箱外貼有鋁箔包的回收箱，將其已

壓扁鋁箔包投入。 
    9 .老師說明將飲用後鋁箔包沖洗乾淨壓扁，可以減少垃圾的空間，方便座資源

回收。 
三、綜合活動： 
    利用之前已洗淨的鋁箔包，再重複一次之前的步驟，讓學生能熟悉如何將鋁箔

包壓扁回收。 

備註：在教學過程中，盲生可能無法達到教學者要求，教學者可以藉由肢體、口頭

的協助，重複多次的練習來達到學習目標。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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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參與課程活動的進行      

1-2 能表示或說出飲料罐處理方式      

1-3 能將飲畢的鋁箔包沖洗乾淨      

1-4 能找到鋁箔包上方的兩個角      

1-5 能將鋁箔包上方兩個角拉起      

1-6 能找到鋁箔包下方的兩個角      

1-7 能將鋁箔包下方兩個角拉起      

1-8 能將鋁箔包壓扁      

1-9 能找到鋁箔包的回收箱      

1-10 能將鋁箔包投入回收箱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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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認識家具） 
教 學 目 標 認識家具中的桌子和椅子 設 計 者 蔡秀鳳 

編    號 2-2-1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全盲＋中重度智障 
年    齡 5-8歲 

教 學 情 境 在生活教室或家中客廳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教學 

教 學 資 源 桌子、椅子（有椅背或無椅背、高椅子或低椅子）、櫃子、椅墊、餅乾

&教學活動： 

◎教學潛在教學場所擺放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 
一、引起動機： 
    1 .讓學生在生活訓練室中實地的摸摸桌子和椅子，老師引導學生說出摸到的感

覺（粗粗的、冰冰的、硬硬的……等）。 
    2 .讓學生猜猜看她所摸到的是什麼東西？（可評估學生對這兩樣家具認識有多

少）。 
二、發展活動：  
    1 .從學生引起動機的回應，可知道學生對桌子或椅子的初步認識，進而說明今

天的活動內容：認識桌子和椅子。 
    2 .實地的帶領學生去摸摸桌子的樣子，介紹名稱、桌子的架構、形狀和用途。
      名稱：桌子 
      架構：桌面、四隻桌腳 
      形狀：圓形、長方形或正方形 
      用途：用餐、放東西或寫功課…等 
    3 .帶領學生去摸摸椅子的樣子，介紹名稱、架構、形狀和用途。 
      名稱：椅子 
      架構：椅背、座面、椅腳、高矮 
      用途：讓人坐在椅上休息、吃飯、上課…等 
    4 .介紹過桌子和椅子之後，再次讓學生摸摸桌子和椅子，練習區辨兩者，指認

出桌子和椅子。 
    5 .說明桌子和椅子若要配合使用，要考慮桌子和椅子的高度。強調桌椅在日常

生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三、綜合活動： 
    1 .將櫃子、桌子和椅子放在生活訓練室中，請學生區辨出椅子將椅墊放在椅子

上，並說出椅子的用途，做對了給予獎賞。 
    2 .請學生將餅乾放在桌子上，能找出桌子放好餅乾，且說出桌子的用途，答對

的給予獎賞。 

備註：若盲生無法自己參與活動，教學者可以透過肢體、口頭的指引來幫助盲生 
      ，使學生能於活動獲得學習。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參與課程活動的進行      

1-2 
能在老師所提供的答案中表達出或說

出摸到桌子的感覺 
     

1-3 
能在老師所提供的答案中表達出或說

出摸到椅子的感覺 
     

1-4 能跟老師仿說『桌子』的名稱      

1-5 能跟老師仿說『椅子』的名稱      

1-6 能在多樣的家具中指出桌子      

1-7 能在多樣的家具中指出椅子      

1-8 能將椅墊放在椅子上      

1-9 能將餅乾放在桌子上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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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鑰匙的使用） 
教 學 目 標 用鑰匙鎖門 設 計 者 趙 淑 敏 

編    號 2-2-3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重障礙（中度） 
年    齡 13-15歲以上 

教 學 情 境 教室、家中及自己的臥室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小組 

教 學 資 源 鑰匙一把、鑰匙和鎖數副、有鎖的門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為何你得鎖門？（預防陌生人闖入、保護你的財產…） 

2. 什麼時候你需要鎖上門？（離開屋子前；晚上在家心裡卻感到不安全） 

二、發展活動  

1. 先讓學生認識不同種類的鎖 

2. 向學生強調鎖門的重要性 

3. 向學生示範鎖門的動作，其步驟如下： 

（a）老師帶領學生走到門外 

（b）拿出門鎖的鑰匙 

（c）一手去找尋門上的鎖孔，找到按住 

（1）另一手拿鑰匙插入鎖孔內 

（2）將鑰匙往右或左扭動（這時會有扣上的聲音，可依此辨別門已關） 

（3）將門把往下壓，往前推，確定門已關 

（4）將鑰匙自鎖孔內拔出 

（5）將鑰匙放入口帶（或袋子裡） 

三、綜合活動 

1.讓學生實際操作 

 

備註： 

1. 要先帶學生的手及老師口語講解示範一次 

2. 門若是沒有鎖好，請學生重複 e、f的動作 

3. 沒有口語能力者用筆比的。例如：「害怕」拍拍胸口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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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會用手找門上的鎖孔      

1-2 能將鑰匙插入門上的鎖孔內      

1-3 會轉動鑰匙      

1-4 會抓握門把桿往下壓，往前推      

1-5 會確定門已關好      

1-6 
會將鑰匙放在安全處（例如：口袋、

袋子裡） 
     

1-7 會辨別不同種類的鎖      

1-8 會說出兩項鎖門的重要性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1.工具的使用

2.安全與維護） 
教 學 目 標 會用安全剪刀剪紙 設 計 者  

教學時間   40分鐘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障 
編    號 2-2-6；2-2-7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團體 + 一對一指導 

教 學 資 源 安全剪刀數把、色紙 1-2包 

教學活動： 

一、 引起動機：【3分鐘】 

老師剪紙，請學生仔細聽聲音。讓學生猜猜看剛才聽到的是什麼聲音？ 

二、發展活動：【30分鐘】 

1、 安全提醒：在學生接觸剪刀之前，先告訴學生用剪刀時應注意之安全，例

如：拿剪刀時不可亂跑、追逐玩耍等、不可將銳利的一端朝向他人及小心

使用以避免剪到手指…..。 

2、 將剪刀及色紙放在學生面前，請學生去摸摸剪刀以了解其構造（或由老師

帶著孩子的手去摸剪刀）；也讓學生摸一摸色紙的觸感。 

3、 把剪刀、色紙放回桌面。 

4、 指導學生剪刀的拿法及傳遞方式： 

（1）一一指導每位學生手執剪刀的動 

作。 

（2）每位學生輪流與老師作剪刀之傳遞 

動作。 

（3）全班學生練習傳遞剪刀一次。（唱著歌進行， 

並在傳之前再提醒一次安全問題；如果全班表現很好可給予適當之增強。）

5、 教師帶著學生的手作完整的剪紙動作。 

6、 在學生實際操作之前仍然作安全之提醒。 

7、 讓學生一個一個練習剪紙，老師在旁指導與糾正。 

 

老
師 

小
朋
友2 

小朋友 3 

小朋友 1 

傳遞剪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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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7分鐘】 

1、 老師講述學生今天之表現情形。 

2、 請學生把剪好的色紙集中放在紙箱內（作為下次美勞課之材料）。 

3、 請每位學生把剪刀交還老師。 

4、 安全放置及物歸原位之指導。 

 

備註： 

1、 歌曲：使用剪刀（¯2），要小心（¯2），拿剪刀不亂跑，拿剪刀不玩耍， 

我最棒（¯2）【套用「兩隻老虎」的曲調】 

2、學生操作時，務必一個一個看著他做（必要時提供身體協助）。 

3、如果學生操作情形很不錯，可嘗試以一般剪刀進行另一次教學活動。 

◎4、教學目標中“安全與維護”之指導與“工具的使用”合併在一個教學活

動，目的在於運用隨機教學法，在自然的情境中教導學生達到此兩項目標。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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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從桌面上找到剪刀      

1-2 會把大拇指穿進手把洞口      

1-3 會把食指與中指穿進另一個洞口      

1-4 會用手部力量把剪刀打開      

1-5 會把紙張放在剪刀口上      

1-6 會用剪刀把紙張剪斷      

1-7 會正確的傳遞剪刀      

1-8 
會說出剪刀使用不當的後果（至少

一項） 
     

1-9 會說出剪刀使用後要放回原處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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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認識家電用品） 
教 學 目 標 能認識電扇 設 計 者 林信君 

編    號 2-2-8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輕度智障 
年    齡 7歲 

教 學 情 境 學校教室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 

教 學 資 源 電扇、玩具風車、紙板 

一、引起動機 

   1、炎熱的夏天有什麼刀法可以讓自己涼快些?(請學童試著發表意見)。 

   2、準備實物教貝：紙板、小型馬達風扇(裝電池的)，引起學童學習動機。 

二、教學活動 

   1、讓學生體會用紙板煽風，有風吹拂而來的涼快感。 

   2、讓學生手拿玩具風車，並觸摸風車的外型、構造以及瞭解葉片可旋縛的特性，

並輔以老師的口語解說，讓其體會用力旋轉風車葉片而造成風的產生，且轉

動愈快風就愈大。 

   3、拔去插頭，拆開電扇護網，讓學生實際觸摸電扇扇葉，讓其瞭解到電扇和玩

具風車構造原理的相似性。 

   4、介紹有護網的裝置是為了防止電扇運轉時誤觸扇葉而受傷，並要特別強調平

時不可隨意拆下護網或將手指伸入運轉中的電扇中。 

   5、介紹電線與插頭的功用，並讓其實際觸摸感受物體的構造形狀。 

   6、說明使用電扇的步驟：1先插上電源 2再接開關。 

   7、實際讓學童感受電扇帶來的清涼舒適。 

   8、說明關閉電扇的步驟：1按開關 2再拔掉電源。 

工作分析: 

  1.引導學童找到電扇的位置。 

  2.說明插電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3.練習正確的插電力法。 

  4.說明開啟電源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5.練習正確的開啟和關閉刀法。 

  6.加強練習電扇的使用步驟。 

  7.加強練習關閉電扇的步驟。 

教學策略：《教師需特別注意叮嚀學童使用電器的安全》。 

   l.手濕濕的時候不可去按電器開關。 

   2.不可將手指或異物插入運轉中的電扇。 

   3.老師引導學童認識電扇各部構造時，應予以說明解釋；並給予必要的肢體協

助，幫助學童建立正確的觀念。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指出電扇的各部基本構造：扇葉      

1-2 能指出電扇的各部基本構造：護網      

1-3 
能指出電扇的各部基本構造：電線

和插頭 
     

1-4 能指出電扇的各部基本構造：開關      

1-5 能說出護網的功用      

1-6 能說出電線和插頭的功用      

1-7 能說出電扇的使用步驟      

1-8 能說出電扇關閉的步驟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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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使用家電用品） 
教 學 目 標 會使用電扇 設 計 者 林信君 

編    號 2-2-9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輕度障礙 
年    齡 7歲 

教 學 情 境 學校教室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 

教 學 資 源 電扇、插座 

一、引起動機: 

    1、請問學童：現在天氣很熱，怎麼樣可以讓我們涼快些呢?(延續上節課的觀念，

請學童試著回答) 

    2、教師向學童提問:誰能說出使用電扇的正確方法?誰就可以去開電扇。 

二、教學活動: 

    1、引導學生找到電扇的位置，並提醒周圍有那些物品。 

    2、檢查電源插頭是否插上。 

    3、引導學生找到電源插座的位置。 

    4、加強說明插電時的安全須知: 

      （1）潮濕的手不可去插電。 

      （2）不可隨意用東西或手指插入插座內。 

      （3）教導正確持用插頭的刀法。 

    5、教導如何正確約完成插電的步驟: 

      （1）先學會用辨認插座孔的方向。 

      （2）插頭方向配合插座孔方向。 

      （3）慢慢插入並學會調整刀向。 

    6、加強說明運轉時的安全須知: 

      （1）避免用潮濕的手開啟或關閉電源。 

      （2）運轉時不可隨意用東西或于指插入旋轉中的葉片。 

    7、找到運轉開關實際操作練習，感受各階段風力的強弱，以及如何關閉。 

    8、說明開啟電扇的步驟：(l)插上電源 (2)再接開關。給予實際操作練習。 

    9、說明關閉電扇的步驟：(l)按開關 (2)再拔掉電源。給予實際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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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析: 

  1.引導學童找到電扇的位置。 

  2.說明插電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3.練習正確的插電力法。 

  4.說明開啟電源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5.練習正確的開啟和關閉方法。 

  6.加強練習電扇的使用步驟。 

  7.加強練習關閉電扇的步驟。 

 

教學策略: 

《叮嚀學童使用電器的安全》 

   1.手濕濕的時候不可去按電器開關。 

   2.不可將手指或異物插入運轉中的電扇。 

     《多給予練習的機會》 

   1.指引正確方向，在旁協助保護學童。 

   2.適時的鼓勵與讚美，增強學童的自信心。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找到電扇所在位置      

1-2 能說出插電時的安全注意事項      

1-3 能正確完成的插電動作      

1-4 能說出開啟電源的安全注意事項      

1-5 能說出電扇的使用步驟      

1-6 能正確完成啟動電扇的動作      

1-7 能說出關閉電扇的步驟      

1-8 能正確完成關閉電扇的動作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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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使用家電用品） 
教 學 目 標 會使用微波爐調理食物 設 計 者 林淑茹 

編    號 2-2-9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中度智障 
年    齡 12歲 

教 學 情 境 廚房或教室 

教 學 型 態 第四節或午餐時間 

教 學 資 源 微波爐、冷凍食品（包子）、瓷器盤子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小朋友你們現在肚子餓不餓，想不想吃熱騰騰的食物，你們知不知道有一種又

快又方便的方法(聽取學生的舊經驗)，然後展示微波爐，並告之小朋友，這個

叫作「微波爐」。 

二、發展活動: 

 1.先介紹微波爐的構造、部位、名稱，並讓學生用手觸摸熟悉。 

 2.活動「一比丫丫」 

   經由「一比丫丫」的活動，讓學生熟悉按鍵施力的大小 田慣用手的食指指壓另

一手臂，根據節奏，當唱至「丫」時，便壓下，例如:一比「丫丫」，一比一比

「丫」，……。 

 3.練習將廚房紙巾沾少許水。(沾濕多餘的紙巾可用來擦拭桌面)。 

 4.練習步伐，走 3步(約 50 公分)，遠離微波爐，以防電磁波。 

三、綜合活動「小小廚師」： 

 1.學生能正確拿取盤子，並告之小心勿弄破，才將包子發給學生，並放置在盤子上。

 2.將沾濕的紙巾覆蓋在包子上。(防止包子乾硬) 

 3.準備好的小廚師，可先排隊，等待使用徵波爐。 

 4.將盤子(備妥包子)，放入爐中，然後關門，按「小火」、「一分鐘」、「開始」 

＊微波爐內不能空置不放食物而啟動。 

 5.回到座位，約遠離微波爐 50 公分處。 

 6.聽到「嗶嗶聲」，便可就近打開徽波爐，用隔熱套取出食物。 

 7.大家一起分享鮮美可口的食物。 

 8.告之飲食衛生的重要，以確保身體健康。 

備註： 
1、 烹煮過程中，老師需從旁觀察，若有危險則予以協助。 
2、 盤子勿使用金屬類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將食物放入瓷器盤中（非金屬類）      

1-2 將微波爐門打開      

1-3 將食物放入微波爐中      

1-4 能按小火      

1-5 能按時間（一分鐘）      

1-6 能按開始鍵      

1-7 能將食物取出      

1-8 能跟大家一起分享食物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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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設備－使用家電用品） 

教 學 目 標 
會正確地依照步驟操作錄

音機 
設 計 者 賴清容 

編    號 2-2-9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障 
年    齡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個別教學 

教 學 資 源 ◎錄音機 ◎兒歌錄音帶 

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老師先準備好「甜蜜家庭」之兒歌錄音帶及錄音機。 

二、發展活動： 

1、 老師放小朋友喜歡聽的兒歌「甜蜜家庭」引起兒童操作錄音機的興趣。 

2、 教小朋友將錄音帶放入錄音機中。 

3、 指導小朋友錄音機支各種按鍵功能。（須做記號） 

 例： 按下鍵以 為代表符號。 

停止鍵以 為代表符號。 

取出鍵以 為代表符號。 

前進鍵以 為代表符號。 

後退鍵以 為代表符號。 

錄音鍵以 為代表符號。 

4、 會將錄音帶取出。 

5、 關上卡夾門。 

三、綜合活動：由小朋友放甜蜜家庭之兒歌錄音帶給大家聽，並共同哼唱。 

 

備註： 

◎ 老師需將錄音帶之各種按鍵做上下不同的記號或凸點符號，以作為小朋友之辨認

標誌。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將錄音機電線插電。      

1-2 
按 eject取出打開鍵 使用夾門打

開。 
     

1-3 決定錄音帶放置方向。      

1-4 放入錄音帶。      

1-5 關卡夾門。      

1-6 按 play按下鍵 ，聽內容。      

1-7 按 stop停止鍵 。      

1-8 按 eject取出鍵 。      

1-9 取出錄音帶。      

1-10 關上卡夾門。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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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倫理－家庭關係） 
教 學 目 標 能說出家中的成員 設 計 者 蕭佩令 

編    號 2-4-2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重障礙（弱視+智能障
礙） 年    齡 十歲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 

教 學 資 源 錄音帶、錄音機、照片、繪製家居生活的圖畫 

＊準備活動： 

Ê 準備家中成員的照片（全家福照片、個人獨照）。 

  Ê 錄製家中成員活動聲音的錄音帶。（爸爸讀報聲、媽媽招呼全家用餐、姊姊唱

歌、學生自己玩玩具）。 

一、引起動機： 

  Ê 播放【甜蜜的家】兒歌，老師與學生一同隨著錄音帶歌唱。 

  Ê 配合歌曲同時揭示一張繪製【甜蜜的家】的圖畫。 

二、發展活動：  

1、 告訴學生剛剛所唱的歌曲是關於家庭生活的描述，問學生知不知道家裡有什

麼人？讓學生回答可視情況給予提示。 

2、 拿出全家福照片讓學生從中指認： 

2-1爸爸 

2-2媽媽 

2-3姊姊 

2-4自己 

3、 老師在桌上展示家中成員的獨照，讓學生一老師只是挑出正確的照片： 

3-1爸爸 

3-2媽媽 

3-3姊姊 

3-4自己 

4、 播放錄製家中成員從事特定活動的聲音錄音帶讓學生聽一次，老師從旁解說

告知讀報聲為爸爸、招呼全家用餐為媽媽、姊姊在唱歌、玩玩具的是自己。

重新播放，當學生聽到家中成員聲音時會舉手回答： 

 



 －196－

4-1爸爸 

4-2媽媽 

4-3姊姊 

4-4自己 

5、 錄音帶與個人照片配合，學生聽到聲音會找到正確的照片： 

5-1聽到讀報聲能知道是爸爸，並知道爸爸的照片。 

5-2聽到招呼全家用餐知道是媽媽，並知道媽媽的照片。 

5-3聽到唱歌知道是姊姊，並找到姊姊的照片。 

5-4聽到完玩具知道是自己，並找到自己的照片。 

三、綜合活動： 

    Ê共同以遊戲方式統整學習讓聲音的辨識與照片的指認相互配合以確定學習成

效。 

    Ê播放一卷路有各種聲音的錄音帶，讓學生反覆聆聽： 

1. 請學生在聽到家中成員聲音時，找尋其照片並貼在老師準備的小黑板上 

。 

2. 老師在黑板上張貼衣服居家圖片，其中有家中成員在餐廳、客廳的位置。

老師敘述家中成員的活動，讓學生聽到指定成員時能找出正確的照片，並

會拿起照片貼在居家圖中正確的位置。 

3. 活動完成後師生一起欣賞圖片哼唱【甜蜜的家】歌曲。 

 

備註： 

＊這是為弱視兼智能障礙學生設計之教學活動，因為學生視力上的障礙，或動進行

時老師儘可能多以口頭說明、協助，使用圖片時盡量放大，以利整個教學活動順

利進行。 

＊學習對象若為盲生，則取消圖片、照片與聲音配對的活動，讓學生聽聲音後能回

答問題即可。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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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隨著老師哼唱【甜蜜的家】      

1-2 能在老師提示下說出家中成員      

1-3 能從全家福照片指出家中成員      

1-4 能從獨照中找出家中成員      

1-5 能指認家中成員的聲音      

1-6 
能將家中成員的聲音與照片正確配

對 
     

1-7 能完成指定圖畫中照片的黏貼      

1-8 能講述家中成員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198－

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倫理－日常生活） 

教 學 目 標 
能正確使用錄音機聽錄音

帶 
設 計 者 蕭佩令 

編    號 2-4-3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重障礙（弱視+智能障
礙） 年    齡 十歲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 

教 學 資 源 錄音帶、錄音機、自製放大錄音帶機按鍵圖卡 

＊準備活動： 

Ê 準備一卷兒歌【只要我長大】錄音帶。 

    Ê 準備一台功能簡單易操作的錄音帶。 

一、引起動機： 

    Ê 播放一段學生喜愛的兒歌【只要我長大】吸引其注意。 

Ê 問學生想不想聽完整首歌？並且學習操作錄音帶聽錄音機。 

二、發展活動：  

Ê 讓學生觀察並觸摸錄音機，熟悉錄音機的外形，進行操作錄音機的教學 

Ê 老師先將錄音機的控制按鍵放大做成圖卡展示於小黑板上，配合錄音機學

生可以相互對照學習。 

1認識 EJECT鍵。老師指出此鍵圖片，要求學生在錄音帶上尋找相同的按

鈕，知道其正確位置，並實地按壓，藉此瞭解此為卡匣的按鍵。 

2認識錄音機的錄音帶卡匣位置。學生按壓 EJECT鍵打開卡匣後告知此處

是放置錄音帶，由老師示範放入錄音帶。 

3認識 PLAY鍵 。並實地按壓，因為已放入錄音帶，所以當學生按壓時便

開始播放音樂，藉此使學生瞭解此為播放按鍵。隨後就由老師停止音樂。

4認識 STOP鍵■。老師指出此件圖片，要求老師在錄音機上尋找相同的按

鈕，知道其正確位置，指導學生先播放複習前項動作，再按壓停止鍵，

解次瞭解此為停止按鍵。 

5老師拿起錄音帶示範放入卡匣的方向。學生模仿老師動作實地操作將錄

音帶正確放入。 

6學生學會以上步驟，由老師示範連貫動作，學生模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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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按壓 EJECT鍵打開卡匣。 

6-2放入錄音帶並關上匣門。 

6-3按壓 PLAY鍵 播放音樂。 

6-4按壓 STOP鍵■停止音樂。 

6-5按壓 EJECT鍵打開卡匣。 

6-6取出錄音帶並關上匣門。 

三、綜合活動： 

    Ê 讓學生反覆練習，熟悉各按鍵的位置、功能。 

Ê 讓學生自行選擇喜愛的兒歌錄音帶，依學習操作錄音帶的各個步驟，請學

生播放歌曲與老師一起同樂哼唱歌曲。 

 

備註： 

＊這是為弱視兼智能障礙學生設計之教學活動，因為學生視力上的障礙，或活動進

行時老師儘可能多以口頭說明、協助，使用圖片時盡量放大，以利整個教學活動

順利進行。 

＊學習對象若為盲生時，則取消圖片、照片展示，將按鍵改以立體模型讓學生觸摸，

再與錄音機按鍵配合學習。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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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按 EJECT鍵開錄音帶卡匣      

1-2 能正確將錄音帶放入卡匣      

1-3 按 PLAY鍵 聽音樂      

1-4 按 STOP鍵■停止音樂      

1-5 按 EJECT鍵開錄音帶卡匣      

1-6 取出錄音帶並關上匣門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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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倫理－病痛的照顧） 
教 學 目 標 能說出或指出自己的病痛 設 計 者 黃玫彬 

編    號 2-4-6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生或腦性麻痺 

年    齡   國小低年級 

教 學 情 境 保健中心、教室 

教 學 型 態 團體或個人 

教 學 資 源 醫藥箱、尖狀物 

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帶同學搭電梯以遊玩的方式前往保健中心，並在保健中心量身高、體重及測量視力，順

便參觀保健中心的設備。（事先和護士小姐溝通好，並提供餅乾、糖果之類的增強物，讓護

士阿姨送給小朋友，藉此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 
二、發展活動：  
1. 回教室後，馬上和同學討論保健中心的設備有那些？其功能為何？《見註一》 
2. 介紹教室內醫藥箱中的醫藥用品種類及功能，並讓孩子觸摸及辨認其味道。《見註二》 
3. 利用尖狀物（例如：勾針），趁孩童不注意時刺其手臂，觀察其反應是否正確，若反應不
當時應給予糾正，引導其說出或指出何處疼痛（至少會發出聲音或喊痛），老師再適時幫

學生上藥，減輕其疼痛。《見註三》 
三、綜合活動： 
1. 老師說「生病的小女孩」的故事給同學聽，進而說明身體不適的各種可能狀況，且讓同學
知曉，只要一發現身體有異狀，需立刻表達給老師或家長、家人知道，以便能及時做最有

效的處理，以免因延誤而加重病情。 
2. 請同學和大家分享自己曾經有過的病痛，狀況如何？怎麼解決？ 
3. 綜合歸納提醒同學兩點： 

a. 要即時、主動說出或指出自己的病痛。 
b. 要清楚表達「老師或家長須馬上處理」的態度。 

備註： 
註一：引導學生討論重點放在與身體病痛有關的設備或藥品等等部分，例如：割傷或挫傷可

以擦「面速麗達姆」，儘量讓孩子自己回想、自己發言，老師擔任提示者的角色即可。

註二：準備多個幼兒喝藥用的小量杯，將想要孩子認識的藥品分別裝入些許，幫孩子的手指

沾上一點兒，湊近鼻子下方聞一聞，並抹在手臂上，試試感覺如何？教過一回後，可

將小量杯編號，以抽點的方式，讓學生嘗試去辨認藥品名稱、味道及用途。 
註三：老師在上藥前可詢問學生應使用那種藥品才適當，及使用理由。 
註四：老師說故事時可用玩偶邊演邊說，音調起伏分明，最好再加上動作表情，較能吸引孩

子的注意力。說故事時間約 5-10分鐘為佳。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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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用手觸摸保健中心的設備      

1-2 能仿說保健中心設備的功能      

1-3 能說出溫度計或耳溫槍的功能      

1-4 能說出紫藥水或紅藥水的功用      

1-5 能摸認或說出 ok繃      

1-6 能摸認或說出「面速麗達姆」      

1-7 能說出或指出哪裡疼痛      

1-8 能明確表達需要幫忙的態度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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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倫理－病痛的照顧） 
教 學 目 標 能提供特定援助給需要者 設 計 者 黃玫彬 

編    號 2-4-6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生或腦性麻痺 
年    齡 國小中年級 

教 學 情 境 教室 

教 學 型 態 團體或個人 

教 學 資 源 教室中的任何物品均可 

教學活動 
（一）準備活動： 
      要求學生幫老師做事（所有學生都須分派到工作）《見註一》，讓學生以為老

師需要援助，並在學生同意幫忙且身體力行後，給予口頭讚美並向學生道謝。

（二）發展活動：  
1. 詢問學生「若是老師以外的人（例如：同學）需要幫忙時，自己是否會同
意幫忙並且立即伸出援手呢？」。師生進行討論。 

2. 請同學回想一下，自己是否曾經幫助過或接受過同儕的幫忙？若有，則請
學生將事件講述出來，提供大家參考。 

3. 讓同學將事件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再次模擬表現出來。《見註二》 
（三）綜合活動： 

1. 老師向學生們解釋：在某些情況下，有人需要幫忙，而我們提供援助，是
很重要的。 

2. 讓同學腦力激盪，思考一下「在自己每天的例行公事中，是否有若干項目
需要別人的幫忙。若有，請說明之。」《見註三》 

3. 讓每位同學都覺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且有能力去幫助別人。（老師須幫每
位學生舉出實例，以資證明。） 

備註： 
註一：例如：幫忙拿抹布給老師，自行走至定點拿家庭聯絡簿回來分發給同學，幫

老師抽取一張衛生紙，幫老師拿取特定教具等等。 
註二：演示過後，師生可以共同討論處理方法是否適當，可有替代方案，若有，又

是為何？ 
註三：在同學發表談話中，老師要適時引導學生相信「若干簡單的幫助對有些人而

言是必要的」。例如：“刷牙”，有些學生無法做到將牙膏擠到牙刷上這個動

作，此時他就需要其他人的援助，當別人同意並且給予正確協助後，此位同

學應記得向援助者道謝，以表示他的感激之意。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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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能確實拿出老師所要求的物品      

1-2 聽到老師的讚美會露出微笑      

1-3 聽懂老師的問題並馬上回答      

1-4 能將曾發生過的事情說出      

1-5 會依指示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表達      

1-6 能專心凝聽老師的解釋      

1-7 會依同學的請求給予協助      

1-8 當同學表示感謝時能回答「不客氣」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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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域：生活教育（家居生活－家庭倫理－長輩的照顧） 
教 學 目 標 會幫爸爸/媽媽按摩 設 計 者 陳美靜 

編    號 2-4-8 適 用 對 象 
障 礙 狀 況 

盲多障（＋中度智能不足）
年    齡 10-12歲 

教 學 情 境 教室內 

教 學 型 態 一對一、簡單的模仿 

教 學 資 源 錄音機、兒童卡帶、椅背高低不同的椅子 

&教學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準備陶土，讓學生捏陶土。藉著捏陶土的動作，而有捏的經驗。 
    2 .教師手搭著學生的肩膀，進行帶動唱「伊比牙牙」。藉此教導學生依歌曲 
      做動作，而體會按摩的樂趣。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教師示範 
    1 .教師問學生，如果老師累了，你會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法？ 
    2 .告訴學生「按摩」也是一種能讓人舒服的方法。 
    3 .準備一張椅子，引導學生坐下，並告訴他們按摩時，椅背的高度不能超過 
      肩膀，要低於肩膀，如此一來才不會干擾按摩。 
    4 .教師站在學生後面，告訴學生先用雙手觸摸到頭頂。 
    5 .從頭頂沿著後腦往下移到脖子。 
    6 .兩手同一側，往右邊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7 .雙手同時換邊。兩手同一側，往左邊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 
      子止。 
    8 .來回重複步驟 6及步驟 7（數次）。 
    9 .將雙手移回到脖子上。 
    10 . 一手往右肩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11 . 另一手往左肩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12 . 告訴學生步驟 10及步驟 11也可同時進行。 
    13 . 將步驟 10及步驟 11同時往右/左捏過去，再捏回來。 
    14 . 搭配歌曲「伊比牙牙」，教師為學生進行按摩動作。 
    15 .詢問學生按摩後有什麼感覺。 

 



 －206－

活動二：學生仿做 
    1 .詢問學生，老師累了，怎麼辦？ 
    2 .引導學生說出要幫老師按摩。 
    3 .詢問學生，老師要坐在哪裡，好方便他按摩。 
    4 .讓學生帶領老師找到合適的位置坐下。 
    5 .告訴學生站在老師的後面，用雙手觸摸頭部。 
    6 .從頭頂沿著後腦往下移到脖子。 
    7 .兩手同一側，往右邊慢慢的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8 .雙手同時換邊。兩手同一側，往左邊慢慢的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 
      脖子止。 
    9 .來回重複步驟 7及步驟 8（數次）。 
    10 . 將雙手回到脖子上。 
    11 . 一手往右肩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12 . 另一手往左肩慢慢捏過去，再捏回來，直到碰到脖子止。 
    13 . 告訴學生步驟 11及步驟 12也可以同時進行。 
    14 . 將步驟 11及步驟 12同時往右/左捏過去，再捏回來。 
    15 . 搭配歌曲「伊比牙牙」，學生為教師進行按摩動作。 
    16 . 按摩完，告訴學生：「老師好舒服喔！」 
三、綜合活動： 
    1 .學生兩人分成一組，進行按摩練習。 
    2 .活動結束後，詢問學生在家時，可以幫誰按摩？並讓學生明瞭在爸爸/媽 
      媽累時，可以將所學的按摩技巧，為爸爸/媽媽服務。 

 

備註： 
    1 .教學活動：此教案也適用於非盲生者（如弱視）或不具口語能力者，在活 
      動設計上，可著重於視覺、聽覺、觸覺等刺激，如口語提示、用手協助等 
    2 .教學方式：二節密集訓練。 
    3 .教學型態：一對一、小組。 
    4 .教學回饋：剛開始時，可採原級增強物（如糖果…..），等學生教熟練時， 
      可採次級增強物（如代幣制…）及社會性（如讚美…）等增強物。 
    5 .連鎖方式：採正向、完整連鎖。 

 

 



           教學評量表       評量者： 

                           學生姓名： 

                      評量/日期 
編號       行為目標 

     

1-1 
帶動唱時，能跟著老師做「捏」的

動作 
     

1-2 
能回答低/高椅背的椅子，在按摩時
適合/不適合坐 

     

1-3 
能坐在椅子上，感覺老師的按摩示

範動作 
     

1-4 能說出要幫老師按摩      

1-5 能將兩手放同一側為老師按摩      

1-6 
能同時運用雙手，左右來回味老師

按摩 
     

1-7 
能搭配歌曲「伊比牙牙」，為老師進

行按摩動作 
     

1-8 能兩人一組，為對方按摩。      

1-9 
在家時，能主動說出要幫爸爸/媽媽
按摩 

     

得 
分 

 評量標準： 
1.完全依賴 
2.需動作協助 
3.需口語提示協助 
4.偶需協助 
5.獨力完成 

總 
分 

 
評 
量 
方 
式 

          得分 
百分比＝         ×100﹪ 
          總分 

百 
分 
比 

    

建 
議 

1.施測時間：可於同儕間有人累時（如上課打瞌睡，午休過後等） 
2.增強動機或注意力：口頭上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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