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臺南市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轉介前介入紀錄表 

教學填表者： 王大明   與學生關係:■級任導師□輔導教師□其他         

與學生共同相處期間共  1  年   月聯絡電話 （O） 656-3129#19  （cell phone）                 

模
式 

教
學 

請依實際情況勾選：□一對一教學                     ■每次教學時間>30 分鐘 

                  □採小組教學(人數約    人)        □其它        

轉
介
前
介
入
方
式 

□調整教學內容或方式 □調整座位使其專心   ■調整作業內容份量 □調整考試方式或內容 

■安排小老師協助     □上課使用輔具       ■特別或額外之鼓勵或支持 

■課堂中提醒專心注意 □請家教複習功課     ■課後輔導及複習 

■尋找校內資源協助輔導（例如資源班、課後照顧班、愛心媽媽 ）    

□其他： 

 

學
生
學
習
問
題 

□過於活潑好動 □注意力持續時間短  □髒亂  □同學間常有糾紛  □人際關係差(缺社交技巧) 

□在聽說讀寫算之間的能力差距很大 □拼音困難          □能抄寫卻無法聽寫 

□寫字時筆劃、筆順經常錯誤   □寫字速度過慢且錯誤多  □經常將字上下左右倒置、大小失當 

□基本閱讀技巧落後           ■閱讀時跳行跳字        ■閱讀理解困難     □作文困難 

■數學計算常出錯             ■數學邏輯推理不佳      □知覺動作協調不佳 

□缺乏口語或口語表達不順暢   ■記憶力不佳，學了就忘甚至好像都沒學會  □缺乏動機 

□從反應上來看，答非所問、雞同鴨講的情況頻繁，常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聽覺理解） 

□其他： 

 

□各方面反應遲鈍  □生活能力不佳  ■學習無法類化  □依賴心重  □經常聽不懂老師說的話 

 



 

 

教學內容摘要表(請依學生實際表現及學校曾使用之轉介前介入詳實記錄，至少 6-8次) 

次數 

教學實施紀錄 
（老師運用教學策略質性描述，可參考下頁“教學重點及使用策略建議”）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第 
1 
次 

正負號計算規則不熟悉 

計算正負數加減時，以口訣

教導，計算過程輔以口訣放

聲思考以達自我提示。 

並製作該口訣之流程圖提

供視覺提示。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學生能夠回應口訣 

2.礙於基礎運算困難，

還是常出錯。 

106
年 
9 
月 
3 
日 
至
106
年 
9 
月 
10 
日 

第 
2 
次 

無法使用質因數做標準

分解式 

在五隻手指寫上五個常

用質因數(2、3、5、7、

11)，並另提供三張不常

用質因數(13、17、19)

備用。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每個數都要從 2 開始

一個一個試，速度雖

慢，但慢慢計算可以完

成 

2.除以二位數有困難 

106
年 
9 
月 
14 
日 
至
106
年 
9 
月 
20 
日 

策略 1:將抽象化為半具體 

策略 2:部分引導 



 

第 
3 
次 
106
年 
11 
月 
3 
日 
至
106
年 
11 
月 
8 
日 

閱讀理解困難 

在”科學記號”、”最大公因

數”、”最小公倍數”等章節

均有應用題，以圈出關鍵字

的方式，如”幾倍”、”最

少”、”最多”、”大找小”、”

小求大”等，以判斷數據的

乘或除、要求最大公因數或

最小公倍數等。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自我提示有困難，需

教師引導 

2.透過教師引導，可以

圈出關鍵字 

3.不太能理解關鍵字與

所求答案的關聯 

第 
4 
次 

對於抽象代數無法理解 

將多項式的”X次方”以”

樓高”示意，以此說明多

項式的升冪與降冪排

列、並依此說明、複習

國一學過的指數律，以

銜接多項式的乘除計算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抽象符號變具體以後，

運算均 OK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至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策略 1:具體半具體抽象 

策略 2:複習舊經驗 

策略 1:圈出關鍵字 

策略 2:口訣記憶 



 

<國文範例>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第 
1 
次 

相似字詞容易搞錯 

1. 整理相似字詞提供學生做重

點練習。 

2. 檢視握筆姿勢是否正常，供

方格本給予加強練習，課後

補考時一起檢視書寫成果。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發現握筆過度用力，補考時提

醒放鬆握筆姿勢，先求字體正確

在講求書寫速度，字體有稍微端

正，但對於形似字仍經常出錯。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至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第 
2 
次 

閱讀時不知起點、跳行跳字 

1.用紅筆或符號標示出閱讀的 

起點 

2.邊看文章邊畫線、標示字 

3.用尺或手指、筆指示閱讀 

4.要求讀出聲音，由聽覺矯正視

覺 

5.採用印刷清晰且字體大的閱

讀本 
6.先選擇較短易懂的文章 

7.使用「句子分析法」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將題目的關鍵字詞例如「夠不 

夠」特別標示出來(像是畫底 

線、反白、不同字體等) 提示解 

題步驟，先算再算等順序，但閱 

讀時總是會少一些字詞，導致句 

子唸起來不是很通順，影響國語 

與數學的評量。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至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第 
3 
次 

記憶力差，無法背誦解釋 

1. 簡化版解釋提供學生記憶

(重點回答)。 

2. 輔予口頭與紙筆評量。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透過課後補考，以簡化版解

釋提供學生記憶 (重點回

答)，記憶保留約三天，可以

口頭回答解釋大意。 

2. 默寫大約 3 題對 1 題，另外

2題能寫出部分答案。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至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第 
8 
次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至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教學重點及使用策略建議(提供參考) 

一、注意力不集中、持續時間短 

1.建議服用藥物 

2.調整座位及環境  

3分段設定目標，讓學生能逐步達成 

4.使用手勢.動作.眼光.聲調引導，提醒專注 

二、記憶力不佳，學了就忘甚至好像都沒學會 

1.老師一次唸一句讓學生複述    

2.使用字卡或圖片，協助學習    

3.老師配合肢體作加深學生印象 

4.使用關鍵字、心像聯想、語音表徵教學    

5.讓學生視覺.聽覺.知動等多感官反覆記憶 

6.教導學生使用圖表.大綱來組織學習材料 

三、視覺、聽覺知覺動作協調不佳 

1.調整座位靠近黑板或老師的位置 

2.板書加大、電子書放大，輔以大量口頭說明 

3.口頭指令簡短或速度放慢 

4.增加肢體動作、視覺材料提示 

四、同學間常有糾紛，友誼不佳(缺社交技巧) 

1.提供正向與人互動的機會，如：發作業      

2.運用「角色扮演」，增進同理察覺 

五、從反應上來看，答非所問、雞同鴨講的情況頻

繁，常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聽覺理解） 

1.口頭指導時強調重點，或舉例說明     

2.轉介心評人員進行相關聽覺理解測驗 

六、缺乏口語或口語表達不順暢 

1.提供練習機會，練習傳達話語       

2.等候學生表達並教導其複述 

 

七、拼音困難 

1.搭配圖卡拼讀加深對注音符號的印象 

2.輔以遊戲、電腦輔助教學、唸唱兒歌教學 

3.將易混淆、常錯誤注音拼出，做辨識練習     

4.指派小老師每天反覆練習 

八、基本閱讀技巧落後 

1.教導相似字（集中部件識字），增加識字量    

2.建立學生自己的「字卡銀行」時時複習 

3.聆聽有聲書、每天唸故事本增加聽的管道 

九、閱讀理解困難 

1.請學生放聲朗讀、老師根據問題提問     

2.指導學生標示重點、大綱架構理解 

十、作文困難 

1.提供作文範例 

2.訓練短句加長的能力。 

3.用一些問句來幫助學生練習寫故事 

十一、書寫困難，上下左右倒置、比例大小失當 

1.給予外框字、描點方式協助書寫       

2.以多重方式練習寫字，如:書空、在沙上寫字 

3.說明組字規則、部首表義概念         

4.將每課生詞量挑出高頻字詞，多次練習 

十二、數學計算常出錯 

1.找出計算錯誤類型，並加以練習 

十三、數學邏輯推理不佳 

1.教導學生了解並圈出關鍵字 

2.操作教具、利用圖片協助理解 

3.循序練習 

十四、缺乏動機 

1.提供獎勵制度 

2.增加學生學習成功機會 



 

二、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 

說明：1.未訂正作業或影印成 A4 大小，標明評量年月日，分科依序裝訂於本頁後。國中答案卷與試

題卷分開，請一併附上。 

2.教師所提供相關資料，以紅筆標記、並註記學生錯誤類型歸納，亦可記錄於下欄中，每種錯

誤類型至少提供 3份作業。 

3.建議蒐集資料如下： 

疑似讀寫障礙學生 疑似數學障礙學生 

聯絡簿 

造句寫作（或作文）或週記。 

練習單 、作業單或其他相關作業。 

聽寫 

學生讀下列文章時（文章自選，浮貼於下方） 

有斷句或跳字、跳行、速度很慢等現象。 

平時測驗未訂正之試卷（國中需含試題卷） 

月考未訂正之試卷 

其他        

計算題之計算。 

（資料提供者需紀錄學生計算方式；如倒數或

用手比等） 

應用(文字)問題之解題方式。 

平時測驗未訂正之試卷。 

月考未訂正之試卷。 

其他        

＊學生錯誤類型及歸納事項（學生身心特質、能力之質性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