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似特殊需求學生學習行為類型與教學策略 

學習行為的類型 策略方向 教師使用過的策略（轉介前普通班老師的努力） 

一、注意力不集

中、持續時

間短 

藥物 1.服藥後的注意力情況,有無差異性。 

座位調整 

1.將座位調整至最前面,方便老師監控的地方。 

2.座位安排可以設計一位較細心的學生與其同坐,經常性的提醒與

正確示範,有助養成自律及專心的習慣。 

教學上的調

整 

1.善用行為改變技術,增強其專注力行為,消弱其分心狀況。 

2.分段設定目標,讓孩子能逐步達成,並給予增強以鼓勵朝目標行為

趨近。 

3.引發學生的注意力：使用一些手勢或動作(例如：拍手、輕拍桌

面)、眼光接觸、改變聲調(例如：關鍵字句上加重語氣)，使用提

示詞(例如：最重要的是)做引導，提示學生注意，或拉回注意力。 

二、記憶力不

佳，學了就

忘甚至好像

都沒學會 

提供合適的

記憶策略 

1.老師一次唸一句,請學生也跟著唸，降低認知負荷。 

2.使用教具,如字卡或圖片等,協助學生學習。 

3.配合肢體動作加深學生印象。 

4.運用關聯字詞或特徵來幫助記憶或其他強化記憶的方法，如：心

像法(把記憶的材料在腦中浮現一形象)、位置記憶法(亦即把要記

憶的材料與自己很熟悉的場所，以心像的方式產生聯結，藉著依

序回憶場所中的每一個位置來提取記憶的材料)等；或是提供語意

的線索，例如使用諧音、聯想(如聯想 1像棍子；教學生想像：「ㄇ

像帽子；ㄩ像魚缸；ㄈ像魚缸打翻了」，以區辨三個注音符號)、

關鍵字(如教導學生燙傷處理的關鍵字-沖、脫、泡、蓋、送)、首

字法等方式來幫助學生記憶。 

5.使用反覆處理或複習策略(rehearsal)，是指用各種感官一而再，

再而三地處理接收進來的訊息，像是使用視覺的方式(例如，反覆

地看)，聽覺的方式(例如：反覆口頭複誦)、動作的方式(例如：

反覆抄寫)。 

6.使用組織策略(organization)，包括教導學生使用構圖、列表、

大綱、或類聚(如記電話號碼時，將前三碼和後四碼分開成兩組)

等方式來組織學習材料，以便於記憶。 

三、知覺動作協

調不佳 

視覺或視知

覺有困難的

學生 

1.讓他坐在靠近黑板、老師的位置(調整座位)。 

2.視覺的材料和老師的板書要清晰，加大字體，拉寬字距和行距，

標示重要概念、重點或關鍵字，而且一頁的文字不要太多，並增

加圖片。 

3.要多用口頭的陳述及說明，還有實際操作，以幫助學生對訊息的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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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或聽知

覺有困難的

學生 

1.坐在容易聽到教師說話，而且不會被噪音干擾的位置(調整座位)。 

2.口頭的指令要簡短清楚，剛開始提供一個步驟的指令，之後再增

加為兩個步驟的指令。 

3.如果學生無法跟上老師表達的內容，老師則要放慢說話速度，和

使用簡單易懂的語彙。 

4.在給予口頭指令時，老師可以藉著口頭提醒、身體接觸和眼神，

要該生注意聽指令。 

5.要盡量給學生視覺性線索，如手勢、肢體語言、圖片，隨時板書

討論主題內容或關鍵性字等。 

四、同學間常有

糾紛，友誼

不佳 (缺社

交技巧) 

提供機會並

明確指出 

1.製造這位孩子有可以替大家服務的機會。 

2.以隨機的實例指出代表情緒的重要線索。鼓勵學生仔細觀察別人

的行為舉止，分辨對方的訊息為何，以增進其在團體中可能的人

際互動行為。 

課程及教學

上的調整 

1.與課程結合，進行有系統的社交技巧訓練，以改善其人際關係。 

2.學習了解別人的情緒：注意別人的聲調、姿勢、臉部表情,並能適

度表達自己，了解同學的感覺。 

3.運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孩子在互換角色的扮演方式中，增進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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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方式的

調整 

1.教導學生聽講時應掌握問題中的關鍵字。 

2.教師在陳述問題時，先強調重點，也可採換句話說或舉例說明方

式說明。 

3.搭配視覺刺激(如圖片、表、手勢)來增加聽覺理解。 

課外加強 

1.多聽故事 CD以訓練聽覺理解力。 

六、缺乏口語或

口語表達不

順暢 

興趣動機 
1.了解學生並詢問他們的興趣為何。 

2.從學生有興趣的問題開始指導其口語表達能力。 

降低認知負

荷 

1.將問題分解成幾個小問題，引導學生將答案帶出來。 

2.避免一次問很多問題,一次問一個問題,等學生回答後,再問下一

個問題。 

提供練習機

會 

1.多給學生發言的機會或訓練學生傳達別人的話，並給予正增強。

或提供選擇的機會並讓學生用語言表達出他的選擇。 

2.在班級中讓學生從事一些需要溝通的工作，例如：在用餐時間中，

選出自己想吃的食物；傳紙條給另一個班級的老師等。 

3.請班上一位有愛心的同學常常跟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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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並等候 

1.老師將問題重述一次,學生若無法回答，給予提示,還是不能回

答，給正確答案,請學生重述問題及答案。 

2.要學生練習將口語和熟悉的活動、物體做結合，亦即當他在做某

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教他邊做邊敘述正在做什麼，或是正在想什

麼；老師可以先示範作法。 

3.教師示範，並引導同儕注意聽學生說話，重點在他說話的內容而

不是他說話的方式。 

4.在學生說話時，老師不要為了糾正他而中斷他的說話，當他說完

時再示範正確的說法。 

5.要有耐心並鼓勵學生試著說出他想要的東西，當學生口吃或說話

速度很慢時給予等待的時間，不要結束他們的思考。 

七、拼音困難 

調整教學 
1.搭配圖卡來加深對注音符號的印象。 

2.變換教學方式,電腦教學、遊戲活動、操作式、唱兒歌……等。 

增加練習 
1.將易混淆之注音符號挑出,作辨識訓練的加強。 

2.指派小老師指導其每天反覆性的練習,加深印象。 

八、基本閱讀技

巧落後 

增加識字量 

1.嘗試提升該生識字量的方法，如集中部件識字。 

2.以「成立字卡銀行」之類的方法，讓該生用特定的本子（或連絡

簿）記錄學過的字，時時復習。 

提供聽的管

道及機會 

1.多讓學生聽有聲書，明確教該生學習別人的斷句 

2.利用課堂上與同學齊唸的機會，讓該生慢慢學。 

3.請同學協助每天指導該生閱讀一本適合其程度的故事。 

九、閱讀理解困

難 

確認有讀 1.請該生在做任何題目時,務必唸出來(小聲或大聲，視情境決定)。 

提問 

1.上課時經常請該生回答課文內容簡單的相關問題,且給予表達分

段大意、課文大意、課文重點與主旨的機會。採鼓勵式,多予以讚

美。 

口語背景知

識 協助 

1.先講一次重點給學生聽,再讓他去讀課本,然後再要求他講一遍重

點。 

2.平日提供許多相關的故事，或上課前先讀相關的故事。 

3.若父母為原住民或外來移民，老師有特別對該生說明當中的文化

差異。 

閱讀技巧 

1.指導學生文章閱讀的技巧,例如可先閱讀大標題、小標題、章節目

標、總結等，了解文章大致架構,再依標題去了解該段的重點所在。 

2.在閱讀之前，先給予內容大綱的重點提示,或提出問題要學生依據

文章的內容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引導其整理重點思考的能培養。 

3.將文章的主題或重點,以粗黑體或用特別的顏色加以標示，熟練後

再呈現無特殊標記的文章。 

十、書寫困難，

上下左右倒

置、比例大

小失當 

給予提示線

索及調整 

1.給予提示(例如描點、描紅、外框字等)來幫助學生寫字，等其穩

定後，再逐步褪除。 

2.給予字體結構的方格，先從寫較大的字開始，等其穩定後，再逐

步寫適當大小的字，協助其寫結構正確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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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管道 
1.使用多重方式來練習書寫，例如在砂上寫字，在背上寫字、邊寫

邊拼音、在腦中書空…等，以增加學生的興趣。 

先正確再加

快 

1.要求學生將抄寫及閱讀速度放慢,每一個字看清楚再抄，勿操之過

急;並曾做錯誤分析，加強生字及部首的訓練。 

重點練習 
1.將每課生詞量挑出高頻字詞，針對高頻字多次書寫練習。 

2.每天請同學做語詞聽寫練習。 

十一、作文困難 

增加生活經

驗 

1.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先教導其口述其生活經驗，例如每天要

其分享昨天在家做了什麼。 

2.作文題目是有趣的並結合學生生活經驗。 

由簡單句開

始 

1.訓練短句加長的能力。 

2.教學生練習寫簡單的小故事，故事中要包括一些規定的要素，像

是事件、感覺等，例如：小莉的洋娃娃丟了，她很傷心。 

示範 

1.提供作文範例，協助他了解別人是如何針對一個題目寫作的，而

後要他模仿並做一些改變。 

2.讓學生多閱讀一些別人寫的作文或造句，作為參考。 

問句及其他

提示 

1.老師用一些問句來幫助學生練習寫故事，例如：(1)這個故事的主

角是？(2)在什麼時間發生？(3)在什麼地點發生？(4)主角想做

什麼事？(5)他做了以後發生什麼事？(6)這個故事的結局如何？

(7)主角對結局的感想如何？ 

2.使用填空策略、圖畫媒介(例如連環圖畫)等方式協助學生寫作文。 

教學調整 

1.教學生如何運用寫作大綱計畫要寫的內容，例如可使用階層式大

綱、敘述式大綱、圖畫式大綱等方式列出計畫，而不一定每次都

要寫出一篇完整的作文。 

2.變化作文的教學方法，如：剪貼作文、聽寫作文、全班接力作文

等…。 

十二、數學計算

常出錯 

錯誤類型覺

察 

1.找出學生的數學計算錯誤類型,並作教學輔導。 

2.對於學生的計算錯誤,提供學生自我檢查錯誤,協助自我修正。 

基本符號 1.檢視學生是否了解運算符號的意義,再配合實務的演練。  

增加練習 

1.先找到學生的數學基本計算能力起點,於課餘時間另增基本練習

的習題。 

2.適當的運用電腦輔助教學加深學生對運算的規則。 

十三、數學邏輯

推理不佳 

以聽排除閱

讀造成的障

礙 

1.數學應用題方面,嘗試以圖解或口頭說明方式,將題意再做一次釐

清,以確定該生能理解語文層次後,再引導認識數學算式的表示方

式。 

2.老師或是由同儕唸題目給該生聽。 

3.將題目錄成聲音檔，而後放給該生聽。 

具體說明 
1.教導學生使用繪圖或操作教具的方式來協助自己理解題意。 

2.將數學概念具象化，與真實生活情境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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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題意 

1.教導學生了解並圈出關鍵字。 

2.教導該生如何區辨相關和不相關的資訊。 

3.要該生用自己的話重述問題。 

循序練習 
1.重覆甚至過度練習（同一個題目間隔或不間隔做）。 

2.給該生相似題型的題目，待其精熟之後，再給予其他題型的題目。 

十四、缺乏動機 

建立增強系

統 

1.透過外在的誘因來促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如：對於學生良好或進

步的表現給予獎勵；讓學生了解學習對他的實質助益為何。 

強化內在動

機自主學習 

1.教導學生了解努力和結果之間的關聯性；教導學生設定目標，自

我監控、評鑑。 

2.對於學生的反應，以及良好或進步的表現給予立即的回饋。 

3.對學生表達期待，如：老師期待每一位同學長大都對社會有很獨

特的貢獻。 

4.增進學生的內在滿足感，和自我增強以激勵學習。 

調整課程教

學 

1.為學生設定可實現的漸進目標，使其進入新的學習情境時，有期

待成功的動機。 

2.提供具適度挑單性的學習內容。 

3.採小步驟的教學，使其有成功的經驗。 

4.安排生動活潑及適合學生程度的教學活動。 

5.安排新奇、學生有興趣，以及多變化的活動或作業。 

6.提供學生選擇的機會。 

7.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練習新技能。 

8.提供學生主動反應的機會。 

9.提供學生與同儕互動的機會。 

10.在作業的安排上，限制一面的問題數量；另外，設計的作業問題

中有該生的名字，並且以其生活情境中熟悉的問題，作為出題的

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