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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名稱：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中集中式特教班多層次種子教師共備社群 

 主席：社群召集人 王毓鴻老師 

 出席人員：請詳見簽到表 

 紀錄人員：黃瀅珍 

壹、本次授課老師為長安國中蕭景懋老師，科目為國文 

一、授課內容與學生狀況說明： 

1.以句型「人+時間+動作」為主軸，例句「我早自習要澆花」。句子設計想法：對應到學

生學校生活情境，讓學生有機會運用，例如我要裝水、我要吃早餐等等每天會做的

事，但他們講不出來。希望學生有機會陳述自己的生活、做過的事，把語句拉長、

擴充，最後能發展到二、三十個字的小短文。 

2.學生狀況說明：學生從小沒有閱讀習慣，對文字沒有感覺，曾編寫過課文，但學生缺

乏感受，看到一長串的字就覺得累。也曾想用歌詞，但學生有的聽韓國歌或台語歌，

沒有接觸國語歌。雖然都是 B組學生，但落差也頗大，目前有三位學生比較能夠訓

練。現在學生已熟悉「說–練習–說–總結」流程。 

3.小琪是唐氏症，她的目標是能口語表達，一開始她無法說話，用比手畫腳或只有發音，

別人猜不出來她的意思會生氣、哭，不會寫、遇到挫折會哭。 

4.小涵的目標是認字，認字之後是部件，或許有的老師認為辨識字體結構不是很重要，

但對學生而言是能做到的事情。 

5.小賀原本不會講也不會寫，後來也逐漸知道筆畫。家長希望孩子學寫字，有與家長溝

通，只會寫字沒有用，要會認、會念、有連結，看得懂才有意義。之前有出選擇題(三

個選項)，小賀寫不出來；圈選的題型也是，例如「我早上去學校，早自習吃早餐。」，

請學生圈出早餐，學生圈不出來。 

6.小柔是智能障礙，要她回答就裝忙、喝水，常依靠別人提示，如果緊張會拉扯很久。

她可以寫字，但上台要老師扶著，一起寫才願意。現已會辨識筆畫，家長希望她會

寫字。她事情做完，會去拉扯別人，希望別人覺得自己厲害。 

7.小方今天狀況還不錯，他算是比較能講，可是只要生活有一點變化，他會神智不清，

時序混亂或不回應；不是藥物影響，但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很像自閉特質，但他

不是自閉，例如問他要不要上廁所，他會說我的車三點來。 

8.小翔的部分就非常困難了，在普通國中沒有辦法一起學習，能參與的很有限。國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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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他可以點平板，但現在看來沒辦法，點圖卡也沒有反應，選擇題二選一他的反

應近趨於零。所以只能多給他刺激，但感覺他沒有接收到訊息，等他的時間可能要

三、五分鐘。上午阿姨會帶他走跑步機，下午累他就攤了，不知道他是否有接受到

資訊，因為太慢了。他在其他課堂也是這樣，家長也不強求，上學只是接受刺激。 

家長有雇用一位外傭阿姨，已經照顧小翔十幾年，會來學校照顧他。今天阿姨八

點半後才到，她不好意思進來。阿姨會很快幫小翔做事，所以有時也是阻擋了刺激。

阿姨說他會走跑步機，但其實是她在後面撐著；她對他很有愛心，可能沒有意義的發

音，她會說他要做什麼，也有可能是她過度解釋。畢竟她照顧時間很久，所以也是尊

重她。有什麼事她會馬上接手，所以也沒辦法觀察學生真實狀況。 

    小翔使用平板的準確度很難確定，因他需有人扶助，不知道是他不小心按到，還

是阿姨扶助的關係停在那個位置。語言治療師說他只能發展替代性溝通，目前他不能

握住點讀筆。但國小老師說可以使用，連 APP都能使用，自己開電動椅開得很好。現

在桌上有貼易讀寶圖卡，國小老師說很有用，但現在完全沒用，叫他指自己的名字，

嘗試很多次，也不會點。可能過了一個暑假就都退化了，所以還在觀察，感覺跟國小

的狀況落差很大。個管老師說，家長懷疑他的狀況可能在退化。 

9.教室教助員主要是協助生活的部分，平常上課不會請教助員協助，上課時不會坐在學

生旁邊，不希望學生養成依賴。有需要才會請教助員協助，今天是教助員自己說要

坐學生旁邊。後兩節是綜合活動，尤其是小方行動不便，教助員會很累，所以這堂

課先讓他們休息一下。 

二、教學目標： 

利用生活化語句作為國文課上課內容，句型「人+動作」已進行一個多月，今天放入「時

間」，以句型「人+時間+動作」為主軸；例句是「我早自習要澆花」。因學生沒辦法理解

「請求句」結構，例如「我可以澆花嗎」，長一點的句子容易產生混亂。所以先用需求句

型，小涵和小賀對請求句還可以；小涵看起來能講，但會將很多訊息混在一起，變成不

合理的句子，所以會讓他們從短句開始，產生結構之後，講話會比較順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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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評量結果 （通過 ○  不通過 ×） 

A組 B組 C組 

小賀 小涵 小琪 小柔 小方  小翔 

 

1.能在教師讀例句時以手指字        

2.能在教師帶領下仿讀例句        

3.能認讀簡單例句        

4.能簡單辨別字形結構        

5.能利用所介紹的字進行口頭造詞        

6.能在輔助器材下書寫國字        

7.能夠利用描寫方式書寫所介紹的字詞        

8.能夠自行書寫本課介紹字詞        

※網底部分表示該生之目標；評量標準：達成率或正確率 80% 

貳、議課研討會─回饋與分享 

一、林芳瑜老師回饋 

1. 句型教學非常貼近生活，是特教班學生需要的，提供學生一個模組，讓他們可以

替換讓學生練得更熟悉。例如進辦公室要借電梯卡，可以說「我要借電梯卡」，

讓學生練得更熟悉。 

2. 生字「早自習」，「早」有對應過之前教過的早餐、早安，複習過去的經驗。 

3. 提供腦麻的學生平板，讓他可以在座位上操作。老師也趁其他學生在黑板上寫的

時候去檢核其他學生。 

4. 老師提供學生即時回饋，也讓有能力的同學檢視其他同學寫的字，讓同學有發表

機會。 

5. 老師很幽默，複習較少，感覺還能複習多一點，老師也有考慮到學生需要，交代

後續行程。 

二、顏玉如老師回饋 

1.單元很實用，引起動機是用需求句型：我想做的事。 

2.今天課程比較多重點在早自習三字的造詞與辨別，有教句型帶入時間，可知學生已

學過「人+要+動作」句型，但沒有看到抽換「動作」。相似字也有帶到一點點，「自」

與「白」兩字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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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量部份，老師有讓學生上台寫，確認學生是否會寫，但沒有確認學生是否會辨字，

如果「自」「白」如果有兩張字卡，可以在最後回饋時更清楚，或請學生造詞看看，

因為看不出來學生是否已經會了。 

4.有用電腦顯示筆順很不錯，建議老師可以讓學生伸出手跟著寫，或上台跟著電子白

板寫。 

(蕭老師補充：看完筆順後會請學生馬上寫，他們現已知道國字是從上而下，由右到左，

比較有國字的概念。) 

三、潘淳威老師回饋 

1.今天的課程對小翔很有幫助，如果能透過輔具或 AAC可以表達他的需求，或許是在

不同環境無法使用。 

2.課程輕鬆活潑。這一組學生能力差異大，不知道對高組學生來說，是否須調整難一

點，看起來他們有基本識字寫字能力，今天只教早自習三個字，或許量比較少。老

師剛才有說有文本「我的一天」，文本是否能個人化，早自習我要吃早餐、我要打

掃，從個人需求著手，因為老師的文本是「我要澆花」，聽起來是老師命令我要去

澆花，如果能用個人觀點去編寫簡單句子，能唸讀和寫字的學生，可以有更多表達。

字的練習方面，也可以分開，不熟的學生再加強，同一段文本，每個人學的不一樣，

有的只有字，有的到句子，這樣層次就能展現。 

3.C組的學生或許可以給他替代性的，簡單圖卡選擇，二擇一即可，簡單的概念，或

許老師可以思考，如何讓大家都能學到東西。 

4.平板的功能如果只是書寫，跟紙是一樣。因為平板一次只能一個人使用，如果是需

要框架，可以印出有框的字，因為平板只有一台。如果老師要讓學生練習筆順，或

AB組學生有不同差別，可以做出一二三四筆順，他們可以多加練習。 

5.小翔的部分，或許能與阿姨溝通，讓學生表達自己的需求，簡單需求做點選，點了

之後，就讓阿姨給他喝水，因為需求是個人的，有回饋、反應後刺激。 

   四、王詩涵老師回饋 

   1.老師幽默有趣。這堂課對高組來說是簡單的，對 C組又是沒辦法學習。如果重點

是寫字，A組是否可以多寫，或挑戰比較難的，因為書寫的格子很大，課堂內的

生字是否可以用小點的格子，例如跟正常學生一樣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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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老師補充，有嘗試過，學生會超出格子，現在的格子已經是調整過，以前一張

只有三個字，已慢慢縮小。他們寫字有畫畫的成分，以前黃老師也是很嚴格訓練，

但過了一個暑假又要重新練習。) 

   2.練習書寫上可以延伸，例如造詞，他們可能可以做到，例如學習單有圖片，一樣

練習寫「習」這個字，寫詞對學生可能太難，如果加上習作的圖片，能提供多點

刺激。 

   3.如果小翔以前會用溝通圖卡，阿姨是否能帶他做表達需求的基本練習，給他句子

圖卡，「我要喝水」，放錄音或阿姨念，重複五次，讓阿姨帶他去認圖片。因為阿

姨服侍太好，但需求這一塊，是很個人的感覺，也是生活中很基本的。在課堂上

如果能有簡單教學，他能做簡單的點選，點選後才有下一個動作；他做了點選的

動作，再拿水給他喝，讓他能連結到有回饋給他，這是一個反應─刺激。也可以

搭配淳威老師說的文本，他的文本可以像是，「我肚子餓，我要吃飯」，錄起來，

重複放給他聽，一邊播放，阿姨一邊帶他點選圖片，進行刺激連結。 

    4.如果這堂課的重點是句子，建議讓學生大量反覆替換，「我要吃飯、我要 XX」，

B組學生加上時間，如「我中午要吃飯、我下課要玩球」，做句子加長。這堂課

看起來主要是寫字，句子沒有口語練習比較可惜。如果一個大單元，有幾堂課能

加入說話，有幾堂課著重寫字，針對某一部份能有更多練習。先練習生詞，再套

入句子，增加熟悉度。如果抓住一個重點大量練習，A組也可以有更多延伸。 

五、何美嫻老師回饋 

1. 欣賞老師的步調，看起來學生都很享受上課的節奏，氣氛很愉快，老師用一般

說話的方式去說話，不因為是特教生就改變說話方式，相信久了他們也抓到重

點。 

2. 有觀察到學生作業簿，都是用今天的模式，讓學生練習寫字。建議可因應學生

能力狀況，製作不同的文本。老師在學生能力現況表的「閱讀」欄位有寫到，

小賀無法完成 20~30字段落文章的閱讀，如果能以提升他能夠做到這件事，做

為考量目標。如果不同學生有不同文本，就能應用到能力分析表。 

3. 教材編排上，加入時間對 BC組學生看起來有困難，使否能依照學生能力，編排

複雜度不同的句型，簡單句型對 BC組學生實用性較高，A 組學生語句再複雜化，

就能有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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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目標只有讀、說、書寫，聽的部分比較少，聽的能力對 BC組學生是重要的，

對小柔、小翔這樣無口語學生而言，聽是否也依樣很重要，他們應該也要聽得懂

別人的需求。 

5.一開始就教句型，會讓我以為這是溝通訓練課程，國文課流程一般會唸完課 

文，字詞教完，才進行句型。或許老師考量實用性，要讓學生學會說，但建議

順序上可以調整，會比較像國文課，而不是溝通訓練特需課程。 

6.小翔剛上七年級可能需要更多了解，但他空白時間太多，我發現他有在注視，

因為我有跟他眼神對焦超過五秒以上。我想他有視覺需求，除此之外，可以思

考觸學上有什麼可以刺激，我會用熱熔槍描出字，讓學生用摸的，就會有觸覺，

多少也會看一下，不知道是否適合小翔，給老師參考。 

7.老師有發現學生寫字像畫畫，我發現學生用描的，小琪的早，曰下面凸出來了。

或許用筆順網時，讓學生上台用依照筆順手摸寫一遍，他們會更有感覺，是一

個輔助的方式。 

六、王毓鴻老師回饋 

1.參考認知行為指標，可以知道老師們都有符合課綱，語文領域的掌握很好。 

2.國中階段一般是從讀中做學習，上課會有文章，國小也是文本開始，先導讀讓

學生知道這堂課在講什麼；即便學生不能了解，也可以聽老師講，文筆的難易

度由老師調整。接下來認識生字，之後句型，可以在前面文本埋下伏筆。 

3.蕭老師個人風格強烈，也很用心在教筆順，學生都知道由上到下、由左到右寫，

已從畫字進入寫字。 

4.今天教的是生活中常見請求，但從能力現況來看，看不出為什麼會想教這個。

因為小賀能力分析有寫「能聽從他人指示」，後來聽到老師說，他語句會混亂、

無法適當向他人表達需要，才了解小賀有「聆聽說話」方面的需求。小賀的「能

聽從他人指示」，可寫出能聽從別人什麼樣的指示，是簡單指令，還是複雜指令，

多複雜等等。 

5.小涵「聆聽說話」上的能力是樂於分享，可以更深入說明分享內容。 

6.小琪口語表達不清晰，說話內容組織較差；我自己的學生為例，他可以表達很

多，但很混亂，會省略介詞，說「老師打」「小雯打」，但不清楚原意。表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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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型需要，這樣老師就會很清楚學生需求，因此能力分析可以再更精準。 

7.能力分析的識字寫字能力，有的學生有小三、小四程度，建議可以編些簡單文本。

可見班級上有同學具有辨識能力，二選一可以選的出來。或許可以有三個層次的

文本，或同一文本圈關鍵字，A組讀整份文本，B組認部分關鍵文字，C組可以

考慮替代活動，例如美嫻老師的做法。 

8. 「教學目標」上沒有筆順部分，老師有說到筆順混亂，這堂課看起來有要教筆順，

對應到教學目標第一、二、三點是在「讀」，反而沒有明確列出那些字是學生有

句型結構或造詞，要會寫或要認。一般會設定有幾個造詞是學生要學會的，老師

可以具體寫出來，例如「早」的語詞–早點、早安，是要學會的明確目標，「自」–

自習、自己，哪幾個學生要會什麼，會辨識或會書寫，可以詳列出來，更能評估

學生狀況。 

9. 教學目標第四點是「能簡單辨別字形結構」，如果這堂課重點是辨識字型結構，

可以著重在字形上，評估學生是否可以說出筆順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更進階的

高組學生書寫時可以依循由上到下、由左到右，寫出早自修三個字，這樣書寫目

標會更明確。 

10.教學目標第六點是「能在輔助器材下書寫國字」，可以註明寫出哪幾個國字。 

11.明確評估出每堂課的目標，會更結構。寫得太廣很難有層次，目標可以寫細一點，

例如 A組可以不用描，直接寫出生字。文本部分如果要拉長句子，第一段可以是

「我要澆花，我早自修要澆花，老師請問我可以去澆花嗎」，第二段「我要吃飯，

我午餐時間要吃飯，老師請問我可以去吃飯嗎」將這堂課要教的時間和需求全部

放進去。 

12.跟玉如老師的學生不同，低口語的學生，課文可以有韻律感，反覆唸過後，開始

做句型練習，他們已經朗朗上口後，可以問「我要澆花」和「我早自修要澆花」

多出來的是什麼(是時間)，還有什麼時間可以換進去。如果擔心會混亂，低組就

不要加入時間，將後面的請求拿掉。第二部分是做的事情的抽換，「我要 OO」，

可以去思考進行不同的練習層次。  

13.活動設計部分，大部分是上台練習書寫，建議有明確流程，開始時不清楚重點是

句型或生字，或許學生有默契，但如果學生知道先複習句型，再造詞練習，最後

複習。切割出時間例如開始的 5分鐘引起動機，大約 10-20分鐘課程，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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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練習。 

14.學生造的詞，有沒有機會變成他們常練習的詞，如果變成學習單上要寫的字，如

早點、早餐，學生就有練習的機會。學習單可利用圖片，學生不會憑空想，例如

水，有水果圖案，他們會寫出水果。或是給學生十個字進行字的連結，讓學生去

拼，擴充學生詞彙庫，他們會學到這個字跟這些東西有關係，讓學習更豐富。 

15.綜合活動方面，能力好的學生是否由老師念、學生寫，能力不好的學生，老師讓

他看圖片，學生說出圖片是什麼。C組學生小翔，請阿姨協助，給小翔兩張圖片，

一張是他平常吃的早餐圖案，阿姨說早餐，小翔是否能拍到正確圖片，甚至兩張

圖中一張有圖、一張是黑的，至少他知道會拍圖案那張。讓他參與、有更多的練

習，可以跟阿姨溝通，他有表達出需求，再給他吃。問他現在要做什麼事，，讓

他去拍圖案，也是一種練習，讓每位學生都有事情做。 

16.以前曾做兩三百字的文章，學生一開始也是不能接受，後來能力會生出來，也是

習慣了。也可以運用其他活動，來進行評量，如搶答、將句子剪成小段讓學生排

列組合。可增加感官學習，多點聽或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