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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分析法

又稱ABC法

◼掌握前事（antecedents，簡稱A）

◼行為（behavior，簡稱B）

◼後果（consequences，簡稱C）



行為分析法

診斷行為問題的原因、發生情境、行為功能，持續監控

情境、目標以及結果，蒐集引起個體出現行為問題的個

人、物和環境因素，並利用所蒐集的資訊作為行為問題

是否會發生的預測内容，進而設計介入策略。



行為分析法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ounseling / C-B-M 

Special Education /B-C-M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教育部，2023)

本法第十八條所定相關人員，指參與特殊教育、融合教育

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其他有關人員，包括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及其他人員。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融合教育所需之知能，其內涵應

考量學校與幼兒園全體學生及幼兒所需之生活適應、人際互

動與學習參與之重要知能，包括下列內容：

一、人類多樣性、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特質與輔導。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人權與平等措施。

三、通用設計、合理調整與個別化支持服務。

四、無障礙、可及性與社會參與。

五、課程教學調整、轉銜輔導及終身學習之教育。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前項重要知能，建置融合教育行動方案

及示例，並彙整提供簡明、易讀之融合教育宣導課程及教材。



輔導
行為分析

特教
輔導 特教

宣導
(發展性輔導)

A遠因/近因
鑑定

(次亞型)
篩選
(RTI)

確認個案
(介入性輔導)

B介入輔導

正向行為支持

1.樹立正向目標行為(簡單、正向、清
楚、可行)

2.根據正向目標行為進行溝通及訓練

鑑定安置

輔導
(處遇性輔導)

C後果增強

自我決策 教學輔導
專業團隊
應用膳食
固定運動

結案
另一個正向行為目標



正向支持

情緒高張

轉移注意力

(給予替代、

因應、容忍、

適應行為訓練)

I can do 

How to do 

和緩期

事件討論

情感贊同/價值中立(根據正向目標詢問

下列問題)

事實陳述/學習步驟(認知學習)/工作分

析(技能訓練)

自我決策 理性思考 社會參與



正向行為支持與設計思考



正向行為支持

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簡稱 PBS）主要

是依據行為理論、生態系統和人本理論，採取實證基礎

與積極的策略來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在國內外已有大

量具體實證性介入策略的研究，強調預防、系統性的改

善學生的行為問題（洪儷瑜，2018）。

包含有研究根據的評量、介入和依數據資料做決

定的持續性過程，以達到替代、因應和容忍、一

般適應技能目標。



正向行為支持

學校蘊含著巨大的潛能，可以來消除孤獨、離群

索居和壓力。對多數的老師和校長來說，首要任

務是創造正向積極的學校氣氛，因為它確保了最

佳的學習、成長與改變的條件。研究證實一個常

識性的事實，就是當人們與他人互動且感到安全

時，學習效果最好(Tara Flippo, 2021)。



正向行為支持

在美國，三級預防的概念更與全校性正向行為

與介入支持(Positive behavior and intervention 

supports, 簡稱 PBIS)結合，顯現出不錯的成果。

在國内，教育部對於三級預防和正向行為與介

入支持的推展一直不遺餘力，就是體會到情緒

行為問題逐漸傷害到兒童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孟瑛如等，2021）。



正向行為支持
-樹立正向目標行為

1.改善個體與相關他人的生活品質

2.強調由周遭他人於日常生活情境中進行介入

3.強調介入的實用性、可接受度、適配性與主觀感

受等社會效度

4.使用多項要素的介入

5.聚焦系統性改變

6.看重行為教導與營造正向環境等預防策略

7.融合應用行為分析、心理學等多元理論的觀點



正向行為支持
-根據正向目標行為進行溝通及訓練

1.情感贊同、價值中立

2.事實陳述、學習步驟/工作分析(根據正向目標
做詢問)

3.自我決策



自我決策
自我決策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其

真正意義在於提升學生獨立自主的能力（陳麗如，

2008）。身心障礙學生相較於大多數的同儕，在表達自

己的想法、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優弱勢、甚至規劃自己未

來的方向上，仍被動的習慣由父母或老師提供生活各層

面的答案（吳維民，2021）。學校在教育階段必須給身

障礙學生學習和練習自我決策能力的機會，並在此過程

中累積他們自己的自信 (Ward, 1996)。



自我決策
Raley 等人（2020）指出好的生活品質與生活滿意度跟自我決

策能力成正比，自我決策技能的發展高低跟身心障礙者在學校

之學科成就表現或離開學校後的就業以及社區融合表現緊密相

關聯。Raley等人（ 2018 ）則表示當提供在學學生（無論有無

障礙）關於自我決策明確的指引和發展機會時，他們能在其自

我設定的學業目標取得成功。吳怡慧（ 2022）表示自我決策

的培養需要反覆修正和多元鷹架支持。

故自我決策技巧的習得可從就學階段開始，給予學生一個發展

及培養自我決策的練習機會，對其未來的學習與生活有實質的

幫助。



理性思考
孟瑛如(2010)在「不要比較，只要教我」書中提及，理性思考包含下列四點：

1. 它是以事實為基礎的

2. 能保護你的生活的(*學會表達憤怒，而非憤

怒的表達)

3. 能使你更迅速達到你的目標的

4. 能使你和別人保持良好關係及防止人際衝突

的發生的



正向思考/看見事情的本質

1. 做決定時先不要想自己會得到甚麼，而是會失去甚麼

2. 做到你認為的最好，評斷留給別人

3. 如果事情對你夠重要，即使知道會失敗，你仍會去做

4. 轉換思考方向：

@沒有浪費食物的獎勵100元，而不是有浪費食物扣100元

@ 3.2.1一起睜眼，而非1.2.3微笑

@製造屬於自己的機會，ex:拿回失物、免除仲介費、提

款機多吐1000元、花園裡吵鬧的孩子

5. 時間管理，拒絕無謂的爭論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與實作

@散場之後的教學省思

1. 情意課程是教育的必修學分

2.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感受、想像、實踐、分

享

3. 化知道為做到:帶領孩子運用同理心，嘗試解決

周遭問題的理念

4. 關心生活周遭、思考社會現況、觀察世界脈動

、並且付出行動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步驟

1. 感受：培養學生觀察力與同理心的重要階段，
透過個人思考與小組討論方式，發現個人/生活
周遭/社會與世界的問題，並藉由進階的體驗與
同理心地的方式，進行換位思考。建立學生感
受的基礎後，組員需聚焦感興趣的問題，教師
透過垂直觀點的思考方式，教導學生定義問題。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步驟

2. 想像:意指發揮創造力，想像解決方法。此
階段教師教導學生透過腦力激盪發散解決問
題的想法，進而從中找出問題解決之道。

3. 實踐:係付諸行動的階段，教師指導學生列
出行動計畫，逐步引導其發現與運用身邊資
源，化知道為做到。

4. 分享:檢視行動，擴散創意、善意、影響力
的過程，在這個階段，教師引導學生自我省
思，並讓其在回饋中得到成長與自信。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與實作
Design for change

Design for sharing

See the change

Be the  change

Lead the change

I can do 

How to do

人生快樂的三大指標:樂趣、滿足(What do you have/What 
do you want) 、目的(如果事情夠重要，即使會失敗仍然
會去做)

很多事，做了才知道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與實作

@永遠不要懷疑只有一小群認真思考、終於實
踐的人是否能改變世界，其實他們正是唯一能
改變世界的人。

@課程的結束，意味著新思維的開始

@抱怨、冷漠及等待通常不能解決問題，主動
積極更能解決問題。

@沒有改變，只會船到橋頭自然"沉"，而不會自
然"直”

@以色列的實踐哲學，很多事，做了才知道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 is 
a framework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all people 
based on scientific insights into how 
humans learn.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GUIDELINES

The UDL Guidelines are a tool u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These guidelines offer a set of concrete 
suggestion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any 
discipline or domain to ensure that all 
learners can access and participate in 
meaningful, challeng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xpert Learners who are…

Purposeful & 
Motivated

Resourceful & 
Knowledgeable

Strategic & 
Goal-Directe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CRPD的第三條一般原則(大原則)：

1.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

2. 不歧視

3. 充分融入社會

4. 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類多元性的一種

5. 機會均等

6. 無障礙

7. 男女平等

8. 尊重兒童，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我國已訂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CRPD 施行

法），自民國103 年12月3日起施行，因此，CRPD 在國內具有法律效

力。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

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

在教育上，其核心標的在促使身心障礙者獲得高品質的教育。

公約及其解釋應優先適用。依CRPD 施行法第2、3、10、11 條之規定，

公約具國內法律效力，且公約及解釋應優先適用（前述解釋包括如

CRPD 第4號一般性意見，簡稱CRPD/GC/4）。



背景因素介入策略

前事分類 介入策略

生理因素

1. 針對個案的生理與能力問題，應評估學習特性的，設計合

適的課程。例如：ADHD學生隨意離開位置，教師則提供

干擾行為的替代方案─指定擔任板擦股長，以合理走動的

行為取代負向行為。

2.結合醫療資源介入，評估服用藥物的必要性，以增加情緒

的穩定性。

認知因素
情緒因素

提供相關輔導支持介入，必要時透過心理輔導改善問題行為。

需求因素 評估社會福利的介入需求，給予合適協助，改善學生的狀況。

◆個體背景因素



前事分類 介入策略

社會因素
(家庭、學校等)

瞭解個案的家庭背景，提供相關的支持服務。

例如：學生之家庭為低收入戶，因此經常沒有早餐吃，

可協助其申請補助、校內的愛心早餐

物理環境

針對個案問題行為所處的物理環境進行分析，進一步找

出影響的因素，並與相關人員溝通解決問題。

例如：因施工使上課環境嘈雜，可暫時更換教室上課；

撤除教室中會影響學生專注力的干擾物。

◆環境背景因素背景因素介入策略



行為功能介入策略 ◆調整情境因素

介入策略 具體做法

調整
座位

1.將會互相干擾學生之座位隔開。

2.安排小老師坐在需要協助的同學旁。

3.根據學生需求，將座位遠離門、窗等可能干擾源。

調整
物理環境

1.活動地點的變化，以減少因無聊或厭倦而產生的問題行為。

2.針對學生需求調整教室採光、色彩、動線、空間大小等。

3.針對學生需求提供結構式的教室空間規劃。

調整
活動時間

若行為多發生在特定時間，可將活動時間作調整。

例如：在午覺睡醒後易出現問題行為，可先提早叫醒學生，

給予上課緩衝的彈性。



行為功能介入策略
介入策略 具體做法

消除或減少誘

發的刺激

1. 有孩子看到紙屑會尖叫、看到窗簾一定要拉開，上課
前先處理這些刺激。

2. 若孩子有觸覺防禦，可準備中介物品減少刺激。

加入正向行為

的提示和刺激

1. 對學生描述正向行為的期待，並針對行為做演練與提
示，同時運用增強物，協助學生監控行為。
例如：學生剛上課時出現吵鬧行為，教師描述「坐在位
置上保持安靜」的行為期待，接著演練與提示正向行
為，搭配加分機制執行。

2. 「少量多次給」、「相似物品逐漸替代」之方式逐減
降低明確物品的需求。

設定清楚和適

當的期待

以簡單、正向語句訂定班規並說明違反的後果，貼在醒

目處，提醒學生遵守，增進學生對環境的預測和控制。

◆調整情境因素



行為功能介入策略 ◆調整情境因素

介入策略 具體做法

建立明確、配
合個體需求的
作息表

與學生一起制定作息表，明確的課程活動表及規律化的
環境，能讓降低學生的不安及焦慮，也減少逃避功能
之行為發生。

妥善安排轉換
時刻

1.學生在轉換課程時(如剛上課) 易出現干擾行為，需事先
準備好教材或安排準備時間可從事的活動設計，減少
空檔時間。

2. 安排一項學生喜愛的活動(讀故事書)，平穩轉換課程降
低行為發生。

預告
若較難適應時間(彈性放假或補上課)或場地的轉換，可藉
由提前拿月曆提示、影片預告等，讓學生有心理準備。



行為功能介入策略 ◆調整課程/工作因素

介入策略 具體做法

提供符合學生
能力和需求的
課程内容和教
學活動

1. 根據學生的能力，針對學習內容進行難度、題型喜好、
學習需求調整。

2. 教學活動設計為考量學生的學習特性，課堂中安排動
態與靜態活動。

改變互動方式

1. 調整表達方式，以「建議的口語」代替命令和威脅，
用溫柔且堅定的語氣給予指令。

2. 指令應清楚明確，避免模糊不清和鎖鏈式的命令，可
搭配非語言、自然的提示。

3. 找到替代的方案，解決逃避刺激而產生干擾行為的問
題點。例如：該行為是為了逃避身體被觸碰，則教師
可利用中介物(如呼拉圈)減緩學生被觸碰的刺激，減少
行為的發生。



行為功能介入策略 ◆調整課程/工作因素

介入策略 具體做法

調整學習或工
作時間

1.針對學生特性調整課堂學習時間，配合認知能力、注意
力等限制將課堂時間分段，安排適度的學習和休息時
間。

2. 執行學習步驟分析、工作分析，給予易達成的機會，
降低因逃避挫折感而產生之干擾行為的發生頻率。

調整作業、工
作內容

1. 針對學生的技能、背景知識、作業時間、題目認知能
力等面向調整學習內容與份量。

2. 提供例題與示範協助學生學習，以多元作答(寫、說、
指認)方式完成。

3. 包裝學生厭惡的事物，可用遊戲式課程(如大富翁、九
宮格、桌遊、多媒體輔助教學)增強正向行為之動機，
而減少逃避功能的負向行為。



•運用消弱

•邏輯後果(反應代價、隔離、回歸原狀、過度矯正)

•區別性增強

減少行為問題

•運用正增強

•區別性增強

•負增強

增加正向行為

•運用讚美和提示其他人表現的正向行為

•矯正性回饋

•重新指令

•以回顧和討論行為的過程中去解決問題

提示正向行為

替代技能
(溝通、社會和休閒技能)

因應和容忍技能
(情緒調整、自我控制、問
題解決、等待和輪流等技能)

一般適應技能
(溝通、社會、做選擇和做

決定的技能)



參、課堂干擾行為處理策略─行為訓練

目
標

具體做法與實例

減
少
行
為
問
題

1.削弱原則：針對無傷害性的行為、只為博取注意的干擾行為採取不理

會的方式因應。

➢學生不斷搖晃桌椅製造聲響，教師採取忽略的回應。

2.邏輯後果：當學生出現問題行為時，教師給予干擾行為相關的、合理

和具教育意義的不愉快後果。

➢反應代價：某生上課亂丟同學鉛筆盒，若鉛筆盒損壞則必須賠償，

若無損壞則要求學生道歉，讓學生負責任。

➢隔離：學生無法和同學合作完成學習單，教師撤除活動參與的機會，

坐在教室另一空間隔離。

➢回歸原狀：某生用鉛筆在學習單上亂塗鴉，教師要求將學習上的塗

鴉給擦掉。

➢過度矯正：某生上課不斷亂歪桌子，教師要求將全班的桌椅排整齊。



參、課堂干擾行為處理策略─行為訓練

目
標

具體做法與實例

增
加
正
向
行
為
、
減
少
行
為
問
題

區分性增強：(以課堂常胡言亂語干擾秩序為例)

(1)區別性增強適當行為(DRA)：問題行為未出現，適當行為的發生率增加時

給予增強。如：未出現胡言亂語，且保持安靜不說話，就可以獲得加

分的機會。

(2)區別性增強其它行為(DRO)：在特定時間內，只要問題行為沒有出現就能

獲得增強。如：上課未出現胡言亂語，則可以獲得加分的機會。

(3)區別性增強不相容行為(DRI)：設法增強和問題行為不相容的適當行為。

如：當學生未出現胡言亂語，且說與上課相關的內容，則可以獲得加

分的機會。

(4)區別性增強低比率行為(DRL)：當問題行為的發生率降低時予以增強。如：

上課出現胡言亂語的次數從5次變為3次，則可以獲得加分的機會。



參、課堂干擾行為處理策略─行為訓練

目
標

具體做法與實例

提
示
正
向
行
為

1.矯正性回饋：讓個體知道什麼樣的行為不被接受、不被接受的理由，

以及此行為的後果。如：學生未舉手就發問，老師給予矯正性的回饋：

「我知道你有問題，也很高興你因為太有興趣而急著問問題，但我一

次只能回答一個問題，所以你不舉手，我就不會請你回答」

2.重新指令：搭配矯正性回饋，除了指示個體停止行為問題外，並引導

他從事正向行為。(呈前例)教師說：「我必須請你舉手，經過我同意

後再發問」

3.藉由回顧和討論行為過程去解決問題，從「我今天犯的錯誤是…，我

從錯誤中學到…；我今天碰到的問題是…，我要用…來解決問題」，

在問題發生後複習之前教導的問題解決步驟。如：我今天在上課時沒

經過允許就說話，這樣做會影響到別人上課，我很想要講話的時候，

我應該要舉手等老師點我才可以說話，或是下課時再跟同學或老師說」



行為訓練

依據學生的認知能力及學習特質，選擇適合的行為訓練策略，相

關策略包括：示範、行為塑造、提示、回饋、演練、提示-褪除、

行為後效契約、時間延宕、社會故事、自我管理等

技能類型 具體做法與實例

替代技能

無口語能力的自閉症學生，因想要寫字就會擅自離座到老

師身旁，一直盯著老師看

➢可透過行為塑造的策略逐步教導學生適當地表達意見的

方法，如能使用圖卡或拿出鉛筆表達寫字的需求。



行為訓練
技能類型 具體做法與實例

因應和容忍

技能

若學生經常搶話或未舉手就發言

➢可使用提示法，教師可明確訂定上課提示語或提示卡，

學生必須看到老師的手勢及聽到老師說「發言」的指令，

才可舉手回答問題。

一般適應

技能

若學生因作業難度無法完成作業，而開始哭鬧或發脾氣

時…

➢可運用自我教導正向語言結合自我增強的策略，教導學

生在面臨困難情境時與自己對話：「發脾氣不能解決問題、

我很生氣但是我可以自己處理、我表現得很好」引導自己

以適當的行為表達需求。



範例-個案行為之功能評量



IEP行為問題處理-法規依據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0條(教育部，2023)

個別化教育計畫，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

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

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行為分析與功能評量

行為分析法(又稱ABC法) ：蒐集引起個體出現行為問題的

個人、物和環境因素，並利用所這些資訊作為行為問題處

理的依據，設計介入策略。

◼掌握前事（antecedents，簡稱A）

◼行為（behavior，簡稱B）

◼後果（consequences，簡稱C）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次及預防策略參考表

資料來源：翁素珍（2018）根據宜蘭特輔團及歷屆工作坊教師回饋修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次及預防策略參考表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次及預防策略參考表

資料來源：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莉、翁素珍（主編）（2018）。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新
北市：心理。



覺察行為前兆 處理者態度控制策略 紀錄介入的過程
和效果

正向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與《情緒行為問題事件觀察記錄表》

1.任何情緒行為問題的處理不可能一次就完全有效，因此，
請確實先設立正向行為目標。

2.接著在行為處理的事件覺察行為前兆、控制策略、處理者
態度，並記錄介入的過程和效果。

有愛無礙For IEP https://webiep.dale.nthu.edu.tw/



有愛無礙For IEP https://webiep.dale.nthu.edu.tw/

範例：有愛無礙For IEP

正向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與《情緒行為問題事件觀察記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