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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特殊教育法分為12類

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身體病弱 其他顯著障礙



 長期情緒及行為反應異常〈6個月以上、跨情境〉嚴重
影響生活適應者

 情緒行為障礙包括:

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

焦慮性疾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或有其他持續性的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強化

情緒行為問題

內化行為：

退縮

害羞

自卑

膽小

焦慮

憂鬱

恐懼

過度敏感

學習困難

人際關係困擾

外化行為：

衝動性

過動性

破壞性

攻擊性

反抗性

傷害性

(對己、人

物)



認知能力 1. 學習上，注意力難集中，會有看不下書的狀況。
2. 對於需要抽象思考及邏輯推理等數理能力不佳，類化能力弱。

學業能力 1. 容易受情緒與興趣影響對學科的專注度，在學習上易受內、外在
刺激誘惑而分心。

2. 閱讀文章因急著完成，常快速地看過，但重點與細節的部分會忽
略，需要旁人解釋文意

3. 文章填答時易有錯字，需要適時檢閱。

4. 數學計算方面僅對加減乘除較熟悉，對於複雜算式及應用題有困
難。

情緒及社會
行為

情緒敏感且纖細，大一容易陷入情緒低潮中，曾因情緒不穩定而忽略
承諾過的事情。大三情緒漸穩定，會主動找資源教室討論目前遇到的
議題，也會主動協助學弟妹，懂得自助後助人。

溝通能力 思考容易跳躍，常常想到什麼說什麼，沒在持續對談的議題上，必須
常常將其注意力拉回現在的主題上。

整體 個性開朗、活潑、外向且熱心，在校表現良好，但記憶、溝通及應變
能力確實因障礙特質表現較弱，如容易分心而忽略重點、與人應對時
跳脫主題等。需花較多時間學習。







現任：
幼兒園教師，兩個孩子的媽
學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長庚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二技部
景文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五專部



 瑋均小時候就會覺得功課很多，寫不完。甚至會向
父母謊稱沒有功課，或少說個一兩項。

 到了國中，功課太難了，就索性放棄。

 讀二技時，就開始會焦慮，那時候不會也不能用說
謊的方式來逃避，所以只能怕功課無法完成而焦慮
。

 考研究所的那段期間尤其嚴重，甚至焦慮到會頭痛
、手痛，總是擔心書讀不完，「怎麼一天都快過完
了，書都唸不完。」

 讀研究所了，變成擔心報告來不及做完。



(一)幫助他們體認自己何時較易注意困難，如與人
交談時何時較易錯失重要內容，然後他們只需要
簡單地要求對方再說一次即可，不用感到尶尬。
(二)將繁重或無聊的工作細分成幾個較小或易處理
的部分，避免工作過度負荷，如此亦可獲得較好
的成就感。
(三)教導他們在最佳的驚覺狀態時，才從事需要精
細的工作，且在每隔一段時間做一次休息。
(四)創造一個安靜或結構化的工作環境，以避免干
擾。
(五)練習分配注意力的能力，且發展因應的技巧。
(六)學習對所要處理的事項排定優先順序，即安排
一份有組織且合理的計劃表。



 姓名：阿倫

 就讀年級：大學一年級

 鑑定證明：學習障礙

 醫療診斷：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一、注意力不足

1.注意力不佳，很容易分心且忘東忘西。在邏輯推理
能力與組織統整能力上較一般學生落後。

2.智力測驗全量表為111，智能正常。

二、記憶力差，時間安排及管理能力弱

1.對於生活事項與課業安排的能力差，剛提醒過的事
情很容易就忘記。 例如：傳簡訊(文字提醒)請學生前
來辦理減免，直至第三次，簡訊+電話聯繫後才成功
約到學生。

2.容易高估自己處理事情的速度，會答應或安排太多
活動，導致後期會急於應付，潦草行事。



三、書寫速度慢，閱讀及理解能力弱

1.具有基本的識字及閱讀能力，但識字速度 慢，加
上會跳行及漏字，故整體閱讀速度偏慢(中文及英文)
，且影響其對文章的理解。

2.高中階段考試時皆延長20分鐘，其成效不錯，考
卷完成度高。



四、右大腿髖關節缺血性壞死

1.學生動作操作上看起來與一般生無異， 但其實平
衡感不佳，且上下樓梯較為吃 力，跑步、跳躍、蹲
下的動作皆無法操 作，也會因為天氣的關係而疼痛
。

2.體育課程的進行需考量其能力範圍，而進行活動。

五、聽覺敏銳，對音樂有一定程度的了解

1.喜歡音樂。

2.因聽覺敏感，所以討厭吵雜的聲音。在 宿舍生活
中可多了解其適應狀況。



一、生活管理

班級事務的理解及處理

例如：繳書籍費、選課、請假系統、其 他系上學校
規定。 教室變換、校園行政單位的地理位置及 業務

二、課業課業學習

1.課堂進度的理解與學習

2.筆記抄寫與計算題的驗算

3.抽象理論的理解與記憶



 系上教授的關懷與協助。

 提供班級學伴協助生活及課業提醒。由導師協助安
排一位同學，進行協助。

 提供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完成作答

 提供課業輔導協助學生以一對一方式進行教學。

 與家長合作協助輔導

 定期晤談個案

 善用個案優勢（音樂）



 個案姓名：小詩

 就讀年級：大學三年級

 醫療診斷：憂鬱症合併社交焦慮(social phobia)。

 曾就讀工教系時，因覺得性向不符，故大二決定轉
系至特教系。



一、學習方面

（一）害怕上課、嚴重缺課

（二）許多科目被當

（三）未參與分組討論、作業無法完成

二、人際方面

（一）聯考失利，不敢與以前同學連絡

（二）不敢面對人群

（三）不敢上台試教



三、生理方面

（一）抱怨生理病痛

（二）手指會不自主抖動

（三）生活作息日夜顛倒、失眠

四、家庭方面

（一）與家長溝通不良

（二）要辦理休學嗎？



 提高對情緒困擾學生的敏感度

 定期晤談與個案建立關係

 搭起個案與班上同學的橋樑(同儕宣導) 

 找出班上肯協助同學

 訂定學習契約

 調整學習評量方式（寫心得、補考…）

 與醫療體系合作（用藥、轉介）

 邀請家長一起協助

 導師扮演個案協調溝通重要角色



 個案姓名：阿育

 就讀年級：大學二年級

 醫療診斷：精神分裂症，個案大二下學 期發病，出

現怪異行為，如：想到自己涉及某件縱火案，有調
查局人員曾來調查。

 因適應不佳，曾辦理休學並強制就醫



一、學習方面：

（一）嚴重缺課、上課不專心、未參與同學分組討論
、作業無法順利完成

（二）許多科目被當、建議辦理休學

二、人際方面：

（一）發病後，很少與過去好朋友互動，人際關係變
得很差。

（二）室友反應個案不洗澡，常把門反鎖，半夜會大
笑、洗衣服。



三、家庭方面：

（一）家長教養、對精神疾病態度

（二）缺乏北部協助資源

四、就醫方面：

（一）病識感差。

（二）抗拒用藥。

（三）需要長時間復健。



 申請特殊教育鑑定(取得特教身份）

 理解患病學生出現的困境

 訪談各系教師對個案上課的回饋

 主動連絡家長，並瞭解居家狀況

 與醫療機構建立連繫管道

 大學系主任及各系老師的配合

 執行危機處理（強制就醫）

 讓同儕（室友）認識情障學生

 追蹤個案的治療及復原狀況



李宏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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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度自閉症屬隱性障礙。

 外顯行為「太正常」了，被認為是拿自閉症當藉口
。

 與輕度自閉症交談時，常被以為故意裝笨、自大或
耍白目。

 輕度自閉眼神可對焦、他們比較是「眼睛不想看人
」，

(眼神難以對焦大多數是中度以上自閉症的症狀)

 事實上自閉症差異很大，每個人的困難都不同。



 輕度自閉症眼神語言可交流。

 輕度自閉症「眼睛不想看人」，覺得注視他人的眼
睛有壓力，視覺焦點擺在「看該看的東西」。

 輕度自閉可以感受他人的關心和關愛。

 輕度自閉症在理解他人語意、社交上有某程度的障
礙，





 進行單向交談(自己熟悉的話題)。

 不知道該說什麼或無法繼續談話時，不會設法釐
清問題，不會承認自己不懂，反而花很久的時間
去思考，或是乾脆直接切入自己熟悉的話題。

 自我中心的語言表達方式，不考慮他人立場。(缺
乏同理心)



 動作較笨拙。
 AS有能力、有興趣，且會去參與社會互動，但因
為他們的社會知覺和一般人有差異，所以無法了
解人際互動的深層意義(分享,支持..)。

 不容易了解笑話、成語和暗喻。

 無法接受彈性的變通，包括厭惡改變，同一性的
喜好，以及例行公事及儀式(SOP)的發展。



 姓名：小意

 就讀年級：大學一年級

 鑑定證明：學習障礙

 醫療診斷：自閉症輕度



一、環境變化適應差

 學生對於換教室，換座位均需要時間適應， 尤其是

移動到新的地方，會有找不到位置需要他人協助的
情形。

二、記憶力佳，但組織能力差，處理速度慢

 對自己有興趣的事物的記憶力表現佳。

 但在手眼協調、抄寫速度、辨識能力上均顯弱勢。



三、知覺動作、肢體協調不佳

 學生動作較為緩慢，肢體協調差，

 跑步速度慢，運動易受傷。

四、表達及閱讀理解能力弱

 具有基本的識字及閱讀能力，

 但對於「作文」及限時完成文章等需要表達及抒發
自身想法的作業、考試，則有明顯困難。



五、人際互動適應、口語表達能力弱

 1. 個性內向、情緒平穩，但不擅表達自己的意見及
情緒，與人少有眼神接觸。

 2.說話的音量小，很少主動發言。對話時多用簡短
的詞彙或靜默的方式回應。

 3.高中階段多獨來獨往，不擅與人交際互動。

 4.做事盡責，若清楚知道老師交代的事務均會努力
達成。

 5.少表達自己的需求，應變處理能力較差。



一、生活適應

 班級事務的理解及處理

 例如：繳書籍費、選課、請假系統、其他系上學校
規 定。

二、課業學習

 課程理解、作答速度慢、口語表達差影響上台發表
能力

三、人際互動

 分組的困境



 提供班級學伴協助生活及課業提醒

（已由系上協助安排兩名室友協助學生）

 提供延長考試時間協助

 上台發表時給予引導

 課程分組提供協助

 與家長一起合作



 避免惡霸型同儕欺負，提供安全的校園環境。

 教導同儕，如何與ASD相處。

 安排小團體/小組時，避免由學生自行挑選組員。

 安排成熟同儕協助和引導。

 強調ASD的優勢和特定學科表現，並安排合作學
習，讓同儕接納。

 引導了解他人感受、想法。

 示範如何回應他人，熟背社交金句。

 學業工作SOP。





 給予前人範例/樣本參考

 要求修正其中幾個元素，成為自己的風格

如: 電影欣賞

1.下載該片影評. 

2.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再書寫一次.

如: 美術作品

1.參考他人畫作

2.修改主角為自己的畫風



自閉症的學業表現：回憶事實的能力佳、解決問題/理
解/抽象概念有困難、閱讀理解方向錯誤、可能算數
不錯但應用題不好。

 不要因為學生能重述提到的事情，就假設他已理解；

 具體說明新的概念或抽象事情

 儘可能以實作方式教學

 運用圖表組織如語意圖

 工作細分小步驟或提供直接教學和示範、必要的實例
演示、利用大綱幫助學生記重點和組織分類相關資料
。



 提供額外的教學和利用視覺支持方法。

 利用促發/提示策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1）讓學生事先熟悉教材。

（2）提供可預測的新活動，降低壓力和焦慮。

 提供班級學伴協助生活及課業提醒

 課程分組提供協助

 注重學生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