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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2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課程調整」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6月4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80062040號

函。 

三、 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配套計畫推動小組第4次

會議決議。 

貳、 目的 

一、 為使普通教育各領域教師能瞭解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差異、課程調整內涵

與差異化教學，落實特殊教育學生適性教育，強化教師課程調整能力，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 強化普通教育教師對於課程調整的能力，並重視課程與教材的鬆綁，以

加深、加廣、重整、簡化、減量、分解或替代等方式彈性調整普通教育

課程目標，以規劃及調整課程，提升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之專業知能。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南投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四、 協辦單位：南投縣特殊教育輔導團 

肆、 參加對象與資格 

一、 各校務必推薦至少一名班級中有身心障礙學生且任課領域為數學領域

之普通班教師參加。 

二、 班級中有身心障礙學生之普通班教師。 

三、 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教師。 

伍、 實施方式 

一、 辦理時間：112年8月24日（週四）上午8時50分至下午4時20分。 

二、 辦理地點：本縣旭光高中科學館演講廳（54243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

23號，旭光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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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活動開始前1日，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報名，進入【全國特殊教

育資訊網】首頁→點選下方「研習報名」→進入後於網頁上方找到「縣

市教育局特教研習活動」→下拉式選單選擇【南投縣】→出現研習列表

後即可至本研習欄位點選【報名】。 

四、 錄取人數：150名，若報名超過預定人數，則以各校一名並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 

五、 本案申請研習時數共計8小時，全程參與教師核予8小時研習時數，遲到

或早退者，依實核予研習時數。 

六、 承辦人：蔣昇翰中心主任；聯絡電話：049-2562609、049-2566501；傳

真：049-2567936。 

陸、 注意事項 

一、 請準時入場。 

二、 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惠予公（差）假登記。 

三、 請參加教師或承辦人員務必於研習結束後，轉知校內相關教師研習重要

事項。 

四、 辦理場地車位有限，請參加人員於校外停車。 

五、 考量因突發狀況導致說明會時間臨時變動，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務必

確認報名介面之緊急公告，以了解相關最新訊息，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補充及修正之。 

柒、 其他 

一、 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

理敘獎。 

二、 本案經費由本府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三、 本案奉核後公布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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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2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課程調整」增能研習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主持人/講師/助理講師 

112 
年 
8 
月 
24 
日 
︵ 
週 
四 
︶ 

08：50 

｜ 

09：00 

報到及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09：00 

｜ 

10：30 

課程調整概論 

講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詹孟琦 教授 

10：40 

｜ 

12：10 

課程調整應用實例 

講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詹孟琦 教授 

12：10 

｜ 

13：00 

午餐 南投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3：00 

｜ 

14：30 

《分組實務研討》 
各領域課程綱要分析說明與

課程調整 

數學領域－國中場 

(特教資源中心會議室) 

數學領域－國小場 

(科學館演講廳) 

講師 

桃園市平鎮國中 

劉建成 老師 

助理講師 

南投縣竹山國中 

林恩歆 老師 

講師 

桃園市成功國小 

呂美玲 老師 

助理講師 

南投縣雙冬國小 

許瑞玲 主任 

14：40 

｜ 

16：10 

《分組實務研討》 
各領域課程調整實作與回饋 

16：10 

｜ 

16：20 

綜合座談 教育處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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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2.08.24
主講：詹孟琦 meng@cc.ncue.edu.tw

身心障礙學生課程調整

Part I:課程調整的必要性
– 身心障礙學生課程的變革
– 課程調整的規定

Part II:課程調整的實施
– 調整的原則、向度和方式

Part III:常見身障生之特質與調整舉例
– 學障、自閉症、情障、視障、聽障



PART I
課程調整的必要性

1.身心障礙學生課程之變革
2.課程調整的規定



安置

可以進入學習的
場所

可以在學習場所
行動

可以和同學互動
(溝通)

可以和老師互動
(溝通)

可以有效參與課
程學習

可以表現學習成
果

物理環境 社會互動 課程學習

1. 身心障礙學生課程的變革
1-1. 落實融合教育

接納 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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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障礙學生課程的變革

融合教室情境中，學生……

個別差異大

如何使班上個別差異大的學生均能參與學習

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普通教育課程需要支持與協助

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與法令政策

1-2. 為何要進行課程調整？

4



資料來源：陳美芳、洪儷瑜(2013). 差異化教學策略 (國民小學與國
民中學補救教學平台)，取自priori.moe.gov.tw/download/1-5.ppt

5

融合教室中的
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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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學生個別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及學習
時數，經學校特推會審議通過後為之

• 課程調整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
及評量方式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第4條

• 身障教育適性課程：
學業學習+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資優教育適性課程：
專長領域之加深、加廣或加速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第3條

• 設計適性的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方式

• 並融入IEP/IGP實施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
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2條

• 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方式應保持
彈性

• 適合特殊教育學生
身心特性及需求

〈特殊教育法〉第19條

課調
法源

2.課程調整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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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要點

• 一、課程發展〉〉（二）課程設計與發展
– 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領域課程及實施課程調整。

– 特殊教育學生的課程，必要時得調整部定必修課程，並實施教學。

– 學校與教師應提供適當之評量調整措施

• 八、附則
– 特殊教育學生之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性調整（包含學習節數/學分數
配置比例與學習內容），並得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惟
不應減少學習總節數。

– 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2.課程調整的規定：總綱

7

總綱提出課程調整之規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課程調整的項目和具體做法



課程調整適用對象

2.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身心障礙學生 資賦優異學生 身障+資優學生

通過鑑定而有特
殊教育與相關服
務措施之需求的
各類身心障礙學
生，包括：學障、

智能障礙、自閉
症、情障、視障、
聽障、腦性麻痺、
肢體障礙、多重
障礙、語言障礙、
身體病弱、其他。

通過鑑定而有特
殊教育與相關服
務措施之需求的
各類資賦優異學
生，包括：一般

性向、學術性向、
藝術才能、創造
能力、領導能力、
其他特殊才能。

同時通過身障和
資優鑑定而有特
殊教育與相關服
務措施之需求的
雙重殊異學生，

例如：學術性向
資優＋學障、藝
術才能＋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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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課程調整的實施

1.課程調整原則
2. IEP/IGP與課程規劃
3.課程調整之向度



1. 課程調整原則

• 調整原則之決定
–根據學生學習需要與各領綱間之差異

• 調整歷程
Step 1: 評估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
Step 2: 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
Step 3: 分析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與學
生需求/能力之適配性
Step 4: 依學生的個別需求，進行四大向度之調整
• 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

依學生在各領域的學習表現，
分別決定學生該領域學習功
能之缺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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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與參與

是

學生能力

課程要求

一致

一般課程 調整課程

參與可能 另類課程

感官動作

情緒問題 認知問題環境調整 課程目標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Accommodation

Modification

1-1. 課程調整決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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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課程調整決定流程~轉化至12年國教課綱

學習重點調整

適配

2-1

科目/學時
增減

12年國民
教育課程

學生能力

學習重點

適配 課程調整 學習內容調整

是 是

否
2

學習歷程調整

學習環境調整

學習評量調整

適配
否

1

調整後課程

是

否

Accommodation Modification決定調整需求

2-2

12



13

程度 定義 需求

無
缺損

某領域/科目之學習功能與
一般同齡/年級學生相近

學習輔具、環境與評量調
整、其他支持策略或相關
服務等協助+特需課程

輕微
缺損

某領域/科目的學習成就因
身障限制，造成與一般同
齡/年級學生有部分落差

1.同上
2.原班課程調整or外加式
課程(學科補救/特需)

3.普通班/社區/職場之融
合教育

嚴重
缺損

某領域/科目的學習成就因
身障限制，造成與一般同
齡/年級學生有嚴重落差

1.同上
2.彈性調整課程內容
3.抽離式教學 or原集中式
特教班的教學

4.增減節數/學分數

2. IEP/IGP與課程規劃～依學習功能



領域/科目
學習功能與一般同年齡
或同年級學生相較

無缺損
優 異缺 損

調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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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調整之向度

課程

調整

學習
內容

學習
歷程

學習
環境

學習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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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整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調整-

簡化

調
整
方
式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調整各領域/科目
的節數/學分數，
與學習內容

學習功能缺損

2.提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16

3-1. 學習歷程調整



調整方式-簡化

降低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難度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2-Ⅰ-1 能以正確發
音流利的說出語意
完整的話

簡
化

 能以正確發音說出語
意完整的話。

 能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Be-Ⅳ-2 在人際溝通方
面，以書信、便條、
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
書寫格式為主。

簡
化

 在人際溝通方面，如書信、便條
的簡易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簡單書信之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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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減量

減少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部分內容。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4-Ⅱ-1認識常用國字
至少1800字，使用
1200字

減
量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200字

 能使用常用國字至少
500字

 Ad-Ⅲ-3 故事、童詩、
現代散文、少年小說
及兒童劇。

減
量

 故事、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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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分解

將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分解為數個小目標或學
習內容，在同一階段或不同學習階段分段學習。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1-Ⅲ-3 判斷聆聽內容
的合理性，並分辨事
實或意見。

分
解

 判斷聆聽內容的合理性。
 聆聽時，能分辨事實或

意見。
 學習內容

 Ad-Ⅱ-2 篇章的大意、
主旨與簡單結構。

分
解

 篇章的大意。
 篇章的主旨。
 篇章的簡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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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替代

以另外一種方式達成原來的領域/科目之

5-Ⅱ-9 能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能透過報讀軟體進行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學習表現舉例

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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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式-重整

將該學習階段或跨學習階段之學習重點重新詮釋
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化的學習目標與學習內容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

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聽懂適合程度的日常生活短文、故事、短劇。

學習表現舉例

重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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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化

降低各教育階段之各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難度
EX: 分析作品優缺欣賞作品特色

減
量

減少各階段之各領域/科目部分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內容
EX: 運用改寫、敘寫、縮寫等方式寫作運用敘寫方式寫作

分
解

將各教育階段之各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分解成幾
個小目標，不同階段或同一階段分開學習

替
代

以其他方式達成各階段之各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
EX: 寫出大意說出大意/運用電腦輔具(電腦+語音輸入軟
體)打出大意

重
整

將各教育階段之各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重新詮釋
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化
EX: 等差數列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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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之調整原則與作法

1) 可視學生個別差異情形及需要採一種或多種調整方式。

2) 各領域/科目之節數/學分數之調整需經IEP/IGP會議決議並

由學校特推會同意後執行。

3) 根據學生需求得參考《領域課程應用手冊》進行調整。

4) 若學生因障礙限制較大而無法學習之學習重點可採重整
方式調整，甚至將部分較難的內容刪除（刪除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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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之調整策略列舉～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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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如工作分析、多
元感官、直接教
學、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多層
次教學或區分性
教學等

學習策略

如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組織圖等

教學策略/活動

如講述、示範、發問、
圖解、操作、實驗、運
用多媒體、角色扮演等

3-2. 學習歷程調整

提供適性教材與教育輔
助器材協助學習

彈性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

身心障礙生

25



• 依學生的個別需要，善用各種學習策略；採多元教學方法和
策略及活動。

• 如：協助學生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組織圖等

• 如：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接教學、合作學習、合作
教學、多層次教學或區分性教學

• 提供適性教材調整與教育輔助器材協助學習。

• 如：點字版本、放大版本、電子版本、有聲版本

• 如：擴視機、點字機、盲用電腦、閱讀輔具、電腦輔具等

• 必要時得供助理人力、課堂手語翻譯等，確保學生在最有利
於學業及社會發展的環境中學習。

• 穿插一些遊戲活動或將教學活動分段進行，並多安排學生練
習與表現的機會，提供適度讚美、足夠的包容，並施以有效
的行為改變策略和積極回饋的方式調整；

• 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以激發並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26



~學習歷程之調整策略列舉～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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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之調整策略列舉～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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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光、通風、溫度、教
室布置、教學設備資源、
教室位置、動線規劃、
學習區、座位安排

★志工、教師助理員或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
★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學校各處室

★通用設計
★合理調整

校園環境

物理環境
人力協助與行政支援

教師、同儕等自然支持

心理與社會環境

身心
障礙生

3-3. 學習環境調整

29



~學習環境之調整策略列舉～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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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依IEP/IGP實施多元評量

02

A. 評量時間調整 B. 評量環境調整
C. 評量方式調整 D. 其他評量調整

3-4. 學習評量調整

• 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課程
本位評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

03

• 評量的內容或通過標準需依特推會所議決之IEP執行
A.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增刪等
B.依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計分比重

調整評量形式/服務

調整評量內容
依IEP/IGP實施多元評量

31



32

其他
other

時間安排
Scheduling

測驗時限
Timing

施測情境
Setting

作答反應
Response

題目呈現
Presentation

評量調整

32

～評量形式之調整～



A.評量時間調整 B.評量環境調整

D.其他評量調整

• 應依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多元評量
• 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課程

本位評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等
• 評量調整或服務

• 評量時間調整：提早入場或延長測驗時間
• 評量環境調整：隔離角、資源教室、個別教室、個

人或少數人考場，或提供設有空調設備、靠近地面
樓層、設有昇降設備或無障礙廁所之評量環境。必
要時，需提供相關教育輔助器材

• 評量方式調整：採紙筆、口試、指認、實作、點字
試卷、放大試卷、電子試題、有聲試題、觸覺圖形
試題、提供試卷並報讀或專人協助書寫等。

• 特定領域/科目具有學習功能缺損的學生，該領域/科目
評量的內容或通過之標準需依據特推會所議決之IEP執
行，包括得進行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增刪等調整
方式，或是根據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計分比重 33



~學習評量之調整策略列舉～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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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課程調整策略

• 附件2：課程調整九宮格

4. 課程調整之參考策略

35



課程調整
九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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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不是依學生的障礙程度或資優，是依學生在特定領域

/科目的學習表現
• 要分析學生在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和學習
評量調整的需求

• 學習內容的調整是指領綱的學習重點，而非教學設計
中的教學或學習內容

• 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之缺損程度雖分成輕微和嚴
重，但每位學生程度可能都不一樣，領域課程調整手
冊之學習重點調整建議只供參考，而非選擇學習重點
之依據。

• 調整部定及校訂課程（包含學習節數/學分數配置比
例與學習內容）

• IEP中的教育目標是經一學年或一學期特殊教育後要學
會的重要目標，不等於學習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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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常見身障生的學習特質

與調整策略

1.學習障礙 4.視障
2.自閉症 5.聽障
3.情障



1-1. 學習障礙~學習特質
面向 問題 特徵

聽知覺 聽覺
理解

難以記住字音or聽辨音相近的字聽覺處理速度
慢聽到片段資訊有聽沒有懂

視知覺 識字 難以辨識字形 &使用注音符號易讀錯or不流暢

知覺
動作 書寫

字跡潦草or握筆方式怪異

心理
認知
能力

口語
表達

無法立即組織想法或想出適當語詞/答案

閱讀
理解

無法摘要/組織讀過之資訊or依事件發生順序來重
述故事無法理解所讀之內容

寫作 字彙/文法/標點符號等寫作表達有困難難以藉
寫作表達想法

數學
運算

易混淆數學符號/概念、抽象概念理解/運算/列式
有困難 39



1-2. 學習障礙~調整策略

40

調整
策略

‧多感官取向的教學 (ex: 多媒體、有聲書、實際操作)
‧分段式與條理化的教學步驟
‧簡短而具體的口語指令+解釋和圖示
‧給予較多的等待時間，以有充分時間思考如何回答or完
成板書抄寫

‧不專心可能是不小心分心or一時沒聽懂適時提醒or再
講解一次

‧有閱讀困難提供報讀軟體or有助於理解的圖像組織
‧有聆聽困難向同學借筆記或錄音
‧有書寫困難使用電腦or有語音輸入功能之輔助科技
‧有運算困難使用計算機or其他輔助工具(ex: EXCEL)
‧提供考試調整(ex: 報讀、延長考試時間、上機考試)
‧給較多的時間去完成學校作業

技能
教學

‧社會技巧 (ex: 社交線索的覺察、互動技巧、合作技巧)
‧學習策略(ex: 記憶術, 考試技巧, 組織/理解策略, 輔具應用)
‧發展優勢能力



2. 情緒行為障礙~常見特質

面向 特質

外顯
行為

‧不遵從指令 (不理會, 抱怨, 爭論)
‧違反規定 (離座, 大聲說話, 干擾同學)
‧容易分心
‧爆衝行為 (暴怒,偷竊, 暴力言行, 毀壞財務)

內隱
行為

‧緘默or退縮行為
‧憂鬱、焦慮之癥兆
‧少有社會互動 (沒有交友技巧, 少與同儕嬉戲)

影響

‧學業成就：低於同儕一個年級以上
‧社會技巧/人際關係：難以結交朋友/維持友誼、少參與
課外活動、與同學關係不佳

‧青少年犯罪：犯罪率高於一般同儕；累犯率高

41



2-2. 情緒行為障礙~調整策略

42

調整
策略

‧結構化之教學情境有助於減少干擾、有效的組織資訊
‧不專心可能是不小心分心or一時沒聽懂適時提醒or再
講解一次

‧給予口頭鼓勵並適時關心
‧給予明確指令or觀摩表現良好同學之示範
‧因病情or過度敏感而情緒失控時適時協助離開當時情
境、私下教導適當處理方法or關心用藥情形

‧因服藥而精神不濟or情緒失控時協助冷靜/聯繫醫療人
員、私下了解用藥情形

‧提供考試調整(ex: 延長考試時間、單獨考場、給予額外協助)
‧因情緒問題而缺席or遲交作業給予彈性處理

技能
教學

‧學業技能
‧社交技巧：察覺/控制情緒；對話/合作/表達情緒；遵從指
令/參與教學/轉換活動

相關
服務

‧正向行為介入和支持 ‧心理/諮商 ‧定期就醫&服藥



3-1. 自閉症～常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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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特徵

社會
互動
&溝通

‧難以表達情緒/覺察他人情緒
‧難以理解社交線索 ‧只談自己感興趣的主題
‧無法從他人的角度看事情‧只有黑白，沒有灰色地帶
‧出現不當的互動行為
‧只理解口語字面意義，難以了解俚語/玩笑/嘲諷/隱喻

侷限興
趣及重
複行為

‧固定而侷限的興趣(材質、物品) ‧不喜突然的改變
‧有固定作息/習慣/行為模式

感官敏
感/遲鈍

‧無法忍受特定聲光/質感/口感/味道/碰觸
‧對疼痛、溫度不太有感受

情緒
‧由溫和/內向/孤僻/容易被忽略衝動/具攻擊性/破
壞/干擾皆有
‧普遍易於焦慮、憂鬱，為精神疾患的高危險群



3-2. 自閉症～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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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策略

‧給予視覺提示(ex: 講義、圖片、視聽媒體)，有助於理解
‧結構化之教學情境有助於減少干擾、有效的組織資訊
‧具體實例說明示範&反覆練習以深入了解學習內容
‧對事物有過度選擇性注意的特質，以致於注意某些細節
而忽略重點適時引導學生注意重要資訊

‧需要較長時間來適應新環境給多一點時間去了解課堂
要求與規則

‧為了抒發不舒服的情緒而有情緒失控行為協助冷靜/
私下聆聽感受

‧若過度談論特定主題而不自知適時提醒
‧明確而有結構的學習計畫，有助於做好心理準備、降低
焦慮、跟上進度

‧課程or教室環境有變動事先告知，以做好心理準備
‧提供作業/評量的調整(ex: 明確步驟提示、延長時間)

技能
教學

‧學業技能&學習策略
‧社會技巧&溝通技能



4-1. 視覺障礙～常見特質

45

面向 特徵

視覺
‧容易疲勞 ‧看不到or看不清楚
‧畏光 ‧眼睛調節光線能力差
‧夜視能力較差 ‧視野較小，漏看學習資訊/跳行

動作能力
受限於視力or缺乏活動機會，影響以下能力：
‧手眼協調、身體協調性和精細動作

社會發展
‧較依賴、缺乏自信
‧無法模仿社交行為or了解非口語之社交線索，社
交能力受限

日常生活
‧全盲生or夜視能力差的低視力生需要定向行動的
訓練



4-2. 視覺障礙～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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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策略

‧看不到/不清楚多用口頭陳述/說明(ex: 板書+要點說明)
‧允許課堂錄音，以利課後複習
‧看外語影片時，請同學轉譯/口述影片內容or課後借閱
‧使用肯定的方向指示詞和口語指示來取代肢體語言，以
利理解指令

‧提供全盲生點字/有聲書，允許課堂使用盲用電腦/輔具
‧校外教學時，請同學幫忙簡單口述眼前事物(ex: 展覽品)，
以利理解

‧事前提供講義電子檔or放大字體之紙本教材
‧提供考試調整(ex: 放大字體、盲用電腦作答+包容錯字、口
試、延長時間)

技能
教學

‧社會技巧&學習策略(ex: 科技輔具之應用)
‧獨立生活技能(ex: 洗衣服、料理三餐)&休閒技能
‧聆聽技巧
‧定向行動or殘餘視力之運用



5-1. 聽覺障礙~常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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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特徵

說話

‧詞彙量少於同儕
‧具體詞彙的學習易於抽象詞彙
‧口語表達異常(字彙/文法/句法)
‧無法監控自己的話語(音量/音調/重音/節律)

聽覺
理解

‧反應會較慢 ‧有時會點頭裝懂 ‧較無法理解
抽象字眼or概念
‧需要視覺輔助(讀唇/表情/肢體動作/板書)

學業
表現

‧各科之學業成就不佳，尤其是閱讀 & 數學
‧學業成就明顯落後於同儕
‧理解/溝通能力不足以應付學習時的口語&書寫要求

社交
技巧

‧行為問題會比同儕多，尤其是學習表現不佳的學生
‧感到沮喪、退縮&孤獨



5-2. 聽覺障礙~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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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策略

‧讓學生看到老師正面+說話速度稍慢+唇形清楚
‧講解抽象概念時(專有名詞/理論、新詞彙)，用較為具體
之方式解說or舉實例說明

‧學生表情茫然or沒有和同學出現一致反映時，請用簡單
句子/肢體動作/寫字等其他方式解說，並確認學生是否
理解

‧配戴FM系統時，置於離下巴 15cm處，以辨清楚收音
‧口頭報告時，讓學生使用PPT、書面or電腦語音輔助軟
體，做為輔助

‧善用學生之視覺優勢，多利用板書、講義、書籍&多媒體
等視覺性教材

‧事前提供上課講義/協助借閱同學的筆記，以利預習
‧宣布重要事項時，請寫在黑板上or請同學提醒
‧提供評量調整(ex: 以紙筆測驗/實作取代聽寫式評量)

技能
教學

‧溝通訓練：口語/手語/其他方式之溝通 + 聽能訓練
‧社交技巧(ex: 基本互動禮儀、情緒/社交線索之觀察)



• 大雄的語文理解能力相對優於圖象的理解，
工作記憶能力不佳，處理速度慢

學習歷程的調整～教學傳遞方式的調整
– 於圖表加註文字解釋或提供口語說明
– 小步驟教學

• 把複雜的學習內容拆成幾個部分，分段教學

– 教學速度放慢
– 教導記憶策略

* 個案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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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音樂和體育課時，胖虎幾乎無法參與，
經常會尖叫並摀住耳朵而干擾上課，有時
候也會撕毀音樂課本，或在體育課推擠同
學。每當出現這些行為時，老師會要求他
離開教室，但是行為沒有改善，反而變本
加厲。

學習環境的調整～降低環境中的壓力源
– 減少不必要的噪音
– 在聲音刺激過大時，允許學生戴耳機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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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只有國小五年級的閱讀程度，書寫能
力亦不佳。他的聽覺理解能力和專注力優
於一般同學，常常會提出有創意的點子，
也會說出個人想法，但是讀寫能力讓他無
法完成課堂上的作業要求。

學習歷程的調整
– 教學傳遞方式：對書面資料提供口頭說明
– 表現方式：書寫作業口頭回答

學習評量的調整
– 電腦作答、語音輸入軟體、錯字/標點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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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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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https://www.k12ea.gov.tw/ap/class_schema.aspx
https://www.k12ea.gov.tw/ap/class_schema.aspx


附件 1 

課程調整策略 

說明：針對指定領域與個案在普通班之學習，對於有調整必要之向度與項目，規劃

調整策略。表列之調整策略並未窮盡，僅供參考，可自行增列其他有效做法。 

調整向度 調整策略 

學習內容 

1.學習重點 

2.課堂內容/

學習目標 

1.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簡化: 降低難度。 

□減量: 減少部分內容。 

□分解: 將能力指標分解為幾個小目標。 

□替代: 原來的學習表現適用，但須以另一種方式展現、達成。 

□重整: 原指標重新詮釋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性的目標。 

2.課堂學習內容/學習目標 

□同一課程：相同的課程主題、活動和目標 

□調整性課程：□相同的課程主題和活動但調整原目標(難度、數量) 

□相同的課程主題和活動但不同目標 

□替代性課程：不同的課程主題、活動和目標 
學習歷程 

1.教材形式 

2.概念傳遞

方式 

3.反應/參與

方式 

4.教學安排 

5.教學策略 

6.學習策略 

1.教材形式 

說明：依據學生特性，調整文本的呈現方式，以利學生汲取 (access)
與理解課程內容。請選擇適用的方式，並具體說明調整策略。 

(1)文本呈現方式的調整策略 

□其他形式(語音、點字…)： 

□另類的呈現方式(文言文的白話/兒童版、卡通、漫畫…)： 

□變化教材(如：縮短課文、摘要)： 

(2)有助於了解的調整策略 

□講義： 

□支持性協助： 

□前導組織： 

□學習指引： 

□圖表組織圖： 

□事先標示教材重點： 

2.概念傳遞方式的調整 

□使用視覺輔助： 

□安排具體舉例： 

□提供實作活動： 

□小組合作學習： 

3.回應/參與方式的調整 

□口頭/書面： 

□選擇(2 選 1 vs. 4 選 1)vs. 填充/問答： 

□問題難度(Bloom 認知目標)： 

□時間(分多次完成、延長時間、步調)： 

□課堂練習/作業 (減少份量、調整形式)： 



調整向度 調整策略 

4. 教學安排 

□全班講述   □小組教學   □配對練習   □合作學習   □同儕指導 

5.教學策略 

□善用提示   □多感官教學   □直接教學法   □小步驟教學 

6. 學習策略的教導 

□數學解題策略   □閱讀策略   □識字策略   □記憶策略  □組織策略 

□專注策略   □考試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學習環境 

1.物理環境 

2.心理環境 

3.輔助科技 

4.人力支持 

5.行為管理 

1.物理環境 

□優先座位安排 

□坐在正向角色楷模旁邊 

□工作區要排除干擾-視覺、聽覺、其他 

□降低壓力的環境-音樂、燈光、顏色、氣味 

□無障礙空間設計 

□運用個人讀書座位 

□運用學習中心 

2.心理環境 

□入班宣導   □導師輔導知能  □表彰非學業之表現(張貼學生作品…) 

3.輔助科技 

□提供輔助科技 

□鼓勵輔助科技的使用 

□支持輔助科技的使用 

4.人力支持 

□TA   □學伴   □小老師   □義工媽媽   □替代役 
5.行為管理 

□班級經營/教室常規： 

□增強制度： 

□行為介入策略： 

學習評量 

1.評量方式 

2.評分標準 

3.多元評量 

1.調整評量方式 

□題目呈現方式(報讀、點字、標示關鍵字、放大字體…) 

□學生作答方式(口頭回答、電腦作答…) 

□時間(延長時間、分段進行…) 

□時程(調整考科順序、考試日期、節次) 

□情境(個別考場、資源班) 

□輔助(計算機、字典…) 
2.調整評分標準 

□非語文之科目，錯字不扣分 

□解題步驟/列式正確，計算錯誤不扣分 
3.使用多元評量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直接觀察 

 



附件 2 
 

Source: From: Ebeling, D.G. , Ed.D., Deschenes, C., M.Ed., & Sprague, J., Ph.D. (1994). Adapt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e Center for School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9 種調整方式  
(9 Types of Adaptations) 

教材呈現/教學傳遞 

調整教學之傳遞方式 
(學習內容/歷程/評量) 
 
舉例： 
使用不同的視覺輔助 
規劃較多的具體舉例 
提供實作活動 
安置學生於合作式小組 
 

 反應方式 

調整對教學的反應方式 
(學習內容/歷程/評量) 
 
舉例： 
允許以口說取代書寫 
允許藉由實作展現所學 

 學習步調/時間 

調整任務/考試完成的時

間 (學習歷程/評量) 
 
舉例： 
個別化作業完成之期程 
學習步調變慢 or 變快 

     

內容/目標調整 
使用相同教材但調整目

標 (學習內容) 
 
 
舉例： 
在社會課，只要找出各

州的位置，而其他學生

同時還要找出各州首府 

 人力支持 

增加個別協助的量 
(學習環境) 
 
 
舉例： 
指派學伴、TA、同儕小老

師 or 跨年級的小老師 

 降低難度 

調整技能水準、問題類

型 or 任務完成之規定 
(學習內容/歷程) 
 
舉例： 
使用計算機於數學解題 
簡化任務說明 
改變規定以因應需求 

     

參與方式 

調整成學生能積極參與

任務之程度 (學習歷程) 
 
 
舉例： 
在地理課，要學生拿著

地球儀，讓其他學生指

認地點 

 內容/作業減量 

調整學習/作業的量 
(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舉例： 
減少每次學習專有名詞之

數量 
 

 替代性課程 
提供不同的教學&教材，

以達成學生之個別目標 
(學習內容) 
 
舉例： 
在同學做拼字練習時，

老師指導某生 or 一小組

學生認讀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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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學生普通班課程調整原則及示例 
（摘要/整理自 12 年國教特殊教育課程規範 P.16-18、國教署公告之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 PPT、融合環境教學調整檢核表-廖芳玫老師翻譯 Iowa City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之相關表件) 

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1. 
學習 
內容 
調整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內容的調整，得採

「簡化」、「減量」、「分解」、「替代」、及「重

整」的方式調整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之

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後之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方式安排學習

節數/學分數與決定學習內容。 

1-1 簡化（降低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難度） 

□與同儕進行同樣活動，僅調整難易度。 
□降低學習內容的語文難度。 

1-2.減量（減少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部分內

容） 
□選取重要概念進行教學，減少訊息負荷

量。 

□減少作業量或練習題的題數。 
1-3.分解（將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分解為數個

小目標或學習內容，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或

雖在同一個學習階段但予以分段學習） 

□將長篇教材或作業切割成數個較短的段

落。 
1-4.替代（以另外一種方式達成原來的領域/科

目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在同樣的學習目標下，以學生能力可及的

另一種方式來達成。 
1-5.重整（將該學習階段或跨學習階段之學習

重點重新詮釋或轉化成生活化、功能化的

目標與學習內容）。 
□使學習內容生活化、實用性。 

 家政課：縫紉課將回針縫簡化為平針縫，

讓學生也能完成和同學相同的作品。 

 數學課：體積單元若複合形體的體積計算

對學生而言太難，只學習基礎的正方體和

長方體的體積計算方式。 

 體育課：練習投籃時若籃框對輪椅生而言

太高，可改為投地上的籃子，但目的都在

訓練相同部位的肌肉群。 

 音樂課：直笛吹奏校歌調整為敲木琴演奏

校歌。 

 自然課：將化學反應、氧化與還原、酸鹼

鹽等幾個單元，轉化成生活中調製清潔劑

和製作手工皂。 

 資訊課：教導學生透過應用程式規劃自己

的活動和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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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2. 
學習 
歷程 
調整 

2-1.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

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索及提示（如：協

助學生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

組織圖等）；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

接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多層次教

學或區分性教學（個別化教學）等教學方

法，並配合講述、示範、發問、運用多媒

體、圖解、操作、實驗、角色扮演等不同

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 

提供學習策略： 
2-1-1.畫重點 
□教導區分重要概念、詞句或段落。 

2-1-2.關鍵字 
□找出傳達重要概念的字詞，如定義或專有

名詞。 

2-1-3.提供閱讀指引 
□提供導讀或閱讀的方式。 

2-1-4.組織圖 
□將學習內容以圖表方式組織，幫助理解與

記憶。 
教學方法： 
2-1-5.工作分析 
□將一連串動作分解成小步驟。 

2-1-6.多元感官 
□透過多感官模式教學，如視覺、聽覺、味

覺、嗅覺、觸覺和動覺。 
2-1-7.直接教學 
□直接講解學習內容或教導實作。 

2-1-8.合作學習 
□採取協作及分工模式。 

2-1-9.合作教學 
□兩位以上教師共同設計課程並進行教學。 
 

 語文課：閱讀故事時，指導學生如何找出

主角的心情轉折，畫線或圈選。 
 地科課：將板塊運動、地質作用標示出，

指引學生留意該段描述的重要概念。 

 社會課：教導朝代時，協助學生列出建國

緣起、重要君主、盛衰發展、典章制度、

文物發明等標題，並在閱讀中掌握這些重

點。 

 美術課：紙雕單元，特教教師與美術老師

討論，瞭解作品內容及完成方式，將製作

過程步驟化分解，切割線和折疊線以不同

顏色標記，提供學生視覺線索參考。 

 數學課：透過具體操作了解數學概念。 

 語文課：學習飲食相關主題時，呈現真實

食材讓學生透過嗅覺、視覺、觸覺和味覺

驗證文章中作者的描述。 

所有課程： 
 透過分組合作學習，安排適合特教生的學

習任務，讓他也能共同參與。 

 在其他同學書寫學習單時，教師個別指導

特教生。 

 給全班指令後再重複對特教生說一次，請

他複述和解釋指令內容。 

 教師或同學先做示範，再請特殊需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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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2-1-10.多層次教學或區分性教學（個別化教

學） 
□調整指導語的用詞難易度。 
□調整提問的方式。 
□教師個別指導。 
教學策略/活動： 
2-1-11.配合講述、示範、發問、運用多媒體、

圖解、操作、實驗、角色扮演等 
□複雜的指令簡化。 
□提供學習對象。 
□增加視覺提示。 
□提供上課大綱。 
□使用科技輔助教學。 

上台練習。 

 每上完一個段落請學生試著說出重點。 

 無法回答問題時，提供幾個選項讓學生選

擇。 

 將課本進度的頁碼、關鍵字詞或重要訊息

寫在黑板上。 

 對於書寫困難的學生，允許他用電腦打字

做筆記和完成作業，亦可用口述方式完成

作業。 

2-2.提供適性教材調整（如：點字版本、放大

版本、電子版本、有聲版本等）與教育輔

助器材（如：擴視機、放大鏡、點字機、

盲用算盤、盲用電腦、調頻輔具、特殊桌

椅或其他相關輔具等）協助學習。必要時

得提供助理人力、課堂手語翻譯等，確保

以最適合其個人情況之語言與傳播方

法、模式，在最有利於學業及社會發展的

環境中學習。 
2-3.針對特定領域/科目具有學習功能缺損的

學生，必要時得穿插一些遊戲活動或將

適性教材調整： 
2-2-1.提供點字版本、放大版本、電子版本或

有聲版本等 

□提供視覺輔助，如：加大字體、補充圖片

影像。 
教育輔助器材： 
2-2-2.擴視機、放大鏡、點字機、盲用算盤、

盲用電腦、調頻輔具、特殊桌椅或其他

相關輔具等 
□提供個人工作用的輔具。 
□提供教材朗讀語音檔。 

 將學習單和試卷影印放大，或字體加大加

粗，讓視障學生容易閱讀。 

 教師上課時配戴 FM 調頻系統，讓戴助聽

器的聽障生能聽得更清楚。 

 使用計時器提醒學生在設定的時間內完

成工作。 

 給予個人用的黑板或白板，做多次練習。 

 提供有聲書或課文朗讀的語音檔，讓特教

生可以在課後複習。 

 課堂點到特教生回答，如無法回答時，可

給予具體的引導和示範，並允許延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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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教學活動分段進行，並多安排學生練習

與表現的機會，提供適度的讚美、足夠的

包容，再施以有效的行為改變策略和積

極性的回饋方式調整；亦得調整教學地

點和情境，以激發並維持學生的學習興

趣與動機。 

□運用科技輔具輔助教學。 
教材傳播方式： 
2-2-3.助理人員 
2-2-4.課堂手語翻譯 
其他： 
2-3-1.穿插遊戲活動、或將教學活動分段進行 
□每節課盡可能包含多種活動，以提高學習

興趣。 
2-3-2.多安排學生練習與表現的機會 
□提供能力可及的練習活動。 
□依學生優勢給予適當任務。 

2-3-3.提供適度的讚美、足夠的包容 
□給予稱讚和鼓勵。 
□提供安心接納的環境。 

2-3-4.有效的行為改變策略 
□教導學生使用自我管理策略。 
□訂定有系統的增強方式。 

2-3-5.積極性的回饋方式 
□提供立即的回饋。 

2-3-6.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 
□允許活動過程中適時休息。 
□調整學習場所或學習活動。 

回應，耐心等候。 

 和學生約定一個只有老師和他看得懂的

手勢，提醒他表現良好行為。 

 不要求特教生在同學面前做難以勝任的

工作。 

 設計檢核表，指導學生自我觀察和記錄。 

 每次上課都提供回答問題的機會，可以事

先告知問題內容，讓他提前準備。 

 每當學生參與討論或發表想法，就給予稱

讚鼓勵。 

 讓特教生擔任小老師，負責喊起立、敬禮

等教室指令。 

 只要學生盡力了，無論進步多少，都肯定

他的努力。 

 對於坐不住的學生賦予任務，讓他有機會

離座，並允許合理的活動。 

 表現好行為時給予獎勵增強，視情況忽略

不適當行為。 

 對於專注力或體力耐力不好的學生，允許

工作中間可以短暫休息。 

 若輪椅生無法到達上課地點，更換至他能

到達的場所，讓他能夠參與課程。 

 全班進行小組遊戲時，若特教生能力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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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跟著競賽，則讓其擔任小幫手，如：幫忙

拿/回收槌子道具，讓同學順利比賽。 

3. 
學習 
環境 
調整 

3-1.提供符合通用設計之校園環境，並針對

個別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合理調整其學習

環境。 

  

3-2.學校得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

求，進行教室採光、通風、溫度、教室布

置、教學設備資源、教室位置、動線規劃、

學習區、座位安排等物理環境的調整。 

3-2-1.教室內物理環境的調整 
□調整座位安排。 

□避免會分散注意力的刺激。 

 座位安排在教師便於提醒和指導的位置。 

 將視障生的座位安排在視野較佳的位置。 

 依聽障生優耳調整座位，讓他聽得較清

楚。 

 為容易分心的學生提供一個較不受干擾

的座位或學習區。 

 呈現教材時，教師站得靠近特教生一些。 

 減少聲音刺激對特教生的干擾，如避免坐

在窗戶旁或冷氣機附近。 

3-3.學校應提供所需的志工、教師助理員或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等人力協助；並得由

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各處室等

提供各項行政支援，以及提供教師、同儕

等自然支持等心理與社會環境的調整。 

3-3-1.提供志工、教師助理員或助理人員等人

力協助 
□視學生需求安排助理老師協助。 

3-3-2.得由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各處

室等提供各項行政支援 
3-3-3.提供教師、同儕等自然支持 
□提供同儕輔導和同儕協助。 
□增加同儕互動的機會。 

 安排助理老師協助肢障學生進行體育課

的活動。 
 在特教生旁邊安排協助同學，提醒上課的

進度，並一起討論閱讀的資料。 
 請同學協助特教生做筆記或借他筆記。 
 安排幾位同學下課時間和特教生聊天、一

起玩。 
 請特教生幫忙收發全班同學的聯絡簿和

通知單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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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4. 
學習 
評量 
調整 

4-1.評量得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

量、生態評量、課程本位評量、同儕評量、

自我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 

4-1-1.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評量 
□透過各種評量方式檢視學習成效。 

 著重學習態度，不以書寫內容多寡或字跡

美醜評定成績。 

 作業適當減量、但可以要求特定品質（如：

寫完 5 行代替 10 行），以減少挫折感。 

 對於筆劃錯誤或數字倒置予以指導，但不

一定扣分。 
4-2.提供適當之評量調整或服務： 

A. 評量時間調整指學生得提早入場或延

長測驗時間。 
B. 評量環境調整指學生接受評量的地點

除得於隔離角、資源教室或個別教室

之外，必要時亦得視需求提供個人或

少數人考場，或提供設有空調設備、靠

近地面樓層、設有昇降設備或無障礙

廁所之評量環境。必要時，需提供擴視

機、放大鏡、點字機、盲用算盤、盲用

電腦及印表機、檯燈、特殊桌椅或其他

相關輔具等服務，俾利學生順利作答。 
C. 評量方式調整指得採紙筆、口試、指

認、實作、點字試卷、放大試卷、電子

試題、有聲試題、觸覺圖形試題，提供

試卷並報讀或專人協助書寫等。 
D. 其他評量調整包括教師在評量時給予

必要的視覺或聽覺提示，手語翻譯或

板書注意事項說明等調整措施。 

4-2-1.評量時間調整 
□提供額外的作答時間。 

□允許分段時間考試。 

4-2-2.評量環境調整 
□安排不易受到干擾的座位或空間。 

4-2-3.評量時提供相關輔具 
□提供查詢用的公式表、字辭典、平板或電

腦網路。 
4-2-4.評量方式調整 
□允許學生以錄音帶或口頭作答。 
□教師報讀題目，或使用輔具報讀。 

4-2-5.評量時給予必要的視覺或聽覺提示，手

語翻譯或板書注意事項說明等調整措

施 
□教師說明作答方式，或提供視覺提示。 

 可以多次小考，但每次的時間縮短，避免

冗長的測驗。 

 對於書寫有困難的特教生，造句時，以口

頭作答代替書寫；或減少紙筆作業，改以

錄音或操作方式完成。 

 對於手部肢體障礙的學生，提供延長時

間，讓其有更多時間完成。 

 學習基本運算有困難的學生，數學小考時

提供計算機。 

 適當減少紙筆測驗，部分改以錄音或操作

方式代替。 

 對於識字困難的學生，小考時教師或同學

可以報讀題目給他聽。 
 教師在黑板上示範作答方式，或呈現文

字、圖示說明。 
 可以事先告知特教生測驗的範圍或項目，

讓他能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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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調整

向度 
課程調整原則 課程調整方式參考檢核表 課程調整示例 

4-3.特定領域/科目具有學習功能缺損的學

生，該領域/科目評量的內容或通過之標

準需依據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所議

決之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包括得進行

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增刪等調整方

式，或是根據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

計分比重。 

4-3-1.依 IEP 進行評量內容難易度、題型、題

數增刪等調整 
□減少自發性書寫的試題比例。 
□將自發性書寫改為選擇題、配合題或口

試。 
□視學生能力適當減少題數。 

4-3-2.根據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計分比重 
□降低得分標準或調整配分比重。 
□配合學生優勢管道和能力調整計分比重。 

 書寫有困難的學生將自發性書寫改為選

擇題、配合題或口試。 
 聽寫字詞和英文單字有困難的學生，改為

選擇題或配合題。 
 只讓特教生作答適合其能力的題目，不必

寫完整張考卷。 
 對於聽障學生，刪減聽力測驗，將配分移

至閱讀或其他題型。 
 口語優勢的特教生，口頭回答問題的題型

配分可以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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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領域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課程調整

1

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
桃園市平鎮國中 劉建成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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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 2019學習動機調查

四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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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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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不
喜
歡
數
學

對
數
學
沒
自
信

八 年 級

不
重
視
數
學

數學的價值
1) 學習數學能幫助我的日常生活
2) 需要數學來學習其他學科
3) 需要把數學學好以便進入我所選擇的大學
4) 需要把數學學好以便找到我要的工作
5) 我想要㇐份與數學有關的工作
6) 學習數學居於世界之首是重要的
7) 學好數學會讓我成人時找工作有更多機會
8) 我爸媽認為把數學學好是重要的
9) 數學表現好是重要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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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簡化」、「減量」、「分解」、「替代」、「重整」、
「加深」、「加廣」及「濃縮」的方式調整各教育階段之各
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再
根據調整過後之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
方式安排學習節數/學分數與決定學習內容。

採上述㇐種或多種方式進行，並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
導計畫會議討論決議是否需彈性增減各學習領域/科目之節數
/學分數，再由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同意後執行。

學習內容的調整原則與作法

5

該領域/科目學習功能輕微或嚴重缺損的學生需依身心
狀況及能力可採用原各教育階段之該領域/科目的核心素
養及學習重點，或採簡化、減量、分解、替代或重整等方
式進行調整，得參考《認知/行為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
的課程調整應用手冊》或《認知/行為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學生的課程調整應用手冊》進行相關調整，再根據調整
過後之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編選教材。

學習內容的調整原則與作法

6

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 在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課程，應依據學

生學習需求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
領域課綱間的差異決定課程調整方式。

• 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學生之現況能力；接著需分析數
學領域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與學生需求及能力之間的
適配性；然後再依學生的個別需求以簡化、減量、分
解、替代等方式進行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兩大向度的
調整。

• 若原學習表現適用則保留原學習表現。若本調整建議
不適用，教師可依據學生實際需求，自行調整。

7

數
學
領
域
學
習
表
現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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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9

數學課程學習內容之說明與編碼方式
• 「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數學課程學

習內容之說明與編碼方式如下：
• 1. 第㇐碼數字為學習內容主題類別的序號：
• 2. 第二碼數字為「年級階段」別：
• 3. 第三碼數字為流水號，表示該次類別學習內容

之數字代碼。
• 4. 第四碼數字為採用分解策略調整後所增加的該
主題類別學習內容之流水號。

10

學習扶助基本學習內容

11

108課綱學習內容調整建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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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的調整原則與作法
身心障礙學生則需依個別學生的身心狀況及能力採用原指
標，或採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調整
• 簡化：指降低難度
• 減量：減少部分內容
• 分解：將分解為幾個小目標，在不同的階段或同㇐個階

段分開學習
• 替代：代表原來指標適用，但須以另㇐種方式達成
• 重整：將該階段或跨階段重新詮釋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

能化的目標

13

1.採用分解的調整方式
【A-7-1代數符號：以代數符號表徵交換律、分配律、結合律；
㇐次式的化簡及同類項；以符號記錄生活中的情境問題。】

需要做分解調整，將學習內容分解為三個步驟:
• 【調 A-7-1-1代數符號與運算；以代數符號表徵交換律、分配

律、結合律。】
• 【調 A-7-1-2以代數符號處理㇐次式的化簡及同類項。】
• 【調 A-7-1-3以代數符號記錄生活中的代數情境問題。】

14

學習內容的調整

2.採用簡化的調整方式
【A-7-5二元㇐次聯立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代入消去法；加
減消去法；應用問題。】

需要做簡化調整，將學習內容簡化分解為三個步驟
【調 A-7-5-1代入消去法計算整數解之二元㇐次聯立方程式。】
【調 A-7-5-2加減消去法計算整數解之二元㇐次聯立方程式。】
【調 A-7-5-3二元㇐次方程式應用問題求解。】

15

學習內容的調整
3.採用減量的調整方式
【N-8-2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
根的整數部分；十分逼近法。使用計算機√鍵。】

考量學生學習特性及需求後，調整為
【調 N-8-2-1 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調 N-8-2-2 二次方根的整數部分。】
【調 N-8-2-3使用計算機√鍵。 】

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盡量不使用減量原則。
16

學習內容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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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採用替代的調整方式
【S-8-12尺規作圖與幾何推理：………能寫出幾何推理
所依據的幾何性質。】

針對有書寫困難的學生，可以調整為
【調 S-8-12-3能使用電腦或其他輔具寫出幾何推理所
依據的幾何性質。】

17

學習內容的調整
1.將數學概念與生活經驗連結
如:「 S-9-13表面積與體積：直角柱、直圓錐、正角錐的展開圖；
直角柱、直圓錐、正角錐的表面積；直角柱的體積。」
具體物品或教具教學→連結書面的圖像→純文字題的解題→生活

經驗應用
日常生活經驗連結:

生活週邊可見的如餅乾盒、保溫杯
或著名建築物如金字塔等，抽象概念具體化。

應用思考連結:
• 1.奧運舉辦在台灣，設計101版型礦泉水。
• 2.傳愛情人節活動，手作禮物包裝應用

18

學習歷程的調整

。

2.由具體→半具體→抽象的呈現內容
學習內容的呈現順序應循序漸進，且由具體→半具體→抽
象。而抽象數學概念的學習應由觀察與操作具體事物開始，
並應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相配合。
如:S-9-1相似形：平面圖形縮放的意義；多邊形相似的意

義；對應角相等；對應邊⾧成比例。

19

學習歷程的調整

3.應用多媒體及資訊科技輔助工具
計算機、電腦及其他資訊科技輔助工具在數學教學上的應
用，可以將複雜抽象的學習內容具體化、簡單化及趣味化，
另透過多感官刺激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或透過重複演練
達到學習的效果。

20

學習歷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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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活動趣味化
• 運用用趣味化、遊戲化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設計多感

官經驗且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
教具學會解決數學問題。將抽象的數學概念具體化的，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設計遊戲式且互動性多的教學
活動，透過對決、討論獲得策略，改變數學思考的路
徑與增進數學概念的形成。

• 如【D-9-3古典機率：具有對稱性的情境下（銅板、
骰子、撲克牌、抽球等）之機率；不具對稱性的物體
（圖釘、圓錐、爻杯）之機率探究。】

21

學習歷程的調整
5.教學時間分段化
• 考量學習功能缺損輕微缺損學生可能伴有注意力缺陷，

較難持續在單㇐活動上，可將教學時間分為數個較短的
時段，將教學內容分成數個部份，㇐次呈現㇐個新概念。
教師可根據學生注意力專注的時間設計每個活動的時間，
並穿插交錯的安排動靜態活動，增加課程的豐富多變性，
以利專注力的持續性。

22

學習歷程的調整

6.教學過程細步化
於教學過程中採用工作分析法將學習步驟細分，分步驟
進行教學，由易而難的漸進式學習。同時可將題目簡化
並給予提示，以增加學生的成功經驗，讓學生在享有學
習成就感的情形下，持續學習動機，增進自信心。

23

學習歷程的調整
7.有效運用學習策略
• 學習功能缺損輕微缺損學生容易在概念學習、理解題意

的速度較緩慢，或是熟悉計算過程卻無法自行加以應用
解題，若能搭配學習策略的運用，能使學習功能缺損輕
微缺損學生更容易掌握學習內容。

• 如請學生閱讀題目時圈出關鍵字，加強題意理解以利數
學應用問題之解答。

24

學習歷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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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平時常用底面為矩形的模具製作蛋糕，並以「平行於模具任一邊」的方式

進行橫切或縱切，橫切都是從模具的左邊切割到模具的右邊，縱切都是從模具

的上邊切割到模具的下邊。用這種方式，可以切出數個大小完全相同的小塊蛋

糕。在切割後，他發現小塊蛋糕接觸模具的地方外皮比較焦脆。以圖(十四)為

例，橫切2刀，縱切3刀，共計5刀，切出(2+1)×(3+1)=12個小塊蛋糕，其中側

面有焦脆的小塊蛋糕共有10個，所有側面都不焦脆的小塊蛋糕共有2個。

圖(十四)

請根據上述切割方式，回答下列問題，並詳細解釋或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

(1)若對一塊蛋糕切了4刀，則可切出幾個小塊蛋糕？請寫出任意一種可能的蛋

糕塊數即可。

(2)今凱特根據一場聚餐的需求，打算製作出恰好60個所有側面都不焦脆的小

塊蛋糕，為了避免勞累並加快出餐速度，在不超過20刀的情況下，請問凱

特需要切幾刀，才可以達成需求？請寫出所有可能的情形。

B：Box

U：Underline

C：Circle

K：Knock out

110

非

題

選

第

二

8.充分應用合作學習
• 以小組合作的方式來解題與發表，或利用同儕小老師協助學

習，並藉由小組與個人獎勵制度，使學生在合作學習情境下
互相幫助，共同學習，以提升個人的學習成效並達成團體的
共同目標。

學習歷程的調整

26

課程調整實作

27

五 觀
1. 數學是㇐種語言，宜由自然語言的題材導入學習

2. 數學是㇐種實用的規律科學，教學宜重視跨領域的統整

3. 數學是㇐種人文素養，宜培養學生的文化美感

4. 數學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5. 數學教學應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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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1 ≑ 0.99 ≑37.8 0.025

六 標
1. 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索數學的

信心與正向態度。

2. 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
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3. 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4. 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5. 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6. 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0

31

108課綱數學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

32

透過現實情境、寓言故事或數學史引入教材

以任務鋪陳數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讓學生運用相關數學知識與能力解決問題，
提出合理的觀點與他人溝通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數學學習

108課綱數學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
需
求
任
務
溝
通

有
感
表
徵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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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桃園市立平鎮國中 劉建成老師
指導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楊凱琳教授

PPT製作：桃園市立山腳國中 謝熹鈐老師

紅 黑加減配

參考資料：適性教學建築活動「正負數加減遊戲」
-北政國中洪介興老師

教具材料 與 分組

1) 4人㇐組
2) 每組需求：

活動㇐ <配對>

活動㇐ <配對>

1.每組㇐副撲克牌(只留A～10點，共40張)

2.每人發10張，紅、黑點數㇐樣的配成㇐對

3.可以和他人交換撲克牌5次(不可看牌下交換)

4.比配對完成最多的人即為此組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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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 學習單(㇐)
紅色撲克牌代表正的點數 黑色撲克牌代表負的點數

(5)

活動二 <抽牌>

活動二 <抽牌>

1.每組㇐副撲克牌(只留A～4點，共16張)

2.每人㇐張數線、1顆跳棋(開始放在數線0的位置)

3.每人發4張牌，組⾧只發3張牌(剩餘牌放桌面)

丙生

甲生

㇠生
丁生

請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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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抽牌>結算得分

回合 ㇐ 二 三 四 ….. 合計
得分 -2

活動二 <抽牌>結算得分

回合 ㇐ 二 三 四 ….. 合計
得分 8

−𝟖 = 𝟖

活動二 <抽牌>結算得分

回合 ㇐ 二 三 四 ….. 合計
得分 3

𝟑 = 𝟑

填寫 學習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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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填寫 學習單(三、四)

46

地毯工廠

活動器材
㇐、矩形拼板
二、地毯編織盤(㇐組㇐張，B4大小並且護貝)
三、 紀錄單(每人㇐張)
四、 學習單(每人㇐張)

x

1

x2

活動規則
● 規則㇐：依客人需求完成矩形地毯，接縫處不能重疊或鏤空。
● 規則二：每㇐輪㇐組㇐位進行編織地毯，依照A同學、B同學、C同學的

順序輪流，來進行編織任務，當同學在編織地毯時，你可以在旁觀看，
以及填寫自己的編織紀錄單，但不可以插手。

● 規則三：每㇐輪任務時限為2分鐘，老師會進行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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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x

1

x2

50

大正方形(x2) 長方形(x) 小正方形(1)

1個 2個 1個

x2 x 1

51

x

1

x2

x

52

𝒙𝟐 + 𝟐𝒙 + 𝟏

𝒙 + 𝟏

𝒙 + 𝟏

𝒙𝟐 + 𝟐𝒙 + 𝟏

𝒙 + 𝟏

𝒙 + 𝟏

✔

✔

✔

✔

𝒙 + 𝟏

𝒙
+
𝟏

𝒙 + 𝟏

𝒙
+
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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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擺成直的⾧方形(x)的地毯數目為P
擺放橫的⾧方形(x)的地毯數目為Q。
P+Q會和紀錄單中哪㇐欄的值相同？

Q1

54

擺成直的⾧方形(x)的地毯數目為P
擺放橫的⾧方形(x)的地毯數目為Q。
P×Q會和紀錄單中哪㇐欄的值相同？

Q2

55

1 3 2

𝑥 x 1

學生 A、B、C、D-練習

56

𝑥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𝑥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2

𝑥 x 1

學生 A、B、C、D

 面積用總和表示

 面積用邊⾧X邊⾧表示



2023/8/24

15

57

1 9 8

𝑥 x 1

學生 A-2

1 6 8

𝑥 x 1

學生 B-2

1 6 5

𝑥 x 1

學生 C-2

1 5 6

𝑥 x 1

學生D-2

58

1 11 28

𝑥 x 1

學生 A-3

1 10 21

𝑥 x 1

學生 B-3

1 8 15

𝑥 x 1

學生 C-3

1 7 12

𝑥 x 1

學生D-3

59

換你用平板操作看看

脫形換骨 原形畢露
奠 基 進 教 室

設 計 者：中興國中 李慧玲老師
山腳國中 謝熹鈐老師

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
桃園市平鎮國中 劉建成



2023/8/24

16

活動1：組裝大師-組裝四邊形

1) 寫出你印象中的特殊四邊形，
㇐張方格紙寫㇐種形狀名稱。

2) 每㇐組利用扣條組裝特殊四邊形，

每種特殊四邊形造出2個不同的，

並放在方格紙上。

活動2：整形計畫-搖㇐搖(3分)
•老師請各組拿菱形的學生站起來，

把手中的菱形變成正方形，倒數三秒鐘3、2、1開始變…

•請學生解釋手中的扣條是或不是正方形原因。

•〔期待〕引導學生回答出
「菱形+內角90度就是正方形」

63

菱形正方形

活動2：整形計畫-搖㇐搖

菱形

正方形菱形擺正(內角90度)搖㇐搖

活動2：整形計畫-拉㇐拉(3分)

•利用只拉動改變對邊⾧度，
都是平行四邊形。

•只有拉到四邊等⾧時才是菱形

•所以菱形是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不㇐定是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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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整形計畫-統整邊角關係
•利用PPT動態變換，

•提問讓學生接力解釋說明
特殊四邊形邊⾧內角性質。

•如果改成讓平行四邊形
先整角(四個內角90度)
再整邊(四邊等⾧)

•推導出關係架構

66

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

拉㇐拉 搖㇐搖

菱 形

+四邊等⾧ +四個角90°

67

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方形

搖㇐搖
+四個角90°

拉㇐拉
+四個邊相等 68

平行
四邊形

菱 形

⾧方形

正
方
形

✚四邊等⾧

✚內角90ﾟ
✚四邊等⾧

✚內角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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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特殊四邊形包含關係

記錄方式

拼法 文氏圖

平行四邊形

菱形 ⾧方形
正
方
形

整邊 整角

整邊整角

活動3：脫形換骨
•觀察桌上扣條做的菱形，請拿兩支扣條造出菱形的

對角線，組好請立刻舉高讓大家看到。(1分)

•老師請同學觀察其他人做的對角線，
找出有疑問的加以說明。(2分)

•等同學了解規則後，請各組合作造出五種特殊四邊形
的對角線，組好放入桌上方格紙上。(2分)

71

活動4：
整骨造形(5分)

72

平行四邊形 菱形 正方形

+對角線互相垂直 +對角線等⾧觀察對角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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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平行四邊形

+對角線等⾧觀察對角線關係
74

平行四邊形 矩形 正方形

+對角線互相垂直觀察對角線關係 +對角線等⾧

75

箏形 菱形

+對角線互相平分觀察對角線關係
76

箏形 菱形 正方形

+對角線互相平分觀察對角線關係 +對角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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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活動5：
原形畢露(5分)

78

學習單評量：名稱、形狀、骨架連連看

•老師說㇐個名稱，各組同學在桌面上找到並舉起這個
特殊四邊形(對角線組合也可以)

•正確的同學請在學習單的第㇐行
蓋章，即可得5分。

•範例說明

•依照老師範例說明方式畫出各種四邊形的性質

79

學習單評量：名稱、形狀、骨架連連看

•範例說明

•依照老師範例說明方式畫出各種四邊形的性質
80



「紅黑加減配」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若拿到紅色撲克牌代表正的點數，黑色撲克牌代表負的點數，則

(1)同時拿到 應該是得到多少點數？  

(2)同時拿到 應該是得到多少點數？  

(3)同時拿到 應該是得到多少點數？  

(4)同時拿到 應該是得到多少點數？  

(5)同時拿到 應該是得到多少點數？  

(二)、

(1) 小明手中牌的點數總和為－4，他抽到一張  ，則跳棋應放在數線板的哪個位置

上？____________。請用數學的算式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小明手中牌的點數總和為－4，他抽到一張 ，則跳棋應放在數線板的哪個位置

上？____________。請用數學的算式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小明手中牌的點數總和為－4，他被抽走一張 ，則跳棋應放在數線板的哪個位置

上？____________。請用數學的算式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小明手中牌的點數總和為－4，他被抽走一張 ，則跳棋應放在數線板的哪個位置

上？____________。請用數學的算式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若小明目前跳棋的位置在－6，現在他可以選擇抽牌或丟牌。在他抽牌或丟牌後，跳棋的

位置在－2。說說看，他此次可能是抽牌或丟牌？或兩者都有可能？抽牌或丟出的牌，可能的

花色及點數是什麼？  



(四)、 

(1)有 a、b 兩數(b≥ 0)，試問下列二式何者正確？ 

甲：a＋(－b)＝a＋b； 乙：a＋(－b)＝a－b    答：            

請說明理由(可以用撲克牌說明)：                                             

                                                                          

(2)有 a、b 兩數(b≥ 0)，試問下列二式何者正確？ 

丙：a－(－b)＝a＋b； 丁：a－(－b)＝a－b    答：            

請說明理由(可以用撲克牌說明)：                                           

                                                                         

 (五)、(1) 7+(－3)=             (2) 12+(－18) =             (3) (－14)+ (－3) =            

(4) 8－(－5) =            (5) (－8)－6 =              (6) (－15)－(－6) =            

 

 

 

 

附件： 

一、數線 

 

一、計分表(一) 

回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合計 

得分              

 



 

回合 圖形 得分： 

10 

 

面積  邊長乘積  

回合 圖形 得分： 

11 

 

面積  邊長乘積  

回合 圖形 得分： 

12 

 

面積  邊長乘積  

直的=    個 

橫的=    個 

 

直的=    個 

橫的=    個 

 

直的=    個 

橫的=    個 

 



 

統整特殊四邊形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四邊形

名稱 

名稱、形狀、骨架 
連連看 

性質(等長或等角畫上相同記號，直角畫 ) 

邊長 

(等長畫相同記號) 

內角 

(等角畫相同記號) 

對角線 

(被平分或垂直 ) 

平行 

四邊形 

 

   

菱形 

 

   

正方形 

 

   

矩形 

(長方形) 

 

   

箏形 

(鳶形) 

 

   



下午課程 
 

國 

小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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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特殊需求學生
數學領域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課程調整

桃園市成功國小
呂美玲

壹、學習重點調整說明

一.學習內容之調整

二.學習歷程之調整

三.學習環境之調整

四.學習評量之調整

數學領域時間分配

數學領域在各教育階段的時數配置及必修、
選修課程規劃如下：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
每週 4 堂課（160 分鐘）。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學習節數，得視
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彈性調
整，惟不應減少學習總節數。

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兩個向度所組成。

學習重點用以引導課程設計、教材發展、
教科用書審查及學習評量等，並配合教學加
以實踐。

學習重點係由理念、目標與特性發展而來，
並與核心素養進行雙向檢核，以了解二者的
對應情形。

學習重點展現課程綱要的具體內涵，能呼
應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一至二年級）：能
初步掌握數、量、形的概念，其重點在自然
數及其運算、長度與簡單圖形的認識。

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三至四年級）：

在數方面，能確實掌握自然數的四則與混合
運算，培養流暢的數字感，並初步學習分數
與小數的概念。

在量方面，以長度為基礎，學習量的常用單
位及其計算。

在幾何方面，發展以角、邊要素認識幾何圖
形的能力，並能以操作認識幾何圖形的性質。

學習重點

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五至六年級）：

確實掌握分數與小數的四則計算。

能以常用的數量關係，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能認識簡單平面與立體形體的幾何性質，並
理解其面積與體積的計算。

能製作簡單的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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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表現所使用之專有名詞

1.認識、理解、熟練：「認識」包含察覺、
認識；「理解」包含辨識、概念連結、理解；
「熟練」包含可做應用解題、推理，以及程序
課題上的熟練。

2.情境：學生在理解概念或規律，以及解題
應用時，經常需要連結於某經驗脈絡中，既可
協助學習，亦有益於日後應用。

3.具體情境：學生在學習時，經常需要先有
恰當的範例、應用來提示與引導，這些情境泛
稱為具體情境（對應於「認識」與「理解」）。

貳、學習表現所使用之專有名詞

4.解題：在課程綱要中，數學的解題泛指能
應用數學概念與程序，解決日常、數學、其他
領域的應用問題。

5.操作活動：操作活動泛指由操作中察覺、
形成概念，甚至簡單連結各概念的各種活動。

6.報讀：：泛指資料的閱讀，包括能正確理
解資料呈現方式（表格、統計圖），也能回答
關於資料的直接問題與簡單延伸的問題（如和
其他數學概念連結的問題）。

學習表現架構與編碼說明

學習表現依學習階段編寫，分為「數與量」、
「空間與形狀」、「坐標幾何」、「關係」、
「代數」、「函數」、「資料與不確定性」七個
類別，其編碼方式及說明如下：

1. 第一碼為學習表現類別序號：

分別以英文小寫字母 n（數與量）、s（空間與
形狀）、g（坐標幾何）、r（關係）、a（代
數）、f（函數）、d（資料與不確定性）表示。

其中 r 為國民小學階段專用，至國民中學後轉
換發展為 a 和 f。

學習表現架構與編碼說明

2. 第二碼數字為學習階段序號：

國民教育階段數學課程自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九
年級，分為四個階段，其編碼序號分別以羅馬數字I 
到IV代表。

3. 第三碼數字為學習表現流水號。

表示調整後該類別各學習表現的數字代碼。

※教科用書在同一學習階段可以不依照流水號順序編
寫。

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在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課程，應依
據學生學習需求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數學領域課綱間的差異決定課程調整方式。

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學生之現況能力；接著需分
析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與學生需求及能
力之間的適配性；然後再依學生的個別需求以簡
化、減量、分解、替代等方式進行學習內容與學
習表現兩大向度的調整。

若原學習表現適用則保留原學習表現。若本調整
建議不適用，教師可依據學生實際需求，自行調
整。

學
習
表
現(

依
學
習
階
段
排
序)

數
學
領
域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

依學習階段排序之學習表現編碼 學習表現（依學習階段排序）

第一學習階段
n-I-1 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據以做為四則運算之基礎。
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能流暢計算。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n-I-4 理解乘法的意義，熟練十十乘法，並初步進行分裝與平分的

除法活動。
n-I-5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應用問題。
n-I-6 認識單位分數。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n-I-8 認識容量、重量、面積。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s-I-1 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r-I-2 認識加法和乘法的運算規律。
r-I-3 認識加減互逆，並能應用與解題。
d-I-1 認識分類的模式，能主動蒐集資料、分類，並做簡單的

呈現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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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表
現(

依
表
現
類
別
排
序)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
數
學
領
域

依表現類別排序之學習表現編碼 學習表現（依表現類別排序）

數與量（n）
n-I-1 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據以做為四則運算之基礎。
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能流暢計算。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n-I-4 理解乘法的意義，熟練十十乘法，並初步進行分裝與平分的除法活動。
n-I-5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簡單兩步驟應用問題。
n-I-6 認識單位分數。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n-I-8 認識容量、重量、面積。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n-II-1 理解一億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與估算之基礎。
n-II-2 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3 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4 解決四則估算之日常應用問題。
n-II-5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應用問題。
n-II-6 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認識等值分
數的意義，並應用於認識簡單異分母分數之比較與加減的意義。
n-II-7 理解小數的意義與位值結構，並能做加、減、整數倍的直式計算與應
用。
n-II-8 能在數線標示整數、分數、小數並做比較與加減，理解整數、分數、
小數都是數。

叁、學習內容架構與編碼說明

學習內容涵蓋數學基礎重要的事實、概念、
原理原則、技能與後設認知等知識，學校、
地方政府或出版社得依其專業需求與特性，
將學習內容做適當的轉化，以發展適當的
教材。

數學課程學習內容之說明與編碼方式

「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數學課
程學習內容之說明與編碼方式如下：

1. 第一碼數字為學習內容主題類別的序號：

2. 第二碼數字為「年級階段」別：

3. 第三碼數字為流水號，表示該次類別學習
內容之數字代碼。

學習內容的調整(以國小為例)

1.採用分解的調整方式

【N-5-4異分母分數：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
並做比較。用通分做異分母分數的加減。養成利
用約分化簡分數計算的習慣。】

需要做分解調整，將學習內容分解為三個步驟:

【N-5-4-1 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並做比
較。】

【N-5-4-2 運用「通分」做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N-5-4-3 養成利用約分化簡分數計算的習慣。】

學習內容的調整(以國小為例)

2.採用簡化的調整方式

【N-5-4異分母分數：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並做比

較。用通分做異分母分數的加減。養成利用約分化簡分

數計算的習慣。】

需要做簡化調整，將學習內容簡化分解為三個步驟，

【N-5-4-1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並做比較。

分母在10以內的數】

【N-5-4-2運用「通分」做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分母在10以內的數】

【N-5-4-3養成利用約分化簡分數計算的習慣。

分母在10以內的數】。

學習內容的調整(以國小為例)

3.採用減量的調整方式

【 S-6-4柱體體積與表面積：含角柱和圓柱。
利用簡單柱體，理解「柱體體積＝底面積×高」

的公式。簡單複合形體體積。 】

依據學生的學習能力及需求後，調整為

【S-6-4-1柱體體積與表面積。 】

【S-6-4-2利用簡單柱體，理解「柱體體積＝底
面積×高」的公式。 】

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盡量不使用減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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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的調整(以國小為例)

4.採用替代的調整方式
【N-6-4小數的除法：整數除以小數、小數除
以小數、小數除以小數的意義。直式計算。
教師用位值的概念說明直式計算的合理性。
處理商一定比被除數小的錯誤類型。】

依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可以調整為

【N-6-4-4能使用計算機或其他輔具計算小數
除以小數的問題。】

學習歷程的調整(以國小為例)

1.將數學概念與生活經驗連結

在學習內容上應協助學生體驗生活情境與數學概
念的連結過程，培養學生能從數學的觀點考察周
遭事物的習慣，提高應用數學的能力。

如:【 n-I-3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
應用解題。 】應用於買日常生活用品，估算共花
了多少錢，所帶的錢夠不夠付費。

學習歷程的調整

2.由具體→半具體→抽象的呈現內容
學習內容的呈現順序應循序漸進，且由具體→半具
體→抽象。而抽象數學概念的學習應由觀察與操作
具體事物開始，並應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相配合。

如:S-4-2解題：旋轉角。以具體操作為主，並結合
計算。以鐘面為模型討論從始邊轉到終邊所轉
的角度。旋轉有兩個方向：「順時針」、「逆
時針」。「平角」、「周角」。

學習歷程的調整

3.應用多媒體及資訊科技輔助工具

計算機、電腦及其他資訊科技輔助工具在數學教
學上的應用，可以將複雜抽象的學習內容具體化、
簡單化及趣味化，另透過多感官刺激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或透過重複演練達到學習的效果。

學習歷程調整
4.教學活動趣味化
運用用趣味化、遊戲化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設計多感官

經驗且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教具
學會解決數學問題。將抽象的數學概念具體化的，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設計遊戲式且互動性多的教學活動，
透過對決、討論獲得策略，改變數學思考的路徑與增進
數學概念的形成。

如【N-1-3基本加減法：以操作活動為主。以熟練為目標。
指1到10之數與1到10之數的加法，及反向的減法計
算。】，可透過撲克牌讓學生操作「合10」遊戲或「數
字比大小」遊戲，提升學習動機，或分組進行比賽增加
趣味性。

學習歷程調整
4.教學活動趣味化
將上課內容遊戲化，運用數位教室，將題型遊戲化及競爭

化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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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調整

5.教學時間分段化
考量學習功能缺損輕微缺損學生可能伴有注
意力缺陷，較難持續在單一活動上，可將教
學時間分為數個較短的時段，將教學內容分
成數個部份，一次呈現一個新概念。教師可
根據學生注意力專注的時間設計每個活動的
時間，並穿插交錯的安排動靜態活動，增加
課程的豐富多變性，以利專注力的持續性。

學習歷程調整

6.教學過程細步化
於教學過程中採用工作分析法將學習步驟細分，
分步驟進行教學，由易而難的漸進式學習。同
時可將題目簡化並給予提示，以增加學生的成
功經驗，讓學生在享有學習成就感的情形下，
持續學習動機，增進自信心。

如:吳生為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的五年級學生，
不易理解複雜問題，訊息太多無法理解易混淆，因此
在學習內容【N-5-3-1因數、公因數、最大公因數的
意義。】中，宜將教學內容細步化，先教導認識因數，
由最小數字2開始找因數，逐一教導至20的因數，配
合教具的操作及算式的列式，加深理解因數的意義。
接著再教導公因數及最大公因數的意義。

學習歷程調整
7.有效運用學習策略
學習功能缺損輕微缺損學生容易在概念學
習、理解題意的速度較緩慢，或是熟悉計
算過程卻無法自行加以應用解題，若能搭
配學習策略的運用，能使學習功能缺損輕
微缺損學生更容易掌握學習內容。

如請學生閱讀題目時圈出關鍵字，加強題
意理解以利數學應用問題之解答。

學習歷程調整

8.充分應用合作學習
以小組合作的方式來解題與發表，或
利用同儕小老師協助學習，並藉由小
組與個人獎勵制度，使學生在合作學
習情境下互相幫助，共同學習，以提
升個人的學習成效並達成團體的共同
目標。

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認數教學

2 ●●

有效運用學習策略
認識數字的過程，由數字形體透過點數產生量感，
再透過相似形體加深對數字形體的記憶。

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教學活動趣味化
透過遊戲加深對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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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教學過程細步化
透過操作認識位值單位(百位、十位、個位) 

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有效運用學習策略
運用心智圖統整「統計圖」

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教學活動趣味化
在教室裡找出直角

學習環境調整

1.適當安排座位與學習區
根據學生學習特質適當的安排座位。

對於有注意力困難的學生，其座位宜安排
在教室中央且距離黑板及老師較近的地方，
使學生在上課時較能專注於學習活動，也
便於教師適時提醒或即時協助。

此外，還可調整不同的學習區域，運用小
老師制度或分組合作學習方式，以同儕間
相互指導或競賽方式提升學習成效。

學習環境調整

2.合宜的教學佈置與視覺提示
教學環境佈置宜簡明大方且安排結構化的
空間，減少不必要的干擾以免造成分心；

教材或教具可適當呈現於教室的學習角落
或配合單元內容將教室佈置成合適的學習
情境，增加與生活經驗的連結性；

另透過流程表或圖字卡等視覺提示，促進
記憶及專注，提升學習效果。

學習環境調整

3.安排多元學習情境

多元學習環境與情境的安排與設
置，為使教學與生活經驗結合，
以及降低學生遷移與類化的困難，
學習環境不限制於教室內，可擴
及校園與社區，盡量多元化且在
最自然的情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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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調整-舉例

適當安排座位與學習區

學習評量調整

1.採用多元評量方式
學生學習評量方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
與個別差異，以獎勵與輔導為原則，透過
多方面的角度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如可透
過筆試、口試、表演、實作、作業、報告、
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自我
評量、同儕互評、校外學習、檔案評量以
及其他評量方式等進行評量。

學習評量調整

2.注重形成性評量
學生在學習歷程展現困難或表現不佳時，
增加形成性評量的次數與機會，遠比單一
的總結性評量來的重要，且著重在形成性
評量中，教師可了解學生在小範圍或小單
元內的學習成效，亦可從中適時修正並加
強學生學習記憶與印象。

學習評量調整

3.調整評量內容與評量標準與
評量時間

視學生能力與特質在評量內容、評量標準及作答時
間上做適性調整。

如:減少評量內容的份量與難度、變更部分的考題、
題型、降低精熟的標準、延長作答時間、增加考試
過程中休息的次數及增加測驗次數、調整考試的情
境等。

如:調整試題呈現的方式，例如閱讀障礙的學生可
經由他人或語音報讀題目，呈現較貼近其實際學習
表現與成效。

學習評量調整

4.調整作答方式
視學生個別差異與能力現況之需求調整作答方
式或為其發展出替代性的評量，使其得以順利
參與評量活動。

如:書寫困難的學生，可透過口說回答方式或透
過電腦輸出呈現答案來取代大量書寫；

如:身體協調功能性較弱，以至書寫試卷困難，
可提供代畫答案卡或錄音轉為逐字稿作答。

如:空間概念不佳學生，在計算體積時可提供實
物或積木操作，以操作方式作答。

學習評量調整-舉例

實作評量

資料參考/觸覺數學
資料參考/觸覺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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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調整-舉例

多元評量~因數與倍數
透過遊戲、操作、評量

學習評量調整-舉例

多元評量~透過遊戲方式進行評量

數學領域教學示例-國小

數學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
在普通班的學習(示例)

課程調整示例
(國小普通班五年級生)

張生

乘除關係觀

念佳

數學

邏輯力佳

閱讀

理解力弱

四則計算佳

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的先決條件在於識別學生的學習準
備度，其教學基礎建立在經由評量了解學生的
特質。

「形成性評量」為差異化教學的核心。進行差
異化教學時，教師必須運用形成性評量蒐集學
生的學習證據，進行學習診斷，了解不同學生
學習現況與學習目標之間的差距，識別其學習
問題、困難和迷失概念；從而在學生現有的學
習基礎上，進行相應的教學活動，幫助他們達
到學習目標。

國教院首頁 > 教育資源 > 【協力同行】認識新課綱 > 課綱實施支持資源 > 

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綱素養導向教材教學模組/數學領域

落
實

資料參考/數戰棋
資料參考/數戰棋
參考資料/180928數學課程調整教學示例（國小普通班）.pdf
參考資料/找因數設計呂美玲.ppt
參考資料/找因數設計呂美玲.ppt
../國中小示例/數學科課程調整教學示例(國小五年級普通班）校正.pdf
../差異化教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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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注意事項 

 

 

 

 
 上午上課地點：科學館 2樓演講廳 

 
國中組 

 中午用餐地點： 
特教資源中心會議室（D105、D106） 

 下午上課地點： 
特教資源中心會議室（D105、D106） 
 
國小組 

 中午用餐地點： 
一己、二己教室（D101、D102、D103） 

 下午上課地點： 
科學館 2樓演講廳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相關課綱、課程調整手冊及示例 

https://reurl.cc/dDYNXM 

 

 

 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https://reurl.cc/RzN5YG 

 數學領域課程手冊 

https://reurl.cc/GA18ND 

 

 

 研習回饋單 

https://reurl.cc/WGn6VO 

 

一己 
D10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協辦單位：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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