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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及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示 例 競 賽 

在職教師組<第一名> 

國小身心障礙教育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設計—視覺線索與學習策略 

陳玉鳳老師、郭士豪老師、陳家瑩老師、詹惠茹老師 

【壹、設計理念】 

    身心障礙孩童普遍都存在著學習與適應問題，對潛能班的孩童而言，雖然他們的障

礙程度相較於特教孩童較為輕微，但面對普通班的課程與學習仍有著極大的困難。在潛

能班孩子的學習上，我們必須先跳脫傳統之國語、數學補救教學，多數人總認為孩子國

語不好，就應拼命加強認字、抄寫；數學不好，就強記與背誦計算流程。但這些都是治

標不治本的方法，當孩子辛苦學會這課生字，他也必須用辛苦的方式學習下一課生字，

如此苦苦追趕的方式只會造成孩子學習動機更低落、父母沮喪、親子關係惡劣。然而，

若初期我們以評估與培訓孩子之感官功能為訓練目標，使它們能正常運作，並教導孩子

如何將感官功能運用於學習上，如此一來學習成效自然而然會出來。 

    感官功能一般而言指的是：視、聽、觸、味、嗅覺，在學習過程中，孩童會運用優

勢管道進行學習，主要會利用到的感官多為視覺與聽覺。部分學生為視覺型之學習者，

此類學生較仰賴視覺進行學習，只要讓他們眼睛看到，他們很快就能學會與記住；而部

分學生為聽覺型之學習者，藉由朗朗上口之旋律及反覆聆聽，能夠幫助他們加快記住該

學習的知識；當然，也有些學生為混合型學習者，他們需要同步利用多種感官進行學習，

如此以達到良好學習成效。 

    每位孩子天生有著不同之學習優勢管道，但在傳統課堂中，有太多需要視覺之學習，

例如：抄寫黑板重點（遠端抄寫）、看著課本抄寫語詞（近端抄寫）、看著數學解題過程

才能理解式子意思（遠距離且長時間注視黑板）…等。視覺能力對孩童之學習極為重要，

「眼睛看著」為專心的第一步，這也是為何教師們總要求學生在課堂間需注視黑板，因

這正是幫助學生專心與理解之要素之一。當孩子視覺功能不佳時，「分心」與「學不會」

就容易同時存在，甚至造成孩子學習自信心與自我認同感低落。此外，在學習與生活過

程中，視覺之表現及運用佔據過程中絕大部分，學習與動作表現之過程裡約有 80％皆仰

賴視覺，無論學習知識或進行某項動作技能時，皆需倚靠視覺之運作，再配合協調之動

作技巧始能完成。視覺能力為學習各事物之基礎之一，如同能力間連結的橋梁，若視覺

功能無法發揮，自然連帶影響生活與學習上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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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希望藉由有趣、活潑之視動協調活動設計，教導資源班學生視覺搜尋之技巧

與學習策略之訓練，透過技巧與策略之習得，幫助學生運用於課堂學習上，使學生能更

有方法的進行學習，以達到更好之學習成效，並將所學技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來源：自編教材。 

(二)參考來源：公園裡 - 找一找（兒巧福資優認知讀本）。 

(三)教學探究： 

  視覺與視動協調能力在學習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們可將視覺能力概略

分為以下幾個項度（張旭鎧職能治療師、單秀蘭職能治療師），並針對各項度在學習

上的意義與影響做簡要說明。 

1. 視知覺分析及接收技巧： 

(1)視覺區辨：區辨圖案同與不同的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圖案的分類與數理能力中物品點數有很大的關係，甚

至影響到語言組織、表達等技巧。缺乏視覺區辨能力的孩子常常詞不達意，甚

至會寫錯字、認錯字，也可能在區分同異及數理幾何學習上出現困難。 

(2)視覺搜尋（背景搜尋能力）：在環境中尋找物品的能力，對於搜尋重點或物

品的速度、時間有很大的關係。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唯有良好的背景搜尋能力，才能看清物品的細節、找

出重點，如此才能創新、展現創造力。缺乏視覺搜尋能力可能會影響其對於印

刷複雜的題目或讀本產生無法閱讀、理解之困難。 

(3)形狀恆常：對於物體形狀的判斷能力，不論物體遠近、大小或方向的改變，

都可以判斷物體的異同。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這與孩子的閱讀有很大的影響，孩子是否能夠在不同

字體中認識文字、組成詞句，並且了解意思，這都需要形狀恆常能力的協助。

缺乏形狀恆常能力可能會影響其辨認字型的能力及數學幾何能力。 

(4)視覺空間能力：對於物體上下、左右、前後等細節的判斷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視覺空間能力對於個人在空間中的移動有很大的關

係，例如是否會迷路、是否會看地圖找地點…等，同時也對中國文字的學習有

很大的關係，當空間關係能力出現狀況，孩子常會出現部首寫錯邊或顛倒字的

狀況，也可能會有方向結構較差及左右筆順不對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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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視覺記憶：對於文字或圖案視覺的記憶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視覺記憶能力對於孩子抄寫黑板、課文有很大的關

係，甚至影響到創意表現與創造力的執行。缺乏視覺記憶能力的孩子對於學習

需要重複的練習，才會有差強人意的表現，因此無法有更多的創新、創造表現，

並可能會有瞬間影像記憶及抄寫障礙。 

(6)完形概念：對於看到的物品部分但能夠認知到完整物品的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完形概念能力對於進行物品的搜尋及圖案的完整性有

著很大的關係。缺乏完形概念能力的孩子可能會造成其閱讀緩慢、理解力差。 

(7)視覺推理：對於相似的圖案可以找出其關聯的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視覺推理對於孩子「抽絲剝繭」、「舉一反三」的能力

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孩子的創造表現與領導潛能。 

(8)錯覺判斷：對於視覺訊息必須具有正確判斷的能力。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所謂「眼見不為憑」，孩子必須要能夠跳脫原始的視

覺訊息，如此才能做出正確判斷。 

(9)序列記憶：對於有順序性物體的記憶能力，例如電話號碼、物品的擺設順

序等。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擁有良好的序列記憶能力，對於執行事情時才能按部

就班。缺乏序列記憶能力的孩子可能會影響其筆順、拼音、九九乘法表、認時

鐘、多步驟計算、歸納等能力及閱讀理解力。 

2.視動整合：就是最基本的視動整合能力，當眼睛看見了要操作的物體或目標後，

訊息會傳達進入大腦，接著便由大腦的運動區發出命令到執行動作的身體部位

(手、腳…等)，並在動作進行的過程中，再不斷藉由視覺的回饋來修正細部動

作的執行。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 

(1)可能會影響其寫字工整度（包括字型及間隔）。 

(2)繪圖、抄寫能力。 

3.視聽整合：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 

(1)學習閱讀上有很大的困擾。 

(2)閱讀理解力差。 

(3)閱讀時需要靠讀出來，來幫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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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眼睛內聚力不足： 

在學習上的意義與影響： 

(1)注意力短暫。           (2)跳字漏行。             (3)反字。 

(4)眼睛容易疲勞。         (5)前額疼痛。             (6)平衡較差。 

(7)無法靈活接球或擊球。 

  本堂「視覺搜尋與學習策略訓練」課程係針對學生之「視覺搜尋（背景搜尋能

力）」與「視覺記憶」進行相關視覺搜尋技巧與學習策略教導與訓練，透過技巧與策

略之習得、藉由反覆操作練習，幫助學生增進其「視覺搜尋（背景搜尋能力）」與「視

覺記憶」能力，並教導孩童將所學會的策略應用於學科的學習上。 

(四)教學資源： 

課堂輔助器材：電腦設備、投影設備、電子白板、簡報筆、黑板、上課規範表、上

課流程表、增強板、上課流程檢核表。 

教學活動教材：課堂簡報、學生操作板、題目卡、彩色筆、大操作板、練功本。 

二、學生分析： 

學生/年級/ 

障礙類別與程度 
課程相關能力分析 

小祐 

 

一年級 

 

語言障礙 

【認知能力】 

1. 能夠憶起上週教學內容，並在教師引導下回答課堂問題。 

2. 能理解一般生活對話與故事內容。 

3. 一般學習活動的專注時間約有 10分鐘，對於喜歡的活動專注力可達 15分鐘。 

4. 能了解事件因果關係。 

【語言理解與溝通表達能力】 

1. 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 

2. 構音異常。 

3. 語暢困難，尤其是在緊張的情緒下，無法順利回答他人問題。 

4. 能夠理解生活中簡單對話，但對於較抽象的詞彙或較長的語句有理解上的困難，不

易抓到教師或同儕語句的重點。 

5. 能夠認讀注音與國字，識字量同一般學齡孩童。 

【學習相關能力】 

1. 性情溫和、個性內向。 

2. 挫折容忍度較低，容易因學習上所犯的錯誤而感到沮喪、自信低落。 

3. 進行閱讀時，時常無法抓住文章重點，對於數學應用題之理解能力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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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 

 

二年級 

 

ADHD 

【認知能力】 

1. 記憶力不佳，對於學科上已習得之學習概念容易忘記。 

2. 能理解一般生活對話，但對於兩個以上的指令或較為複雜的訊息，有理解上的困難。 

3. 邏輯推理能力不佳，無法掌握事件重點與組織。 

4. 注意力持續時間短暫，學習專注力約持續 7分鐘，7分鐘後易分心，會因注意他人

活動而忘記手邊學習工作，需他人口語提醒。 

【語言理解與溝通表達能力】 

1. 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 

2. 經常出現答非所問情形，或因急著回答而內容不具條理。 

3. 能夠認讀注音與國字，對於短文、語句內容理解能力落後同年齡孩童。 

【學習相關能力】 

1. 學習自信心低落。 

2. 視覺搜尋技巧薄弱，例如：進行點數時容易跳數目標物、若背景較為複雜也不易找

出目標物。 

小皓 

 

二年級 

 

亞斯伯格 

【認知能力】 

1. 能夠憶起上週教學內容，並在教師提問下主動回答課堂問題。 

2. 能理解一般常規指令及語彙，理解能力等同一般同年齡孩童。 

3. 對於喜歡的活動專注力可持續 15分鐘以上。 

4. 能夠了解事件的因果關係。 

【語言裡解與溝通表達能力】 

1. 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 

2. 能理解一般生活對話（簡單直述句），對於抽象詞彙及需邏輯推想之複雜句需引導。 

3. 有自發性語言，但較缺乏完整性（語意不清楚、語句完整性不佳），經由引導後可

以說出正確合宜的話語。 

4. 能夠認讀注音與國字，但對於閱讀文字不感興趣。 

【學習相關能力】 

1. 個性溫和、情緒平穩正向。 

2. 進行遠端抄寫（如抄寫黑板重點）或近端抄寫（如抄寫作業簿），容易出現跳行或

漏字的情形。 

小妏 

 

三年級 

 

輕度智障 

【認知能力】 

1. 記憶力不佳，無法記得教師交待事項、時常忘記攜帶上課文具、作業，對於學科上

已習得之學習概念容易忘記。 

2. 對於較抽象的概念有理解上的困難。 

3. 對於較難的語句或文章無法推理出事件的因果關係，無法抓到學習重點與他人說話

的重點。 

4. 學習專注力較不集中、經常沒有反應，但若活動內容較簡單則可維持較久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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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裡解與溝通表達能力】 

1. 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 

2. 能夠使用簡單語句回答問題或與人溝通，但對於複合句的使用能力較弱，較無法清

楚表達自我想法或需求。 

3. 口語表達詞彙有限，詞彙較為簡短且音量小，較缺乏溝通信心。 

4. 無法認讀注音、能認讀部分國字，識字量與閱讀能力明顯落後一般同齡孩童。 

【學習相關能力】 

1. 個性溫和、友善，但因個性較為害羞，與同儕互動較被動。 

2. 因學習低成就、缺乏自信心，對於課堂教師提問不敢發表意見，需要教師較多的引

導。 

3. 抄寫筆記技巧薄弱、無法將自身物品或座位整理乾淨、做事情缺乏調理，整體學習

能力與速度緩慢，明顯落後一般同齡孩童。 

 

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 教學方法： 

1. 直接教學法：教師確認學生學習目標，設計達成學習目標所進行的活動（看圖片

找位置、看句子找人物、看問題數數量、看問題找答案），並透過教學簡報、操

作板、檢核表等教具之使用，增進學生學習效益。教學過程中，適時糾正學生錯

誤，分析學生錯誤所在，根據學生學習成效檢討教學過程，設計符合學生需求之

個別化教學。 

2. 多媒體教學法：教師將所欲教授內容製作成課堂簡報，透過綜合文字、圖片、聲

音等元素呈現教學內容，有效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3. 問答教學法：教師以問答形式與學生進行問題討論與分析，並透過教學簡報、操

作板之使用操作，師生共同立即檢核、討論作答結果，並針對有疑問之處進行更

進一步討論。 

(二) 教學策略： 

1. 生活化：將課堂所欲進行活動與學生平日生活情境結合（以教室、公園、超商等

圖片作為視覺搜尋內容），並進而將所學搜尋技巧與學習策略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2. 結構化：從物理環境的安排至教學流程的設計，皆以結構化方式減低學生於學習

上可能產生之焦慮感，幫助學生將最大心力放於搜尋技巧與學習策略訓練之學習

上。 

3. 個別化：針對學生特性、需求與個別差異，於教學目標、班級規範、增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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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使用等做彈性調整，使得學生達到更好之學習成效。 

4. 精熟學習：經由反覆練習搜尋、解題秘訣，幫助學生習得「搜尋、解題技巧」，

進而應用於日常生活搜尋、背誦、解題、作答中。 

5. 搜尋策略：教導學生「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搜尋」、「從不同部位、區域分別搜尋」、

「使用工具作記號（畫圈、打勾）」等搜尋策略，幫助學生更有效的進行視覺搜

尋活動。 

6. 記憶策略：教導學生使用「字首記憶法」，將所欲搜尋之三張圖片字首依序排列

成一句小口訣，利用反覆背誦此一口訣幫助學生記憶搜尋內容，進而完成作答。 

7. 閱讀策略：教導學生利用「圈出關鍵字」之閱讀策略，找出題目裡的關鍵字，如：

地點、人物、特徵、事情、目標物等，利用圈出關鍵字幫助釐清題目重點，進而

完成作答。 

8. 提示策略：教學過程中，依學生學習狀況適時給予提示，包含：口頭、動作、身

體、示範、圖片等，透過教師適時提示，幫助學生有效學習教學內容。 

9. 增強策略：教學過程中，若學生有認真參與課程、正確回答問題或遵守班級規範，

則給予加分增強（加一顆金雞蛋），利用即時回饋以培養學生正向學習態度，並

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動機，課堂結尾總結金雞蛋數，集滿規定數量者，下課後可做

自己喜歡的活動。 

(三) 教學調整： 

1. 教學目標調整：教師針對每位學生個別差異，設定不同程度之教學目標檢核標準。 

2. 班級規範調整：教師針對每位學生學習特性做班級規範之調整，給予學生不同之

規範與方法。 

(1) 小祐挫折容忍度較低，容易因學習上所犯的錯誤而感到沮喪、自信低落，因

此小祐之班級規範為：提昇挫折容忍度。 

(2) 小峰為 ADHD 學生，專注力持續時間較為短暫，課堂學習中容易分心，因此

小峰之班級規範為：能夠專注於課堂活動，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課堂操作性

活動內容。 

(3) 小皓為亞斯伯格症學生，對於課堂活動流程需要較結構化之提示，因此教師

給予小皓一張上課流程檢核表，讓小皓於完成活動後貼紅點貼紙，等到四個

紅點貼紙皆貼滿即代表小皓完成課堂活動內容，可準備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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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妏個性較於害羞內向、缺乏自信心，因此小妏之行為規範為：能夠勇於回

答課堂問題。 

3. 增強活動調整：增強活動內容依學生個別喜好，讓學生自己挑選最喜歡之活動作

為增強，並依學生能力設定不同標準。 

(1) 小祐、小峰需集滿三顆金雞蛋。 

(2) 小皓、小妏需集滿四顆金雞蛋。 

4. 個別化教學：依據每位學生學習特性及需求，教師給予個別化之策略教導。 

(1) 由於小峰視覺搜尋能力較弱，進行點數時容易跳數目標物，因此教師規定小

峰於進行搜尋活動時，需先畫出輔助線再開始搜尋。其他學生則可依個人需

要自由選擇是否需要輔助線。 

(2) 由於小妏識字量與閱讀能力較為低落，因此在閱讀操作板之題目時，教師可

針對小妏較不理解之處給予提示、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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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視覺搜尋與學習策略訓練 - 小偵探找一找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 – 學習策略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對象 資源班中、低年級學生  

教學設計 陳玉鳳老師 教學者 陳家瑩老師 

資料彙整 詹惠茹老師 影片剪輯 郭士豪老師 

指導教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李曼曲教授 學生人數 四人 

教學日期 101年 12月 27日 星期四 教學時間 09：30 – 10：10 (一節課 40分鐘) 

九 年 一 貫 十 大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國民教育階段應培養學生十項基本能力，本堂「視覺搜尋與學習策略訓練」課程

符合九年一貫十大基本能力指標中兩大基本能力，分別為：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具備規劃、組織的能力，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增強手腦並用、群策群力的做事方法，與積極服

務人群與國家。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激發好奇心及觀察力，主動探索和發現問題，並積極運用所學的知能於生活中。 

多 元 智 慧 

□語文智慧 □邏輯數學智慧 ■空間智慧 □肢體運作智慧 

□音樂智慧 □人際智慧 □內省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課 程 之 學 習 策 略 領 域 課 程 能 力 指 標 

 認知策略 

【1-b-2 記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 

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 

 動機態度策略 

【2-b-2 態度策略】 

2-1-2-1 能遵守既定的學習規範。 

 支持性學習策略 

【3-b-2 學習輔助策略】 

3-1-2-2 能標記或圈選學習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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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研 究 

一、 教學重點： 

(四) 教學目標： 

1. 認知： 

(1) 能夠學會字首記憶法之記憶策略。 

(2) 能夠學會圈出關鍵字之閱讀策略。 

2. 情意： 

(1) 能夠專心於課堂學習活動內容。 

(2) 能夠等待教師指示輪流上台進行作答。 

3. 技能： 

(1) 能夠使用搜尋小秘訣進行視覺搜尋活動，包含：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搜尋；從不同部位、區

域分別搜尋；使用工具作記號（畫圈、打勾）。 

(2) 能夠使用字首記憶法之記憶策略將所欲搜尋之三張圖片字首依序排列成一句小口訣。 

(3) 能夠利用圈出關鍵字之閱讀策略找出題目裡的關鍵字，包含：地點、主角、特徵、事情、目

標物等。 

二、 教學安排： 

(一) 環境配置： 

 

 

 

 

 

 

 

 

 

 

 

 

 

 

 

 

 

教學檔案放置區 

主教者 
電腦

設備 

電 子 白 板 增強板 

小祐 小峰 小皓 小妏 

前門 

後門 

教具擺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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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科聯絡： 

 

 

 

 

 

 

 

 

 

 

 

 

 

 

 

 

 

 

 

 

 

 

 

 

 

 

 

 

 

 

 

 

 

 

 

 

 

 

 

情意課程 

 
【正向情緒維持與激發】 

1-1-3-1 能表現平穩的情緒狀

態。 

【興趣與動機】 

1-1-7-1 能主動挑戰覺得困難

的活動。 

【利己與利他】 

1-1-8-3 能對自己的課業與受

託的任務養成負責任的態度。 

【學校適應】 

2-1-2-1 能在學校不同情境中

自在愉快地學習。 

動作機能訓練領域課程 

 
【手部基本動作】 

2-1-1-3 能用手指耙起小東西。 

2-2-1-1 能用拇指及食指側抓

起小東西。 

2-2-1-3 能用拇指及食指尖抓

起小東西。 

【雙手協調】 

2-2-2-1 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

兩物。 

【手指靈巧】 

2-1-3-2 食指能按壓某物。 
數學領域 

 【一年級】 

1-n-01-3 能點數 100 以內的數。 

本國語文領域 

 
【識字與寫字能力】 

4-1-1-1能認識常用國字 300-500 字。 

【閱讀能力】 

5-1-2-1 能讀懂簡化後的課文內容，瞭解課文的重點。 

5-1-7-1 能在提示下朗讀課文或簡單課外(注音)讀物。 

5-1-7-3 能在引導或提示下理解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

的訊息。 

5-1-7-4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基本的分析歸納能

力。 

  

 

 

認知策略 

【記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 

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 

動機態度策略 

【態度策略】 

2-1-2-1 能遵守既定的學習規範。 

支持性學習策略 

【學習輔助策略】 

3-1-2-2 能標記或圈選學習綱要。 

學習策略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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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內 容 

具體目標

代號 
活動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5-1 

 

 

 

 

 

 

 

5-1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 教師設定電腦設備與投影設備。 

2. 教師準備課程所需教具：上課規範表、上課

流程表、增強板、上課流程檢核表、電腦設

備、投影設備、課堂簡報、簡報筆、學生操

作板、題目卡、彩色筆、大操作板、練功本。 

二、前置作業 

1. 頭腦體操。 

2. 專注力點點名。 

3. 上課口令。 

4. 上課規範提醒。 

5. 上課流程說明。 

6. 增強制度說明。 

7. 個別化置入：發下學生上課流程檢核表。 

三、引起動機 

1. 專注力檢核： 

教師帶領學生一同進行專注力檢核： 

(1) 環境檢核： 

A. 物品擺整齊。 

B. 椅子往前拉。 

C. 光線要充足。 

(2) 身體檢核： 

A. 雙腳放地板。 

B. 身體要坐正。 

C. 眼睛看前面。 

2. 舊經驗複習 - 搜尋小秘訣： 

教師複習上週課程重點「搜尋小秘訣」： 

(1)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搜尋。 

(2) 從不同部位、區域分別搜尋。 

(3) 使用工具作記號（畫圈、打勾）。 

 

 

 

 

 

 

 

 

4 

 

 

 

 

 

 

 

3.5 

 

 

 

 

 

 

 

黑板 

上課規範表 

上課流程表 

增強板 

上課流程檢核表 

紅點貼紙 

 

 

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操作評量： 

能夠跟著教師做

出頭腦體操動

作。 

操作評量： 

點名時能夠正確

做出教師指定動

作。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能夠完成專注力

檢核項目。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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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4-1 

4-2 

5-1 

5-2 

 

 

 

 

 

 

 

 

 

 

 

 

 

 

 

 

 

 

 

 

 

 

 

 

 

 

貳、發展活動 

一、活動一：【看圖片找位置】 

1. 教師揭示活動： 

教師揭示活動一「看圖片找位置」，並說明活動

規則：先看圖片，再到下一頁找出正確位置。 

2. 教師呈現題目： 

教師依序呈現所要尋找之三樣物品圖片： 

(1) 圖片一：時鐘。 

(2) 圖片二：積木。 

(3) 圖片三：書櫃。 

3. 教師進行解題教學： 

教師教導學生「解題小秘訣：字首記憶法」：將

所欲尋找之三張物品圖片字首圈起，並發展成

小口訣，利用小口訣幫助自己記憶，進而找出

圖片正確位置。 

(1) 圖片一：時鐘→時。 

(2) 圖片二：積木→積。 

(3) 圖片三：書櫃→書。 

(4) 小口訣：時→積→書。 

4.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示範搜尋： 

(1) 教師揭示搜尋小秘訣：由上而下、由左

而右、用筆作記號。 

(2) 教師將整張圖片劃分為四小格，並說明

搜尋時應依照順序（左上、左下、右上、

右下）一格一格進行搜尋。 

(3) 教師帶領進行搜尋，找出目標物正確位

置。 

5. 學生進行牛刀小試： 

(1) 教師發下學生操作板與彩色筆，請學生

練習操作。 

(2) 題目：盪鞦韆、青蛙、風箏。 

(3)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6. 教師帶領檢核作答結果： 

(1) 檢核解題小秘訣： 

盪→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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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學生操作板 

題目卡 

彩色筆 

增強板 

黑板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操作評量： 

能使用搜尋小秘

訣進行視覺搜尋

活動。 

操作評量： 

能將所欲搜尋之

三張圖片字首依

序排列成一句小

口訣，利用背誦

此一口訣進行解

題。 

觀察評量： 

能夠等待教師指

示輪流上台進行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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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3-1 

4-1 

4-3 

5-1 

5-2 

 

 

 

 

 

 

 

 

 

 

 

 

 

 

 

 

 

 

 

 

 

 

(2) 檢核正確答案。 

(3) 學生訂正作答結果。 

(4) 教師收回題目卡並同步檢核學生作答結

果。 

二、活動二：【看句子找人物】 

1. 教師揭示活動： 

教師揭示活動二「看句子找人物」，並說明活動

規則：先看句子，再到下一頁找出指定人物。 

2. 教師呈現題目： 

教師呈現所要尋找之指定人物描述句：一個小

女孩，她有黑色的頭髮，綁著小辮子，正坐在

地毯上，聽老師說故事。 

3. 教師進行解題教學： 

教師教導學生「解題小秘訣：圈出關鍵字」：將

所欲尋找之指定人物描述句依：地點、主角、

特徵、事情，分別圈出關鍵字，利用關鍵字幫

助自己釐清句子重點，進而找出指定人物正確

位置。 

(1) 地點：地毯上。 

(2) 主角：小女孩。 

(3) 特徵：小辮子。 

(4) 事情：聽老師說故事。 

4.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示範搜尋： 

(1) 教師揭示搜尋小秘訣：由上而下、由左

而右、用筆作記號。 

(2) 教師帶領進行搜尋，找出目標物正確位

置。 

5. 學生進行牛刀小試： 

(1) 教師發下題目卡請學生練習操作。 

(2) 題目：一個男人，他戴著一頂黑色帽子，

坐在長椅上，看著報紙。 

(3)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6. 教師帶領檢核作答結果： 

(1) 檢核解題小秘訣： 

地點：長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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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學生操作板 

題目卡 

彩色筆 

大操作板 

增強板 

黑板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操作評量： 

能使用搜尋小秘

訣進行視覺搜尋

活動。 

操作評量： 

能圈出題目中的

關鍵字，包含：

地點、人物、特

徵、事情、目標

物等。 

觀察評量： 

能夠等待教師指

示輪流上台進行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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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3-1 

4-1 

4-3 

5-1 

5-2 

 

 

 

 

 

 

 

 

 

 

 

 

 

 

 

 

 

 

主角：男人。 

特徵：黑色帽子。 

事情：看著報紙。 

(2) 檢核正確答案。 

(3) 學生訂正作答結果。 

(4) 教師收回題目卡並同步檢核學生作答結

果。 

三、活動三：【看問題數數量】 

1. 教師揭示活動： 

教師揭示活動三「看問題數數量」，並說明活動

規則：先看問題，再到下一頁數出正確數量。 

2. 教師呈現題目： 

教室裡一共有幾個小朋友？(A)16 個(B)18 個

(C)13個。 

3. 教師進行解題教學： 

教師教導學生「解題小秘訣：圈出關鍵字」：圈

出問題之關鍵字（所欲計算數量之目標物），利

用圈出關鍵字，幫助自己知道該計算之目標物

為何，進而數出目標物正確數量。 

(1) 關鍵字：小朋友。 

4.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示範搜尋： 

(1) 教師揭示搜尋小秘訣：由上而下、由左

而右、用筆作記號。 

(2) 教師帶領進行計算，數出目標物正確數

量。 

(3) 答案：(A)16個。 

5. 學生進行牛刀小試： 

(1) 教師發下題目卡請學生練習操作。 

(2) 題目：公園裡一共有幾隻小鳥？(A)2隻

(B)3隻(C)4隻。 

(3)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6. 教師帶領檢核作答結果： 

(1) 檢核解題小秘訣： 

關鍵字：小鳥。 

(2) 檢核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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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學生操作板 

題目卡 

彩色筆 

增強板 

黑板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操作評量： 

能使用搜尋小秘

訣進行視覺搜尋

活動。 

操作評量： 

能圈出題目中的

關鍵字，包含：

地點、人物、特

徵、事情、目標

物等。 

觀察評量： 

能夠等待教師指

示輪流上台進行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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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3-1 

4-1 

4-3 

5-1 

5-2 

(C)4隻。 

(3) 學生訂正作答結果。 

(4) 教師收回題目卡並同步檢核學生作答結

果。 

四、活動四：【看問題找答案】 

1. 教師揭示活動： 

教師揭示活動四「看問題找答案」，並說明活動

規則：先看問題，再到下一頁找出正確答案。 

2. 教師呈現題目： 

穿著綠色格子上衣的小男孩在做什麼？(A)看

故事書(B)畫圖(C)算數學題目。 

3. 教師進行解題教學： 

教師教導學生「解題小秘訣：圈出關鍵字」：圈

出問題之關鍵字（主角、特徵），利用圈出關鍵

字，幫助自己知道該尋找之目標物為何，進而

找出正確答案。 

(1) 主角：小男孩。 

(2) 特徵：綠色格子上衣。 

4.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示範搜尋： 

(1) 教師揭示搜尋小秘訣：由上而下、由左

而右、用筆作記號。 

(2) 教師帶領進行搜尋，找出目標物正確位

置。 

(3) 答案：(A)看故事書。 

5. 學生進行牛刀小試： 

(1) 教師發下題目卡請學生練習操作。 

(2) 題目：戴著橘色帽子的小男孩在做什

麼？(A)玩翹翹板(B)踢足球(C)溜冰。 

(3)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6. 教師帶領檢核作答結果： 

(1) 檢核解題小秘訣： 

主角：小男孩。 

特徵：橘色帽子。 

(2) 檢核正確答案： 

(B)踢足球。 

 

 

 

 

 

 

 

7 

 

 

 

 

 

 

 

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學生操作板 

題目卡 

彩色筆 

大操作板 

增強板 

黑板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操作評量： 

能使用搜尋小秘

訣進行視覺搜尋

活動。 

操作評量： 

能圈出題目中的

關鍵字，包含：

地點、人物、特

徵、事情、目標

物等。 

觀察評量： 

能夠等待教師指

示輪流上台進行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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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訂正作答結果。 

(4) 教師收回學生操作板與彩色筆，並同步

檢核學生作答結果。 

5-1 參、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課程內容 

1. 回顧「活動內容」： 

(1) 看圖片找位置。 

(2) 看句子找人物。 

(3) 看問題數數量。 

(4) 看問題找答案。 

2. 複習「搜尋小秘訣」： 

(1)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搜尋。 

(2) 從不同部位、區域分別搜尋。 

(3) 使用工具作記號（畫圈、打勾）。 

3. 統整「解題小秘訣」： 

(1) 字首記憶法。 

(2) 圈出關鍵字。 

二、練功本時間 

教師發下練功本，學生回家練習「找一找作業

單」，利用課堂所學「搜尋小秘訣」與「解題小

秘訣」完成四張作業單。 

三、結算增強 

結算增強板，集滿規定數量者，下課後可做自

己喜歡的活動。 

四、下課口令 

  （拍三下）一起坐好我們準備下課囉！ 

3.5  

 

上課流程表 

黑板 

 

 

 

電腦設備 

投影設備 

電子白板 

課堂簡報 

簡報筆 

 

 

練功本 

 

 

 

增強板 

黑板 

觀察評量： 

能夠專注於課堂

活動內容，分心

時叫名字提醒。 

口頭評量： 

能夠回答教師課

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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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量】 

教 學 目 標 

本節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目標檢核 個別目標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小

祐 

小

峰 

小

皓 

小

妏 

1-1-2-4 能將新訊息和

舊經驗、知識連結。 

1-1 能使用「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搜尋」之搜尋小秘訣進行視覺

搜尋活動。 

ˇ  ˇ A/A B/B A/A A/A 

1-2 能使用「從不同部位、區域分

別搜尋」之搜尋小秘訣進行視

覺搜尋活動。 

ˇ  ˇ A/A B/B A/A A/A 

1-3 能使用「使用工具作記號（畫

圈、打勾）」之搜尋小秘訣進行

視覺搜尋活動。 

ˇ  ˇ A/A A/A A/A A/A 

1-1-2-1 能反覆複誦重

要的訊息。 

2-1 能將所欲搜尋之三張圖片字首

依序排列成一句小口訣，利用

背誦此一口訣進行解題。 

ˇ  ˇ A/A B/B A/A B/B 

3-1-2-2 能標記或圈選

學習綱要。 

3-1 能圈出題目中的關鍵字，包

含：地點、人物、特徵、事情、

目標物等。 

ˇ  ˇ B/B A/A A/A B/B 

1-1-2-3 能反覆練習相

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4-1 能使用搜尋小秘訣進行視覺搜

尋。 
ˇ  ˇ A/A B/B A/A A/A 

4-2 能使用字首記憶法之記憶策略

進行解題。 
ˇ  ˇ A/A B/B A/A B/B 

4-3 能使用圈出關鍵字之閱讀策略

進行解題。 
ˇ  ˇ B/B A/A A/A B/B 

2-1-2-1 能遵守既定的

學習規範。 

5-1 能夠專心於課堂學習活動內

容。 
ˇ ˇ  A/A B/B A/A B/B 

5-2 能夠等待教師指示輪流上台進

行作答。 
ˇ ˇ ˇ A/A A/A A/A A/A 

＊ 評量標準： A  代表『80％-100％』或『完全通過』。  B  代表『60％- 80％』或『大部分通過』。 

C  代表『40％- 60％』或『部分通過』。  D  代表『20％- 40％』或『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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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說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一、 教案與課程設計：內容充實豐富，在教學研究中能對應九年一貫能力指標；指出

本單元所符應之學生多元智慧；對單元主題做深切的教學探究；精準分析學生能

力；具體之教學目標；教學流程設計順暢，細節規劃詳盡；活動設計符合學生能

力與需求；運用多元教學方法與策略及使用多元評量方式。在教案設計上用心，

盡量思考每個環節，而內容完整，有利於閱讀者迅速了解教學者的精心安排。 

二、 教學者部分：家瑩老師非常具親和力、態度誠懇自然、音量適中；眼神、口語指

導等能依學生能力調整給予提示程度；增強、提示個別化都有做到。 

三、 資訊融入教學：身心障礙學生因為智能與肢體上的限制，在學習上很需要老師進

行教學調整；經過研究與相關文獻的探討，我們發現資訊融入教學最能有效改善

班級中後段孩童的學習狀況，也最符合身心障礙孩童適合的多感官學習方式，因

此為了提升孩童學習動機、增進孩童家事技能以及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我們在

校內結合了特殊教育與資訊教育專長的老師，設計與研發了一系列視覺搜尋與學

習策略課程，希望能調整傳統老師大量講授的教學方式、運用有趣的教學活動、

實際操作的方式，並結合多元的資訊設備，藉由數位遊戲與活動的型態，啟發學

生多元智能、增進自信心與成就感，讓這群身心障礙孩子們能更加適應家庭與校

園生活。在課程執行當中，我們感受到孩童高度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整體課程參

與度也大幅提高、課堂上的口頭回應與回饋相當的多，我們能深刻的感受到學生

參與課程的喜悅，更因做中學的課程理念，讓孩童能體驗生活、積極主動。 

四、 教學流程：教學流程相當結構化，四個教學活動均採教師說明、教師示範、小朋

友牛刀小試、小朋友上台演練，讓學生清楚教學流程，能有效掌握學習速度。 

五、 師生互動：由於身心障礙孩童身心上的限制，通常都是原班級中學業及各項表現

較為落後的學生，普遍學習自信心不足、上課也不敢發言，因此教師製造機會讓

身心障礙孩童可以有發表與表達自己想法的舞台。其他孩童在發表的同時，也鼓

勵台下的孩童要專心聆聽與學習，讓學生在教學活動中，學習接納他人意見與想

法，並在同學分享完畢後給予正確的回饋跟交流，增進身心障礙孩童情意學習。 

    

 『教學』是一連串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歷程，我們期待能以創新活潑的教學活動

去豐富孩子們的生活，結合學習與生活，達到功能性的學習目標。我們也展望未來，將

以此次的教學設計為基石，將創意教學與其他老師分享、交流，期待能刺激更多教學火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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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教學活動紀錄 

  

教師帶領做頭腦體操 發下上課流程檢核表 

  

進行專注力檢核 複習搜尋小秘訣 

  

活動一：看圖片找位置 解題教學：字首記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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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錄 

  

教師進行示範搜尋 教師發下學生操作板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金雞蛋增強 學生上台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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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錄 

  

活動二：看句子找人物 教師進行示範搜尋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學生上台圈出關鍵字 

  

學生上台進行搜尋 活動三：看問題數數量 

 

 



23 
 

教學活動紀錄 

  

教師進行示範搜尋 教師說明操作要點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教師檢核作答結果 

  

學生上台進行搜尋 活動四：看問題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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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錄 

  

教師進行示範搜尋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教師進行個別指導 教師檢核作答結果 

  

學生上台進行搜尋 回顧課程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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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紀錄 

 

 
 

複習搜尋小秘訣 統整解題小秘訣 

  

教師發下練功本 說明練功本內容 

  

教師結算增強 下課口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