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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學生學習特性及需要

-超過六成同學已被確診為自閉症學童 
（大部份中度智障及自閉症學童的主要特性是有顯著語言及溝通障礙）

- 約有40位同學是非口語能力
    口語：能自發說出單字(約8%)、片語(約20%)、句子(約35%)
      非口語：能自發說出少量字或未能發聲或未能有效模仿字詞

-宿生72名

-服食精神藥物36名

-視障／聽障 7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idZghw97dc




計劃的緣起

-特殊教育文獻及介入方法 : 恆河星數

-教師容易迷失 : 有形無實的應用

-因形式而忽略了有效課堂教學的基本要素

-如課堂內外營造正向 (Positive Climate) 教學環境的重要

-包括與學生建立有效溝通(C)

-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R) 及結構化課堂規劃(S)

-以確保教學/介入方法有效

-近十年漸鼓吹實証為本教學(Evidence-based Practices)



實証為本(Evidence-based) 研究的啟示 (1)
-自閉症循證實踐評論組 (Wong et al. 2014)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收集廿多年內

(1990-2011) 有關自閉症介入方法的文獻

-共選了29106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文獻作出深入的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

-利用嚴謹科學化的篩選程序嘗試選出具實証支持的文獻(Evidence-based Practices) 
EBP

-謎: 最後選了多少篇具實証支持的文獻?



實証為本(Evidence-based) 研究的啟示(2)
-最後選出456篇具實証支持 EBP的文獻，進而再作主實証因素分析 (Categories for 
Practices)

-最後歸納出27類別主實証因素 (P.26)

-研究顯示了有實証支持的介入策略為數實在不多

-結論提醒特教同工要小心選EBP介入策略

-更指出應用介入策略是需要專業的判斷

參考 :
Wong, C., Odom, S. L., Hume, K. A., Cox, C. W., Fettig, A., Kurcharczyk, S., Brock, M. E. &amp; Plavnick,
J. B. &amp; Schultz, T. R. et al. (2014).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tism Evidence-Based Practice Review Group.
http://autismpdc.fpg.unc.edu/sites/autismpdc.fpg.unc.edu/files/imce/documents/2014-EBP- Report.pdf



個案處理 (Case Management) 的啟示
-教師一般容易迷失在運行多年缺乏專業梳理的介入方法

-行於形而忘了教學初衷 : 正向溝通及師生關係培育之重要

-而淡化了學與教的基本原則，導致教學出現沒有靈魂的失衡

-學生容易出現嚴重具挑戰性行為問題

-導致團隊專業判斷及操守受到考驗

-需要有一個簡單又易明的心法系統

-將這些介入法內化成為教學的基本心法

-容易歸納不同有效方法達成教學基要核心三要素，包括: 有效溝通C、良好師生關係R
及結構化的課堂規劃S



三個要素在中度智障學校及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童
教學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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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C-Communication):  

-自閉症同學最主要的障礙是在語言及溝通的發展，出現頗為嚴重的問題及障礙（張正

芬，1996）

-溝通上的障礙成為了學生學習及社交上一個很不利的條件

-成為了他們情緒及行為問題的根源

-影響到他們自信心的建立

-阻礙了學習上的進度



良好的師生關係 (R)

-是成功教學不能缺少的一個元素，而溝通就是建立友善師生關係的橋樑，不良的溝

通卻可能弄巧成拙把師生關係破壞 (張宗義、林嘉珮、邱莉萍、洪靜春、鄭雅尹，2011)

-師生關係亦不是能在一朝一夕建立

-需要善用在實際師生的接觸點刻意提供了建立正面關係的機會及情境



結構化的課堂規劃  (S - Structure)

-是一個較為複雜的概念

-有目的的及有系統的整合，能幫助同學去理解課堂的組織及期望

-減低同學因不能理解課堂的期望而產生的焦慮

-學校所收取近六成已鑑定為自閉症的同學，在教學流程及班房組織的安排上，是更

加需要結構化的安排



學校行政配合

-校本自閉輔導教學計劃

-利用「管理與組織」下非自閉科組作出教學上的配合

-多元化的行政及培訓策略

推動主要針對教學及教學團隊經營兩層面的配合:

1.教學層面推動

2.教學團隊經營方面的推動



1.教學層面推動

-科本組織及策略性地引入「CRS」主要的推動原則

年度關注事項：

-將「CRS」加入到關注事項當中

-關注事項，對應「CRS」相關項目

-建立與學生有效的溝通模式，維繫互動互信的緊密關係

-建設具結構性的學習流程、學習環境、課堂組織



科組年度計劃目標的配合

-需要配合關注事項的發展

-周年計劃中訂出有效而配合的推行策略

-實施「CRS」關注事項課組的對應表

-監察團隊間如何配合「CRS」的發展



2.教學團隊經營方面的推動
-著重協助老師理解如何利用「CRS」去規劃教學

-歸因及分類於「CRS」模式之中

-善於運用教學技巧於不同教學情境之中

-強調團隊從教學實踐互相學習及分享

-提升團隊內部的協作

-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個歷程



團隊專業知能的提升

-有組織的專業分享提升團隊專業知識及技能

-加深專責人員對「CRS」的認識

主要活動包括 :

教學分享會、觀課交流、教師培訓等



教學分享會

-演示分享已實踐的教學活動

-加深對「CRS」的認識及應用

-參考不同的課堂片段，對「CRS」進行個案分析及匯報活動

-團隊對「CRS」執行的內容及一致性



觀課交流 

-觀課錄影加入「CRS」評核元素

-設「說課」環節，幫助教學人員檢視、分析課堂組織及教學策略

-加強對專業成長的追求，以促進教學人員對「CRS」在課堂的效用

-推薦值得讓同工參考的部份，並對課堂內需修訂或改善的部份提出建議



教師培訓 

-提供了輕鬆的溝通情境去提高師生關係

-提供了培訓教師與中度智障及自閉症同學，進行具質素的互動情境及條件

-幫助教師掌握建立學生基本社交能力的技巧

-製定不同科目/領域互相配合的教學策略，並選取適合課堂遊戲元素及技巧融合於課

堂之中



溝通(Communication)的質化量化成效

範疇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溝通 ·  觀察及影片紀錄

·  師生互動

·  溝通圖像內容的變化

 
 

·  學生語言能力分析 - 
言語治療師

·  班本剖象(Class 
Profile)分析

·  溝通上轉變的分析

·  圖像(非語言)溝通 - 
形式及使用頻率均有明

顯增加



關係(Relationship)的質化量化成效

範疇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關係 ·  師生關係上轉變 ·  對學生的關顧 / 正面

用語明顯加強

·  學生對教師的情緒

反應變化

·  以評估表格記錄學

生社交表現轉變



結構(Structure)的質化量化成效

範疇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結構 ·  目測及影片記錄的

方式，記錄課堂每一天的

教學流程的情況

·  班房佈局及有效的

策略/安排

·  課組檢討會

·  結構化教學評估及

檢討

·  為教學目標、教學流

程、照顧學習差異等課堂

組織評分 (Best Fit)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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