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學校特殊教育 

課程計畫備查資料 
 

學校名稱：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類別 特教生安置情形 檢附資料 

身心障礙類

及資賦優異

類 

□無特教生（身障與資優） 僅需本表交回。 

■未設特教班但有特教生（身

障與資優） 

■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全校特教生需求彙整表 

 ■學習領域課程調整方案(身障特教生接

受巡迴輔導學校請檢附) 

□設特教班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資優資源班  

  □美術資優資源班 

  □舞蹈資優資源班 

  □一般智能巡迴輔導班 

 □全校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學習領域課程調整方案 

 □集中式特教班學習領域、彈性課程節數 

一覽表。 

 □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課程計畫自評表 

 

承辦人：楊詔安          主任：陳弘輝     校長：林金

枝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國民小學 

特教推行委員會 104 學年度  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5 年 08 月 01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 地點：辦公室 

三、 主席：林金枝  校長                     記錄：陳弘輝 主任 

四、 出（列）席：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報告：請各位同仁針對特教推行委員會相關業務提出意見 

六、 提案討論： 

案由一: 105 學年度特教學生需求彙整表及身障巡迴輔導班領域課程調整

方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身障巡迴輔導班領域課程調整方案」如附件。 

(一)本校六年級有一學習障礙生，五年級時導師指導、觀察表示，該生因

識 

    字量不多，故評量測驗時多以開放書本讓學生查書，平時亦實施觀察、 

    發表、實作等多元評量方式。105 學年六年級老師針對該生的課程計

畫， 

    是否仍依五年級時的方式進行。 

(三)特教生課程需整合至 105 學年度課程計畫一並送審。 

決議: 

(一)身障巡迴輔導班領域課程調整方案無異議通過。 

(二)定期測驗時老師以另出試卷方式進行，平時亦實施觀察、發表、實作

等 

    多元評量方式。 

(三)105 學年度課程計畫無異議通過(含特教生)。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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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特殊需求特殊需求特殊需求特殊需求----動作機能動作機能動作機能動作機能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    

˙班級類型：身障巡迴輔導班     ˙教學者：蘇依茹 ˙授課節數：抽離 1 節/週      

項目 內容(填寫說明) 

學生現況 

分析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學習需求特性綜述 

(詳見學生個人 IEP) 

陳○帆 

 
五 多重障礙 極重度 

一一一一、、、、    動作機能動作機能動作機能動作機能： 

1. 坐：雖有靠背，但仍不能坐。 

2. 站：無法站立。 

3. 行動：不會獨自行走、不會扶著東

西站起來、不會翻身、不會爬 

4. 手部活動：無法抓握東西 

 

學生 IEP 

學年目標 

1. 協助坐著時，能被動維持頭部直立，包括坐在輪椅上 

2. 能配合他人執行身體移位或翻身 

教學 

內容 

調整 

教學 

重點 

1. 能經他人協助坐起來，頭部能維持直立 10 分鐘不垂下來，包括坐在輪椅上，

能靠在頭靠上，維持直立 10 分鐘不垂下來。 

2. 能配合他人指示，讓老師或家人方便執行身體移位、翻身。 

 

教材 擺位輔具、行動輔具 

教學 
資源 

擺位輔具、行動輔具 

教學歷程 

調整 

1. 運用遊戲教學、示範、實際練習等方式，增強日常生活及學習活動之動作能

力。 

2. 善用增強系統，提升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3. 調整教學時間，以15分鐘為一段落，採取分段教學。 

教學環境 

調整 

3. 陳生為在家教育的學生，教學地點為學生家裡，上課時學生須躺著或坐在輪

椅上。 

評量方法 

調整 

1. 採以觀察、實作作為評量依據。 

    



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105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特殊需求特殊需求特殊需求特殊需求----輔助科技應用輔助科技應用輔助科技應用輔助科技應用領域課程調整方領域課程調整方領域課程調整方領域課程調整方

案案案案    

˙班級類型：身障巡迴輔導班   ˙教學者：蘇依茹 ˙授課節數：抽離 1 節/週      

項目 內容(填寫說明) 

學生現況 

分析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學習需求特性綜述 

(詳見學生個人 IEP) 

陳○帆 

 
五 多重障礙 極重度 

陳生因無寫字能力，手部無法抓握，

也無口語能力，需透過有聲書、電子

書等電子學習輔具，做為學習教材。 

陳生因無口語、動作表達能力，需透

過臉部表情、觀察、眼神作辨別。 

學生 IEP 

學年目標 

1. 能操作有聲書或電子書。 

2. 能在擺位輔具上感到不舒服時，向他人表達而請求協助調整姿勢。 

3. 能在身體感受不舒服時，表達不愉快的表情。 

教學 

內容 

調整 

教學 

重點 

1. 能藉由他人協助，操作有聲書或電子書，並學習書裡的內容。 

2. 能在擺位輔具上感到身體不舒服時，以表情表現不愉快或叫喊，向他人表達

而請求協助調整姿勢。 

教材 有聲書、電子書、自編教材 

教學 
資源 

有聲書、電子書、自編教材、教具、電腦網路資源、學習影片 

教學歷程 

調整 

1. 教學方法主要運用直接教學法，老師進行有聲書、電子書的使用方式教學，

學生理解後，將其手指拉到電子書、有聲書上以方便練習，並且讓學生喜歡

使用電子書、有聲書學習。 

2. 透過老師示範如何表達身體不舒服，並透過實際操作作練習。 

3. 運用遊戲教學、示範、實際練習等方式，增強日常生活及學習活動之動作能

力。 

4. 建立增強制度，提升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5. 調整教學時間，以15分鐘為一段落，採取分段教學。 



教學環境 

調整 

1. 陳生為在家教育的學生，教學地點為學生家裡，上課時學生須躺著或坐在輪

椅上。 

評量方法 

調整 

1. 採以觀察、實作作為評量依據。 

 

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語文語文語文語文----國語國語國語國語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    

˙班級類型：身障巡迴輔導班     ˙教學者：蘇依茹 ˙授課節數：抽離 1 節/週      

項目 內容(填寫說明) 

學生現況 

分析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學習需求特性綜述 

(詳見學生個人 IEP) 

黃○勳 

 
六 學障  

1. 聆聽: 聽話理解力較差，有時會抓

不到老師或同學講話的題目重點。 

2. 說話: 溝通能力正常，但較不會主

動表達需求。 

3. 識字: 識字量約 80~100 字，相當

於 1~2 年級的識字量。 

4. 書寫:  

書寫國字有困難，筆順錯誤，聽寫

默寫困難。 

字彙量少，無法寫出簡單句子，

例：今天天氣很晴朗。 

5. 閱讀: 閱讀不流暢，因識字量太

少，無法閱讀短篇文章；閱讀理解

能力弱，無法理解文章大意或複述

閱讀內容的重點。 

學生 IEP 

學年目標 

1. 能認識常用國字 50~100 字。 

2. 能書寫筆畫及形體結構正確的國字與語詞。 

3. 能運用簡單的方式練習寫作。 

4. 能閱讀四本課外讀物 

教學 

內容 

調整 

教學 

重點 

1. 透過字族文識字教學法、部件識字教學法、聯想法等識字法增加識字量。 

2. 透過重複練習(板書、紙筆練習、學習單)，熟練學過的生字。 

3. 引導學生用口頭發表方式進行「照樣寫短語」、「照樣造句」與「造句」的練

習，再給予書寫的輔助提示 

4. 透過圖片連結、反覆練習，熟讀經簡化的課文，並編選新詩、小短文作為補

充教材，增加閱讀經驗 



教材 採用簡化、調整(六年級)國語教材並配合自編學習單 

教學 
資源 

課本、自編教材、作業單、繪本、小白板、教具、電腦網路資源、學習影片 

教學歷程 

調整 

1. 教學方法主要以部件識字教學法、字族文識字教學法等教學法，提升識字量。 

2. 以課本上出現頻率高且總筆畫數較少的字做為優先教學選擇，並教導生活常

用字。 

3. 提供彩色圖卡，幫助記憶教學內容。 

4. 提供視覺線索、國字筆順練習，讓學生仿寫出正確的字形。 

5. 運用直接教學法進行「照樣寫短語」、「照樣造句」與「造句」教學，老師先

解說示範引導、學生仿造練習，最後再進行檢討與分享。 

6. 簡化課文，並利用圖片、動作或影片幫助學生了解課文大意，並編選繪本、

小短文讓學生閱讀，以增加閱讀經驗。 

7. 配合課程結合生活日常相關，並設計小活動、趣味學習單，以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 

8. 善用增強系統，提升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9. 透過習字、專注力學習單，訓練學生專注力的維持。 

 

教學環境 

調整 

1. 黃生注意力不集中易受到外界影響，故盡量不要將位置安置在窗戶旁邊。 

2. 將增強系統及班級公約貼在黑板上，以時常提醒黃生認真上課。 

評量方法 

調整 

1. 平時成績資源班佔 50%，原班級佔 50%；月考分數採計完全以原班級為主

(100%) 

2. 考試時間延長 

3. 採以報讀方式進行 

    

    
  



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嘉義縣內甕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數學數學數學數學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領域課程調整方案    

˙班級類型：身障巡迴輔導班   ˙教學者：蘇依茹 ˙授課節數：抽離 1 節/週      

項目 內容(填寫說明) 

學生現況 

分析 

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學習需求特性綜述 

(詳見學生個人 IEP) 

黃○勳 

 
六 學障  

一一一一、、、、數與量數與量數與量數與量    

1.能做三位數的直式加減計算。 

2.能背誦九九乘法。 

3.能做二位數、三位數的直式乘法計

算。 

4.能認識 10000 以內的數 

二二二二、、、、幾何幾何幾何幾何 

1.能辨認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

方形等平面圖形。 

2.能描繪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

方形等平面圖形。 

3.能以線、繩子或適合的測量工具實

際測量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等平

面圖形的周長。 

三三三三、、、、統計與機率統計與機率統計與機率統計與機率    

 1.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直接對應(一

維)表格 

 

學生 IEP 

學年目標 

1. 能熟練四位數對一位數乘法直式計算。 

2. 能熟練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一位數的直式計算。 

3. 能熟練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4. 能使用錢幣找出正確金額 

教學 

內容 

調整 

教學 

重點 

1. 加強基本乘、除計算能力。 

2. 透過實物操作，認識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公式，並熟練相關題型。 

3. 運用模擬情境或收銀機遊戲，能熟練的使用錢幣找出正確金額。 

4. 透過生活經驗帶入主題，增進生活應用的能力 

教材 採用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平台之數學教材並配合自編學習單 

教學 
資源 

課本、自編教材、作業單、繪本、小白板、教具、電腦網路資源、學習影片 



教學歷程 

調整 

1. 教學方法主要運用直接教學法，老師針對乘法、除法計算方式進行教學，學

生理解後，立即給予習題練習，最後再進行檢討，並讓學生上台解題。 

2. 透過實物的拆解重組，讓學生了解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公式，並教導

其將公式運用到相關題型。 

3. 透過模擬情境或收銀機遊戲，由老師先示範，教導學生如何付錢找錢，等學

生理解以後，再讓學生上台練習。 

4. 習題以由簡入深、循序漸進，將較大的數字換成較小的數字，再慢慢加大數

字，重複練習習題直到學生能理解並熟練題目。 

5. 使用圖示法、實物操作法，增進對課程內容與習題的理解。 

6. 使用小白板指導學生畫圖、列式與解題。 

7. 作業單彩色印刷，提供計算格線、顏色提示等輔助。 

8. 提供驗算的方法，並訓練學生寫完題目再檢查一遍的習慣。 

9. 建立增強制度，提升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10.調整教學時間，以15分鐘為一段落，採取分段教學。 

教學環境 

調整 

1. 黃生注意力不集中易受到外界影響，故盡量不要將位置安置在窗戶旁邊。 

2. 將增強系統及班級公約貼在黑板上，以時常提醒黃生認真上課。 

評量方法 

調整 

1. 平時成績資源班佔 50%，原班級佔 50%；月考分數採計完全以原班級為主

(100%) 

2. 考試時間延長 

3. 採以報讀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