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學習障礙學生在校佔比61%，指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

、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

直接造成之結果。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           

             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 綜觀來說，學障是一種神經生理因素所造成的缺陷，導致個人內在學習歷程困難，這

樣的心理歷程是一般人看不到，就像一個隱形的牆擋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即便他用

盡全力也很難跨越，因此又被稱為「隱形障礙」。

特教組 特教宣導月刊 113年2月號

發行人：蔡孟峰

編輯指導：張文澤、楊時發

編輯教師：童洸智、蘇湘甯

擦了又寫、寫了又擦，即使是簡單的抄寫

作業依然無法完成，一筆一畫，怎麼寫怎

麼奇怪，已經耳提面命無數次，就是無法

照著正確的筆順，孩子滿腹委屈，家長痛

苦，老師心累。

應對就像一般孩子，但老是卡在閱讀

測驗，速度很慢，感覺像是用猜的，

要他重念幾次就惱羞成怒，多說兩句

就翻桌，老是把：「我就是廢物」掛

在嘴邊，衝突不斷。

第一章被誤解的學習障礙

學習障礙常見行為特徵

1.讀寫障礙 2.閱讀理解障礙

• 教過的字，隔天馬上忘

記。

• 報讀的成績比紙筆測驗

好很多。

• 閱讀時常漏字或跳行。

• 閱讀時容易停頓、速度

緩慢不流暢。

• 朗讀時容易在不該斷句

的地方斷句。

3.數學障礙 4.知覺動作障礙 5.口語障礙

• 缺乏數感

• 高年級了，計算時還需

要手指協助。

• 最基本的加減計算有困

難。

• 經常撞到或打翻東西。

• 需要協調身體雙側的活

動有困難，如使用剪刀。

• 可能在寫字有相當困難，

導致作業或考卷常寫不

完。

• 常常答非所問。

• 無法聽懂故事內容，或

無法用口語完整描述生

活中的事件。



面對讀寫、閱讀有困難的孩子，可以協助的策略包含學業與心理兩個層面

• 釐清書寫輸出方式與錯誤性質：確認孩子的錯誤出在哪裡。

• 試著以仿寫與默寫鑑別：若仿寫過程就錯誤百出，老師可以試

著使用替代的答題方式。

• 釐清孩子的關鍵障礙是識字還是理解：不同題型需要的能力不

同，考卷的錯誤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孩子的認知學習傾向

• 尋求書寫外的替代方式：打字、口頭回答，觀察回應的正確度

，以能夠順利輸出為原則。

• 慢慢接近閱讀核心：透過關鍵字、上下文與文題的猜測，讓孩

子有機會閱讀，有讀總比不看好。

• 給予信心，讓孩子對於輸出(寫字)有自信。

• 別再執著於筆順，將焦點置於文字符號能否協助溝通。

• 減輕孩子自身的羞愧：學障學生經常被視為不夠努力，而產生過度自

責、過度羞愧的心情，給予適度的陪伴，幫助他們走過挫折。

• 建立合理的期待：針對孩子的個別特質重新調整並修正目標與方向。

• 肯定孩子在過程中的努力，即使結果不盡如人意。

• 給予同理心，試著感受想學而學不來的挫折。

• 讓孩子感受到「身邊有大人懂我」，開放的接受每個人都不一樣，試

著去發掘並看見孩子的優勢能力。

• 協助孩子重新建構自我概念：包含外表、能力、興趣、朋友、自我評

價與他人評價……等，重新認識並進行加權與再排列，以更周全的眼

光看待自己。

• 大人的眼光會左右孩子的態度：同學能否接納特殊生，導師的立場至

為關鍵。

• 帶領班上的同學更認識特殊生，試著角色扮演與身分交換，透過體驗

了解特殊生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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