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段 ⾼中��段 ⼤專�段

•加強基礎學��⼒
•訓練⽣活⾃理�⼒
•抽�式課�為主(�加式為輔)

•加強技�學��訓練社會技巧
•重視⽣涯規劃�發展
•�加式課�為主(抽�式為輔)

•⾃我責��求助技�的培�
•重視�源�結
•�加式課�

何謂融合?

現今特教趨勢

普特合作與
資源班運作實務

��組 ��宣�⽉刊113年4⽉�
發⾏⼈: �孟�
����: 張⽂澤�楊�發
���師: ��旻��湘�

�合國於2006 年��國��⼼障�者�利�約(CRPD)�其中�24��出�「為了讓�⼼障�者��享
�不受歧視��會��的『���』�   各國政府應確���⼒推動融合��制度�終�學��」
台灣在2014 年��『�⼼障��利�約�⾏法』�宣告�⼼障��利�約在台灣正式�⾏�

「融合」則是⼀個「��性的改⾰��」����整�學�容�⽅法�

理���除環境中的障��讓同樣學��段�不�障�的所�學⽣都�

擁��平�參�式的學�經���得�合其�求�喜�的學�環境

資源班學生的就學之路

間接服務

間�服�為�學⽣為主��但不⼀定直
�對學⽣�學的⼀種服��式����
��師提供��服�給學⽣��的重�
�⼈�包�普���師�同儕或家⻑�

定義

�求評估��理

個別晤����

�詢服�

��⽀援

其�

不同於直��學的服��式

間�服�是團隊合作的��

��各⾏政�室合作�⽀�

個��理 /學��境 /輔具使⽤
專�團隊服� /��輔�

個別晤� /�性輔�
學���

�����詢服�
課��整��詢服�

�����協助
⾏為功�介�⽅�實�

�發事件 /����宣�
��學⽣助理⼈員 /重��定 1.



1.���求�域課��由���師�學

因⽣�⼼理�環境所�成之影響�使學⽣在溝��動作�社會�緒�⽣活⾃理�學�學��⽅⾯�困難

為使�⼼障�學⽣順利學����部研訂「⼗⼆年國⺠基本���⼼障�相關之���求�域課�綱�」

課��⽣活�理�社會技巧�學��略������溝�訓練�點字�定向⾏動�功�性動作 訓練�輔助科技應⽤

2.普���課��由普��師�整

向度 �� �⼦

學

�

�

�

�引發學���的學��略��度提供各種線索�提�

�性�材的�整��提供��輔助器材協助學�

依照個別學⽣的學��求�使⽤不同的�學⽅法

學��略

 畫重點�找關鍵字�提供�讀�引�組織�

�學⽅法

 ⼯作�析��元�官�直��學

 合作學���層��學

�學�略

 �合講�����發問��⽤������

 �作�實驗�⾓⾊�演

�性�材�整

 點字�放⼤��⼦書���書�視覺輔助

��輔助器材

 �視��放⼤��點字���⽤����頻輔具

學

�

評

量

評量�間的�整（提早�場或�⻑測驗�間）

評量環境的�整

評量⽅式的�整

其�評量�整

提供額�的作��間�允許�段�間考試

��不受⼲�的座位或�間

評量�提供相關輔具（�式表�計��）

允許學⽣��⾳或⼝語作�

�師報讀或使⽤報讀軟�報讀

依IEP�⾏�容難易度�題型�題�的增刪

學

�

環

境

�合�⽤設計（�⽤所�⼈）的校�環境

針對個別�⼼障�學⽣�求合理�整其學�環境

物理環境

 �整座位��（���便於���提�的位⼦）

 �免會��注意⼒的刺激

⼼理環境

 提供志⼯��師助理員或助理⼈員�⼈⼒協助

 �市�����源中⼼�各�室提供的⾏政⽀援

 提供同儕輔�和同儕協助

 增加同儕互動的�會

學

�

�

容

「��」���各學�表現�學��容的難度 
「減量」�減少學�表現�學��容的部��容

「��」��學�表現��容���予��段學�

「�代」�各學�表現�學��容�另⼀種⽅式�成 
「重整」��學�表現�學��容重���或轉�成⽣活

�或功��的⽬��學��容

＊原⽬����正確發⾳�利�出語意完整的句⼦

→�����出語意完整的句⼦
＊原⽬���識國字⾄少1800字�使⽤1200字
→減量��識國字⾄少1200字�使⽤⾄少500字
＊原⽬��判斷�容合理性�並��事實或意⾒

→���1.判斷�容的合理性 2. ���事實或意⾒
＊原⽬�����⼤量�讀��會�讀的��

→�代����報讀軟��⾏�讀��會�讀��
＊原⽬���學�應�氧��原��鹼中和

→重整�⽣活中�劑��劑�製作⼿⼯�

      課��整重�原則�

⾃��不�別���同樣�⽤於其�學⽣�易執⾏��結各�源��⽤���⼒�增加成功的�會

※優先考量學習歷程、學習評量與學習環境的調整

※視個別學⽣的學習需求進⾏調整

2.

資源班學⽣的學習與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