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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班級各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本校特殊教育班設班情形 

班型 班級數 學生人數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 
■身心障礙類 1 39 

■資賦優異類 1 11 

⬜巡迴輔導班 
⬜身心障礙類   

⬜資賦優異類   

二、分散式資源班(身心障礙類) 

以調整部定各領域課程計畫為原則，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

特質與學習需求，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再分析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及

能力之適配性。調整原則及作法可依下列四大向度進行調整： 

本校特殊教育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分組概況 

年級 科目 
課程安排節數 

(抽離/外加) 
學生人數 概況(學生障別/人數、組別等) 

七 國語文 抽離 5節 6 國一 A：學障 6人 

八 國語文 抽離 5節 7 國二 A：學障 6人、情障 1人 

九 
學習策略

(國語文) 
外加 2節 7 

國三 A：學障 4人、自閉症 1人、

腦痲 1人、病弱 1人 

九 國語文 抽離 5節 5 國三 B：學障 3人、智障 2人 

七 英語文 抽離 3節 6 英一 A：學障 6人 

八 英語文 抽離 3節 8 
英二 A：學障 6人、疑學障 1人、

情障 1人 

九 英語文 抽離 3節 6 
英三 A：學障 3人、自閉症 1人、

腦痲 1人、病弱 1人 

九 英語文 抽離 3節 5 英三 B：學障 3人、智障 2人 

七 數學 抽離 4節 7 數一 A：學障 7人 

八 數學 抽離 4節 7 數二 A：學障 6人、情障 1人 

九 數學 抽離 4節 7 
數三 A：學障 4人、自閉症 1人、

腦痲 1人、病弱 1人 

九 數學 抽離 4節 5 數三 B：學障 3人、智障 2人 

七八九 社會技巧 外加 2節 4 社會技巧 A：自閉症 4人 

七八九 社會技巧 外加 1節 3 
社會技巧 B：自閉症 1人、情障 1

人、疑情障 1人 

九 生活管理 外加 2節 2 生活管理 A：智障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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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方面 (一)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採「分解」、「替代」及「重整」的方

式來調整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之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

後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方式安排學習

節數與決定學習內容。 

(二)身心障礙學生之課程及教材保持彈性，視每位身心障礙學

生之個別差異，採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調整，並經個別化

教育計畫會議決議是否需彈性增減各領域/科目之節數，再由學

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同意後執行。 

(三)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輕微缺損的學生依其身心狀況及能

力先參照原學習階段之該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再採分解、替

代與重整方式進行調整，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編選教材。 

(四)以學生能力指標調整及擬定之長短期目標為依據，主要採

用調整策略為簡化、減量、分解、替代、重整和功能性課程

等，依學生障礙特質，進行編修簡化教本、自編教材、學習單

與主題補充教材;另依據特質提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視學校教

師人力採外加課程或是融入資源班課程教學。 

【學習歷程】方面 (一)依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

之學習策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索及提示，採工作分析、多元

感官、直接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多層次教學等教學方

法，並配合講述、示範、發問、運用多媒體、圖解、操作、實

驗、角色扮演等不同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 

(二)視身心障礙學生需要提供適性教材調整與教育輔助器材協

助學習，以激發並維持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三)教學型態依領域需要與人力資源，採團體教學、分組教

學。搭配多媒體並運用多感官教學，以視覺提示和聽覺刺激引

起學習動機，結合競賽遊戲使學生在趣味中精熟課程內容。 

【學習環境】方面 (一)以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安全、安心且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為首

要考量。 

(二)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行教室採光、通風、

溫度、教室布置、教學設備資源、教室位置、動線規劃、學習

區、座位安排等物理環境的調整。 

(三)提供所需的人力、輔具與行政資源與自然支持。 

(四)以達到最少限制環境為目標，依據課程型態與學生需求編

排上課座位，使學生除能自主、專心學習外，也能學習相互合

作，所呈現的任何教材教具、學習單等皆會以系統性的方式呈

現，以益於學生能夠專注於黑板上，並且將教材系統性的吸收;

教室佈告欄張貼課程相關圖文海報，以利學生於下課時能自我

學習。 

【學習評量】方面 (一)依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實施多元評量，包括學生起點行

為之評估及持續性的形成性評量，並依據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



48 

作總結性評量。 

(二)評量採檔案評量、實作評量課程本位評量、自我評量等多

元評量的方式，充分瞭解各類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

效，以作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考。 

(三)教師視各領域或科目之特性、教學目標與內容、學生的學

習優勢管道及個別需求提供適當之評量或服務，如評量時間調

整（延長測驗時間）、評量環境調整（資源教室等）、評量方

式調整（如紙筆、口試、指認、實作、放大試卷、電子試題、

有聲試題、提供試卷並報讀等）與其他的形式調整。 

(四)特定領域/科目具有學習功能缺損的學生，該領域/科目評

量的內容或通過之標準需依據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所議決

之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包括得進行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

增刪等調整方式。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安排(含課程調整情形)如第○

○頁總體課程節數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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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散式資源班(資賦優異類) 

 

以調整部定各領域課程計畫為原則，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

特質與學習需求，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先備能力，再分析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及

能力之適配性。調整原則及作法可依下列四大向度進行調整： 

【學習內容】方面 (一)針對各類資賦優異學生採「加深」、「加廣」的方式調整

各領域/科目之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後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

容，以課程與教材鬆綁的方式安排學習節數與決定學習內容。 

(二)資賦優異學生之課程及教材保持彈性，視每位資賦優異學

生之個別差異，採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調整，並經個別輔

導計畫會議決議是否需彈性增減各領域/科目之節數，再由學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同意後執行。 

本校特殊教育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分組概況(依各校情況自行調整增刪) 

年級 科目 

課程安排節

數 

(抽離/外

加) 

學生人數 概況(學生資優類別/人數、組別等) 

七 數學一 抽離 4節 7 數理資優生/數一 

八 數學二 抽離 4節 3 數理資優生/數二 

九 數學三 抽離 4節 1 數理資優生/數三 

八 理化二 抽離 3節 3 數理資優生/自理二 

九 理化三 抽離 2節 1 數理資優生/自理三 

七 生物一 抽離 3節 7 數學資優生/自生一 

七 獨立研究一 外加 1節 3 數理資優生/獨立研究一 

八 
獨立研究二

(數學) 
外加 1節 3 數理資優生/獨立研究二(數學) 

八 
獨立研究二

(自然) 
外加 2節 3 數理資優生/獨立研究二(自然) 

九 獨立研究三 外加 2節 1 數理資優生/獨立研究三 

七 
創造力一 

(程式語言) 
外加 1節 7 數學資優生/創造力一(程式語言) 

八 
創造力二 

(程式語言) 
外加 1節 3 數學資優生/創造力二(程式語言) 

九 
創造力三 

(程式語言) 
外加 1節 1 數理資優生/創造力三(程式語言) 

七 
創造力四 

(語文表達) 
外加 1節 7 數理資優生/創造力四(語文表達) 

七 情意發展 外加 1節 7 數理資優生/情意發展一 

九 地球科學 外加 1節 1 數理資優生/自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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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的學生依其採用加深、加廣的

方式調整原學習階段之該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再根據調整過

後之指標編選教材。 

【學習歷程】方面 (一)依資賦優異學生的個別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

之學習策略，並適度引導其進行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

決等高層次思考策略；採區分性教學、合作學習、實作體驗、

專題探究、等教學方法，並配合講述、發問、多媒體應用、操

作、實驗等不同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學。 

(二)針對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的學生，教學過程兼顧不

同層次認知歷程與知識類型，規劃主題探討、專題研究或創

作，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活動，以情

意培養為導向，提升其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及與自然互動

之能力。 

【學習環境】方面 (一)在資源教室設立學習角、提供個別學習桌，透過主題佈置

與妥善的座位編排，呈現與課程學習內容或數理學習相關之事

物，並提供視覺線索，營造明亮、乾淨、有主題性之環境，助

於學生小組合作學習與個人學習。同時利用校外環境進行參

觀、踏查、田野調查或訪談。 

(二)提供尊重、互動、接納及支持的社會心理環境，以激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增進展現創意思考潛能的行為。 

【學習評量】方面 (一)依學生之個別輔導計畫實施多元評量，包括學生起點行為

之評估及持續性的形成性評量，並依據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作

總結性評量。 

(二)評量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課程

本位評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等多元評量的方式，充分瞭解

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作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考。 

(三)提高目標層次並引導自我設定目標的獨立學習或自我評鑑

為評量依據，亦以多元智能的觀點，提供符合其學習風格與優

勢智能的彈性措施，避免重複練習造成之浪費與厭倦感。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安排(含課程調整情形)如第○

○頁總體課程節數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