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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教材的種類

1. 教科書

2. 日常生活教材

3. 兒童文學教材

4. 多媒體教材



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的內容有趣，文字淺易，最為適合。兒
童文學教材的類型可包括：

•繪本

•兒歌

•童詩

•橋樑書

•簡化版故事書

•故事書

•兒童文學原著



圖畫 文字

無字書 圖畫書 圖文書 插圖書 文字書

橋樑書圖畫書 文字書

沒有文字，
純以圖像說
故事

圖畫為主，
輔以少量文
字敘述、描
寫、說明

圖文等量 文字為主，

輔以少量圖

畫展現特定

場景、人物

情態或說明

事物特質

純文字

童書的呈現方式

張永德



為甚麼要用繪本？



為甚麼要用繪本？

1. 從智障學童的學習特點考慮

2. 從教學方法的角度考慮



智障學童的學習特質
從學童學習特點考慮



語言溝通能力表現

1. 因為說話器官的運動機能障礙，和缺乏練習和相互協調的機會，影響他們

的表達能力，例如會發音困難或錯誤、音量過太或過小、聲調錯誤、說話

過速或過慢（口吃）；

2. 由於從小缺乏與父母遊戲的經驗，不容易發展出說話的意圖，對別人說的

話和聲音沒有興趣模仿，迴避父母與家人的眼神，喜歡用動作和手勢來表

達需要；

3. 有些兒童對父母所說的故事沒興趣，也不會與父母一起閱讀；

4. 表現安靜、被動，很少主動與人交談；

5. 語言理解能力比較差，常用語彙貧乏，說的語句比較短；

6. 比較少說出抽象內容的語句，或比較不會配合情境適切地表達。

（智能障礙學生輔導手冊，2000，臺灣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主編）



學習特質
綜合學者的意見，智障學童在認知與學習方面有以下特點：

1. 對刺激的接收能力較緩慢和薄弱；

2. 智障學生認知發展遲緩，大約只達具體運思期，抽象思考
困難；

3. 短期記憶能力不佳，注意力廣度、集中度及選擇性注意力
差；

4. 學習遷移困難，不易舉一反三，因而學習常遇挫折，導致
對學習有失敗的預期；

5. 組織與分類有困難；

6. 比較事物有困難；

7. 偶發學習（未接受教學而學習到的成果）與解決能力較差。



智障學生的閱讀困難

• 智障學生的閱讀困難主要源於記憶容量的限

制、先前知識貧乏、辨識字詞能力較弱、未

有掌握閱讀策略及缺乏後設認知能力。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小一至中三），2011



教學策略

1. 所用材料應是學生熟悉的，或是與他們有關聯的；

2. 應事先將資料組織成有意義的形式、內容；

3. 多利用增強，提高學習動機；

4. 多做反覆練習，且鼓勵學生多運用反覆練習的方式；

5. 提供的刺激不要過於複雜；

6. 指導學生注意有關的部分；

7. 將足以使兒童分心的其他無關刺激移開；

8. 當學生能將注意集中在所設定的目標時應予鼓勵；

9. 要從簡單易學的開始，循序漸進的加入較困難的；

10. 如果要做情境遷移，應對學生說明不同情境的特徵。



如何幫助智障學生理解聆聽故事或閱讀材料
1. 利用多重感覺去提高專注力、鞏固記憶和營造環境。在講故事前先準

備有關圖畫和道具。

2. 一邊說故事，一邊張貼有關情節的圖畫。教師可利用箭咀幫助學生理

解故事發展的程序。

3. 在有需要時，可利用聲音效果、香味及動作等，協助學生理解故事的

情節，但要避免過多視覺刺激，以致擾亂學習。

4. 可把故事的情節細分，循序漸進向學生介紹。學生需要透過重複聆聽

才能掌握故事內容大意。當學生熟習以後，再加入有變化的細節，以

提高學習興趣。

5. 教師也可把情節分段，每天一段，把相關的圖畫掛起。第二天，讓學

生從圖畫中回憶前天的情節，並猜測故事的發展。

（下頁續）



如何幫助智障學生理解聆聽故事或閱讀材料

6. 要小心編故事情節，於需要時把枝節刪除，只講述故事的主要內容。

7. 故事的每一情節要有清晰的轉接，例如時間、場景和人物等。教師可利用

圖畫讓學生知道情節的轉變，如由森林轉到海邊，或從日間轉到夜晚。

8. 幫助學生從聽故事的經驗中，認識故事的人物大多會有不同類別，如「好

人」和「壞人」之分。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語文能力，引導學生列出人物名

稱、性格、所作所為、有關地方，以及故事人物的關係。

9. 可利用角色扮演，讓學生重演故事內容，加強理解及記憶。有時不用演出

整個故事，盡量找一些適合學生演出的情節，也可以達到理想的效果。

10. 把學習內容輸入學生的輔助溝通工具內，方便學生隨時溫習所學。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小一至中三），130頁，2011



繪本教學的好處

1. 繪本可提供豐富的畫面，以圖像協助學生掌握概念，理解
內容；

2. 繪本提供具體生動的語言情境，有助學童掌握語言的意義
和應用的特點；

3. 繪本的故事能以有意義的的方式組織學習內容，使學生易
於掌握；

4. 故事內容生動有趣、圖畫吸引，可提高學生閱讀興趣；

5. 不少童書的結構模式於重複中有變化，便於進行反覆鞏固
，強化記憶。



教學模式

從教學方法角度考慮



教學模式的爭論



直接教學法
(DIRECT INSTRUCTION)

• 直接教學法是一種組織嚴密、系統層次分明、教學

過程嚴謹的教學法，以由部分到整體的方式，運用

編序的方法設計教材，重視教師示範、糾正學生錯

誤、立即回饋與補救教學，並運用大量的練習與複

習，直到學生達到精熟及自動化的水準。



全語文教學法

• 全語文教學法是一種對於語文學習的觀點，強調由

整體而到局部的（由上而下）的教學模式，倡導自

然、有意義的語文教學，強調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教

材，主張藉由討論及發表的方式，製造聽說讀寫的

機會，讓學生從實際語言運用過程，提升語文能力。



平衡教學法

• 全語文教學的優點在於可讓學生從豐富的語文環境及多元的語文教

學活動，以及透過自我學習及同儕分享來習得語文知識和能力，但

對於較缺乏基礎能力的學生而言，他們無法從自主學習中學習語文

的基本技巧。

• 直接教學法的優點在於學生可透過反覆及多量的練習，以及老師詳

盡的解說及指導習得語文知識與能力，但對於已有基本識字及理解

能力的學生而言，直接教學可能過於刻板，學生無法接觸到豐富的

語文資訊，無法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

• 在實際教學中，建議可以依照學生特質，融合兩種教學法於語文課

程中。

（陳思融，2007）



閱讀教學



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

• 透過共讀有目的地與學生交談，一起閱讀及思考，

引發兒童的興趣，再讓學生自行默讀，進行討論。

• 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通過口語能力協助發展

閱讀和寫作能力對學生的幫助很大。

• 除師生/同儕共讀外，鼓勵家長以講故事的方式進行

親子共讀，加強支援。



綜合平衡取向教學法

1. 教學取向：直接教學法與全語文教學法各有優點，

故在實際教學中宜採取融合兩者的平衡取向；

2. 教學材料：童書（特別是繪本）可提供豐富的視

覺刺激、具體有意義的語境、生動有趣的內容、

和重覆中又有變化的情節，是理想的智障兒童閱

讀教材；

3. 教學方法：針對智障兒童的學習特點，結合分享

閱讀和恢復閱讀等教學法，協助智障兒童掌握各

種閱讀策略。



圖書舉例
無字書：

慕佐，（2009），《十朵小雲》，南寧，接力出版社。

比亞蒂•斯洛迪格，（2009），《小雞和狐狸》，南寧，接力出

版社。

布諾•吉百爾，（2009），《小紅魚》，南寧，接力出版社。

奧利弗•查龐迪，（2009），《櫻桃》，南寧，接力出版社。

曼逹娜•薩逹，《我的獅子》，南寧，接力出版社。

比亞蒂• 斯洛迪格，（2012），《小雞釣魚》，南寧，接力出版

社。

慕佐，（2009），《一朵小雲》，南寧，接力出版社。

蓋當•多偌米，（2012），《熊的寶貝》 ，南寧，接力出版社。

亞蒂•斯洛迪格，（2012），《小公雞的蛋》，南寧，接力出版

社。

卡姆公主，（2012），《白裙子》 ，南寧，接力出版社。

亞瑟•吉賽爾，（2012），《會飛的種子》 ，南寧，接力出版社

。

•


	�針對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童書閱讀教學��
	教材
	教材的種類
	兒童文學
	投影片編號 5
	為甚麼要用繪本？
	為甚麼要用繪本？
	智障學童的學習特質
	語言溝通能力表現
	學習特質
	智障學生的閱讀困難
	教學策略
	如何幫助智障學生理解聆聽故事或閱讀材料
	如何幫助智障學生理解聆聽故事或閱讀材料
	繪本教學的好處
	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的爭論
	直接教學法�(DIRECT InSTRUCTION)
	全語文教學法
	平衡教學法 
	閱讀教學
	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
	綜合平衡取向教學法
	圖書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