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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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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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語文教學偏重閱讀，故教科書在中國語
文教學中一直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針
對中央課程要求和符合兒童能力、程度而編
寫的教科書無疑對教師幫助很大，但對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傳統教科書便未必
適合，故近年不少學者、教師均覺得有必要
擴闊教材範圍，以更多元化的學習材料以配
合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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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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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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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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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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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教學流程 學習目的 學習內容

觀察圖畫，
口頭描述畫
面

看圖認物識字，
建立詞匯。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畫面，請他們嘗
試口頭描述，教師適當記下關鍵字
詞。

講述故事 理解內容，學習
概念。
在語境中學習字
詞、句子。

教師講述故事，結合提問，協助學
生掌握故事內容，並適當帶出生新
詞和句子。逐步過渡至學生能看圖
說話。

提問、回應 深化理解：引導
猜測、推論、回
應、互動。

教師提問(初期可用六何法)，學生可
自由作答，啟發其觀察力與思維。
逐步引導學生作猜測、推論，提出
個人意見。

延伸活動 鞏固學習，建構
學習遷移。

安排活動，指導學生運用所學，例
如：為圖片加上說明、遊戲、利用
詞語造句、創作等。



「看講問動」是基本模式（基本餐單），但教師可以
因應學生的情況作變化，加入適切的活動，將「看講
問動」變化為不同的教學流程，如：

看、問、動（遊戲）[重複鞏固]
看、想（例：猜測）、讀、問、動

看、講、問、玩、動（示例：鼠小弟）

看、講、問、創（例：造小書）

上述的過程除可隨意變奏外（自選套餐），並須適當
的重複迴環，作相應的鞏固或延伸、提升，故一個教
學設計可以由一個或多個上述的配套組成（自助餐）。



1. 圖書散步：瀏覽圖書，在教師引導下初步掌握故事內容。

2. 提問：配合圖文，引導學生掌握重點或作進一步思考。

3. 圖文結合識字（觀察能力訓練）：觀察畫面，借圖像理解字詞
，掌握概念。

4. 情境識字：結合故事中的情境，理解字詞/概念意思。

5. 脈絡閱讀：結合上文下理，理解/猜測字詞意思。

6. 語意網：以一個核心字做中心，建立由字義組成的語意網絡。

7. 詞語溫度計：將詞語按程度列在線上。

8. 生活識字：結合生活，擴闊詞匯。

9. 何人圈：框定特定的人物，聚無觀察、討論。

10.大特寫：將圖像局部放大，引導學生聚焦觀察、描述、思考。





你會用這本書教甚麼？試定出幾個適
合輕、中程度智障學生的學習目標。

繪本圖書:《大猩猩和小星星》



教學步驟

1. 瀏覽圖書的第1-7頁。（鼓勵學生以圖文結合，理
解內容）

2. 提問故事內容。

3. 思考：為甚麼管理員對大猩猩說：「不許你把小
星星吃掉。」

4. 活動：角色代入

管理員（讀-低能力）

大猩猩（回應-高能力）



觀察：

猜猜大猩猩的心情

瀏覽圖書的第1-7頁。（鼓勵學生以圖文結合，理解內容）

從圖中可比對「大」與「小」?



教學步驟

1. 看圖說故事/讀故事（1-14頁）

2. 提問：

「疼」是甚麼意思？（大猩猩很疼小星星）

從哪裏可看到大猩猩很疼小星星？

有誰「疼」你？或你最「疼」誰？

3. 思考：

你會怎樣對他/她？

你覺得大猩猩為甚麼這麼「疼」小星星？

如果你是小星星，你會有甚麼感覺？



小星星有多小？

瀏覽圖書的第1-14頁。（鼓勵學生以圖文結合，理解內容）



1. 閱讀故事接下來的6頁內容。

2. 提問：發生了甚麼事？

3. 請學生細心觀察四幅圖中大猩
猩的表情、神態，說說大猩猩
表現出的情緒。

4. 請學生想想可以怎樣解決。



你滿意/同意這個結局嗎？

和你的解決方法比較，哪一個方法較好？為甚麼？



學生

 故事中「大」字出現了多少次？
請學生找出來。

 這些以「大」字組成的詞語是甚
麼意思？

 你還認識其他用大字組成的詞語
嗎？請列出來，愈多愈好。

 在你的周圍環境中，搜集更多有
「大」字的詞語，放在詞語袋
中。

教師

 將故事中出現的「大」字分類。

 派發一張大白紙，請學生列出更
多用「大」字組成的詞語。

 請學生介紹他們找到的詞語。

 將詞語畫成語意圖。

活動目的：
1. 認識中文字詞的搭配。
2. 從生活識字，擴闊學生詞匯。



學習目標

1. 學習常用詞

2. 理解故事內容

3. 觀察能力訓練

4. 體會朋友的意義

5. 學習中文詞語的搭配

教師可因應學生能力、程度選擇不同目標
，組織為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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