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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祥和國小 113 學年度校訂課程資源班六Ａ組第三類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1-4) 

設計者：王亮涵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 節     

三、教學對象：學習障礙 1 人 共 1 人 

四、核心素養/課程目標 

領域核心素養 課程（學年）目標 

A 自主行動 

特學-E-A2  

運用學習策略發展探索問題 的思考能

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

題。 

特學-E-A3  

運用學習策略發展擬定計畫 與實作的

能力，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

活情境。 

B 溝通互動 

特學-E-B2  

運用學習策略發展科技與資訊應

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 類媒體

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C 社會參與 

特學-E-C3  

運用學習策略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

素養，並認識及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1. 能利用閱讀組織圖，幫助自己理解文章內容大意。 

2. 能使用多元工具幫助自己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3. 能善用工具改善自我專注能力。 

4. 能在考試時運用作答技巧完成作答。 

5. 能利用學習計畫完成學習任務。 

6. 能在資料中找出重點並加以理解。 

7. 能使用策略幫助自我學習。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評量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課程學習表現 課程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第 1-6 週 小小建築師 

特學 1-Ⅰ-11 依據上下文了

解學習內容的意涵。 

特學 1-Ⅰ-15 表達出文章內

容的大意。 

特學 1-Ⅱ-5 將學習內容做

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

圖。 

特學 1-Ⅱ-9 指出文章內容

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特學 3-Ⅳ-2 運用多元工具

解決學習問題。 

特學 A-Ⅱ-4 心智圖、組織

圖或流程圖。 

特學 A-Ⅳ-3 文章架構。 

特學 A-Ⅱ-7 學習或文章內

容脈絡。 

特學 A-Ⅲ-6 資訊軟體。 

特學 C-Ⅳ-2 解決學習問題

的多元工具。 

1. 能將文章內容繪製成心

智圖、魚骨圖或架構圖。 

2. 能依照自己整理的大綱

圖，說出文章的內容大

意。 

3. 能依據文章上下文內容，

找出內文脈絡。 

4. 能說出自己整理大綱的

思路及想法，並指出是從

文章中的什麼地方找到

連結文章的關鍵詞。 

5. 能利用網際網路搜尋不

理解的語詞。 

1. 教導閱讀組織策略 

(1) 心智圖：中間有一顆心臟，為文章標題或是貫

穿全文的關鍵字。其餘事件像血管一樣，從心

臟發散出去。 

(2) 魚骨圖：先畫一尾魚，魚頭寫上文章標題，接

著每根骨頭都連接著一件事項，按照時序從魚

身到魚尾寫上事情發生的大致經過及原因，以

整理出文章時序。 

(3) 架構圖：像蓋房子一樣，屋頂是文章標題，接

著每根柱子依照意義段的不同，寫上每段的重

點經過，以整理出文章大綱。 

2. 遇到不會的語詞或國字 

(1) 將語詞拆開或是找其他的字重新造詞，猜測該

語詞的意思。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看完文章後是

否產生感想。 

2. 觀察學生是否能位不同

文本選擇適合使用的文

章組織圖。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出文

章大意。 

2. 評量學生是否能嘗試著

回答教師的提問。 

3. 評量學生是否能勇敢說

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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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上下文推測語詞意義。 

(3) 使用平板及網路搜尋不理解的語詞及國字。 

3. 學生練習 

學生自己挑選國語課本中的文章，依據文本選擇適

合的閱讀組織策略，繪製出文章大綱，並從繪製出

的大綱中，整理、說明該文章的內容大意為何？帶

給自己什麼感受？ 

4.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明自

己如何整理出文章大

綱。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繪製文

章組織圖。 

2. 評量學生是否能使用平

板搜尋資料並正確判

讀。 

第 7-12 週 我來試試看 

特學 2-Ⅱ-3 發現增進自我

學習動機的方式。 

特學 2-Ⅲ-1 在不同學習情

境下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 

特學 2-Ⅲ-4 正向分析自己

的學習表現。 

特學 4-Ⅱ-2 發現並留意自

己學習時常犯的錯誤。 

特學 4-Ⅲ-1 分配考試作答

的時間和順序。 

特學 B-Ⅲ-3 適合自己的學

習目標和增強策略。 

特學 D-Ⅰ-2 可檢核的學習

項目或學習活動。 

特學 D-Ⅱ-2 自我檢查錯誤

的方法。 

特學 D-Ⅲ-1 考試作答時間

和順序的分配方法。 

 

1. 能列出增加自我學習動

機的辦法。 

2. 能設計增加學習動機的

策略。 

3. 能察覺、分析自己的學習

行為並調整錯誤行為。 

4. 能整理出適合自己的作

答方式。 

5. 能依據整理出的作答方

式進行作答。 

1. 列出自己的學習習慣，並分析、檢討是否有可以調

整的部分。 

(1) 平常如何完成作業？ 

(2) 回家是否會複習？ 

(3) 上課遇到不會的問題怎麼做？ 

(4) 考試前怎麼複習考試內容？ 

2. 學生思考是否有適合的、可以增加自己學習動機的

好辦法。如： 

(1) 完成作業能休息半小時 

(2) 複習完考試內容可以畫 2 張畫 

(3) 將上課內容整理成筆記可以像妹妹分享自己的

作品 

(4) 完成目標任務獎勵自己吃一顆果凍 

3. 製作激勵小書籤 

(1) 列出可以增加學習動機的辦法 

(2) 將辦法寫在紙上，製作成書籤 

(3) 將書籤放在課本裡、桌面上，時刻鼓勵自己 

4. 教導考試作答時間和順序的分配方法。 

(1) 遇到不會的題目先做記號並跳過。 

(2) 在考前先擬定好作答的時間分配。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找出鼓

勵自己的辦法。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列出自

己的學習習慣。 

2. 評量學生是否能表達出

自己的想法。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製作出

激勵小書籤。 

2. 評量學生是否能將選擇

好的作答技巧，實際運

用在作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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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備手錶，記好考試時間。 

(4) 遇到題目字太多、看不下去、想睡覺時，先寫

考卷背面的配合題。 

(5) 若時間不夠，快來不及作答完畢，先完成選擇

題。 

5. 學生選擇適合且能接受的作答技巧，實際運用在練

習寫考卷時。 

第 13-17

週 
我的手帳本 

特學 4-Ⅱ-1 主動依時限完

成作業或考試。 

特學 4-Ⅲ-3 評估並調整學

習活動所需的時間。 

特學 4-Ⅳ-4 監控並記錄學

習計畫執行過程。 

特學 4-Ⅳ-5 依據需求調整

學習或作息時間。 

特學 4-Ⅴ-4 安排自己的行

事曆。 

特學 D-Ⅱ-1 有時限的作業

或考試。 

特學 D-Ⅳ-2 學習計畫的分

析和調整方式。 

特學 D-Ⅳ-3 學習計畫的執

行紀錄。 

特學 D-Ⅲ-5 適合的作息時

間表。 

1. 能為自己設定完成作業

的時間，並在時間內完

成。 

2. 能制定學習計畫。 

3. 能執行制定的學習計畫

並適時調整內容。 

4. 能依需求制定適合的行

程表。 

1. 善用計時器 

(1) 依據自己的能力、狀態及作業量，設定能完成

作業的時間。 

(2) 使用計時器計時，寫作業時有時能看看計時器

剩下多少時間，以激勵自己。 

(3) 在計時器響起前努力完成作業。 

2. 制定學習計畫 

(1) 制定當日學習計畫，如回家要先完成什麼再做

什麼、當天有哪些任務等。 

(2) 制定當週學習計畫、紀錄當週該完成的學習任

務。 

3. 執行學習計畫 

(1) 執行制定好的學習計畫 

(2) 若任務有變，可調整學習計畫，並執行調整後

的學習計畫。 

(3) 若有依照學習計畫完成任務，可獎勵自己吃兩

顆布丁。 

4. 制定行程表 

(1) 將行程表與學習計畫結合。 

(2) 制定當天行程表。 

(3) 制定當週行程表。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主動拿

取計時器幫助自己學

習。 

2. 觀察學生是否能積極完

成學習任務。 

 

口語評量 

1. 評量學生能否具體說出

該完成的學習任務。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定適合

的學習計劃。 

2. 評量學生是否能定適合

的行事曆。 

3. 評量學生是否執行學習

計畫與行事曆。 

第 18-22

週 
人體照相機 

特學 1-Ⅰ-4 透過提示系統

集中注意力。 

特學 A-Ⅱ-2 適當的專注時

間。 

1. 能使用工具提醒自己專

注。 

1. 延長注意時間 

(1) 依據自己的狀態，設定需專注的時間。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主動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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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學 1-Ⅱ-3 延長專注時

間。 

特學 1-Ⅲ-5 將需記憶的學

習內容與既有的知識產生連

結。 

特學 1-Ⅳ-2 運用多元的記

憶方法增進對學習內容的精

熟度。 

特學 1-Ⅴ-2 發展出適合自

己的記憶策略。 

特學 A-Ⅲ-3 學習內容的記

憶方法。 

特學 A-Ⅳ-2 多元的記憶和

組織方法。 

特學 A-Ⅴ-2 自我的記憶策

略。 

2. 能運用不同方法短時間

內記住指定內容。 

3. 能發展自己的記憶策略。 

4. 能按照記憶策略記得要

學習的內容。 

(2) 使用計時器計時，挑戰在時間內專注在當下要

做的事情上。。 

(3) 覺得快分心時可以低頭看看時間還剩多少，以

提醒自己。 

2. 注意力練習 

(1) 將不同顏色的毛球放入蓋著的碗中。 

(2) 第一次一顆、第二次兩顆等以此類推。 

(3) 移動碗，以改變毛球的位置。 

(4) 學生須說出最後毛球擺放的位置為何。 

(5) 學生須專注盯著碗看，才有辦法正確回答。 

5. 記憶對對碰 

(1) 準備記憶桌遊卡牌。 

(2) 將卡牌放置正面，呈現出圖案，學生須記住各

圖案擺放位置。 

(3) 1 分鐘後將卡牌翻製背面。 

(4) 學生須翻出相同圖案的卡牌。 

(5) 學生先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記憶遊戲。 

6. 記憶策略 

(1) 諧音法：用圖案及位置的諧音去做記憶。 

(2) 連想法：將以前學過的知識和圖案產生連結。 

(3) 口眼法：眼睛看到的內容用嘴巴唸出來。 

(4) 影像記憶法：又稱羅馬室記憶法，將要記憶的

內容結合熟悉的場景進行記憶。 

(5) 身體記憶法：將要記憶的內容和身體部位進行

聯想記憶。 

(6) 故事記憶法：使用故事聯想將要記憶的內容串

聯起來。 

7. 學生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記憶策略，並再次進行記憶

遊戲，檢視學生是否能將方法運用在遊戲上。 

取計時器幫助自己學

習。 

2. 觀察學生是否能積極進

行記憶遊戲。 

3. 評量學生是否能專注進

行注意力練習。 

 

口語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出自

己選擇的記憶方法，並

向他人分享該策略。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運用記

憶策略進行記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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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課程學習表現 課程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第 1-6 週 小小建築師 

特學 1-Ⅰ-11 依據上下文了

解學習內容的意涵。 

特學 1-Ⅰ-15 表達出文章內

容的大意。 

特學 1-Ⅱ-5 將學習內容做

成心智圖、組織圖或流程

圖。 

特學 1-Ⅱ-9 指出文章內容

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特學 3-Ⅳ-2 運用多元工具

解決學習問題。 

特學 A-Ⅱ-4 心智圖、組織

圖或流程圖。 

特學 A-Ⅳ-3 文章架構。 

特學 A-Ⅱ-7 學習或文章內

容脈絡。 

特學 A-Ⅲ-6 資訊軟體。 

特學 C-Ⅳ-2 解決學習問題

的多元工具。 

1. 能將文章內容繪製成心

智圖、魚骨圖或架構圖。 

2. 能依照自己整理的大綱

圖，說出文章的內容大

意。 

3. 能依據文章上下文內容，

找出內文脈絡。 

4. 能說出自己整理大綱的

思路及想法，並指出是從

文章中的什麼地方找到

連結文章的關鍵詞。 

5. 能利用網際網路搜尋不

理解的語詞。 

1. 教導閱讀組織策略 

(1) 心智圖：中間有一顆心臟，為文章標題或是貫

穿全文的關鍵字。其餘事件像血管一樣，從心

臟發散出去。 

(2) 魚骨圖：先畫一尾魚，魚頭寫上文章標題，接

著每根骨頭都連接著一件事項，按照時序從魚

身到魚尾寫上事情發生的大致經過及原因，以

整理出文章時序。 

(3) 架構圖：像蓋房子一樣，屋頂是文章標題，接

著每根柱子依照意義段的不同，寫上每段的重

點經過，以整理出文章大綱。 

2. 遇到不會的語詞或國字 

(1) 將語詞拆開或是找其他的字重新造詞，猜測該

語詞的意思。 

(2) 由上下文推測語詞意義。 

(3) 使用平板及網路搜尋不理解的語詞及國字。 

3. 學生練習 

學生自己挑選國語課本中的文章，依據文本選擇適

合的閱讀組織策略，繪製出文章大綱，並從繪製出

的大綱中，整理、說明該文章的內容大意為何？帶

給自己什麼感受？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看完文章後是

否產生感想。 

2. 觀察學生是否能位不同

文本選擇適合使用的文

章組織圖。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出文

章大意。 

2. 評量學生是否能嘗試著

回答教師的提問。 

3. 評量學生是否能勇敢說

出自己的想法。 

4.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明自

己如何整理出文章大

綱。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繪製文

章組織圖。 

2. 評量學生是否能使用平

板搜尋資料並正確判

讀。 

第 7-11 週 
稍息，立正，

請注意！ 

特學 1-Ⅰ-3 忽略干擾訊

息。 

特學 1-Ⅰ-4 透過提示系統

集中注意力。 

特學 A-Ⅴ-1 自我的注意力

策略。 

特學 A-Ⅱ-1 訊息中的重要

項目或重點。 

1. 能忽略週遭干擾訊息，專

注在正在做的事情上。 

2. 能透過工具，提醒自己專

注。 

1. 聽聽我在說什麼 

(1) 播放吵雜的人聲背景。 

(2) 教師說出學生抽到的卡片內容。。 

(3) 學生複述教師說話內容。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專注在

活動上。 

2. 觀察學生是否能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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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學 1-Ⅲ-1 分辨訊息中的

細節差異。 

特學 A-Ⅲ-1 訊息中的細節

差異。 

3. 能分辨資料的差異，並說

出差異處。 

4. 能區辨資料中的正確訊

息，並指認出來。 

2. 延長注意時間 

(1) 依據自己的狀態，設定需專注的時間。 

(2) 使用計時器計時，挑戰在時間內專注在當下要

做的事情上。。 

(3) 覺得快分心時可以低頭看看時間還剩多少，以

提醒自己。 

3. 大家來找碴－圖片版 

(1) 呈現兩張圖片，兩張圖片有 5 處地方有些許不

同。 

(2) 學生找出不同之處。 

(3) 學生在時間內找出圖片上不同之處。 

(4) 圖片不同之處隨著題目改變而增加。 

4. 大家來找碴－文字版 

(1) 呈現兩張文字資料，兩張資料有 5 個國字不

同。 

(2) 學生找出不同的字。 

(3) 學生在時間內找出不同的字。 

(4) 不同國字的數量隨著題目改變而增加。 

5. 大家來找碴－錯字版 

(1) 呈現一段文字，文字中有 3 個常見錯字。 

(2) 學生須找出錯字。 

(3) 學生盡可能寫出正確的字。 

具幫助自己專注。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複述教

師說的內容。 

2. 評量學生是否說出圖片

與資料中不同的地方。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專注聽

教師說話。 

2. 評量學生是否能找出圖

片的相異處。 

3. 評量學生是否能找出文

字資料的相異處。 

4. 評量學生是否能找出錯

字。 

5. 評量學生是否能將錯字

改正。 

第 12-16

週 
到底為什麼 

特學 1-Ⅲ-11 透過自問自

答確認理解的程度。 

特學 2-Ⅲ-2 主動完成課前

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A-Ⅲ-7 自問自答的技

巧與練習。  

特學 B-Ⅲ-2 預習和複習的

工作。 

1. 能透過自問自答策略，確

認自己對文本的理解程

度。 

2. 能主動在課前預習，進行

提問。 

3. 培養課後主動複習重點

的習慣。 

1. 共讀<孩子最常問十萬個為什麼：科學．人體．生

活> 

(1) 學生提問看不懂的內容 

(2) 從問題中找出答案 

2. 教師引導推論性的問題提問策略，說明提問的四要

素：  

(1) 根據事實提問 

(2) 需要經過推論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完成共

讀任務。 

2. 觀察學生是否能在課前

主動瀏覽文本。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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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問句 

(4) 用自己的話說 

3. 教師示範提問。 

4. 出題高手：學生練習從文本中提出問題考其他同

學。 

5. 自問自答：學生練習從文本中提出問題並自己回

答。 

問四要素。 

2. 評量學生是否能以自問

自答策略找出答案。 

3. 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出問

題。 

4. 評量學生是否能依據文

本說出 3 個推論性的問

題。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繪製文

章組織圖。 

2. 評量學生是否能使用平

板搜尋資料並正確判

讀。 

3. 評量學生是否能在課後

複習再次自我回答 3 個

提問內容。 

第 17-19

週 
偵錯大師 

特學 4-Ⅲ-2 整理自己常犯

的錯誤並列出可能解決方

法。 

特學 2-Ⅲ-2 主動完成課前

和課後的學習工作。 

特學 D-Ⅲ-3 解決或修正錯

誤的方法。  

特學 B-Ⅲ-2 預習和複習的

工作。 

1. 能整理歸納出常犯的錯

誤類型。 

2. 能使用問題解決策略，列

出解決方法。 

3. 能在考前複習常錯類型

題目。 

4. 能在考後訂正試卷。 

1. 討論生涯規劃 

(1) 與學生討論生涯規劃 

(2) 了解學習對於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3) 提升學生學習自主性 

2. 找出常出現之錯誤類型 

(1) 請學生事先蒐集自己的考卷 

(2) 觀察錯題並進行分類 

(3) 整理出學生易出現的錯誤類型 

3. 解決問題 3 步驟，6 階段 

(1) 了解問題->確認原因->選擇執行辦法 

(2) 探索問題->掌握問題->探索問題關聯性->確

認因果關係->尋找可能辦法->執行辦法 

觀察評量 

1. 觀察學生是否能思考未

來規劃。 

 

口頭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說出自

己的想法。 

2. 評量學生是否說出自己

常犯的錯誤題型。 

 

實作評量 

1. 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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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正錯誤 

學生針對各個錯誤類型進行討論，依照步驟擬定解

決方法。 

5. 自我學習檢核表，培養課前課後良好的學習習慣。 

習自主性。 

2. 評量學生是否能依照步

驟解決問題。 

3. 評量學生是否能改正錯

題。 

4. 評量學生是否能完成自

我學習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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