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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潛能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 1 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在班級團體中，在原班數學學習中，其數學認知與學習適應上有明顯困難，
同時可能伴隨注意力、情緒、自閉症或學困障礙之一年級學生。 

 

自閉症 其他障礙 疑似身障 

一年級 袁生 

 

一年級 許生 

 

一年級 詹生 

一年級 陳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講解簡化概念、圖示法及具題操作等方式 

，學習理解基本數與量、幾何、時間日期及錢幣等概念，並實際應用於

日常生活與考試情境當中。 

2. 能在課堂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聽講、圖示法與具體實物操作等方式，學

習理解數與量、基本計算、幾何圖形、時間級分類整理等概念，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與考試情境當中。 

3. 能在課堂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實際操作及精熟學習，加強基本運算能力

並能熟練於計算課堂中的習題與解決生活情境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康軒版一年級數學內容自編教材。 

2.數學教具(如：圖卡、積木、花片、硬幣…等) 

二、教學方法 

1.透過具體物操作建立量感及了解抽象概念。 

2.以直接教學法，穩固數學基本概念，加強解題能力。 

3.圖示教學與解題步驟提示，強化計算與解題能力。 

4.透過生活化的佈題，讓數學概念語生活做連結。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概念理解程度、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及學習動機。 

2.口頭評量：課堂討論、發表情形。 

3.實作評量：線上測驗、操作成果、學習單的完成正確率。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單元一 10以內的數 

/操作教具認識數量、數與量的配對 
1 

單元一 50以內的數 

/操作教具認識數量、點數 



2 
單元一 10以內的數 

/數字比一比、數與量的配對 2 
單元一 50以內的數 

/數字比一比 

3 
單元二 比長短 

/教具操作、工具使用 
3 

單元二 18以內的加法 

/反覆計算練習 

4 
單元二 比長短 

/學習單練習、工具使用 4 
單元二 18以內的加法 

/應用解題策略 

5 
單元三 排順序、比多少 

/圖卡排順序、情境教學學習順序 
5 

單元三 圖形與分類 

/教具操作 

6 
單元三 排順序、比多少 

/教具操作比多少、精熟學習 6 
單元三 圖形與分類 

/實物分類 

7 
單元四 分與合 

/教具操作合成數量練習 
7 

單元四 18以內的減法 

/反覆計算練習 

8 
單元四 分與合 

/教具操作分解數量練習、口訣背誦 8 
單元四 18以內的減法 

/應用解題策略 

9 
單元五 方盒、圓罐、球 

/教具操作、情境教學練習 
9 

單元五 有多長 
/教具操作、單位概念 

10 
單元五 方盒、圓罐、球 

/操作與觀察、情境教學練習 
10 單元五 有多長 

/教具操作、生活情境教學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考試策略與技巧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考試策略與技巧 

12 
單元六 30以內的數 

/操作教具認識數量、數量概念 
12 

單元六 100以內的數 
/數量概念 

13 
單元六 30以內的數 

/數字比一比、精熟練習 
13 單元六 100以內的數 

/教具操作、生活應用 

14 
單元七 10以內的加法 

/教具操作練習、精熟練習 
14 

單元七 認識錢幣 
/教具操作、情境演練 

15 
單元七 10以內的加法 

/應用解題策略 
15 

單元七 認識錢幣 
/購物情境演練 

16 
單元八 10以內的減法 

/教具操作練習、精熟練習 
16 單元八 二位數的加減 

/反覆計算練習 

17 
單元八 10以內的減法 

/應用解題策略 
17 

單元八 二位數的加減 
/應用解題策略 

18 
10以內的加減法複習 

/題型演練 
18 單元九 幾月幾日星期幾 

/查找月曆 

19 
單元九 幾點鐘 

/教具操作-整點、精熟練習 
19 單元九 幾月幾日星期幾 

/報讀日期練習、判讀日期 

20 
單元九 幾點鐘 

/教具操作-半點、精熟練習 
20 考試學習策略指導 

/考試策略與技巧 

21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考試策略與技巧 
21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錯誤題型演練 

22 
期末成果檢討、寒假生活規劃與期許 

/錯誤題型演練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功能性動作訓練 1節 潛能一、二班 黃貞嘉、許家音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在同齡階段中，基礎手眼功能、精細動作能力、視動協調能力不佳，參與班
級操作性課程相對困難的 1~4年級學生。 

自閉症 智能障礙 其他障礙 疑似身障
一年級 潘生
一年級 吳生
一年級 袁生
一年級 林生

四年級 梁生 一年級 許生
三年級 扈生

一年級 詹生
一年級 陳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在小組課堂活動情境中，透過情境式學習、視覺提示  PPT、實作練

習，在協助下能使用不同技巧(撕、揉、黏土搓條…)，進行創意發想或

實作，並在實作活動中感覺到樂趣。

2. 在小組課堂活動情境中，透過情境式學習、視覺提示 PPT、實作練習，

在協助下能使用多元媒材(如各式材質紙張、黏土、水彩、色鉛筆、彩

色筆、自然素材…)，進行創意發想或實作，並在創作中感覺到樂趣。 
3. 在小組課堂活動情境中，透過情境式學習、視覺提示  PPT、實作練

習，能學習各種文具、美勞用具及材料的正確使用方式，並能將所學技

能，運用在生活情境中，在不同節慶，自製卡片贈送或製作飾品做裝

飾。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教材編輯：參考書籍《視知覺專注力遊戲》，以教師自編教材為主。

2.教材資源：剪刀、膠水、尺、鉛筆、色鉛筆、水彩筆、彩色筆、蠟筆、黏土、錢幣、筷

子、彈珠、鑷子、衣夾、紅豆、綠豆、錢幣、串珠、綁蝴蝶結板、報章雜誌、菜單 DM、

工作計畫檢核表等等。

二、教學方法 

1. 視覺提示：以圖示化、視覺化佈置教學情境，讓學生瞭解學習步驟及熟悉工具擺放及

歸位，並透過工作計畫及檢核表，讓學生能按照步驟完成工作，並檢視工作成效

2. 直接教學法：以直接教學與示範讓學生熟練各種文具、美勞材料的正確使用方式。

3. 同儕合作：設計需要學生合作完成的活動，如配對遊戲和小組競賽，促進學生之間的

互動和合作。

4. 多感官教學：提供觸覺材料，讓學生通過觸摸與接觸多種媒材來增進生活經驗。

三、教學評量 

(1)多元評量：就學生學習之歷程，以觀察、實作等多元方式評量，向度包含上課觀察、



行為態度、技能實作評量。 

(2)形成性評量：透過檢核表及美勞作品，以實作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3)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之評量結果包含質性敘述個案學習成效。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課程規則、運作方式說明及團體形成

單元一： 色彩的感受
1. 濱江迪士尼~握筆塗鴉/範圍內

的著色

2. 挑戰模範秀~圓形/十字形/正方

形/三角形/直線/曲線/數字/國字

的仿畫與描畫

3. 歌曲的色彩~旋律自由下的無厘

頭線條及色彩

1 課程規則、運作方式說明及暖身活動

單元一：夢想視覺化
(紙張對摺/摺痕壓捏/水彩/畫筆的運用) 

1. 衛生紙拼貼

2. 目標摺疊書

3. 夢想紙飛機

4. 情緒面具製作

2 2 

3 3

4 4

5 5

6 6 

7 單元二：生活實用小達人
1. 小老師~逐頁翻書

2. 手藝師~串珠子

3. 建築師~疊高積木

4. 小童軍~繩結運用/綁鞋帶

5. 收納家~瓶瓶罐罐堆疊/物品的

接合與拔開

7 單元二：圖書漫遊
1. 文字曼陀羅~雜誌剪貼/膠水的

運用

2. 紙的迷宮~剪直線或曲線

3. 修復情緒~撕貼技能

4. 彩色筆滾球

5. 戳戳衛生紙

8 8

9 9 

10 10 

11 11

12 單元三：動植物治療所
（視覺搜尋/視覺整合/視覺記憶/ 

空間知覺/形狀知覺） 
1. 小老鼠搜索隊~工具與材料尋

找

2. 神仙教母的咒語~分秒必爭下

的搜尋與整合

3. 森林迷航~指定路標方向變換

4. 動物捉迷藏~ 形狀完行/密密麻

麻背景找指定物並點數

12 
單元三：美食鑑賞家

(食物創作/黏土雕塑~前三指指腹/拇指及

食指尖的撿拾與運用) 
1. 義大利披薩

2. 美國漢堡

3. 日本迴轉壽司

4. 瑞士巧克力

5. 端午粽香趣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單元四： 休閒體驗

(視覺記憶與範圍內的書寫) 
1. 電話打不停~訊息搜尋/視覺下

記憶訊息長短與謄寫通訊綠

2. 發票怪獸~查找與兌獎/對應數

字長度及位子/謄寫中獎號碼

與獎金

3. 賣場尋寶記~商品搜尋與辨識

4. 菜單 DM 樂~依品項點餐/價錢

5. 金額/謄寫紀錄

17 

單元四：環遊世界趣
(藝術自由創作練習) 

1. 俄羅斯娃娃

2. 澳洲動物趣

3. 芬蘭聖誕老人村

4. 冰島賞雪趣

5. 德國市集拼圖趣

6. 英國博物館鑑定家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遊戲互動) 
1節 潛能一、二班 黃貞嘉、許家音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在同齡階段中，與他人互動技巧偏弱，缺乏融入團體互動技巧或於班級中經常
被告狀、易引起紛爭，下課不知如何與他人互動的中低年級潛能班學生。 

自閉症 智能障礙 其他障礙 疑似身障 

一年級 潘生 

一年級 吳生 

一年級 袁生 

一年級 林生 

四年級 梁生 一年級 許生 

三年級 扈生 

一年級 詹生 

一年級 陳生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遊戲互動，學習分辨與表達基本的正向與負向情緒，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自我情緒調適能力。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遊戲互動，學習使用口語或非口語溝通，應用在遇到

困難或衝突情境時，能正確的尋求協助。

3.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遊戲互動商討與訂定行為契約，學習遵守教室規則，

應用在團體生活情境中，提升人際關係。

教學

與 

評量

說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教師以 PPT搭配結合遊戲、桌遊或繪本教材自編教材為主。

2.藉由遊戲或角色扮演進行相關社交技能演練。

3.分析學生先備能力，擬定適合的學習目標。

二、教學方法

1.視覺提示：以影片、PPT、多媒體或動作示範呈現教材內容，讓學生瞭解學習內容與步驟，

並透過工作計畫及檢核表，讓學生能按照步驟完成工作，並檢視工作成效。

2.直接教學法：以直接教學與示範讓學生熟悉各種遊戲的規則。

3.同儕合作：設計需要學生合作完成的活動，如配對遊戲和小組競賽，促進學生之間的互動

和合作。

4.多感官教學：結合音樂、色彩或肢體動作，讓學生通過接觸多種媒材來增進生活經驗。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就學生學習之歷程，包含上課觀察、行為態度、技能實作評量。

2.實作評量：在班級類化表現的結果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3.口語評量：依據上課回答問題或學生發表情形評量。

4.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之評量結果包含質性敘述個案學習成效。



教學安排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單元一、聽指令 

1. 聽聽聲音在哪裡~音源遊戲

2. 請你跟我哼一遍~聽覺記憶遊戲

3. 小鴨呱呱小狗汪~聲音模仿遊戲

4. 敲一下再敲兩下~節奏遊戲

1 
單元一、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1. 自我介紹~姓名傳接球
2. 大風吹！吹什麼？
3. 蘿蔔蹲
4. 農場點點名

2 2 

3 3 

4 4 

5 5 

6 單元二、教室規則與團體規範、 

行為契約探討與訂定 
1. 簡單到複雜任務~指令遊戲

2. 1、2、3～木頭人~聽動遊戲

3. 老師點點名

4. 支援教師最前線

6 
單元二、基本禮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1. 禮貌小豬

2. 送禮高手

3. 換言一新

7 7 

8 8 

9 9 

10 單元三、分辨正向與負向情緒 

1. 跳跳 tempo

2. 情緒變臉

3. 憤怒鳥

10 單元三、尋求協助的技巧 
1. 急流勇渡

2. 水管傳物

3. 雞蛋墜落

11 11 

12 12 

13 13 

14 單元四、適當發洩情緒的方式 
1. 遷怒劇場你我他

2. 踩地雷

3. 終極密碼

14 單元四、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有哪些 

1. 誰是間諜

2. 畫背猜謎接力賽

3. 聯想力大比拼

15 15 

16 16 

17 17 

18 
單元五、口語表達訓練 

1. 看不見的探險家~你是我的眼

2. 比手畫腳接力賽

3. 便利貼猜猜樂

18 單元五、解決衝突的技巧 

1. 兩人三腳

2. 疊疊樂

3.攻佔城堡

19 19 

20 20 

21 21 

22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特需 

一年級社會技巧 
1節 潛能二班 許家音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潘生（自閉症）、林生（自閉症）、吳生（自閉症） 
詹生（疑似情障）、陳生（疑似情障）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圖卡或繪本，學習分辨與表達基本的正向與負向情

緒，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自身情緒。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桌遊、繪本或角色扮演，學習使用口語或非口語溝

通，應用在遇到困難或衝突情境時，能正確的尋求協助。

3.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行為紀錄與老師訂定行為契約，學習遵守教室規則，

應用在團體生活情境中，提升人際關係。

教學

與 

評量

說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以 PPT 或影片輔助，呈現教材內容，將策略條列式講述。

(2)搭配桌遊教材，以實際操作方式練習所學的策略於生活中。

(3)藉由紙本、活動遊戲或角色扮演進行相關練習。

(4)分析學生先備能力，擬定適合的學習目標。

二、教學方法

採認知行為學派教學法:讓學生瞭解步驟（步驟是可以複誦或成為內在語言）、教師示範、學

生在情境中的角色扮演、練習、回饋、重視類化及遷移等特色。

三、教學評量

(1)課程參與度、專心度、學習態度。

(2)運用多元評量來檢核學生表現：如實作、口頭分享、問答、分組競賽、角色扮演。

教學安排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1 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有哪些 

2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2 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有哪些 

3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3 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有哪些 

4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4 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有哪些 

5 分辨正向與負向情緒 5 解決衝突的技巧 

6 分辨正向與負向情緒 6 解決衝突的技巧 



7 分辨正向與負向情緒 7 解決衝突的技巧 

8 分辨正向與負向情緒 8 解決衝突的技巧 

9 適當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哪些 9 尋求協助的技巧

10 適當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哪些 10 尋求協助的技巧

11 適當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哪些 11 尋求協助的技巧 

12 適當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哪些 12 尋求協助的技巧 

13 教室規則與團體規範 13 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14 教室規則與團體規範 14 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15 教室規則與團體規範 15 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16 教室規則與團體規範 16 主動打招呼和自我介紹 

17 口語表達訓練 17 基本禮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18 口語表達訓練 18 基本禮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19 口語表達訓練 19 基本禮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20 口語表達訓練 20 基本禮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21-
22 口語表達訓練 21 基本禮儀和適當的回應方式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入班支援教學計畫

學生姓名 障礙類別 領域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任課教師

袁○皓 自閉症 體育 2 
一年級

(待編班) 
黃貞嘉 (待確認) 

學生能力

與需求分

析說明

1. 動作困難：臺北榮總(112.9.12)施測皮巴迪動作發展量表第二版，評估個

案整體粗動作功能發展在邊緣範圍，腹部與臀部力量稍嫌不足，影響單

腳站的身體穩定度。動作協調能力稍弱，肩膀穩定力量不足，影響球類

技巧表現。

(1)動作不協調，常常會跌倒，跌倒頻率高。在電梯絆到腳而推到大人，

熟悉環境中從餐椅下來也會絆倒，很空曠的地方也會跌倒。

(2)掌指肌力協調能力較弱，工具握持、操作能力成熟度不佳。

(3)身體動作控制能力受其平衡弱、肌耐力弱、動作協調弱等影響其體能

活動及戶外活動參與表現。

2. 社會化及情緒人際困難：

(1)注意力短（難安坐），話多沒耐性，熱身慢，易生氣，學習可。

(2)情緒控管較弱，較堅持，喜歡自己玩，較少同儕互動。

(3)收拾時間有逃避的表現，如器材收拾因搜尋櫃位需耗時較久也較感困

難，會於老師不注意時直接離開。

(4)較自我且固執，若老師未順從會堅持詢問原因後才能接受想法。

(5)若發現有說謊、與事實不符時，因個案的眼神堅定，會想辦法以話語

說服他人相信自己，故需要老師透過大量引導，才會承認並非事實。

(6)欠缺同理心，常用自己的思維來處事，家長與導師表示個案經常不會

看他人臉色而調整行為，會故意或堅持做某些會讓師長不開心的事。難

同理他人，當同儕不小心將碗中的食物弄倒時，個案不會主動協助他

人，即使是自己的妹妹，在教師引導下，個案仍會反應說「你看！都是

因為你沒有好好走路才弄倒的……」。 
(7)面對非預期的狀況或對於害怕不願做的事會焦慮退縮，容易有焦慮、

不知所措的表現，也會直覺地拒絕當下給予的指令內容。

(8)具自我中心、固著表現，規範與指令的覺察與依循表現仍需教師較多

的個別提醒，需教師簡化、需教師調整語氣要求，常堅持自我、部分固

執，堅持一定流程且多以自身觀點解讀情境的表現。

入班支援

教學

目標

3. 社會互動與溝通技巧：能藉由引導學生進行小組合作活動，並在活動中

練習簡單的溝通如問候、請求和回應，促進個案與同儕的互動，提高其

社會溝通能力。

4. 動作技能與協調能力：能經與教師共同設計適應性的體育活動，如跑

步、跳躍、投擲等，並根據學生的能力進行調整，提高個案的基本運動

技能和身體協調能力。

5. 行為管理與自我調節：能藉著運用視覺提示、社會故事和行為計劃，協

助個案學習如何在體育課中管理和調節自己的行為，理解課堂規範，並

練習遵守這些規範。

6. 體育課堂參與度：能透過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力設計有吸引力的體育活

動，並提供個性化的指導和支持，增加個案學生對體育課的參與度，使

其感受到體育活動的樂趣。

7. 自信心與自尊心：能透過協助個案設立可達成的目標，並在個案達成目

標時給予積極的反饋和鼓勵，藉由成功的體育體驗提高個案的自信心和

自尊心。



教學/指導

重點

與

具體作法

1. 視覺支持與結構化環境：

(1)每週課前與體育任課教師討論，了解當節課教學活動與內容，協助預

告個案且製作圖卡或視覺計劃表展示課堂流程，提供清晰的視覺提示與

指示，教導個案與建立課堂活動流程概念，以幫助個案理解和預測活

動。

(2)在場地上標示出活動區域，協助個案了解應該在哪裡進行活動。

(3)使用時間表或倒數計時器，協助個案理解活動的持續時間。

2. 活動調整或替代：每週課前與體育任課教師討論，了解當節課教學活

動，提供根據個案的個別需求和能力所需之調整或替代，以符合個案的

能力範圍。調整如下：

(1)活動替代：若有需進行大量肌耐力或平衡與協調之活動（如跑步、跳

躍等），依據個案能力安排替代活動或方式。

(2)目標與難度調整：依據個案能力與限制，適度調整難度（如距離縮

短、時間縮短、次數減少、高度降低等）。

(3)針對如跳繩、呼拉圈、球類等道具操作給予個別練習與指導，提供大

量參與機會。

(4)多步驟活動流程中，針對難度較高部分，視情況給予個別需求協助或

替代。

3. 行為管理與教導：以積極的行為策略促進個案適當的課堂行為。

(1)留意觀察個案的情緒和反應，必要時進行調整或介入引導。

(2)運用社會故事或角色扮演來教導適當的行為和應對策略，結合課堂引

導學生於教室真實情境中，執行潛能班社會技巧課程所教導之問題解決

與求助策略，包含困難情境之判斷、求助技巧、同儕指導時之配合態

度，協助個案在班級活動時以合適的方式融入。

(3)於課堂真實情境中，利用課堂事件，協助個案學生主動邀請與同儕配

對，進行小組活動，並提供必要的指導和支持，促進個案與同儕之間的

社交互動，增強合作能力。

(4)引導班級同儕理解個案特質，了解如何與個案進行交流，並從班級中

找到數名有意願且個性溫和之同儕，建立小天使機制，於個案需要時，

提供適時的支持或協助，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

(5)觀察個案於班級團體中的情緒與人際互動表現，運用社會故事或角色

扮演來教導適當的行為和應對策略。

(6)觀察個案於體育課中的動作協調與運動表現，必要時與家長及專團人

員共同合作，設計專屬個案日常需要完成的動作練習菜單，以提升其動

作能力。

4. 與體育教師合作：

(1)與體育教師說明並討論課程參與及活動之調整原則，在課堂開始前預

告個案活動內容、場地和設備，讓學生熟悉環境確保學生在參與體育活

動時感到安全和安心。

(2)使用簡短而明確的指令進行指導，避免過多複雜指令。每次只給予一

個指令，確保個案理解後再給予下一步指令。

(3)結合動作示範，以增強學生對指令的理解。

(4)為個案設定可達成的目標，並根據需要提供額外的支持，如小天使同

儕幫助，由老師或助教進行動作示範，讓個案觀察學習。

(5)與體育教師討論評量方式和內容之調整模式，使該生能呈現其學習效

果。

(6) 使用正向增強，結合讚美和獎勵增強制度，來鼓勵學生的努力和成



功，結合學生的興趣，增加參與動機，個管教師透過日常了解學生的興

趣，並與體育教師討論在設計體育活動時融入這些元素。

評量方式

1. 觀察評量：課程參與、指令遵守、求助表現、同儕互動。

2. 口頭評量：對於困難情境的辨別與理解程度。

3. 實作評量：調整過後的活動執行情形。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 領域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任課教師 

林○齊 自閉症 體育 2 一年Ｏ班 許家音 未定 

學生能力與需

求分析說明 

（針對需於該堂課規劃入班支援教學之相關能力與需求進行說明，如認知、動作、情緒行為、學

習內容、學習歷程…等） 

1. 生理：

觸覺敏感，肢體防禦過度敏感，不喜歡被碰觸肢體任何部位(含頭髮)，會有極

大的情緒反應，有時候同學排隊是不小心的，個案的解讀會是對方故意的，容

易引發肢體動手或口語衝突。痛覺敏感，會主動表達不舒服、痛、癢等等的感

受，痛的程度需用疼痛量表問他，也可以說出如何受傷的，但個案很害怕傷口

碰到水的刺激感，常常會要在洗澡前要求要用防水貼貼起來。

2.動作：醫療診斷邊緣(PR10)，感覺統合疑似失調。大肌肉為個案的弱項，單

腳跳能維持五下以內，雙腳很難做到同上同下的跳躍，動作分化困難。身體協

調較弱，尚不會往前前滾翻。騎馬步時，上半身較僵硬。用大步左右走取代跑

跳步。丟球和拋球時，缺乏身體旋轉的協調動作；肩上丟球的力氣較弱；接球

時，正常速度的球接不到，但若速度較慢的皮球可以成功接到球，亦無法如同

齡接到網球。手眼協調：個案能接大球(如籃球、皮球)，但小球手眼協調丟接

困難。體能表現差，肌耐力弱，走社區容易拖隊、蹲跳困難，容易累而感到挫

折。左右腳平衡能力和肌力表現不對稱，左腳較右腳弱，單腳跳躍之平衡能力

較不佳，最多五下就掉。動態平衡不足,無法連續腳尖黏腳跟倒退走。

2.情緒行為：

排隊堅持排第一個，不能接受他人插隊，身體不能接受被碰觸(含頭髮) ，會出

手推人。遇到挫折時，會習慣性以「尖叫」、「哭泣」、「發出異音或引擎聲」表

達難過與憤怒。。團體中主導性強，會希望同學都能聽自己的。相當在意規

則，會管同儕有沒有做到。無法與同儕有所互動，容易生氣、哭鬧，不如己意

時會出現攻擊行為。挫折容忍度低，對於比賽及輸贏非常在意，比賽輸會哭、

籃球沒投進會生氣。

入班支援教學 

目標 

（依據學生能力與需求分析，規劃入班支援教學目標，並簡述所用之策略或方法） 

1. 在教師調整活動難度或規劃替代性活動後，能參與並執行課程活動。

2.能透過行為契約的規劃與執行，以漸進式減敏策略，降低個案固著、挫折容

忍度與觸覺敏感程度。

3.能在教師提示、引導下，執行資源班社會技巧課程所教導之情緒處理與問題

解決策略，透過教師引導與說明，班級同儕能與個案用合適方式進行互動，並

及時提供個案所需之協助。

教學/指導重點 

與 

具體作法 

（依據上述目標，說明入班時針對該生所用之具體策略與作法，可包含：教材編輯、教學策略、

教學方法、與原任課老師之合作方式、情緒行為分析與處理…等） 

1.活動調整: 每週課前與體育任課教師討論，了解當節課教學活動，提供所需之

調整或替代，調整如下:

(1)排隊方式調整：安排讓個案排在第一個，在空間較大之場域進行體育課，拉

大排隊時每個學生之距離，並事先預告會慢慢調整爲排第二個、第三個….，以

及逐漸縮短排隊間距。 

(2)活動方式或難度調整：若有需進行前滾翻、單腳跳、雙腳跳、丟接球、蹲跳

等動作時，依據個案能力調整難度 (如次數減少、高度降低等) 或改為其他替代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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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化教學策略: 每周課前與體育任課教師討論，了解當節課教學活動與內

容，以圖片佐以簡單文字之形式，製作視覺化流程圖卡，並搭配近身動作示

範，教導與建立課堂活動流程概念。

3.訂定並執行行為契約: 針對個案課堂規範遵守，訂定行為契約，以下列為目

標行為：

(a) 排隊不一定要排第一個，若有同學插隊，用適當音量告訴老師，由老師來

提醒。

(b) 規則由老師訂定，也交由老師管理或提醒。

(c) 被觸碰到身體或頭髮時，不管對方是否故意，先用雙手環抱身體取代推手

打人。

(d) 活動難度太高時，說出「太難了」取代尖叫、哭泣或發出異音。

(e) 比賽輸的時候，說出「輸了也沒關係」。

4.行為教導:

(1) 引導學生於真實情境中，執行資源班社會技巧課程所教導之情緒處理與問

題解決策略，協助個案在班級活動時以合適的方式融入。

(2) 於課堂真實情境中，利用課堂事件，引導班級同儕理解個案特質，了解如

何與個案進行交流，並從班級中找到數名有意願且個性溫和之同儕，建立小天

使機制，於個案需要時，提供適時的支持或協助，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

5.與體育教師合作:

(1) 向體育教師說明並討論課程參與及活動之調整原則，並依據個案需求與動

作限制，降低活動難度與標準，或進行替代性之調整。 並漸進式的提供個案厭

惡之刺激，以達減敏。

(2) 與體育教師討論評量方式和內容之調整模式，使該生能呈現其學習效果。

評量方式 

（依據入班支援教學目標，簡述評量方式） 

1. 觀察評量 :課程參與、指令遵守、求助表現、同儕互動。

2. 口頭評量: 對於困難情境的辨別與理解程度。

3. 實作評量:調整過後的活動執行情形。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國語 6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黃生/二年級/疑似其他障礙(預計提報 113 學年度上學期在校生鑑定) 

＊該生識字、書寫能力顯著困難，標準化測驗小於 PR3，無法參與原班國語

課，需全部抽離至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調整。 

溫生/二年級/疑似其他障礙(預計提報 113 學年度上學期在校生鑑定) 

＊該生認知表現低下，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五版，FSIQ

為 69(PR2)，原班學習成效不佳，一年級定期評量原班試卷幾乎無法作答，

需全部抽離至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調整。 

沈生/二年級/自閉症 

＊該生認知表現低下，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魏氏幼兒智力測驗第四版，FSIQ

為 67(PR1)，原班學習成效不佳，定期評量分數約 50 分左右，需全部抽離至

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調整。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潛能班課堂活動中，透過聽講、實際操作等方式，學習利用注音符

號輔助識字、熟悉楷書基本筆畫的變化，增進書寫及識字能力，並實際

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2. 能在潛能班課堂活動中，透過聽講、實際操作等方式，學習將閱讀材料

與實際生活情境做連結，藉由生活化的語文學習解決問題，並實際應用

到日常生活中

3. 能在潛能班課堂活動中，利用課文中的句型、詞語、結構練習口述，能

有條理的整握聆聽到的內容，並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參考翰林版二年級國語內容。

2.簡化、重組翰林版二年級國語內容。

3.自編教材。

二、教學方法 

1.多媒體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利用朗讀、輪讀等方式增加閱讀流暢性。

3.透過常見字的認讀及使用，擴充詞彙量，並提升詞彙理解力。

4.透過仿寫、短句擴充、圖片聯想等方式，並連結生活經驗增加語意完整句的創作。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概念理解程度、課堂參與態度、專心度及學習動機。

2.口頭評量：課堂討論、發表情形。

3.實作評量：指筆測驗、操作成果、學習單的完成正確率。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第一課 好心情 1 第一課 種子旅行真奇妙 

3 第一課 好心情 2 第一課 種子旅行真奇妙 

4 第二課 踩影子 3 第二課 第一次旅行 

5 第三課 謝謝好朋友 4 第三課 不怕去探險 

6 統整活動一 5 統整活動一 

7 第四課 水草下的呱呱 6 第四課 一場雨 

8 第五課 沙灘上的畫 7 第五課 笑容回來了 

9 第六課 草叢裡的星星 8 第六課 好好的說話 

10 統整活動二 9 統整活動二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0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2 第七課 不一樣的故事 11 第七課 孵蛋的男孩 

13 第七課 不一樣的故事 12 第七課 孵蛋的男孩 

14 第八課 美食分享日 13 第八課 點亮世界的人 

15 第九課 好味道 14 第九課 色彩變變變 

16 統整活動三 15 統整活動三 

17 第十課 加加減減 16 第十課 醜小鴨 

18 第十一課 奇怪的門 17 第十一課 蜘蛛救蛋 

19 第十二課 詠鵝 18 第十二課 玉兔搗藥 

20 統整活動四 19 統整活動四 

21-
22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20-
21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4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黃生/二年級/疑似其他障礙(預計提報 113 學年度上學期在校生鑑定) 

＊該生數概念建立緩慢，經一年級教學介入觀察，個案自閉症特質明顯，課

堂上經常分心需要教學者大量提醒或協助，一年級定期評量原班試卷幾乎無

法作答，參與原班課程成效不佳，需全部抽離至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

調整。 

溫生/二年級/疑似其他障礙(預計提報 113 學年度上學期在校生鑑定) 

＊該生認知表現低下，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五版，FSIQ

為 69(PR2)，原班學習成效不佳，一年級定期評量原班試卷幾乎無法作答，需

全部抽離至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調整。 

沈生/二年級/自閉症 

＊該生認知表現低下，落於輕度障礙程度，魏氏幼兒智力測驗第四版，FSIQ

為 67(PR1)，原班學習成效不佳，定期評量分數約 50 分左右，需全部抽離至

潛能班，進行大量學習內容調整。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透過簡化概念及實際操作，能具備基本數與量概念，並實際應用於生活情

境中。

2. 透過實際操作及精熟學習，加強基本運算能力並能熟練於計算課堂中的習

題與解決生活情境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3. 透過實際操作，能具備幾何圖形的基本概念，並學習解決生活情境中相關

的問題。

4. 透過實際操作，能理解常見度量衡、時間概念，並學習解決生活情境中相

關的問題。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簡化、重組南一版二年級數學內容。

2.數學教具(如：圖卡、積木、花片…等)

3.自編教材。

二、教學方法 

1.透過具體物操作建立量感及了解抽象概念。

2.以直接教學法，穩固數學基本概念，加強解題能力。



3.圖示教學與解題步驟提示，強化計算與解題能力。

4.透過生活化的佈題，讓數學概念語生活做連結。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概念理解程度、課堂參與態度、專心度及學習動機。

2.口頭評量：課堂討論、發表情形。

3.實作評量：指筆測驗、操作成果、學習單的完成正確率。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單元一 數到 300 1 單元一 數到 1000 

3 單元一 數到 300 2 單元一 數到 1000 

4 單元二 二位數的加法 3 單元二 加加減減 

5 單元二 二位數的加法 4 單元二 加加減減 

6 單元三 幾公分 5 單元三 幾公尺 

7 單元三 幾公分 6 單元三 幾公尺 

8 單元四 二位數的減法 7 單元四 0、1、10的乘法 

9 單元四 二位數的減法 8 單元四 0、1、10的乘法 

10 單元五 容量 9 單元五 年月日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0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2 單元六 2、5、4、8的乘法 11 單元六 兩步驟的乘法 

13 單元六 2、5、4、8的乘法 12 單元六 兩步驟的乘法 

14 單元七 幾時幾分 13 單元七 分東西 

15 單元七 幾時幾分 14 單元七 分東西 

16 單元八 3、6、7、9的乘法 15 單元八 單位分數 

17 單元八 3、6、7、9的乘法 16 單元八 單位分數 

18 單元九 平面圖形 17 單元九 面的大小與立體 

19 單元九 平面圖形 18 單元九 面的大小與立體 

20 單元十 重量 19 加油小站 

21-
22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20-
21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融入國

語 
2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陳生/201/疑似身障 

張生/202/疑似身障 

歐生/203/疑似身障 

張生/204/疑似身障 

陳生/204/疑似身障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在小團體課程中，運用色塊區練習生字部件拆解、部件意義識字教學法

協助學生提升字形辨識能力，並能運用到日常生活學習中。

2. 在小團體課程中，運用多媒體資訊連結生活經驗，學習抽象語詞概念並

透過圖像進行句型填空，完成課文或習作中要句型練習，並能在不同環

境中應用該句型。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十二年國教課程-國語領域課程綱要」。

2.參考南一版二年級國語課本、習作、教師手冊等資源，以簡化、減量等方式編輯適合學

生之教材。

3.教師自編學習策略主題課程教材。

二、教學方法 

1.講述教學：透過直接講述、將課本的重要概念傳遞給學生。

2.精熟學習：學生透過反覆練習，將生字、新詞達到精熟的程度。

3.交互教學法：透過摘要、發問、澄清與預測等方式，理解課文內容。

4.結合圖像、影音，以多元素材呈現教材內容。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及發表情形。

2.紙本評量：依據學生課堂學習單完成度評量。

3.實作評量：自我檢核表、日常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1-3 1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1-3 

3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1-3 2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1-3 

4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1-3 3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1-3 



5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1-3 4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1-3 

6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1-3 5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1-3 

7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4-6 6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4-6 

8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4-6 7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4-6 

9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4-6 8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4-6 

10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4-6 9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4-6 

11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4-6 10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4-6 

12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7-9 11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7-9 

13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7-9 12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7-9 

14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7-9 13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7-9 

15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7-9 14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7-9 

16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7-9 15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7-9 

17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10-12 16 識字策略-部首教學 L10-12 

18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10-12 17 識字策略-色塊部件拆解 L10-12 

19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10-12 18 識字策略-拼字遊戲 L10-12 

20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10-12 19 識字策略-型近字、多音字 L10-12 

21-
22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10-12 

20-
21 句型練習-圖像式造句 L10-12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融入數

學 
2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陳生/201/疑似身障 
張生/202/疑似身障 
歐生/203/疑似身障 

張生/204/疑似身障 
陳生/204/疑似身障 

核

心

素

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直接教學、多感官學習、教具操作、解題策略、

反覆練習、說由等方式，增進認識並理解數學概念，並連結相關學習內

容。

2.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直接教學、解題策略、學習單、反覆練習等方

式，加強判斷題意並選擇適當策略找出答案，應用於不同題型與考試情

境。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十二年國教課程-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2.參考南一版二年級數學課本、習作、教師手冊等資源，以簡化、減量等方式編輯適合學

生之教材。

3.教師自編學習策略主題課程教材。

二、教學方法 

1.直接教學法，以數學課本為例題，練習各種解題技巧(理解題意、畫關鍵字…)。

2.運用工作分析法將複雜題型拆解為較細的簡單步驟，逐步練習。

3.合作學習，利用同儕指導彼此檢核、教導。

4.結合圖像、影音，以多元素材呈現教材內容。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及發表情形。

2.紙本評量：依據學生課堂學習單完成度評量。

3.實作評量：自我檢核表、日常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單元一 數到 300(教具操作認識數量) 1 單元一 數到 1000(教具操作認識數量) 

3 單元一 數到 300(教具操作比較大小) 2 單元一 數到 1000(教具操作比較大小) 



4 單元二 二位數的加法(輔助系統計算) 3 單元二 加加減減(輔助系統計算) 

5 單元二 二位數的加法(應用題解題策略) 4 單元二 加加減減(應用題解題策略) 

6 單元三 幾公分(多感官教學) 5 單元三 幾公尺(多感官教學) 

7 單元三 幾公分(教具操作) 6 單元三 幾公尺(教具操作) 

8 單元四 二位數的減法(輔助系統計算) 7 單元四 0、1、10的乘法(累加練習) 

9 單元四 二位數的減法(應用題解題策略) 8 單元四 0、1、10的乘法(解題策略) 

10 單元五 容量(教具操作) 9 單元五 年月日(教具操作)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0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2 單元六 2、5、4、8的乘法(累加練習) 11 單元六 兩步驟的乘法(輔助系統計算) 

13 單元六 2、5、4、8的乘法(解題策略) 12 單元六 兩步驟的乘法(應用題解題策略) 

14 單元七 幾時幾分(多感官教學) 13 單元七 分東西(教具操作) 

15 單元七 幾時幾分(教具操作) 14 單元七 分東西(應用題解題策略) 

16 單元八 3、6、7、9的乘法(累加練習) 15 單元八 單位分數(教具操作) 

17 單元八 3、6、7、9的乘法(解題策略) 16 單元八 單位分數(繪圖認識分數) 

18 單元九 平面圖形(多感官教學) 17 單元九 面的大小與立體(多感官教學) 

19 單元九 平面圖形(教具操作) 18 單元九 面的大小與立體(教具操作) 

20 單元十 重量(教具操作) 19 解題策略複習 

21-
22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20-
21 

期末評量範圍複習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2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A 組，自閉症特質】 

葉生/二年級/疑似身障 

魏生/二年級/自閉症 

邱生/二年級/自閉症 

黃生/二年級/疑似身障 

沈生/二年級/自閉症 

【B 組，ADHD 特質】 

張生/二年級/情障 

(與 A 組自閉症邱生同班，班級中常
有衝突，經導師建議分組上課) 

歐生/二年級/疑似身障 

梁生/二年級/疑似情障 

陳生/二年級/疑似身障 

依照學生特質，安排兩組授課。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繪本、遊戲、實際操作演練等方式，學習有禮貌

的好方法，並將學習技巧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2.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視覺提示、個別演練及合作學習方式，學習遵守

上課規則，並適應學校的團體生活。

3.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團體討論、遊戲、實際操作演練等方式，學習認

識自我，並發揮優勢能力，讓自己變得更好。

4.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團體討論、遊戲、實際操作演練等方式，學習人

際互動的社會技巧，並在日常中活中以合適的方法結交好朋友。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十二年國教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社會技巧。

2.參考「加斯頓七彩情緒繪本」、「加斯頓品格素養繪本」、「Super Skills」、「促進社交成

功之課程」、「唐朝小栗子」、「資源教室-社交技巧」、「繪本花園」、「圓夢繪本資料庫」等進

行課程編輯。

3.教師自編社會技巧主題課程教材(含生活禮儀、課堂規範及結交朋友等)。

4.依據不同主題搭配桌遊，讓學生有實際演練機會。(含撲克牌、象棋、跳棋及各式桌遊)

二、教學方法 

1.運用「繪本、影片、討論、桌遊、遊戲、角色扮演、情境模擬和團體活動」，提升情緒

管理和人際互動的社會技能。
2.運用「代幣制度、社會性增強、口頭提醒、視覺提示和事前預告」，提升注意力、情緒
管理和抑制衝動的能力。
3.採用「社會性故事」，師生共同討論和發表看法，並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及發表情形。

2.紙本評量：依據學生課堂學習單完成度評量。

3.實作評量：自我檢核表、日常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升上二年級-認識科任老師、課堂規則 1 相見歡-寒假生活分享 

3 我們的約定-設定檢核表 2 我們的約定-設定檢核表 

4 七彩情緒繪本-我好生氣 3 品格素養繪本-分享最快樂 

5 問題解決-生氣怎麼辦 4 我有好品格-如何分享 

6 七彩情緒繪本-我好難過 5 品格素養繪本-輸贏都很棒 

7 問題解決-難過怎麼辦 6 我有好品格-如何面對輸贏 

8 七彩情緒繪本-我好害羞 7 品格素養繪本-我會說謝謝 

9 問題解決-害羞怎麼辦 8 我有好品格-如何感謝他人 

10 七彩情緒繪本-我好嫉妒 9 品格素養繪本-我學會原諒 

11 問題解決-嫉妒怎麼辦 10 我有好品格-如何原諒他人 

12 七彩情緒繪本-我好害怕 11 換位思考繪本-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才重要 

13 問題解決-害怕怎麼辦 12 我有同理心-設身處地 

14 保護自己繪本-不！我不喜歡被捉弄 13 換位思考繪本-真心的說對不起 

15 問題解決-被捉弄怎麼辦 14 我有同理心-真心道歉 

16 保護自己繪本-不！我不喜歡被恐嚇 15 換位思考繪本-為什麼我要讓你 

17 問題解決-被恐嚇怎麼辦 16 我有同理心-互相尊重 

18 保護自己繪本-不！我不喜歡被推撞 17 正向競爭繪本-剪刀石頭布 

19 問題解決-被推撞怎麼辦 18 正向競爭繪本-只有我能贏 

20 保護自己繪本-不！我不喜歡這種玩笑 19 正向競爭繪本-沒人比我更厲害 

21-
22 問題解決-被開玩笑怎麼辦 

20-
21 

期末檢核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2 潛能一班 康蕙如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203/黃生/疑似身障 

203/歐生/疑似身障 

203/溫生/疑似身障 

204/沈生/自閉症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程活動中，透過討論活動設計視覺提示卡，維持班上個人物品擺

放、座位周遭環境整潔，並主動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2. 能在課程活動中，透過討論活動設定具體目標(能在時間內完成該做的事

情)，並使用檢核表定期檢核達成狀況進而修正調整，並主動應用到日常

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十二年國教課綱-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編訂課程。

2.參考網路資源編製學習內容。

二、教學方法 

1.一同討論預計改善目標，針對目標提供步驟化教導，引導學生完成指定任務。

2.透過反覆練習、檢核表的實行，建立學生良好習慣，並類化至日常生活中。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

2.實作評量：活動操作表現、作品呈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建立生活管理課上課活動規則 1 寒假自理能力檢核 

3 自我管理-熟悉學校作息 2 自我管理-使用資料夾 

4 自我管理-熟悉班級課表 3 自我管理-使用科任袋 

5 自我管理-抄寫聯絡簿 4 環境清潔-擦黑板 

6 自我管理-檢核聯絡簿 5 環境清潔-清潔洗手台 

7 個人衛生-洗手、用餐與收拾、潔牙 6 環境清潔-倒垃圾、資源回收 

8 個人衛生-洗手、用餐與收拾、潔牙 7 環境清潔-倒垃圾、資源回收 



9 個人衛生-如廁、衣物穿脫 8 環境參與-收作業簿本 

10 個人衛生-如廁、衣物穿脫 9 環境參與-發作業簿本 

11 期中檢核 10 期中檢核 

12 自我管理-整理書包 11 文具使用-著色工具(蠟筆、色鉛筆) 

13 自我管理-整理抽屜 12 文具使用-著色工具(水彩) 

14 自我管理-整理置物櫃 13 文具使用-剪刀技巧-剪曲線圖型 

15 環境清潔-擦桌子 14 文具使用-剪刀技巧-剪曲線圖型 

16 環境清潔-掃地 15 個人衛生-摺疊衣物 

17 文具使用-書寫工具(鉛筆、紅藍筆) 16 環境清潔-洗餐具 

18 文具使用-尺-畫直線 17 簡易餐點製作-抹醬三明治 

19 文具使用-剪刀技巧-剪直線圖型 18 簡易餐點製作-沖泡式飲品 

20 文具使用-剪刀技巧-剪直線圖型 19 期末檢核 

21-
22 寒假作業-自理能力練習說明 

20-
21 暑假作業-自理能力練習說明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 1 學期 資源班 入班支援教學計畫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 領域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任課教師 

張○棋 情障 國語 2 202 康蕙如 導師 

學生能力與需求
分析說明 

（針對需於該堂課規劃入班支援教學之相關能力與需求進行說明，如認知、動作、情

緒行為、學習內容、學習歷程…等） 

1.認知功能：根據測驗結果，個案 FSIQ=88落入中下範圍，語文理解、
處理速度落在中等範圍；視覺空間、流體推理及工作記憶落在中下範
圍，顯示個案的視知覺組織及整合、視知覺推理、視覺訊息之持續性注
意力、量化及類比推理能力不佳；其餘能力與同齡層表現持平。
2.挫折容忍：與同儕相較明顯偏弱，有困難就放棄，乾脆選擇不做，且
極度在意輸贏與成績，若跑步比賽沒得名、考試考不好，會明顯情緒低
落生悶氣、不說話。想發表時，舉手若未被點到，會直接大聲收課本放
抽屜，以表達自己當下的不爽。個案不太能忍受他人的提醒或指責，在
校時常會因為他人提醒或催促而拗脾氣不理會人，或是生氣哭泣，剛入
學時哭泣或躲桌子行為每天出現1~5次，有時歇斯底里的大哭，有時輕
微的哭泣掉淚，每次哭至少5分鐘已上難以平復。
情緒行為問題主述如下：
＊個案的情緒與衝動性行為仍每天至少出現0~3次強度不一的口頭或肢
體的衝突行為，甚至是有同學被弄受傷或對方家長反映有想提告的事件
（ex.踢同學胸口），同儕、個案與其家長、導師與相關任課老師皆覺得
盡力，但成效仍是很有限。
＊無法安坐、上課愛講話、對於等待較沒耐心，常坐不住，手腳有無處
可放的情形，學習專注度不佳。
＊容易發脾氣，特別在他人違反規定或遭同學捉弄時情緒起伏更大，且
伴隨言語攻擊（講髒話、詛咒）或出手打同學。

入班支援教學 

目標 

（依據學生能力與需求分析，規劃入班支援教學目標，並簡述所用之策略或方法） 

1. 建立課堂常規：個別常規訓練，完成授課老師課堂任務即給予獎

勵。

2. 正向同儕互動模式建立：提供視覺提示單，提醒個案正向互動步

驟，並於事件發生的下課給予回饋或修正錯誤。

教學/指導重點 

與 

具體作法 

（依據上述目標，說明入班時針對該生所用之具體策略與作法，可包含：教材編輯、

教學策略、教學方法、與原任課老師之合作方式、情緒行為分析與處理…等） 

1. 學期初以入班觀察、行為紀錄為主，針對行為問題事件之原因、經

果與事發後個案行為反應及後果歸納及分析，設計行為功能介入方

案。

2. 與任課老師確認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規劃，依指令完成課堂學習任

務，若未能完成則適時指導或於課後安排時間練習，課堂有情緒行

為事件發生，由個管老師協助引導冷靜及完成情緒調節練習。

評量方式 

（依據入班支援教學目標，簡述評量方式） 

1.觀察評量:能依指令執行課堂練習的狀況。

2.實作評量:策略在引導下的應用狀況。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 2 學期 資源班 入班支援教學計畫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 領域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任課教師 

張○棋 情障 國語 2 202 康蕙如 導師 

學生能力與需求
分析說明 

（針對需於該堂課規劃入班支援教學之相關能力與需求進行說明，如認知、動作、情

緒行為、學習內容、學習歷程…等） 

1.認知功能：根據測驗結果，個案 FSIQ=88落入中下範圍，語文理解、
處理速度落在中等範圍；視覺空間、流體推理及工作記憶落在中下範
圍，顯示個案的視知覺組織及整合、視知覺推理、視覺訊息之持續性注
意力、量化及類比推理能力不佳；其餘能力與同齡層表現持平。
2.挫折容忍：與同儕相較明顯偏弱，有困難就放棄，乾脆選擇不做，且
極度在意輸贏與成績，若跑步比賽沒得名、考試考不好，會明顯情緒低
落生悶氣、不說話。想發表時，舉手若未被點到，會直接大聲收課本放
抽屜，以表達自己當下的不爽。個案不太能忍受他人的提醒或指責，在
校時常會因為他人提醒或催促而拗脾氣不理會人，或是生氣哭泣，剛入
學時哭泣或躲桌子行為每天出現1~5次，有時歇斯底里的大哭，有時輕
微的哭泣掉淚，每次哭至少5分鐘已上難以平復。
情緒行為問題主述如下：
＊個案的情緒與衝動性行為仍每天至少出現0~3次強度不一的口頭或肢
體的衝突行為，甚至是有同學被弄受傷或對方家長反映有想提告的事件
（ex.踢同學胸口），同儕、個案與其家長、導師與相關任課老師皆覺得
盡力，但成效仍是很有限。
＊無法安坐、上課愛講話、對於等待較沒耐心，常坐不住，手腳有無處
可放的情形，學習專注度不佳。
＊容易發脾氣，特別在他人違反規定或遭同學捉弄時情緒起伏更大，且
伴隨言語攻擊（講髒話、詛咒）或出手打同學。

入班支援教學 

目標 

（依據學生能力與需求分析，規劃入班支援教學目標，並簡述所用之策略或方法） 

1. 衝動控制：行為契約，設定安座、舉手回答及專注聆聽等行為契約

檢核表。

2. 情緒調節指導：結合社會技巧課程，由個管老師觀察後指導。

教學/指導重點 

與 

具體作法 

（依據上述目標，說明入班時針對該生所用之具體策略與作法，可包含：教材編輯、

教學策略、教學方法、與原任課老師之合作方式、情緒行為分析與處理…等） 

1. 依照行為契約內容與以檢核，並於每節課後給予立即增強，提升個

案衝動控制能力。

2. 將社會技巧課程中情緒調解步驟單貼在個案桌面，並於課案有情緒

行為問題時，引導個案參考提示單平復情緒，成功與以獎勵，情緒

強度大，未能立即平復情緒時則從旁給予口頭提示或視情況帶領至

潛能班冷靜區。

評量方式 

（依據入班支援教學目標，簡述評量方式） 

1.觀察評量:能依指令執行課堂練習的狀況。

2.實作評量:策略在引導下的應用狀況。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國語文 5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在班級團體中，國語文認知與學習適應上有明顯困難，無法參與原班三年級
國語文課程，需全部抽離至潛能班，進行大量學習內容調整的學生。

智能障礙 其他障礙

梁生 扈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小組課程中，透過聽講、閱讀、書寫與團體討論等方式，學習識別

和理解日常生活中的常見詞彙和短語，並能在簡單的對話中使用。

2. 能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具體的生活經驗引導，理解並回應簡單的句

子，並能在常見情境中進行基本對話，應用到日常班級課堂與生活中。

3. 能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圖像聯想、部件意義化等策略，學習正確書寫

基本生字和語詞，並能識讀生活常見詞彙及簡單句子，應用到日常生活

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三年級康軒版國語課本、習作、電子書、觸碰電子白板、自編(選)補充教材與學習

單、教學 PPT、平板。

二、教學方法 

(1) 日常生活經驗統整：從課文中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延伸學生詞彙、語句、內容

的理解與應用。

(2) 直接教學法：將單元課程進行步驟性教學，並搭配學生的學習特性，即時調整修正且

提供練習及複習的機會

(3) 提示策略：在教學中給予學生口語、視覺等策略提示應用。

(4) 合作學習法：依學生能力將學生分配小組，鼓勵小組成員間彼此協助、相互支持、共

同合作，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成效，並同時達成團體目標。

(5) 提示策略：在教學中給予學生口語、視覺等策略提示應用。

(6) 發表教學法：鼓勵學生將自己的思想、觀點、評價等，利用語言等方式充分表達。

(7) 討論法：運用團體討論，對指定的語文議題進行探討，期以提升與擴充語文概念的理

解力。

(8) 教學調整:將教材與學習單內容的「簡化」、「減量」或「濃縮」，以符應學生個別能力

上的學習需求。

三、教學評量 

(1) 口語評量: 學生上課的口語表現。

(2) 實作評量：根據學生實際參與活動的結果評量。

(3) 觀察評量:觀察上課行為表現評量。



(4) 紙筆評量：根據學生書寫學習單的表現評量。

(5) 態度評量: 觀察學生上課參與情形及學習反應評量。

另兼顧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異與特殊需求，做質性說明。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課程規則與運作方式說明、第一單元 1 課程規則與運作方式說明、第一單元

2 第一單元

語文萬花筒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句
型修辭寫作練習) 

一、心的悄悄話 2 
第一單元

用心生活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

句型修辭寫作練習) 

一、許願

3 二、妙故事點點名 3 二、下雨的時候

4 三、繞口令村 4 三、遇見美如奶奶

5 
第二單元

處處有真情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句

型修辭寫作練習) 

四、小丑魚和海葵 5 
第二單元

創意無限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

句型修辭寫作練習) 

四、工匠之祖

6 五、飛舞的絲帶 6 五、學田鼠開路

7 六、小女生 7 六、神奇密碼

8 統整活動一、統整活動二 8 統整活動一、統整活動二

9 閱讀階梯一：丸子與我 9 閱讀階梯一：蘋果甜蜜蜜

10 期中評量複習-生字語詞、閱讀、句型 10 期中評量複習-生字語詞、閱讀、句型 

11 第一、二單元形成性評量 11 第一、二單元形成性評量

12 第三單元

臺灣風情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句
型修辭寫作練習) 

七、淡水小鎮 12 第三單元

探索大自然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
句型修辭寫作練習) 

七、油桐花．五月雪

13 八、安平古堡參觀記 13 八、大自然的美術館

14 九、馬太鞍的巴拉告 14 九、馬臺灣的山椒魚

15 第四單元

閱讀瞭望臺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句

型修辭寫作練習) 

十、狐狸的故事 15 第四單元

閱讀探照燈

(調整後生字語詞書寫

應用/課文閱讀理解/

句型修辭寫作練習) 

十、漁夫和金魚

16 十一、巨人的花園 16 十一、聰明的鼠鹿

17 十二、奇特的朋友 17 十二、還要跌幾次

18 
統整活動三、統整活動四

閱讀階梯二：拜訪火燒島
18 

統整活動三、四

閱讀階梯二：故宮珍玩

19 期末評量綜合複習-生字語詞、閱讀理解  19 期末評量綜合複習-生字語詞、句型 

20 期末評量綜合複習-句型  20 第三、四單元形成性評量

21 第三、四單元形成性評量 21 多元成果發表暨檢討

22 多元成果發表暨檢討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數學 4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在班級團體中，於三年級原班數學認知能力與學習適應上有明顯困難的學
生。

智能障礙 其他障礙

梁生 扈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小組學習課程中，透過實物操作、聽講、教學步驟化或生活實用短片

觀賞、討論、師生角色扮演解說練習與發表等方式，學習三年級數學相關

內容，並於課堂上及生活中展現出日常數學連結、邏輯思考、推理、分析

與解決問題的生活應用能力。

2. 能在小組學習課程中，透過視覺提示、具體操作與多感官教學，利用具體

表徵之操作練習後建立數學領域基本概念，並將三年級數學領域基礎概念

連結並應用到日常生活相關經驗與基本練習題型中。

目標內容如下：

(1) 能認識數線，並使用定位版在數線上做比較、往右加、往左減的操

作。

(2) 能認識10000以內的數和千元幣值，並結合生活經驗的實際操作，做

位值單位換算、點數各種錢幣組合與付錢。

(3) 能認識分數的概念，並進行合成分解與比較及計算。

(4) 能報讀生活中的表格。觀察簡單規律的圖案、數字、圖形，並在教師

引導下，推論找出下一個。

(5) 能做三位數乘以一位數的計算及一、二位數乘以整十和一位數乘以整

百的乘法直式計算，並解決生活中乘法與加、減的兩步驟問題。

(6) 能藉由分裝活動與平分的操作活動，認識除法的概念，並透過教師的

引導及策略應用做計算。

(7) 能藉由具體的教材認識圖形與其特性做比較與繪製。

(8) 能實際使用秤來測量物體的重量，並學會報讀物體的重量，進行公斤

和公克換算。

(9) 能在策略應用下，認識單位分數的累積，並解決生活情境中同分母分

數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10) 能認識和比較一位小數，並做一位小數的加減計算，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11) 能做三位數乘以一位數的計算及一、二位數乘以整十和一位數乘以整

百的乘法直式計算。

(12) 能做二、三位數除以一位數的除法計算。



(13) 能在具體的操作下，認識圓心、半徑與直徑，並學習使用圓規畫圓。

(14) 能在教師引導連結實際生活經驗後，認識面積的意義，並能使用平方

公分描述圖形面積的大小。

(15) 能進行日常生活中單位的簡單換算、計算與學會實際測量，如：容

量、時間。

(16) 能做容量單位「公升」、「毫升」的實測、估測與計算。

(17) 能使用數學的策略進行計算，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三年級康軒版數學課本、自編補充教材與學習單、習作、電子書、觸碰電子白板、教

學 PPT、定位板、錢幣、計算機、平板、十十乘法表。 
二、教學方法

(1) 操作教學：透過操作建立量感。

(2) 遊戲教學法：透過遊戲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使能熟練計算方法，中年級需熟練基本

的加、減、乘、除計算，透過課堂遊戲與簡易桌遊讓學生熟練此計算。

(3) 直接教學法：以反覆不斷的練習，使學生對技能、經驗或特定內容的學習達到正確

或純熟的反應或結果。

(4) 強調舊經驗與新知識的連結、數學與生活的連結：學習新知識前，先複習舊經驗；

教師透過數學題引導學生利用數學知識解決生活中常見的問題。

(5) 精熟學習法：學生學習遇到困難時能獲得協助，學生擁有達成精熟程度的足夠時間,
並訂有清楚明確的精熟標準,使學生能學習成功。

(6) 合作學習法：依學生能力將學生分配小組，鼓勵小組成員間彼此協助、相互支持、

共同合作，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成效，並同時達成團體目標。

三、教學評量 

(1) 口語評量：依據上課回答問題或學生發表情形評量

(2) 觀察評量：觀察上課行為表現評量

(3) 實作評量：根據學生實際操作物品或參與活動的結果評量

(4) 態度評量：觀察學生上課參與情形及學習反應評量

(5) 紙筆評量：根據學生書寫作業單、評量卷的表現評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課程規則、運作方式及團體形成

第1單元：10000以內的數 
1 

課程規則、運作方式說明及課堂暖身

第1單元：分數的加減 

2 第1單元：10000以內的數 2 第1單元：分數的加減 

3 第1單元：10000以內的數 3 第2單元：除法 

4 第2單元：四位數的加減 4 第2單元：除法 

5 第2單元：四位數的加減 5 第3單元：尋找規律 

6 第3單元：毫米  6 第3單元：尋找規律 



7 第4單元：乘法 7 第4單元：公斤和公克 

8 第4單元：乘法 8 第4單元：公斤和公克 

9 第5單元：角 9 第5單元：小數 

10 第5單元：角 10 第5單元：小數 

11 期中評量複習（1-5單元） 11 期中評量複習（1-5單元） 

12 第6單元：面積  12 第6單元：圓 

13 第6單元：面積  13 第6單元：圓 

14 第7單元：除法 14 第7單元：乘法與除法 

15 第7單元：除法 15 第7單元：乘法與除法 

16 第8單元：公升和毫升 16 第8單元：時間 

17 第8單元：公升和毫升 17 第8單元：時間 

18 第9單元：分數 18 第9單元：統計表 

19 第9單元：分數 19 第9單元：統計表 

20 期末評量複習（6-9單元) 20 期末評量複習（6-9單元) 

21 
期末成果檢討及下學期期許

寒假規劃安排

21 成果檢討及暑假自主規劃安排

22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略
(國語)

2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在同齡階段中，國語文方面有聽說讀寫之學習困難，同時可能伴隨注意力、
情緒、自閉或學困障礙之三年級學生。

自閉症 情緒障礙 疑似情障
三年級 鄭生
三年級 謝生

三年級 歐生 三年級 胡生
三年級 陳生
三年級 吳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聽講、閱讀、小組討論、書寫三年級相關國語

文的學習媒材，學習常用的相應部首及部件、常用成語、正確分辨形似

字，並應用合宜的學習策略至日常班級之作業與評量的情境中，增進其

語文記憶、理解與書寫學習表現。

2. 能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小組討論、提問、引導書寫及提供閱讀理解與

口語表達相關之策略，學習三年級相關國語文媒材，增進自我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行為與能力。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教材編輯：參考康軒三年級國語課程之學習內容自編課程教材。

2.教材資源：教學 PPT、自編學習單。

二、教學方法

1. 小組討論：設計小組討論及同儕互評活動，讓學生在互動中練習口語表達和聆聽他人

意見。

2. 故事複述：引導學生聽/閱讀故事後復述主要內容，增進聽/閱讀理解和口語表達。

3. 逐步寫作指導：從簡單的句子寫作開始，逐步過渡到段落和篇章寫作，提供逐步指導

和反饋。

4. 詞彙和句型練習：設計詞彙和句型練習活動，幫助學生擴展詞彙量和提升句子結構的

多樣性。

5. 視覺支持：使用圖表和圖示展示文本結構、故事情節和主要概念，幫助學生理解和記

憶，並建立視覺詞彙表，展示學生需要學習的重要詞彙及其圖片和例句。

三、教學評量 

1. 聽說能力評量：通過聆聽故事或閱讀故事後回答問題，評估學生的聽理解能力(包括

簡單的提取性問題和進一步的推理性問題)，藉由口頭報告、小組討論和角色扮演等

方式，評估學生的口語表達能力和國語文表現含閱讀流暢度、詞彙使用和句子結構。

2. 閱讀理解評量：設計多種形式的閱讀理解測驗，包括選擇題、填空題和短答題，以評

估學生對文章主要內容、細節和推論的理解，並讓學生在閱讀過程中做筆記，記錄主



要情節、角色和個人感受，並根據筆記進行評估。 

3. 書寫表達評量：定期安排寫作練習，評估學生的書寫能力和文字表達能力，含內容的

創意、結構、語句順暢度和詞彙使用進行評分，並觀察評估學生的寫字姿勢、書寫速

度和字跡清晰度。

4. 觀察評量：觀察學生在多感官學習活動中的參與度和表現，如觸覺拼字遊戲、戲劇表

演等，記錄他們的參與情況和進步。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單元一、建立良好的學習習慣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上國語 1-3 課) 

1-1 維持適當的專注時間

1-2 以反覆練習策略增進學習印象，加

強國語文記憶、理解與應用

1-3 保有良好的學習態度遵守學習規範

1-4 依規定時間完成學習任務

1-5 主動進行學習訂正

1 
單元一、運用學習策略發展「聽、說、

讀、寫」的基本語文素養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下國語 1-3 課) 
1-1 依據提示適當轉移注意力。

1-2 簡要說出常見字詞的意思

1-3 練習透過學習策略如拆字與故事法將

文字書寫賦予意義幫助自己記憶

1-4 將學習內容和自己的經歷產生連結

1-5 能針對學習內容與同儕進行討論和疑

問交流

2 2 

3 3 

4 4 

5 5 

6 6 

7 
單元二：發展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I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上國語 4-6 課) 

2-1 察覺訊息中的重要項目

2-2 針對學習內容主動討論和提出疑問

2-3 找出並練習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2-4 延長專注時間

7 單元二、運用學習策略發展科技與資訊

應用的基本素養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下國語 4-6 課) 

2-1 將學習內容做成心智圖、組織圖、表

格或流程

2-2 運用資訊軟體整理學習內容與重點

2-3 引導下進行學習活動/運用學習工具

2-4 認識學習資源(校內與社區圖書館)

8 8 

9 9 

10 10

11 11 

12 
單元三：發展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II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上國語 7-9 課) 
3-1 表達不清楚或不明白的學習內容

3-2 透過討論或對話理解學習內容

3-3 簡單歸納學習的內容。

3-4 指出文章內容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12 單元三、考試策略實際應用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下國語 7-9 課) 
3-1 在提醒下依時限完成作業或考試

3-2 在協助下檢核學習項目完成狀況

3-3 發現並留意自己學習時常犯的錯

誤，習得自我檢查方法。

3-4 分配考試作答的時間

3-5 預測應試可能命題內容，事前準備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單元四：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上國語 10-12 課) 

4-1 找出適合自己的讀書學習環境

4-2 發現增進自我學習動機的方式。

4-3 自己排出學習課程的優先順序

4-4 擬訂具體的學習目標(含考前、考試

中、考後期程) 
4-5自我檢核和記錄學習過程及結果

17 單元三、自我鼓舞與提升學習動機

(學習輔助媒材康軒三下國語 10-12 課) 
4-1正向分析自己的表現，改善不合宜的

學習現況

4-2 對學習具備正向思考

4-3表現積極的學習態度

4-4檢視並建立合宜的學習信念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期末分享與期許

22 期末分享與期許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略
(數學) 

2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在班級團體中，在原班數學學習中，其數學認知與學習適應上有明顯困難，
同時可能伴隨注意力、情緒、自閉或學困障礙之三年級學生。

自閉症 情緒障礙 疑似情障 
三年級 鄭生
三年級 謝生

三年級 歐生 三年級 胡生
三年級 陳生
三年級 吳生

核

心

素

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直接教學、多感官學習、教具操作、解題策略、反

覆練習等方式，能認識並理解數學概念，以達進一步分析、推論、提問、

思考、組織與列式，並連結相關學習內容，類化於班級及生活情境中。

2. 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直接教學、解題策略、學習單、反覆練習等方式，

能加強判斷題意並選擇適當策略找出答案，應用於不同題型與考試情境。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十二年國教課程-數學領域課程綱要」。

2.參考康軒版三年級數學課本、習作、教師手冊等資源，以自編方式編輯適合學生個別化

學習之教材。

二、教學方法

1.直接教學法，以數學課本為例題，練習各種解題技巧(理解題意、畫關鍵字…)。

2.運用工作分析法將複雜題型拆解為較細的簡單步驟，逐步練習。

3.合作學習，利用同儕指導彼此檢核、教導。

4.結合圖像、影音，以多元素材呈現教材內容。

三、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堂參與態度、專心度及發表情形。

2.紙筆評量：依據學生課堂學習單完成度評量。

3.實作評量：自我檢核表、日常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單元一 10000以內的數(教具操作認識數

量) 
1 單元一 分數的加減(教具操作) 

2 
單元一 10000以內的數(教具操作比較大

小) 2 單元一 分數的加減(繪圖解題) 



3 單元二 四位數的加減(輔助系統計算) 3 單元二 除法(反覆計算練習) 

4 單元二 四位數的加減(應用題解題策略) 4 單元二 除法(解題策略) 

5 單元三 毫米(多感官教學) 5 單元三 尋找規律(繪圖找規律) 

6 單元三 毫米(教具操作) 6 單元三 尋找規律(計算找規律) 

7 單元四 乘法(反覆計算練習) 7 單元四 公斤和公克(教具操作) 

8 單元四 乘法(解題策略) 8 單元四 公斤和公克(解題策略) 

9 單元五 角(教具操作) 9 單元五 小數(輔助系統計算) 

10 單元五 角(教具操作) 10 單元五 小數(輔助系統計算)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1 期中評量範圍複習 

12 單元六 面積(教具操作) 12 單元六 圓(多感官教學) 

13 單元六 面積(解題策略) 13 單元六 圓(教具操作-圓規) 

14 單元七 除法(反覆計算練習) 14 單元七 乘法與除法(反覆計算練習) 

15 單元七 除法(解題策略) 15 單元七 乘法與除法(應用題解題策略) 

16 單元八 公升和毫升(教具操作) 16 單元八 時間(教具操作) 

17 單元八 公升和毫升(解題策略) 17 單元八 時間(應用題解題策略) 

18 單元九 分數(教具操作) 18 單元九 統計表(觀察、報讀) 

19 單元九 分數(繪圖解題) 19 單元九 統計表(匯整資料) 

20 解題策略複習 20 解題策略複習 

21 期末評量與檢討 21 期末評量與檢討 

22 寒假生活規劃與下學期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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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特需 

社會技巧 

(結合地板滾球

課程) 

1節 潛能一班 黃貞嘉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針對有專注力困擾、人際互動與情緒不佳、自我概念較弱之情障、自閉症或
其他類之中年級潛能班學生。 

自閉症症 其他障礙 情緒障礙 疑似情障 

三年級 鄭生 

三年級 謝生 

三年級 扈生 三年級 歐生 三年級 吳生
三年級 陳生 

三年級 胡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團隊合作：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認識活動相關之規則，建立團隊合作機制，學習與隊友合作，共

同制定戰術和策略，接納不同想法，以達成共同目標，並類化至日常班

級與生活中。

2. 溝通技巧：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學習在比賽中需要與隊友和對手進行有效的口頭溝通(友善語

氣、適當內容、完整表達陳述)，分享觀察和策略，並類化至日常班級

與生活中。

3. 尊重他人：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學習尊重隊友、對手和裁判，無論比賽結果如何，展現良好運動

態度及精神，並類化至日常班級與生活中。

4. 持續專注：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維持專注學習與等待自己的投球機會，並類化至日常班級與生活

中。

5. 情緒管理：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學習如何在比賽中保持冷靜，控制情緒，應對壓力和挫折，穩定

情緒包容隊友和對手的失誤，並類化至日常班級與生活中。

6. 解決問題：能在課堂活動或比賽情境中，透過示範、實際演練、討論等

方式，學習在比賽中遇到困難或挑戰時，如何冷靜與快速思考並找到解

決方案，並透過大量的練習和比賽，提升自信心，並類化至日常班級與

生活中。

教

學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年國教課綱-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編訂課程。



與 

評

量

說

明 

2. 教材以自編為主，將地板滾球規則內容、品德、運動家精神及團隊規範融入其中。

3. 教材資源:課程規範圖、自我檢核表、地板滾球球具*2套、測量工具*1套、裁判指示

板*1、PPT、圖卡、數字卡、瓶蓋、呼拉圈、角錐、角盤、球瓶。

4. 分析每位學生的起點能力及個別差異，加強前後教材的聯結，以增進學生的社會技巧

與動作技能。

二、教學方法 

1. 多層次教學：依學生個別能力與特殊需求，採差異化及多層次教學。

2. 實作教學：採直接教學法，教師引導步驟並示範，引導學生實際操作體驗和練習，增

強對技術和策略的理解。
3. 多感官教學：視覺圖示和視頻示範技術動作和戰術，幫助學生更好理解和記憶規則；

口語指導學生掌握動作要點和情緒應變策略。

三、教學評量 

1. 觀察評量:含課程出席率、參與度、專心度、學習態度(等待輪流/挫折容忍度/尋求協

助/小組合作之溝通表達、事件解決策略。

2. 實作評量:根據日常課堂/校際地板滾球比賽/臺北市特教盃地板滾球比賽之擲準技

巧、遵從裁判與隊長指令、比賽規則、場復與環境整理等學習表現評量。

3. 口頭評量:依據課堂應答、團隊溝通與回應、期末分享發表情形之學習表現評量。

4. 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之評量結果包含質性敘述個案學習成效，含學生在班級類化表

現的結果評量。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團體形成與規範建立 

地板滾球介紹與基礎規則 

投球的基本姿勢和握球方法 

專注表現/座姿維持/等待輪流 

1 
團體形成、複習與鞏固 

複習上學期所學的基礎技術和規則 

握球/投球技術/基本戰術簡單比賽模擬 

檢視分析自我與團隊技術強項與弱點 

2 2 

3 3 

4 

投球的力度控制和方向調整 

個人投球練習：目標投球、距離控制 

團體合作練習：友善提醒、鼓舞隊友 

4 實戰演練-團隊協作強化 

競爭精神-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努力拼

搏，理解競爭的意義並不僅是勝利 

責任感-在團隊中承擔自己的角色和責

任，並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 

5 5 

6 6 

7 
精準度和穩定性訓練 

設置目標區域，進行精準度練習 

投球力度和角度的調整 

進行小組比賽，增加競爭性練習 

挫折容忍/正向語言/平心靜氣/情緒調適 

7 實戰演練-個人技術水平提升 

綜合技術、戰術和心理素質訓練 

個別指導，針對性提升技術 

設置高難度的技術挑戰 
壓力調適-進行不同情境下的戰術演練 

8 8 

9 9 

10 期中評量/應戰情緒應變(比賽同考試) 10 期中評量/應戰情緒應變(比賽同考試) 

11 簡易戰術 

講解防守和進攻的基本概念 

11 實戰演練-比賽策略制定 

觀察與反饋-分析不同的比賽對手，制定12 12 



13 
演示常見的戰術動作 

小組討論實踐戰術/角色換位思考 
13 

相應策略，進行策略演練和調整 

14 
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練習，分組進行比賽 

 練習隊內溝通和協作 

 觀察並反思團隊合作中的優點和不足 

14 實戰演練-最佳裁判/隊長/隊友票選 
觀察與反饋-在比賽中透過輪流擔任裁判

/隊長與隊友角色，學會觀察他人或對手

的行動，並根據觀察結果調整自己的策

略，同時能夠接受和運用他人的反饋來

改進自己。 

15 15 

16 16 

17 17 

18 比賽模擬 

模擬正式比賽流程 

觀察比賽過程中的技術應用和戰術運用 

比賽後的個人評估和團隊反思/解決問題 

18 實戰演練-期末友誼賽 

專注/合作助人/平心靜氣/自我鼓舞和鼓

舞隊友--處己與處人綜合能力評比 
19 19 

20 20 

21 21 期末檢討與省思 

22 期末檢討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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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1節 潛能一、二班 謝倍姍、黃貞嘉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有人際互動與情緒困擾之學情障、自閉症或其他類之潛能班學生。 
自閉症 其他障礙 情緒障礙 疑似情障 

三年級 鄭生 

三年級 謝生 

三年級 扈生 三年級 歐生 

五年級 李生 

五年級 溫生 

五年級 呂生 

五年級 何生 

六年級 林生 

六年級 吳生 

六年級 黃生 

三年級 吳生
三年級 陳生 

三年級 胡生 

六年級 王生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校園植物照顧、種植、手作等課堂活動或戶外情境中，透過聽講、

示範、實際操作、分組合作、團體討論等方式，學習活動相關規則與建

立專注力、人際互動禮儀 

2. 、問題解決策略及基本情緒與壓力的辨識與調節能力，並願意應用到日

常生活中。 

3. 能在校園植物照顧、種植、手作等課堂活動或戶外情境中，經由每次課

堂的分享活動，學習正確解讀與回應他人訊息及面對衝突的適當解決能

力，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在有情緒及事件的當下，展現合宜的表

達。 

4. 能在校園植物照顧、種植、手作等課堂活動或戶外情境中，透過聽講、

示範、實際操作、分組合作、團體討論等方式，學習主動參與各項人際

與學習活動，建立適當與他人溝通及互動，並在師長及同儕協助下達成

指定之個人與團體任務，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提升自我概念與照

顧自我身心的能力。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教學資源：電子觸控螢幕及白板、平板、園藝工具(澆花器、手套、園藝剪、鏟子及

肥料等)。 

2. 依據「12年國教課綱-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編訂課程。 

3. 課程教材以 PPT方式編彙，運用工作分析法，將活動以步驟方式呈現。 

4. 分析學生現況能力與學習需求，擬定合適的學習目標。 

5. 參考網路相關植物小百科、園藝治療、植物栽種與園藝治療相關網路文章、相關園藝

植物種植或體驗教育以及社會技巧之書籍等做自編課程設計 

二、教學方法 



1. 多層次教學：依學生個別能力與特殊需求，採差異化及多層次教學。 

2. 直接教學法：採直接教學法，教師引導步驟並示範，引導學生操作。 
3. 多感官教學：以體驗教育為主，大量提供觸覺材料，讓學生通過觸摸與接觸多種媒材

來增進社會情緒。 

三、教學評量 

1. 觀察評量:課程出席率、參與度、專心度、學習態度及小組討論之溝通表達、事件解

決策略。 

2. 實作評量:根據植物觀察日記、期末成果發表活動之學習表現評量。 

3. 口頭評量:依據課堂應答、發表情形之學習表現評量。 

4. 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中之評量結果包含質性敘述個案學習成效，含學生在班級類化表

現的結果評量。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化腐朽為神奇/認識循環種植 

影片:馬鈴薯、芹菜、番薯、羅勒 

、蔥等種植方式介紹 

/指令聽取(專注力)、規則理解 

、人際禮儀 

1 

團體形成-認識與分工 

暖身/校園植物巡禮與認養 

 

搭配平板 Plant Parent，分組學習每株

植物的客製化照護指南 

1.診斷植物病況 2.澆水量和耐寒性 

3.日照條件 4.土壤要求 

/指令聽取(專注力)、指令接收(規則理解

與個人任務)、溝通表達技巧 

2 2 

3 植物種植準備(一)/選擇植物 

分組討論:種植植物的討論、資料收集 

/規則理解、合作技巧、互動技巧 

3 多肉植物養護課程 

1. 認識不同品種的多肉植物，熟悉其

姿態與樣貌。 

2. 幾何水泥盆栽.肉肉植栽~泥作盆器:

不同黏土的特性運用、調色方法與

上色技巧的介紹與實作。) 

3. 與多肉植物結合的色彩搭配與組盆

技巧:從單一葉瓣形狀的精確拿捏，

至整株的組合的細節與技法學習。 

/指令聽取(聆聽技巧)、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與個人任務)、合作技巧 

、溝通表達技巧 

4 4 

5 

植物種植準備(二)/植物照顧說明書 

1.植物特性 2.植物照顧方式 

/規則理解、合作技巧、溝通表達技巧 

5 

6 6 

7 植物種植準備(三)/栽種方式與器皿 

1.土耕及水耕  2.寶特瓶容器製作 

/規則理解、合作技巧、溝通表達技巧 

7 

乾燥花/葉片與園藝壓花藝術製作 

 

1. 個人任務:卡片傳愛表達季 

2. 小組任務:書籤 

3. 手工雛菊花卉摺紙 

/指令聽取(聆聽技巧)、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與小組任務)、合作技巧 

、情境覺察、問題解決技巧 

8 8 

9 栽種活動(一)/種植植物1號、環境佈置 

1.種植啟用典禮  2.製作小主人姓名貼 

/規則理解、情境覺察、問題解決技巧 

9 

10 10 

11 
栽種活動(二)/ 植物觀察與照料 

1.植物觀察日記:討論成長紀錄內容 

2.植物檔案:植物小名 

/規則理解、情境覺察、問題解決技巧 

11 

12 12 



13 
栽種活動(三)/ 植物觀察與照料 

1.植物觀察日記:植物成長的紀錄 

2.植物物語:和植物對話 

/規則理解、情緒覺察、情緒表達 

13 
食農活動~手作果醬 DIY 

1. 認識熱帶水果 (百香果、芭樂)之品

種種類、採收方式、栽培與營養等 

2. 暸解果醬之歷史、製作果醬小技巧 

3. 動手做果醬~處理食材、熬煮果醬 

4. 試吃與分享果醬應用 

/指令聽取(聆聽技巧)、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與團體任務)、合作技巧 

、人際互動(分享技能) 

、尋求協助技能 

14 14 

15 園藝治療(一)/田園植物素描 

1.植物的鉛筆素描 

2.植物明信片 

/指令聽取(聆聽技巧)、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人際互動(溝通技能) 

、尋求協助技能 

15 

16 16 

17 17 

18 園藝治療(二)/田園植物彩繪 

1.植物的拓印作品 

2.植物卡片 3.交換禮物 

/指令聽取(聆聽技巧)、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人際互動(分享技能) 

、尋求協助技能 

18 

分享討論施作記錄過程成果 

(PPT 製作與相片發表) 

團體互動與相關社會技巧提問 

(期末成果分享與自我期許) 

/指令聽取(專注力)、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人際互動(分享、回饋技能)、 

團體表達(自我概念) 

19 19 

20 20 

21 

植物照顧心得分享/植物小達人 

1.植物日記分享會 

2.票選健康植物寶寶 

/指令聽取(專注力)、指令接收(規則理

解)、人際互動(回饋技能)、 

團體表達(自我概念) 

21 

22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潛能二班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四年級學習策略

(融入國語文) 

（共8節） 

A組5節 

B組3節 

潛能二班 許家音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A組：403張生（疑似學障）、404李生（學障）、404王生（疑似學障） 
B組：401黃生（情障）、402陳生（學障/自閉症/輕度）、404賴生（疑似學障）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A組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組字規則、圖像聯想、集中識字與部件意義化策略，

學習認識常用字並提升國字提取能力，應用到考試與日常生活中。 

2.在小團體課程中，使用平板上網查找造句範例或透過情境圖像聯想方式，提

升造句能力，並應用到考試與日常生活中。 

3.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超六條Super Six」閱讀理解策略 (連結、預測、提

問、監控、視覺化、摘要)，提升課文閱讀理解能力，並應用到考試與日常生

活閱讀中。 

 

B組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各種學習資源，將學習內容和自己的經驗產生連結，

增進國字提取與寫作能力，並應用到考試與日常生活中。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各種學習資源，找出並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將文本

化繁為簡，提升閱讀理解，應用到考試與日常生活閱讀中。 

 

使用的學習策略： 

1.特學1-II-8 將學習內容和自己的經歷產生連結。 

2.特學1-II-7 將學習材料化繁為簡，加深記憶。  

3.特學1-II-11 說出文章內容的重點與重要概念。  

4.特學3-II-2 運用各種學習資源。 

教學

與 

評量

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1)參考南一版四年級國語 
(2)分析學生先備能力 
(3)加強前後教材的新舊連結 
(4)系統化教學方式 
2.教學方法 
(1)多媒體應用 



(2)集中識字與部件建議意義化教學 
(3)線上遊戲或測驗 
3.教學評量 
(1)觀察評量：課程參與態度、專心度 
(2)紙筆評量：學習單評量、隨堂測驗 
(3)口頭評量：發言與回饋 

教學安排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第一課  窗口邊的台灣欒樹 1 第一課 「火旁」龍慶元宵 

2 第一課 窗口邊的台灣欒樹 2 第一課 「火旁」龍慶元宵 

3 第二課 奶奶的排骨粥 3 第二課 看戲 

4 第三課 充滿希望的五味屋 4 第三課 舞吧！小飛魚 

5 第四課 玉山之歌 5 第四課 蝶之生 

6 第五課 高舉台灣之光 6 第五課 活出生命奇蹟 

7 第六課 台灣的驕傲 7 第六課 走過就知道 

8 語文天地一、二 8 語文天地一、二 

9 考試技巧訓練 9 考試技巧訓練 

10 考試技巧訓練 10 考試技巧訓練 

11 期中評量 11 期中評量 

12 第七課 到此藝遊 12 第七課 不一樣的母親花 

13 第八課 四季的頭髮 13 第八課 屋頂上的野貓 

14 第九課 阿白觀察記 14 第九課 用一公斤愛嘉明湖 

15 第十課 老鼠嫁女兒 15 第十課 想像與發明 

16 第十一課 豆粥婆婆 16 第十一課 小事物大驚奇 

17 第十二課 戴斗笠的地藏 17 第十二課 九蛙傳奇 

18 語文天地三、四 18 語文天地三、四 

19 考試技巧訓練 19 考試技巧訓練 

20 考試技巧訓練 20 考試技巧訓練 

21-
22 期末評量 21 期末評量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潛能二班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四年級學習策略

(融入數學) 

（共6節） 

A組4節 

B組2節 

潛能二班 許家音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A組：403張生（疑似學障）、404李生（學障）、404王生（疑似學障） 
B組：401黃生（情障）、402陳生（學障）、404賴生（疑似學障）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A組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定位版、計算機、數學桌遊、多媒體或教具，學習

基礎運算能力，解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學問題。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多媒體影像、教具操作或圈選題目中關鍵字，學習

理解題意並依序列出算式，解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學問題。 

3.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約定與作業相關之行為契約，學習主動依時限完成

並繳交作業，提升學習態度與動機。 

 

B組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運用各種學習資源，指出文章內容相關處或前後關

係，理解題意並列出算式，解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學問題。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運用各種學習資源，發現並留意自己學習時常犯的

錯誤，發展後設認知策略，解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學問題。 

 

使用的學習策略： 

1.特學1-II-9 指出文章內容相關處或前後關係。  

2.特學3-II-2 運用各種學習資源。 

3.特學4-II-2 發現並留意自己學習時常犯的錯誤。  

 

教學

與 

評量

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1)康軒版四年級數學 

(2)實物教具 

(3)學習單 

2.教學方法 

(1)多媒體輔助教學。 

(2)實際教具操作 

(3)圖畫解題 



(4)學習單輔助 

3.教學評量 

(1)課程參與態度、專心度、發表情形                
(2)口頭回答 
(3)隨堂考試 

教學安排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U1一億以內的數 1 U1多位數的乘與除 

2 U1一億以內的數 2 U1多位數的乘與除 

3 U2整數的乘法 3 U2四邊形 

4 U2整數的乘法 4 U2四邊形 

5 U3角度 5 U3簡化計算 

6 U4整數的除法 6 U4周長與面積 

7 U4整數的除法 7 U4周長與面積 

8 U5三角形 8 U5小數乘法 

9 U5三角形 9 U5小數乘法 

10 考試技巧訓練 10 考試技巧訓練 

11 期中評量 11 期中評量 

12 U6整數四則計算 12 U6等值分數 

13 U6整數四則計算 13 U6等值分數 

14 U7分數 14 U7數量規律 

15 U7分數 15 U7數量規律 

16 U8容量與重量的計算 16 U8概數 

17 U9小數 17 U9時間的計算 

18 U10統計圖 18 U10立方公分 

19 考試技巧訓練 19 考試技巧訓練 

20 考試技巧訓練 20 考試技巧訓練 
21-
22 期末評量 21 期末評量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特需 

四年級社會技巧 
1節 潛能二班 許家音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401黃生（情障/ADHD）、402陳生（學障/自閉症/輕度）、403孫生（情障/ADHD） 

核心

素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圖卡、繪本或團體討論，學習嘗試因應與處理基本的

情緒及壓力，並應用到生活中，紓解自身壓力。

2.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討論訂定行為契約，學習遵守團體規範，應用到生活

中，提升人際關係。

3.在小團體課程中，透過影片、桌遊或情境小劇場，增進口語表達或非口語溝

通能力，應用在遇到困難或衝突情境時，能正確尋求協助。

教學

與 

評量

說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以 PPT 或影片輔助，呈現教材內容，將策略條列式講述。

(2)搭配桌遊教材，以實際操作方式練習所學的策略於生活中。

(3)藉由紙本、活動遊戲或角色扮演進行相關練習。

(4)分析學生先備能力，擬定適合的學習目標。

二、教學方法

採認知行為學派教學法:讓學生瞭解步驟（步驟是可以複誦或成為內在語言）、教師示範、學

生在情境中的角色扮演、練習、回饋、重視類化及遷移等特色。

三、教學評量

(1)課程參與度、專心度、學習態度。

(2)運用多元評量來檢核學生表現：如實作、口頭分享、問答、分組競賽、角色扮演。

教學安排

週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2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1 同理心-換位思考 

2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2 同理心-換位思考 

3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3 同理心-換位思考 

4 行為契約探討與訂定 4 同理心-換位思考 

5 團體規範的重要性 5 解決衝突的技巧 

6 團體規範的重要性 6 解決衝突的技巧 



7 團體規範的重要性 7 解決衝突的技巧 

8 團體規範的重要性 8 解決衝突的技巧 

9 處理負面情緒的正確方式 9 尋求協助的技巧

10 處理負面情緒的正確方式 10 尋求協助的技巧

11 處理負面情緒的正確方式 11 尋求協助的技巧 

12 處理負面情緒的正確方式 12 尋求協助的技巧 

13 情緒桌遊 13 口語表達訓練 

14 情緒桌遊 14 口語表達訓練 

15 情緒桌遊 15 口語表達訓練 

16 情緒桌遊 16 口語表達訓練 

17 紓壓的多元方式 17 突發事件模擬演練

18 紓壓的多元方式 18 突發事件模擬演練

19 紓壓的多元方式 19 突發事件模擬演練

20 紓壓的多元方式 20 突發事件模擬演練

21-
22 紓壓的多元方式 21 突發事件模擬演練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略

(融入國語文) 
2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五年級學習障礙學生2位、五年級疑似學習障礙學生1位、五年級情緒行為障
礙學生2位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述、組字規則、字形演變、字族及相似字教學

，精熟國字學習策略以提升字形區辨與識字能力，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

活中。

2.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述、拼字操作、組字聯想與書寫練習等方式，

運用組字規則，提升部首部件知識以增進國字提取能力，並願意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

3.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六何法、運用刪除及歸納形成主題句、心智圖等

方式，學習閱讀技巧提升文意統整及閱讀理解能力，並願意應用到日常

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年國教課綱-特殊需求領域-學習策略」編訂課程、翰林版五年級國語文教材

內容。

2. 教材以分析翰林版五年級國語文生字為主，自編學習單作為教學內容。

3. 分析學生能力及學習需求，擬定合適學習目標與教材。

4. 參考網站與資料:教育雲線上字典及全字庫、大腦語言實驗室字詞資料庫、國際電腦

漢字及異體字資料庫。

二、教學方法 

1. 識字教材內容參考字頻等級，以高頻字為主要教學內容進行教學。

2. 採集中識字教學法，以單一部件為主題延伸，引導形近字以擴充識字量。

3. 透過視覺圖像或字形演變等學習策略，以圖像輔助說明，提升國字記憶。

4. 運用 PPT 拆解生字，進行國字拼組操作或配對遊戲。

5. 結合多媒體及線上測驗遊戲平台，提升並維持學習動機。
三、教學評量

1. 課堂觀察:課堂出席率、參與度、專心度與學習態度。

2. 口頭評量:口語應答、發表、提問等學習表現。

3. 實作評量:組字操作、配對遊戲，評量實際操作表現。

4. 紙筆評量:以學習單練習、隨堂測驗等評量學習成效。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3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圖像法
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3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圖像(字形演變)

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3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填空
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3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與改錯題

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3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

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3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

3.錯字標記整理

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1-3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1-3 
1.分組分段:刪除訊息 2.語詞歸納

3.選擇與創造主題句

5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1-3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5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1-3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4-6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義連結
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4-6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義連結

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4-6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填空
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4-6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與改錯題

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4-6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

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4-6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3.記憶策略

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4-6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4-6 
1.分組分段:刪除訊息 2.語詞歸納

3.選擇與創造主題句

10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4-6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10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4-6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1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7-9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體演變

1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7-9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義連結

1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7-9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3.相似字填空
1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7-9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與改錯題

1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7-9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

1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7-9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3.生字筆記

1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7-9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1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7-9 
1.分組分段:刪除訊息 2.語詞歸納

3.選擇與創造主題句



15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7-9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15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7-9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1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0-12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體演變

1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0-12 
1.拼字遊戲 2.語詞對對碰

3.提取策略:字義連結

1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0-12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3.相似字填空
1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0-12 
1.拼字遊戲 2.部件拆解

3.相似字與改錯題

1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0-12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
1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0-12 
1.文字拆解 2.提取策略:口訣3.複習策略

1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10-12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1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10-12 
1.分組分段:刪除訊息 2.語詞歸納

3.選擇與創造主題句

20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10-12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20 

閱讀理解策略(二)課文心智圖/ch10-12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21 
學期總檢討與評量 21 學期總檢討與評量

22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數學 

(融入學習策略) 
5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五年級學習障礙學生1位、五年級疑似學習障礙學生1位、五年級情緒行為障
礙學生1位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步驟引導、重點提示、圖示法、工具操作

及解題策略等方式，學習五年級數學學科知識以增進概念理解能力，並

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2.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重點劃記、關鍵字圈選、圖像化提示及題

型演練等方式，精熟數學學習策略以提升五年級推理與解題能力，並願

意應用到日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3.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步驟引導、重點提示及題型練習等方式，

精熟五年級數學中的基礎運算規則以增進計算正確性，並願意運用的日

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參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康軒版五年級數學教材內容。

2. 分析學生先備知識與起點能力，進行教材規劃與設計。

3. 加強新舊課程與教材的前後銜接。

二、教學方法

1. 講述教學法  2.系統化教學  3.多媒體應用  4.教具操作  5.題型演練

三、教學評量

1. 課堂表現:課堂參與度、專心度及學習態度。

2. 口頭評量:應答、提問及發表情況。

3. 實作與紙筆評量:課堂操作表現、隨堂測驗、紙筆測驗、作業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1.多位小數與加減/1-1認識多位小數、

1-2小數的大小比較

1-3多位小數的加減、1-4小數取概數

1 1.體積/1-1長方體與正方體的體積、

1-2認識1立方公尺、

1-3簡單複合形體的體積2 2 

3 
2.因數與公因數/2-1整除、2-2因數、

2-3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

3 2.分數的計算/2-1整數×分數、

2-2分數×分數、2-3被乘數、乘數與積的關

係、2-4分數÷整數 
4 4 

5 3.倍數與公倍數

/3-1倍數、3-2判別2、5、10的倍數、 

3-3公倍數和最小公倍數

5 3.容積/3-1認識容積、3-2容量和容積的關

係及單位換算、3-3不規則物體的體積、

3-4生活中的容量單位6 6 



7 4.擴分、約分與通分
/4-1擴分、4-2約分、4-3通分和分數的大小

比較、4-4用分數表示整數相除的結果 

7 
4.小數的乘法

/4-1三位小數的整數倍、4-2整數的小數倍 

、4-3小數的小數倍、 

4-4被乘數、乘數與積的關係
8 8 

9 
5.多邊形與扇形

/5-1多邊形、5-2三角形的邊長關係、 

5-3三角形和四邊形的內角和、

5-4扇形與圓心角

9 
5.十進位結構/5-1億以上的數、

5-2數的十進位結構

10 10 6.整數、小數除以整數
/6-1整數÷整數(商是小數)、 

6-2小數÷整數、6-3分數化為小數、

6-4小數化為分數

11 6.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6-1異分母分數的加法、6-2異分母分數的減

法、6-3分數的應用 

11 

12 12 

13 
7.線對稱圖形/7-1認識線對稱圖形、

7-2對稱點、對稱邊和對稱角、

7-3繪製線對稱圖形、

7-4線對稱圖形的應用

13 
7.表面積/7-1正方體的表面積、

7-2長方體的表面積、7-3探索表面積

14 14 8.比率與百分率/8-1認識比率、
8-2認識百分率、8-3小數、分數與百分率的

互換、8-4百分率的應用 15 
8.整數四則運算/8-1兩步驟連除問題、

8-2多步驟問題、8-3分配律、8-4平均問題

15 

16 16 9.時間的乘除/9-1時間的乘法、

9-2時間的除法、9-3時間的應用、

9-4時間的單位換算17 9.面積/9-1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9-2三角形的面積、9-3梯形的面積、

9-4複合圖形的面積

17 

18 18 10.生活中的大單位與折線圖
/10-1公里和公尺、10-2公噸和公斤、 

10-3公畝、公頃、平方公里、

10-4繪製折線圖

19 10.柱體、錐體和球
/10-1柱體和錐體的分類與命名、 

10-2角柱和角錐的構成要素及關係、

10-3面與面的關係、

10-4柱體和錐體的展開圖、10-5球

19 

20 20 

21 

21 學期總複習與檢討 
22 學期總複習與檢討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輔助科技應用 1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六年級學習障礙學生2位(讀寫障礙)、五年級學習障礙學生2位(讀寫障礙)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學習及實作練習中，透過講解、示範、分解步驟、實際操作及

打字練習，學習中文輸入法的指法與規則，增進電腦打字技能，並願意

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2. 能在課堂活動及實作練習中，透過講解、示範、分解步驟、實際操作及

打字練習，熟練中文打字技能來提升並輔助書寫表達，並願意應用到日

常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年國教課綱-特殊需求領域-輔助科技應用」編訂課程。

2. 參考線上中文打字網站輔助教學:校園打字遊戲、趣味中打、中打基本功等網站。

3. 自編中文打字鍵盤指法練習教材，增進中文打字基礎。

二、教學方法

1. 系統化教學:依難易程度分初中高進階課程，熟習鍵盤指法後進行中文打字練習。鍵

盤指法練習依規則安排先後順序教學。

2. 工作分析法:學習內容拆解成步驟引導說明。

3. 採分段練習以精熟注音輸入法技能。

三、教學評量

1. 行為觀察:課堂出席率、參與度、專心度及學習表現。

2. 口頭評量:口頭應答及發表、小組討論與合作學習表現。

3. 實作評量:參照打字正確率及每分鐘字數等標準，評量課堂操作表現與學習成效。

4. 作業評量:依課堂作業規定，評量作業表現。參酌作業繳交率。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中文打字基礎/ 
1.認識鍵盤與指法、

2.認識注音輸入法、3.輸入標點符號、

4.打字遊戲

1 打字實作中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

3.ㄍㄎㄏ、ㄞㄟㄠㄡ指法練習與測驗

4.打字闖關遊戲

2 2 

3 3 

4 4
打字實作高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5 打字實作初階/ 
1.鍵盤規則說明、2.指法規則說明

3.基本功練習

5 
2.基本功練習、3.ㄇ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字數50以下)

6 6 打字實作高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3.ㄈ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字數50以下)
7 打字實作初階/

1.定位列指法說明①ㄑ列、2.基本功練習

7 

8 8 打字實作高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3.ㄆ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字數50以下)

9 打字實作初階/ 
1.定位列指法說明②ㄨ列、2.基本功練習

9 

10 10 

11 
打字實作初階/

1.定位列指法說明③ㄕㄘ

2.基本功練習、3.打字闖關遊戲

11 打字實作高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3.ㄅ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

12 12 

13 13 

14 打字實作中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2.基本功練習、

3.一ㄨㄩ、ㄐㄑㄒ指法練習、

4.打字闖關遊戲

14 打字實作進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3.各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字數100)

15 15

16 16 

17 打字實作中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

3.ㄅㄆㄇㄈ、ㄚㄛ指法練習與測驗

4.打字闖關遊戲

17 
打字實作進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3.各列指法練習、

4.中文打字練習(字數100)

18 18 

19 19 

20 
打字實作中階/
1.定位列打字練習

2.基本功練習

3.ㄉㄊㄋㄌ、ㄜㄝ指法練習與測驗

4.打字闖關遊戲

20 

打字實作進階/打字綜合測驗 
1.語詞篇
2.文章篇

21 

21 
22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社會技巧 2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五年級情緒行為障礙學生4位、六年級情緒行為障礙學生4位、六年級疑似情
緒行為障礙學生1位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ppt、影片、繪本故事及情境事件，以小組互動

、討論發表、角色扮演及行為演練等方式，學習情緒人我覺察，提升情

緒處理應對與情緒管理能力，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2.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ppt、影片、繪本故事及情境事件，以小組互動

、討論發表、角色扮演及行為演練等方式，學習面對壓力與挫折，提升

挫折與壓力的耐受能力，並願意應用的日常生活中。

3.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ppt、影片、繪本故事及情境事件，以小組互動

、討論發表、角色扮演及行為問題演練等方式，學習分析行為後果，能

依據後果調整行，增進正向行為表現與問題解決能力，並願意應用到日

常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年國教課綱-特殊需求領域-社會技巧」編訂課程。

2. 課程教材以 PPT 方式編彙，運用工作分析法，將社交技巧以步驟方式呈現引導。

3. 分析學生現況能力與學習需求，擬定合適的學習目標與內容。

4. 參考資料:當我們童在一起、繪本花園、EQ 情緒教育教材、挫折復原力繪本、親子天

下情緒寶盒、親子天下學習與教育系列叢書、親子教育相關網路資源。

二、教學方法 

1. 依學生個別能力與特殊需求，採差異化及多層次教學。

2. 使用繪本故事、故事圖卡、團體討論、桌遊遊戲、生活情境事件及情境扮演。

3. 採直接教學，教師步驟引導與示範。安排課堂練習精熟社交技巧，適時回饋增強。

4. 融入實際生活事件進行隨機教學，加強學習類化與遷移。

三、教學評量

1. 觀察評量:課程出席率、參與度、專心度、學習態度及小組討論。

2. 實作評量:情境演練時，以行為演練、合適策略應用及行為調整作為評量。

3. 口頭評量:課堂應答、發表之學習表現。

4. 紙筆評量:以學習單或文字作答情況評量學習成效。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情緒探索(處己) 1 情緒管理(情境篇) 



2 /認識情緒:【負面情緒面面觀】 2 /情緒百寶箱1:【冷靜妙管佳】

1.情境扮演 2.情緒事件簿
3 壓力初探(處己) 

/認識挫折與困難:【挫折的由來】

3 

4 4 面對壓力(處己、處人) 

克服挫折逆境/:【恢復力的練習】 

1.挫折繪本:<愛哭也沒關係>

2.角色扮演
5 

情緒探索(處人) 

/認識情緒:【負面情緒原由】

5 

6 6 情緒管理(情境篇) 

/情緒百寶箱2:【情緒強度與指數】 

1.情境扮演 2.情緒事件簿
7 壓力初探(處人) 

/認識挫折與困難:【挫折的由來】(一)

7 

8 8

9 
情緒探索(處人、處己) 

/認識情緒:【解讀情緒】

9 面對壓力(處己、處人) 

克服挫折逆境/:【恢復力的練習】 

1.挫折繪本:<得不到也沒關係>

2.角色扮演
10 10

11 學期檢討&回顧 11 學期檢討&回顧  

12 壓力覺察(處己、處人) 

/克服困難:【挫折的由來】(二)

12 情緒管理(情境篇) 

/情緒百寶箱3:【自我對話】 

1.情境扮演 2.情緒事件簿
13 13 

14 情緒控制(處己、處人) 

/面對情緒:【與情緒共處】

14 

15 15 面對壓力(處己、處人) 

克服挫折逆境/:【恢復力的練習】 

1.挫折繪本:<慢一點也沒關係>

2.角色扮演

16 壓力覺察(處己、處人) 

/克服克難:【挫折應對力】

16 

17 17 

18 情緒覺察(處人、處己) 

/情緒覺察:我你情緒地圖

18 
情緒管理(情境篇) 

/情緒百寶箱4:【暫停/轉移注意】 

1.情境扮演 2.情緒事件簿

19 19 

20 
面對壓力(處己) 

/克服挫折逆境:【提升挫折應對力】

20 

21 

21 學期檢討&回顧

22 學期檢討&回顧



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年度  資源班  課程計畫
領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數 班級 教學者 

生活管理 1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年級 
/障礙類別 

五年級情緒障礙學生4位、六年級情緒障礙學生2位、六年級疑似情緒障礙學
生1位 

核

心

素

養 

A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或班級情境中，透過聽講、討論、發表、目標設定、實際

執行、計畫調整，以及檢核結果等方式，學習自我管理的方法及實踐計

畫的能力，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或相關活動當中。

2. 能在課堂活動或班級情境中，透過聽講、討論、發表、目標設定、實際

執行、計畫調整，以及檢核結果等方式，學習自我決定與自我負責的態

度與能力，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或相關活動當中。

3. 能在課堂活動或班級情境中，透過聽講、討論、發表、目標設定、實際

執行、計畫調整，以及檢核結果等方式，學習自我省思與增強，具備自

我肯定能力，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或相關活動當中。

教

學

與 

評

量

說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年國教課綱-特殊需求領域-生活管理」編訂課程。

2.自編生活管理課程內容，設計個人行為檢核表，配合獎勵制度並設計學習活動，將自

我決策與自我增強的行動融入其中。

3. 分析學生的適應現況、特質與起點能力，依據差異，設計個別化的教材與學習內容，

提升學生生活管理與自我賦權。

二、教學方法 

1. 依學生個別能力與特殊需求，採差異化及多層次教學。

2. 教學方式運用「說明、示範、練習、回饋」。引導學生目標的擬定與執行、修正與檢

核。提供可行具體之建議，促進討論溝通，引導自我決策與管理。

三、教學評量: 

1. 觀察評量:課堂參與度、專心度與行為表現。

2. 口頭發表:口頭應答及發表、小組討論之學習表現。

3. 實作評量:課程中各表單執行表現。

4. 紙筆評量:行為檢核表、自評表之學習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行為面面觀:團體常規(一) 

/班級教室規範與行為管理 

1 我的成長計畫(一) 

/自我增能與行為管理 2 2 

3 個人好表現:行為表現與約定(一) 3 目標 gogo:擬定計畫(一) 



4 /約定正向行為目標 4 /設定正向行為目標 

5 每週行為檢核表:例行檢核(一) 

/約定檢核方式 

5 個人檢核表單設計:例行檢核(一) 

/設定具體檢核、執行方式 6 6 

7 點數存摺:獎勵制度與行為後果(一) 

/加分與獎勵約定 

7 個人點數存摺:獎勵制度與行為後果(一) 

/設定加分與獎勵方式 8 8 

9 好行為紀錄表:表現結果與反省(一) 

/自我評分與勉勵 

9 個人成長紀錄:表現評量與省思(一) 

/自我評分與勉勵 10 10 

11 行為面面觀:團體常規(二) 

/校園規範與行為管理 

11 我的成長計畫(二) 
/自我增能與行為管理 12 12 

13 個人好表現:行為表現與約定(二) 

/正向行為目標的設定與調整 

13 目標 gogo:擬定計畫(二) 
/設定正向行為目標 14 14 

15 每週行為檢核表:例行檢核(二) 

/檢核方式的約定與調整 

15 個人檢核表單設計:例行檢核(二) 
/設定具體檢核、執行方式 16 16 

17 點數存摺:獎勵制度與行為後果(二) 

/加分獎勵約定的約定與調整 

17 個人點數存摺:獎勵制度與行為後果(二) 

/設定加分與獎勵方式 18 18 

19 好行為紀錄表:表現評量與反省(二) 

/自我評分與勉勵 

19 個人成長紀錄:表現評量與省思(二) 
/自我評分與勉勵 20 20 

21 
學期回顧與檢討 21 學期回顧與檢討 

22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資源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學習策略

(融入國語文) 
3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六年級學習障礙學生2位、六年級情緒行為障礙學生2位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述、組字規則、字形演變、字族及相似字教學

，精熟國字學習策略以提升國字學習，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2.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述、組織策略、記憶策略等方式引導，精熟國

字認知策略以提升國字提取能力，並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3.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六何法、運用刪除及歸納形成主題句、文章結構

圖等方式，學習閱讀技巧提升文意統整及閱讀理解能力，並願意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依據「12年國教課綱-特殊需求領域-學習策略」編訂課程、南一版六年級國語文教材

內容。

2. 教材以分析南一版六年級國語文生字為主，自編學習單作為教學內容。

3. 分析學生能力及學習需求，擬定合適學習目標與教材。

4. 參考網站與資料:教育雲線上字典及全字庫、大腦語言實驗室字詞資料庫、國際電腦

漢字及異體字資料庫。

二、教學方法 

1. 採集中識字教學法，以單一部件為主題延伸，引導形近字以擴充識字量。

2. 透過視覺圖像或字形演變等學習策略，以圖像輔助說明，提升國字記憶。

3. 識字教材內容參考字頻等級，以高頻字為主要教學內容進行教學。

4. 運用 PPT 拆解生字，進行國字拼組操作或配對遊戲。

5. 結合多媒體及線上測驗遊戲平台，提升並維持學習動機。
三、教學評量

1. 課堂觀察:課堂出席率、參與度、專心度與學習態度。

2. 口頭評量:口語應答、發表、提問等學習表現。

3. 實作評量:組字操作、配對遊戲，評量實際操作表現。

4. 紙筆評量:以學習單練習、隨堂測驗等評量學習成效。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3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圖像法
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3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圖像法



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3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3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3 
1.相似字填空 2.記憶策略:口訣

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3 

1.相似字與改錯題 2.記憶策略:口訣

3.錯字標記整理

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1-3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1-3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5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1-3 

1.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5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1-3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4-6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義連結
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4-6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義連結

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4-6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4-6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4-6 
1.相似字填空 2.記憶策略:口訣

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4-6 

1.相似字與改錯題 2.記憶策略:口訣

3.記憶策略

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4-6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4-6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10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4-6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10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4-6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1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7-9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形演變

11 
國字策略(一)部首/ch7-9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義連結

1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7-9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12 

國字策略(二)部件/ch7-9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1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7-9 
1.相似字填空 2.記憶策略:口訣

13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7-9 

1.相似字與改錯題 2.記憶策略:口訣

3.生字筆記

1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7-9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14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7-9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15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7-9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15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7-9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1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0-12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形演變

16 
國字策略(一)部首/ch10-12 
1.部首整理與分類 2.部首意義

3.記憶策略:字義連結

1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0-12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17 

國字策略(二)部件/ch10-12 
1.部件提取 2.形聲字

1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0-12 
1.相似字填空 2.記憶策略:口訣

18 
國字策略(三)解字聯想/ch10-12 
1.相似字與改錯題 2.記憶策略:口訣

3.複習策略

1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規則/ch10-12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19 
閱讀理解策略(一)摘要策略/ch10-12 

1.分段:刪除訊息 2.主題句

3.文章結構大意

20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10-12 

1.分段大意 2.課文大意
20 

閱讀理解策略(二)文章結構圖/ch10-12 
1.摘要分段大意 2.統整課文大意

21 
學期總檢討與評量 21 學期總檢討與評量

22 



臺北市濱江國民小學113學年度  潛能班  課程計畫 

領域課程 
/特需課程 

每週節數 班級 教學者 

數學 
(融入學習策略) 

5節 潛能二班 謝倍姍 

教學對象/年級 
/障礙類別  六年級學習障礙學生2位、六年級情緒行為障礙學生1位(ADD)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行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參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目標 
(整合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 

1.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步驟引導、重點提示、圖示法、工具操作

及解題策略等方式，學習六年級數學學科知識以增進概念理解能力，並

願意應用到日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2.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重點劃記、關鍵字圈選、圖像化提示及題

型演練等方式，精熟數學學習策略以提升六年級推理與解題能力，並願

意應用到日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3. 能在課堂活動中，透過講解、步驟引導、重點提示及題型練習等方式，

精熟六年級數學中的基礎運算規則以增進計算正確性，並願意運用的日

常生活與相關活動當中。 

教

學

與 
評

量

說

明 

一、教材編輯與資源 

1. 參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數學領域」、康軒版六年級數學教材內容。 
2. 分析學生先備知識與起點能力，進行教材規劃與設計。 
3. 加強新舊課程與教材的前後銜接。 
二、教學方法 

1. 講述教學法  2.系統化教學  3.多媒體應用  4.教具操作  5.題型演練 

三、教學評量 

1. 課堂表現:課堂參與度、專心度及學習態度。 

2. 口頭評量:應答、提問及發表情況。 

3. 實作與紙筆評量:課堂操作表現、隨堂測驗、紙筆測驗、作業表現。 

教學安排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週
次 

單元名稱/內容 

上學期  下學期 

1 1. 最大公因數與最小公倍數 
/1-1質數與合數、1-2質因數和質因數分解、

1-3最大公因數、1-4最小公倍數 

1 
1.小數與分數的計算 

/1-1小數四則計算、1-2分數四則計算、 

1-3小數與分數的混合計算、1-4簡化計算 
2 2 

3 2. 分數除法/2-1最簡分數、2-2同分母分數

的除法、2-3異分母分數的除法 
3 

4 4 2.速率的應用/2-1平均速率問題、 
2-2相離與相遇問題、2-3追趕問題、 

2-4流水問題 5 3.數量關係/3-1和不變、3-2差不變、  5 



6 3-3商不變、3-4積不變、3-5堆疊問題  6 

3.柱體體積與表面積/3-1柱體的體積、 
3-2複合形體的體積、3-3柱體的表面積 

7 4.小數除法/4-1整數÷小數、 
4-2小數÷小數、4-3小數除法的應用、 

4-4被除數和商的關係 

7 

8 8 

9 
5.比與比值/5-1比與比值、 
5-2相等的比、5-3比的應用 

9 4.基準量與比較量/4-1基準量與比較量、 
4-2基準量與比較量的應用(兩量之和)、 

4-3基準量與比較量的應用(兩量之差) 
10 10 

11 11 

12 6.圓周長與扇形周長/6-1認識圓周率、 
6-2圓周長、6-3扇形周長 

12 
5.怎樣解題/5-1和差問題、5-2年齡問題、 

5-3雞兔問題、5-4組合問題 
13 13 

14 7.圓面積與扇形面積/7-1圓面積、 
7-2扇形面積 

14 

15 15 
6.圓形圖/6-1圓形百分圖、6-2圓形圖、 

6-3圓形百分圖和圓形圖的應用、 

6-4認識可能性 

16 
8.認識速率/8-1速率、8-2距離、 

8-3時間和速率的關係 

16 

17 17 

18 18 

19 9.放大圖、縮圖與比例尺 

/9-1繪製放大圖和縮圖、 

9-2放大圖與縮圖、9-3比例尺 

19 
學期總複習與檢討 

20 20 

21 
21 六年級畢業週 

22 學期總複習與檢討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會議時間：113年 6月 18日上午 8時 20分 

貳、會議地點：聯合辦公室 

參、會議主席：吳校長勝學 

肆、會議記錄：吳政達 

伍、出席人員：本校特推會委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略 

柒、前次決議事項報告： 

一、審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費補助

申請案。 

二、審查本校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申請案。 

三、審查本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幼班 IEP。 

四、審查本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幼班課程計畫。 

五、審議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計畫》修訂〈依據〉。。 

六、審議本校《特殊教育工作職責暨偶發事件處理原則》。 

捌、業務報告： 

一、112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詳閱《112學年度下學期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檢核表》(附件一)。 

二、112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生鑑定安置審查結果。 

送鑑輔會15人(重新評估3人、疑似生複評 5人、新轉介7人)，鑑輔會決

議：9人判確認生，6人判疑似生。 

三、113學年度新生入學國小鑑定安置結果。 

送鑑輔會6人，4人判確認生(其中1人轉大直特教班)，2人判疑似生； 

轉入確認生2人(永安及文湖轉入)。 

四、113學年度新生入學國中鑑定安置結果。 

畢業特生9人，有2人放棄鑑定。跨階段鑑定送鑑輔會5人，3人判確認

生，2人判疑似生；確認生跨階段轉銜2人(確認身分延用至七年級)。 

五、113學年度彈性調整國小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結果。 

未加權計算：特教學生51人，師生比為1:12.75；加權計算後分數為

69.5(67.5+2)，加權後師生比為1:17.375；無須調整人力，113學年度資源

班2班4位資源班教師。 

六、因特教法修法第 31條第 2項「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

學前訂定；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

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為配合一年級個別



化教育計畫(IEP)擬定的期程，113學年度的 IEP審查改在新學年第一次

特推會審查。 

玖、討論事項： 

一、本校附幼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特教助理員工作考核結果暨 112 學年

度續聘案。 

說明：依特教助理員考核要點，以及本校113年6月14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

特殊教育助理員年度工作考核會議」辦理。 

建議：國小部特教助理員陳逸婷及幼兒園特教助理員梁嘉珮、劉玉婷、簡佳

琪、余玉嬅、劉碧如之考核成績列為甲等，新學期擬續聘之。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本學期6位特教助理員考績皆列為甲等。 

下學期續聘國小部陳逸婷，附幼梁嘉珮、劉玉婷、簡佳琪、余玉嬅、

劉碧如。 

二、審查本校 113學年度國小暨幼兒園兼任鐘點特殊教育助理員申請案。 

說明：1.特幼班核定1人每週40小時。(公文未到)。 

2.普幼擬申請6生共120小時。 

3.國小擬申請4生共40小時。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113學年依評估時數申請兼任鐘點特殊教育

助理員。 

三、審議本校 113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學習適性編班安置案。 

說明：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要點，以及本校113年6月13日之

「112學年度個案輔導安置會議」決議。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113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學習適性編班安

置案(一、三、五年級共 3案)，並送交編班委員會備查。 

四、審議本校 113學年度資源班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說明：1.113特教課程撰寫分配一覽表 

 
2.詳閱《112學年度潛能班課程計畫》(附件二)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資源班113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 



五、審議本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幼班課程計畫(更新版) 

詳閱《更新版課程計畫》(附件三)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特幼班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更新版課程計畫。 

六、審議本校 113學年度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 

說明：依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北市教特字第1133049589號函(為辦理臺北

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

數一案)，以及本校113年6月12日「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

班級人數彙整表」辦理。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鄭○浩、何○翰及潘○華3案申請普通班減少

班級人數。 

七、審議本校二年級黃生放棄特教服務案。 

說明：二年級黃○於本學期鑑定為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因為將轉學，家長

希望在新學校不要特教服務，故放棄特教學生身分。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二年級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黃生放棄特教身分

學生。 

八、審議本校本學期修訂《偶發事件處理原則》。 

詳閱《偶發事件處理原則》(附件四)。 

決議：出席委員全數同意通過：本校修訂之《偶發事件處理原則》。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密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時間：113年 6月 18日(星期二)8時 20分 

地點：聯合辦公室 

主席：吳勝學校長 

紀錄：吳政達特教組長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校長室 校長 吳勝學 
台北通簽到 

08:25:48 

教務處 教務主任 李嘉奇 
台北通簽到 

08:35:40 

學務處 學務主任 蔡朝現  

總務處 總務主任 徐春星 
台北通簽到 

08:25:04 

輔導室 輔導主任 李依娟 
台北通簽到 

08:28:31 

幼兒園 幼兒園主任 李惠如 
台北通簽到 

08:23:31 

教務處 註冊組長 高珮文 
台北通簽到 

08:29:23 

輔導室 特教組長 吳政達 
台北通簽到 

08:09:34 

輔導室 輔導組長 黃祈穎 
台北通簽到 

08:26:51 



教務處 
教師會 

代表 
江宗誠  

教務處 教師代表 郭正瑩  

輔導室 
特教教師 

代表 
康蕙如 

台北通簽到 

08:24:27 

學務處 護理師 許雅惠 請假 

家長會 家長代表 林慧鈞 
台北通簽到 

08:34:23 

資源班 家長代表 陳雯渝  

幼兒園 

特幼班 
家長代表 何蕙姿 

台北通簽到 

08:42:33 

身心障礙類 學生代表 彭永漢 
 

資賦優異類 家長代表 許嘉洺  

身心障礙類 學生代表 彭永漢  

幼兒園 

特幼班 
列席教師 呂宜珊 

台北通簽到 

08:19:06 

幼兒園 

特幼班 
列席家長 林冠宇 

台北通簽到 

08:18:44 
會議代碼:113941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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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13/03770302/1
保存年限：10

  
    

簽 於 113年6月18日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輔導室   

主旨：

  
檢陳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  
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依據本校113年6月18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之決議辦理。   

擬辦：　

一、

  
依會議記錄決議辦理各項工作。   

二、

  
陳閱後存查。   

  
敬陳　校長   

承辦單位 電話：02-85021571轉1201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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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133004552  
主旨：檢陳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請核示。   

★意見欄

1.濱江國小 濱江國小各組室 特教組長 吳政達 送陳/會 113/06/18 11:47:23  
擬辦：     
一、依會議記錄決議辦理各項工作。     
二、陳閱後存查。   

2.濱江國小 濱江國小各組室 輔導主任 李依娟 送陳/會 113/06/18 13:06:46  
擬辦：     
一、依會議記錄決議辦理各項工作。     
二、陳閱後存查。   

3.濱江國小 濱江國小各組室 校長 吳勝學 決行 113/06/18 13:26:41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