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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效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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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國小教師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學系副教授 2、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3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功能性課程的內涵，透過系統化教學過程，探討一位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金錢概念的情形。

為了了解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金錢的過程與效果，研究者採用單一受試多探試設計。研究過程經過為期約一週

的基準線階段、四個月的實驗教學及學習遷移測驗，及一個月間隔後的保留測驗。研究結果顯示該幼兒的數與

金錢概念在實驗前後有顯著差異，學習遷移及保留效果也很顯著。 

關鍵詞：自閉症幼兒、數概念、金錢概念 

 

壹、前言 

發展遲緩幼兒是指在溝通、認知、社會情緒發展、和動作發展某一領域或某些領域上明

顯地展現出發展落後 (developmental delay)現象的年幼兒童。他們的智商可能低於常模兩個標

準差，或行為表現比一般同年齡孩子的發展緩慢且超過十二個月以上(Bowe, 1995, 傅秀媚

譯，民 87)。發展遲緩幼兒或兒童，例如：智能不足、過動兒、自閉症、或感官知覺障礙者，

他們均有一個共同特徵：在認知的成就會較低，但可藉早期療育加以改善(許天威主編，民

83)。 

研究顯示，早期文化環境的學習刺激對發展遲緩幼兒的未來非常重要(Hayden & Haring, 

1976；Noonan & McCormick, 1993)。只要透過有效教學策略，他們可以學習，而且學得很好。

以智能不足學童的數學學習為例，王天苗(民 75)即指出： 

「智能不足兒童教師不必因『智能不足』標記，對其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過低的期望。在

肯定其學習能力之餘，對於智能不足兒童的數學補救教學似應強調具體且實用性內容，由最

基本的數學概念進而為生活應用教材。從提供智能不足學生有關數學的生活經驗中，以導引

其數學能力的發展。」 

可見，具體實用的生活經驗是發展遲緩幼兒的最佳教材。 

錢，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東西，亦是個人獨立生活的必需品。雖然，幼兒還不太需要自

己用錢，但是，如何使用金錢是每一個國民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必備的一項能力，一般幼兒如

此，發展遲緩幼兒也是如此。儲備如何使用金錢，或建立幼兒使用金錢的能力，應是培育現

代國民未來從事金錢活動的一項教育目標。又，數概念是學習金錢概念及金錢使用能力的基

礎(Jong, 1997)。 

何素華(民 84)曾使用個別化的錢幣教學課程建立了智能不足兒童的錢幣教學工作的程

序，不僅理出了數概念與錢幣使用的關係，也證明了透過通例課程設計的教學策略，特殊兒

童可以學得使用金錢的技能。有關發展遲緩幼兒的金錢學習相關研究雖然尚付闕如，但是國

外研究已發現三歲正常兒童能區分錢幣與非錢幣，且能指認錢幣(West, 1971)。Cuvo 和 R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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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的研究亦發現相同心理年齡的發展遲緩兒童與正常兒童在學習指認錢幣與說出硬幣名

稱之結果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對於自閉症幼兒應能藉著有效教學策略，建立數和金錢

的概念。 

為顧及自閉症幼兒之身心特質，數與錢幣學習活動將採個別教學進行，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有四： 

一、探討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的效果。 

二、探討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遷移的效果。 

三、檢視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之保留效果。 

四、分析與歸納結果，提供建議供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之教學參考。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有四： 

一、透過研究者的教學設計，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效果為何？ 

二、透過研究者的教學設計，自閉症幼兒所學之數與錢幣概念學習遷移的效果為何？ 

三、透過研究者的教學設計，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之保留效果為何？ 

四、分析與歸納結果，提供建議為自閉症幼兒數與錢幣概念學習之教學參考為何？ 

 

貳、文獻探討 

自閉症幼兒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

問題，造成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教育部，民 87)。宋維村(民 76)認為固定僵化

行為是自閉症的主要特徵之一，因此，避免與消除固定僵化行為是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在

此教育目標之下，有五點教育的原則需要把握： 

一、運用行為改變技術。行為改變技術不僅在中重度智能不足教育上被廣泛應用，近十

餘年來，在自閉症的教育上，也顯見其功效。舉凡增強原理中的積極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消極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處罰原理中的懲罰(punishment)、隔離(time 

out)，逐步養成原理(shaping)、連鎖策略(chaining)、類化原理(generalization)及消弱原理(extinction)

都可運用在自閉症的教育上。 

二、重視自閉症兒的發展年齡及發展順序。 

三、針對欲消除或增進的行為，予以細步化、序列化(Romanczyk & Lockshin, 1981)。 

四、把握實用化和彈性化的原則。由於自閉症孩子在學習上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類化，

容易僵化(宋維村，民 76)，因此在教育過程中，要盡可能和實際生活情境連繫，盡可能多變

化。 

五、加強家庭參與。家庭和學校密切配合，才能共同找出適當的教學目標，將學習內容

類化到家庭生活(宋維村，民 76)。 

而曾世杰、胡致芬(民 78)認為在選定和安排自閉症幼兒學習內容上的原則為：一、強調

功能；二、適才發揮；三、循序漸進；並依據一、發展的順序；二、邏輯的順序；三、需求

的順序，進行學習活動。 

數學被認為是必要、最適切及最具機能的學科。一個人若能學習好數學的概念與技巧，

他就能解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對特殊兒童來說更是重要(Valletutti, Ben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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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s-Tucker, 1996)。倘若數學的概念與技巧在幼兒階段能及早建立，對自閉症幼兒未來的社

會適應當有其實質效益。 

自閉症幼兒在學習上講求功能性的教學，而功能性數學為功能性課程的重要部份，它能

協助特殊兒童或青少年學習如何自立生活。Valletutti, Bender, & Sims-Tucker (1996)曾將功能性

數學的內容分成四大要項：基本的算術技巧、金錢交易、測量、與時間，與我國目前啟智學

校(班)課程綱要中的實用數學領域相同(教育部，民 88)。功能性數學對自閉症幼兒可依照循序

漸進的步驟，由淺入深，由簡單到複雜而完成學習目標。 

陳國龍(民 78)在「自閉症兒童唱數與點算能力發展之研究」中以 59 名三至七歲十一個月

的自閉症兒童為實驗組，及以相同數量與年齡的正常兒童為對照組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一、

唱數能力和點算能力與自閉症兒童的生理年齡有顯著相關，且與自閉症兒童的粗動作、精細

動作、溝通表達、概念理解、環境理解、身邊處理、人際社會、一般發展有顯著相關；二、

80﹪以上的自閉症兒童和全部的正常兒童受試者，生理年齡超過六歲(72 個月)後，其唱數的

終止數詞能達到 100；三、三歲自閉症兒童大多違反基數法則及一對一對應法則。 

教導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錢幣的概念可用直接教導法和系統化教學法。直接教導法是一

系列提供教師在教學設計、教學組織、教學技術上參考的一套教學模式。它以教師為主體，

強調教師在教學前應直接分析各項教學元素，運用系統化的教學技術引導學生如何產生正確

的反應，及診斷與補救措施，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Snell(1987)曾提出直接教導認識

錢幣為一種教導使用金錢的方法。Jong(1997)的研究顯示，父母直接教導金錢的策略能正面影

響幼兒對錢幣的認識。 

至於系統化教學法則是將學生所要學習的行為或技能，利用工作分析的方法，先將之分

解成若干步驟或要素，然後找出該生的能力基準，作為決定教學起點的參考。學生按其能力

所許可的步調，依所分解出來的序階逐步學習即是。其運用需注意採取個別化的教學設計、

提供主動學習的機會、注意教學活動的變化、運用過度學習(overlearning)的原則、提供適當的

回饋(feedback)、學習的步調不可過快，及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等一般原則(何華國，民 76)。

何素華(民 84)的研究使用系統化的教學步驟教導智能不足兒童使用錢幣，成效良好。 

 

參、研究方法及結果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多探試設計(single subject multiple probe design)，來瞭解自閉症幼兒學習

數與金錢概念的過程和效果。因為單一受試多探試設計的特點在於其特別適用於教師評量教

學與行為方案實施的結果，每一活動設計具有相當的彈性，展現良好的實驗控制，可系統的

操弄變項，與一般教學活動相容。且單一受試多探試設計可對未開始介入之行為的基線資料

進行間斷的探試(與基線相同的試驗)，這些探試可能分散於教學時段中或跨觀察時段中進

行，以提供研究者有用的資料，作為評量學生是否比教學前呈現進步狀態的依據(杜正治，民

83)。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是運用系統化教學的步驟。首先是發展評量工具及編製教學活動，接

著是評量幼兒所具備的能力、建立幼兒學習行為基準線，再來是訂定長短期目標、進行工作

分析以及數與錢幣概念的分析，跟著的是選擇適合的教學活動及評量法，最後則是執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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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評量教學效果、進行學習遷移評量，和學習保留的評量。教學進行的方法以直接教導

法為主。 

本研究實施程序，分四階段進行：基準線階段、實驗處理階段、學習遷移探試階段，與

學習保留探試階段。本研究進行第一階段為基準線評量期及長短期目標撰寫期。研究者以「發

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評量」進行前測(參閱吳惠芬，民 89)，評量個案數與錢幣概念發

展情形後，建立基準線、並擬定個人的學習長程、短程目標(參閱表二)。測驗地點在特幼班

教室。 

表一  個案學前認知能力摘要 

領域 已具備的能力 尚未具備的能力 

認 

知 

能 

力 

1.模仿數到三 

2.在口頭命令下指出身體十個部位。 

3.會說出圓形、正方形二種形狀。 

4.一次拼出六塊拼圖。 

5.模仿畫波浪。 

6.一對一配對。 

7.聽口頭命令把東西放進容器。 

8.丟下並撿起玩具。 

1.會辨識大小。 

2.會辨識長短。 

3.能指認性別。 

4.說出紅黃藍三種顏色。 

表二  個案學習目標行為一覽表 

 長程目標行為 短程目標行為 

 數基本概念 

1.物的認知與辨識。 

2.物的分類與組合。 

 

 

3.能完成一對一的對應。 

 

 

4.能知物的集合數。 

 

1-1.依物的用途或性質辨別。 

2-1.能依較複雜的要素組合。 

2-2.能依抽象概念組合。 

2-3.能做 A 與非 A 的分類(含錢幣概念中的分辨錢幣與非錢幣)。 

3-1.1 個對應 1 個。 

3-2.5 個對應 5 個。 

3-3.10 個對應 10 個。 

4-1.瞭解 3 為集合之數。 

4-2.瞭解 5 為集合之數。 

 錢幣概念 

1.指認錢幣。 

 

 

2.說出硬幣名稱。 

 

1-1.指認 1 元。 

1-2.指認 5 元。 

1-3.指認 10 元。 

2-1.說出 1 元。 

2-2.說出 5 元。 

2-3.說出 10 元。 

第二階段開始進行實驗教學，在此階段，研究者對個案每星期進行三次個別學習活動。

學習地點在特幼班教室。學習內容為研究者自編「發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活動設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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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示例一)。個案個別學習時間，每次約三十分鐘。 

示例一  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金錢活動設計表 

活動目標(進階項目) 能依物的用途或性質辨別 

活動名稱 分分看 

教學資源 碗和襪子各 5 個(形狀不一樣)。2 個籃子 

活動過程 

1.老師說明碗和襪子的用途，老師說：「碗可以用手拿著吃飯、喝湯；襪子可以穿在腳上，讓我們的腳不會冰冰

的。」。 

2.老師將碗和襪子混在一起，並說：「媽媽想把穿的放在一起，吃飯用的放在一起，請你幫忙把它放好，記得，

吃的要放在這個籃子，穿的要放那個籃子(老師指著籃子)，放對了，媽媽會給你鼓鼓掌哦！」請幼兒將其分

類，倘若幼兒放錯，老師請幼兒想清楚，假如幼兒還不會，老師將正確位置指給他看，並說：「這是碗(襪子)，

它是吃飯用(穿)的東西，它要跟碗(襪子)放在一起。」 

3.請幼兒自行操作至熟練、正確為止 

備註 

進行個別學習時，研究者會和個案先複習上一次所教的概念，再進行新的學習活動。而

使用材料以周遭常見的實物為主要教材。每次教學後，研究者以「發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

錢評量紀錄表」記錄個案學習情形(參閱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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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自閉症幼兒學習數與金錢評量紀錄表 

數基本概念 

物的分類與組合 物的認知與辨別 項 

目 能做 A 與非 A

的分類 

依抽象概念

組合 

依較複雜的

要素組合 

能依單一要

素組合 

依物用途或

性質辨別 

能依物的形

狀辨別 

能依物的顏

色辨別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日期 

結果 

       

備註        

 

 

當完成每一項長程目標教學之後，研究者即會在學習遷移探試階段進行跨情境方式的學

習遷移兩次。遷移測試採連續兩天分別進行，以確定學習遷移效果。此階段旨在了解個案是

否能將教室所學的課程遷移至實際生活中。遷移的場所有個案的家中、操場、咖啡廳、泡沫

紅茶店、麵包店等。選擇這些場所的原因在於配合個案的生活經驗。 

學習遷移實驗結束一個月後，研究者再對個案進行一次學習保留的評量，此部份在了解

個案經過一段學習之後，還保留了多少數基本概念與錢幣概念，測驗工具為與基準線階段相

同的「發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評量」。測驗地點亦在特幼班教室。測試項目亦與建立基

準線時相同，同樣施測五次，從個案答對的百分比，確認個案經過實驗處理階段之後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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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留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為數的基本概念項目，個案以答對次數

百分比為Ｙ軸、測驗次數為Ｘ軸所建立的個案數基本概念學習實驗績效曲線圖；第二部分則

是錢幣概念項目，呈現個案以受試錢幣學習實驗績效曲線圖來顯示教學對個案學習的效果(以

測驗次數為 X 軸，答對次數百分比為 Y 軸)。 

研究過程經過為期約一週的基準線階段、四個月的實驗教學及學習遷移測驗，及一個月

間隔後的保留測驗來學習數與錢幣概念。數與錢幣概念在基準線階段的答對次數百分比都呈

現 0%(參閱圖一、圖二)。數概念部分，在實驗教學階段，個案在教室中接受數概念的教導，

個案得在一項目標達 100%的正確率後，才能學習下一個目標。在研究期間，個案學習到了物

的認知與辨別(依物的用途或性質辨別)、物的分類與組合(能依較複雜的要素組合、能依抽象

概念組合、能做 A 與非 A 的分類)、能完成一對一的對應、及能知物的集合數等六項目標。

在學習遷移階段，個案在教室以外的場所進行八次學習遷移測試，結果均達 100%正確率(參

閱圖一)。至於一個月後的保留測驗階段，則是在教室內進行測驗，測驗結果除了物的分類及

組合(能依較複雜的要素組合、能依抽象概念組合、能做 A 與非 A 的分類)此三項目標的正確

率為 80%外，其餘均為 100%(參閱圖一)。至於錢幣概念部分，個案學習到了指認硬幣及說出

硬幣名稱，遷移測驗及保留測驗的結果均為 100%(參閱圖二)。研究結果顯示個案的數與錢幣

概念在實驗前後有顯著差異，學習遷移及保留效果也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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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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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功能性課程的理念設計個案數與金錢的學習活動，亦有很好的實驗結果，可支

持功能性課程設計對自閉症幼兒的功效。倘若學校的課程均能融入日常生活的事物，對自閉

症幼兒的學習應有實質上的助益。本研究實驗處理亦植基於此觀念，在選用教材時多選用玩

具、餐具、食物、衣物等幼兒生活常見的物品；情境的選擇也多為幼兒常去的場所，如家中、

便利商店、公園等，整個研究過程，發現功能性課程設計讓個案在生活情境中自然投入學習，

發揮學習功效。因此，教師可做生態評量，來契合幼兒的生活經驗。生態評量可讓教師及研

究者更瞭解幼兒的生活環境，以茲做為教學的參考，教學內容的設計也更能符合幼兒生活的

需求與經驗。以本研究中的遷移測驗為例，倘若在測驗前對個案的生活進行生態評量，相信

能設計出更符合其生活經驗的測驗活動，以測出其真實能力及讓個案在學習後保留的更好、

更持久。因此，建議教師在教學前先做發展遲緩幼兒的生態評量，再設計活動，這樣才可以

設計出更符合發展遲緩幼兒生活經驗、能力、興趣的活動。而找出幼兒基礎能力，對於建立

學習的基準線具有重要性，找得太低，使發展遲緩幼兒覺得活動太容易；找得太高，增加發

展遲緩幼兒學習的挫折感及學習基礎的不穩固。因此教師們要注重學前能力的評鑑，以作為

發展遲緩幼兒教學設計的參考。 

除了以功能性課程的理念設計個案數與金錢的學習活動之外，本研究亦採用了直接教導

的策略和系統化教學法。從 Snell(1987)及 Jong(1997)的文獻中得知直接教導法有益於金錢的學

習，且研究者發現直接教導個案學習數與錢幣的概念時效果良好。如：研究者在活動中，直

接告訴個案這是一塊錢、五塊錢、十塊錢，請個案跟著複誦，結果顯示學習具保留和遷移效

果。至於系統化教學法部分，由於以個案的先備能力做為基礎能力，設計出適合個案學習能

力的學習目標，按照順序逐步進行，結果顯示效果良好。此結果可支持系統化教學對自閉症

幼兒學習的重要性，因為系統化教學是依個案的能力由淺入深實施的，可為個案的學習奠定

穩固的基礎。從以上的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建議教師運用這兩種方法於教學上，以使發展

遲緩幼兒學習得更有效率。研究者亦建議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可加入適合發展遲緩幼兒心智年

齡的數與錢幣概念活動，使得發展遲緩幼兒能及早培養良好的數與錢幣概念，為未來社會生

活中有關數與金錢(買賣)的行為奠定良好基礎，能適應社會、處理自己的生活。 

除此之外，學校與家庭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發展遲緩幼兒一週在學校的時間最多才

24 小時(以半天班為例)，而在家的時間比在學校的時間多很多，實際上影響發展遲緩幼兒最

大、且陪伴他們最久的是父母親。倘若教師與父母親能相互配合、合作，教師從父母親處得

知發展遲緩幼兒的喜好、發展情形與注意事項；父母親從教師處學習教學方法及該幼兒的重

點學習目標，兩者共同 努力，對發展遲緩幼兒的發展是有益處的。 

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則是研究者所設計的「發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評量」、「發展

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評量紀錄表」、「發展遲緩幼兒學習數與金錢之活動設計」，是否可應

用在其他不同障礙類型的幼兒，值得未來的研究加以驗證。此外，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以測

驗、探勘的方式，找出導致發展遲緩幼兒錯誤數學答案的概念或方法，以收集發展遲緩幼兒

數學思考的問題，作為建議提升發展遲緩幼兒數學解決問題之有效教學策略的基礎資料訊息。 

(本文由吳惠芬 89 學年度碩士論文節錄而成，由鍾志從、盧明副教授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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