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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智障兒童的注音符號教學與輔導 
    魏俊華              顏嘉璟   

國立臺東大學特教系教授    臺東縣寶桑國小教師   
 

對於智障學生的學習，率以能力為設計

課程、教學和評量的依據，並針對學生的學

習狀況及需求，透過學習內容、學習歷程、

學習環境及學習評量等四種途徑，進行彈性

調整；而在教學與輔導方面，應用行為分析

與行為輔導策略是常被特教教師依循的原理

與採行的作法，以下就以一名國小三年級智

障學生的注音符號教學為例，說明之。 

壹、個案背景描述 

 小安（化名）是高雄市某國小集中式特

教班三年級的男生，八歲七個月，中度智能

障礙，與父母及姐姐同住。父親在魚市場工

作，母親為家庭主婦，姐姐則就讀國中資源

班。 
一年級時，小安父親因工作不穩定，經

濟狀況不佳，母親常無法準時接送小安上下

學，因此小安上學常常遲到或無故未到校，

教師也聯絡不到父母，社工反應小安曾有全

家住在公園的情形。由於小安家庭功能不

彰，社工便介入處理，將小安安置於寄養家

庭，同時轉至他校就讀。小安在寄養家庭一

年，父親工作與經濟稍有穩定，住處也有著

落，經社工評估後，小安在升上三年級時回

到原生家庭，並轉回原校就讀特教班。 
經導師觀察小安的表現，發現小安在認

知、溝通、動作及社會互動能力、身體發展

等皆有明顯的進步，母親也較能準時接送小

孩上下學。 

貳、問題概述 

小安在一年級的認知能力還無法學習注

音符號，在小安轉回原校後，由於在這方面

的學習仍然不佳，經導師評估小安的認知能

力後，決定介入注音符號的教學輔導。教師

在教學前施以「國小注音符號能力診斷測驗」

瞭解其起點行為，得知其注音符號認讀與書

寫正確率皆為 0，亦即完全不具注音符號之

能力。 
教師也觀察到小安平常說話有構音異常

的現象，但狀況不嚴重，比較明顯的構音困

難是「舌根音」，如ㄍ、ㄎ皆會以ㄉ替代，此

外還有發音位置不正確、聲調錯誤與翹舌音

沒有翹舌等問題。 
參、教學輔導策略 

為輔導小安的注音符號能力，教師在學

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與學習評量做

了調整，教學輔導策略說明如下： 

一、學習內容 
教師採用「永齡注音符號教材」作為小

安的學習教材，並以圖像及口訣記憶策略讓

學生容易將圖像與口訣做連結記憶。 
教師決定注音符號教學的順序，以「學

生生活經驗」及「發展能力」為優先考量，

如「ㄐ」，口訣為「肌肉的ㄐ」，要學生發出

正確的音，並瞭解什麼是肌肉，以及透過手

勢動作提醒自己「ㄐ」的發音。教師將小安

較容易學習的音安排在前段的教學內容，但

在「舌根音」的「ㄍ」、「ㄎ」及「複韻母」

的「ㄠ」、「ㄞ」等比較困難的發音，安排在

後段的教學內容。 

二、學習歷程 
教師採用直接教學法、多元感官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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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指導、工作分析等教學方法及行為改變

技術之增強、行為塑造等策略，過程中適度

提供各種線索及提示，並配合不同的教學策

略及活動，以激發及維持小安的學習興趣與

動機，方法及策略說明如下： 
(一)直接教學法與工作分析 

教師應用組織系統層次分明教材與教學

模式，由教師主導教學，直接教學與補救小

安學習注音符號，強調分散式的教學、形成

性的評量及對學生的進步與學習成果給予立

即的回饋。根據應用行為分析的基本原理，

並以工作分析為基礎，教學步驟如下： 
 

①記憶圖像與口訣記憶術 ②練習書空與描寫(分散式練習) 

 

 

 

 

 

 

③仿寫注音符號 

 

 

 

 

 

 

④再生注音符號(代幣性增強) 

 

 

 

 

 

 

(二)多元感官教學 
教師以圖像、口訣、動作及書寫等方式，

讓學生透過視、聽、動、觸等多元感官來學

習注音符號，並提升學生學習記憶。 
(三)同儕指導 

教師請班上能力較好的同學協助小安複

習注音符號，因小安喜好表現自己的能力，

採用同儕指導有助於提升小安的學習動機與

興趣。 
(四)行為改變技術的運用 

教師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以維持小安學

習動機與興趣，策略說明如下： 

1.增強物及代幣制度 
教師使用物質性(餅乾)與非物質性增強

(社會性增強或活動性增強)。教師設計代幣制

度，學生達成標準後可換取物質性增強(餅
乾)；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會依學生學習情形

適當給予社會性增強(口頭稱讚)及活動性增

強(如注音拼圖)，除了給予增強外，教師也會

請學生給自己鼓掌做自我增強。 
2.連續增強與立即增強 
教師在小安學習之初，能對小安的正確

反應及良好行為態度表現做連續增強與立即

增強，以提高小安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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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間歇增強與延宕增強 
教師在小安學習一段時間後，行為較為

穩定後，便改以間歇增強與延宕增強，並逐

漸增加學生的練習頻率與學習標準，以維持

小安學習動機與興趣。 
4.行為塑造-提示 
教師採用「最小提示原則」，如學生無法

寫出注音符號時，教師會先以口訣記憶術提

醒學生，若學生仍無法想起，教師再依序採

取手勢提示、視覺提示、示範提示及身體提

示，使學生能獲得成功經驗。 

三、學習環境 
教師將小安學習後的教材貼放在小安座

位後面的鐵櫃上，學生到校可立即進行複習

活動，學生不僅能隨時看見學習教材而有複

習的機會，也方便教師下課時利用短時間做

立即檢測，提高學習效能。 

四、學習評量 
教師使用多元評量方式來評量學生學習

成效，其中以動態評量為例，教師教導小安

注音時，若發現小安在學習某些注音表現困

難時，則會增加其注音符號的學習時間，並

提供鷹架支持增加學生成功經驗。在學習後

期，教師加入流暢性練習，並做記錄以瞭解

小安進步情形。教師亦利用下課時間請學生

做認讀的口頭評量及在白板上做書寫評量，

上課時間則採取操作評量，如注音拼圖，學

生指認正確後才可獲得注音拼圖，或是釣魚

小遊戲的評量方式，學生在正確念出小魚圖

卡上的注音後，便可將小魚釣起。透過多元

評量方式，教師能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並適

時調整教學內容，使學生能更有效的學習。 

肆、輔導成效 

教師在九月中開始小安注音符號的教學

輔導，利用早自習時間、下課時間及中午空

餘時間進行，由表 1 可知小安在九月份學了

10 個注音符號，由於學生短期記憶較弱，所

以教師讓學生透過練習與過度學習的方式增

強記憶。在十月份小安學了 8 個注音符號，

由於十月小安學習新的符號時，需再複習九

月所學的注音符號，同時部分注音的發音對

小安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小安學習的時間變

長了，相對學習的數量比較少。十一月小安

只學了 5 個新的注音符號，因為該月份母親

常在早自修後才將小安送來，所以小安的學

習時間少了許多，明顯影響到學習進度，故

在十二月時，教師決定將小安的國語課堂時

間抽出來上注音符號，教師每天為小安進行

一節課的注音符號教學，因此小安在十二月

學了 9 個新的注音符號，教師在小安的發音

有明顯的進步後，便逐漸將小安比較困難的

注音符號融入課堂中，並鼓勵小安將所有的

注音符號學會，小安在教師的增強與鼓勵

下，維持了良好的學習態度。 
小安的舌根音有明顯的進步，教師利用

空堂時間使用語言治療師的建議方式，訓練

小安正確發出舌根音(教師用牙刷壓著小安

的舌尖讓小安練習使用舌根音發聲)，初期教

師將小安的舌尖壓住後請小安發聲，小安無

法發出聲音，透過練習便慢慢學會使用舌根

發出聲音，但教師將牙刷放開後，請小安發

出「ㄍ」和「ㄎ」的聲音時，小安仍會將舌

尖上翹發出「ㄉ」的替代音。 
四個月來，小安學了 32 個注音符號，教

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與策略讓小安維持良

好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在後期，教師更融入

了「流暢性訓練」讓學生做練習，學生瞭解

自己的進步與肯定自己能力時，更願意不斷

地重複練習。教師在紙筆測驗中發現小安能

將學過的注音符號念出來，但是部分注音符

號仍無法直接寫出，明顯呈現認讀能力優於

再生書寫能力。因學生短期記憶較弱，所以

教師增加作業單的方式讓小安回家做練習與

複習，以增加小安注音符號的書寫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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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生學習注音符號記錄表 

月份 學生學的注音符號 數量 

09 月 ㄨ、ㄏ、ㄢ、ㄛ、ㄐ、ㄚ、ㄣ、一、ㄅ、ㄦ 10 

10 月 ㄕ、ㄒ、ㄆ、ㄒ、ㄊ、ㄑ、ㄇ、ㄜ 8 

11 月 ㄉ、ㄡ、ㄔ、ㄓ、ㄈ 5 

12 月 ㄙ、ㄋ、ㄤ、ㄖ、ㄌ、ㄘ、ㄝ、ㄠ、ㄞ 9 

 ◎備註：未學的注音符號包含ㄍ、ㄎ、ㄗ、ㄩ、ㄟ、ㄥ，共六個。 
 

伍、教學輔導照片 

  

系統化教材與教學 (圖像+口訣→符號) 小安練習認讀注音符號 

仿寫練習 (分散式練習) 作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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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小安認讀注音符號 小安進行注音符號拼圖活動 

學生進行流暢性練習 釣魚遊戲-學生正確認讀後將小魚釣起 

同儕指導小安認讀注音符號 同儕指導小安認讀注音符號 

提示小卡-小安到校繳交聯絡簿後，需完成注音符 

    號認讀，將小卡放至老師桌上。 

雙拼教學教材-採部分內容教學，主要仍以單一注

音符號教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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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與檢討 

教師在為學生設計教材，需先瞭解學生

的能力及生活經驗，才能有系統地排出注音

符號學習順序，而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

實際學習情形與預設的狀況有出入，如小安

對於注音符號口訣與符號發音的聯結有干擾

時，便適時將口訣的干擾刺激褪除，並調整

教學內容，讓課程進行更順暢。 
輔導小安的過程中，教師試著將行為改

變技術應用於小安身上，發現增強的效果非

常的好，從立即連續增強到間歇延宕增強的

過程中，發現學生更願意努力學習，每次的

作業單，學生也皆能依時完成。 
本次輔導覺得最困難的是家長的配合

度，小安母親可能會因為情緒不佳或其他因

素就不送小安來上學，有幾次小安超過三天

未到校，教師也無法聯絡到家長，影響小安

的學習非常大。積極的家長能補救能力較弱

的孩子，但消極的家長會使孩子原地踏步，

甚至孩子原來擁有的優勢能力也逐漸減弱，

這也是教師的無奈與教育的隱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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