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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教學法(TEACCH)應用在 
集中式特教班之 教學分享 

劉慧玲 
高雄市仁愛國民小學特教教師 

 
摘  要 

本文針對集中式特教班中的自閉症及

重度智能障礙(以下簡稱智障)學生，提供

特教班教師應用結構教學法，實施於特教

班級的環境及課程教學上，來協助教師有

效因個別學生差異，設計一系列有系統、

有組織的教學流程；其結構教學法主要透

過視覺線索的提示，以工作系統的概念，

因應學生需求，設計個別的結構教學法，

依學生能力，給與不同的結構程度，以建

立學生獨立工作能力。 
    針對特教班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

乏組織及結構性、認知能力差、注意不集

中、記憶不佳及學習理解困難等特質，實

施傳統口語或文字的教學策略，無法有效

增進學生的學習需求，本文將探討結構教

學法應用於自閉症及重度智障學生之教學

策略，提供特教教師結構教學的概念，以

減輕教師之教學負荷量。 
特教班中的自閉症及重度智障學生，

個別差異大，學習能力參差不齊，學習目

標不同，透過結構教學，以增進學生獨立

完成工作的能力。其結構教學主要為教學

環境結構及教學教材結構，利用視覺線索

的輔助，其範圍從肢體動作、圖卡提示到

書面文字，依學生個別差異及學習需求，

設計一系列有系統、有組織的學習環境，

使學生能更加了解所屬的學習情境，故針

對結構教學法的緣起與意涵、原理原則與

實施方法、自閉症及重度智障學生之教學

應用，探討如下。 

壹、結構教學法(TEACCH)
緣起與意涵 

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政府成立「自閉

症與相關溝通障礙兒童之處遇與教育」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
ren, TEACCH)部門，主要協助自閉症者發

展適當的溝通技巧及個人自主性，降低問

題行為，並以進行結構教學 (structured 
teaching)為原則，強調高度物理環境結構

及活動順序的組織與管理，利用自閉症的

視覺優勢，提供視覺支持的教學策略，目

的是期望學生透過結構教學，幫助其了解

所屬的生態環境，協助他們組織整合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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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並對環境有適切的反應，使他們能

獨立在社區中生活的一種教學方法

(Mesibov & Shea, 2010)。 
所謂結構，是針對學生介入一套教學

模式，在時間、空間和序列上，安排有組

織有系統的環境，使學習活動更清晰，容

易執行，其結構教學有四個基本意涵:第一，

個人可以透過結構表明對環境和活動理解；

第二，使用個人相對優勢，透過視覺線索

協助，彌補弱勢；第三，利用學生個人的

特殊興趣，從事學習；第四，支持自我能

獨立使用有意義的溝通方式(Mesibov & 
Shea, 2010)。 

楊碧桃(2000)提出教學上的結構包含

兩種意義，一種是教學情境的結構，為完

成教學目標對教學情境所作的組織及安排；

另一種是教法上的結構，可視為一種為完

成工作所需的協助，而個人所需結構的多

寡，因能力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因此

TEACCH 的結構教學方案，著重的是兒童

的能力而非缺陷，其目標是使兒童在成年

後，能獨立適應於社會中。 

貳、結構教學法原理原則與

實施方法 

一、TEACCH 結構教學原理原則 

綜合 Mesibov 和 Shea (2010)相關文獻，

認為自閉症有獨特文化，所以教導前先了

解其文化，了解他們的長處及障礙，才能

有效的實施教學策略；透過高結構性的教

學方式，安排有系統、組織的作業流程，

培養學生獨立工作能力，其原理原則包含

下列五項： 
1.因缺乏了解事情的意義及過度專注事物

的細節，可從教室環境結構進行工作，

減少不必要的聽、視覺刺激，並使用簡

短、明確的指導語。 
2.因缺乏組織、順序及類化能力，因此活

動設計本身要有明確的開始和完成，並

透過視覺線索看出工作程序，進而獲得

工作指令。 
3. 終目標，在建立學生獨立工作能力，

期望 終教師能褪除提示。 
4.建立具有結構性的學習環境，採工作系

統方式，依能力選擇媒材，並利用部分

學生的視覺優勢，運用視覺線索，設計

系統化教材， 協助學生獨立完成工作。 

二、結構教學法的實施方法 

綜述 Hume 和 Reynolds (2010) 及
Mesibov 和 Shea (2010)，其結構教學包含

四個主要的實施方法，詳述如下。 

(一)物理環境結構化(physical struc-
ture) 

其指的是物理空間的規劃及安排(林
水蓮，2009)。把工作範圍區分清楚，讓每

個角落都有特定的活動(陳冠杏與石美鳳，

2000)。筆者應用此方式，將教室作結構式

的規劃，讓學生清楚分辨每一區塊代表的

活動，主要將教室分為三大區，第一區個

人物品區，在每位學生的工具箱、個人衛

生用品，貼上姓名及照片，並在櫃子上貼

上對應姓名及照片，以提示學生使用完畢

後需放回櫃上；第二區個別工作區，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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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的工作櫃貼上依序完成的工作提示

卡，以協助學生知道工作有哪些；第三區

遊戲活動區，在活動區貼上不同的休閒圖

卡(例如拼圖與跑步)，提示學生下課的活

動內容。 

(二)時間表或工作表(schedules) 

時間表是透過組織結構和視覺提示來

溝通一天的活動順序，協助學生轉換活動

(林水蓮，2009；Mesibov & Shea, 2010)。
時間表提供學生的訊息有:今天發生的事、

事件順序、例行工作是否改變、活動的結

束與轉換等，設置時間表讓學生確認課程

流程，其類型有每日時間表，依每日固並

時間安排活動(如圖 1)；替代時間表，若當

天課程有突發狀況無法進行，可使用替代

性的課表，讓學生選擇(如圖 2)；個人時間

表，針對個別特殊需求，設計不同活動的

課表(如圖 3)(Hodgdon, 2006)。 
 

 

 
圖 1. 每日時間表。 
資料來源：Hodgdon，1995/2006，第 27 頁 

 圖 2. 替代時間表。 
 資料來源：Hodgdon，1995/2006，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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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要知道工作進度，或是否已完成。 
4.學生能在工作完成後轉換至下一個工作 

教師需提供訊息通知學生，及教導學

生操作工作系統，完成後能轉換至下一個

工作(Hume & Reynolds, 2010)。 

(四) 視覺訊息(visual information) 

李似玉(2002)指出自閉症學生對於視

覺比聽覺刺激強烈，所以透過視覺線索，

提供學生易理解的訊息，可以協助學生獨

立完成工作。其視覺線索有(1)視覺性指示

(visual instruction)：協助學生理解什麼事

該做，類似上述的工作系統，透過由左而

右圖示理解要完成的指令；(2)視覺組織

(visual organization)：將複雜的材料設計成

有組織、易理解的活動，如擦桌子，可將

欲擦的範圍用顏色膠帶貼出區域，空間變

小容易處理；(3)視覺清晰(visual clarity)：
在提示上，呈現 重要的部分，避免混淆

目的(謝佳穎，2006)。 
Holowach (1997)指出設計課程前，先

評估學生能力及生態環境，系統化地褪 
 
 

除教師協助，直到學生能在自然環境中有

適當表現。 

參、結構教學法對自閉症學生

及重度智障學生之應用 

筆者認為雖然自閉症與重度智能障礙

學生的個別特質不同，但在獨立工作均有

困難，故仍可透過個別結構化的引導，有

效協助學生理解所學習的環境，而教師也

能更清楚掌控學生學習進度。 
以下是筆者教學經驗，將結構教學法

的具體策略應用於自閉症及重度智障學生，

其主要分成教室環境結構化及個別教學教

材結構化兩方面，敘述如下。 

一、教室環境的結構化 

(一)班級班規 

根據筆者經驗提出，依學生認知能力

程度，可以使用文字加圖片的方式呈現班

規(如圖 5)，並針對自閉症學生，製作個人

班規檢核表(如圖 7)，以確實執行遵守班級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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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晨間打掃工作。 

 
            圖 9-2. 午餐打理 
 
 

二、調整個別教學及教材結構 

(一)功課表的安排 

筆者在教學中發現，結構化的課表，

有助於自閉症學生主動學習，筆者依前述

理論，根據學生能力設計文字、文字加圖

片及個人照片的方式，並以顏色區分星期

來呈現課表，每位學生均有自己的課表，

配合學校鐘聲作息時間，正在進行的課表

圖片，貼在學習地點，鐘聲響起圖片撕下



34

特

放

順

1
的

 
 
 
 
 
 
 
 
 
 
 
 
 
 
 

 

4 

特教園丁 

放至完成盒中

順序及完成的

0-3)，讓學生

的課表，有助

 

圖 10-1. 

 

，讓學生清楚

時間 (課表如

生能依課表執行

助於穩定學生情

文字式功課表

圖 10

楚理解每節課

如圖10-1、10-2
行活動，且固

情緒，提高學

表。 

0-3. 照片式功

課的

2、
定

學習

動機，

表，便

力。

 

圖 10

功課表。 

，在執行數次

便可學會遵守

0-2. 文字加圖

次後，學生開始

指令及發展獨

片式功課表

始能使用課

獨立工作能

 
。 



 

35 

對學習障礙學生實施繪本仿寫寫作教學之心得 

(二)個別化工作系統  

依據工作系統理論，筆者提出教師可

以針對學生學習需求來設計工作卡，依前

文所述的工作系統所呈現的問題來執行，

透過視覺呈現，替代老師的口語指示，培

養學生自動及持續工作的能力，如晨間打

掃由左至右的個別工作系統(如圖 11)，在

個人櫃的地方，由左至右依序放置需要完

成的工作項目圖卡，將正要進行的工作圖

卡撕下，貼到座位桌上，完成後再將圖卡

貼至完成工作板，再到個人櫃拿下一張圖

卡。 
工作卡需依學生程度呈現，其學生能

力介於會認字與半抽象圖形，可用圖畫式；

比圖畫式能力低的，可使用具體照片；學

生能識字的，直接在卡片上用文字說明工

作項目；若學生不太認字，但會認數字的

學生，可使用數字(楊碧桃，2000)。 
 

 

 
圖 11. 個人工作系統。 

 

(三)增強制度 

中重度兒童在學習中，常出現動機問

題，故需外在誘因來促使其作反應，而此

外在誘因即為增強原理的行為後果——代

幣的給予(楊碧桃，2000)。 
增強方式可分為物質代幣及社會性獎

賞，物質代幣可配合教學使用，將實用數

學的錢幣概念融入增強系統中，表現優的

學生能獲得一元代幣，集滿十元，可換一

個十元，學生可使用代幣購買自己想要的

物品(楊惠舒，2009)。筆者提出建議，對

於數量概念較差的學生，可以製作十格板

(如圖 12)，將格板放滿表示可以換一個十

元，透過視覺提示，讓學生察覺可換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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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筆者教學經驗中，實施

結構式的教學方法，確實增進了自閉症及

重度智障學生的學習，除此之外，也透過

結構式的要求規定，學生較能接受要執行

的工作項目，但仍須針對個別程度及需求，

量身訂作學生的課程結構，才能使學生的

學習獲得有效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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