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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經營的基本概念
(一)維持班級授課過程流暢原則

一個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以不打斷上課流程為原則，
教師宜多注重班級策略中的預防層次與非語言層次，
同時儘量於必要時才作班級經營。

(二)提昇學生「我能感」原則

班級經營策略中若有學生之參與與自覺的成份在內，
將比教師強制外加式的班級經營策略易於得到認同，
成功與持久的效果。

(三)系統性運用原則

不論教師、家長決定採用何種策略，須管教一致 且
系統性的運用，運用該策略之目的、原則、施行細
節與可能發生狀況皆能事先預想並討論，若有任何
挫折狀況發生時「溫和的堅持」會是一種最好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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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即時回饋的原則

多數的特殊學生均有注意力方面的問題，故而即時回
饋，不論是正向或負向的回饋，便顯得愈形重要。

(五)示範與操作原則

許多特殊學生有短期記憶與理解力方面的問題，示
範與練習會是幫助他們瞭解老師期望的好方法，同時
更能經由學習步驟分析的示範與練習的過程，明瞭學
生的困擾何在。

(六)提示及緩衝原則

給予約定的提示，提醒學生應注意的行為或應作的
事，會比事情發生後再去責備，效果要好得多，同時
在給予提示後，可給予學生一些緩衝空間或時間。

一、班級經營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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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一)預防層次
教師專業
1.人格特質
2.磁場老師特性
行政支持
1.依特殊學生學習特性安排導師
2.提供特殊新生聯絡名單
3.排課時段
4.無障礙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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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一)預防層次

教室佈置

1.整潔、乾淨、明亮為首要條件

2.減少不必要的刺激及營造學生向心力的氣氛

3.陳列每位學生學習成果或分享心得

班級幹部

1.原有班級幹部

2.教材教具股

3.小助教

班規設立

1.最好不要超過三項

2.以簡單、清楚、正向、可行為原則



6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三)語言層次

具體式稱讚

1.採用完整語句

2.即時原則

3.採用當事人喜歡的方式

4.善用其他情境,以增強讚賞

具體式責備

1.使用完整句子,並說明欲取代的正確行為

2.一次只責備一種行為

3.當出現改善行為時,立即予以稱讚

4.用堅定的口氣及身體語言加強

5.必須靠近孩子身旁

6.不要忽視任何不良行為

7.自己的情緒不要失去控制

(二)非語言層次

身體接近

臨近增強

提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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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代幣法

教師通常會建立一種交換系統，使學生於表現適
當行為之後可以獲得兌換多元化報酬的一種設計，
實施過程宜遵守： (1)約定明確目標(2)指出適當
增強物(3)彈性調整與評量目標及增強物(4)削弱
代幣制。

*注意事項：

1.公平原則

2.有意匱乏原則

3.特殊原則

4.集中原則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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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忽視法

經由不理會某種行為以減低某種行為的出現次數，
亦即在其出現我們不期待的行為時，教師會想辦
法轉移其注意力，而在任何時候出現期待行為時，
予以稱讚，避免落入「做好是應該，做壞則責罰」
的負向循環中。

*注意事項：

1.轉移孩子的注意力，而非直接指責孩子的行為

2.決定要忽視到什麼程度

3.行為目標要逹到何種程度

4.決定要使用那種忽視法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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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隔離法

借由取消某人獲得注意與獎賞的機會以減少其不
適當行為發生次數的一種方法，通常循(1)明確界
定目標(2)測量行為(3)訂定終點行為(4)決定隔離
地點與時間長短(5)與被施行對象解釋施行原因與
討論施行方式(6)實施隔離等步驟來進行。

*注意事項：

1.安全原則

2.參與原則

3.時間短次數不限原則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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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過度矯正法

即是指塑造一個比錯誤發生前更好情境的一種方
式，也是讓學生學會自我負責的方式，因此所有
矯正行為必須和錯誤行為產生關聯。

*矯正原則分三種：

1.單純矯正

2.過度矯正

3.部分矯正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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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軼事記錄法

藉由軼事記錄表記錄其不適當行為的每日發生時
間、方式、次數來等細節幫助學生自我觀察與自

我反省，以減低其不適當行為的出現次數。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班級： 日期：

姓名：

記錄者：

時
間

地 點 對 象 內 容

學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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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

自我控制法

即藉由訓練學生自我觀察、自我增強、自我懲罰、
替代反應、刺激控制、自我指導等方法以逹改善
其行為的目的。

*注意事項：

1.自我觀察

2.自我增強

3.自我懲罰

4.替代反應

5.刺激控制

6.自我指導

二、多層次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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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與資源教室中的
過動學生互動

(一)教室情境佈置

1.課桌椅儘量採取堅固，難以移動或弄翻

2.課桌椅上每次只呈現本次要教授的教材

3.教室中裝設地氈或吸音地毯

4.過動學生的座位安排宜儘量靠近教師

5.教室中應有隔離區

6.教室中應有情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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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與過動學生的課堂互動

1.結構式上課法

2.保持教學流程之流暢

3.善用行為改變技術

4.身體親近與直敘句

5.具體式的稱讚或責備

6.等待的原則

7.樸素原則

三、如何與資源教室中的
過動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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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力缺陷/過動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坐立不安、手足無措、扭動身體

□在教室或需要靜坐的地方，會時常離開座位、到處走動

□經常跑來跑去、爬上爬下

□無法安靜地玩遊戲、或從事休閒活動

□對工作、功課或遊戲無法保持注意，容易被打斷，或轉移注意力

□別人對他說話時，看似無法聽懂

□對事務的細微末節掉以輕心，經常出現無心的錯誤

□經常無法完成指定的功課或工作

□經常無法將事物或活動連貫起來

□對外界稍有動靜就會轉移注意力

□經常丟掉日常必需的東西

□經常忘記日常的事物

□口無遮攔，話閘子打開講個沒完

□沒有辦法等待或問題還沒聽清楚就搶先發言回答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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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力缺陷/過動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考試技巧

提醒
時間提醒
輔助器具
試卷提示
自我指導
活動訓練

衝動控制
放鬆訓練
自我指導

減低複雜情境
造成之心理恐懼

解決懼怕問題
建立自信

步驟分析

減低注意力固著

口語提醒
注意力轉移
同儕提醒
系統減敏
環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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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力缺陷/過動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提昇記憶力

排除生理因素
反覆練習
循序漸進
多感官記憶
提示法
自我指導
記憶策略

降低分心頻率
教學環境改善
減低聽覺干擾
訓練策略

延長專心注意度

自我提醒
提示
提示

環境安排
活動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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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用哭鬧行為來表達

□用大發脾氣來表達

□憤怒強度很激烈

□憤怒時間持續很久

□爆發性的憤怒

□一點小事便很容易憤怒

□一旦發脾氣就無法平靜下來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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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隔離 環境與情境暫時隔離

行為改變技術 增強制度-代幣

建立同理心 戲劇扮演或設計情境討論

治療活動

圖畫治療

藥物治療

讀書治療

自我指導
「停－深呼吸放鬆訓練」

注意力轉移

系統減敏 情境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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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擾/反抗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公然反抗或不聽從指示或規定

□和大人吵嘴

□故意擾亂觸怒他人

□經常與人打架或爭吵

□把自己的過錯歸咎於別人

□經常顯現暴躁易怒

□顯示敵意、向權威挑戰的態度

□憎恨他人或心存報復

□出現令人厭惡的言語或手勢

□極度的激烈行為反應

□充耳不聞、消極抵制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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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擾/反抗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建立同儕影響
安排團體活動
接近良好典範，建立正向行為
製造同儕互動機會

衝突情境預防
佈置感覺比較舒適自在的學習環境
熟習新環境減低不安

釐清衝突點
行為記錄
確認原因

樹立規則並
適時增強或處罰

建立常規
給予合理的增強提升自信心
立即給予增強或處罰

提高學習動機

設立符合學生程度的活動
採用多元學習方式
教導有效的學習方式
使課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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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擾/反抗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建立同儕影響 安排團體活動

建立情緒察覺能力 培養學生寫日記的習慣
學習瞭解別人的情緒
建立同理心

建立良好行為 運用各項治療法
冷靜隔離並轉移情緒
建立替代行為
建立自我指導語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告知正確行為模式

建立自我監督
與回饋機制

採用正向行為鼓勵法
學習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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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慮/恐懼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嚴重懼怕特定對象或情境

□嚴重懼怕社交

□有嚴重分離焦慮徵候

□廣泛性焦慮徵候

□有嚴重的強迫行為/思想徵候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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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慮/恐懼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系統減敏法
情境預想
實地接觸

治療活動
音樂治療

遊戲治療（遊戲活動）

自我指導與增強
焦慮原因分析
自我情緒表達
適當的創造成功的機會

支持物（人）
提供安撫物
尋找顯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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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憂鬱/躁症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憂鬱、躁症或躁鬱的情緒

□對日常生活事物失去興趣

□食慾異常地增加或減少

□失眠或是睡眠過多

□精力不足、疲憊不堪

□精力過度旺盛、煩躁不安

□出現反常的行為

□缺乏自尊自信

□精神恍惚、不能做決定

□覺得自己一無事處、毫無希望

□動作反應過度激烈或遲鈍

□湧現自殺或死亡的念頭

□出現幻覺或妄想的行為

□過度追求完美，無法接受失敗挫折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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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憂鬱/躁症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作息與飲食調整
規律的日常作息與運動

適當的飲食/膳食

治療活動

藥物治療

圖畫治療

焦點團體輔導

心理/諮商治療

自我指導 認知行為策略



27

(六)攻擊/暴力行為

行為特徵描述：

□身體的攻擊

□語言的攻擊

□對動物施加殘酷的暴力行為

□使用武器傷害別人

□以暴力行為來解決事情

□蓄意破壞物品

□不法行為

□自傷行為

□企圖自殺

□其他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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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攻擊/暴力行為

處理策略：

四、情緒行為介入方案

方式 策略

情緒轉移 情緒轉移策略指導

情境預防
事前情境的移除

軼事記錄

建立同理心
戲劇扮演或設計情境討論

影片的情境討論

使用正向句，建立正確行為典範 以身作則

放鬆訓練 放鬆訓練策略指導

系統減敏 增加團體互動機會

暫時隔離 環境隔離

對他人的情緒察覺
教導情境辨識指導語

學習瞭解別人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