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u兀

刮

一

口

 學
校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促
進

學
生

身
心

的
發

展
與

培
養

學
生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的
能

力
，

為
速

成
這

項
教

育
目

標
 ，

學
生

在
各

級
學

技
內

所
接

受
的

一
切

有
系

統
的

學
習

活
動

，
係

經
過

各
方

面
的

奪
家

學
者

針
對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的

特
 性

，
並

考
慮

將
來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的
需

要
所

編
製

成
的

，
此

種
教

學
方

案
卸

一
般

通
稱

的
課

程
。

大
體

言
之

宵
智
能

、

不

足
兒

童
的

學
習

活
動

與
一

般
正

常
兒

童
一

樣
宵

主
要

是
依

循
一

定
的

程
序

進
行

學
習

寸
以

養
成

其
判

斷
力
及

獨
立
行

動
 酌

能
力

，
因

此
，

在
課

程
的

編
製

上
，

不
但

要
能

針
對

兒
童

的
學

習
能

力
、

興
趣

與
需

要
寸

以
充

實
兒

童
的

生
活
經

驗
，

．
:
 
；

 
 
 
 
．

 外
，

還
應

考
博

將
來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的
需

要
，

以
為

成
人

生
活

的
準

備
。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由
於

在
智

力
、
生

理
與
社

會
 行
為
等
方
面
的
發
展
能
力
，
一
般
均
蛟
為
低
下
^因

此
，
不
論
是
教
育
目
標
或
課
程
的
編
製
自
不
能
與
正
常
兒
童
一

樣
 ，

而
應

做
適

度
的

調
整

。
 
 
 
 
 
 
 
 
 
 
 
 
 
 
 
 
 
 
 
 
 
 
 
 
 
 
 
 
 
 
 
 
 
 
 
 
 
．

 一
般

說
來

^課
程

竹
編

製
程

序
，

包
括

課
程

的
決

策
、

設
計

、
實

施
、

評
鑑

與
改

進
。

惟
一

般
教

師
對

於
特
殊

兒
-

 童
教

育
的

課
程

編
製

往
往

忽
略

其
決

策
與

設
計

問
題

。
一

般
所

謂
的

特
殊

教
育

往
往

僅
對

特
殊

兒
童

提
供
補

救
教
學

的
．
 
 
 
．
 
 
 
 
 
 
 
 
 
 
 
 
 
 
 
 
 
 
 
 
 
 
 
 
 
 
 
 
 
 
 
 
 
 
 
 
 
、

 服
務

，
而

從
未

拷
蔥

及
課

程
的

決
策

問
題

。
例

如
對

一
位

語
言

障
礙

兒
童

可
能

僅
提

供
接

受
語

言
治

療
的
機

會
或
讓

兒
 童
參
與
各
種
語
言
技
巧
的
改
良
活
動
，
而
未
將
課
程
做
適
度
的
調
整
以
針
對
每
位
兒
童
的
需
要
。
同
樣
的
，
對
艷
不

 足
兒
童
吶
課
程
設
計
也
不
太
注
意
，
多
數
教
師
均
很
主
觀
胸
教
些
他
認
為
重
要
的
^因

此
^課

程
的
許
多
特
性
夕
如

生
 
 
 
 
 
 
 
 
 
 
 
 
 
 
 
 
 
 
 
 
 
 
 
 
 
 
 
 
 
 
 
 
 
 
 
 
 
 
 
 
 
 
 
 
 
完

 整
｜
i平

衡
性
、
聯
紫
性
、
助
力
性
及
變
助
性
在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教
育
的
課
程
上
均
付
之
闕
如
。
事
實
上
，
一
般

完
善

七
七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評
析

林
美

和



特殊教育哲學

課程總目漂

"卜"

階段目標 學習領域

(生活經
驗領域)

具體目標

教學單元

七
八

特
殊

教
育

哲
學

一
般

係
指

特
殊

教
育

的
基

本
原

則
與

方
針

方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教

育
總

目
標

係
植

基
於
特

殊
教

育
哲

 學
所

作
的

決
定

夕
包

括
自

我
實

現
、

促
進

基
本

知
能

發
展

、
培

養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及

技
藝

訓
練

等
。

根
據

總
目

標
使
可

 確
定
教
學
的
內
容
占
並
按
其
內
容
性
質
^劃

分
幾
個
學
習
領
域
。
例
如
在
社
會
適
應
的
學
習
價
城
中
，
教
師
為
進
一

步
 確

定
教

學
所

欲
達

成
的

行
為

結
果

夕
還

得
依

照
兒

童
身

心
的

發
展

及
學

習
特

性
夕

劃
分

幾
個

階
段

來
完

成
，
每

一
階
段

 又
各
有
其
一
定
．
的
目
標
斤
讓
兒
童
依
循
其
能
力
與
需
要
學
習
。
具
體
目

標
既
經
確

定
方
教
師

便
可
設
計

教
學
單
元

來
達

 成
。

茲
將

教
學

單
元

的
設

計
格

式
列

表
說

明
之

。

教
師

活
動

 ｜
教

學
材

料

 口
單

元
活

動
︵

學
生

活
動

︶

的
課
程
設
計
大
綱
^通

常
係
依
循
下
圖
的
程
序
編
成
的



 階"，又"，初級

教學單元(1):月份及季節的認識與其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七目才;旱妄^""-"@@""	學生活動^一一"-"--"-"""-""^一一	"""教材^--""一""""	"""^"""""""一教師活動1
 ̂．上	10^要每位兒童在圖^	。圖畫紙;	。生日對每位同學^
 每位兒i	畫紙上晝生日蛋	。顏色紙	具有很大的意義^
 童能說^	糕並畫出蠟燭的	。鉛筆;	，因此，我們應^
 出自己^	數目代表其歲數	。橡皮	當知道自己在何^
 的生日^	，並於蛋糕底下	。尺;	年何月何日生0^
 ̂或在日^	寫上自己的姓名	。圭日蛋;	。列出班上每位同^
 ̂曆上找^	、年齡及生日日	樵．-．i	學的姓名及出生^
 ̂出其生^	期。	。圖片^	日期。^
 ̂日的日	1．2讓每位兒童製作	。釘書機:	
 期｜	』支有色蠟燭，	。熙空	
 	並在蠟燭上寫出	。竿竺:	
 	自己的名字及出	。年曆	
 	生年月日，然後		
 	貼在生日蛋糕圖		
 	片上(教師已事	^	
 	先製好)，貼在	i	
 	教室佈告欄上。	i	
 	^1。3將年曆掛在教室		
 	^牆壁上，由每位		
 	^兒童圈出自己的		
 	^生日日期並簽上	I	
 	^自己的名字，以		
 	^提醒班上同學的		
 	^注意。	一	一



 八
O

 上
述

這
個

教
學

單
元

的
設

計
格

式
夕

可
供

教
師

從
事

教
學

活
動

的
參

考
。

這
種

對
兒

童
具

有
真

正
意
義

的
教

學
內

 容
^
不
但
容
易
引
起
他
們
學
習
的
意
願
寸
而
且
也
生
動
有
趣
。

 有
關

課
程

方
面

的
研

究
夕

尤
其

是
為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所
設

計
的

課
程

，
一

般
學

者
常

較
為

忽
略

。
在
特

殊
教

育
碩

 城
中

，
有

關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的

研
究

文
獻

夕
諸

如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的

社
會

接
受

、
教

學
力

法
或

教
育

安
置

等
方

面
的
問

 題
探

討
常

見
諸

文
章

雜
誌

。
國

內
雖

曾
有

不
少

學
者

專
家

從
事

課
程

編
製

的
研

究
或

編
譯

工
作

，
惟

國
內

益
智

班
或
啟

 智
班

教
學

夕
迄

今
仍

缺
乏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課
程

教
材

。
多

數
教

師
為

準
備

教
材

占
更

花
費

不
少

的
時

間
與

精
神

在
教
材

 的
製

作
上

。
筆

者
鑒

於
目

前
國

內
智

能
不

足
教

育
極

需
這

方
面

的
教

材
夕

擬
介

紹
目

前
在

紐
約

大
學

執
教

的
高

爾
斯
亭

 ︵
江

erbert GOldStein︶
教

授
在

任
教

紐
約

市
耶

溪
巴

大
學

︵
叫

eShiVaCniVer^Sity︶
智

能
不
足

課
程

研
究

所

 時
所
主
持
編
製
的
一
套
極
為
完
備
的
課
程
教
材
｜
「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
 
︵
S
O
C
i
a
l
 
L
e
a
r
n
i
n
g
 
 
 
G
U
r
r
i
C
U
l
U
m
︶

 e
以

作
為

國
內

特
殊

教
育

專
家

學
者

在
編

訂
課

程
教

材
及

益
智

班
或

啟
智

班
教

師
從

事
教

學
活

動
的

參
考
。

 □
社

盒
曰

學
習

課
程

的
理

論
基

礎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的
設
計
係
植
基
於
下
述
假
設
夕
認
為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與
正
常
兒
童
一
樣
^
同
樣
可
培
養
其
達
到
判

 斷
力

及
獨

立
行

動
的

能
力

，
只

是
在

課
程

的
編

製
上

要
能

針
對

其
身

心
的

發
展

狀
況

及
學

習
特

性
寸

並
在

目
標

的
要
求

 上
做
適
度
的
調
整
^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照
樣
可
以
學
習
;
將
來
仍
舊
可
適
應
社
會
的
生
活
。
所
謂
社
會
生
活
適
應
係
指
兒

童
不
但
應
具
有
自
我
的
照
顧
龍
力
夕
而
且
還
要
有
社
會
行
為
方
面
的
應
變
能
力
0一

般
兒
童
具
備
足
膠
的
社
會
適
應

能

 刀
係

來
自

家
庭

、
鄰

里
、

學
校

或
其

他
兒

童
所

經
驗

的
地

方
，

包
括

學
習

周
遭

的
環

境
、

情
緒

的
成

熟
以
及

對
人
處

事

 的
態
度
等
。
基
於
上
述
這
些
基
本
需
求
，
此
套
課
程
設
計
主
要
是
看
重
在
社
會
技
能
的
養
成
夕
因
此
^
在
課
程
的
結

構

 上
係
按
兒
童
身
心
的
發
展
階
段
寸
依
序
分
成
許
多
層
次
夕
每
一
層
次
分
別
包
括
三
個
學
習
領
域
｜
生
理
、
心
理
與
社

 會
等

三
力

面
的

學
習

活
動

才
從

簡
單

的
自

我
照

顧
到

較
為

複
雜

的
社

會
行

為
應

變
夕

皆
列

為
課

程
的

核
心
。



曰
社

課
程

的
內

容

 茲
將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的
一

般
資

料
分

項
條

列
於

後
伊

以
供

參
考

。

 r-5出
版
者
︵
年
︶
：
梅
瑞
爾
出
版
公
司
︵
COlUmbUS，

Oh了
"CharleS戶

目
errill勺

UbliShing CO乙
 九
七
四
。

 已
適

用
對

象
：

文
化

不
利

兒
童

、
輕

度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

學
習

障
礙

兒
童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

 乳
教
材
教
具
：

 切
十
六
個
序
階
︵
16 PhaSe  bOOkS︶

：
為
深
程
主
體
夕
分
兩
部
，
第
一
部
分
由
一
至
十
序
階
屬
自
我
功
能

A

 另
一
方
面
夕
現
代
學
習
心
理
學
與
神
經
心
理
醫
學
帶
給
學
校
教
育
一
個
新
觀
念
｜
「
對
學
習
現
象
多
學
習
些
」

 ̂^^arnin^r mnOrn abOUt   learnino^ 。
過
去
一
般
教
師
只
重
視
「
教
口
^而

不
關
心
「
學
」
b只

注
意
到
「

 教
材
的
邏
輯
化
」
，
排
比
整
次
^以

灌
輸
給
兒
童
^而

不
去
研
討
兒

童
如
何
學

習
才
因
此

^對
學

生
的
特
殊

困
難
毫
無

 所
知
。
這
種
新
學
習
理
論
對
特
殊
兒
童
的
教
學
貢
獻
頗
大
」
尤
其
此
套
課
程
設
計
係
以
此
新
的
學
習
理
論
｜
「
完
形

 心
理

學
」

 ^^^^^f^^^^^    nSV^宇
nl^^^V^^為

基
礎

，
特

別
看

，
重

兒
童

如
何

解
決

問
題

，
以

有
效

的
適

應
目

前
的
社

會
生

 活
。
事
實
上
，
學
校
教
育
的
內
容
通
常
包
括
下
列
五
項
學
習
活
動
:仍

動
作
技
巧
的
訓
純
^叨

一
般
事
實
原
則
的
學
習

 ̂付
辨
識
與
概
念
的
學
習
i h ^^t認

知
技
能
的
訓
練
及
紛
態
度
的
培
養

等
。
所
謂

認
知
技
能

主
要
是
訓

練
個
體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解

決
的

方
式

一
般

包
括

下
列

三
個

步
驟

o J ^—
i整

體
^^n^^^^：

主
要

是
了

解
一

般
的

事
實

與
觀

念
ibcq分

 化
︵

^ i f^^r pn^ i n ^ i ^^n︶
：

主
要

是
對

情
境

做
通

盤
的

了
解

，
協

助
個

體
解

決
問

題
，

並
構

成
知

識
的

一
部
分

^付
 統
整
^i^^^^r^^^^^n^^:以

先
前
的
經
驗
或
知
識
為
基
礎
才
融
會
貫
通
，
待
下
次
碰
到
相
似
或
相
同
的
情
境
占
便
很

 容
易
解
決
問
題
。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便
是
依
據
上
述
的
論
點
，
將
整
個
學
習
活
動
做
有
系
統
的
劃
分
^引

導
學
生
解
決

問
 題
。
以
成
功
的
適
應
社
會
的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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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
次

，
依

次
為

個
人

的
知

覺
、

環
境

的
認

識
、

獨
立

性
的

認
識

、
身

體
的

認
識

、
情

緒
反

應
的

認
識

、
感

覺
的

認
識
、

 與
他

人
溝

通
情

意
、

與
他

人
相

處
、

懂
得

如
何

求
助

及
維

持
身

體
功

能
等

。
每

一
序

階
各

有
其

階
段

目
標

占
包

括
十
五

 至
廿

課
不

等
的

教
材

內
容

夕
而

且
每

課
均

包
括

有
行

為
目

標
、

教
師

活
動

、
教

學
材

料
、

事
前

準
備

事
項
、

教
學
力

法

 、
其

他
建

議
等

。
第

二
部

分
由

十
一

至
十

六
序

階
屬

較
高

級
的

功
能

層
次

才
大

部
與

家
庭

、
學

校
有

關
*
包

括
家

庭
的

 認
識

、
身

體
基

本
需

要
的

認
識

、
個

人
需

要
的

認
識

、
獨

立
行

動
、

維
持

自
我

與
環

境
及

有
效

的
溝

通
等
六

個
序
階

夕

 唯
這
一
部
分
內
容
有
些
是
互
相
重
複
。

 叨
翻
印
用
的
圖
解
練
習
本
︵
S
p
了
客
乙
U
p
l
i
C
a
邑
品
 
b
O
O
k
s
︶
：
每
一
圖
解
練
習
本
係
與
前
面
每
一
序
階
配

 合
使

叫
，

它
是

有
多

種
用

途
，

不
但

可
做

為
學

生
練

習
、

遊
戲

用
，

而
且

附
在

每
一

圖
解

練
習

本
前

的
評
量

表
夕
可

做

 為
教

師
考

核
學

生
的

依
據

，
或

確
定

學
生

從
那

一
個

序
階

開
始

學
習

較
為

適
合

。
唯

需
備

有
專

用
的

翻
印
機

器
夕
才

可

 大
量
印
製
所
需
的
份
數
寸
以
供
上
課
使
用
。

 c
o
七
十
二
面
黑
白
照
相
刺
激
圖
片
:
為
配
合
每
一
序
階
的
課
文
需
要
夕
備
有
仁
二
X
^
4
二
大
小
的
刺
激
圖
片

夕

 用
來

顯
示

學
生

所
熟

悉
的

日
常

生
活

情
境

，
主

要
在

訓
練

學
生

對
某

一
情

境
的

實
際

描
述

及
解

釋
。

學
生
在

經
過
練

習

 後
，

可
引

用
到

日
常

的
實

際
生

活
環

境
中

伊
並

做
正

確
的

反
應

。

 份
圖
表
一
張
夕
為
整
個
內
容
的
綱
要
。

 付
教
師
手
冊
。

 紛
透

明
圖

片
，

係
分

別
附

在
每

一
圖

解
練

習
本

，
可

協
助

教
師

向
學

生
解

釋
各

種
概

念
。

 □
補
充
教
材
，
包
括
科
學
、
數
學
及
體
育
等
三
科
夕
不
但
使
學
生
獲
得
專
門
知
識
?同

時
可
將
它
應
用
到
實
際

 的
生
活
少
做
為
解
決
問
題
的
工
具
。

七
特
點

 山
提

供
多

種
方

式
從

事
學

習
活

動
，

如
團

體
討

論
、

個
別

化
教

學
、

角
色

扮
演

、
歸

納
法

、
比
賽

活
動

、
遊

戲



 活
動

、
木

偶
戲

、
參

觀
活

動
、

揭
示

板
等

才
不

但
使

教
師

的
教

學
活

潑
生

動
^而

且
容

易
引

起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

 S課
程
內
容
不
但
符
合
邏
輯
體
系
寸
而
且
與
兒
童
的
身
心
發
展
序
階
相
配
合
仟
因
此
，
透
過
每
日
的
學
習
活
動

 後
，

慢
慢

可
培

養
學

生
的

判
斷

力
與

獨
立

行
動

的
能

力
P，

 付
課

程
的

安
排

有
一

定
序

階
，

因
此

夕
每

一
序

階
可

單
獨

使
用

。
教

師
可

透
過

評
量

表
的

使
用

分
針

對
學
生

的

 需
要

與
學

習
能

力
夕

確
定

學
生

從
那

一
個

序
階

學
習

較
為

恰
當

。

 S此
套
課
程
足
可
作
為
兒
童
整
個
的
學
習
內
容
^因

為
透
過
補
充
教
材
︵
科
學
、
體
育
、
數
學
︶
的
學
習
，

還

 可
進

一
步

得
到

增
強

夕
使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的
效

果
更

為
具

體
。

例
如

學
習

數
學

夕
不

但
可

使
學

生
得

到
專
門

知
識
夕

而

 且
可

應
用

到
實

際
的

生
活

夕
如

守
時

、
告

訴
時

間
、

錢
的

用
法

、
記

帳
、

統
計

圖
表

的
認

識
‥

‥
等

。

 忖
此

套
課

程
將

許
多

知
識

與
技

能
分

析
成

許
多

小
單

元
，

甚
至

於
更

綑
的

學
習

單
元

，
這

種
有

系
統

的
學
習

步

 驟
井

使
學

生
可

按
某

本
身

的
學

習
速

度
與

學
習

能
力

寸
由

簡
單

朝
向

複
雜

的
概

念
和

技
能

的
學

習
。

 紛
運

用
新

的
學

習
理

論
，

訓
練

學
生

解
決

問
題

，
便

能
更

圓
滿

的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

回
結
 
 
論

 課
程

主
要

是
為

教
學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基
本

設
計

，
此

套
社

會
學

習
課

程
主

要
是

看
重

社
會

適
應

，
訓

練
學

生
社

禽

 態
度

與
技

能
的

養
成

寸
可

作
為

學
校

教
育

的
補

充
。

因
為

傳
統

的
學

校
教

育
往

往
只

看
重

葫
、

寫
、

算
，
而

將
培
養

學

 生
的

社
會

態
度

與
技

能
視

為
次

要
的

責
任

夕
因

而
一

般
教

師
也

往
往

忽
略

兒
童

的
情

緒
與

社
會

發
展

。
此
套

課
程
正

可

 補
足
一
般
課
程
的
不
足
，
它
真
正
具
悄
了
設
計
課
程
所
應
具
備
蚌
條
件

，
包
括

課
程
的
完

整
性
、
平

衡
性
．
、

聯
繫
性
、

 動
力
性
改
變
動
性
。

^^^亡
一

z



八
四

附
註

 註
一
：
郭
為
藩
 
「
美
國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教
育
及
課
程
綱
要
」
 
在
璽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益
智
班
實
驗
第
二
年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望
北
 
國
立
毫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印
行
 
頁
六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