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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也有可能組合兩種或兩種以上模式的課程設計。混

 合課程並非雜亂無章的大雜膾，它是輔導教師依照學生的

 能力與需要，慎選合宜的模式或截長補短的組合相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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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當進步的科技器材可運用，輔導教師也應注意選擇介

 紹給家長或學生。

 助器材再多也沒用。輔導教師應慎重選擇合宜的輔助

 若本身沒有把握，亦可介紹到適當的醫療復建機構

 查(本手冊列有可供參考的醫療機構)，以便選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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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與輔導方案實施客觀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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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他們應和學齡前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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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教學上的工作需仰賴

 所需要的協助也此較多。

 學生的教育而已，還需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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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份計畫應該包含有學生的個案基本資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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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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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生的能力及問題所在

 育目標、家庭的需求:

家庭的功能及困難

 部份。

 學生都有一份學籍卡，在家教育學生也需

 似的資料。但這份資料不需要大複雜，它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家地址、聯

 住家人及與學生之關係、個人照片

參其

表一學生個案基本資料

 在			匝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			門	號櫻巷弄街路鄰里村鎮區市鄉縣市						
 			住家電話		『			%   &  m   %   ik		
 			聯絡電話		。一			「		
 同    住    家   人	姓名		咋	出生年月日			燬歷寸			m    *
 				年月日			「			
 				年月日			「			口二
 	一			年月日			「			
 	一			年月日			口			

18



認知篇

仁)家庭的基本資料

 家庭基本資料為一般個別化教學計畫中沒有的部份。除

 了表一已有的同住家人資料外，應該再詳細的描述些家

 申的狀況。參考表格見表二。表中除學生的父母資料外，

 有一欄個案看護姓名，主要是對非由父母看護的學生而

 設計的，如果學生是由父母看護，這欄就祇要填上父或

 母的姓名即可。

表二家庭基本資料

 學生父親姓名		出生年月日	庇@們:	服務單位	II   it	聯絡電話
 L-一-		年月日				
 學生母親姓名		出生年月日	瓦@們:	服務單位	F"	聯絡電話
 		年月日				「
 倖"'"。		出生年月日	庇@們:	服務單位	F"	聯絡電話
 		年月日			「	
 家庭經濟狀況		DIf     D 'hM     D f I       ? f ?!￡?				
 住宅情況	□自宅□．租用□借用□佔用^					
 父母婚姻片	況	□正常	□分/	□離婚	□一方死亡	

住
家

住
宅

房
間

分
佈

簡
圃



認知篇

(目學生及家庭的能力(功能)與問題(困難)所在

 這是擬定教學與服務計畫的重要依據。此一部份分戚

 兩大項，．一為能力或功能項目，另一項則為問題或困

 難項目。能力或功能項目是專指學生能做、能表現及

 家庭所能產生作用的部份，為其優點或強勢的所在。

 問題或困難項目則專指學生能力受限制、無法做到及

 家庭需要協助的部份，扁其缺陷或劣勢的所在。這些

 內容需要診斷才能取得。其參考表格見表三。

表三學生及家庭能力(功能)與問題(困難)所在

 	兀。。『"能力(功能)	問題(困難)	陋"

 學        生			
 家                ．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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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學生教育目標與家庭服務目標

 任何教育若無目標，就如同汪洋中的船隻沒有羅盤一

 將會不知該如何做，也相當危險。家庭服務的道理

 同，如果事先沒確定目標，在服務過程可能出現無

 足家庭真正需求，或將附加需求也列為目標的現象

 不可不慎重。其參考表格見表四。此表也可將學生

 庭分開威為兩張表格。

學生教育目標與家庭服務目標

亦相

法滿

 ，故

與家

 	F。"	短期目標	。卜"	H								

 學   生   目   標					口							
 宏乙  ．庭   目   標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            二	口            」	一            」

 評量記錄的0表示已達目標水準，八表示尚要再教學，空白表示完全不;

 在^A及空白的中間可填入評量的日期。

21



石知篇 口^^u^

在家教育輔導教師除了應建立上述四種表格的基本資

 料外，為求教學的效果與記錄，表五與表六應是必要的參

 考表格。輔導教師每週到家輔導時，可依預先計畫好的教

 學項目進行，並將表六交給家長(且訓練家長)在家進行

 教育，同時記下教學或評量的結果(記於表六)。下次輔導

 教師再次到家時，即針對家長教學的結果加以評量，評量

 結果則記於表五。

教師用每週教學記錄表

 										
 								仁		
 										
 										-口
 										口

 評量記錄的0表示已達目標水準，八表示尚要再教學，空白表示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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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家長用每週教學記錄表

 1										^
 										
 										一
 										一
 										

 評量記錄的0表示已達目標水準，八表示尚要再教學，空白表示完全不;

 教學日期欄內應同時記錄教學時間，如5:2Opm到6:0Opm Q

M

 國內在家教育與國外在家教育的緣起與目的並不相同，

 因此我國在家教育的模式無法完全仿照歐美國家，也不應仿

 照歐美國家。基於國內本身特有的性質，各縣市可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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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建議如下

(^)分區威立

雖說在家

育

師仍然必

算
有

在
進
就

一個班

制就有

 ，但若

家教育

行教育

能繃

怎能產生

若能威立

才能有預

有
的

姻
江

匕
匕

 q
同

垂
而
家
威
同

刀
學
在

不
作
增
班

︶

師才能

求的教

育的學生並沒集中在學校

貞到學生的家裡去輔導學

家教育班應是

 與繡制。有預

定的人員"固然不是非要

錢有人則做事將會比較容

 學生，並非完全不可教育

 敘材教具便不可少。威立一

 費預算，也才能購買必要

 教育威果。同樣地戚立在

的輔導教師負責學生的教

對所輔導學生的各種特質

 上課，可是輔導

 生。在繡制及預

 較理想的模式。

 算就有經費，有

有錢有人

易有戚效

 的對象。

個在家教司

的教材教具

才能做

 。接受

如果要

 玄班，

撇
針

 學內容，進行有效的教學

家教育班

學與輔導

 ，設計符

因此若能

否

 後，也

 ，這些

合學生

威立在

玄班

家
不

兩
不

工

而
級

，
．
別

生病床

醫院裡

 決定。

星期三

同地區

 ，以接

加申重

學生的

寸

，

級
教

同
位

同
教

韭
次

的

 應是較為理想的模式。

 育班級的作法，各縣市可

的模式:可在集中某一國

輔導教師依所輔導學生居

 的兩校工作。其型態就如

 學教師一樣，掛名在其一

 病童進行教學。輔導教師

 導教師到家輔導的次數，

 ，應依學生的需要情況決

 學校掛名，讓輔導教師沒

 的輔導與監督。

啟智班教師的員額繡制或減少申重度啟智

由增加的員額或因減少學生數後得出

循地區

民小學

住地區

某些縣

 國民^^、

的人數

由兩星
七'

 足。亦

事時就

性質的不

設立一個

 的不同，

市的病弱

 學，人卻

可依學生

期一次到

可分別在

在學校工

的埤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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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班

或
智

智
學
用

財

)組

不

加
的
中
數
班
育

班
生

減
啟

中
莫
的

學
學

口
口

左
充

 ，負責擔任在家教育學生的教學輯

重度啟智班教師的員額繃制或許與

 式相類似，不過做法上較為靈活些

 地區，在當地或鄰近設有啟智班的

 (視實際需要而定)的啟智班教師。

 生的人數，藉以空出教師的人力，

 生的教學輔導。此一模式的精神與

 師員額繃制的精神一致，其主要差

 的問題。若該地區中重度啟智班學

 中重度啟智班學生人數的模式，否

 班教師的員額繃制。不過此一模式

 主計單位的同意。

 導工作。

戚立在家教育

 ，它可依學生

學校增加一名

減少申重度啟

以便進行在家

增加申重度啟

別在於啟智班

 生數少，可採

則就增加中重

恐較不易得到

橄
論

對
此

與

在家教育輔導教師輔導小組

採 米  用第一種或第二種模式，皆應有此組織。目前國

 度或多重障礙學生的師資，仍然極為欠缺。即使

 有些修過這方面課程的教師，其經驗仍然相當的不足，

更遑論那些未修過這方面課程的輔導教師

 師在擔任此一教學輔導工作時，都感到困

 。這些輔

 難重重，極需

包含特殊

 組，定期開會

師克服各項困

學內容與技巧的 若能組戚這

育

言寸詔

列

內
屎

就
目
就

 家、醫療方面專家等威員的輔導小

 師輔導所遭遇的個案問題，協助教

 不會讓教師有束手無策的窘境。

 前情境若能做到上述的境界，相信對在家教育的

 能更進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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