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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學習障礙學生之閱讀與數學補救教學

單元一提高閱讀理解能力的方法

 一、老師讚一個有情境、內容的故事，如鬼故事、動物園遊記、馬戲

 團表演，要求學生假裝他們是故事中的人物，並請他們描述他們

 成為故事中的人物後，在故事中的所見、所聞、所感覺。

 二、把三張圖畫按內容的順序排列好，請學生從另外的三、四張圖畫

 中選出第四張圖畫來。學生選出第四張圖畫後，得向全班說明選

 擇出該張圖畫的理由。逐漸地，言個活動要改變成由學生將隨意

 放置的四張圖畫「有意義地」加以排列，目述故事的內容。

 三、在學生讚過一個故事之後，讓學生按順序畫出故事的內容，或將

 故事整個整理後，加以想像，畫一張代表的圃晝。

 四、老師讓學生聽錄音帶上的音樂或故事，問學生聽完之後的感想，

 並請他們為所聽的音樂或故事作些藝術作品(材料包括水彩、彩

 色筆、黏土、色紙、油漆‥．)，作品完成後呈現給同學欣賞，

 並要加以解釋。

 五、老師根據一般的經驗，問學生假想的問題。如「如果我們在動物

 園裏玩的時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來，怎麼辦?」或問學生所讚之

 故事或文章，文字敘述以外的問題，如「如果小瑛單獨去爬山的

 那天下雪的話，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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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把故事表演出來、說出來或畫出來，並把錯誤的部份加入，看看

 學生是否覺察。

 七、使用電影、錄音帶、演講、影片、團體討論或其他藝術表現方式

 提供閱講作業的背景資料，使學生有具體之經驗可依憑，因為閱

 讀本身是件抽象的工作，先有具體之經驗後，能讓學生在閱讀之

 時，將意義賦與所讀之物。

 八、使用選擇題，問學生理解文章之字辭、句子和內容方面的問題，

 或用克漏字的填充方式，要求學生使用適當的字、辭完成句子，

如:

 1．牆壁的顏色是和。
一""一

 2．有一天他在街上找到他的腳踏車，他的腳踏車已經了。
"""

 3．他想了想後說:「它一定是被汽車了。」
"""

 九、用圖畫表現故事裏的概念、物品或事件，然後請學生從幾個句子

 中選出描述該圖畫之句子來，並請學生對他的選擇加以說明。

 十、老師讀一個故事給學生聽，但在故事結束之前停頓一下，請學生

 建議三到四個可能的故事結局，將他們寫在黑板上，然後把故事

 讓完。讚完故事之後，請學生比較真正的故事結局與他們所建議

 之故事結局的異同。或給學生看一張圖畫，請他們根據該圖畫編

 個故事，然後老師把圖晝真正的故事唸給學生聽，請他們比較這

 兩個故事的異同。

 十一、將學生的朗讀錄音下來，再放給學生聽，聽完一遍後，讓學生

 看著讀過的東西再聽一遍，如此，學生可發現第一次讚時增加

 或漏掉的部份，且對閱讀內容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由老師

 在學生閱讀時，記錄學生所讚的每一句，然後在學生讀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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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學生一面看著譁過的東西，一面把學生剛才所讚的讚給學生

 聽，學生藉此核對錯誤。

 十二、故事讚了一部份後停下來，請學生猜猜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件，

 猜過後，再讚一段，再停下來，再猜下一個事件，如此重覆幾

 次。等到整個故事讀完時，和學生討論他們所猜的和真實事件

 (故事中)之間的異同。

 十三、讚一段故事後，停下來，拿出三張圓晝，問學生一個與所謙之

 故事有關的問題，然後請學生在三張圃畫中選出代表答案的圓

 竇。

 十四、事先告訴學生將間的問題，因此當閱讀時，學生就會留意問題

 的答案。

 十五、介紹一位作者給學生，並講一篇這位作者所寫的文章，問學生

 該作者是否具備寫這篇文章的資格，並要解釋為什麼。

 十六、學生默讓時，同時聽他人朗講，目的在讓學生體會所看見書寫

 的文字，即所聽見之語言的自然延伸。他們閱讚的理解力可藉

 此方法增加。

 十七、協助閱講法:學生看著文章，老師在一旁讓給學生聽。學生有

 時也跟著老師重覆讚一些字、片語或句子，老師則協助學生讚

 困難的部份。這個方法的優點在於有聽覺上的回饋、增進受助

 者的理解能力，同時也能改善閱謙的流利程度。

 十八、首語重覆法:重覆使用前一個句子中的概念或字。將他們作為

 下一個句子的首語。此種方法可增進學生的理解能力。

 十九、讚一篇文章、故事或有趣的東西，讓學生每段用一兩個句子作

 結論，並把他們按適當的次序排列。或把文章中間、或每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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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的句子拿走，"請學生根據所提供的訊息，找出替代的句子。

 廿、選擇一個主題，讚給學生聽，要學生聽過後，回去查字典、百科

 全書等資料來源，然後請他們就所查閱的資料在主題文章中找

 出兩個"真"和兩個"假"的消息。學生必須向全班報告完成作業

 的經過及其結果。

 廿一、給學生閱讚著名事件的記載，如中國大陸淪陷、西安事變、中

 日甲午戰爭、鴨片戰爭，或其他合適的題材。請他們於閱讚後

 想像，如:如果沒有鴨片戰爭的話，．是一個什麼情形?好還是

 不好?學生除了回答這些問題外，還必須說出他們T麼想的理

 由。

 廿二、在黑板上寫些似是而非的敘述，請學生謙過後修改，使這些似

 是而非的敘述成為真實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

 廿三、從歷史中找幾位著名人士，中外皆可，如喬治、華盛頓，班、

 法蘭克，阿道夫、希特勒，鄭成功，文天祥等。盡可能請學生

 去講有關該人物的文章、資料，整理之後作成報告，向著全班

 同學作口頭報告。之後，詢間班上同學的意見，看看所報告的

 是否屬實，若不實，則請學生再另外查閱有關所報告人物之文

 章、資料。

 廿四、在文章閱讀之前，即告訴學生要注意文章中的「個別事件」和

 「關係」，藉此也可提高學生閱讚時的領會能力。

 故事內容:「從前有二個很老很老的人，老到眼睛看東西

 已經非常模糊、手腳總是發抖。當他坐在桌前吃飯時，他的手

 抖得連湯匙都握不佳，並且有的時候還會把湯潑在桌布上。」

 「個別事件」強調老人身體狀況的性質，如發抖的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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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的視力，和事件的細節，如把湯潑出來。

 「關係」強調老人身體狀況和所發生的事件的關係，如老

 人的手腳總是發抖，抖得連湯匙都握不住。且還把湯潑在桌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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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二Lerner(1985)改進閱讀能力策略

 Lerner(1985)建議五個改進各層面埋解能力的策略。

 策略一、進步的組織者^Advanced Organ^zers) :老師從學生從前的

 學習材料中，介紹新的概念，學生於學習新概念後，重新閱

 讚。

 策略二、策略摸索訓練(Search Strateg^es Tra^n^ng):學生於停止

 閱譁後，老師提出問題，學生提供答案，且判斷他的答案是

 否真地回答了老師的問題。

 策略三、口頭演練(Verba^ Rohearsa^) ^學生模倣老師提出問題的方

 式提出問題(口頭的)。

 策略四、自我調整(Se^f-Mon^^or^ng) :這一次學生從閱讓的文章中

 認真找尋答案，找著後，與原先提出的答案對照一下，看看

 原先提出的答案是否正確。

 策略五、提出問題(Ques^^on ^^g) '老師提出與閱讚理解之任何層次

 有關的問題供學生繼續練習。讓學生把解答這些問題的策略

 普遍化到其他閱讚活動上，此後當他閱讓時，他就具備自己

 的閱讀策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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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三ReCO^P    ^去

 克來瑞(C^ary)和夏皮(Sheppe)於一九八三年提出Recomp法。

 一、在學生閱讚之先，老師告訴學生要留意什麼內容。

 二、用腦神經印銘法閱講。

 三、學生自述他所讚之物的意義和他所該留意的內容一老師和學生進

 入彼此問答的階段。

 四、學生請教老師不懂的部份，然後學生重讀一遍，並與老師共同找

 出解答。

 五、老師使用克漏字選擇或自由回憶的方式鑑定學生理解的程度。

 六、用一個魚骨圖來安排閱讚時所要獲得之訊息。

誰什麼何時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那裡如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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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語言能力培養的方法與活動

 閱講能力與語言能力有關，在提供學習障礙的孩子閱讚障礙補救

 教學的時候，有些時候不免要先進行語言能力的補救和培養。既是如

 此，如果我們早些發現有學習障礙的孩于，針對他們或普遍對於所有

 的孩子，都在學前教育階段進行語言能力的培養，那麼就可避免許多

 孩子在就學時遭遇失敗、挫折、困擾等經驗。

 以下所提供的語言培養活動，父母和老師都可以使用。可以用來

 預防學習障礙，也可以用來作為學習障礙學生的補救教學方法。有些

 部份筆者提供例子，有些部份也提供市面上賈的教學資源消息，有些

 則只提供原則，父母和老師可參照使用。先了解你的孩子，針對他的

 能力和需要，選擇最適他的方式和內容。

 語言能力可分為內在語言、接受性語言和表達性語言三種，茲就

 這三領域分述其能力培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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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內在語言的培養

 一、當你提供孩子如"書"、"指甲"、"水"、"釘子"、"麵包"

 ……這些字的同時，也提供實物讓他去感覺、去摸、去聞、去嚐"

 然後讓孩子用肌肉和運動去認識較抽象的字所代表的動作，如跑、

 跳、爬‥．等等。

 二、提供孩于有特殊繫音之物品、動作或動物的圖片，包括狗、貓、

 老虎、電話、按門鈴、打噴曬、救護車等。把這些聲音錄在錄音

 帶上，讓孩子一面看著圖片，--面聽著繫音。等孩子熟悉一陣後，

 要求孩千在聽錄音帶時，把聽到的聲音與相關的圖片配對。(信

誼基金會出一套相關的材料:學前兒童語言發展系列^^^歲"耳

 聰目明一聽聲音找圖片"。)

 三、提供孩子一個敘述，如"這朵花開得好美麗"，讓孩子畫一幅表

 現該敘述的圃畫。

 四、和孩子玩比手竇腳的遊戲，如讓他抽中一個角色(爸爸、媽媽、

 /」、狗、小丑、小豬、牛…)，請他扮演，或請他猜別人所扮演的

 角色。

 五、提供孩子一組圖片，每一張都有一部份是故意遺漏的，讓孩子找

 出正確的「答案」填到空白的部份上。或是把拼圖故意拿掉一塊，

 讓孩子從一堆拼圖塊中尋找拿掉的那一塊。或把連環漫畫拿掉一

 張，請孩于從一堆漫畫申找出拿掉的那一張。(可利用的材料包

 括信誼基金會出版的學前兒童認知發展系列2^4歲"/」、拼圖"一

 母子動物、交通工具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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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提供孩子性質相同但外表不相同的東西，實物和圖片都可以，如

 手錶和時鐘，鞋和船，茶杯和玻璃，可以問他要兩個計時的東西，

 或你給孩千一個東西，要他找到另一個相關的東西。(相關的材

 料坊間賣的很多，凡是選同類東西，把相關物品連起來，把同一

 用途物品上色等活動設計的都可以使用。)或如上之設計，用長

 條形的紙作袋子，貼在一塊板上，左邊由你放一張卡片，右邊要

 求孩子找到相關的圖片放上去。

 七、完成如下之句子，培養相關的概念。

 "香蕉對蘋果，瓜對。"
@@"

 "男孩對女孩，對。"
""""@@

 "戒指對，手觸對手腕。"
一

 八、提供孩子三個名稱，讓他找出其中相關的兩個。如:

 "狗、貓、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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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桌子、刀子"

 "牛奶、石頭、7匕

 九、問如下之問題，培證邏輯關係的概念。

"烏有翅膀嗎?"

"你用耳朵讚書嗎?"

"你到超級市場看電影嗎?"

"你用膝蓋吃冰淇淋嗎?"

市面上如彙豪出版社所出版的"巫婆的大煮鍋"也是訓練邏輯考

 的材料，這套材料生動有趣。它的大張卡片上畫的盡是些不合理

 的情況，如菜園裏的是刀、叉、湯匙等東西，椅子上坐的是稻草

 人等。每一張大卡片有九張小卡片與之對應，所有大卡片的荒謬

 處(共有九虛)都可由這九張小卡片來糾正。共有六張大卡片，

 五十四張小卡片。

 十、讀一段故事，但在故事結束前停下來，讓孩于自己思索並告訴你

 故事的結局。

 十一、讚完一篇故事後，問孩子一些需要加以想像的問題，包括:

 "如果你是故事的主角，你會做出不一樣的決定嗎?"

 "如果你是羅賓漢，你會劫富濟貧嗎?"

 "如果故事發生在不同的國家(季節、時代)，情況會有什麼

不同呢?"

 十二、請兩個孩子站出來，請其中一位說出自己與另一位相同的部份，

如:

 "我們都是男生。"

 "我們都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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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請孩子說出或寫出:

 "所有有輪子的東西。"

 "所有比螞蟻小的東西。"

 "所有有毛的東西。"

 十四、問如下之問題，培養思考的能力。

"眼睛瞎了的人如何知道食物煮熟了沒有

"魚和烏龜相似的地方有那些?"

"為什麼把衣服裁短比加長容易?"

"狗和貓不同的地方在那裏?"

67



單元六接受性語言的培養

 一、給孩子不同的語音，如"勺"、"n"、"力"、"去"，要他

 在聽見特定的聲音，如"去"時，舉手。然後給孩子一系列的聲

 音，如"勺、口、去、《、百、H、去、土、士"，請他在每一

 次聽見"去"時便舉手。

 二、提供孩子成對的語音，如"女"、"n"，問他相不相同。

 三、提供孩子傾聽並尋找某一特定母音或子音的活動，剛開始時，提

 供差別極大的語音，漸漸提供差別小的語音。

 四、提供孩于一張包含許多物品在內的圃晝、廣告或海報，然後提供

 他一個字音，請他指出圖畫、廣告、海報中字首之字音與所提供

 之字音相同的物品。

 五、押韻練習。在一張紙上畫一些東西，如門、窗、車、飛機，然後

 提供孩于"這個人正在開。"的句型。請他將能與畫線的字
一一一

 押韻的圃圈選出來。這題的答案應該是門。

 六、把幾個東西放在孩子面前，如蘋果、剪刀、手錶、筆，然後你說

"金屬作的能用來裁剪東西的是什麼?"請他指出你所說的那

 個東西。如果他不能立刻指出正確的東西，你可以進一步提供線

 索，如"裁縫師一定要用的工具。""可以張開、合起來東

 西。"等等。

 七、提供孩子物品，讓他把相關，但外表和形狀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老師問:"什麼東西用來開鎖?"請孩于在一堆金屬類(具

 備相同性質)  :鑰匙、湯匙、刀、鋸子中找出合適的東西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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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熟練實物後，可以圖片取代。

 八、讓孩于把東西或圖片歸類。(信誼基金會學前兒童認知發展系列

 3-8歲"分類遊戲"即是這類的教學資源。)

 九、請孩子在聽到特定的人名、地名、或特定的字、音時，拍手一下。

 十、提供孩子一些與情緒有關的圃片，教導"快樂的小男孩"，"悲

 傷的母親"，"受驚嚇的小女孩"，"生氣的爺爺"等敘述性文

 辭。也可以認識的人為主角，為他們拍照，教導"骯髒的弟弟"，

 "愛哭的妹妹"，"漂亮的姊姊"等其他敘述性文辭。

 十一、讓孩子用「對」、「錯」回答以下的問題:

"小鳥會飛"

"小狗會叫"

"你有4隻眼睛"

"貓會看門"

 ̂二、讚一短句給孩于聽，然後問他有關該短句的一些問題。

 短句:"小珍和小強利用夏天到海邊游泳或去爬山。"

問題:"小珍和小強冬天去爬山?"

"小珍和小強夏天到海邊?"

 十三、當孩在對於十二裏的活動練習，逐漸顯出進步時，可以提供他

 較長、較複雜的句于，甚至提供整段文章。要問的問題也可以

 在讓句子或文章之前就提供給孩子。

 十四、讚一系列句子，句子的性質包括敘述「方法」、「人物」、「地

 點」、「時間」、「東西或事件」的句子。然後要求孩于在聽

 到如「方法」時豎起大姆指，聽到其他性質的敘述時不必，依

 此類推。表「方法」的句子包括:"他跑地很快。"、"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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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很慢。"

 以下所介紹的遊戲也是教導孩子分別辭性的教學資源。所需的

 材料包括:遊戲板一塊、骰子兩顆、前進用的東西數個，寫有

 號碼的小條子(用來核對答案正確與否)六個，和寫有六種辭

 性(方法，什麼東西或事件，時間，人物，理由，地點)之句

 子的卡片一疊。

遊戲的步驟為:

 H玩遊戲的人丟骰子，如得數目8。

 □翻出一張卡片，如卡片4 :"那輛紅車很快地從旅館前開過
"""

 去。"

 曰翻出該張卡片的遊戲參與人若能說出畫線部份的辭性為「方

 法」，他就可以照著所丟骰于的數目前進，如前進入格。如

 果他答錯了，不能前進，換另一位參與人丟骰予、翻卡片、

 回答問題。

 側核對答案案正確與否的方式為拉出袋子裏的小條子。如玩遊

 戲的人抽到卡片4，並且回答「方法」，那麼就從方法的袋子

 中抽出寫有號碼的小紙條，果然在上面看到4這個號碼，這

 就說明玩遊戲的人的回答是正確的。

 固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孩子不能「適應」這麼多種辭類(在

 這裏有六種)同時出現，要將辭類數量減少至他能接受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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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提供孩子一些句子，要他們把「沒有意義」的句子圈選出來

 「沒有意義」的句子包括:

 "夏天會下雪。"

 "我們從書本中倒出牛奶來喝。"

 "他用球寫字。"

 十六、讚故事給孩于聽，故意漏掉故事的一部份，讓孩子「填充」

如:

 "他用造了一個稻草人。他撿作稻草人的手，
""""""

 "作稻草人的衣服。"

 十七、提供孩千比較性的問題，包括:

 "誰每天早晨刮鬍于，爸爸或媽媽?"

 "誰會看門，兔子或狗?"

 "誰會救火，消防隊或醫察?"

 十八、把不同的東西或圃片給班上不同的孩子，請孩子在「描繪」到

 他手上有之東西後站起來。「描繪」內容包括:

 "有會叫的東西的人站起來。"

 "有會轉動之東西的人站起來。"

 "有能跳之東西的人站起來。"

 "有送牛奶之玩具卡車的人站起來。"

 十九、當你需要孩子注意的時候，說「注意」「看這邊」或拍一下手，

 敲一下桌子。然後下指令:

 "在鋼琴上彈力乙、口只人、口一。"

 "舉起右手來。"

 "打開書本到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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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可以用衣服的顏色、坐位的排敷、姓氏安排活動集合和解散的

 方式，如:

 "穿黃衣服的人到這邊集合。"

 "坐第一排的人到樹下拿飲料。"

 "所有姓陳的人請到圖書館集合。"

 廿一、提供孩千一人一張紙，指示孩子作紙上活動。如:

 "在白紙的右上角畫一個圓。"

 "在白紙的左下角畫一個三角形。"

 ‥在圓的中央寫下數字7。"

 "在白紙的中央竇一個正方形。"

 或發給孩子稍為有設計的紙張，也叫他在紙上依你的口頭指令

 進行活動。如下:

 口頭敘述:"圖上的青蛙拿著一張大海報，海報共有六個格

 子。

 □第一個方格裏有一個小蘋果，拿出你的紫色筆在格子糞畫一

 個圓。

 □第二個方格裏有一隻小蝴蝶，拿出你的棕色筆在格子襄竇一

 個正方形。

 曰第三個方格裏有一個小雪人，拿出你的藍色筆在格子囊畫一

 個三角形。

 呵第四個方格裏有一朵小花，拿出你的紅色筆在格子囊畫一個

 長方形。

 固第五個方格裏有一個小風箏，拿出你的綠色筆在格子襄蠶一

 個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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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第六個方格裹有一棵小樹，拿出你的橙色筆畫一個大圓，再

 拿出藍色筆在大裏畫一個小圓。

 付用你的黑色筆在紙的背後寫上你的名字，並用紅色筆把寫好

 的名字圈起來"。
3
悔

 5
甘

：
｜

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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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孩子到前面站著，他要依其他孩子所提供的線索(限定次數)，猜測

 其他孩子所要他猜的「主角」。線索包括:

 "他很高。"

 "他穿藍色毛衣。"

 "他有捲髮。"

 "它有翅膀。"

 "它會吃東西。"

 "它會擦黑板。"

 i、讚一小段文章，請孩子將同義詞告訴你。如:

 「不過」、「但是」、「然而」

 「喜愛」、「喜歡」

 耳、讚一些句子給孩子聽，讓他判斷是意見或事實。如

 "蔣中正先生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總統。"一一事貿

 "蔣中正先生是中華民國最偉大的總統。"一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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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表達性語言的培養

 一、讓孩子把手放在你的喉嚨部位，當你發聲昔時，讓他感覺你喉部

 的震動，然後請孩子把手放在自己的喉部，並且發出聲音。

 二、教導發聲音的時候，可提供口頭指示。如:

 "把上面的牙齒放在下嘴脣上面，並且吹氣，發「二」"。

 三、把東西放在孩子面前，問孩子與該東西有關的問題。如:

"這個東西叫作什麼?"

"它是作什麼用的?"

"它有那些顏色?"

"它吃起來味道如何?"

"和它同一類的還有那些?"

 四、請一位孩子從袋于裏拿出一樣東西來，並請他盡量詳細地描述這

 樣東西，讓另一位沒看見該東西的孩子猜一猜到底是什麼東西。

 五、提供孩子一張圃片，請他描述圖片中所發生的事情，也可請他說

 說事情發生前和發生後的情況。學生如果不會如此反應時，可以

 使用提供問題的方式，讓學生發表看法。

 六、給孩子一系列的圖片或卡通，請他看圖說故事。

 (信誼基金會的幼幼語文系^LJ4^6歲"我會說"故事圖卡。還有

 其他的"看圖說故事"卡片。非信誼出版的，都是很好的教

 學資源。)

 七、藉著打電話，和使用對講機、錄音機等器材，訓練語言溝通的能

 力，特別是通知和提供訊息方面的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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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藉操作布偶演戲(給孩子操WF)提供語言練習的機會。

 九、提供問題讓孩子回答，任何只要通順、流利的答案都可以接受。

問題包括:

 "如果現在停電了，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馬路口沒有交通醬察，會發生什麼事?"

 十、提供有關「方法」、「理由」、「地點」、「時間」、」「什

 麼」、「人物」等問句:

 "告訴我如何才能…"

 "告訴我為什麼…"

 "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

 "告訴我是誰…"

 "告訴我什麼時候…"

 十一、提供一些廚房餐具或用品，要孩子不使用手勢，敘述他們每一

 樣的功能。

 ̂二、提供圃片並敘述圖片中的事件，如"這個男孩正在跑步。"

 請孩子重覆你所說的話。最後，在句中省略某部份，讓孩子填

 充(口語填充或書寫式填充都可以)。

 十三、當孩于活動之時，請他同時說出他所正在做珣事。如果他在跳

 繩，他就說:"我正在跳繩。"跳完之後，請他說:"我跳

 完繩了。""我跳得很高(好)。""我跳了一百下。"

 等等。

 十四、提供孩子造詞、造句的機會(口語、書寫式都可以)。

 十五、如果訓練語言表達的同時也教輟時態，可探下面的方法:三張

 一組的樹片，分別盞上「尚未」、「正在」、「已經」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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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孩子看著圖片作敘述，如

"他(她)尚未

l1
一 一 " " " 一

一一""""""

 叮
吃

，
 乙「

"他(她)正在

娣--"  廿也(女^旦) 已涌徑．．．"

 十六、提供句子如"昨天晚上雨下得很大。"讓孩于用其他的句子

 描述同一件事情，句于越多越好。如:

 "昨兒個晚上，雨下得很兇猛。"

 "昨天天黑後，下了傾盆大雨。"

 "昨天晚上雨之大，連撐傘都會被雨打濕。"

 十七、提供孩子每日一辭，並讓孩子盡可能一天裏多使用這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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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給父和老師的建議

 學習障礙的孩于由於反應節奏較慢，又容易"迷失"，並且缺

 乏時間概念，父母和老師在教導他們的時候，必須把握以下的原則，

 才能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很多時候，我們的教學失敗，並非我們用

 錯教學策略，而是沒有把握以下的教學原則。

 一、明白孩子的能力、限制和需要。從簡單的活動到複雜的活動。

 二、將家裏的擺設、佈置組織化。越有組織越好，孩子的腦筋才不玫
"^"

 理不出頭緒來。越有組織，孩子才可能開始去整理，組織所呈給

 他的學習活動。

 三、避免給予孩子選擇的機會。父母或老師替孩千撰擇，然後呈現給

 孩于，直接了當告訴他「我們現在開始做這個。」

 四、當你開始教孩子的時候，要孩于留心地看你示範。之後，用簡潔、

 清楚語言告訴他你所要他做的事，如果你懷疑他未完全瞭解你所
""一

 指示的，就請他複述你所要他做的事。然後，看著他完成你所給

 他的"功課"。

 (很多時候簡潔、清楚語言意味著把「小明，現在是玩積木的時

 間，把你的積木帶到窗戶旁邊，你可以坐在櫃子前面，把你的積

 木放在地上。」這一句話改換成「小明，過來，積木，地上。」)

 五、活動的設計和選擇要盡可能是孩子喜歡，覺得有趣的。活動進行
一

 時候不妨像在玩遊戲一般，也可以邀請家中其他成員共同參與。

 六、多給孩子成功的經歷。當他努力嘗試或進步的時候，盡量誇講和

 鼓勵他，但也不要太過。當他失敗或驗的時候，告訴他「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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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你輟了」或「祝你下次好運」維持他繼續嘗試的動機。

 七、活動進行時，不要催孩子，讓他自已去"想一想"。在開始進

 行下一個步驟前，要確定前一個步驟每一部份都已完成。

 八、維持一致。讓他能預測下一步所要做或所會發生的事。但更換活
^^""

 動能維持他的輿趣，這點也不容忽視。此外要態度肯定、堅持，

 但同時溫和、有耐心，不要因為失敗而癒罰孩子。

 九、確定孩子有足夠的成功經驗。失敗的次數太頻繁會令人挫折，合

 理的成功率最少80%。成功機會太少，挫折、焦慮，太多，又變

 得乏味，太多或太少都影響學習動機、如果你發現活動對孩子而

 言太難時，盡快把它換悼。

 十、在安靜並容易專心學習的地方進行活動。盡可能讓他有自己的桌

 子、椅于，甚至活動空間。

 十一、不管任何年齡，不要對著你的孩子使用不成熟的兒語或不正確
"一

 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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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九教室裏可觀察至目的閱讀困難

 通常最早發現學生有學習障礙的是學校裏的老師，並以閱讓方面

 的困難為最先被發現之範圍。把學生在學校閱讀上遭遇之困難加以歸

 納，有下列八方面:

 一、方向:錯誤的眼睛活動、錯誤的讚字方向(如該由上往下。瑯由

 下往上;該由右往左，封由左往右。)。把字的位置對換(如「

 鱷齦」讚成「齦齦」)。

 二、認字:基本字(如大、中、小、牛、家、我、你。他等三。四歲

 小孩會認，但不一定會寫的字。)的認識有限。視覺上對字的分

 析錯誤。視覺上對字的組合有困難，聽覺上缺乏對母音、子音組

 合的接受能力，缺乏使用上、下文或其他有意義之線索來認字的

 能力。

 三。過度分析:把字拆成過小的單位，以致不能認識整個字。

 四、基本領會能力:這裏所指的是閱讀句子和文章時的領會能力，包

 括不會使用思想單位來閱讀，缺乏旬于的概念，不能明白作者所

 使用的句子結構或文章組織，缺乏段落的概念，以及缺乏對有意

 義之詞彙的認識等。

 五、特殊領會能力:缺乏分辨事實或作者意見之能力，缺乏有效分析

 所讚之物的能力，解釋所讚之物的能力不足，缺乏對所讚之物的

 文學欣賞能力。及缺乏組織所讓之物的能力。

 六、基本閱讀技巧:未能充分利用地圖。圖表或其他相關之材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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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效使用基本參考資料，未能使用協助以找尋所需閱讀之材料

 ，不能充分組織所讀之資料使其有意義或有用。

 七、朗讀:朗讀時很緊張，眼P (發聲)的配合差，缺乏適當的斷句

 ，速度太快或大慢。

 八、閱讀速率:缺乏調整閱讀速率的能力(包括不能配合閱讀的目的

 和難度，及無法調整閱讀的速率加不需要的發聲(如嗯、啊．…‥)太

 多，缺乏正確斷句的概念，停頓過久，認字不足影響速率，領會不

 足影響速率，使用圖表、地圖的能力不足影響速率，對一般或專

 門詞彙認識不足影響速率，基本閱讀概念不足影響速率，符號和

 縮寫的知識不足影響速率等。

 一旦發現學生有這些方面的困難，老師應該進一步地針對困難範

 圍進行評估。評估方式可分為正式和非正式。以下所介紹的是老師在

 教室裏可利用的幾個非正式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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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教室裏使用的非正式評估

 在歐美國家，已經有許多發展出來，效度和信度都頗高的正式評

 估量表，國內這力面的工具則非常有限。但是即使在擁有許多正式量

 表的歐美國家，由於施測時所牽涉到成本、時間及解釋等因素，學校

 裏的老師大部份的時候，仍然使用非正式的評估方式對學生的學習困

 難加以評估，進而根據評估的結果設計教導方案。只要是科學地、有

 系統地進行評估、整埋評估結果，並實施教導方案，往往也能成功地

 教導學生補救之學習方法或糾正學生錯誤之學習方式。

 非正式評估的優點是節省時間，並且評估材料隨手可得。老師可

 利用學生每日的作業作為評估的範圍，或自製測驗作為評估的工具，

 以找出學生犯錯的型態，然後對犯錯的原因加以分析，並評估學生某

 種能力的強弱之處，進而著手設計適合學生個人的教學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強調要對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實施個別教育

 方案( Individua^ E己^cationa^ P^an，IEP)。因為這

 些學生「特殊」;他們不能和他們的同輩們一樣「正常」地學習，所

 以會被擺在特殊教育服務範圍之下。然而同樣歸類在一個團體，他們

 彼此間的差異可能極大。比如同是「學習障礙」的學生，他們所顯出

 困難的部份可能不相同。部使相同，比如同是閱讀方面的困難，但可

 能一個是閱讀的流利程度有問題，另一個是理解文章意義的能力不足

 。甚至兩學生同樣被「診斷」為閱讀理解能力不足，適合甲學生的教

 學力案，未必適合乙學生。所以要找到一個萬靈教學法，使其適用於

 所有學習障礎(更不要說特殊教育)的學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此

 ，為確保教學的成效;不浪費老師、學生的時間、精力、腦力和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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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教材、教具、設備，及社會其他各方面所投入的資源;更重要的

 ，要讓學生的學習有進步，一定要嚴格地實施個別教學方案。至於老

師在教室裏可使用的非正式評估有:

 一、觀察。觀察的範圍包括閱讀技巧、閱讀興趣。閱讀態度。學生分

 ．析字的技巧及閱讀領會的技巧。不妨在觀察時。老師自己作個表

 ，問問以下幾個問題:

出學生的閱讀態度如何?

目學生的特殊閱讀興趣何在?

日學生的閱讀能力有沒有進步?

 凶學生在閱讀能力上的強、弱點為何?

田朗讀時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把音拼出來或能流利地讀?

內經常犯的錯誤有那些?

出所用來分析字的技巧有那些?

囚是否使用上下文所提供之線索認識末識之字?

俐學生所認識的基本詞彙夠不夠多?

出是否領會所讀之物的意義?

 老師依表觀察學生的閱讀活動之後，應將觀察結果加以記錄、整

 理。最好觀察三次以上，並用表格記錄下來(可參考表-)。表格的

 好處是清晰易讀，並且累積的資料容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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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一不同年級程度的認字測驗

 針對每一年級，隨機取出2^^25個該年級學生應該會的基本字，

 對學生加以施測。測驗時，應從比學生閱讀程度約較低一年的年級程

 度測起。這個方式的好處是:一、可找出學生基本字的認識程度。二

 、找出學生流利閱讀而犯錯最少的程度。三、當學生在「讀」不認識

 的字時，可分析他分析字時所採用的策略和技巧。拉莫鑰( Le^er

^^981   )建議這方面測驗的評估標準為:錯一字或投有錯誤時為獨

 立閱讀程度，錯兩個字時為需教導之閱讀程度，錯三個字或三個以上

 時為挫折之閱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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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閱讀評估表

名
級

姓
年

老師

學校

 卜				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	
F				I m^mm	
 戶				曰發豆不正確""""""""""	
 卜	1		二		
 F			口一	□重覆"""""""一一一	
 LE^		一		「對調一"一‥-一一""""""	
 斤					
 巨				1屯"一一一"一"一""	
 山				基本字彙不足	
 C^^｜				年級程度字彙不足^一一一一一	
 斤口				社""""一"	
 卜	一			雨"	
 匣	一二		一	瓦	
 41｜				拼音不熟	
 正		二	L	分析字之結構的能力不足^一"一"""一"^""	
 匹				一一"一"一""^""臼逗章使用上下文之線索的能	
 				力""一"^	
 口				-、縮寫的知識不足．，"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叩口				屆解不足	默讀一

 吊二-	一^"	二-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觀察結果符號

代表發現困難

代表進步

代表不再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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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記憶力不足	
 同｜			1	反應(回答)零亂無組織	
 匣｜				不會找尋所需之資料一"	
 F｜	一」			不會瀏覽文章找出重點	
 卜｜	口			口仁畜因應困難程度調整辣率@@@@""""""	
 卜｜				「褪六。，D售言圭一"一""""	
 卜｜				口遠產快時則不準確	
 """"""""一""""卜-----一一--一一一一--					，叫｜
 互"一	□	T	二	唇和發聲之動作	其  他1^^   力 一

 □碎				涵音知識不足一一"	
 卜｜				口善去字的聯結	
 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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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二非正式的文章閒讚測驗

 這種測驗方式評估學生一般閱讚的能力。它使用難度漸增、從低

 年級程度到高年級程度的文章作為測驗工具。通常一篇文章約^50 ^

 釣^4R字。學生從他能輕易讀出和領會的文章大聲讚起，一直讀到他

 不能再讀的程度為止。當學生大聲讀的同時，老師在一旁記錄學生所

 犯的閱讀錯誤。等到學生讀完一篇文章後，老師問他三到五個測驗領

 會程度的問題。問題的種類應該包括:  a、誰、什麼、那裏等記憶式

 的問題，b、為什麼、原因一結果這一類推理式的問題，及c、一般

 意義或特殊意義的詞彙。當然在問這些問題之前，應該讓學生有機會

 把文章重看一遍，以免變成測驗學生的記憶力而非理解力。至於記分

的方式是百分比;字彙能力的百分比計算方式是把讀對的字數除以文

 章裏的所有字數，領會能力的百分比計算方式是把答對的問題數除以

 所有的問題數。評分的標準為:認得98-1o0^的字，答對鉤一仰%的

 理解問題，為獨立閱讀層次。這時候的學生閱讀自然、流利，不必用

 手指著所讀的字，也沒有不當的停頓。老師可在這個閱讀階段提供閱

 讀補充教材，供學生自由欣賞用。認得95%的字，答對75^的理解問

 題。為需教導之閱讀層次。這時學生需要老師的協助，閱讀材料對他

 而言具有挑戰性但不致於太難，老師應在這個階段提供學生直接的閱

 讀教導。認得90%或更少的字，答對卸%或更少的理解問題，為挫折

 之閱讀層次。在這個階段，學生覺得閱讀相當困難，緊張且犯許多錯

 誤。這個時候所使用之測驗，不該用來作為教導的材料。

 除了測驗學生的認字、理解能力外，老師應該同時記下學生所犯

 各種不同的錯誤型態，如漏字、插字、替代、對調、重覆等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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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雖然這個測驗方式很花時間，但是可以用來找出適合學生程

 度的教材(節需教導之閱讚層次所用之測驗文章)，也可以隨時用來

 測驗學生的進步情形。一般認為是很有用的非正式評估方式之一。

:錯誤朗讀型態評量表

 伍	。""'一一一	@@""""例子"一"一""
 卜省略	卜巨濃讀的字圈起來	男孩筠進屋子。一□
 ̂插字	把增加的字寫出來	孩三岱坐下育吃飯六。^
 ̂取代	把取代的字寫出來	我憨蕊你的名字了。^

 ̂對調	把對調的字用符號一丁一標出來	小英一直眼睜看他到天亮。^
 ̂重覆	把重覆部份用符號一一標出來	一一一每個人都為我歡呼。^
 ̂錯讚	把錯讀字的注音寫出^	那是一隻豐磊。^

 ̂猶豫停頓	｜｜，號符用處頓停來豫出猶標把Z	法官/要陪審團暫時/離開^
 ̂協助	把學生接受協助處用符號一一標出來	。""』

 閱讀錯誤之性質分析。這個方法十分著重領會能力的評估。重點

 擺在閱讀錯誤的性質而非錯誤的數目。錯誤的型態大致分為語意

 的，造句法的和音、形結構的。只要學生的領會正確，部使他使

 用替代的字(如以「爹」代替「父親」)，並不算嚴重的錯誤。

 總而言之，所犯錯誤的嚴重性，決定於是否錯誤的性質改變或影

 嚮文章的意義，因而影響了學生對文章的領會。

 填充。這個方法通常用來測驗學生的閱讀層次和理解程度。老師

 提供一篇約250個字左右的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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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每隔一段間隔空出一個位置讓學生填入適當的字或詞(有人

 建議間隔間的距離要相等，有人不以為然)。所填人的字或詞要

 符合意義和文法的要求。這個方法可對單獨的學生使用，也可以

 使用於整個團體。記分的方式是計算正確答案數的百分比。爾金

 和考漢( Rarl^in  a^d   Gu^^ane   l   1969    )建議的評分標

 準為:答對6^%或更多，為獨立閱讀層次，答對^^^^仍%，為

 需教導之層次，答對叨%或更少，為挫折之閱讀層次。測驗的同

 時，老師若能記下學生所犯的錯誤型態，還可以進一步地分析學

 生的語言成分、認知形態、推理技巧和思考方式。

 老師自製的測驗。除了以上的五種方式，老師還可以自己製作測

 驗，對學生的能力加以評估。比如使用是非題、選擇題、填充題

 、配對題，測驗學生某方面的閱讀能力。幾乎閱讀範圍裏的所有

 能力和層次都可以設計出測驗加以評估。只要所設計的測驗題目

 夠多且夠具代表性，便是好的評估工具。

90-



單元十三間諧補救教學法

 老師於評估學生能力之後，隨部根據評估的結果，針對所要教溥

 的技巧或所要修正的錯誤設計教學方案。分析的越仔絀，針對的範圍

 越明確，越可能設計出適合學生個人的有效教學方案。以下所要介紹

 的教學法，是經過使用，證明對重度閱讀障礙之學生有效的三種補救

 教學法。

 一、多官能閱讀泱( Mu^tisensory Reading uethod^

 這個方法的基本假設是:經由一種以上的途徑來學留，可以塑得

 更好。一般人都有其偏重之感官學習途逕，比如有人藉總的途徑學習

 比藉視的途徑學習效果好，有人辮視的途徑舉召比藉撫的途律學習效

 果好。多官能閱讀法認為，要補救學習能力之不足，不妨多稅卑留途

 徑齊下，部視覺、聽覺、觸覺、動作覺( Visua^-Aud^tory-^-

 inesthetic-Tacti^eTl VA^T ) —起使用;學習時，看、聰、

 描、寫同時進行。這個學習補救法常使用砂紙、指畫、砂盤、突出或

 凹下的字體增加對觸覺的刺激，加深學習的印象。

 多官能閱讀法裏以弗南得方法( The Ferna^d Method)最

 著名，他的方法的步驟和重點如下:

 。從學生口述的故事裏，找出學生不會但需要學的字。郎學生所學的

 字是由學生自己提供，而非老師所指定。

 。每一個字都單獨教。比如教「尖」這個字，絕不會告訴學生它足「

 小」和「大」兩個字的組合，而是單獨一筆劃地教學生「尖」這個

 字。

 。第一步驟:學生說出他所要學的字，老師把該字大大地寫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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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是砂紙?)。然後學生用手描這個字(觸覺、動作覺)，並

 且一面用眼睛看(視覺)，一面大聲地唸出來(聽覺)。學生一直

 描到可以不看老師的樣本也能寫出這個字之時停止。如果學生在描

 或寫的時候犯了錯，老師必須要求他整個字重新描(寫)過，而非

 只重描(寫)錯誤的那一部份。學生學會的字，按部首收集起來，

 並且讓學生用這個宇造個句或說個故事，然後老師把句子或故事打

 在紙?(目的在讓學生知道所學之字是有意義的，並且使他曉得他

 所學會的字就是打出來的字。)收集起來。

 第二步驟:學生不必再描字，而是看著老師所寫的字(視覺)，一

 面讀出來(聽覺)，一面模倣若寫出來(動作覺)，如此進行到不

 看老師的樣本也能寫出這個字時停止。學會了的字同樣要按部首收

 集起來，並且打成句子或故事。

 第三步驟:學生看著印在紙上的字(視覺)，一面讀出來(聽覺)

 ，一面模倣若寫出來(動作覺)，如此進行到學生不看樣本也能寫

 出這個字時停止。學會的字仍然要按部首收集起來，並且打成句子

 或故事。從第一步驟開始;從書寫的字到印刷的字，學生已逐漸接

 受他所寫的字就是他所讀的字這個事實，並且所學過的每一個字都

 可以在句子或文章中具備意義。因此從這個階段起，老師可以開始

 提供學生閱讀的材料，供學生自由閱讀之用。

 由第一步驟到第四步驟必須循序漸進，並且在過程中要留意提供學

 生成功的經驗，好鼓勵他高的學習動機。

 最後，除非學生已具備一般閱讀的能力，否則老師不會讀任何東西

 給學生聽，以免學生覺得挫折。

 、腦神經印銘法( Neuro^ogica^ lmpress Method)

 學生坐在老師的對面，老師的聲音可讓學生清楚聽見，老師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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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快速地朗讀。理論上的假設是:學生藉著聽自己和別人的聲音

 刺激，可以學地更好。

 起初老師讀大聲一點、快一點，學生跟著老師讚，不必埋會所犯的

 錯誤和文章的意思。老師一邊讀，一邊用手指指著所讀的字。

 等到學生的速度改進之後，改由學生來領導。學生讀大聲一點、快

 一點，並且用手指指著所讚的字。

 這個方法的目的在改進或加強畢生的閱讀流利程度。

 閱讀的材料不需事先預備，原則是能讀多少算多少，投有限制。

 起初提供給學生的閱讀材料，應比他所具備的能力層次稍低，讓他

 能成功地完成初步的閱讀活動，然後逐漸提升到與他年齡、智力相

 當之程度。

 這個方法最適合^0歲或較年長，閱讀流利程度不佳的學生。

 這個方法經證明能協助學生口語表達和閱讀流利程度的改進，並增

 加學生對自己閱讀能力的信心。

 、重覆閱讀法( Method Of Repeated Readings )

 這個方法和腦神經印銘法類似。老師要學生一再重覆地讚一篇短但

 有意義的文章，一直讀到相當流利的程度，然後換另一篇文章。

 凱恩( ^a^^ , 19昭)認為這個方法能有效地促進學生文法能力

 的發展，並提供學生成功的閱讀經驗。

 和腦神經印銘法一樣，這個方法也經證明在改進閱讚的流利程度上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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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四四則運算及其學習的五個重要條件

 除了閱讚力面的困難以外，與學校課業成績有關的另一項學習困

 難主要為算數。一個學生要學會算數，他首先必須具備算數運算過程

 中的各種基本能力和技巧，如能夠區分大小、形狀和數量，能夠組合

 並歸類，具備一對一的概念及能夠有意義地數出數目字等。此外，他

 還必須熟悉算數的名詞，記住四則運算的所有基本事實，認識位值，

 明白算數的定埋、原則和特性。

 ̂^、基本四則運算的名詞

 對大部份的學生而言，不熟悉基本四則運算裏的名詞並不構成學

 習算數的障礙，但對於一些學生，若不熟悉這些名詞和概念，便大大

 阻礙他們對算數的學習。

基本四則運算的名詞

 "二	一""一	"一名;司"一

 加	8也一	~被加數卜加數
 	Z^^^	~禾口

 減｜	94	仟被減數~減數
 	@	+差

 乘｜	X5^^	~被乘數什乘數
 	40	匕積

 除	舛"	卜商仟被除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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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四則運算的五個重要條件

 廿瞭解具體、半抽象、抽象等三個層次的運算。具體層次的運算使

 用實體，如吸管、方瑰、珠子……作為演算加、減、乘、除的工

 具;半抽象層次則使用圖型或符號代替實體;到了抽象層次，便

 完全使用數字。本文將在稍後對這三層次的運算作更詳細的說明

 與示範。

 □記憶基本事實。算數基本事實共有鈍0個，包括加法1叨個，減

 法^00個，乘法^00個，除法叨個，是必須加以記憶的部份。如

 5 + 3 = 8  ,   7-2=5  ,  3X4 = 12 ,  g-F3=3，這些都是

 算數的基本事實。為什麼是如此?為什麼5 + 3等於8，不等於

 7 ?投有道理可循，規定如此。

 曰數字位值的認識。如果記住^^^=6這個基本事實，就可用之

 認識數字的位值，如:

3     30 300     3000 30 300
 沼沒X    2   X     2       X刀X 20

6     60 600     60叨600的仍

 凹認識算數的特性。如。^^^ = 7^^"是數算的相等性。

 田重組。指的是進位和借位的重組。如以十為底，滿十個單位應向

 最近之較高位值進一單位，借位則是向最近之較高位值借一個單

 位(相當十個本身位值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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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十五加、減、乘、除的運算

 一、加法(總和不超過^0)

 廿具體層次:首先由學生模倣老師，直到學生熟練時，則聽指示自

 己操作。比如拿出七個方塊，把七個方塊分成各種不同方式之兩

 組組合。共有八種組合力式。

鐵饑饑"饑
鑣縐

饑 饑鑼
縐

翻和

 縐饑	鑼一

 鑣饑	翻鐮;．饑鱗饑"一@@
 。'溪饑"茲縐輟縐驟	

饑
之

鑼

 ;磁．溺
 "…．"""，"^，，．^

^^^    ^滔

和

禾口

磁
 
 
饞

 ．
^^璣

。
毛

鑣
汽

鑼

錫
饑

綴鑽
戀鑣驟
饑鑽

和 饑";濺

 應使學生看見每一小組組合時，由其排列之方式便能認出所代表

 的數字。如2的排列為:，3的排列為扣，4的排列為，，5的

 排列為，，6的排列為"，7的排列為"。

 □半抽象層次:使用符號或圖片取代實體，其餘部份和具體層次相

 同。要求學生完成以下之作業，把不足之處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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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抽象層次:使用數字取代符號和賓體。

6

 	一。一
^^1	
 3	一"一""一
 6	
 一	5
 @	
 2	
 4一	

^^^^

 4一	一"一
 3．	一"""一
 0	
	

 	7
 	6
 r人-	
 一	5
 @一	一
	

 對於算數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應使他們熟悉具體、半抽象、抽

 象層次所有1 - 9的兩組「數」組合方式。

 、加法(總和超過^0)

 廿具體層次:必須重新排列組合。可用繩子將每十個單位圈起來，

例一:

 ̂^^^      ^^^^^^^^     ^^^衫^畜。   鮭%拐矽   $tX     ^幾蕊   姦   ^技^	泌另^^力玄男r^^^i^^"%八杉^^^^"	^      ^^^^刀   Z^刀^鍰   澎一	．鑽  ．饑懿   濺： 鱗^叫^-濕一	綴  滋乙	移．一	方諺九^	^溪舅^移乙^‥幼，，炙茲為
 |i?i.			俾透"	一	一		方"
 			"縐				協姦
 			繼忍				魏D，"

^^^""̂^^^
縐饑

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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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十

泄'"

鱗綴饑錫鑼鑼

鱗鱗輟繼饑輟饑

粵

瓦
打

卜4個十= 4
三個? = 3

二仍

饑鑾饑

 □半抽象層次:用筆將每^0個單位圈起來。例一:

+ 5

例二:茄+ 17

 ̂  CfQs^姆、
曰抽象層次

 例一:   8 + 5二□

8 + (  2+3  )二

(  8 + 2 ) + (  3

 ̂0+3二□

 ̂3二□

或8 + 5 =蚵+ 3 =

□

)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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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5二回

 例:．:兀

+ 17

 三、減法(兩個個位數相減)   ^教導之初，宜用已熟悉之加法知識教

 導。如4+3=7，用崔十□= 7取代7-4 =□或3 +□= 7

 取代7-3 =□，

 □具體層次:拿走方塊頭用繩子圈起已知之「被加數」。

饑仁萍
籤鱗

饑

繩子

 口半抽象層次:用筆圈起「被加數」。

 曰抽象層次^   7 - 3 =□

第一步驟7=3 +回

第二步驟7- 3 =固

 四、減法(牽涉十位數之減法)

廿具體層次:       14-6

綴輟綴繆

綴綴綴綴= 8個方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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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抽象層次:       14- 6

磁磁吆磯

= 8個小圓圈

/磁駿輟磁

 曰抽象層次:      14 - 6 =□

14 = 10 + 4

14= (  6 + 4 ) + 4

14^ 6+ (  4+ 4 )

14- 6 =函

 五、乘法:包括所有X^到X g的基本事實。

減少記憶的秘訣如下:

 HO乘以任何數都是0。

 □1乘以任何數是任何數。

 曰2乘以任何數即是該任何數加自己，如^^^是3 + 3 0

 凹5乘以任何數之解，在5位一數的往下算到任何數所代表之次

 數時可得，如5^^是"5，10 , 15 , 20 , 25 , 30"，答案為

30 0

 囿9的乘法記憶秘訣是把任何與之相乘的數(乘數)滅1，節得

 十位數之解。再拿9減掉十位數之數值，即得個位數之解。如

 g X 4=36，3是乘數4減1所得，而6是9減3所得。

 因以上之原則記住後，乘法就只剩15個基本事實是必須強記的，

包括: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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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 4 = 12

3 X 6 = 18

3 X 7 = 21

3 X 8 = 24

4 X 4 = 16

^^^ =銘

4 X 8 = 32

^^^ =36

6 X 7 = 42

^^^ =嗯

7 X 7 = 49

^^^ =梵

8 X 8=64

 紛具體層次:示範6^^的排列方式。

□□□

□□□

□□□

□□□

□□□

□□□

 或者將每3個方塊套在一起，示範3的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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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抽象層次:純粹是記憶。

6^^ =國

 六、除法:是算數四則運算中最難的部份，長的除式會使用到減、乘

 、除等三種運算方法。

 	C口
	
 	一．""""""
	
	
 	一一一一"'
	

 一""	

	
	

 	9

 囚半抽象層次	用符號代替力塊。
 	3
	XXX
	XXX

	XXX6XXX
	XXX
 	^^X一‥一""""
	@@
 或用方格卡來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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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具體層次:示範16個方瑰中有幾組4個一組的方塊組八

□□□□

 佳。"
 □半抽象層次:用符號代替方塊。

用繩子圈出4組來

目抽象層次
回

 旦
怕
q
一
6

 川
︶

9
，

回

4

 有餘數之時的運算法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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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六分數

具體層次:使用長方型木棒和力塊的組合使

組
代表

篷  "仕。豐
拷十片二勿

半抽象層次:讓學生把等號右方之應塗黑方格數塗黑

例一:

 鱗□□十鑼□□二□□□

例二:

3  +匕=

個
+
2
l

有
4
裏
3在匕

4

抽象層次

例一:匕十片二

 口可以用分數線來協助對分數概念的認識。

1 2 3

分數線
匕乞堵匕汽拓匕匕匕叱'丸'耗

 □也可用分數線協助計算。

『^"

例二:
耗十拓

4^^^^^l/^

3或1刀十^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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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使用分數表和分數棒協助對分數的認識和記憶

前頁
『"^^"

分數表:

 後頁				
^				
 一	^．3		13	
 ire     I      ire	1.'6	匕旺	口   1三芷二圭^^2^^Z	臣1 1 l^
 。一'-	1 12     l  12			

 分數棒:     r 3   l  6       9^2?    15     18     21     24刀
"""-一"

 4  l  8      12     1^     20    24銘32    36

^0     15     20    25    30    35咄45

凹使用分數棒計算銬十

 山、把匆擺好。

 。'乙		一8	12     14	祠

 (2)、把冤也擺好。"""""一"""""				
 也^。	丘-	8	10     12     14	16     18)
 	「．．--一一．一一@@			

 匝	回	20一	25    30    35	砸

 (3)、找到分母部份最小相同的數，在這個例子裏是巧

 (4)、對齊分母15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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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6      8/10     12     14     16     18

6      9

2      4      6      8     10     12     14     16     18

 5^0   Ll5刀25    30     35叨45

 (5^、分子部份相加，^0+6 =屹。

 剛、得答案16/15   o

 其餘三則(減、乘、除)的運算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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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七時間

使用數字線(^到印)協助學生認識時間

 數字線可用來協助學a、描繪鐘面，b、認識分鐘的概念，c、

認識時針移動(每小時五個小格)和分針移動(每小時幻個小格

 )之間的關係。

 使用真寶的鐘為工具。讓學生把正確的時間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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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8:^5

 8芒S 9:00

 四、提供學生空白之鐘面圖，讓他們把時間標在上面。

 五、使用日曆教導學生對週日、週末、週、月及年等時間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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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八金錢

 教導對金錢價值的認識和使用，最好使用墳的錢幣，當然也可用

 玩具錢取代。金錢的概念具備之後，可設計與金錢有關之活動，提供

 學生練習之機會。比如買賣的遊戲，比較同幾種物品在不同商店之價

 格，檢查帳單，作預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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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一"

單兀十九數學能力的非正式評估

 評估的方式包括評估學生每日之作業，或老師自己製作測驗去評

 估學生的能力程度、犯錯型態、進步狀況等。評估的結果可作為教導

 學生數學概念和技巧時的指標。

 評估學生作業，羅勃( Robert   ,   1968    )分析三年級學生所

 犯之算數方面的錯誤型態時，他的結論包括: a、錯誤的運算法則可

 能是對加、減、乘、除符號的認識不足，該減的時候反而加。b、錯

 誤的計算。符號的認識和使用都正確，只是不熟悉數學基本事實，因

 而發生錯誤之計算。c、錯誤的數學法則。如"舛"，學生刮把2加
+ 16

一

咄

 4加1加6，使答案成為13。d、隨意反應。學生所採用之問題解決

 步驟和問題本身沒有關聯，隨便猜測答案。另外莫麗色夫婦( Mer-

 cer沒Mercer   ,   1985)歸納算數方面，學習障礙學生所犯之錯

誤型態如下:

 一、十位、個位數分別計算。

83 66

柏7十笛

14^0   8^5

 二、所有的阿拉伯數字( 0^9 )個別相加。

67    58

+3^   +^2
"""""""

^7    16

-^1O-



 三、把個位數相加後之進位和被加數之十位數，及加數之個位數加在

 一起，成為十位數部份的答案。

3
9

丁

十

8
8

6

十

L56 172

 四、末對被滅數、減數加以區分，只管大數滅小數。

627 76^

^486 -489

261 328

 五、未把被借走的部份扣除

3
2

^
6
8

 4
P
八
3

一

3
6

:
6

4印
咋
3

一

^
2
吋
了

5
 
 
寸

上
袖

4
495 167 18^

 六、把個位數相乘後之進位加上十位數之數值後再乘以乘數

2 4
^7 46

X   4 X  8

.^28 648

 七、個位數相乘後的積投有進位。

36 43
X   g X  6

8
 
 
 
能之

 "   功
 ，

仿
數
 
 
4

除

4
 
 
 
和

2
 
 
 
除
 
 
4

 b   數
 ，

仿
被
 
 
8

淆

混八

Ill-



 九、把0漏掉了。

2^

瘤1200
@@@@

一

 莫饋色夫婦建議，除了歸納出學生的錯誤型態之外，最好還問問

 他為什麼如此解題及他對數學的態度，這對於找出教導之層次(具體

 層次、半抽象層次、抽象層次)和力式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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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廿教師自製之測驗

 老師所自製的測驗應該有系統且具代表性，其原則是:

 一、在數學的範圍領域裏，根據數學之技巧層次製作測驗題目。

 二、建議每一個技巧層次設計三個題日，如果學生在三題中答對了兩

 題(佔67^)以上，就算學生具備該技巧，否則就必須針對該技

 巧層次加以教導。

 三、測驗本身也可以用來作為教材。

 以下表三裏的測驗即是根據數學範圍和技巧層次所設計，在除法

 方面的測驗。

表三:

技巧 答對比例(^)

 1．把除式用筆圈出來。

4刊

4   16

6X3 6 -f- 2

7X4 8t2

4一
       9 一

3
7

一

^3
X   7

6
2

1X4

8)64 6+2       9-1-3

 之以1為除數的除法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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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2  9 ( iD-flD)

 工基本除法運算。

4 36 7 42 8  56

 叭除了0以外，本身除以本身的除法運算。

砂7 29/29 1

 5．有餘數的一位數或二位數除法運算

8J74 6J39       3)17 ( 2 D-f-1 D )

 仕被除數倍數擴大的除法運算。

3」90 3^900

60 2 600

 4^^0     y石叨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運算。

矽百蕊刨三面勿歹

1 14



 仗多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運算。

7747,864 6/2,783       37578,348

 9．三位數除以10之倍數的二位數的除法運算。

40/68 30 570 10  874

 10．除數是100,^000等的除法運算。

 1叨雨弓1哩/石面^^抄碗(3D或^^^^^00上

 。丕歹'""""""" 10叨6鋁710009鉛9010007430(4D或SD士10仍

 1^三位數除以二位數的除法運算。

27夕685 39  87 ^4^24^

 屹多位數除以多位數的除法運算。

649)78,741   3641)100,877   247 8973

 這一類測驗的收集和整理的確費時，但是一旦整理成一套系統後

 則很有幫助。能節省許多盲目摸索和猜測的時間。測驗的層次不限

 抽象層次、半抽象、具體的層次，甚致算數的基本能力和技巧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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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也都能加以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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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廿一準確教導，準確學習的原則

 準確教導( Precision Teaching)嚴格說來不是一個教學

 理論或一套教學力法，而是一個決定教學方案是否需要改進，何時需

 要改進及如何改進以促進學生學習效果的過程。教導之時，一時只注

 意一個技巧的教導。其方式是老師根據診斷的結果，找出學生的填實

 能力程度，然後針對學生所要學習之下一個技巧，設計學習的情境，

 以達到確實學習所要學之技巧的目的。它所根據的原則是( Owen

 Roberts W^i七e, 1987 )

 一、學習者最知道學習方案是否有效。學生若在教學力案實施一段時

 間後出現進步的情形，便證明該方案有效，否則就必須修正或修

 改方案。帥使該方案的理論正確或在其他學生身上證明有效。

 二、集中觀察可直接觀察之行為。要使所有不易觀察的行為(如默讀

 能力、理解力等。)都定義成可直接觀察的行為。比如理解力，

 要定義其為答對所問問題的頻率。頻率達某個標準時才算出現學

 習的效果。

 三、使用頻率作為評量的方式。頻率是指每一分鐘內，平均可觀察到

 的行為數目。從以下兩個評量方式的比較，可看出使用頻率作為

 評量方式的重要性和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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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音加法

linn ilm ? t iIijiiii Jim it [mill ]

80

60

40

20

0

0 10        20

100   —t
100

B

30

也""""之頻率

不正確反應

之頻率

天數天數

 圖A顯示兩個觀察的行為都有進步，甚至加法的部份，有一天還

 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但是若把同樣的觀察結果換成頻率來表示(包

 括把錯誤的反應也用頻率標出)如圖B，則發現母音的部份的確進步

 了一點;不僅正確反應的頻率增加，錯誤反應的頻率也減少。至於加

 法的部份則難以判斷是否進步，因為只有把測驗次數，每分鐘平均降

 低到5至10次之間，錯誤的頻率才減少。

 四、使用標準表格記錄評量結果。使用標準表格的優點是不同老師之

 間的記錄容易比較，或同一學生之不同評量行為也容易比較。可

 以事先大量印好，以節省畫表的時間。

 五、系統地記錄且分析影響行為的環境因素。目的在控制這些因素，

 使其對學習的效果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總而言之，針對看得見的目標行為，使其不斷重覆出現，並且每

 天加以評估。評估過後，立刻記錄評估結果，以免遺漏。最後根據所

 記錄之結果決定教導的效果是否令人滿意，如果是，繼續使用原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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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如果不是，則更改教導方案。這樣的過程便是準確教導的過程

 。一般相信，只有確實掌握準備教導的原則，學生才有準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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