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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

智能障礙類課程(教育部，民 88)，實用數學

領域內容中包括了基本概念以及運算與應用

兩個次領域，其中基本概念為組型、數、圖

形與空間三項綱目。國小啟智班實用數學課

程中，數與量的學習佔了相當大的比例。但

智能障礙兒童由於先天上身心的受限，在數

學領域基本概念的掌握，的確較為困難；另

一方面，也因為長期面對數學的無力感及挫

折，常有學習動機不足、學習態度低落之情

況 。 而 且 啟 智 班 級 中 通 常 人 數 多 達 8~12

人，在第一線教學的教師，面對這一群個別

情況迥異的孩子，如何善用各種資源整合成

有目標的教材，滿足不同學習需求、學習特

性的孩子，除了讓孩子有系統的學習外，更

重要如何讓學生有興趣去學，學習經驗產生

良性循環下去，這也是啟智教師在自編教材

活動時很重要的理念之一。 

  很多家長常會感到困惑，對智能障礙兒

童來說，數學學習有其重要性嗎？其實數學

在學習上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而且數學

知識與日常生活事物息息相關，例如購物、

金錢運用、以及時間的判斷等，皆有賴於正

確數學觀念的建立（周台傑，民 87）。然

而，數學又是一門最為系統化的學科，教材

本身具有非常嚴謹的結構性與次序性，若較

低層次的概念、原理原則、及運算技巧無法

有效建立的話，更高層次的學習將遭遇阻礙

而無法進行（孫淑柔，民 90）。啟智教育課

程最終目標是建立學生實用性技能，融入社

會生活。但是前置工作的基本知識建立不應

偏廢，況且基礎概念的鞏固，也有助於技能

的學習和類化，即使是清潔工作，也包含先

後序列的觀念。如果基礎工作沒有做好，將

學習層次或難度提高時，就會發現學生似懂

非懂一知半解，又要回過頭重新複習，教學

進度受阻緩慢。 

  在啟智課程教材教法，運用音樂、遊戲

等資源融入課程之中，的確能引起孩子的學

習動機，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具有明顯

學習保留效果，降低學生害怕數字的焦慮。

且在遊戲的氛圍中，可以看到孩子臉上欣喜

的神情，完全投入於活動，對孩子來說學習

的過程不再是辛苦的歷程，歡樂之中也能獲

得學習成果，原來數學課也可以是好玩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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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正常兒童和輕度障礙兒童，透過具體

物或半具體物的反覆操作自然建立基本數與

量的整合能力，但中重度障礙學生，因為語

言不足不善於自我複習，單以操作圖卡、實

物方式學習雖有短暫立即效果，但是類化和

保留效果不佳，應輔以數的概念應用在各種

情境的過程。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在基礎數

與量學習過程細分成五個階段與常見困難與

問題(吳新華，民 82)：

 

表一 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數學學習常見困難與問題 

各階段數與量的統整能力 常見困難與問題 

第一階段：數的規律性 唱數時易跳數，不瞭解數字的規律性 

第二階段：數與量的配對 
數與量的配對概念模糊不清，例如：會一個一個數，點數到 6

是幾個？學生回答 5 個 

第三階段：數的順序性 由小至大順序性、數線概念 

第四階段：集合數的概念 缺乏集合數的觀念，並不瞭解數字 6 所代表的意義 

第五階段：數量大小比較 比較多少，兩堆物品哪邊多？哪邊少？數字大小的比較 

 

  其中對啟智兒童學習基礎數學過程中最

大困難是在於以數來表徵量的階段過程，尤

其是集合數的合成概念。在教學實務中，常

用編序式直接教學法教導智能障礙兒童數學

概念，教師先將教材分析成具體可操作的細

小步驟，依次循序漸進，例如桌上放置 5 台

小車子，讓學生將 1-5 數字卡對應上去，並

且口中跟著唱數，讓學生拿數字卡或點數方

式去配對「數」和「量」的關係，產生具體

物和數字符號的連結，這樣的過程常發現學

生只是學會了一步一步的操作步驟，卻不知

將量合起來以整體視之，而數字概念也不是

單憑教師講述學生就能明瞭。數字的摸索也

和環境的互動經驗有關。鑑於此，若將數學

概念導入遊戲式活動中來設計多樣化的學習

活動，更加豐富學生的學習歷程與經驗。 

  再就智能障礙學生的心理而言，當面對

感到困難的工作時，比一般人更容易產生焦

慮，甚至產生逃避心理，這對學習有不利影

響，而遊戲活動就是最好的介入引導方式，

運用遊戲包裝學習，可以明顯降低焦慮情

緒。另一方面，智能障礙學生依賴過度學習

的複習方式，而過度學習若只是相同教具、

圖卡反覆性操作或機械式演練練習，這對學

生的學習興趣是一大扼殺。 

先天上智能的限制，特殊兒童對數學領域的

學習的確必須花更多功夫，即使是簡單個位

數認識，卻常停留某一階段而不得要領，亟

需教師靈活變換各種學習策略。不過當學生

建立對數字的理解到達 30 時，接下來擴充到

百位數就更加容易快速了，甚至對錢幣計算

或是加減法的學習也會有基本概念基礎。 

 

  考量智能障礙兒童身心上的特性，應用

遊戲式數與量教學活動設計符合以下啟智教

育教學五大原則（何國華，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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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動原則： 

  教學活動之設計，應充分發揮誘導與啟

發功能，教師只是引導者或催化者，提升智

能障礙者對學習活動的主動參與程度。遊戲

式音樂活動本身就具有玩樂特性，學生在活

動中獲得樂趣感，也強化學習動機，當然樂

此不疲。活動結束時，學生常常會一湧過來

急著問：老師，什麼時候還要玩？ 

二、變化原則： 

  教學活動之變化，乃企圖讓學生藉不同

學習途徑或學習管道，以形成概念獲取知

識。有效維持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興趣，在

於教學求新求變。尤其針對學生學習上感到

困難的科目，教師更需思考多樣化的教學活

動。 

三、練習原則： 

  過度的學習是讓學習成果有效保留的重

要策略。而此原則之運用，尚須與變化原則

併合實施，使兒童從多管道、多途徑的練習

中，獲致學習遷徙的效果。而透過遊戲和音

樂活動反覆練習也不易感到厭煩。甚至在下

課時間可以作為和同學互動的遊戲，無形中

加深學習記憶。 

四、增強原則： 

  對兒童的反應予以適當增強，對其學習

動機的維繫，有其一定作用。教師運用增強

原則時，必須注意機會的多元性，使學生在

各種學習的範圍，皆有獲得鼓勵的機會。然

而對智能障礙學生來說，提升學習過程中需

求層次也是教學的重要取向之一，以社會性

增強漸取代物質增強，由外在導向的學習誘

因轉而以內在導向學習意願，是學習的附帶

價值。而在音樂活動中的愉快經驗，本身就

有增強作用，更毋須依賴外加的物質上獎

勵。 

五、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 

  智能障礙兒童之所以畏縮、退卻，對挫

折容忍度較低，對課業不感興趣，甚或產生

補償性的行為問題，多與他們時常遭受失敗

的經驗有關。長期挫折感累積下來會產生消

極被動的學習態度。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

並非刻意降低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水準，而

是提供適合他們學習水準的教材和作業，減

少遭遇失敗的因素，滿足成就感，進而改善

自我觀念。智能障礙兒童對於抽象符號的理

解普遍困難，他們的學習進程不若普通學生

速度，應該從已經學會的去擴充其他經驗，

將學會的部分加以擴大、應用在不同情境，

也避免產生「不進反退」的效應。 

 

  特教班教師可以發現智能障礙學生的語

言能力和生活經驗明顯不足，也導致對數學

理解的弱勢，所以涵蓋學生學習需求的教學

活動就很重要了。試圖有別於編序式直接教

學法，把音樂和遊戲的元素加進數學活動

中，讓孩子感覺到數學不是抽象符號而已，

更是好玩的材料。以下針對智能障礙生較感

困難的集合數概念設計遊戲式教學活動，希

冀提供教學者參考。 

一、活動名稱：奇妙的數字 

(一)教學目標 

  能唱數 1-50、能計算 10 以內數量、能

說出計數結果。 

(二)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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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唱數遊戲：配合 1-50 數字表，十個一數

就雙手拍一下、腳踏一下或者身體其他

部位來拍打節奏，也可以運用樂器拍節

奏，熟練後並轉換不同單位唱數遊戲，

如：5 個一數(5、10、15…)、10 個一數

(11、21、31…)、百位一數（100、200、

300…），千位一數到萬。 

 2.課前準備好數字表及樂器，樂器的選擇

上採用不會產生震動餘聲較佳。 

(三)發展活動 

 1.改編兒歌「王老先生有塊地」 

  (1)教師布置牧場情境圖、及各式立體動

物數隻。 

  (2)訂出動物數量條件如：養 7 隻牛、養

2 隻狗…，並帶入歌曲之中。 

  (3)讓學生依據歌詞內容選取動物數量放

置柵欄中。 

  (4)延伸學習經驗至紙筆練習，填寫「牧

場裡的動物」學習單。 

(四)綜合活動 

 1.算數傳傳樂 

  (1)教師先規劃物品傳遞路線，以便學生

一一傳給下一位，並且跟著唱出數

名。 

  (2)最後總計籃子裡有多少物品。 

  這些活動並沒有很複雜的遊戲規則，對

特殊班學生多次練習即可學會，並且百玩不

膩。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教導孩子投籃遊

戲、猜拳遊戲、大風吹等活動。投籃時數一

數投進幾球；在猜拳遊戲學習比較勝負的抽

象概念；而大風吹遊戲有分類、觀察辨認特

徵能力，這些遊戲都能增進學生基本概念的

連結。遊戲不論是任一孩子都是重要生活體

驗活動，智能障礙孩子當然也不可例外，而

且每種遊戲有其規則性，對孩子理解能力的

啟發有所助益。像一些唐氏症或肢體障礙的

孩子，動作計畫上有困難，及體態或動作上

協調性不佳，透過遊玩時也能直接修正肢體

動作技巧。 

 

  啟智教師在選用教材上，常會考量運用

幼兒學習教材融入啟智課程中，從運思發展

階段來比較智能障礙生和幼兒，兩者都尚在

感覺動作期或具體運思期階段，的確可以活

用現成幼教教材，但使用上需注意對學生心

理認知能力的建立產生有效聯結，以及延伸

學生起點能力，並且將學習活動的工作項目

明確分析安排，從簡至繁，由淺入深才能達

到實質教學意義。 

  設計教學活動時，有時也可以跳脫個別

科目框架的思維，只用數學教數學，易有不

得其門而入之感，例如將數學和音樂互為聯

絡，在數學課時也可先讓孩子動一動身體，

或者唱一唱數字歌謠作為引起動機，都是很

好的方法，不過在數學課並不強調評量學生

音樂律動的正確性，而在音樂課可以多加練

習，以讓肢體動作更為純熟。而且動靜態活

動配合，數學課也不全然為靜態進行，具有

維持學生注意力之效。老師可以勇於嘗試在

多元化教學方式以激發孩子更多潛能，當學

生喜歡玩「數字」，便更願意將數字運用在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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