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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的目的除了獲得新知外，還要

學會適應整個社會環境，做為將來畢業後，

融入社會環境的先備能力。一般普通學生可

以從課堂上、學校裡、社區中就其所見、所

聞慢慢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是特

殊學生卻是需要老師給予很大的協助與提供

機會讓其參與活動，因此特殊學生的社會適

應 課 程 相 對 的 居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Michele, 

Chrystina, Paulette & Hope（2004）強調教師

應以資源整合、教師合作教學模式提升特教

班學生社會適應及工作能力。因此筆者與任

教學校之教師共同以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課程綱要為主體，設計

適合特殊班學生學習的社會適應課程主題，

提供特教老師們參考。 

目前國內的普通學校特教班大多屬於集

中式，特教班學生的障礙類別、程度多不盡

相同。以本校來說，障礙類別有智能障礙、

自閉症、注意力缺陷、多重障礙、唐氏症，

而障礙程度大多為中重度。 

三個年級學生數分別為一年級 14 人、二

年級 10 人、三年級 7 人。根據「特殊教育課

程教材教法實施辦法」（教育部，1999 修

正）之規定，教師為達個別化教學目標，可

依據學生的能力做分組教學，目前本校僅實

用語文、實用數學採跨年級同質分組方式進

行教學，其他如生活教育、社會適應、職業

教育、休閒活動皆是以班級為主體進行教

學。 

依據教育部（2004修正）所頒「特殊教育學

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綱

要」之規定，國中社會適應領域每週的授課

時間為225-315分鐘，約5-7堂課左右，本校

安排三個年級社會適應節數皆為5節，其中3

節課三個年級排在同一個時段，以便於配合

上課主題共同進行社區融合教學活動。 

本文中所指之「社會適應課程綱要」係

指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

礙類課程綱要中的社會適應領域。 

該課程綱要係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施行

細則所編定，以生活經驗為核心，透過適性

郭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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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能達到： 

一、了解自我、鍛鍊強健體魄、養成良好生

活習慣，以達到個人及家庭生活適應。 

二、認識環境、適應社會變遷，養成互助合

作精神，以達到學校及社區生活適應。 

三、培養職業能力及服務人群熱誠，以達到

職業準備及獨立生活適應。 

其課程架構依學生適應社會生活所需之

能力，區劃為六個「領域」，領域下再區分

為十五個「次領域」，次領域之下又細分為

若干「綱目」，綱目之下再列岀若干「項

目」，最後各項目中再詳列內容「細目」及

「學習目標」。 

一、類化原則： 

教師應安排在真實環境中由淺入深的進

行教學，儘量以實物取代教具、教材進行模

擬演練，而且要在不同的真實情境中實施。 

二、實作原則：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實際操作演練，操

作演練過程需注意安全性。 

三、啟發原則： 

教師可適度給予教學提示，引導學生具

體的觀察環境、參與環境及做出適當的反

應，避免學生過度依賴教師。 

四、社區化原則： 

將來學生畢業後要面對社會大環境，因

此教師教學時應隨時補充大自然及社會的相

關事物，以活化教材內容；並多利用參觀、

訪問等活動，增加學生對社區生活的瞭解，

使教學活動更生活化。 

一、設計理念 

筆者於 2003 年初次任教時，第一個教學

科目即為社會適應。剛開始不知從何著手準

備教材，反覆看了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

教育階段智能障礙課程綱要後，雖有概念卻

苦無相關參考資料，再加上開學在即，身處

一個完全陌生的都市、學校，對於手邊能掌

握的資源有限，因此在思考教學內容、編製

教材時費了不少功夫。 

向辦公室同事請益後，才能設計出自己

的教材，也才了解社會適應科大致的教學方

向。有了一年多的教學經歷後，筆者發現初

次任教者都有相同的困境，而且校內每年相

同的教材不斷地重複設計、編製著，因此開

始思索教材分享、教學主題訂定的概念。 

與另外兩位社會適應課老師討論後，我

們發現生活教育與社會適應兩領域偶有教學

內容相疊的部分，因此為了讓學生可習得更

多的知識，以及將學校的教學發揮到最大的

功能，藉由討論社會適應教學主題，將學

校、社區資源整合，並結合目前手邊有的教

材資源做一個統整，以及收集電子檔，提供

將來任教社會適應課老師做參考，另外也規

劃岀國中特教班學生三年的社會適應課教學

主題，做為課程銜接上的參考資料。 

二、設計原則 

(一)配合課程綱要 

以教育部(2004 修正)所頒布「特殊教育

學校 (班 )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綱

要」為主體，配合社會適應領域下之次領

域、綱目、項目、細目、學習目標之內容來

設計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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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學校、社區資源 

特殊學生大多數難將所學技能類化至不

同於教學環境的場所或活動中（李淑貞，

1997），因此教師必須提供各種自然情境或

活動讓學生練習所學，最容易結合的就是學

校與鄰近社區的設施資源。而社區化的結合

更提早讓學生接觸社會，使其離開校園後能

更快適應整個大環境。因此在設計社會適應

教學主題時，認識社區就以學校周圍學區內

的環境資源來做介紹。 

(三)了解學生必備之能力 

社會適應課程的安排最主要目的就是教

導學生習得目前生活以及將來融入社會生活

所需具備的能力。因此根據生態模式進行了

解目前學校裡、將來社區中，學生生活所需

要具備的能力，來進行課程安排與教學。 

(四)具有連貫銜接性 

訂定岀國中三年各階段之社會適應科教

學主題，可提供教師進行教學前的建議與指

標，教師可經由教學主題中了解所任教年級

學生前一階段已學習的課程內容，及現階段

可進行的課程為何。 

(五)採主題方式分類 

教學內容的設計採主題方式分類，不以

單元方式呈現，提供教師大方向主題，不做

設限，讓老師可依據學生之個別能力進行教

學。 

(六)循序漸進、從內而外 

社會適應課教學主題的擬定原則採循序

漸進方式，按照學生的年級、生理年齡編

排，從班級小環境事務開始認識、學習，慢

慢拓展到校園環境，繼而進入學校周圍社區

環境、學生住家附近社區環境，最後認識自

己居住的縣市、國家等地理環境、公共事

務、權利等，並增加延伸課程做為教師指導

能力較佳學生的參考主題，這部份更是擴展

到國際性的學習。 

(七)羅列相關課程 

根據課程綱要（2004 修正）所訂之實施

通則中的統整原則，課程的編製必須重視學

習內容由簡易而繁雜的縱貫體系，並強調各

領域彼此間連繫的橫貫體系，期使學生獲致

學習和生活經驗的充分統整。因此以社會適

應領域設計之教學為主體，將其他五大領域

中可做為結合的相關課程羅列出來，提供教

師於其他領域中可加強或結合教學主題進行

教學，增加學生的精熟度，提高課程的完整

性。 

(八)節省資源 

教材的整合也可減輕教師編製教材的辛

勞，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能力修改電子檔教材

使用，節省教師人力資源。 

三、課程主題 

根據設計理念與設計原則，本校所訂定

的社會適應課程教學主題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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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社會適應課程主題(2005) 

年級 教學主題 相關課程 

1-1【認識班級】--學生、教師成員、課表 語文、數學 

1-2【認識學校】--環境、處室功能、成員 語文 

1-3【認識證件】--學生證、身份證、健保卡 生活、語文、數學 

1-4【認識交通工具（一）及交通安全】--搭公車、交通標

誌 生活、語文、數學、休閒 

一 
年 
級 

1-5【認識社區 1】--常見商店：超商、書局、早餐店、藥局

等 生活、語文、數學、職業 

2-1【認識社區 2】--常見設施：加油站、警察局、診所、郵

局等 生活、語文、數學 

2-2【認識社區 3】--大型設施：科工館、百貨公司、大賣場

等 生活、語文、數學、休閒、職業

2-3【認識高雄】--行政區及觀光景點 生活、語文、數學、休閒 

二 
年 
級 

2-4【災害防範與應變】--颱風、地震、火災的防範 生活，語文 

3-1【認識台灣】 語文、休閒、職業 

3-2【認識交通工具（二）】--搭火車、搭高捷 生活、語文、數學 

3-3【法律常識】--偷竊罪、強盜罪、傷害罪、贓物罪… 語文、職業 

三 
年 
級 

3-4【認識選舉】--投票權 語文、數學 

☆ 
延 
伸 
課 
程 

◆ 時事資訊：新聞、剪報 
◆ 法律常識：公民的權利 
◆ 認識世界、認識宇宙 
◆ 交通工具—搭高鐵、搭飛機 

生活、語文、數學、休閒、職業

 

四、教學方式 

(一)舉例說明 

教學時，教師以學生在日常生活當中碰

到的實際例子舉例說明。例如：災害的防範

與應變，教師以 921 大地震來加以說明地震

的強大威力；認識選舉，以選舉班級幹部來

說明選舉的方式及意義。 

(二)模擬情境 

抽象的、敘述式的學習對特殊學生來

說，要融會貫通、舉一反三是很困難的。因

此教學時必須模擬實際情境讓學生不斷反覆

練習，學習在這樣的情境中如何應變與參

與。例如：認識郵局，教師在課堂上讓學生

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互相模擬練習寄信、存

錢、領錢等活動。 

(三)實地參觀、操作 

學校是縮小版的社會，學生雖然在學校

中學得基本能力，也模擬練習各種情境的應

對能力，不過終究還是要融入真實的社區情

境中，因此教學時安排實地參觀活動，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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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警察局

生實際在社區中操作學習。例如：認識書

局，安排實際到學校鄰近的書局選購卡片、

文具等。 

(四)回家作業 

在每一次的教學參觀活動之後，教師會

設計一份回家聊天的作業，讓孩子帶回家與

家人分享今日參觀活動的過程與趣事。主要

的目的除了讓家長了解教學主題外，更提供

親子互動的機會，藉由這樣的機會也增加了

學生描述的口語能力。 

(五)其他領域配合 

    本校所設計之社會適應教學主題，除了

做為社會適應課教學依據外，更列出其他可

以配合教學的領域，主要是用來加強學生的

基本能力或是延伸學習的內容。例如：認識

早餐店，可以配合的領域有生活教育、實用

語文、實用數學、職業教育。生活教育可以

教導認識六大類食物、如何挑選新鮮食物

等；實用語文可以教導早餐的字詞、購餐常

用字句等；實用數學可以教導使用錢幣、學

會看價目表等；職業教育可以教導工作場所-

早餐店的招呼語、加強清潔能力、端送食物

服務能力等。 

五、教學實例-認識警察局 

(一)教學內容 

 
 
 
 

 
 
 
 
 
 

學校對面有一間警察局， 
 
 
 
 
 

警察有男警察也有女警察， 
 
         

                                                                 當你發生危險時可以打電話 110 報案， 

如果你要親自到警察局報案， 

就要到離案發地點最近的警察局 

警察局裡面有分局長、副分局長， 

每間警察局都有它負責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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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工作(一) 

 
                 
              
 
 

                      
                              
 
  

＊想一想！ 
   平常在路上我們常看到的是哪些警察呢？ 
    

 
                 
                   警察的工作(二) 

 
當我們家裡遭小偷、或是在路上被搶皮包， 

 
都可以打電話報案，你知道報案的流程嗎？ 

 
 
 
                              
 
 
 

警察局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的名字就叫做勤務指揮中心， 

要把接到的狀況、事故，通知負責的組別員警出勤。 

 
警察局中會分組別， 

每個組有不同的工作， 

有負責交通的、戶口調查的、保安的、刑事的、 

還有負責消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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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出門我看家 

 

你們家如果要外出度假， 

又擔心家中會遭小偷， 

 

 

那麼可以向住家附近的派出所申請 。  

以電話向轄區派出所、分局 

或警察局勤務中心（１１０）申請 。  

 

 

 

【學會如何報案】 
如果你在學校附近被壞人欺負、 

或有壞人跟蹤你回家、 

或是有人搶你的錢包。 

你都可以到學校對面的第二分局報案。 

 
 
 
 
 
 
 
 
 
 
 
 
 
 

○1 你要先到警察局。 

○2 告訴值班的警察，你的名字、發生的事情。 

○3 填寫報案三聯單。 

○4 等待警察處理事件。 

           
                   警察的工作(三) 

 
 
 
 
 

 
 
 
 
 

 
 
 
 
 
 

如果你們全家要出遠門，都能夠申請這項服務唷！ 

◎我會報案(親自報案、打 110) 

報案時，要把重點講清楚，這樣警察才能幫你做紀錄！ 

 

1. 我的名字是               

2.     (人)       (時間)在        (地點)發生了          (事情) 

要提供你的姓名、聯絡電話、住址、 

外出時間及回來時間，你就可以安心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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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參觀流程 

    
                        
 
 
 
 
 
(三)家庭作業-聊天檢核表 

聊天主題：參觀警察局-三民二分局 
能說出重點打

ˇ 
家長簽名

1.能說出戶外教學參觀地點？(三民二分局)  

2.能說出怎麼前往活動地點？(步行前往)  

3.能說出看了什麼影片？(交通安全宣導)  

4.能說出警察先生示範的內容？(警察裝備、防身術)  

5.能說出警察裝備的物品名稱？(盾牌、配槍、安全帽)  

6.能說出警察局贈送的參觀禮物？(警察圖案磁鐵)  

7.其他：是否發生什麼有趣的事情？是否對哪些人印象特別

深刻？(阿銘穿戴配備很帥氣、警察先生的防身術很厲害) 

 

 

    本校特教教師根據設計的社會適應教學

主題進行了三年多的教學後，確實省去了不

少教學主題蒐集、教材編製的時間。而教學

者的改變也不會影響到學生課程銜接的問

題，整個社會適應課程的教學顯得更完整且

有條理。在此除了提供特殊教師們做為參考

外，更是建議各學校可以針對學校內的特教

課程，在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

智能障礙類課程綱要的理論基礎下，發展適

合的教學主題。當然除了社會適應領域外，

更可以把另外的五大領域也一起做設計，這

樣更能健全各校的特殊教育課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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