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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輕度智能障礙學生來說，為了獲取

訊息，必須能閱讀書籍、報章雜誌；為了環

境、工作因素，必須能閱讀路標、食品成分

或分類廣告等。可見，基本讀寫技能已與學

生能否良好適應現代生活結合，成為特殊教

育課程中重要的一環。 

  教師在進行語文教學前必須先認清學生

的特殊學習特徵，針對其不足之處選擇有效

的教學方法。「直接教學模式」的精神即為所

有 學 生 皆 可 經 由 教 導 而 學 習 （ 盧 台 華 ，

1992），教師若能在教學組織、教學設計與教

學技術三方面有效安排，則學生不論其是否

有障礙皆可成功的學習。以下將由直接教學

模式之內涵探討其在智能障礙學生語文學習

上的應用。 

 

  直接教學模式（Direct Instruction）包含

三個重要層面，即教學設計、教學組織及教

學技術，以下分別說明此三個重要內涵。 

一、教學設計方面 

  Stein, Carnine, 與 Dixon（1998）指出直

接教學模式是教師能系統化地將學生背景知

識與新知識加以聯結。因此，教師教學設計

的能力非常重要，其重點如下： 

 (1)確立重要的行為目標 

  教師在教學前需依學生需求事先擬定合

適的長短期目標，以作為教學的依據。 

 (2)確認課程內容的重要概念 

  教師清楚指明課程內容中的重要概念，

有助於學生應用本身的背景知識來解決相關

問題，或幫助其為往後學習建立基礎。 

 (3)設計問題解決策略 

  不同的學習內容應有不同的解決策略。

教師在主要策略的說明上應盡可能詳盡，以

幫助學生能類化同類型的問題。 

 (4)決定教學程序與順序 

  教師需確定學生學會了某項技能至某種

程度時才能進行另一項學習活動。先教必備

及簡單的技巧，教師呈現新教材並示範後，

才可讓學生獨立練習（盧台華，1992）。 

 (5)設計教學腳本 

  教師在教學前對教學內容與程序的紀錄

即教學腳本，包括教學活動的內容、使用的

範例，以至於教學中的用語皆可列出。腳本

的作用在指引及簡化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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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選擇適當範例並有系統呈現 

  教師可廣泛應用正負舉例，範例選擇盡

量不要超出過去及現在所教導的內容，並讓

學生有系統地練習，以收類化和精熟每一重

要概念之效。 

 (7)提供大量練習與複習機會 

  經由練習與複習的過程能將知識深植於

學生的大腦，成為其本身的知能。尤其是對

於新教的知識概念，更須提供大量練習與複

習的機會，才能將學習的記憶內化為知識。 

二、教學組織方面 

  直接教學模式在教學組織方面的重點

為：小組教學、持續性的評量、教學時間的

分配（潘裕豐，1998）。茲分述如下： 

 (1)小組教學 

  Solity 與 Bull（1987）指出對於障礙學

生而言，若分為小組來進行每天 30 分鐘的教

學，會比用相同時間個別指導每個學生來得

經濟有效。小組教學中學生個別的錯誤被視

為是小組的錯誤，較不會影響個別學生的學

習動機，而同學的正確反應可成為成就低的

學生之良好的示範。 

 (2)持續性的評量 

  從課堂的評量中可及時發現學生的錯

誤，及早進行補救；評量結果亦是教師調整

教學內容之參考（詹秀雯，1998）。 

 (3)教學時間的分配 

  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應運用多元的活

動維持學生的注意力。例如，一堂課中應包

括不同的教學活動，每項活動的時間不超過

十五分鐘。但每次教習的新教材倘若有二種

以上，則最好選擇不易混淆的內容(盧台華，

1992）。 

三、教學技術方面 

  直接教學模式的教學技術由文獻（盧台

華，1992；潘裕豐，1998； Meyer, 1983；

Darch, 1987；Solity ＆ Bull, 1987）中可歸

納出以下重點： 

 (1)同聲反應（union responding） 

  教師問問題時，可請全部的學生一起作

答，如此不僅提高學生的參與感，增加練習

的機會，教師也可藉此監控學生表現。 

 (2)清晰的反應訊號（signals） 

  例如：以拍手、敲黑板、彈指等方式，

指示學生何時該作答。 

 (3)快速的節拍（pacing） 

  教學的速度應先慢後快，避免過慢的教

學令學生感到不耐煩，或速度太快讓學生經

歷挫敗感。 

 (4)座位安排（seating） 

  以面對牆壁或教室一角成半圓為宜，教

師在前面，以利所有學生均看得到也聽得

到。此外，可安排成就低者坐中間，以增加

學生本身及老師的注意力。 

 (5)監控（monitoring） 

  除了由學生同聲的反應中獲知學習情

形，還可利用每日的評量或觀察來瞭解學生

錯誤情形及學習速度，以提早做教學補救。 

 (6)錯誤的訂正（correcting） 

  當學生反應的時機不對或反應錯誤時需

訂正。訂正步驟為「示範→引導→測驗→完

整無誤的反應」，以確定學生是否完全改正了

錯誤。 

 (7)診斷（diagnosing）及補救（rem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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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學生錯誤的原因，針對原因設計補

救方案，必要時重教策略一遍。而且最後還

要再測驗，以確定錯誤已獲補救。 

 (8)增強（reinforcement） 

  當學生表現良好或做出正確反應時，給

予增強可引導其表現更好的結果。 

 

  智能障礙學生由於先天的注意力缺陷、

記憶力缺陷、不擅於組織學習材料、對學習

有失敗預期等特徵，易導致學習困難。以下

列出針對各項學習特徵在使用直接教學法進

行教學之建議。 

一、注意力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容易被無關的刺激吸引，

無法持續較長的注意力。教師可事先告知學

生單元學習重點為何（如，本週主題為：「打

招呼」的用語），如此一來，學生較不會被無

關的刺激或事件所吸引。此外，每一教學活

動時間最好不要超過十至十五分鐘，如此學

生較不會因時間過長而產生分心行為。 

二、記憶力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容易遺忘，因此，教學內

容的組織、練習與複習活動的安排十分重

要。教師一次只需教一種概念或技巧（如寫

生日卡片），並利用不同活動的安排（如「慶

生會」、「做一張卡片」）、呈現相關例子（老

師收到的生日卡）來反覆練習所學內容，使

學生能印象深刻。亦即，對舊知識提供大量

複習的機會，以加深對新知識的記憶。 

三、組織學習材料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不擅於組織學習材料以致

於所學常無法有效保留於記憶中。教師可事

先安排教學順序，並結合學生背景知識設計

教學活動（如已學會「造句」，則可進行「寫

一張留言條」），如此可有效幫助學生事先組

織所學。 

四、提供成功經驗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容易有失敗的預期，教師

可加強增強制度的運用，對於學生正確的反

應，給予立即增強，以引導其表現更好的學

習結果。 

五、學習遷移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常無法將其所學有效類化

至其他類似的情境中，教師可設計多樣的活

動（如「我的基本資料」單元可輔以「填寫

發票領獎收據」、「填履歷表」或「填借書證

申請表」等活動）以提供大量相關正反例的

練習，並複習新舊知識，幫助學生將所學有

效應用於不同情境。 

  綜上所述，直接教學模式在引導智能障

礙學生學習上，有協助學習調整及輔正之關

係，適當地運用其所強調的教學設計、教學

組織與教學技巧，能補強智能障礙學生學習

上的需求。 

 

  Carnine, Silbert 與 Kameenui（1990）認

為，教師在語文的閱讀教學上扮演的重要角

色包含兩個面向：（1）擬定一學年的教學活

動（Beginning-of-the-Year Activities）：一學

年的教學活動包括為學生選擇適合的閱讀材

料，例如：高結構性的閱讀教材。（2）規劃

每日的教學（Day-to-Da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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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教學是由有計畫的課程單元、課堂上

的呈現技巧以及教師持續不懈地了解學生問

題，檢核並加以貫徹，以協助學生達到有效

語文學習的過程。 

  在教導基本語言學習方面，Carnine 等人

提出以下教學技巧。 

一、使用口語練習 

  多數在語文及閱讀方面有困難的學生，

皆由於小學的基礎未穩固建立，在拼音、識

字等基本技巧上有問題，以致於影響之後的

學習。因此，教師在課堂上提供學生大量的

口語練習，能讓其精熟語彙及文句。 

二、重複敘述的先備技巧 

  許多學生無法精確重述句子，文句的學

習若不紮實，則不能學習之後的教材內容。

教師須在教學一開始，藉由演練來評估學生

是否具備此能力，並在教學過程中不斷評量

學生是否能跟著覆述，並且親自示範及引

導。 

三、教學步驟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使用「示範-引

導-評量」的步驟。 

四、示範的節拍 

  教師示範時的速度必須依學生的學習反

應做調整。例如，剛開始進行教學時，教師

示範的節拍要慢，並且使用加強語氣等技巧

強調學生呈現問題較多的部份，最後等到學

生完全精熟，再返回正常的節拍。 

五、糾正錯誤 

  當老師示範時，有些學生可能會出現讀

音錯誤或漏掉字彙的情形。教師必須立即察

覺學生的錯誤，並使用調整過的示範協助其

發現錯誤之處，以進行修正。 

 

  直接教學模式強調以系統化、高結構性

的方式進行教學，能提供學習遷移能力較弱

的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直接預防與補

救。由於此模式強調在學生人數較少、學習

能力一致的前提下，始能得到有效的教學效

果，故在特殊教育班級中，教師能有效掌握

及瞭解學生個別學習特質，一般來說較能有

效控制直接教學進行的程序及步驟。 

  然現今輕度智能障礙學生大多安置於普

通班級，倘若學生因個人或環境因素而未能

得到適當的特殊教育支持，則其學習就必須

仰賴普通班教師的引導。然而在大班教學的

前提下，使用直接教學模式對輕度智能障礙

學生在語文學習上的效果勢必大打折扣。因

此，在普通班級實施直接教學之前，教師須

先衡量學生之起點能力，並確實評估教學材

料的使用是否需要加以改編或增減，以期能

產生預期之教學效果。 

 

  綜而言之，對於智能障礙學生，教師應

在有限時間內有效授予其更多的學習知能，

以幫助他們趕上一般同儕之學習水準。適當

的教學策略，尤其是適用於基本學科學習的

補救教學，能讓學生在課堂上主動參與學

習、快速習得新知識。此外，教師要使用系

統化的教學步驟與程序，並且有效組織教

材，避免迂迴且混亂的教學，以減少學生等

待和摸索的時間浪費。「天下沒有教不會的學

生」，直接教學模式的精神正提醒教學者，所

有學生皆可進行有意義的學習，不論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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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教師均應負起「教」與「學」的

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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