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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１０６年度特教評鑑綜合建議總表(宜昌國中) 

指標

大項 
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行政

支持 

行政代表 

1-1 
每學年訂有特教推行委員會實施計畫，內有委員名冊。每學年會議至少

2次，校長主持會議外，會議後均照決議事項辦理。 

1-2 

1.因特殊生需求，突破許多校內困境，如肢障生與輪椅生安排在距離身

障廁所最近的班級，且因轉銜建議做適當安排。 

2.編班事宜及 IEP會議內容一併提交特推會審議。 

1-3 
特教教師代表參與課發會、校內特教老師組成教學研究小組及特殊教育

課程計畫納入學校總體計畫三項，學校皆有達到。 

1-4 
附有校內疑似特殊教育學生轉介、提報鑑定流程與相關作業程序之流程

圖，及轉介會議紀錄等。 

1-5 

1.國中畢業升高中職，以轉銜通報網資料轉銜，且高中端如要索取資料，

有一定的程序。 

2.將新生入學轉銜資料，做為國中階段能力現況及學習目標訂定之基礎。 

3.定期辦理各項轉銜輔導活動，如：國小轉銜就學宣導、參與適性安置

宣導說明活動等。 

特色 

1.辦理策略聯盟教師研習。 

2.申請本縣教材研發計畫，協助本縣編製「特殊需求學生社會技巧課程

教學攻略」一書，推廣至本縣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學校。 

3.校內特教教師協助本縣特教業務推動。 

4.辦理資源班多元體驗活動。 

5.辦理區域性資優方案。 

6.參與東華大學鍾莉娟教授專案，編製「特殊教育學生性霸凌」教材。 

家長代表 

1-6 辦理新生入學宣導、特教宣導、特教研習及特教生親師座談。 

1-7 符合指標。 

1-8 符合指標。 

1-9 
於第一次段考後辦理資源班座談會；每一位特殊生皆能參加學校和社區

辦理的活動，如：運動會、社區參訪。 

1-10 

1.校內學生如有情緒、行為或心理等困擾均由導師評估後，轉介輔導室

安排輔導介入，並依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2.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訂有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另外學校三級預防輔

導制度納入全校所有學生。 

綜合 

建議 
符合指標。 

相關

資源

服務

教師代表 2-1 

1.105學年度資源班編制 5人，共有 3位合格特教教師具有校級心評教

師資格，巡迴班合格教師 7人均具校級心評教師資格。 

2.校內鑑定工作（含重新評估）均由特教老師分派個案或分工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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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大項 
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及環

境與

經費

設備 

2-2 

1.校長、特教單位主管(輔導主任)及特教業務承辦人每學年均有參與特

教研習至少 3小時。 

2.特教教師每學年參加相關研習 18小時以上。 

3.建議若有教師異動，教師申請離校手續時將交接明細列出移交，包括

提供研習時數等等。 

3-1 

1.除 105年度繳回核撥過多的款項，其餘經費均全數執行完畢。 

2.其他經費如：教材編輯費與身障生獎助學金等等多項經費，均專款專

用。 

3-2 校內特教設備與財產均由總務處建檔管理。 

3-3 
資源班教室共 4間教室，分別位於 1樓及 3樓，距離行政處室、教學區

均便於到達，可看出學校有規劃。 

3-4 

1.學校依據身障生需求設置有各項無障礙設施。 

2.104學年學校改善電梯感應開關位置，以符合輪椅生使用的高度。 

3.105年進行慈濟基金會補助本校活動中心老舊廁所(含無障礙廁所設

施)修繕工程。 

綜合 

建議 
如表所述。 

課程 

、教學

與輔

導 

學者專家 

4-1 

1.每學期均由特教老師邀請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

等召開 IEP會議；依據學生學習特性及需求，安排各項課程與學習目

標，以及需提供之各項服務。 

2.依學生學習特性及需求，安排課程與學習目標及需提供的服務，並將

專業團隊建議融入 IEP。 

3.所服務之個案皆依規定實施教師訪談、家長訪談、課堂觀察、行為功

能評估與進行行為功能分析，並完成評估報告。檢附輔導紀錄表、觀

察表、行為評估相關資料及個案評估報告。 

4.提供學校個案評估相關資料，於校內評估會議中說明介入方向與合作

方式；並參與學生 IEP會議，將所提供之相關服務納入 IEP與行為功

能介入方案。 

4-2 

1.新生依據轉銜相關資料評估其課程需求與組別，且第一次段考後再作

評估，依學生適應狀況及需求再作調整。 

2.舊生的課程安排均依 IEP會議之討論決議，亦安排各類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 

3.學校檢附 IEP、課程計畫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都符合指標。 

4.能依學生需求與有關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或相

關專業人員、學生本人共同規劃學生之相關服務、支持策略、課程教

學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並於相關會議中討論與調整。 

5.能依學生服務情形，定期修正服務方式與內容，每學期至少召開或列

席相關會議檢討介入成效。 

6.服務學生相關輔導歷程及內容每次均完成輔導紀錄，並登載於特教通

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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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大項 
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7.所有支援教師均能參與工作會議及專業督導會議。檢附相關會議資料。 

4-3 

1.學生課程安排，於課程計畫中詳列其課程調整－含學習內容、歷程、

環境及評量，以及提供適合之教學設計。 

2.依學生學習狀況及能力表現作需求評估，安排抽離式國文、數學課程，

以及外加式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3.抽離課程採完全抽離，並依能力分別安排為簡化課程組或功能性課程

組，進行分組教學。外加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利用課輔時間或其他彈

性時間，以不干擾其他正式課程為原則。 

4.依學生需求提供學校各項支持策略之建議，如座位調整、環境處遇調

整、課程調整、後果處理策略調整及行政支援建議等。檢附會議紀錄

及相關輔導紀錄。 

5.提供學校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建議，或合作進行相關課程。檢附

會議紀錄及相關輔導紀錄。 

6.提供學校環境調整評估建議與相關支持服務，如班級經營策略調整、

評量調整、轉介相關輔導諮商資源等，以提供學生最少限制之學習環

境；檢附會議紀錄及相關輔導紀錄。 

7.有社會技巧需求之學生，與相關學校合作訂定教學目標，並協助學校

設計課程活動與類化學習單等。檢附會議紀錄、相關輔導紀錄與教材

等。 

8.與學校特教教師合作協同教學，或提供課程諮詢等。檢附會議紀錄、

相關輔導紀錄與教材等。 

9.依據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內涵編製教材或調整原有之教材，所編選之教

材、教具皆依學生之需求與目標作設計，如：提供社會技巧訓練課程、

社會性故事、行為契約及閱讀策略等介入課程等。檢附相關教材及學

習單。 

4-4 

1.運用各種輔助器材及提供最少限制之學習環境：(1)國文（功能性課程

組）識字量低落或獨立產出困難，運用電腦打字練習作文寫作。(2)

國文課運用課文影片教學，使抽象的文字敘述較具象呈現，增進學生

理解效果。(3)數學課程亦運用教學軟體或教具操作，實化數學概念。

(4)對肢障、身體病弱學生提供電梯感應器，以便轉換教室時使用。 

2.教師跨專長、跨領域之合作諮詢、參與國文領域會議，共同討論作文

指導原則。 

3.協同或合作教學：(1)情緒管理課程採個別指導方式。(2)國文、數學

課程依學生能力，分為功能性課程組及簡化課程組，採跨年級、班級

的方式分組上課。(3)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混合分組，操作性課程實施

班級內的小組教學，達同儕互動學習的效果。 

4.教師均依據學生需要，選用、簡化或自編課程教材。 

5.國文課運用課文影片教學，使抽象文字敘述具象呈現，增進學生理解

效果；數學課運用教具操作，增進數學概念理解。 

6.與輔導老師(個談)、校護(用藥)、導師(班級環境營造)合作，幫助過

動個案穩定，並給予個別指導，使個案在校能穩定學習。 

7.調整教材內容、簡化學習內容，以符合個案能力。提供特殊教育教師、

普通班教師及家長諮詢，如調整評量、提供導師情緒與行為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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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大項 
評分委員 質性內容 

提供家長心理支持、轉介醫療、陪診等。檢附會議紀錄及相關輔導紀

錄。 

8.在評估時發現學生有相關支持服務需求，如轉介學生諮商中心或申請

專業團隊、助理員等需求時，協助學校進行申請。 

9.個案課後至壽豐教會、五味屋等地，參與課後活動；參觀社區相關產

業。 

10.檢附上課資料、跨領域合作資料、自編及彙整教材資料、參與課後活

動資料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4-5 

特殊生均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特殊狀況者均經各處室協調，提供調整

參與方式。如： 

1.102學年徐浩威參加畢旅由家長陪同、江宛茹由資源班羅澤婷老師陪

同參加。 

2.103學年張羽軍由教師助理員協助參與校外教學。 

3.104學年彭偉恩參加畢旅由家長陪同。 

4.105學年：楊定震參加校外教學由同學分組陪伴共同行動。 

4-6 

1.特教教師授課節數：2位導師各 14節、3位教師各 18節，共 82節課。 

2.學生課程排課節數，依其抽離之課程與需求而定，符合各科目基本節

數。 

3.特殊需求領域大多採外加方式。學生分組以能力表現為原則，經特教

老師共同討論評估，並於 IEP會議時與家長、相關教師等共同討論通

過，每學期結束均作檢討，視需要再作調整。 

4-7 

1.資源班各課程評量方式多元，任課老師依課程及學習目標選擇適合之

評量方式，並作成紀錄。 

2.其他科目評量調整方式於 IEP會議中共同討論，提供語音報讀、電腦

打字作答、延長考試時間…等調整方式。並由特教老師另闢特殊考場

監考。 

3.提供符合個案需要及學習特性的評量方式(語音報讀、延長考試時間…

等調整方式)，並於相關會議中決議、紀錄。由特教老師另闢特殊考場

監考。 

4.提供學校多元評量方式調整之建議，如減少作業量與改變評量方式

等，使其更符合焦慮特質或臨界智能等類型個案之需求及學習特性。 

5.學生評量調整方式皆能於 IEP及相關會議中討論，並作成紀錄。 

4-8 

1.每位特殊生在 IEP會議時均有討論是否需要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依其

實際需求而提供其適用之輔導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相關資料納入

IEP檔案中。 

2.依據特殊教育學生需求，與輔導老師合作，進行特殊教育學生行為介

入策略及輔導。 

3.檢附輔導記錄及相關資料。 

綜合 

意見 
如上表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