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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督導審查角度分享IEP撰寫 

109年5月13日(三) 線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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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IEP檢核指標 

向度 檢核指標 

完整性 

IEP是否具備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9條所規範之五
大要項。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合法性 
IEP擬定、執行與檢討是否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10條規範之時程。  

能運用團隊合作方式共同擬定IEP。 

適切性 

此份IEP之現況能力、需求評估與相關服務具有一致
性。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除了學習領域外，應考量特殊
需求領域。 

有效性 
學期教育目標之總結性評量結果，至少有8成通過評
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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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是否具備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9條所規範之五大要項。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
及標準。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注意事項: 
1.五大項目都要撰寫，不能缺漏任何一項。 
2.依據學生需求提供行為介入方案。 
3.每個年級學生都需要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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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注意事項: 
1. 基本資料:鑑輔會鑑定類型和亞型、最新鑑定文號、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

礙手冊要在期限內。 
2. 發展史:醫療史、教育史都需要。 
3. 學生能力現況分析: 
  (一)測驗與評量須有文字說明解釋。可包含專業人員觀察記錄(如職能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聽巡、情巡、心理諮商師等)。以最近一年內的資料為主。 
  (二)能力現況描述應參酌多元資料。包含晤談、觀察、或其他相關記錄（如：

相關專業記錄、成績單、學籍卡、輔導記錄、健康記錄表、學習檔案資料、
課堂觀察資料…）或將非正式與正式測驗評量的結果進行分析。 

   ＊評估場所多元：含學校普通教育、資源班，家庭、社區…等，以了解個
案全面性之能力。 

   ＊評量者多元:前一階段教師、普通班教師、家長、特教教師、專業團隊者、
醫療評估者。   

   ＊能力現況描述時要每個項目同時呈現優勢與限制，且能敘寫詳盡。 
   建議減少「與一般生無異」的字句，可改成明確的字句。 
   如:視力聽力正常、手眼協調無異狀等。 

請發揮寫鑑定報告精神， 

蒐集學生全面資料進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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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注意事項: 
1. (三) 教育需求評估的說明欄不可空白。: 評估沒有困難者，

仍應說明其優弱勢能力。 
2. 了解學生學習特性優弱勢，找出特殊需求，才能擬定教育目

標、設計課程、提供特教服務與相關支援。 
3. 可在 2.教育需求評估直接說明教育需求。(如:課程、相關

支持服務) 
4. 部分學校會調整格式:合併能力現況和教育需求評估/欲提供

服務或策略。 
    
    

    建議統整學生的優勢能力，可
作為學習的優勢管道。 

   若有調整格式，都務必詳述優
弱勢能力和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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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注意事項: 
1. 在 3.教學與輔導分析:需詳述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學

習評量的調整，並說明輔導方向。 
2. 強調普特合作，提供學生在原班的協助，以支持學生整體學習適應、

社會適應、人際溝通或情緒與行為管理。如：內容選擇、呈現方式、
組織方式、運作過程、同儕協助、作業調整…等。 

3. 特殊需求課程若沒有直接開課，請在「三、學生能力現況/分析中
的(三)教育需求評估中的3.教學與輔導分析」、學年學期目標或相
關服務與支持策略說明協助方式。 

4. 相關支持服務與策略: (以目前接受的為主) 
  ※考試服務部分:建議以鑑輔會核定項目及大考中心規範之項目為主。 
  ※無障礙環境調整:建議與學習環境調整一致。 
  ※家庭支持:建議與家庭現況與需求、轉銜與輔導的福利服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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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注意事項: 
1. 學年目標（預期一年後學生經過特殊教育所能達到的目標） 
2. 學期目標（所有學期目標均是為了達成上述學年目標的分段歷程）  
3. 教育目標能具體可以評量：撰寫時使用可觀察的行為動詞，如：說出、指

出、寫出、說明、列舉、辨認、使用等等。 
4. 學期目標不要過大或過於空泛。(如:能與他人合作、能主動關心朋友) 
5. 注意起訖時間。(如:108學年度第2學期比較晚開學，需要調整評量時程。) 
6. 學年目標與學期目標要互相對應。 
 (如:學年目標4.能利用已認識生字及注音進行閱讀。--沒有相關學期目標。) 
9. 課程進度成為學年學期目標，建議增加學習策略或能力進展的層次性。 
  (如:學期目標A-1能認讀康軒版本國語第九冊教學目標生字) 
10. 特需以融入方式進行教學，需在學年學期目標看到學習重點。 
  (如:社會技巧融入溝通訓練，學年學期目標需要有這兩個領域學習目標。) 
11. 教學起訖日期+內容( 學習情境或條件或協助狀況+學習策略+學習結果  
     (行為) )+評量方式+標準＝學期目標。 

 課程教材只是達成學
年學期目標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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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注意事項: 
1.具情緒行為問題學生包含:自我刺激行為、攻擊行為、過度活動行

為、不當社會行為、嚴重情緒困擾、生活自理異常…等，需整合全
校資源透過正向行為支持介入，協助學生習得適當的情緒行為方式，
改善學習與生活功能。 

2.在行為問題診斷與處理過程中，提供所需之行政支援，如:環境調
整、課程及作業調整或相關專業人員介入等。 

3.能力現況或者需求評估中提到有輕微的行為問題症狀時，建議在
「三、學生能力現況/分析中的(三)教育需求評估中的3.教學與輔
導分析」、「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或「轉銜輔導與
服務」，說明協助或介入的方式。如訓練檢核表、行為紀錄表等，
或是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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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完整性 

IEP敘寫完整性(各項表件均有填寫無缺漏) 

五、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注意事項: 
1. 依據不同年級學生提供適切的內容。 
2. 建議包含不同面向，審慎評估後再寫無需求。 
    (如:就業輔導-無需求。說明:未來繼續升學。) 
3. 勾選各個面向的項目時，也能詳述說明。 
    (如:心理輔導-肯定自我。說明:申請心理師直接服務。) 
4. 負責單位呈現與不同單位合，並非只有特教老師負責。 
(如:導師、輔導組長、註冊組長、諮商組長、社福機構社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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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合法性 
IEP擬定、執行與檢討是否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範之時程。 

前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 
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 
前項計畫，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注意事項: 

1. 新學年度的IEP擬定會議 
 

2. 新鑑定案的IEP擬定會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核發文號日起1個月內完成。 
(例如：第四梯次核發鑑定文號時間在6/28，該梯次鑑定通過的學生， 
其IEP擬定會議之會議紀錄就要在7/28前完成) 

3. 每學期均須檢討一次：每學期末召開IEP檢討會議。 
(例如：上學期末約在12~1月之間召開；下學期末約在5~6月間召開) 

4. 一名舊生108學年的IEP會議紀錄會有：108-1期初擬定會議、 
108-1期末檢討會議、108-2期初擬定會議、108-2期末檢討會議。 

 

舊生：會議記錄應於8月30日前完成。 

新生：會議紀錄應於8月31日前完成。 

這兩者可以合併一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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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合法性 
IEP擬定、執行與檢討是否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範之時程。 

前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 
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 
前項計畫，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 

注意事項: 

5. 一個個案有獨自的一份會議紀錄較佳。 
(例如：王○明108學年度第一學期IEP擬定會議會議紀錄) 

6.會議記錄要具體、明確記錄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計畫等。 
(例如:課程與節數規劃、評量調整服務、專業團隊服務、行政
支援、行為介入方案、轉銜計畫、鑑定及安置適切性、會議決
議等。) 

7.IEP檢討會議要包含本學期IEP執行情況的敘述、檢討。 
(例如：學生在某個目標的達成率如何？或採用質性敘述其表
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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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合法性 
能運用團隊合作方式共同擬定IEP。 

個別化教育計畫小組參與訂定 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關 
教師、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學生家長 
亦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 學校應確保身心障礙學生有權就所有影響其本人之 
事項自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及年齡之協助措施。(十二年國教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p.11) 

注意事項: 

1.會議簽名應至少有行政代表、特師、普師、家長、學生。 

2.簽名欄位註記職稱，不可以只有空白表格。 

3.IEP會議和特教推行委員會的層級不同。討論的議題也不相同。 

4.IEP會議並非特教推行委員會，不是請特教家長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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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合法性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依據 1.特教法 
2.特教法施行細則 
3.12年國教課程實施規範 

1.特教法 
2.花蓮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3.府教特字第1030063012A號函 

參與
人員 

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與相關教師、
特教學生的家長及學生本人；可以邀
請相關人員參與。  

委員五至十一人， 
主任委員1人：學校校長兼任， 
執行秘書1人：校長指定特教業務主管擔任， 
其餘委員：各處室主任、普通班教師代表、
特殊教育教師代表、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等共同組成。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召開
時機 

IEP擬定會議及每學期末檢討會議。
(請參看第10頁投影片) 

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 

討論
內容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訂定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討論項目如：
學生能力現況、所需特殊教育、所需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行為功能介入
方案、轉銜輔導及服務、IEP執行情況
等。 

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 
宜，審議項目如：個別化教育/輔導計
畫、特殊教育學生就讀普通班酌減人數、
評估校內特教工作成效、處理特殊生危
機事故及問題行為、校園無障礙環境設
施之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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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適切性 

此份IEP之現況能力、需求評估與相關服務
具有一致性。 

1. 除了能力現況和需求評估能上下敘
述一致外，針對學生所提供適切的
課程、輔導或者相關支持策略，也
能呼應上面的敘述。就像右圖齒輪►  

 
2. 建議不以障礙類型提供服務，需評

估學生整體能力和需求。 
(例如:一位智能障礙學生，IEP能力
呈現其人際互動困難，此時應考慮
提供社會技巧課程，而非只有學科
抽離。一位學習障礙學生在語文學
業上評估有閱讀理解、識字困難，
此時應考慮提供語文或學習策略課
程，而非僅提供數學課程。) 

14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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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適切性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除了學習領域外，應考量特殊需求領域。 

注意事項: 

1.能依據學生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有：職業教育、學習策略、生活自理、社會技巧、溝通訓

練、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定向行動、點字) 

2.能將學生之特殊需求融入其他科目中實施。 

（如:國語文融入學習策略、注意力訓練；社會技巧融入溝

通訓練等，以上可以參考特殊需求領域綱要來訂定目標。

但如何融入需要在IEP中呈現，可參看投影片p.6第3點說明) 

3.所提供之特殊需求課程符合學生實際需求。（同投影片

p.14所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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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擇
一
或
是
都
做 

向度----有效性 

學期教育目標之總結性評量結果，至少有8成通過評量標準。 

1.學生之學期教育目標皆至少有八成通過標準。 

2.學生學期教育目標設計符合其能力現況與需求。 

3.該學期教育目標若沒有評量完成或不通過須說明。 

4.上下學期的教育目標應有差異：能顯現出能力或行為發展的

階層性，或教師教學步驟之發展性，而能達成學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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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鑑輔會鑑定文號時
間、身心障礙證明的鑑定

日期是否過期!!  

17 

測驗與評量 

多一些文字描述說明。 

可增加專業評估觀察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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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優勢與限制盡可能
將平日對學生的觀察
化成文字記錄下來。 

   評量者盡可能多元。 

20 

    即使沒有
困難，說明
欄勿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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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合併能力現況和
教育需求評估，務
必敘寫完整。 

21 

敘述過於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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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方式雖不同，但
都具體說出如何調整
內容或教學策略。 

23 

 讓學生在原班得到
其他科目學習與適
應上的協助。 

24 



2020/5/8 

13 

幫助學生在普通教
育課程中，也能滿
足學習需求。 

25 

學年教育目標 1.透過聆聽或閱讀能正確說出３００字以內短文的內容。 

學期教育目標 1-1 每周聆聽一篇100-150字不同媒材故事，透過問答方
式，能簡單複述故事重點，完整性達80%。 

1-2 每周聆聽一篇150-200字以內故事，透過圖像提示，
能詳細複述故事內容，完整性達80%。 

1-3 每周閱讀一篇150-200字之故事短文，透過畫重點策
略，能說出故事主要內容，完整性達80%。     

學年教育目標 1.能運用學習過的學習策略，計算簡單的兩步驟應用問題。 

學期教育目標 1-1 透過步驟圖策略，能記錄簡單的兩步驟解題過程，每
次給予5題，至少達對4題。 

1-2  透過畫關鍵字與步驟圖策略能計算簡單的兩步驟應
用問題，每次給予5題，至少達對4題。 

學年教育目標 1.能以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如畫重點、
心智繪圖…等(5-Ⅲ-6、特學1-E3-3修改) 

學期教育目標 1-1 能在提示下，使用畫線策略，畫出國語課文關鍵字句。 
1-2 能在提示下，將課文內容摘要成心智繪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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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辦理的正向
行為支持策略研習。
務必參加!! 

27 

建議依據學生需求
撰寫，並詳盡說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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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具體地記
錄檢討與擬訂的

內容。 

29 

30 

IEP和特推會的簽
到表都要有職稱；
建議特推會加上
本職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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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透過部首說出目標字可能的意思。 

• 能透過聲旁說出目標字可能的發音。 

在老師提供文章元素下，可以畫出課文心智圖。  

• 能自行檢索課文來完成挖空的課文組織圖。 

• 能依據課文組織圖來回應老師的提問。 

• 當老師給予一個課文中的概念時，可以運用聯想完成九宮格。 

• 可以從課文中選定一個語詞作為聯想的題目。 

• 可以運用聯想完成自行設定題目的九宮格。 

• 可以用完整語句分享自己完成的九宮格。  

32 

教育目標內容、支持方式
或通過標準要有差異。 

顯示出能力的階層性或教
師教學的步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