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學前特教知能研習

主講人-

基隆市特教資源中心學前特教組-蘇光琦



 簡稱IEP:Individual Educational Program源自於:特殊教育法第28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
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

★小提醒:

1.是一份具有約束力的書面契約:必須遵循既有的程序與內容要求，以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受教
權。也就是一份量身打造的教學計畫-確保特教學生接受適切的特殊教育和足夠的相關支援
與服務。

2.家長與教育相關人員的溝通管道：藉由面對面的溝通方式，家長與教育有關人員共同討論出
何者是特殊教育學生現階段最需要的教育需求。

3.是一份管理及績效評估計畫：針對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規劃一學年及一學期的長短程教育
目標，根據此計畫以督導學校是否為學生執行特殊教育工作並達成其學年學期目標。



 計畫內容相關的規範源自於: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10條。

 第9條-運用團隊合作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
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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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五款所定轉銜輔導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
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參與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及
相關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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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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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個案的相關資料蒐集建檔-
 幼兒發展篩檢表影本/未通過項目的輔導紀錄。

 家長晤談同意書。

 身心障礙手冊/醫療評估報告/診斷證明。

 基隆市國民小學及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資料表。

 過去的個別化教育計畫紙本檔案。

★小提醒:

1.請另準備一本資料簿把孩子的特殊需求相關資料逐一蒐集建檔。

2.鑑輔會文號會有公文通知(公文請影印存檔)也可以上通報網上查閱。

實作分享/未通過發展篩檢的輔導追蹤.docx
../108學年檔案/鑑定安置資料/109年3月臨鑑輔/江博翰-108學年度鑑定資料表(發展遲緩).doc


-觀察孩子的現況能力表現-
 可以參考鑑定安置資料表中的能力現況。

 觀察孩子在教室的能力表現。

 觀察重點: 做什麼? 怎麼做?有什麼困難? 要多少協助?

 ★小提醒:

1.可以參考「基隆市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增加自己觀察孩子的面向，以及掌
握幼兒發展里程碑。



 依據個案的核心問題並考量發展里程碑進行需求評估，重點如下:

1.功能性目標-以發展里程碑來說最需要提升的能力，學會這類型技能可以幫孩子在生活環境中更加獨立，
可以適用於不同情境、事件、活動、對象、物品之技能，通常與障礙的核心問題有關。

2.發展性目標-目前尚未發展、發展較弱或落後的能力。

3.相關專業建議-醫療評估或療育課程建議之目標。

4.家長適切的期待。

★小提醒:

1.需求評估先有助於設定學年目標，注意目標的優先順序。

2.學年目標:預期在本學年能達成的學習成果。以一個動詞加上所需學習之內容，例如:增進握筆的能力、
熟練剪刀的操作。常用的詞彙還有:了解、認識、減少、增進、獲得、發展、練習、熟練、加強、提升等
動詞。



-執行學年與學期目標-

 每一項作息活動的內容都具有跨發展領域的整合效用，有助於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實施，

提供所需要的學習發展刺激。教師有計畫的將幼兒學習嵌入活動及作息中，就可提供每

日反覆性且規律性的練習，從情境中得到學習新技能的機會。

 學期目標都要與長期目標吻合，是將學年目標更具體精確描述，可視為達到學年目標的

方式與步驟。

 每項學期目標需分層次(工作分析)並列出預計達成時間與評量方式。

 學期目標的特性是具體且可評量可觀察。例:客觀(可觀察)-誰+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

做多好；具體(動作描述)-寫出可觀察的動作，如：寫、跳、拿、指出、說出、畫出、

洗、看、模仿、分類、配對、回答、數出等動詞；量化(可測量)- 「時間長度」「次數」

「距離」「發生頻率」「數量」「正確率」。



★小提醒:

1.盡量以園內實際的作息活動內容項目進行嵌入式學習(執行目標的方式)-利用實際環境、
作息、活動提供幼兒連結學習的機會。

2.擬定學期目標可以查閱「基隆市幼兒園作息活動觀察記錄手冊」作息活動項目中的發
展順序，作為分層目標的參考，但是請記得轉換成現場實際的情境描述會更容易實施。

3.期中會議後會出現修正的目標內容。若期初預定目標有許多項目皆未通過，要考慮調整
目標的適切性。

4.IEP是一份動態可修正的計畫。



 「調整」的思維與作為是融合教室經營的核心精神。

 希望藉著環境、素材、活動、器材、支持方式的調整，降低因為障礙受局限而引發的學
習與情緒行為問題頻率，幫助幼兒適應環境並成功參與活動，幫助幼兒能在自然情境下
學習。

 設定目標後預計孩子有可能需要的支持策略是什麼?

★小提醒:

1. 在IEP的紙本中先列出在執行目標時可能會應用的策略類型即可，不需要詳加描述。

實際的操作策略內容可以在每次巡迴輔導教師入園服務時進行討論或調整

2. 融合課程的調整策略可參閱「基隆市作息活動調整策略參考手冊」。



環境支持 成人支持 同儕支持 隱性支持

素材調整 活動簡化 喜好運用 特殊器材



 正向行為支持的三級概念:

三級

預防

次級預防

初級預防

有嚴重且持續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
• 完整功能行為評量與介入
• 危機處理II

有明確情緒行為問題但不嚴重且持續
的學生
• 簡易功能行為評量與介入
• 危機處理I

無適應困難/有適應困難但無明顯情
緒行為問題的學生
• IEP

• 學生基本表現與環境適配性檢核
• 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



 傳統上對於問題行為的處理，以嫌惡刺激的方式居多，企圖透過懲罰或是限制活動等方
式，減少或抑制問題行為的產生。自1980年代起，開始有學者以正向思考的方式看待
問題行為，認為行為問題的發生，應該有其目的或用意，如果能掌握問題行為發生的原
因或動機，進而教導正確的行為表達方式，問題行為自然得以減少，嚴重性也就得以減
輕。

 行為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在表達一種「需求了解」的語言，這可能是個體僅有或最
有效的溝通方式。

 行為會重複出現是因為對個體來說可以達成目的，因此要能成功減少行為問題就必須了
解學生表現出該行為的目的和背後功能，階段性的教導學生以替代行為滿足需求，藉由
調整環境、教導適當行為，合併進行相關能力的提升，擴充行為目錄，逐步取代問題行
為，才是長期預防行為問題的有效策略。

 不是一味阻擋壓抑行為問題出現，而是開創河道引流進入新的方向，期望得以改善個案
的生活品質。



★小提醒:

1.適切的課程調整策略就是最好的初級預防，藉由了解孩子的優弱勢後的調整策略，可以
幫助學習與適應、較容易獲得成功經驗，降低情緒行為問題發生的頻率。

2.無顯著情緒行為問題者暫時不需填寫這個項目。

3.需進一步為孩子敘寫次級預防的介入方案者，請多留一些時間給巡迴老師進行討論。

4.判斷一個人的行為，通常是主觀的，可適時參考相關觀察指標幫助自己校正觀察的角度。



 詳細填寫下列資料:

 醫療服務、福利服務、學習輔具、巡迴輔導服務、教師助理員、校內專業團隊服務。

 遇有身體病弱個案須有緊急狀況處理程序，請附加程序表在此頁之後(各園自訂)。



 事先了解未來就讀的小學，若要轉學到外縣市的孩子，請提醒家長與老師，協助了解該
欲就讀縣市新生入學鑑定安置的期程，避免錯過。

 轉學生若預先知道要轉學可以進行相關的準備工作，若為事後才被告知轉至他校，則後
續補填寫並將相關資料影印留存後轉交家長或是轉交未來就讀學校。

 特教通報網需在特定時間中進行異動。



 每學年召開3次-期初(9月)、期中(12-1月)、期末(6月)。

 新增提報於第二學期才拿到鑑定安置文號的孩子召開2次-期初(3月)、期末(6月)。

 會議出席者請記得要在封面以及會議紀錄處簽名。

 討論重點:目標計畫的討論、執行狀況與進步情形、家長的觀察或建議、師長或專業人

員的觀察與建議…等等。

 期末會議紀錄完成及各人員簽名後，將整份IEP放回個案資料夾中存檔，為轉銜或轉學

之必備資料。



 可預測的環境-預備好結構化的作息以及安全衛生容易了解的環境。

 發展合宜的教材活動和互動-有著適合孩子和不同活動的教學，運用多元方法適當規劃

活動，有助於孩子參與活動以及維持對學習的興趣。

 明確的指示-放慢說話的速度，小步驟的工作和指示，有助於孩子跟隨老師進行活動。

 真誠正向的回饋-對孩子的表現和努力給予敏銳、具體、誠懇的回饋。以正向且一致性

的態度回應孩子的困難與問題，讓孩子對老師產生安全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