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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幼兒園作息活動調整策略參考手冊簡介 

 [編製緣起與目的] 

    特教輔導團學前組在 107年完成「基隆市幼兒園作息觀察記錄手冊」的編製，目

的在幫助幼兒園教師能在每日作息活動中，用簡易又有系統的方式觀察幼兒的行為表

現，了解幼兒發展的現況以及在學習上出現的困難與關卡，讓這些重要的資訊成為後

續安排適當課程與調整支持策略的參考依據。 

    因應融合教育理念的推動與實踐，108年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們進行個別化教

育計畫撰寫格式的研修，試圖將特殊需求幼兒個別化教育目標嵌入適當的作息情境中

練習，希望藉由運用幼兒園課程統整、跨領域學習活動之特性，引導、激發不同能力

幼兒的學習並幫助其得到成功的經驗。融合課程的核心精神即為調整、彈性、可允許

改變，在教與學互動歷程中，亦逐步體會幼教現場對融合課程調整策略的迫切需求，

了解幼兒個別差異與學習困難的原因、針對能力與需求各異的幼兒給予鷹架支持、降

低幼兒因學習適應困難而引發的情緒行為問題，已然是普教與特教老師們共同的教學

目標與努力的方向之一。 

    109年，特教輔導團學前組邀請學者、專家、學前特教老師、資深普幼教師共同

啟動「學前融合調整策略工作坊」，以幼兒園例行性及部分多元學習活動為主軸，搭

配學前八大課程調整類型進行研討，列舉幼兒在該項活動中較容易出現的困難，在普

特合作的激盪下編撰出可運用之策略，做為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以及普幼教師施行

融合課程之參考，希冀策略的舉例讓現場教師們能更加瞭解課程調整的意義與作為，

進而類化概念發展出屬於每個不同教室與孩子間更適切的學習天地。  

 



[課程調整類型概念] 

向

度 

調整類型 定義 策略 

學 

習 

環 

境 

環境支持 ★調整物理、社會和當下的環

境，以提升及支持幼兒的活動

參與和學習 

●改變物理環境、社會環境以

及當下環境 

素材調整 

 

★調整難易度或改變素材讓孩

子盡可能得以獨立參與 

 

●將素材或設備置於最佳位置 

●改變素材尺寸 

●調整反應方式 

●將素材放大或使其更鮮明 

特殊器材 

 

★運用特殊器材或輔具來增進

幼兒參與的程度 

●運用特殊器材以增加使用的

方便性以及參與度 

學 

習 

內 

容 

活動簡化 

 

★將複雜的工作分為小部分或

減少工作的步驟 

●分為小部份 

●減少工作步驟 

●成功的結束活動 

喜好運用 

 

★孩子不想參與活動時，將其

喜好的事物融入在活動中 

●運用喜歡的玩具 

●運用喜歡的活動 

●運用喜歡的人 

學 

習 

過 

程 

成人支持 

 

★以成人介入的方法支持孩子

的參與和學習 

●示範 

●加入幼兒的遊戲 

●運用讚美和鼓勵 

同儕支持 

 

★運用同儕來幫助幼兒學習重

要的目標 

●示範 

●協助 

●讚美和鼓勵 

隱性支持 

 

★在活動中刻意安排自然發生

的事件 

●依序輪流 

●在課程中依序安排活動 

註:資料來源: 

Sandall,S.R.,& Schwartz,I.S.(2008)˙學前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盧明、魏淑華、翁巧玲譯)˙台北:心理,2008.04 
Eva M. Horn、Susan B. Palmer、Gretchen D. Butera 、Joan A. Lieber 著˙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架構-以全方位學習
（UDL）為基礎支持幼兒成功學習(盧明、劉學融譯）（2020）˙新北：心理。 



  [內容說明] 

    本手冊的內容編排方式參考「基隆市幼兒園作息觀察記錄手冊」為架構，在「觀

察紀錄手冊」中把作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幼兒園中固定且規律性的例行性作息活

動，有入園、餐點、團體靜態活動、團體動態活動、午休、放學等六大項。第二大類

是具普遍性且最具共通性的美勞、語文、益智、扮演、積木、自然科學等學習區。 

   本手冊的內容編排方式雖參考「基隆市幼兒園作息觀察記錄手冊」為架構，「觀察

記錄手冊」與「調整策略參考手冊」內容編排上仍有些微的差異，說明如下: 

原例行性作息中的入園與放學分為兩項，但因為操作內容大致相同進行合併，另外原

本列在入園活動中的如廁與洗手，為了較貼近現場狀況另以「轉銜活動」為項目。原

「學習區活動」改與幼教課程大綱的課程活動形式名稱一致，定為「多元學習活

動」，本手冊內容以各園常見的美勞學習區、組合建構、積木學習區、語文學習區、

數學區、扮演區、自然科學區中的調整策略做舉例，在每一段作息中列出該活動被預

期的行為目標，也列舉出不同障礙類別幼兒無法達到此項目標可能的原因，再根據調

整類型舉例策略。  

「幼兒園作息活動調整策略參考手冊」策略編排內容如下: 

作息 內容分項 作息 內容分項 

一、入園/放學活

動 

（一）問早道好 四、團體活動 (一)集合點名 

（二）情境轉換 (二) 靜態活動-聆

聽/討論/分享 

（三）簽到 (三)動態大肌肉活

動 

（四）穿脫衣物  

二、轉銜活動 (一)如廁 五、午休  

(二)洗手 六、多元學習活動 (一)美勞學習區 

三、餐點活動 (一)飲水 (二)組合建構、積

木學習區 

(二)用餐前準備 (三)語文學習區 

(三)用餐中 (四)數學區 

(四)餐後收拾 (五)扮演區 

(五)潔牙 (六)自然科學區 



 [使用說明] 

  課程與教學調整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提高特殊需求幼兒參與活動的程度，有足夠的

參與及學習的機會，才能有效促進幼兒在各領域的能力發展。參考本手冊使用前有幾

項重點提醒與說明: 

1.在調整策略實施前請務必先觀察了解您的幼兒，找出幼兒核心的困難，才能擬定出

最適切的策略符應其需求。 

2.每位幼兒發展表現速度不一，請特別留意每一時段作息的行為目標會因為幼兒能力

不同而有所差異，調整策略的擬定要回到幼兒的發展里程碑上做考量，如果幼兒有發

展里程尚未達到、受到生理障礙的限制、發展遲緩等情形，行為目標就要隨之調整，

策略應用也相對必須調整。  

3.關於幼兒發展里程碑的詳細內容可以參閱「基隆市幼兒園作息觀察記錄手冊」，手

冊中提供了部分在例行性與學習區活動中幼兒發展年齡參考。 

4.教師宜對幼兒的生長與醫療背景做更多的了解，當教師對幼兒有更多的了解，看待

與引導幼兒的方式自然會因為更加瞭解幼兒而有所改變，教師本身觀點與作為願意符

應幼兒需求而調整與改變，是整體教學課程的重要基礎與核心，也是經營融合教室成

功與否極重要之關鍵。 

5.本手冊可提供在擬定特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中課程調整策略時參考，

相較於個別差異大、多元、變動快速的教室現場，本手冊中的策略舉例在應用上勢必

有所限制，敬請依照幼兒能力與教室現況再行調整。 

6.在手冊內每一項活動中有未舉列出之策略，是因為每一項活動內容與情境不同，策

略面向會因此有差異，沒有列舉出策略的調整類型未必無法使用，編制小組暫時保留

討論空間，留待後續老師們的嘗試與發現。 

 

 

 

 

 



一、入園／放學～ 

作息 入園、放學  

活動 （一）問早道好 

目標 和熟悉的教師和同學打招呼/道別。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眼神注視困難。 

2. 無口語表達能力。 

3. 口語表達能力較弱。 

4. 情緒不佳不願意打招呼/道別。 

5. 焦慮害羞不願意打招呼/道別。 

6. 不懂打招呼/道別的意思。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視覺提示-在接送區或教室外陳列打招呼/道別的流程圖或示範

圖片。 

□素材調整  

■活動簡化 1.允許先以眼神注視或是動作回應(舉手或揮手)等幼兒能做到的

方式打招呼/道別。 

■喜好運用 1.提供選擇打招呼/道別的方式(如：擊掌、按鈴、擁抱)。 

2在校園或教室入口放置個案喜歡的物品(如：卡通玩偶、動物或

汽車)對喜案之物打招呼/道別。 

3.遊戲化的情境運用-依據幼兒興趣設計打招呼/道別的內容 

(如：叮咚叮咚/小恐龍來囉)。 

■特殊器材 1.以聲光的輔具或拍鈴，作為打招呼/道別的方式。 

■成人支持 1.成人示範打招呼/道別的語彙或動作，讓個案仿說或仿作，並

給予鼓勵與回饋。 

■同儕支持 1.友伴示範打招呼/道別的語彙或動作。 

■隱性支持 1.當個案有作出細微的動作時，立即給予正向的回饋。 

 



一、入園／放學～ 

作息 入園 

活動 （二）情境轉換 

目標 在開學約( 4-6 )週之後，可以主動跟家長道別進教室。 

註:每位孩子的情境適應發展狀況不一，所以開學週數請保留彈性。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先天氣質(依賴、害羞、環境適應能力較弱)。 

2. 有故著特質情境轉換與適應困難。 

3. 家庭教養態度影響。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入園門口設置可供情緒轉換的角落(如:布置一個較為軟性/溫

馨/有趣…有助於情緒焦點轉移的小區域)。 

█素材調整 1.依據幼兒的能力與需求調整境情緒轉換區中的素材。 

□活動簡化  

■喜好運用 1.可以帶自己的安撫物品。 

2.在入園行經處放置喜歡的物件或圖片元素。 

3.在情緒轉換角落中放置幼兒喜歡的操作物。 

□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 1.教師帶著個案進行可轉移注意力的活動，並鼓勵孩子的表現。 

2.充分與家長進行溝通(如：準時接孩子回家、漸進式的環境適

應、和孩子約定、溫柔堅定的和孩子道別、請家長在約定的時間

離開園所)。 

■同儕支持 1.找友善熱情溫柔穩定的友伴協助與陪伴個案。 

□隱性支持  

 

 

 



一、入園／放學～ 

作息 入園 

活動 （三）簽到 

目標 能完成教室中簽到形式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作息流程記憶不佳(忘記要簽到)。 

2.無法辨識找到自己的照片、名牌卡、簽到本或是簽到的位置。  

3.握筆動作有困難造成仿畫或仿寫有困難。 

4.無法理解簽到的規則(如:需對應日期與位置)。 

5.無法理解日期符號的意思。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於簽到處提供簽到的流程圖/示範圖。 

2.明確擺放出簽到所需要的文具用品方便取拿與歸位。 

3.簽到所需要的用品擺放要進行標示引導(如印章/貼紙擺放)。 

■素材調整 1.依幼兒能力狀況，調整簽到的素材， (難度依序如：照片或名

牌卡→簽到貼紙→蓋印章→粗筆→簽到簿格子先放大再視需求逐

步縮小)。 

2.在個人簽到本上加上圖案或標籤便於特殊需求幼兒找尋。 

3.團體張貼式簽到欄可以在特殊需求幼兒欄上加上圖案或標籤便

於找尋。 

■活動簡化 1.簽到方式簡單至困難依序：掛照片或名牌→蓋印章→貼紙→圈

選→描寫→仿寫。 

2.團體簽到的呈現形式可以依據幼兒能力調整，從天(難度低)→

週→月(難度高)。 

■喜好運用 1.提供個案喜歡的素材或主題(如：貼紙、圖案、畫筆的顏色、

畫自己想畫的內容)。 

2.簽到簿的封面或內容格式設計也可以使用幼兒喜歡的主題。 

■特殊器材 1.提供握筆器(如：將長尾夾夾在鉛筆上)。 

■成人支持 1.由教師提供陪伴、示範或協助與回饋鼓勵。 

■同儕支持 1.教師安排友伴提供示範或協助。 

□隱性支持  



一、入園／放學～ 

作息 入園 

活動 （四）穿脫衣物 

目標 自己穿脫衣褲、外套、襪子、圍兜、鞋子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因素限制(發展遲緩、肢體障礙等協調能力不佳)。 

2. 生活自理的經驗不足。 

3. 無法理解衣物的正反面、穿脫方向。 

4. 無法分辨左右。 

5. 排斥某些材質的衣物。 

6. 無法依照冷熱的溫度變化去穿脫衣物。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穿脫衣褲步驟圖或情境圖。 

2.規劃好穿脫擺放衣物鞋自理區的空間，方便練習。 

■素材調整 1.請家長協助配合提供方便穿脫的衣物(如：寬鬆的、鬆緊帶式

的、大釦子、魔鬼氈)。 

2.拉鍊加好拉的吊飾或鬆緊帶。 

3.鞋子上做記號(貼紙/縫上標示/油性筆劃出標示)以分左右。 

4.改善衣服的舒適度(如：無標籤、無電繡圖案或純棉材質)。 

■活動簡化 1.提供具體簡化的穿衣步驟或口訣(冷熱應變、動作技巧提示)。 

2.示範動作後減少扣釦子的數量/先幫忙先扣上拉練頭。 

■喜好運用 1.在衣物上提供個案喜歡的圖案(如：衣服上貼喜歡的貼紙、貼

布或蓋章)。 

2.在扮演區中放置個案喜愛主題的衣物、鞋可以自行練習。 

■特殊器材 1.提供鞋把和穿襪把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示範或部分協助並給予鼓勵回饋。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示範或部分協助。 

□隱性支持  



 

一、入園／放學～ 

作息 入園、放學 

活動 （五）物品整理 

目標 自行擺放、歸位、收拾個人物品。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動作協調性不佳(如：視動協調不佳、肢體障礙)。 

2. 生活自理的經驗不足(不會開關拉鍊、物品擺放無序)。 

3. 無法辨識自己的物品/位置。 

4. 操作規範記憶力不佳。 

5. 專注力不足、容易分心中斷操作。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的視覺提示(如：流程圖、自我檢核圖、照片、符

號、貼紙)。 

2.安排清楚流暢的動線方便執行一連串的動作，若有無障礙需求

亦須一併考量。 

3.調整適當的置物空間(如：提供較大的籃子或櫃子)。 

4.依照其特質需求安排置物空間(如：第一個或角落邊的位置)。 

■素材調整 1.書包/餐袋拉鍊頭加上容易操作的吊飾或鬆緊帶。 

2.請家長配合調整選取易於拿取物品的餐袋或書包(如：開口較

大、容量足夠的包包)。 

■活動簡化 1.分段/簡化物品整理的步驟(一次做一樣、做好再換樣)。 

■喜好運用 1.在置物空間、書包上提供個案喜歡的圖案(如：櫃子、書包上

貼喜歡的貼紙)。 

□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如：引導觀察流程圖、提示醒步驟口訣)、

示範或部分協助，並給予鼓勵回饋。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協助，如：提醒觀察流程圖、提示步驟口訣、示範動



作或部分協助。 

□隱性支持  

二、轉銜活動～（一）如廁 

作息 轉銜-如廁 

目標 可以獨立完成如廁的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發展未成熟或異常（動作發展遲緩、肢障、腦性麻痺、肌

力不足）無法自行覺察便意或尿意。 

2. 無法順利表達如廁需求。 

3. 自行如廁經驗不足（辨識男女便桶、廁所位置不熟悉）。 

4. 受到情境影響(專心於遊戲而憋尿、對廁所恐懼而憋尿)。 

5. 衣褲穿脫整理、使用衛生紙、擦拭能力不足。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預備明亮、溫馨、無異味的廁所。 

2.有特殊需求幼兒座位安排離廁所較近的位置。 

3.提供明確的視覺提示(如：小便斗以及馬桶的使用圖示、小便

斗適當處黏貼可供瞄準用圖示)。 

4.預先規劃好方便如廁所需物品拿取的位置。 

■素材調整 1.提供方便抽取的衛生紙、濕紙巾(如：單張抽取式)。 

2.調整適當進水量(開水/湯/奶/水果/稀飯)，有適當的排尿次數

才有機會練習如廁。 

█活動簡化 1.視幼兒能力簡化練習步驟。如:坐上馬桶是第一步，衣褲穿脫

整理、使用衛生紙、擦拭部分流程的動作可在其他活動做練習。 

■喜好運用 1.廁所布置張貼幼兒喜歡的物件元素。 

2.允許幼兒喜歡且適當的物件陪伴如廁。 

■特殊器材 1.無障礙的扶手。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或部分協助，提供適度的陪伴以及鼓勵。 

2.觀察幼兒排尿時間點，定時詢問幼兒需求或引導去上廁所。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或部分協助。 

2.提供適度的陪伴。 



□隱性支持  

  █其他 *加強親職教育的宣導-在家練習如廁的方法。 

二、轉銜活動～（二）洗手 

作息 轉銜-洗手 

目標 可獨立完成洗手流程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肢體動作受限（動作發展遲緩、肢障、腦性麻痺）。 

2. 手部肌耐力、協調性不足。 

3. 無法記憶並執行洗手步驟(在適當的位置進行洗手步驟)。 

4. 易分心(愛玩水、聊天、玩耍…)無法專注完成洗手步驟。 

5. 生活自理的經驗不足(習慣性由成人代勞)。 

6. 感官特殊異常需求(觸覺敏感-不喜歡洗手、固著行為-洗手洗

個不停)。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按壓式或感應式的水龍頭。 

2.提供具體實物的視覺提示(如：真人版洗手流程/示範圖)。 

3.肢體障礙幼兒視需求建置無障礙洗手台。 

■素材調整 1.將水龍頭的手把或出水口加長(如：水龍頭/出水口延長器)。 

2.提供泡沫式的肥皂(給予適當濃度的肥皂液便於清洗)。 

3.提供自動式給皂器(給予定量的肥皂便於清洗)。 

4.提供視覺提示(如：手上先以水性印泥蓋洗手印章後再去洗

手，把手上印章痕跡消除掉也把手洗乾淨了)。 

■活動簡化 1.依幼兒能力，簡化(濕、搓、沖、捧、擦)洗手的步驟，例如:

先強調部分重點或分段練習。 

■喜好運用 1.運用唸謠或兒歌(如：改編兒歌內容成為洗手步驟)，引導步驟

和注意把手清洗乾淨的重點。 

2.清潔用品依喜好調整(如:外觀造型、氣味、質地..)。 

□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示範或部分協助。 

2.提供適度的陪伴與鼓勵回饋。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示範或部分協助。 

2.提供適度的陪伴。 



□隱性支持  

 

三、餐點活動～（一）飲水 

作息 餐點活動-飲水 

目標 可獨立完成喝水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不喜歡喝水。 

2. 手部肌耐力不足(例如：無法打開水壺、無法拿起杯子/水壺作

出喝水動作…)。 

3. 口腔吞嚥有困難。 

4. 口腔吸吮有困難。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視覺提示(如：飲水機使用及端水流程圖)。 

2.妥善安排放置水壺的位置便於拿取以及觀察水量。 

■素材調整 1.與家長協商提供合適的水壺或水杯款式(如：握把、開關、吸

管式、透明、大小等)。 

2.提供視覺提示(如：在水壺上標示出飲水線或是數字符號)。 

3.運用水杯給予固定的水量。 

4.水杯的口徑與深淺依幼兒吞嚥能力調整。 

□活動簡化  

■喜好運用 1.提供幼兒喜歡的水壺或水杯款式。 

2.與家長討論後可以視幼兒身體需求，適度加入喜歡的味道(如:

蜂蜜、果汁..)。 

■特殊器材 1.使用不倒杯、斜口杯、鴨嘴杯、可調節流量水杯、唇控杯。 

2.提供倒水架。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示範或部分協助。 

2.使用較為有趣的引導語(加入遊戲或想像元素)鼓勵幼兒喝水。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示範或部分協助。 

■隱性支持 1.安排出汗性活動，引發想喝水的需求。 

 

三、餐點活動～（二）用餐前準備 

作息 餐點活動-用餐前準備 

目標 可獨立完成餐前準備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不理解排隊的規範。 

2. 不會依指令拿出正確的碗(無法辨識數字或顏色)。 

3. 手部肌力不足(如：無法打開餐蓋、無法剝除食物的外殼、外

包裝、無法自行夾取食物)。 

4. 視動協調不佳(如：無法穩定端碗回座位)。 

5. 無法告知教師對食物的需求量。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動線的引導(地面黏貼排隊與相隔距離的標示)。 

2.將特殊需求幼兒安排在離取餐區較近的位置。 

3.視覺陳列版-張貼出目前要使用的碗(如:2號碗/黃色碗)。 

4.視覺陳列版-張貼出用餐排隊的順序(如:黃桌→藍桌→紅桌)以

供觀察與了解。 

■素材調整 1.調整食物在碗中的份量，以利端取減少灑落。 

2.使用容易夾取、舀盛的工具。 

3.提供合適的餐碗(如：隔熱的、有手把的、口徑較大的)。 

4.提供視覺提示(如：顏色、符號，圖形)，以利拿取乾淨的碗。 

█活動簡化 1.用餐前準備動作先從一次執行一個動作指令開始，再依據學習

狀況增加指令，待熟練後再下達連續指令。 

■喜好運用 1.準備幼兒喜歡的餐具、餐碗、餐墊或擺設。 

□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 1.將食物或外包裝稍微剝開或剪開，以利幼兒取出食物。 



2.教師提供口語提示、示範、部分協助及鼓勵。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示範。 

■隱性支持 1.調整排隊的順序或縮短排隊的時間 

三、餐點活動～（三）用餐中 

作息 餐點活動-用餐中 

目標 可獨立完成用餐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動作技巧控制有困難（動作發展遲緩、肢障、腦性麻痺）。 

2. 規範尚未建立會隨意離座。 

3. 偏食、挑食。 

4. 口腔敏感、咀嚼吞嚥能力不佳。 

5. 容易分心專注力不足。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將容易分心、隨意離坐的幼兒安排在環境刺激較少的座位。 

2.營造溫馨的用餐氛圍(如：播放適合的背景音樂作為用餐時間

的提示)。 

■素材調整 1.調整食物的大小、質地和份量(如：將肉剪成小塊)。 

2.與家長協商調整選用容易抓握的餐具、餐碗、湯匙。 

█活動簡化 1.降低自行用餐難度-對於用餐技巧還在練習需要餵食的幼兒，

可以視能力的進展逐步減少餵食的次數，例如:成人協助餵食 3

口後讓幼兒自己練習吃一口等。 

■喜好運用 1.對挑食偏食幼兒準備喜歡的食物交錯運用。 

2.在扮演區中練習用餐相關動作技巧(舀、端、湯匙送入口)。 

3.安排在用餐時間內完成後可以進行有興趣的操作活動。 

■特殊器材 1.對有肢體協調困難的幼兒提供適切的輔具(如：吸盤碗、弧形

碗或 T字帶等)。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口語提示、示範、部分肢體協助。 

2.用有趣的方式介紹食物、用故事或遊戲引起用餐的興趣。 



3.同桌陪伴用餐並鼓勵自行用餐行為。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示範或鼓勵。 

□隱性支持  

三、餐點活動～（四）餐後收拾 

作息 餐點活動-餐後收拾 

目標 可獨立完成餐後收拾(整理、擦拭、歸位)等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動作技巧控制有困難（動作發展遲緩、肢障、腦性麻痺）。 

2. 手部肌耐力不足(如：無法有足夠力道擰抹布、無法作出擦拭

桌面的動作…等)。 

3. 掌指動作協調不佳(如：撿拾灑落食物、擦拭餐具、收餐具、

擦拭嘴巴…等)。 

4. 規範步驟記憶不良(如:餐後收拾、拿取或歸位餐後清潔工具等

步驟經常遺漏無法獨立完成)。 

5. 肢體障礙無法操作。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視覺圖示-張貼餐後收拾步驟示範圖。 

2.提供固定的清潔工具擺放位置利於拿取。 

3.考量抹布吊掛方式的安全與衛生(避免沒有擰乾滴落地板造成

濕滑/盡量放置在通風處 )。 

■素材調整 1.調整適合幼兒大小的抹布有利於施力。 

2.抹布調整材質要便於擰乾以及快乾。 

3.提供多元的清潔工具(如：小掃把、夾子…等) 

█活動簡化 1.漸進式步驟-視幼兒的能力逐步增加練習的內容與難度，依序

舉例如:先練習以衛生紙擦拭餐碗→撿拾掉落物→餐具的收拾→

用衛生紙擦拭桌面→用抹布擦拭(教師可以先協助擬乾的抹布)→

練習自行擰乾抹布擦拭。 

□喜好運用  

□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直接教導示範、操作口訣引導及鼓勵。  

■同儕支持 1.友伴協助口訣提示、示範。 

□隱性支持  

三、餐點活動～（五）潔牙 

作息 餐點活動-潔牙 

目標 可獨立完成潔牙的動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肢體動作協調困難(如：無法抓握牙刷上下左右移動、拿取杯

子裝水漱口等)。 

2. 潔牙的步驟會遺漏(拿取潔牙用具→刷牙→用具歸位)。 

3. 口腔動作有困難(無法做到漱口或吐水的動作)。 

4. 有口腔感覺問題(如：過於敏感、蛀牙會痛等)。 

5. 專注力不足(如：分心於玩水、吃牙膏等)。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視覺提示(如：刷牙步驟圖)。 

2.肢體障礙幼兒視需求建置無障礙洗手台。 

3.潔牙工具擺放櫃鄰近洗手台便於拿取，櫃子內的空間要足夠。 

■素材調整 1.提供合適的潔牙工具(如：牙刷握把、漱口杯的把手、電動牙

刷等)。 

2.提供適當溫度的白開水/鹽巴水漱口。 

■活動簡化 1.依幼兒能力，提供符合該能力之簡化版刷牙步驟圖。 

2.簡化刷牙步驟(如：只要以開水漱口即可)。 

■喜好運用 1.與家長協商準備幼兒喜歡的潔牙工具(牙刷、牙膏、漱口杯)。 

■特殊器材 1.提供特殊握把或刷頭的潔牙工具。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直接教導、引導口訣、示範及鼓勵。  

2.教師在潔牙時段播放潔牙音樂引導動作。 

■同儕支持 1.友伴協助提醒潔牙動作。 

■隱性支持 1.調整幼兒排隊的順序(提供可模仿的對象)。 



四、團體活動～（一）集合點名 

作息 團體活動-集合點名 

目標 在聽到提示聲後會至集合區集合回應點名。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規範理解與執行力不佳-如:無法理解集合的指令(音樂/鈴

聲)、不知道集合後的位置、前面活動或操作收拾速度太慢。 

2. 無法辨識自己的名字座號。 

3. 專注力不足(沒有聽見提示聲或點名聲)。 

4. 情境轉換能力弱(仍停留在上一個活動不願意轉換)。 

5. 表達回應能力有困難(口語/肢體發展遲緩)。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視覺提示-如：幫特殊需求幼兒在集合位置做標示，如:貼

線、貼幼兒的照片、放置呼拉圈..等。 

2.各活動區間的規劃明確幫助理解各區域的活動內容有所不同。 

3.操作區的收拾櫃位以及收拾籃充足標示明確，幫助幼兒能加快

收拾操作物的速度。 

■素材調整 1.集合提示聲(如:撞鐘/手搖鈴/音樂聲)在使用時要確保教室內

每個角落都聽得見，適當調整使用的器材。 

2.點名時將姓名卡貼上提示貼紙或加大，以利幼兒辨識回應。 

■活動簡化 1.表達能力不佳的幼兒先允許以現有能力回應(如：眼神看、點

頭、舉手)。 

■喜好運用 1.由幼兒當小幫手，播放集合音樂或下達指令。 

2.選取喜歡的樂器做為提示音。 

■特殊器材 1.提供溝通輔具協助回應(如：溝通板)。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直接教導，讓幼兒熟悉集合的指令。 

2.教師示範點名回應的方式 

3.教師用口語鼓勵/增強完成集合點名的幼兒 

■同儕支持 1.友伴提醒、示範或部分協助。 

■隱性支持 1.調整幼兒點名的順序(提供可模仿的對象) 



四、團體活動～（二）靜態活動-聆聽/討論/分享 

作息 靜態團體活動-聆聽/討論/分享 

目標 可以參與團體靜態活動(聆聽/討論/分享)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尚未理解團體靜態活動規則(如:安靜聆聽別人說話、說話前舉

手、輪流等待、不適合私下聊天…等)。 

2. 有注意力缺陷過動問題(如:易分心遺漏訊息、干擾行為、衝動

難以等待、身體動個不停)。 

3. 語言理解有困難(如:發展遲緩、認知能力不佳)。 

4. 語言表達有困難(如:發展遲緩、腦性麻痺、自閉症)。 

5. 身體肌耐力不足(如:難以維持坐姿)。 

6. 身體感官限制(如：視力或聽損問題)。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調整特殊需求幼兒在團討區中位置(如:可以聽清楚或看清楚討

論事件的焦點或繪本畫面)。 

2.為容易扭動身體造成干擾的幼兒提供在團討時間中可以合理活

動的範圍(如:提供一個呼拉圈或小地墊標示出範圍)。 

3.依據身形高矮安排前後位置，避免幼兒視線被阻擋。有必要時

提供適當的椅子。 

■素材調整 1.安排合適的教材(如：符合幼兒能力的繪本或討論題目)。 

2.提供多元的媒材(如：圖片、手偶、書面訊息、影音器材)。 

3.放大圖片或字體。 

■活動簡化 1.為暫時無法參與團體靜態活動的幼兒提供替代性的課程(如：

符合幼兒能力的活動)。 

2.簡化討論或待答問題的內容幫助回應(視幼兒能力給予回應內

容的示範讓幼兒仿說或是提供兩種答案讓幼兒選擇仿說)。 

3.簡化回應的方式(如：非口語回應-指認、選取、舉牌子)。 



4.視幼兒能力、興趣與反應，調整團體靜態時間長度。 

■喜好運用 1.挑選幼兒興趣相關的元素(如：繪本、討論的主題)提升參與的

動機。 

2.安排幼兒喜歡的同儕或成人陪同。 

■特殊器材 1.提供符合特殊需求的椅子(有圍欄的椅子、瑜珈球、T型椅)、

重力背心、助聽器、眼鏡。 

2.為有自我刺激需求的幼兒準備物品(如：按壓器、紓壓球)。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直接教導、示範及鼓勵。 

2.預先擬定行為契約或班級公約。 

3.教師視情形提供參與的機會(如:回應問題、指出目標、協助翻

書、拿取圖卡…)，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4.提醒班級公約及個別正向行為提示(如：小口訣、視覺圖卡)。 

5.依據幼兒的特質，教師調整講話的音調、音量和速度。 

6.安排適當的同儕坐在特殊需求幼兒的旁邊。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或示範。 

■隱性支持 1.調整幼兒發言的順序(提供可模仿的對象) 

2.提供合宜的小任務(如：協助教師拿教具/翻書) 

 

 

 

 

 

 

 

 

 

 

 

 

 



四、團體活動～（三）動態大肌肉活動 

作息 團體活動-動態大肌肉活動 

目標 可以參與大肌肉活動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受生理因素限制而影響 (如：發展遲緩、腦麻、肢體障礙、身

體病弱、視力或聽損問題、感官敏感)。 
2. 身體動作計畫能力不佳。  

註：動作計畫能力的建立來自於大腦對於身體與週遭環境的快速判斷與
連結，包含動作的概念形成、組織、計劃及完成的品質。動作計畫有問
題的孩子，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反應，在動作產生的時間點、方向或力
量拿捏上發生困難。 

3. 認知能力不佳(如：指令理解有困難等)。 

4. 無法維持注意力。 

5. 無法遵守團體活動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 

6.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挫折容忍度低、固著)。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的活動範圍(如：提供地墊、地線、三角錐、利用地

形的標示等) 

2.空間調整(如：適當的溫度、通風遮蔭處、地形地勢的運用等) 

3.體能區－用視覺圖示的方式提示操作規則。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如：材質-軟/硬的球、大小-大

/小的呼拉圈、輕重-輕/重的沙包、長短-長/短的跳繩、騎乘兩/

三輪車)。 

2.提供額外的材料，簡化器材操作的方式(如：騎乘練習-提供繩

帶，幫助幼兒腳固定在腳踏車踏板上、拍球-將繩子加在球上) 

3.因生理因素無法參與活動的幼兒，可以提供其他的活動任務

(如:當觀賞者、加油者、成為標的…等，以不同的形式參與)。 

■活動簡化 1.安排合適的活動內容(如：符合幼兒能力的活動)。 

2.調整參與活動的標準(如：操作次數、距離長短、難易度、時

間長短等)。  



3.依據動作技巧難易度進行分段練習。 
註:以動作發展順序與難易度上進行調整，可參考「基隆市幼兒園作息活動
觀察記錄手冊」之四~團體動態活動-各項身體技能活動中的發展階段內容。 

■喜好運用 1.挑選與幼兒興趣相關的器材或動作遊戲。 

2.利用幼兒喜歡的角色引導幼兒進行任務(如：消防員要聽到

「出動」才可以活動、在器材上貼幼兒喜歡的貼紙)。 

3.與喜歡的友伴同組進行活動。 

■特殊器材 1.提供助行器、擺位椅、助聽器、眼鏡、聲光運動器材。 

■成人支持 1.提供圖示提醒活動的規則(如：躲避球、足球規則)。 

2.提供活動/器材操作的口訣(如：跳繩-甩、跳)。 

3.教師提供直接教導、示範及鼓勵。 

4.活動前擬定行為契約或班級公約(如：小口訣、視覺圖卡)。 

5.教師陪伴進行活動，隨時給予動作調整與回饋增強。  

■同儕支持 1.由個案喜歡的友伴陪同進行活動。 

2.友伴提供口語提示或示範與鼓勵。 

■隱性支持 1.調整幼兒排隊或輪流的順序，減少等待的時間。 

2.提供合宜的小任務(如：協助搬運或收拾器材、當小教師帶暖

身操)。 

3.依據活動的內容，給予適當的彈性任務(如：在等待時間安排

幼兒可參與的活動、多給一份器材或多賦予角色等) 

4.調整組別的分配方式(如：安排合適的同儕做為小組成員)。 

 

 

 

 

 

 

 

 

 

 



五、午休 

作息 午休 

目標 1.可以自行練習鋪床及收拾。 

2.可以安靜休息。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因素限制動作 (如：無法自行鋪/摺/塞被子)。 

2. 生活自理的經驗不足(如:協調性不佳依賴成人代勞)。 

3. 無法辨識睡覺位置和棉被櫃。 

4. 其他原因：不易入睡、容易頻尿、認床/認位置、環境(光線、

聲音、物件)、自我刺激(需搓揉物品)、敏感(對寢具材質、氣

味、某些食物敏感而影響睡眠)。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依據幼兒需求調整棉被櫃的位置、大小、高度或標示方式。  

2.提供明確的睡眠範圍(如：提供地墊、地線等)。 

3.空間調整(如：適當的溫度、光線、播放音樂等)。 

4.床位調整-為需要陪伴的幼兒安排在教師附近或容易受干擾的

幼兒提供較隱密安靜的位置。 

■素材調整 1.與家長協商提供合適的寢具(大小適當、易收拾、材質合適)。 

2.與家長協商提供眼罩、耳塞。 

■活動簡化 1.安排睡前任務或替代活動(如: 午休前聆聽故事/音樂，聽故事

/音樂需保持安靜，不干擾別人)。 

2.調整鋪/摺/塞被的方式(先協助完成大部分，幼兒只需完成小

部分，如：只要把棉被捲起或把枕頭放好即可)。 

■喜好運用 1.與家長協商討論適時提供幼兒喜歡的安撫物(如：包尿布、毛

巾、娃娃、奶嘴)。 

2.與家長協商建議提供幼兒喜歡圖案、材質的寢具。 

3.安排幼兒在喜歡的位置睡覺。 

■特殊器材 1.提供觸覺刷、重力毯。 

■成人支持 1.教師提供鋪/摺/塞被的部分協助(如：動作示範和口訣)。 

2.教師陪伴或給予口語鼓勵安撫或適當的按摩。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鋪/摺/塞被的部份協助。 



2.友伴陪伴或安撫。 

■隱性支持 1.睡覺前減少水分的攝取。 

2.睡覺前提供緩和的活動(如：散步)。 

3.上午安排足夠的活動量。 

 

 

 

 

 

 

 

 

 

 

 

 

 

 

 

 

 

 

 

 

 

 

 

 

 

 

 

 

 



六、多元學習活動～ (一)美勞學習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美勞區 

目標 能進行手眼協調與精細動作的操作活動(運用平面繪圖、立體造

型和工藝等多元表徵的方式操作)。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因素限制操作上有困難(如：腦麻、肢體障礙、視力或聽

損問題、感官敏感)。 

2. 知覺辨識能力不佳，無法閱讀書面訊息(如：視覺提示卡、說

明書、操作卡等)，觀察後也無法模仿複製。 

3. 手部動作技巧不佳 (如：轉、擠、捏塑、綁、貼、摺、串、描

繪、仿畫、著色)。 

4. 工具使用有困難(如：剪、壓模、打洞、握筆、縫、編織器

具、拉膠帶、撕膠帶等)。 

5. 理解口語指令有困難。 

6. 無法遵守操作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7.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挫折容忍度低、固著)。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動靜分離的活動範圍(如：調整桌椅配置、畫架等)。 

2.空間調整(如：工具素材的近便性、適當大小的操作桌面、展

示空間等)。 

3.規劃明確的物件或材料擺放方式(如：提供圖片便於各項素

材、成品、半成品物件的歸位)。 

4.建置素材區以供練習(繪圖、紙工、捏塑、編織、多元材料、

回收材料類等)。 

5.環境中提供圖示提醒工具操作的規則。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如：調整提供材料的粗細、材

質、軟硬、厚薄、長短等，讓幼兒容易施做)。 

2.依照幼兒能力與需求提供合適的工具(如：彈力剪刀、左手剪



刀、滾珠膠水等)。 

■活動簡化 1.依幼兒能力安排合適的替代活動。 

2.依幼兒能力調整完成創作的標準。 

3.提供不同難易程度的操作提示(如：操作提示卡、說明書等)。 

■喜好運用 1.提供幼兒興趣相關的素材與工具。 

2.利用幼兒喜歡的主題引導幼兒進行創作(如：車子、恐龍等)。 

■特殊器材 1.提供擺位椅、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如：剪刀、握筆器

等)。 

■成人支持 1.教師適時提供工具操作或動作的口訣(如：打結口訣) 

2.教師陪同操作進行直接教導、示範。 

3.教師在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4.教師視幼兒需求狀況給於固定時距的提醒，鼓勵參與並給予回

饋與增強。 

5.教師預先安排適當的友伴陪同特殊需求幼兒進行操作。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或作品分享。 

■隱性支持 1.提供作品分享及展示的機會。 

2.鼓勵合作創作，提供合適的參與機會 

 

 

 

 

 

 

 

 

 

 

 

 

 

 

 



六、多元學習活動～ (二)組合建構、積木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組合建構區、積木區 

目標 1.能進行手眼協調等動作操控(鋪排、堆疊、搭建、搭接、扣

合、拆解)。 

2.依據不同發展能力階段操作出平面/立體(包含：實物/圖示仿

作、型式概念、空間方位、數量、測量、比例)的作品。 

3.能與他人進行合作協商。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因素限制(如：腦麻、肢體障礙、視力問題、感官敏感)。 

2. 知覺辨識能力不佳(如：無法理解平面/立體空間的概念)，提

供實物/圖示觀察後也無法模仿複製。 

3. 手部動作技巧或穩定度不佳(如：鋪排、堆疊、搭建、搭接、

扣合、拆解)。 

4. 工具使用有困難(如：搭建素材或拆解輔助等工具的操作)。 

5. 認知理解有困難(如:無法理解較為抽象的數量/測量/型式/空

間方位等概念)。 

6. 無法遵守操作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7.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挫折容忍度低、固著、自我中心)。 

8. 社交能力不良(如: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無法與人協商或想加入

遊戲時無法適當表達社交的起始語)。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動靜分離的活動範圍(如：活動範圍的標示、調整桌

椅配置等)。 

2.空間調整(如：留意工具素材擺放的近便性、符合與規劃操作

人數進入安排適當大小的操作區域、視教室空間許可狀況安排擺

置展示作品的空間等)。 

3.明確的物件或材料擺放(如：提供物品圖片便於取拿歸位)。 



4.替有身體障礙限制無法坐在地板上操作的孩子準備桌子，以備

坐在椅子上操作。 

■素材調整 1.依照不同幼兒階段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如：調整積木以及建

構區中物件的大小、軟硬、輕重、厚薄、長短、鬆緊等)。 

2.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工具(如：搭建素材或拆解輔助等工

具的操作)。 

■活動簡化 1.依距不同階段幼兒能力調整完成創作的標準。 

2.提供不同難易程度的操作提示(如：實物/圖示操作提示卡、說

明書等)。 

3.減少操作物件的數量，或是分段操作。 

■喜好運用 1.提供幼兒興趣相關的素材、工具。 

2.利用幼兒喜歡的元素引導幼兒進行創作(如：車子、恐龍等) 

■特殊器材 1.提供擺位椅、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  

■成人支持 1.提供圖示提醒工具操作的規則。 

2.提供工具操作或動作的口訣。 

3.教師提供直接教導、示範及鼓勵。 

4.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5.教師提醒參與(定時定量)，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6.教師邀請參與操作或展示的機會。 

■同儕支持 1.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或作品分享。 

2.友伴邀請參與操作或展示。 

■隱性支持 1.提供作品分享及展示的機會。 

2.鼓勵合作創作，提供合適的參與機會。 

 

 

 

 

 

 



六、多元學習活動～ (三)語文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語文區 

目標 1. 能夠使用語文區的素材進行聽、說、讀、寫的活動。 

註:對較小的幼兒或是發展遲緩的幼兒來說塗鴉也是寫的型式之一。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生理因素限制(如：腦麻、肢體障礙、視力或聽損問題)。 

2. 知覺辨識能力不佳(如:觀察圖示後也無法仿寫/仿畫)。 

3. 手部動作技巧或協調度不佳，工具使用有困難(如：蓋印章/握

筆/運筆/翻書/操控偶/操作多媒體影音器材有困難)。 

4. 口語表達及理解有困難(如:發展遲緩、自閉症)。 

5. 無法遵守操作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6.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固著、挫折容忍度低)。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動靜分離的活動範圍(如：活動範圍的標示、調整桌

椅配置、布置柔軟溫馨的小沙發、小桌燈等)。 

2.空間調整(如：圖書展示空間、工具素材分類擺放明確、適當

大小的操作區域等) 

3.明確的物件或材料擺放(如：提供書籍與操作工具的標示或圖

片便於歸位、各類書寫工具的分類擺放)。 

4.提供視聽器材時留意電氣設備的插座、電線等安全上的配置。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如：數量充足、符合發展年

齡、多媒體器材等)。 

2.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書寫與創作工具(如：粗/細、長/短

不同的筆；厚/薄、大/小不同的紙張)。 

3.提供多元材質圖書符合不同年齡階段的需求(如:立體書、翻翻

書、拼圖書、觸摸書、洞洞書、手偶書、有聲書、塑料書、布

書、泡棉書、電子書..等等）。 

■活動簡化 1.依據幼兒發展能力調整聽、說、讀、寫活動的內容與標準。 

2.依幼兒能力調整活動時間(如:聽故事的長度與時間..)。 



3.簡化操作視聽器材的步驟(在播放器按鍵上用顏色/數字/符號/

圖案標示步驟，如:綠色標籤表示開始、紅色標籤表示停止)。 

■喜好運用 1.利用幼兒興趣相關的繪本與書寫工具引導幼兒進行學習。 

2.讓幼兒分享自己最喜歡最熟悉的故事。 

3.運用幼兒有興趣的主題進行創編故事。 

■特殊器材 1.提供擺位椅、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如：握筆器)。 

■成人支持 1.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2.教師說明圖示和標示提醒多媒體影音器材操作的方法。 

3.提供工具操作或動作的口訣。 

4.教師陪同閱讀或書寫活動並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5.教師邀請參與分享或展示的機會(如:最喜愛的書、最喜愛的故

事畫面、自編故事、閱讀記錄…等等)。 

6.教師在幼兒說故事時可以給於適當的內容段落提示，幫助幼兒

能有成功講述故事的經驗。 

■同儕支持 1.活動中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進行故事創作。 

2.為有特別興趣(識字或是背誦能力強)的幼兒安排機會向友伴講

述故事內容。 

■隱性支持 1.提供作品欣賞的機會。 

 

 

 

 

 

 

 

 

 

 

 

 

 



六、多元學習活動～ (四)數學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數學區 

目標 1. 能夠操作數學區的教具，以發展數學相關基本概念（包含：

數、量、形、空間邏輯、推理思考等）。 

2. 能夠運用多元表徵方式，組織、紀錄和分享訊息及想法。 

3. 能與他人進行合作、協商，依照遊戲規則進行互動。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感官因素限制(如：視力或聽損問題)。 

2. 認知能力、口語表達及理解有困難(如:發展遲緩、智能障礙、

自閉症)。 

3. 知覺辨識能力不佳(如:觀察後也無法對應、仿作)。 

4. 無法遵守操作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5.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固著、挫折容忍度低)。 

6. 手部動作技巧或協調度不佳，工具使用有困難(如：印章/筆/

尺/線有困難)。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動靜分離的活動範圍(如：活動範圍的標示、調整桌

椅配置等)。 

2.空間調整(如：展示空間、工具素材分類擺放明確、適當大小

的操作區域等) 

3.明確的物件或材料擺放(如：提供書籍與操作工具的標示或圖

片便於歸位、各類書寫工具的分類擺放)。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如：數量充足、符合發展年齡

等)。 

2.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書寫與記錄工具(如：粗/細、長/短

不同的筆；厚/薄、大/小不同的紙張)。 

■活動簡化 1.依照幼兒發展能力簡化和調整操作教具的難度、內容、標準和

時間。 

■喜好運用 1.利用幼兒興趣相關的教具與記錄工具引導幼兒進行學習。 



■特殊器材 1.提供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如：握筆器)。 

■成人支持 1.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2.教師說明圖示和標示，提醒操作的方法。 

3.簡化工具操作或動作的指令。 

4.教師陪同操作活動並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5.教師邀請參與分享或展示的機會(如:作品分享、比賽結果記

錄…等等)。 

■同儕支持 1.活動中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進行教具操作。 

2.為有特別興趣(識字或是背誦能力強)的幼兒安排機會向友伴講

述操作規則。 

3.搭配適合的同儕建立友善的互動經驗。 

■隱性支持 1.提供作品欣賞的機會。 

2.創造成功的經驗。 

 

 

 

  



六、多元學習活動～ (五)扮演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扮演區 

目標 1. 能用口說或肢體語言與他人進行合作、協商互動。 

2. 能在情境中連結生活經驗，進行想像扮演。 

3. 能利用扮演區的物件或素材，進行想像扮演。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感官因素限制(如：視力或聽損問題)。 

2. 認知能力、口語表達及理解有困難(如:發展遲緩、智能障礙、

自閉症)。 

3. 無法遵守扮演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4.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固著、挫折容忍度低)。 

5. 動作技巧或協調度不佳，素材使用有困難(如：手指偶、布

偶、扮演服裝等)。 

6. 缺乏多元的生活經驗。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的活動範圍(如：活動範圍的標示、調整情境配置

等)。 

2.依據扮演情境提供適當的素材擺放區。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生活經驗，提供合適的素材。 

2.依照幼兒的能力提供素材 

2-1增進想像力，建議素材從具象到抽象(如：真實的電話到用

替代物品扮演打電話的情境)。 

2-2增進實際操作能力，建議素材從仿真到真實(如：想像泡茶

到實際泡茶倒茶給同學喝) 

■活動簡化 1.依照幼兒發展能力調整扮演的角色難度、台詞長短。 

■喜好運用 1.利用幼兒興趣相關的素材引導幼兒進行扮演。 

■特殊器材 1.提供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 

■成人支持 1.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2.教師說明圖示和標示，提醒操作和收拾的方法。 



3.教師陪同扮演活動並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4.教師邀請參與分享或展示的機會。 

■同儕支持 1.活動中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進行扮演。 

2.搭配適合的同儕建立友善的互動經驗。 

■隱性支持 1.提供扮演分享的機會。 

2.安排校外教學、專家入園、戲劇或影片欣賞，增加生活經驗。 

 

 

 

 

 

 

 

 

 

 

 

 

 

 

 

 

 

 

 

 

 

 

 

 

 

 



六、多元學習活動～ (六)自然科學區 

作息 學習區時間-自然科學區 

目標 1. 能夠操作實驗器材或工具。 

2. 能使用工具進行觀察自然科學現象。 

3. 能夠運用多元表徵方式，紀錄和分享訊息及想法。 

4. 能與他人進行合作、協商，解決問題。 

5. 能夠查詢資料以探索自然科學現象。 

無法達到目標的

可能原因 

1. 感官因素限制(如：視力或聽損問題)。 

2. 認知能力、口語表達及理解有困難(如:發展遲緩、智能障礙、

自閉症)。 

3. 無法遵守操作規則(如：衝動特質、干擾行為、專注力不足)。 

4. 情緒調控能力不佳(如：固著、挫折容忍度低)。 

5. 精細動作技巧或協調度不佳，素材使用有困難(如：放大鏡、

尺、量杯等)。 

調整策略應用舉例 

■環境調整 1.提供明確動靜分離的活動範圍(如：活動範圍的標示、調整桌

椅配置等)。 

2.空間調整(如：展示空間、工具素材分類擺放明確、適當大小

的操作區域等) 

3.明確的物件或材料擺放(如：提供書籍與操作工具的標示或圖

片便於歸位、各類紀錄工具的分類擺放)。 

■素材調整 1.依照幼兒發展能力提供合適的素材。 

2.依照幼兒能力提供合適的書寫與記錄工具(如：筆、紙張和資

訊設備)。 

■活動簡化 1.依照幼兒發展能力簡化和調整觀察的內容和題材。 

■喜好運用 1.利用幼兒興趣相關的題材引導幼兒進行探究。 

■特殊器材 1.提供助聽器、眼鏡、特製器材(如：握筆器)。 

■成人支持 1.進入學習區之前，說明該區行為公約。 



2.教師說明圖示和標示，提醒操作的方法。 

3.簡化工具操作或動作的指令。 

4.教師陪同操作活動並隨時給予回饋與增強。 

5.教師邀請參與分享或展示的機會(如:實驗結果、觀察記錄…等

等)。 

■同儕支持 1.活動中友伴提供口語提示、動作示範，進行實驗觀察。 

2.為有特別興趣的幼兒安排機會向友伴講述探究心得。 

3.搭配適合的同儕建立友善的互動經驗。 

■隱性支持 1.提供實際與動植物接觸互動的經驗。 

2.創造實驗及養育成功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