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 111 學年度學生鑑定資料表(學習障礙)  

 

學生姓名  

最近一次 

鑑定資料 

（無則免填） 

類 

別 
 

學生年級 七年級 
文

號 
 

學生生日 99年 5月 29日 
班

型 
 

心評老師/

總字數 

陳紫芯/共 6238字 家長未來安置期待 

■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殊教育學校 

□其他                

 

學習表現資料 

行
為
特
徵
檢
核
表 

國
民
中
小
學
學
習 

分測驗名稱 原始 
分數 

換算 
PR值 

切截點 
(PR值) 結果 填寫者 

與日期 

注意與記憶（A） 69 >99 83 
■有學習行為問題 

（至少一項≧切截分數） 

 

□沒有學習行為問題 

 （全部<切截分數） 

導師 

112.03.20 

理解與表達（B） 43 71-72 81 

知動協調  （C） 39 84 86 

社會適應  （D） 28 94-95 80 

情緒表現  （E） 40 99 87 

全量表 219 92-93 83 

 

目 

前 

學 

業 

成 

就 

最近的三

次成績 

111學年上學期 

第1次成績考查 

111學年上學期 

第2次成績考查 

111學年上學期 

第3次成績考查 

   成績 

科目 
分數 

班平

均 

全班 

人數 
調整 

成績

給予 
分數 

班平

均 

全班 

人數 
調整 

成績

給予 
分數 

班平

均 

全班 

人數 
調整 

成績

給予 

國語文 26 70 25 無 A 49 68 25 無 A 37 59 25 無 A 

數學 10 55 25 無 A 16 57 25 無 A 28 51 25 無 A 

社會 22 55 25 無 A 18 52 25 無 A 46 61 25 無 A 

自然 30 55 25 無 A 36 46 25 無 A 30 43 25 無 A 

英語文 26 77 25 無 A 14 73 25 無 A 26 78 25 無 A 

備註:請填寫最接近的三次成績 

*若有調整請註記調整方式:1.內容難易度調整 2.測驗時間調整 3.分數比例調整  4.其他: 

*請註記分數給予的為那個班級:A.普通班成績 B.資源班成績 

 

 

 

 

 

 

 

 



訪談及觀察 

家
長
晤
談
摘
要 

(請描述個案教育史、醫療史、早期療育、主要困難、生活表現與他人互動情形、提供學習或生活上協助的情形、

對學生的期待與教養態度、希望學校能協助的事項) 

一、 教育史：小時候學習就很差，有讓 OO去參加補習但效果不好。 

二、 家庭生活與作息 

1. 課後以籃球隊練習為主，回到家大多晚上七點後，且 OO也體力耗盡，較無時間再進行學習；

如果 OO晚上時間滑手機太久，媽媽也會適當提醒管教。 

2. 家庭家務有明確分工，OO會勤快完成自己負責的家事，如：曬衣服、收衣服、打掃等，對於

兩位姊姊的要求，也十分配合。 

3. 媽媽表示 OO在算數不好和她一樣；有觀察到 OO在花錢時，有大手大腳的情形，五百元、一

千元很容易花完，(詢問 OO買的東西，大多為零食食品)，似乎不太能察覺金額大小，進而控

制花錢速度，比起兩個姊姊，明顯常常有錢不夠用的情形。 

三、 希望學校老師能夠多協助 OO學習，感謝老師願意費心幫忙。 

在
校
現
況
說
明 

（請說明學生優、弱勢及學習適應功能表現） 

一、 優勢能力：目前為體育班學生，專長—籃球，擅長後衛角色，對於賽場的戰術執行比其他隊員來

得好。 

二、 弱勢能力 

1. 數學最差，尤其是在四則運算上有困難容易出錯。加上數學符號的計算，如：括號、正負號、

絕對值等，無法理解符號規則，整體計算能力差。 

2. 任課教師給予一對一教學難以有效改善，看不出來 OO是如何計算的，只能觀察到 OO瞪著題

目，突然寫出數字；數學老師有懷疑 OO數數能力不好。 

3. 語文科也偏弱，在閱讀理解上的正確性差。 

4. 學生自述覺得最難的科目是數學。 

三、 學習適應功能表現 

1. 在綜合課製作給九年級祝福小物，導師原本將作品一個一個排在桌上，請 OO 幫忙點數，OO

將原本排列的小物全部集中和在一起，再進行點數，然而未清點完，又再一次集中所有作品，

最後無法確認所有數量。 

2. 整體學習動機差，常常在上課時間，摸東摸西玩弄文具，整體學業能力落後；也因常在上課

時間沒有在學習，反而觀察同學的行為，間接影響人際適應。 

3. 導師擔憂 OO在數量概念的困難，會影響未來金錢使用的安危；而在未來職涯規劃上，女生在

籃球的發展較有限制，整體學業學習又缺乏動機與能力，無論升學規劃還是長遠人生規劃，

導師希望能有特教資源協助 OO。 



轉
介
前
介
入
（
初
次
提
報
必
填
） 

（可描述個案的主要問題現況、針對其問題所介入的方法或所做的調整、持續時間、成效……） 

一、 問題現況： 

1. 抽屜、書包、置物櫃凌亂不堪。 

2. 難與同儕建立或維持友誼，常常會跟老師打小報告。 

3. 容易分心，上課會拿文具摳桌子、鋸桌子；記憶力差，大多以死背方式記憶注釋；在聽說讀

寫算之間的能力差距很大；寫作業速度過慢且錯誤多。  

4. 計算能力不佳，常出錯；計算步驟不熟，速度慢；能計算，但無法理解文字題。 

二、 調整時間：七上至今 

三、 調整方式與成效： 

1. 導師有教導收納方法，但需要每天口頭提醒；成效不彰。 

2. 提供孩子服務同學的機會；無法確定成效；導師經觀察發現 OO 上課除了玩自己的文具用品

外，還會觀察同學的行為，用打小報告的方式和導師有話題聊。 

3-1. 調整座位至教室中間位置，效果不彰。 

3-2. 不定時點選學生唸讀上課內容或回答問題，效果不彰。 

3-3. 教導口訣協助記憶學習內容；效果不彰。 

3-4. 調整作業內容與份量；稍有成效。 

3-5. 簡化作業內容；效果不彰。 

4-1. 針對錯誤題型提供反覆練習；無效。 

4-2. 基本運算規則採學習步驟分析，讓學生一步一步進行練習；無效。 

4-3. 要求做題目時唸出聲音，進行放聲思考；略有成效。 

4-4. 教導學生圈出關鍵字以協助解題；無效。 

特
教
史 

（針列出過去教育階段曾接受之特教服務。） 

□早療：_____________ 

□學前：_____________ 

□國小：_____________ 

□國中：_____________ 

無 

 

中年級以下：建議運用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篩選測驗、注音符號認讀（低年級）。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於小三後運用。 

四年級以上：識字與寫字分開檢核。識字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列出只能當篩選的測驗，以及可當診斷之測驗。 

學業能力評估（以下不特別列出各項驗，由心評教師依培訓專業及學生研判需求施測） 



識字 

識字量評估測驗(國字測驗)A39 

日期 112.03.24 

項目 結果解釋 

1. 識字量 
2349字 

95%信賴區間：1537.56～3160.44 

2. 百分等級 PR15～PR20(<PR25)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B57 

日期 112.03.24 

項目 結果解釋 

1. 讀音正確 47題 

2. 造詞正確 42題 

3. 正確性 38字，量表分數 92，PR27 

4. 流暢性 39.72字/分，PR25～30 

⚫ 結果解釋：OO識字量低於同齡同儕，在正確性與流暢性也低於一般同齡同儕，整體的識

字解碼功能不佳。 

閱讀 

2019閱讀理解測驗(六年級) 

日期 112.01.12 

結果解釋 9分(低於切截分數 10) 

 

國民中學閱讀推理測驗 

日期 112.03.24 

結果解釋 9分(低於切截分數 11) 

⚫ 非正式評量(訪談與觀察)：OO在生活指令理解上，無特殊狀況，大致與一般同儕相當無

異；在學習上的加強安排較少，多以籃球訓練為主。 

⚫ 結果解釋：在初篩測驗與推理測驗皆低於切截，識字解碼能力也差，且整體學習刺激也

較少，使得整體閱讀表現差。 

非正式評量 

 

 



 

 

說明與解釋： 

1. 資料來源：第三課國文課後小卷。 

2. 在形音義的評量上(國字注音、注釋、改錯字)，

未達精熟水準，且有多次塗改訂正字形及字音

(在施測識字量評估測驗 A39亦有此行為特徵)

及同音異字之錯字類型。 

3. 課後閱讀理解測驗題，亦未達精熟水準。 

 

書寫 

國小書寫語言測驗 非正式評量 

(國文習作：第三課) 日期 112.01.12 

結果解

釋 

1. 45分(高於切截分數

44) 

2. 書寫功能正常，與一

般同儕無異。 

 
 

 



數學 

基本數學核心能力測驗 G56 

施測日期：112.03.24 

核心因素 數感 計算 
應用 

核心能力 數字概念 估算 簡單計算 複雜計算 

答對題數 18 7 25 17 8 

通過率 0.72 0.88 0.96 0.71 1 

百分等級 16 91 29 9 99 

切截點 0.68/17題 0.50(4題) 0.93(24題) 0.80(19題) 0.50(4題) 

行為觀察 

1. 一看到簡單計算測驗(一-1不進退位兩位數加減)，立刻詢問能不能

寫直式計算。 

2. 在複雜計算二-1不進退位三位與兩位數加減，先快速寫 1～5題百

位，經施測人員提醒制止後重新計算，僅完成 7題，且第五題百位數

寫錯。 

3. 在複雜計算二-2進退位三位與兩位數加減，想要寫直式計算，但又

略顯猶豫無法流暢下筆，經觀察推測因計時而有此情形，僅完成加

法四題且錯一題，減法來不及計算。 

4. 在複雜計算二-3二位數與一位數相乘，快速下筆，八題全用直式計

算並輔以折手指及口頭數數。 

複雜計算 

二-2 

計算軌跡 

 
 

非正式評量 

  

⚫ 說明：在非正式評量上，收集不到自發性計算歷程。 

⚫ 訪談數學老師：給予一對一教學難有成效，OO大多還是不懂，且難以觀察 OO 是如何進行計算的，

只能請同學將算式拆解成小部分後，一個一個唸給 OO抄下來。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    施測者：【陳紫芯】施測日期：【112.03.09】 

分測驗 

分數 

全量表 

智商 

FSIQ 

語文理解 視覺空間 流體推理 工作記憶 處理速度 

類

同 

詞

彙 

常

識 

理

解 

圖形

設計 

視覺

拼圖 

矩陣

推理 

圖形

等重 

圖畫

概念 

算

數 

記憶

廣度 

圖畫

廣度 

數字

序列 

符號

替代 

符號

尋找 

刪除

動物 

7 7 - - 11 9 7 3 - 8 5 13 9 8 12 - 

量表總分 48 14 20 10 18 20 

組合分數 78 84 100 73 94 100 

百分等級 7 14 50 4 34 50 

95％ 

信賴區間 
73-85 78-93 92-108 68-83 88-101 90-110 

施測過程中學生的反應與表現記錄 

1. 大致能維持注意力與專注力，施測中有打哈欠之情形，稍作休息後能繼續接受測驗。 

2. 能配合施測者指令，大致能表達自身意思。 

3. 情緒平穩溫和、態度配合，能透過鼓勵維持作答動機。 

結果分析 

一、 指數 

1. 視覺空間為強項能力，基本

率為>25%。 

2. 流體推理為弱項能力，基本

率為 2%-5%。 

3. 語文理解明顯弱於視覺空

間，基本率為 15.5%。 

4. 語文理解明顯弱於工作記

憶，基本率為 25.8%。語文

理解明顯弱於處理速度，基

本率為 17.9%。 

5. 視覺空間明顯優於流體推

理，基本率為 1.9%。 

6. 流體推理明顯弱於處理速

度，基本率為 7.5%。 

7. 工作記憶明顯弱於處理速

度，基本率為 5.7%。 

二、 分測驗 

1. 圖形等重為明顯弱項，基本

率為 2%-5%。 

2. 記憶廣度為明顯弱項，基本

率為 10-15%。 

3. 圖畫廣度為明顯強項，基本

率為 2%-5%。 

4. 矩陣推理明顯優於圖形等

重，基本率為 11.6%。 

5. 記憶廣度明顯弱於圖畫廣

度，基本率為 0.9%。 

 

 



 

 

 

 

 

 

 

 

 

選擇性指數分析 

分測驗 

分數 

數量推理 
聽覺 

工作記憶 
非語文 一般能力 認知效能 

圖形

等重 
算數 

記憶

廣度 

數字

序列 

圖形

設計 

矩陣

推裡 

符號

替代 

圖形

等重 

視覺

拼圖 

圖畫

廣度 

圖形

設計 
類同 

矩陣

推裡 
詞彙 

圖形

等重 

記憶

廣度 

符號

替代 

圖畫

廣度 

符號

尋找 

3 8 5 9 11 7 8 3 9 13 11 7 7 7 3 5 8 13 12 

量表 

總分 
11 14 51 35 38 

選擇性指

數分數  
75 83 88 81 96 

百分等級 5 13 21 10 39 

95％ 

信賴區間 
70-83 78-90 82-95 76-88 89-104 

三、 選擇性指數差異比較 

1. 一般能力明顯優於全量表，基本率 26.6%。 

2. 一般能力明顯弱於認知效能，基本率 13.6%。 

3. 工作記憶明顯優於聽覺工作記憶，基本率

11.7%。 

四、 分測驗比較 

1. 圖形等重明顯弱於算數，基本率 5.8%。 

2. 記憶廣度明顯弱於數字序列，基本率 7.7%。 

 



心評教師初判結果 

綜
合
分
析 

主要學習困難 

一、 數學計算困難：在生活中點數物品、數學學習及標準化

測驗中，皆呈現數學計算困難，落後同齡同儕發展。在

魏氏智力測驗中，呈現出非語文之數量推理差，以語文

型式呈現時，能有較好的表現，此結果與任課教師介入

(請 OO放聲思考)及觀察相似。 

二、 閱讀理解困難：在正式與非正評量中，顯示識字解碼能

力落後同齡同儕發展，使得書面文字之閱讀理解困難。 

其
他
因
素
排
除 

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 
（有無視力、聽力問題） 

1. 感官功能正常，與一般同儕無異。 

2. 情緒穩定，和同學相處無特別嚴重問題。 

3. 家庭給予較多體育專長的規劃與安排，也能給予適當管

教，對於 OO在學習上的落後，較不知道如何給予協助。 

4. 曾經給予補習資源，但效果不佳。 

文化刺激不足 
（家長有無監督、家庭環境） 

教學不當 
（有無補教教學、課後輔導） 

智力是否正常或正常以上 

    和同年齡的兒童相比，OO在 WSIC-V測量所得全量表智商

為 78(百分等級 7，95%信賴區 73-85)，整體智能落在臨界程

度；五項指數表現有落差且達顯著差異，宜參考不同指數表現

情形。 

個人內在能力

有無顯著差異 

智力與成就間差異     在 WSIC-V 五項指數間表現有顯著差異，視覺空間為強項

能力，(VSI 為 100，百分等級 50，95%信賴區 92-108)。流體

推理為弱項能力，基本率為 2-5%，(FRI 為 73，百分等級 4，

95%信賴區 68-83)。強項能力與弱項能力相比，兩者落差達顯

著差異，基本率為 1.9%。五項指數表現，強項能力為視覺空

間，弱項能力為語文理解及流體推理。語文理解及流體推理兩

者皆弱於視覺空間、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 

    OO 在視覺空間訊息處理、部分整體關係的整合、留意視

覺線索、非語文概念形成及視-動整合之能力，與同齡兒童相

當，亦為個人優勢能力；語文理解表現不佳，顯示 OO 在語文

概念形成、語文推理及語文表達，落後同齡兒童發展；流體推

理表現不佳，顯示 OO 在連結視覺訊息與抽象概念及推理能

力，落後同齡兒童發展。 

    分測驗表現中，圖畫廣度為強項能力，基本率 2-5%，意

即 OO 擅長處理視覺訊息之工作記憶；記憶廣度為弱項能力，

基本率 10-15%，意即 OO在重新組織或轉換聽覺訊息上較差；

圖形等重為弱項能力，基本率為 2-5%，意即 OO在非語文之量

化推理表現差，且每 100人中僅 2～5人有此情形。 

    分測驗表現比較中，矩陣推理與圖形等重表現達顯著差

異，基本率為 11.6%，意即相較於數量推理能力，OO歸納能力

較好；記憶廣度與圖畫廣度表現達顯著差異，基本率為 0.9%，

意即當訊息以視覺呈現時，OO較能運用工作記憶來解決問題。 

    圖形等重與算數表現達顯著落差，基本率為 5.8%，意即

以語文型式呈現時，OO 在數量推理表現會比較好；記憶廣度

與數-字序列表現達顯著落差，基本率為 7.7%。 

成就間或成就內差異 

各項認知能力間差異 

相關學習困難經一般教育介入後有

無改善 

    任課教師(導師-英文、國文、數學)皆給予一對一協助介

入，尤其又以數學介入最具結構但毫無成效。 

 

 

 



備
註 

(於此欄位填寫針對特殊需求申請，說明申請原因) 

初
判 

□疑似學習障礙 

■確認學習障礙   

  亞型■閱讀（識字、理解、語言） □書寫（寫字、書寫表達） ■數學（數感、計算）      

      □注意力□記憶力□動作協調  

安 

置 

建 

議 

國小 

安置班型一：(必擇一)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限安置學校無設資源班者勾選)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普通班(限非特生或放棄特教服務者勾選) 

支援巡迴服務 

□視覺障礙巡迴輔導         □聽覺障礙巡迴輔導     

□情緒行為障礙巡迴輔導     □自閉症巡迴輔導 

國中 

安置班型一：(必擇一)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限安置學校無設資源班者勾選)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普通班(限非特生或放棄特教服務者勾選) 

支援巡迴服務 

□視覺障礙巡迴輔導         □聽覺障礙巡迴輔導     

高中 

□不分類巡迴輔導□其他             

支援巡迴服務 

□視覺障礙巡迴輔導         □聽覺障礙巡迴輔導 

特
殊
需
求 

特教助理員 
(確認生勾選) 

■無此項需求   

□有此需求:□協助行動 □協助生活自理 □協助處理情緒行為問題  

酌減班級 

人數 
(確認生勾選) 

■無此項需求 

□有此需求，需酌減       人 

敘明原因:                                                              

導師需協助執行之策略:                                                   

1.申請酌減班級人數者，均需敘明原因及導師需協助執行之策略。 

2.因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而欲申請酌減人數 3人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行為

功能介入方案。 

3.請參閱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普通班酌減人數參考原則。 

課程安排需求 

學業性課程需求：■有(數學、國語文) □無 

□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定向行動□點字□溝通訓練 

□動作機能訓練□輔助科技應用□其他： 

專業團隊 

需求 

■無此項需求    

□專業團隊評估 

  □物理評估： 

□職能評估： 

□語言評估： 

□心理評估： 

□物理服務   □職能服務   □語言服務   □心理服務   □其他： 

(申請服務請檢附醫療院所相關評估報告，若無評估報告，可參考基隆市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團隊服務需求檢核表，先勾選該服務之『單項評估』) 

 

交通服務 
■無此項需求 

□有此需求(參考基隆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實施辦法) 



教育輔助器材 

■無此項需求    

□有此需求：□教育輔助器材評估 

            □特教用書（□大字書 □點字書□有聲書） 

            □助聽器材 □輪椅□語音報讀光碟播放器 □擴視機 □放大鏡 

            □其他 

無障礙環境需求 

■無此項需求    

□有此需求：□桌椅 □廁所 □電梯 □樓梯扶手 □斜坡道 □教室位置調整 

           □其他： 

考場需求 

註：學生參加

校內學習評量

提供各項服

務，應載明於

個別化教育計

畫。小中轉銜

及國高中學生

依需求填寫 

■無此項需求 

□特殊試場（□單獨試場 □少人試場） 

□教室位置（□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靠近健康中心或廁所） 

□座位安排（□安排接近音源的座位□安排於首排或末排位置） 

□提供或同意自備相關輔助器材及設備（□擴視機或放大鏡□盲用電腦或點字機 

  □助聽器材□特殊桌椅） 

□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 

□誦讀題目（□現場報讀□語音報讀） 

□電腦作答□口語（錄音）回答□代謄答案 

□延長考試時間（□提早 5分鐘入場□延長作答時間 20分鐘） 

□免考英聽試場（限聽覺障礙考生申請）□其他: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簽
名 

是否同意接受特教服務: □是 □否，請填寫放棄特教服務申請書 

稱謂 姓名 連絡電話 

 

 

 

 (住宅) 

(公司) 

(手機) 

★我已閱讀，並且理解本項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