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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
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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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特殊教育課程的變革

• 不同層次看課程

前言

• 法規

• 總綱

• 實施規範

課程調整的規定

• 學校和班級層次

• 領域課程調整

課程調整的實施

大綱



PART I
前言



前言 特殊教育課程的變革

獨立的身心
障礙教育課
程（綱要）

參考普通教育
課程綱要訂定
特殊教育課程
大綱

納入十二年國民
教育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並增定
課程實施規範、
服務群課程綱要、
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綱要

民國100年 民國108年

順應時代



安置

可以進入學習的
場所

可以在學習場所
行動

可以和同學互動
(溝通)

可以和老師互動
(溝通)

可以有效參與課
程學習

可以表現學習成
果

物理環境 社會互動 課程學習

前言 特殊教育課程的變革
落實融合教育

接納 課程學習



前言 特殊教育課程的變革

融合教室情境中，學生……

個別差異大

如何使班上個別差異大的學生均能參與學習

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普通教育課程需要支持與協助

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與法令政策

為何要進行課程調整？



• 課本是課程嗎？

• 國旗可以做為什麼課程的材料？

前言 不同層次看課程
課程是什麼？



不同層次看課程

課堂

學校

國家

課程計畫

教材 教學

教科書/教材

評量 環境

領綱 實施規範

總綱



PART II
課程調整的規定



課程調整的規定

• 依學生個別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及學習
時數，經學校特推會審議通過後為之

• 課程調整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
及評量方式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第4條

• 身障教育適性課程：
學業學習+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資優教育適性課程：
專長領域之加深、加廣或加速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第3條

• 設計適性的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方式

• 並融入IEP/IGP實施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
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2條

• 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方式應保持
彈性

• 適合特殊教育學生
身心特性及需求

〈特殊教育法〉第19條

課調
法源



柒、實施要點
–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領域課程及實施課程
調整。

–特殊教育學生的課程須依據IEP或IGP，必要時得調
整部定必修課程，並實施教學。

–學校與教師應提供適當之評量調整措施

課程調整的規定：總綱

取自總綱 p. 31 , & p. 33,



柒、實施要點
–特殊教育學生之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性調整（包
含學習節數/學分數配置比例與學習內容），並得
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惟不應減少學
習總節數。

–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課程調整的規定：總綱

取自總綱 p. 36



課程調整適用對象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身心障礙學生資賦優異學生

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

特定領域/科目有學習功能缺損/優異者



• 若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之學習不需進行課程調整，
則依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該領域課程綱要之規範
規劃課程；

• 若學生有特殊教育需求，則可依據〈特殊教育課程
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以及本課程實施
規範，調整其學習內容、歷程、環境或評量。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取自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p. 2



課程
調整

內容

歷程

環境

評量

課程調整向度



簡化

加深

各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調
整
方
式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加廣

濃縮

調整各領域/科目
的節數/學分數，
與學習內容

學習功能缺損學習功能優異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學習內容調整-

調整各領域/科目
的節數/學分數，
與學習內容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調整原則

領域/科目
學習功能與一般同年齡

或同年級學生相較

無缺損
優 異缺 損

調整程度



調整方式-加深

 指加深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
的「難度」，也稱為「垂直的充實」。其課程探討的
議題通常與普通教育課程主題相關，或未被納入普通
教育課程，且課程內容比正規普通教育課程豐富、深
入與困難，俾擴展學生學習經驗。

教師運用進階、複雜、多
變化、抽象教材進行教學

高層次思考概念

抽象思考技能

 雖然加深教育階段之課程內容實際上隱含加速的成份，
但是未涉及讓學生提早入學、跳級等制度。



調整方式-加深

加深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難度。

n-I-3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在具體情境中，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解決

兩步驟應用問題。

範例

加
深



調整方式-加廣

 增加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及
學習重點的「廣度及多元性」，也可稱為
「水平的充實」。

 讓學生延伸學習該教育階段內各領域/科目課程
原本沒有安排的教育經驗，重要的是這些有別於
普通教育課程之補充教材與教育活動能符合學生

的興趣、喜好與其個人的學習風格。



調整方式-加廣

「加廣」是指增加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的廣度及多元性。

Ca-II-1 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情境。

Ca-II-1 生活周遭潛藏危機的情境及辨識方法。

範例

加
廣



調整方式-濃縮

 在不影響資優學生學習普通教育課程內容的
前提下，將各教育階段各領域/科目核心素
養及學習重點加以結合，刪除學生已經精熟
的內容，或精簡內容。

符合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能力



調整方式-濃縮

「濃縮」是指將各教育階段之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加以結合。

8-Ⅲ-2 能認識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習俗。

8-Ⅲ-3 能認識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習俗。

8-Ⅲ-4 能認識外國風土民情。

 能了解國內外風土民情及主要節慶習俗。

範例

濃
縮



調整方式-簡化

降低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難度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2-Ⅰ-1 能以正確發
音流利的說出語意
完整的話

簡
化

 能以正確發音說出語
意完整的話。

 能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Be-Ⅳ-2 在人際溝通方
面，以書信、便條、
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
書寫格式為主。

簡
化

 在人際溝通方面，如書信、便條
的簡易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簡單書信之慣用語彙及書寫格式。



調整方式-減量

減少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部分內容。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4-Ⅱ-1認識常用國字
至少1800字，使用
1200字

減
量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200字

 能使用常用國字至少
500字

 Ad-Ⅲ-3 故事、童詩、
現代散文、少年小說
及兒童劇。

減
量

 故事、短劇。



調整方式-分解

將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分解為數個小目標或學
習內容，在同一階段或不同學習階段分段學習。

學習表現
舉例

學習內容
舉例

 1-Ⅲ-3 判斷聆聽內容
的合理性，並分辨事
實或意見。

分
解

 判斷聆聽內容的合理性。
 聆聽時，能分辨事實或

意見。
 學習內容

 Ad-Ⅱ-2 篇章的大意、
主旨與簡單結構。

分
解

 篇章的大意。
 篇章的主旨。
 篇章的簡單結構



調整方式-替代

以另外一種方式達成原來的領域/科目之

5-Ⅱ-9 能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能透過報讀軟體進行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學習表現舉例

替
代



調整方式-重整

將該學習階段或跨學習階段之學習重點重新詮釋
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化的學習目標與學習內容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

出聆聽內容的要點。

聽懂適合程度的日常生活短文、故事、短劇。

學習表現舉例

重
整



學習內容之調整原則與作法

1) 可視學生個別差異情形及需要採一種或多種調整方式。

2) 各領域/科目之節數/學分數之調整需經IEP/IGP會議決議並

由學校特推會同意後執行。

3) 根據學生需求得參考《領域課程應用手冊》進行調整。

4) 若學生因障礙限制較大而無法學習之學習重點可採重整
方式調整，甚至將部分較難的內容刪除（刪除要謹慎）。



教學方法

如工作分析、多
元感官、直接教
學、合作學習、
合作教學、多層
次教學或區分性
教學等

學習策略

如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組織圖等

教學策略/活動

如講述、示範、發問、
圖解、操作、實驗、運
用多媒體、角色扮演等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學習歷程調整

提供適性教材與教育輔
助器材協助學習

彈性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

身心障礙生



教學方法

如區分性教學
（個別化教學）、
多元感官、合作
學習、實作體驗、
專題探究、服務
學習等

高層次思考活動

如主題探討、專題研究或創作，批判思考、
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等

教學策略/活動

如講述、發問、多媒體
應用、操作、實驗等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學習歷程調整

資賦優異生



• 志工、教助員及特
教生助理員等人力
協助

• 校內外資源提供行
政支援與自然支持

• 通用設計的校園環境

• 合理調整的學習環境
• 挑戰性、豐富探索、
討論及創作的環境

• 學習角、學習中心或
個別學習桌

• 校外環境參觀、實察
或訪談

• 尊重、互動、接納與
支持

• 激發學習動機

• 增進潛能展現

資賦優異類身心障礙類

資賦優異類身心障礙類

理 環
物 境

心 境
理 環

社 會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學習環境調整



資賦優異學生身心障礙學生

01

依IEP/IGP實施多元評量

02

• 評量調整或服務
A. 評量時間調整 B. 評量環境調整

C. 評量方式調整 D. 其他評量調整

• 評量的內容或通過標準需依
特推會所議決之IEP執行
內容難易度、題型、題數增刪等

依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整計分比重

• 提高目標層次或引導自我設
定目標或自我評鑑為評量依

據

• 以多元智能的觀點，提供符
合其學習風格與優勢智能的

彈性措施

課程調整的規定：實施規範
學習評量調整



PART III
課程調整的實施



不同層次看課程

課堂

學校

國家

課程計畫

教材 教學

教科書/教材

評量 環境

領綱 實施規範

總綱

IEP/IGP



課程調整

學習重點
(領域/科目課程
綱要之學習表現
與學習內容)

是 是

否

課程調整流程

領域/科目
課程綱要

學習評量

學生
學習功能

適
配

適
配

否

一般課程

學習環境

學習歷程

課程調整

學習內容

調整後課程

視需要調整
節數/學分數

經專業評估後，
外加其所需之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視需求內嵌

視需求內嵌

使用一般課程
學習重點



• 學校層次

課程調整的實施

特殊教育學生的IEP&IGP

學校的課程計畫

•一校一課程計畫

•普特整合

•跨學部整合

教科書或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行為介入方案與行政支援

轉銜服務

安排特教服務的課程領域和節數
相關服務的項目

提供所需支持策略

正式和非正式評量、教育需求評估、普通
課程的調整需求、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

現況能力表現與需求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支持策略

IEP IGP

需參
照各
領域/
科目
之學
習重
點

特殊教育學生的IEP與IGP

需參
照各
領域/
科目
之學
習重
點



學校的課程規劃舉例

數學
學年和
學期目標

A生 B生 C生 D生 E生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語文
自然
科學

社會 藝術
綜合
活動

科技

學生
教育需求

及
領域/科目
學習功能

健康
與體
育

規劃課程與排課



特推會審議IEP/IGP

特推會審議特殊教育班級課程規劃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課程規劃並於第一學期開學日前報主管機關備查
(確認特殊教育班級課程計畫纳入學校課程計畫)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含新生)能力現況與需求分析
擬訂IEP/IGP

國中小教育階段(含特教學校)流程

召開IEP/IGP會議
規劃課程及相關需求服務

領域/科目調整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IEP/IGP執行(含教務處排課)

IEP/IGP檢討



高中教育階段(含特教學校高職部)

課程發展委員會完成下一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並陳報主管機關
(確認特殊教育班級課程計畫纳入學校課程計畫)

召開IEP/IGP會議
規劃課程及相關需求服務

領域/科目調整 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特推會審議IEP/IGP

IEP/IGP執行(含教務處排課)

依據特殊育學生(含新生)能力現況與需求分析
擬訂IEP/IGP

特推會審議特殊教育班級課程規劃

IEP/IGP檢討

技術型高中依規定時程送審設科計畫通過



小結

• 不是依學生的障礙程度或資優，是依學生在特定領域/
科目的學習表現

• 要分析學生在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和學習評
量調整的需求

• 學習內容的調整是指領綱的學習重點，而非教學設計中
的教學或學習內容

• 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之缺損程度雖分成輕微和嚴重，
但每位學生程度可能都不一樣，領域課程調整手冊之學
習重點調整建議只供參考，而非選擇學習重點之依據。

• 調整部定及校訂課程（包含學習節數/學分數配置比例
與學習內容）

• IEP中的教育目標是經一學年或一學期特殊教育後要學
會的重要目標，不等於學習的課程內容



• 班級層次

鬆綁

課程調整的實施

課程模式的選擇

教學材料/格式

教學活動安排

教學環境/情境

教學策略

輔具

人力協助



• 功能與目的：

1.謹供調整部定一般領域/科目之學習重點

的參考

2.提供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課程規劃示例

3.提供課程調整教學示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
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

課程調整的實施



壹、使用說明
一、基本理念
二、適用對象：在特定領域／科目具有
學習功能缺損之特殊教育學生
三、課程調整原則與作法

貳、領域/科目課程學習重點與調整建議
一、前言
二、學習重點調整建議

參、個別化教育計畫與課程結合之應用示例
肆、課程調整教學示例

身心障礙學生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的架構



領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
• 應用

課程調整的實施

評估學生特質與需求，決定學生在該特定領域/科目的調
整需求

課程調整規劃
 針對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與評量進行調整，學習內容調

整（學習重點調整）放最後

學生需求與學習重點調整建議不符時，宜根據學生之能力
與需求，自行調整

調整後之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需再轉化成學習目標



學習
內容

學習
歷程

學習
環境

學習
評量

學生在特定領域/
科目學習功能缺損
課程調整舉例



學生在國語文學習功能缺損(學習表現調整)
學習表現/內容調整建議編碼原則採以對應原學習表
現編碼，惟使用分解的調整方式時，增加第四碼。

（二）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1.聆聽 

學習階段 學習功能無缺損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學習表現調整建議 

第一學習

階段 

1-Ⅰ-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

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保留 1-Ⅰ-1 能聆聽他人的發言。 

1-Ⅰ-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

媒材，說出聆聽的內容。 

1-Ⅰ-2-1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

材。 
1-Ⅰ-2-2 能說出聆聽的內容。 

1-Ⅰ-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

材，說出或指出聆聽的內容。 

1-Ⅰ-3 能理解話語、詩歌、

故事的訊息，有適切的表

情跟肢體語言。 

1-Ⅰ-3-1 能理解話語、詩歌、

故事的訊息。 
1-Ⅰ-3-2 用適切的表情跟肢體

語言傳達對訊息的理解。 

1-Ⅰ-3 能聽懂簡單話語、生活

短文、故事的訊息，有適切

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1-Ⅱ-1 聆聽時能讓對方充

分表達意見。 
保留 1-Ⅱ-1 能聆聽對方表達意見。 

1-Ⅱ-2 具備聆聽不同媒材

的基本能力。 
保留 

1-Ⅱ-2 能聆聽不同媒材，用不

同的方式表達聆聽內容。 

 

 

 
 

 

 

 

 

 

 

 

 
 



學生在國語文學習功能缺損(學習內容調整)



學生在數學領域學習功能缺損(學習表現調整)



學生在數學領域學習功能缺損(學習內容調整)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缺損
(學習目標產生之舉例)

原領綱學習重點 調整後學習重點

學
習
表
現

【1-Ⅰ-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材，說
出聆聽的內容】

【1-Ⅰ-2-2 能說出聆聽的內容】

【2-Ⅰ-2 能說出所聽聞的內容】 【2-Ⅰ-2-1 能簡單複述所聽聞的內容重點】
【2-Ⅰ-2-2 能詳細複述所聽聞的內容】
【2-Ⅰ-2-3 能正確轉述所聽聞的內容】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
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 -Ⅰ-6-1 利用圖像策略，協助文本的理
解與內容重述】
【5-Ⅰ-6-2 利用故事結構策略，協助文本
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學
習
內
容

Ba-I-1順敘法（記敘文本
Ad-I-2篇章的大意。
Ad-I-3故事、童詩。

保留
保留
Ad-I-3故事

課程調整的應用



調整後學習內容 調整後學習表現

Ba-I-1順敘法（記敘
文本
Ad-I-2篇章的大意。
Ad-I-3故事。

【1-Ⅰ-2-2 能說出聆聽的內容】

【2-Ⅰ-2-1 能簡單複述所聽聞的內容重點】
【2-Ⅰ-2-2 能詳細複述所聽聞的內容】
【2-Ⅰ-2-3 能正確轉述所聽聞的內容】

【5 -Ⅰ-6-1 利用圖像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6-2 利用故事結構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學年教育目標
能正確說出 300 字以內短文的內容

學習目標（學期目標）
1-1 聆聽一篇 100~150 字以內故事之後，透過問答方式，能簡單複述故事重點
1-2 給予一篇 100 字以內故事短文，透過問答方式，能說出故事重點
1-3 聆聽一篇 150~200 字以內故事之後，藉由圖像提示下，能詳細複述故事內容
1-4 給予一篇 150 ~200 字以內故事短文，透過畫重點策略，能說出故事主要內容
1-5 每週給予一篇 200~300 字以內記敘短文，能運用故事結構圖策略，摘記文本訊息
1-6 每週給予一篇 200~300 字以內記敘短文，能運用故事結構圖策略，用自己的話重
述文本內容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缺損
(依據調整後學習重點設定學習目標示例)



學生在特定領域/
科目學習功能優異
課程調整舉例

學習
內容

學習
歷程

學習
環境

學習
評量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
(學習內容調整舉例)

 本單元指定英語書籍字彙量約2000字至2500字，多於
普通課程。

 課程具複雜、困難、多變化的學習活動。例如，學生
須獨立閱讀、善用筆記技巧、搜尋與閱讀課外資料。

 學生須全程以英語簡報、分享自學心得、討論問題及
分享創作靈感。

 學生須獨立創作劇本，於真實觀眾前演出。

以「加深」為例



 在氣候變遷議題及劇本基本寫作元素的框架下，學
生有蒐集寫作所需資訊及選擇寫作方向的自由。

 學生可依討論結果，選擇想要解決、改善的問題。
並依自身興趣和學習風格。選擇閱讀資料和行動故
事分享的呈現方式。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
(學習歷程調整舉例)

以「選擇的自由」為例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
(學習環境調整舉例)

 將國語上課地點移至藝術生活教室，該教室具有情
境氣氛、可移動式小組討論活動桌、方便肢體活動
之木地板、專業投影設備，方便學生進行各種形式
討論或報告。

以「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為例



學生在特定領域/科目學習功能優異
(學習評量調整舉例)

 要求學生繳交期中及期末書面成果報告，並製作簡
報上台發表研究發現。

 在過程中，學生須以實作成品、筆記摘要、小組討
論等，表達自己的已知。

 實作評量標準：採師生互評。

 評分向度：筆記資料完整度30%、作品說明書繕打
完整度30%、口頭發表20%、研究態度參與度20%。

以「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為例



更多的十二年國教課綱
實施的參考資源

加入QR cord 加入QR cord
．課程手冊、
．教學模組示例、
．素養導向紙筆
測驗範例試題

．教學影片示例

協力同行-
走進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網站 愛學網

59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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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圖片來源

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工作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

技術型高中化工群科中心學校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https://www.k12ea.gov.tw/ap/class_schema.aspx
https://www.k12ea.gov.tw/ap/class_schema.aspx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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