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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填寫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RTI的由來

美國 2001 年《不放棄任何一個孩子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的

公布以來，特殊教育的課程和服務愈來愈重視「證據本位實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s）（Collins & Salzberg, 2005）。

• 《NCLB》是美國K-12普通教育的主要法律；法律要求學校對孩子的學習和成就負責，沒有改善的學校必須接

受法律的懲罰。

• 《NCLB》其旨在確保所有學生都擁有公正、平等和顯著的機會，獲得高品質的教育，並且至少在基本的學業

成就上，要達到精熟的程度。

• 《NCLB》強調教育計畫和實務須以「科學研究為基礎」(scientifically-based research, SBR)，如此才能獲得良好

的教育成效（United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

資料來源：紐文英（2010）。特殊教育證據本位實務之建立、鑑識與運用。



美國卓越特殊教育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Special 

Education, PCESE)（2002）的《新世紀：為孩子和其家庭復甦特殊教育》報告書，提

出六點主要的研究發現：

一. 特殊教育承受複雜的規定、過多的書面作業、日趨增加的行政要求等方面之壓力，

造成較重視過程，而忽略了結果、有效教學和學生的成就表現。

二. 特殊教育依據的是「等待學生失敗」（wait to fail）之模式，較少使用有科學研究為

基礎之預防、早期介入和處理攻擊行為的策略。

三. 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常常將普通和特殊教育視為兩個分立的系統，不將身心障

礙學生視為普通教育的學生。

RTI的由來

資料來源：紐文英（2010）。特殊教育證據本位實務之建立、鑑識與運用。



美國卓越特殊教育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Special 

Education, PCESE)（2002）的《新世紀：為孩子和其家庭復甦特殊教育》報告書，提

出六點主要的研究發現：

四. 來自訴訟的壓力造成一種「順從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導致的「教育

每一個孩子」不再是學校第一要務。

五. 目前很多鑑定身心障礙兒童的方法缺乏效度，造成每年有很多兒童接受錯誤的鑑定。

六. 目前的系統並未呈現「證據本位的實務」。

RTI的由來

資料來源：紐文英（2010）。特殊教育證據本位實務之建立、鑑識與運用。



RTI的由來

美國《身心障礙個體教育增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即108－446 公法，簡稱IDEA 2004）

提出：

• 學障的鑑定不一定要符合智力與成就之間的嚴重差距，可以使用「對有科學研

究為基礎之介入的反應」（respons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intervention, 

RTI）程序，也可以採用其他有研究證據的替代性鑑定程序，

• 亦即對有科學研究證據的介入沒有明顯進步反應的學生，則可以接受進一步的

鑑定，州政府可以選擇任何一種模式作學障的鑑定。

資料來源：紐文英（2010）。特殊教育證據本位實務之建立、鑑識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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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行有效教學

學障鑑定應以有科學研究為基礎之介入的反應或

有研究證據的替代性鑑定程序



RTI的目的
 旨在減少為特殊教育服務確定和轉介的學生人數。

 旨在改善普通學生和特殊教育環境中的學生之教學和成績。

 從RTI發展而來的多層次支持系統（MTSS）旨在支持所有學生 -

無論是在學業上還是在行為上 - 以便他們能夠在學校取得成功。



特殊教育的三級預防

介入反應(RTI)模式－轉介前介入



特殊教育的三級預防
介入反應(RTI)模式－轉介前介入

•為了區分 學習障礙與一般有效教學或介入就可改善的學習低成就學生。

初級 (Tier 1)
普通班教學:發展性課程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有實證支持的方法實施補救教學

成效不彰
三級( Tier 3)

特殊班:特殊教育

低
成
就

特殊教育鑑定與安置

否

鑑定結果「是」



初級 Tier 1

普通班教學:發展性課程

找
出
低
成
就



 臺南市國小成績處理系統

轉介對象：
學業成績長期低成就
者(單科或多科長期在
Pr≦16者)及特殊需求
學生轉介資料表-
100R或C125(符合學
障特質的選項) 且普通
班教師給予轉介前介
入。

校內篩選與轉介 篩選方式1

../臺南市成績處理連線版.lnk


100 × (該科成績全校排名− 50)

全校同年級學生總數

方法2:

該科學業成就百分等級(Pr)＝100  -

國中部分Pr計算方式

方法1:
取得全校excel檔之後，填進以下排序程式：
=PERCENTRANK.INC($F$2:$F$385,F2,2)
*100

校內篩選與轉介 篩選方式1

注意 : 班排或校排PR值最小為1

../臺南市成績處理連線版.lnk


篩選方式2



低成就學生

以實證支持的方法
實施補救教學

補救課程

•此階段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確定學生是否有學業學習困難。

•其學習困難是否與學習障礙(肇因於腦神經功能異常而致
認知能力受損)有關。

教學過程紀錄於【轉介前介入輔導紀錄表】



轉介前介入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

•落實運用實證支持的方法(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包括

補救教學、其他策略訓練或其他治療。蒐集學生教學介入後之學

習反應(RTI)，以作為對特殊教育需求之判定。

•特殊教育三級預防中，學習支援系統中的第二層補救教學Tier 2。

•實施程序也應該注意確實度(fidelity)，唯有正確實施有效的方法，

才能排除學生的學習困難不是因為教學不當或學習經驗不利所致。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以實證有效介入方法(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進行教學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0Aj7zJH-8&index=6&list=PLWmUjbGsNdtDxxEu0wRxLf8USCqrAm-Iz


透過診斷進行教學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透過前後測評量評估介入結果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初篩評量
或評估排除因素後送件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成
效
不
彰



如何填寫

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輔導紀錄本



有效轉介前介入

• 長度：至少三個月或一學期。

• 密度：至少每週二次，補救或介入次數至少超過20節。

• 成效指標：應該依據其困難所選定之課程本位評量或相同量尺 的前

後測評估才能做比較，（參考進步的幅度或與一般學生平均水準之

差距等兩種）。

轉介前介入單科最少8次，請各校承辦人員務必宣導轉達，分區收
件、嚴謹審件，依照學生困難向度填寫，需有2~3種以上不同教學
策略介入。

次級 Tier 2
小組教學:補救課程



一. 臺南市學習障礙生鑑定轉介前入紀錄表

• 新增個案由普通班教師填寫 ( 或由級任導師彙整教學輔導者相關資料 )。

• 舊個案毋需填寫轉介前介入，但可以本記錄本當成輔導紀錄填寫。

二.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分析（新舊個案皆須呈現）

• 新增個案由普通班教師填寫

• 舊個案：已接受特殊教育介入輔導者，由個案輔導教師填寫（例如疑似個案再

確認，由特教教師填寫）

• 可直接註記於試卷、作業上，或使用各校已使用之教學介入輔導紀錄取代。

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填寫注意事項附件6



善用各種證據本位之學習策略，並適

度提供各種線索及提示；採多元教學

方法並配合不同的策略及活動進行教

學。

如何填寫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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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 教學策略/活動 學習策略

如何填寫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如：講述、示範、發問、圖解、操作、

實驗、運用多媒體、角色扮演等

教學方法 教學策略/活動 學習策略

如何填寫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如：畫重點、關鍵字、提供閱讀指引、

組織圖等

教學方法 教學策略/活動 學習策略

如何填寫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請依據您
所勾選的
學生問題
呈現教學
實施策略

範例



國語科範例 教學實施策略
以「整體學習狀況」記錄「教學策略」介入與「學生表現」反應

09.轉介前輔導紀錄表(範例).pdf


國語科範例 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

統整「學生學習問題」
分析學生「學生反應」



數學科範例 教學實施策略
以「單一問題」記錄「教學策略」介入與「學生表現」反應



數學科範例 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

統整「學生學習問題」
分析學生「學生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