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5                                                                 

 

 

臺南市 111學年度國教階段學習障礙 

學生鑑定轉介前介入紀錄本 

 

 

 

( 111年 9 月 1 日～ 111年 11月 30 日) 

學生姓名：  劉○○      

 

就讀學校：  億○           國中/○小（ 3 年 8 班） 

 

個案輔導教師：    王○○             

     

輔導教師聯絡電話：  2*****1   分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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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轉介前介入紀錄表 

教學填表者： 王○○       與學生關係:■級任導師 □輔導教師 □其他:                

與學生共同相處期間共  0 年 3 月，聯絡電話 （O） 2*****1#3*2 （cell phone）                 

學
生
學
習
問
題 

□過於活潑好動 □注意力持續時間短  □髒亂  □同學間常有糾紛  □人際關係差(缺社交技巧) 

□在聽說讀寫算之間的能力差距很大 □拼音困難          □能抄寫卻無法聽寫 

■寫字時筆劃、筆順經常錯誤   ■寫字速度過慢且錯誤多  ■經常將字上下左右倒置、大小失當 

□基本閱讀技巧落後           □閱讀時跳行跳字        □閱讀理解困難     ■作文困難 

■數學計算常出錯             ■數學邏輯推理不佳      □知覺動作協調不佳 

□缺乏口語或口語表達不順暢   □記憶力不佳，學了就忘甚至好像都沒學會  □缺乏動機 

□從反應上來看，答非所問、雞同鴨講的情況頻繁，常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聽覺理解） 

□其他： 

□各方面反應遲鈍  □生活能力不佳  □學習無法類化  □依賴心重  □經常聽不懂老師說的話 

教學模式 請依實際情況勾選：□一對一教學 ■採小組教學(人數約 2 人) □其他        

轉 

介 

前 

介 

入 

原 

則 

1.需進行連續且規律性教學為期 3個月以上，每周至少一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為原則。 

2.介入教學應針對學生學習問題，採實證有效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至少 2 種以上不同策略，單

科介入 12次以上，另應撰寫 8至 12次以上轉介前介入紀錄資料，以供鑑定研判之佐證。 

3.以課程本位教學為原則，教學內容與評量內容須相呼應。 

4.轉介前介入得與特教教師諮詢或合作教學。 

教學內容摘要表(請依學生實際表現及學校曾使用之轉介前介入詳實記錄，至少 8次) 
 

次數 

/ 

輔導時間 

教學實施紀錄 
（老師運用教學策略質性描述，可參考下頁“教學重點及使用策略建議”）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2 種以上教學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第 1 次 

 
  111年 

 9月 
 1日 

至 
 111年 
 10月 
 28日 

抄寫速度過慢。 1.若沒有在旁邊提醒，常常會 

抄寫到一半而分心，所以

需 常常提醒該生要專心。 

2.一個字通常都要看很久才

能寫出，因而就近指導他

國字的結構是由那些部首

和部件組合而成。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提醒他時能加強專注，速度

上也會稍快些。 

2. 字的結構常因分心，大多會

缺少筆畫或者寫錯方向。 

第 2 次 

 
  111年 
 10月 
 31日 

至 
 110年 
 11月 
 30日 

一段文字中的改錯字不易改

出。 
1. 先要求念出整段文字內

容，透過文章內容理解增

加字意的理解。 

2. 協助圈出文章中的錯別

字，讓他寫出正確的國字。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無法透過文章的意義，理解

文字中部首、部件所代表的

意義。 

2. 給予提示才會寫出國字，若

只單純告訴他錯別字是哪

一個，仍然無法寫出正確的

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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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 

輔導時間 

教學實施紀錄 
（老師運用教學策略質性描述，可參考下頁“教學重點及使用策略建議”）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2 種以上教學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第 3 次 

 
  111年 

 9月 
 1日 

至 
 111年 
 11月 
 11日 

筆順經常錯誤。 

1. 藉由課本上的筆順來教導

正確的筆畫順序。 

2. 特別強調「由左至右」、「由

上至下」、「由外往內」的

筆順規則。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簡單的字記得起來，但相

連的筆畫之間有時會像畫

圖一樣。 

2. 用自己的方式「畫」字，

例如寫「口」，常以畫圈的

方式完成。 

第 4 次 

 
  111年 

 9月 
 12日 

至 
 111年 
 11月 
 30日 

國字經常會混淆， 

部件錯組、筆畫增添或遺漏。 

1.一些有共同部件的字，譬如

「ㄠ」跟「乡」、「良」跟

「艮」，很容易混淆亂湊。

先從反覆描筆畫練習起。 

2.需給予部件意義化教學，作

為提示系統的基礎。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當下教導完後，要求立即訂

正會有成效，但若只告知而

自行回去訂正時，會發現該

生依舊分不清楚。 

2. 必須長期並循環練習，並給

予記字的方法才能有效提

取。 

第 5 次 

 
  111年 
 10月 
 3日 

至 
 111年 
 10月 
 28日 

寫作有困難(錯別字過多、斷

句有困難，句子沒有結構)。 
1. 提供作文範例給學生參

考。 

2. 引導學生將自己想寫的句

子先透過口說方式表示。 

3. 試著提醒他可以增加形容

詞或情感語詞，使句子加

長。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參考範例練習當下仍有成
效。 

2. 透過引導口說方式學生句
子較為通順。 

3. 但若當天作文課沒有寫完
當作課業時，隔天繳回時
就會發現語句不完善且注
音很多，偶爾還會出現斷
句出現錯誤的情形。 

第 6 次 

 
  111年 

 9月 
 1日 

至 
 111年 
 11月 
 30日 

能聽並寫出， 

但經常有缺漏或錯誤。 

1. 在考卷或作業簿上寫出正

確的國字或注音，請他看

清楚筆畫是否該勾或者該

往哪個方向書寫。 

2. 若訂正多次仍未改善，會

在錯的地方用紅筆寫出正

確的國字或注音，要求學

生直接描紅。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若讓他自行看課本找出錯

誤，則需花很久的時間才

能訂正好，若直接告訴他

正確的寫法，約 4~5 次即

可。 

2. 只是若疏於練習，則錯誤

率仍然很高。 

第 7 次 

 
  111年 

 9月 
 2日 

至 
 111年 
 10月 
 28日 

注音符號拼讀易錯誤。 

1. 單從句子中的國字要寫出

正確的注音，很容易將二

聲和三聲聲調混淆。如威

風「凜凜」， 會誤以為該 

字為二聲，所以將常出錯

的注音標出，且要求他要

開口念出注音。 

2. 捲舌音跟沒有捲舌音的注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當孩子自我練習時，只習慣

在心裡唸讀，在一對一教導

時，會要求他讀出來，增加

印象，但成效無法持續太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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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 

輔導時間 

教學實施紀錄 
（老師運用教學策略質性描述，可參考下頁“教學重點及使用策略建議”） 

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介入策略 

(2 種以上教學策略) 
教學結果(學生反應) 

音常常混淆，如「回心轉

(轉)」意，會寫成回心「纂」

意。會提醒他在唸的時候

要留意舌頭的位置。 

2. 過一陣子聲調和捲舌音或

非捲舌音又混淆了，很難讀

出正確的拼音。 

第 8 次 

 
  111年 
 10月 
 31日 

至 
 111年 
 11月 
 30日 

造句時無法寫出完整句子。 

1. 將自己寫的句子念一次，

找出遺漏掉的字或詞，並

將它寫上去，完成一個完

整的句子。 

2. 念幾次相似的句子以熟悉

句型，並仿寫句子。 

☐無效■部份有效☐明顯有效 

說明： 

1. 經過多次次練習，同一個造

句再出現的時候仍然無法

寫出完整句子，常常整個句

子是無法連貫的，沒有句子

的結構存在。 

2. 仿寫句子時仍會寫漏字，有

時句子不是很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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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                   111 年 8月更新 
說明：1.未訂正作業或影印成 A4 大小，標明評量年月日，分科依序裝訂於本頁後。國中答案卷

與試題卷分開，請一併附上。 

2.教師所提供相關資料，以紅筆標記、歸納錯誤類型，並記錄於下欄中，每種錯誤類型

至少提供 3 份作業 

3.建議蒐集資料如下： 

疑似讀寫障礙學生 疑似數學障礙學生 

聯絡簿 

造句寫作（或作文）或週記。 

練習單 、作業單或其他相關作業。 

■聽寫 

學生讀下列文章時（文章自選，浮貼於下方） 

有斷句或跳字、跳行、速度很慢等現象。 

■平時測驗未訂正之試卷（國中需含試題卷） 

■月考未訂正之試卷 

其他        

計算題之計算。 

（資料提供者需紀錄學生計算方式；如倒數或

用手比等） 

應用(文字)問題之解題方式。 

平時測驗未訂正之試卷。 

月考未訂正之試卷。 

其他        

 

＊學生錯誤類型及歸納事項－學生身心特質、能力之質性證據 

(試卷上以紅筆標記、加註評量日期、註記學生錯誤類型歸納及完成考卷所需時間或反應。) 

1. 少範圍的學習，若是遇到簡單的國字注音尚能寫出，但筆順多時，國字容易寫錯、並且會

有用同音字替代的情形發生。 

2. 改錯時，常找不到錯字，因而直接放棄不寫，必須經由提醒才能正確寫出。 

3. 開口念讀課文或題目時流暢性佳，但遇到比較性的題型時，會因為本身對字詞的理解不夠

影響其作答。 

4. 造句時無法寫出完整句子，錯別字過多，或者會以用注音的方式呈現。 

5. 國字書寫會因為筆順不對，以致常有漏寫筆畫的情形出現，如「隹」少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