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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篇專欄所提的拼音、識字及閱讀理解，在補救教學上多是偏

學習的輸入管道，之後要提的寫字及寫作，則偏向學習的輸出管道。  

 

 由於單純寫字障礙在學習障礙中所占比例極低，因此，在補救教學

順序上，多是輸入優先於輸出。  

 

  書寫是有預備歷程的，要擁有寫字能力，須經過預備過程；書寫

的行為並非以年齡為界定，重點在於幼兒如何經由協助達到運動機制

成熟，透過與環境的互動產生書寫行為。  

 

書寫的發展有二：一是運動協調機制；二是書寫機制。兒童小肌

肉運動發展、手眼協調、空間知覺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能透過與環境

互動，發展書寫能力，也就是生理上的預備能力須夠成熟，才能發展

出自然良好的書寫習慣。  

 

  在讀寫概念的萌發時期，兒童會自我探索周遭環境中的書寫文

字，自我建構文字的形式與概念。通常「手寫困難者」，手寫能力顯著

低落，但識字能力正常，雖然寫字速度表現有正常的水準，寫字品質

卻呈現低落情形；「讀寫都困難者」則是識字及手寫能力都顯著低落，

因此整體讀寫能力都明顯低落，而手寫能力使寫字成品的結構呈現較

大問題。  

 

  一般學校教學中，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的學生，常會出現讓老

師困擾的一些現象，除可由學校輔導室送請縣市政府鑑輔會鑑定，以

求與特教服務接軌外，建議在教學策略上做如下調整：  

 

一、寫字時呈現無筆畫概念情形  

 

  教師教寫字時，可歸納字的筆畫原則，使學生有所遵循，不易犯

錯。有筆畫問題學生的書寫狀況歸納如下： (1)字為上下相疊的筆畫



時，通常由上而下書寫，例如：「三」； (2)字分左右兩邊時，通常先寫

右，再寫左，例如：「媽」、「源」、「科」等； (3)字有橫豎兩筆畫時，

通常先寫橫筆畫，再寫直筆畫，例如：「下」； (4)字中間有一直勾筆畫

時，先寫直勾部分，例如：「水」； (5)連串全字筆畫的那一畫，通常最

後寫，例：「手」； (6)字有左右對稱兩筆畫時，通常先寫右邊的筆畫，

再寫左邊的筆畫，例如：「人」。  

 

  有些孩子的大腦運作，是用右半腦圖形區輔助左半腦寫字區，對

他們來說，寫字如同畫圖，極難呈現筆畫規則，所以一般不會強求其

筆畫順序，而是要求字寫得正確或可辨認為優先。現今由於電腦使用

的普遍，多數筆畫混淆、字易左右顛倒的學生，通常都能在學習電腦

輸入法後，得到相當大的輔助。  

 

二、因書寫速度緩慢衍生學習問題  

 

  1.調整作業分量：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的學生，在每分鐘書寫

速度上落後一般學生，教師在安排作業上可減少其作業量，但要求書

寫品質。在學習書寫的同時，應指導其坐姿、握筆姿勢，並給予適當

的輔具（如：筆管較粗的鉛筆、握筆器等），協助養成良好的書寫準備。 

 

  2.提供輔助格線的簿子：教師可準備具有輔助格線的簿子給學生

書寫，即使中高年級生，如果無法以無格線或較小的格子書寫，也可

提供低年級或有格線的書寫簿，讓學生學習以輔助線判斷字體的部件

大小和配置。教師並應提早教導學生對部件的認識，以及關於中文字

形結構的相關教學。  

 

  3.先學手寫再學電腦輸入：建議在五年級時，孩子字形概念發展

趨於穩定前，應讓他們儘可能採用手寫。若過早因他們障礙而教導電

腦輸入，通常孩子較易喪失俗稱的「有邊讀邊」的中文字直覺辨識能

力。電腦輸入與手寫字形較無直接關聯性，但可採電腦手寫板方式輔

助。  

 

  4.要求書寫品質及掌握作答時間：在有書寫時間限制的情形下，

學習障礙伴隨寫字問題學生的「字形結構」問題，較一般生嚴重；教

師平時須要求學生注重書寫品質，並讓學生自己設定時間，完成某項

書寫活動。面臨考試時，應先瀏覽考卷內容和需要書寫的題目，會寫

的題目優先寫，降低最後才進行寫字部分所帶來的考試焦慮，並避免

因時間來不及才錯字連篇、筆畫潦草的交出考卷。教師可視情形給予



延長作答時間，尤其是有作文及造句測驗時，掌握考試時間的技巧更

為重要。  

 

  5.提供考試服務措施：在做紙筆測驗時，除了準備齊全的文具外，

可針對學生問題，改變作答的形式或給予輔助提示。例如：若行距掌

控不當，應該善用尺、有印刷格子的塑膠墊板等物品，協助掌控書寫

間距；如果字元間距離太大或太小、部件大小控制不良，教導其在下

筆前先想一想起筆位置再下筆。若真的無法改善，可要求延長考試時

間、電腦作答、口試或是重謄答案卡的考試服務措施。  

 

  6.運用聽覺校正方式，協助視覺與心像上的學習：指導學生寫字

時大聲複誦，跟隨口語寫字，善用聽覺校正方式協助視覺與心像上的

輸出。例如：學生若抄寫課文需要一看再看對照，速度緩慢，可建議

父母帶至醫療院所檢查是否有手眼協調或視力不足問題：也可建議學

生每抄一句時先念一兩次，再下筆寫，或抄寫前先在心中默念幾次，

覺得有短期記憶時再寫下來。  

 

  7.增加視覺專注力：抄寫黑板板書或聯絡簿時，要求學生先默念

黑板上的句子或字詞，再一字一句寫下來。若抄寫課文時有速度緩慢、

跳行、增加或遺漏字句等現象，除了默讀外，教學生一邊用手指，一

邊抄寫；或用尺或遮板，寫完一行才露出下一行，增加視覺上的專注

力。  

 

  8.提升抄寫能力：指導學生抄寫前，先把整篇文字默念一遍，以

熟悉內容，或帶學生一字一字閱讀並抄寫，避免抄寫過程中加入其他

字。同時，要求學生寫完須自我檢查，並念念看是否通順；將黑板上

的關鍵字標記起來，或常玩視覺複製遊戲，也有助於提升抄寫能力。

例如：給學生一張畫有簡單幾何圖形的圖片，請學生看一段時間後遮

起來，把印象中的圖形畫出來，不記得則再看一次，一直到畫完圖形

為止，以增進其視覺複製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