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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策略在特殊教育的應用 

 

文／邵慧綺 

 

  「記憶」對生活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更是一切學習的基礎。許多身心障礙學

生，尤其是認知性障礙者（如：智障、學障等），通常都有記憶方面的問題，而

記憶能力的缺陷往往也會影響其學習成效。 

 

  一般而言，智障學生在記憶方面的能力有下列特徵，包括短期記憶較弱，長

期記憶與一般人無異；不善使用策略以幫助記憶，而學障學生的記憶缺陷通常

有：感覺記憶有缺陷；短期記憶較差；工作記憶較弱；不善使用策略幫助記憶；

長期記憶與一般人無異等特徵。 

 

  認知心理學家主張，教導學習策略可促進教學效果，而記憶策略便是學習策

略中相當受重視的部分。記憶策略一般可分為三大類型：（一）複誦策略：如反

覆背誦、抄寫法等；（二）組織策略：如記憶塊、歸類法、分層體系、大綱法等；

（三）精進策略：如心像法、聯想法、故事法、首字法、詩歌韻文法、諧音轉換

法、位置法、關鍵字法、字鉤法等。 

 

  許多研究支持使用記憶策略確實能增進記憶，記憶策略也是可訓練和指導

的，而記憶策略運用到特殊兒童的教育上，也普遍獲得效果。因此，如何因應身

心障礙學生的記憶特質做適當的介入，及教導學習者改進及使用記憶策略，發揮

最大潛能，為教育上富挑戰性的課題之一。以下提出記憶策略對特殊教育教學的

啟示： 

 

●提供適當的訓練與練習 

 

  儘管記憶策略可幫助增進記憶，但並非每個人都會使用策略，原因在於缺乏

策略訓練。因此，為使學生善用記憶策略，提供適當的記憶策略訓練（含策略說

明與應用練習）是必要的。 

 

●因應學生特質提供個別化教學 

 

  在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可指導學生運用記憶策略提升記憶能力，而指導時應

考慮學生能力、發展情況、教材內容、障礙類別、發展階段、年齡等，選用適合

學生的記憶策略來指導，較能達到效果。  



 

●善用增強 

 

  當學生已注意應注意的刺激，或使用記憶策略幫助記憶時，皆應即時予以增

強。因此，除了教導策略的使用外，也應善用增強的方式，以加強學生使用記憶

策略的頻率。 

 

●結合注意力訓練  

 

  針對特殊學生的教學，經由加強注意力以促進記憶力，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因此，除了運用記憶策略，同時也要訓練其集中注意力、觀察學習材料的特性等

方式來幫助學習效果。 

 

●以外在線索輔助學習 

 

  記憶教學可透過外在線索輔助學習，即對於視覺性的材料，利用畫線或空間

上的分隔等外在線索等來提醒注意和記憶；另外，教師對於教材選擇或編寫，必

須明白標示主題關鍵詞和標點符號，使學生能儘速掌握文章中的主要概念。  

 

●刪去不必要的訊息 

 

  呈現教材時須將無關緊要的訊息去掉，以免學生分心，增加學習者的記憶負

擔，對於學習成效反而有害，故應儘量避免使兒童同時記憶很多不同的訊息。 

 

●了解學生使用策略的情形 

 

  當教師在指導學生運用記憶策略前，應先了解學生運用策略的情形，以及已

會運用哪些策略輔助學習等問題，然後，再指導適合學生發展階段的學習策略，

這樣或許容易達到教學目標。 

 

●與其他學習策略結合 

 

  記憶策略外，學習策略尚有閱讀理解策略、問題解決策略等，因此，除記憶

策略外，幫助學生具備運用其他學習策略的能力，是應積極推行的方向。 

 

  當教育者愈了解學生的記憶能力與缺陷，則愈有可能針對學生不同的能力與

需求，設計適用的教學方案，此即所謂的「對症下藥」。教師在從事實際教學時，

更應考量學生的個別差異，以及學習指導的整體性，俾能全面性的指導特殊學生



成功的學習。 

 

以小團體輔導 強化智障生人我界限 

 

採訪／古思 

 

  性別平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議題，尤其是智能障礙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更是

不能輕忽。 

 

  林口啟智學校輔導主任黃維齡與臺北啟智學校臨床心理師余信珠皆表示，心

智障礙學童對身體的界線不是那麼清楚，對人際互動應有的觀念也較為薄弱，兩

校都藉由小團體輔導，強化學生觀念。 

 

  黃維齡表示，該校性別教育落實在學校生活教育中，教師透過社交技巧的團

體輔導，教導學生與人互動的正確觀念。 

 

  「智障生多半不能理解抽象的道理，學校會利用人體模型教具及影片，讓學

生了解自己的身體，或透過『身體紅綠燈』遊戲，教導學生分辨身體的私密部位。」

黃維齡說，教師會展示身體部位的圖片，讓學生依私密程度給予燈號，親友家人

可觸碰的部位給綠燈，經同意可觸碰的給黃燈，任何人都不能觸碰的地方則給紅

燈。 

 

  此外，學校也在性別平等的宣導活動中，利用劇團、相聲等較有趣的表演方

式，吸引學生對性別議題的關注。「雖然心智障礙學生對愛情的認知比較低，但

他們還是懂得傳遞愛慕的訊息，只不過有時寫出來的情書讓人看不大懂。」黃維

齡說。 

 

  遇到這樣的情形，教師會特別留意學生的「喜歡」究竟是「欣賞」還是「愛

戀」，進一步引導他們回歸正常的社交。「就算真的很喜歡對方，想更進一步接觸，

也會教他詢問對方：『我可以打電話跟你聊天嗎？』或『我可以跟你牽手嗎？』

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 

 

  除了自我保護，黃維齡特別強調兩性間的尊重。「『尊重』對他們是不容易理

解的，所以要讓他們分辨什麼是可以做的行為，什麼是不可以做的行為。男女生

之間也要學會互相幫忙，不能欺負對方。」 

 

  余信珠也分享在臺北啟智學校的輔導經驗。「小型的輔導課程最基本的就是

認識自己的身體，特別是身體中不能讓人觸碰的私密處，像是女生的胸部和屁



股、男生的生殖器，老師會伴隨動作，具體講解每個部位。」 

 

  余信珠補充，研究數據顯示，智能障礙孩童的親友，較一般人更有機會親近

他們，學校也會深入了解家中幫學生洗澡的對象是誰。「如果女生是由父親幫忙

洗澡就比較不妥，學校會儘量與家長溝通，讓同性來協助。」 

 

  余信珠說，課程中也教導孩童分辨什麼是適當的碰觸，什麼是不適當的碰

觸。「例如跳舞時，同學手牽手，就沒有不當的意圖；但是如果有人有不適當的

碰觸，就要做好自我防衛，立刻跑離現場。」 

 

  余信珠表示，學校也和附近商家串聯形塑安全網絡，讓學生上下學的人身安

全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