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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課程設計─以美勞活動為例（96 年 9 月 24 日） 

 

文／黃齊慧 

 

「小君剪得真棒，比我還厲害耶！」「小語看這裡，畫十下就可以休息了！

姐姐幫你數，1、2、3……」這些是在普通班進行融合美勞課程時常聽到的話。

每當聽到這些鼓勵的話語，都會讓我感動，因為這代表了這一年課程的成果，他

們不但漸漸熟悉接受這一群「似乎和他們不一樣的同學」，甚至還看到了他們的

優點，讓我們這群特教老師，有了持續帶著學生去普通班上融合課程的動力。 

 

融合美勞課程多屬靜態課程，因此會以新奇、有趣的內容，引起學生的興趣，

但在過程中也須確實達到互動的目標。獎勵制度是課程中必要的一項，可以用一

個月累計分數的方式，找出前兩名的組別發給某些獎勵，例如特教班專屬活動室

的入場券（根據多年觀察發現，這個獎勵一直是普通班學生的最愛）。計分項目

包括作品、合作、秩序及熱心小天使的評分，並依各班的特質加重每個比重的分

數。也可配合普通班上原有的獎勵制度一同進行，這些可在課前與普通班老師討

論。 

 

關於特教班學生分組方式，可以依普通班學生的意願來選擇，而每個擔任小

天使的人，可以為他的組別得到分數。有時某些特教班學生擁有超高人氣，便會

請他選擇一個小天使，這時就會出現普通班學生為了爭取青睞，而使出各種花

招，非常有趣。有時在分配學生時還可做些變化，例如將一個學生名字放入信封

中，當大家選完後，再來看信封中的名字，只要選中信封裡的學生的組別，就可

加碼計分，除了增加趣味性，也激勵普通班學生擔任小天使的意願。 

 

設計教材時會參考融合班級的藝術與人文課程，再配合特教班的單元主題做

設計。 

 

以下是八個中年級特教班學生與普通班四年級，進行美勞活動的教材設計範

例： 

 

一. 認識特教班同學 

 

１.我們都是好朋友：組內一個特教班同學躺在壁報紙上，全組共同合作畫

出他的半身畫像，然後著色，適合作為第一節「相見歡」的課程。 

 



2.創意名牌：由普通班學生設計特教班同學的名牌，一方面熟悉特教班同學

的名字；一方面在詢問過程中，製造互動機會。做好的名牌日後可以掛在教室內

外，作為展示學生作品時使用，一舉多得。 

  

3.圖畫課表：在壁報紙上列出特教班課表，讓學生用圖畫方式表現各種課

程。這時普通班學生大都會羨慕特教班同學可以溜冰、游泳或辦理社區適應活

動，也很訝異他們會煎蛋或到超商買東西。 

 

二.配合特教班單元： 

  

1.小小商店：配合「我會買東西」單元，設計商店標，並用撕貼方式做出，

再畫出商店內的商品貼在陳列架上。 

  

2.彩繪捷運：配合「我會坐捷運」單元，用馬賽克拼貼方式，自由設計捷運

外觀。 

 

三.配合節慶，一起同樂 

  

1.薑餅人：耶誕節時可以訂購市面上販售的薑餅人（建議不要做薑餅屋，因

為過程過於繁雜，最後幾乎是大人在做）。 

  

2.簡易香包：用不織布剪出兩片一樣的形狀，用雙面膠黏合，留一小孔塞入

摻有香粉的棉花（香粉在香鋪可買到），再用不同顏色的碎布裝飾，黏貼碎布時

可用白膠。 

 

四.為特教班同學設計教材  

  

1.簡易畫冊：教導「一紙書」的作法，請學生設計出一個簡單圖畫，然後用

四到五個步驟依序把它畫在一紙書的各頁上，類似市面上販售的順序畫冊。 

  

2.迷宮、拼圖：先以走迷宮或拼圖競賽吸引學生興趣，再請每個人設計自己

的迷宮或拼圖。 

  

在這些活動中，特教班學生則會依能力設計簡化的教材讓他們完成，或是指

定專屬工作，如「串門簾」的活動中，串紙捲的工作就指定由特教班學生做。在

設計迷宮或拼圖的活動中，普通班學生所設計出來的成品，規定要給兩個特教班

同學走或拼，才算完成。 

  



另外，在課程進行中，教導普通班學生和特教班學生間正確的交流是最主要

的目標，例如：小天使如何協助特教班同學完成美勞作品；特教班同學不想做時

又該如何鼓勵他完成；教導特教班同學如何正確向別人表達想法和要求。這些在

實際情境中的演練對於兩方的學生，都會是學習互動的最佳方式。 

  

在這些年的課程中，學生所給的回饋是最讓人高興的。在作品上，普通班學

生創意無限常給我意外的驚喜；特教學生在漸漸熟悉這樣的模式後，也開始學習

模仿普通班學生的作品。在互動上，普通班學生在校園中會熱情的打招呼，在課

程中也能適時扮演小幫手的角色；而特教學生則越來越熟悉這些普通班的同學，

進一步拓展了人際圈。 

 

 

教師手札─輔導憂鬱症傾向兒童（96 年 9 月 24 日） 

 

文／主愛 

 

童年應該是快樂的、無憂無慮的時光，令人遺憾是的，隨著社會變遷、家庭

瓦解、自我的膨脹，以及自我意識的消失，越來越多已開發國家兒童受到憂鬱症

的侵蝕。這種「心的感冒病毒」，常因為一般人視為「精神疾病」，造成個人不敢

勇敢面對，以致錯失及早治療的良機。 

 

兒童憂鬱的原因很多，其中屬於個人因素的有：人格特質、焦慮個性；屬於

家庭因素的有：個人遺傳體質、父母教養態度不當、遭受過重大的創傷而留下的

傷痕；屬於學校因素的有：功課低落、人際關係欠佳等諸多原因，都會導致憂鬱

傾向。 

  

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系教授魏麗敏，編製了一份適合一般小學及青

少年使用的「憂鬱量表」，可以作為篩檢憂鬱症的參考，幫助教師及早發現、及

早輔導憂鬱兒童。 

  

憂鬱兒童的輔導策略，建議要建立社會支持網路，這其中包含傳播媒體要多

報導正面消息，建立社工制度，讓「張老師專線」普及化，定期辦理社區專題講

座，提供多人進修研習…… 

  

學校方面，在輔導上應多加強團體諮商、加強親職教育的實施；在教師方面，

要多訓練學生遇到困境時正向的思考態度，教師多傾聽與陪伴兒童，強化兒童社

會化的技巧，和做好預防自殺的宣導等。 

  



近年來，社會醫療機構、民間公益團體對憂鬱症投注不少心力。有鑑於國內

兒童憂鬱症問題愈趨嚴重，值得學校教育工作者和輔導人員正視，並確實落實偏

差行為的教育與輔導。相信藉著家庭、父母、教師、輔導員、社會大眾的多重努

力下，多關心兒童的內心世界，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憂鬱的問題定能逐日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