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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教具之運用 

 

文／柯雅齡 

 

感官教具是指視聽、觸動等多感官訓練的玩具，在前幾期的文章中已陸續介

紹了音樂玩具、視覺玩具……，今天我們將繼續介紹其他適合發展遲緩兒學習的

相關教具玩具。 

 

身體 SPA 

 

利用不同材質的用品（海綿、粉撲、毛巾、揉過的紙張……）輕碰或重壓在

孩子身上，對較小的孩子，當按壓到身體某些部位時，大人說出該部位的名稱，

提供孩子認知語言的理解；較大的孩子則鼓勵其自行說出該部位名稱。兩個人以

上進行活動時，可比賽誰先說出該部位名稱，或輪流當發號施令者說出該部位名

稱，大家再將不同的觸覺刷放在自己身體的該部位上，動作最慢者即淘汰。 

 

與光同行 

 

利用不同光線大小的手電筒跟孩子進行追光遊戲，先將教室或房間燈關閉，

並挪出空間，以考量孩子的安全性為前提，讓手電筒的燈光打到牆壁上，依序以

定點、慢慢移動、跳躍打光方式進行，改變打光的位置；或改變燈光強弱（調整

手電筒的燈光大小，或使用不同強弱燈光的手電筒或螢光筆）及顏色（在手電筒

上加上不同顏色的玻璃紙），增加不同視覺效果。 

 

１.將光打在定點，讓孩子追逐拍打牆上的光；對肢體動作較差的孩子，可

以將光打在孩子身體部位，讓孩子去抓身上的光，充分參與活動。 

 

2.將光線打在地面，慢慢前進，讓孩子跟著光線一步一步前行；讓光線進行

跳躍，孩子跟著光線改變做出跳躍動作。孩子較為熟悉後，可在地面上貼上螢光

膠帶及小框框，讓孩子有前進及跳躍的視覺線索。 

 

3.在牆壁或地面上貼上不同圖案，光打上該圖案時，孩子要說出該圖案名

稱；或將光打在某個孩子身上（不可打在孩子眼睛），讓同學比賽說出孩子的姓

名，增加趣味性。 

 

4.也可以讓遲緩兒拿著手電筒，體驗遊戲的樂趣！ 



 

跟聲音玩遊戲 

 

在瓶罐內加入不同內容物，像是豆子、花生、紐扣、硬幣、小塊橡皮擦等，

讓孩子玩辨音配對遊戲。例如準備 2～3組內容物一樣的瓶子，讓孩子自行配對

出一樣的瓶組；也可以練習在幾個相同內容罐中，找出不同的內容罐，例如三個

瓶子內兩個裝花生，另一個裝硬幣，讓孩子搖晃瓶子找出裝硬幣的罐子；除了替

換內容物，也可以同一內容物但數量不同，例如有的放入一個硬幣，有的放入三

個硬幣，有的放入五個硬幣，或更多，同樣進行配對及找出不同數量的瓶罐。也

可以讓孩子拿著聽音筒，隨著音樂旋律打節奏。 

 

另外，可與遲緩兒共同製作聽音筒，讓孩子看見放進的內容物，一邊放入一

邊說出內容物的名稱，並再嘗試搖動聽音筒，讓孩子感覺不同內容物放入瓶罐中

所發出的聲音不同。 

 

超級好鼻獅  

 

嗅聞可以讓孩子有放鬆或警醒效果，利用小塑膠瓶罐放入不同味道的固體或

液體物（也可用棉花沾著液體放入），剛開始以孩子生活中熟悉的味道開始進行，

像是不同口味的食物、常吃的水果、媽媽身上的香水味等，讓孩子說出聞到該味

道的感覺；除了放在小塑膠瓶罐內，還可以製作不同味道的香包，同樣可進行配

對，及尋找不同味道香包活動。 

 

 

如何面對特殊教育的評鑑？ 

 

文／菲林 

 

原本認為特教老師只要努力教學就足夠，為何還要評鑑？但是經過訪視評鑑

之後，發現評鑑有正面的意義，就是改進缺失，向更好的目標前進。老師千萬不

要認為評鑑只是帶來壓力和煩惱，其實是來看看老師是否達成教學目標，是否擁

有豐碩的教學成果。 

 

面對評鑑的事項多如牛毛，想在短時間之內完成，是強人所難的，其實還是

有幾點方法來應變的： 

 

一、做長遠的規畫：老師在擬定 IEP（個別化教育方案）時，可以就長程目

標、中程目標、近程目標來進行。一開始不必急於在短時間完成大量的工作，只



要先完成短程的計畫，日積月累，就有一大堆的成果。譬如製作教具，跟著課程

一次做一種，經年累月，就會累積十幾種教具，運用起來更得心應手。 

 

二、針對評鑑項目來擬定計畫：評鑑的指標很多，正是引導我們如何去做準

備，才不會迷失方向或是變成無頭蒼蠅。像教室的美化，就可以朝向功能性的布

置去進行。最好和學生正在上的課程配合，因為這些布置都是課堂上上過的，學

生覺得有親切感，下課時隨意瀏覽，更會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三、以謙虛學習的心看待：老師跟著評鑑的指標項目一一去實現，會讓教學

更充實。但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當評審人員指出老師的缺點，老師應抱著虛

心向上的態度，把評審人員當作良師益友，有錯誤不要氣餒，要愈挫愈勇，努力

改進缺失把工作做到最好。做錯沒關係，至少自己曾努力過。 

 

四、以學生的利益考量，做最好的特教服務：也許一項評鑑目標後面有許多

待準備的細目，很繁瑣。例如學習單的製作，要細步化和系統化的練習，學習單

不會只是一張。而戶外教學行前的規畫，行政人員和老師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但

是一旦按部就班完成課程和戶外教學，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學生，那麼所有的努力

和辛苦就不算什麼了。 

 

雖然訪視評鑑已過，但是還是有許多努力的空間，畢竟真、善、美才是特教

評鑑的最終目標，如何以有效率的方法做補救措施，正考驗著特教老師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