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19 特殊教育 
巡迴輔導策略建議 10 
發展遲緩兒之教學輔導策略 
文／藍雅（學前特幼巡迴輔導教師） 
  
小天和威威都是未滿六歲發展遲緩的孩子，由於他們在認知、動作、語言溝

通，以及社會情緒、人際互動方面較一般孩子有明顯的不足，致使他們在學校或

家中，都出現一些不知如何改善的問題、行為，讓教師及家長感到困擾。現在就

孩子在學習中常見問題，以及可運用的教學教養輔導要點與建議策略，概述如下。 
 
團體活動中的專注力與持續度不足 
  
在團體活動中，由於孩子的認知與理解能力不足，聽不懂大家討論的內容，

總是無法靜下來專心聽講而四處張望，或總是很難坐定而動來動去，顯現出明顯

專注力不足。有時孩子注意到目標，卻維持不了多久，頻頻插嘴，打斷老師同學

說話，或逕自起身離開位子，再不就是在教室內走動游移等，顯現出持續度不夠

的情形。 
 
建議策略 
一、座位安排靠近教學者 提升專注力和持續度 
教師在進行團體教學時，應將專注力不足、持續度不夠的孩子的坐位，儘量

安排靠近老師的前方或左右側，方便老師可就近隨時提醒、叮嚀或提供協助，避

免因距離較遠，孩子無法集中專注力，老師要制止、提醒或協助時，影響到教學

活動的持續。 
 
二、增加師生互動機會 提高學習興趣 
  團體教學活動中，由於孩子的專注時間較短，持續度較低，教師可在討論的

過程當中，多一些與孩子互動的機會，或讓孩子回答問題，以加強確認孩子是否

理解討論內容或是否專注。 
  
教師也可讓孩子協助拿取展示的教材或教具，避免孩子因坐不住而游移。另

外，請孩子幫忙分發、傳遞物品等，讓孩子有機會起來走動或稍做活動，也可以

避免孩子因坐太久而感到不安或不舒服。提升孩子參與活動的專注力及持續度

外，也可讓孩子感到被重用、有成就感，藉以提高孩子的學習動機、興趣、意願

和自信心。 
 
 
 



語言表達不流暢 無法與人進行有效溝通 
  
小天和威威理解訊息的速度較慢，理解他人話語的能力較差，因此在同儕互

動、回答問題、表達需求時，常出現詞彙量少、語意不清、不符合情境對象、語

法錯誤等情形。由於他們聽不懂抽象概念語彙，順序序列概念差，邏輯推理概念

弱，僅能以簡單的語句，概略的敘述自己的生活經驗，無法適切的表達需求、意

圖，不會因果聯結描述事件的內容，以致無法和別人進行有效的溝通互動和學習

行為。 
 
建議策略 
一、充實生活經驗 把握機會教育 
  小天和威威雖可簡單的敘述自己的生活經驗，但情節無法完整，必須積極充

實孩子的生活經驗，以豐富他們與人對話或溝通的內容。例如老師帶孩子們校外

教學或出去旅遊，沿路介紹周遭的人、事、物、景；此外，更可把握機會，在情

境中引導孩子使用語言與別人建立互動行為，如買賣、購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時，應注意的禮儀，以及打電話、遊動物園等，從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引導孩子

使用已習得的語彙、語句，隨時把握孩子的需求，以及打招呼、情緒表達、敘述

事件等目的，適時的介入、引導溝通互動。 
 
二、看圖說故事 豐富語句遊 
教學者可準備多種圖卡，並視孩子的能力，將圖卡加以分類，再以遊戲的方

式，引導孩子說出圖卡中的物品名稱、人物、事件、時間、地點，或描述物品的

顏色、形狀、特徵、功能，或事件內容人物的特徵、動作、行為。 
  
此外，以提示、協助的技巧，引導孩子將詞彙連接成簡單的短句（主詞＋動

詞），如：小白兔在騎車、大象在玩水；也可進一步引導孩子說出：小白兔在公

園騎車、大象在海邊玩水，加上地點的較長的短句（人物＋地點＋動作）。上述

的方式可協助孩子漸漸增加使用語言的長度與深度，成為完整的句子。 
 
三、透過故事序列圖卡 引導孩子看圖說故事 
以「⋯⋯然後⋯⋯，因為⋯⋯所以⋯⋯，先⋯⋯再⋯⋯，一邊⋯⋯一邊⋯⋯」

等連接詞，引導順序概念、因果關係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並透過大人的示範，讓

孩子複述或仿說出正確的完整句，直到重複練習熟悉後，再以故事接龍的方式，

協助引導孩子看圖說故事。 
 
社會性行為與人際互動不佳 被同儕排擠和拒絕 
  
小天和威威與同學間之互動行為，不會主動向人問好、打招呼，不知如何與



人示好；對於他人的問候、招呼或詢問，因無法理解而未能適時友善的回應。也

由於缺少主動的表達，缺乏回報式的社交行為，在班級中大都出現獨處或旁觀的

情形。再加上語言表達能力不佳，會出現推人、打人、撞頭、哭、叫等肢體動作

來表達需求。團體遊戲時間，兩人因缺乏溝通的技巧，不知如何加入同儕活動，

大都出現模仿、相互追逐的遊戲行為，或趁亂參與，跟著跑、叫、跳、打的情形，

常被誤認為有好動、過動或衝動甚而暴力的行為，而成為同儕告狀或排擠、拒絕

的對象。 
 
建議策略 
一、團體遊戲牽引協助 
  多安排設計一些遊戲活動，讓孩子有機會與同儕正向互動接觸，透過團體遊

戲、音樂遊戲活動，引導孩子使用正確的方式與人招呼，參與活動並融入團體。

還可設計須兩人以上同儕合作的遊戲活動，拉近孩子與同儕的距離，透過同儕的

牽引、協助，共同參與活動或一起解決問題。教師並應適時的介入，示範、指導

牽引幼兒協助的要點。 
 
二、社會性故事角色扮演正確表達 
  小天與威威，對於自己或他人的心情、情緒都未能適當的表達、描述，教師

或家長可運用相關情境的故事，或進行角色示範、扮演、模仿，讓孩子了解並學

習正確的表達方式。 
  
另外，也可使用表情圖卡進行遊戲，在模擬的情境中，讓孩子選擇適當的心

情表情圖卡模仿或回應，透過表情圖卡或社會性故事圖卡的運用與練習，再加上

家長或教師在情境中的引導與提示，讓孩子正確且適當的管理自己的情緒。 
 
輔導成效與心得 
  
輔導過程中，巡輔老師與家長密切的溝通晤談，討論可運用施行的教養策略

及態度，並督促家長落實執行。同時，協助班級老師或示範在團體活動中，兼顧

孩子在學習與適應上的特殊需求，並偶爾將孩子抽離團體，進行個別能力的加強。 
   
一學期下來，孩子可在指定的坐位上聆聽欣賞、參與活動，以適當的語言表達

需求或回答問題，能和同儕快樂又平和的一起玩，在各方面均可看出明顯的成長

與提升，此實為親師共同努力合作的成果。 
  
在此，提醒為人父母與為人師者，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除能力標準無法

要求與一般孩子相同外，不應給予特權或過度協助，或忽視、放縱。因為，過度

的協助即是減少其學習、練習的機會，而忽視、放縱或特權也是助長其問題行為



的發生和孳衍，此實為教師和家長務必切記防範的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