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教教師 陳昱達、曾欣怡 

高雄高商 
社會技巧 

教材編制社群 



分享大綱 

 課程主題 

 教材編制 

 教學實例：自我成長、壓力因應 

 社群省思 



本校社會技巧課程主題規劃 

★六大主題設計建構學生 
社會技巧。 

★依學生需求個別化設計符
合其需求之課程。 



本次分享之課程主題 

適用對象：依據學生個別需求提供 



本次教材編制設計 

教師版 學生版 

1.教師版手冊 

2.課程教學紀錄 

3.IEP學年學期教育目標設定 

1. 學生手冊（設計不同版本
之教材，評量方式與提示
方式不同） 

2. 期末回饋表設計 

3. 每次上課之課程反思表 



自我成長 

01. 

特教教師 陳昱達 



課程規劃表 

友誼篇 自我成長篇 
1. 友誼是什麼？ 

2. 朋友的來源 

3. 聊得開，吃得開 

1) 開啟話題 

2) 延續話題 

3) 維持話題 

4) 聊天小撇步 

1. 自我覺察 

2. 自我接納 

3. 自我決策 
 



課程參考之核心素養 

友誼篇 學習表現 
1. 友誼是什麼？ 

2. 朋友的來源 

3. 聊得開，吃得開 

1) 開啟話題 

2) 延續話題 

3) 維持話題 

4) 聊天小撇步 

高組： 

1) 特社2-IV-7 欣賞不同朋友的獨特性，建立不同

層次的友誼。 

2) 特社2-V-7 與不同特質的朋友互動，選擇適當的

回饋，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維持友誼。 

低組： 

1) 特社2-II-3 遵守團體規範，並依情境回應他人的

邀請或主動加入團體。 

2) 特社2-III-5 明瞭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地方，交友

時不以單一標準或條件選擇。 



課程參考之核心素養 

自我成長篇 學習表現 

1. 自我覺察 

2. 自我接納 

3. 自我決策 
 

1) 特生4-sP-1 認識自己並接受自己的
特質。 

2) 特生4-sA-7 參與和自身權益相關的
活動，並表達意見。 

3) 特生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責。 
4) 特生4-sA-3 能表達對生涯規劃的想

法，並與他人討論。 



課程教學觀察 

課堂上學生的行為表現觀察，及課程設定之目標是否達成。
若未達成，需要如何調整 



原課程省思摘要 
（喜歡、不喜歡、沒感覺） 

新版課程省思摘要 
（有幫助、沒有幫助） 

課程省思摘要 



期末回饋表設計 

除單堂課程回饋外，學生針對本學期總體課程設計做回饋，
以便老師針對教材及課程設計進行修改和討論。 



單元設計實例與教學方式 

透過影片欣賞、問題討論、實際演練 進行課程 

*以基礎篇友誼是什麼為例 *以聊得開，吃得開為例 



結合課程的IEP會議主持 

學生能參與和自己自身權益相關的會議，表達自己的想法及需求 



教材設計的前與後＆教學後省思 

1. 一年級彼此不熟，難以進行討論或無法放開心討論 

二年級小組，討論熱烈且能夠深度分享。 

→未來設計：以桌遊帶動學生學習動機並促進交流與情感。 

2. 原教材零散並未系統結構整理（且分散於一、二年級）→ 

將開啟話題、延續話題、結束話題系統性整理成系列性教材 

（教材內容依據學生需求進行教學，自行增刪或調整） 

＊例：學生表示自己的難處在開啟話題，故維持話題就帶過 



壓力因應 
特教教師 曾欣怡 

02. 



課程主題→單元→IEP目標 

壓力因應 

情緒表達 壓力紓解 自我效能 

特社1-E3-1 處理
情緒(三)情緒表達： 
能了解複雜的負向
情緒因應策略 

特社1-J-2 處理壓
力(四)壓力紓解： 
能了解心理壓力的
因應策略 

特社1-E3-3 自我
效能(三)自我效能： 
能接納自己的優弱
勢能力，以利生涯
轉銜。 



課程規劃表（課程→教學） 

情緒表達 壓力紓解 自我效能 

1. 生活體驗 

2. 心理健康檢核表 

3. 賞析梵谷的生平 

4. 給梵谷/○○的
一封信 

1. 壓力辨識 

2. 壓力覺察(戰或
逃?)  

3. 壓力因應(化壓
力為助力)  

4. 壓力管理(成功
的彎路) 

1. 專題報告 

2. 小組評論 





教材編制 



單元設計實例與教學方式 

透過影片欣賞、問題討論、實際回饋 進行課程 



課程單元與ＩＥＰ評量 



教材設計的前與後＆教學後省思 



教材設計的前與後＆教學後省思 

1. 教材差異化：呈現方式(關鍵字句)、作答方式(提示字句) 

2. 教學遊戲化：10-15分鐘的小活動(桌遊、牌卡、積木等) 

3. 評量結構化：教學行事曆-學期教材(以段考分成三單元) 

                              -期末IEP目標和評量 

4. 類化：結合學友週誌(三點檢核表→看見進步) 



Q＆A 時間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