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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師專業社群行動方案的準備階段 

本社群計畫是以類似行動研究的架構來進行，從規劃到執行共分成三階段,包含準備階段，

發展行動方案階段，和執行行動方案階段。 以下說明準備階段中的流程。 

本行動方案的準備階段從一百零九年八月至一百零九年十月，共歷時三個月，從召集人和

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師在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開始並決定社群行動方案的方向。 

一、 發現與分析問題 

    本社群的召集人在特教學校和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服務多年，在實務現場發現了一些特教

學生因無口語表達能力,無法表達其需求，產生一些行為問題。有些則因無表達能力無法與人

互動，而被忽視或孤立。有些學生雖會以表情表達好惡，但因手部功能非常受限，使用一般的

溝通輔具相當困難，無法發展進一步的溝通能力。再與一些志同道合的特教老師討論教學現場

的問題時，也發現上述同樣的問題。 

    教學現場的特教老師並非不思解決方法，有些老師會使用圖卡來教導學生與人溝通，但對

手部動作功能非常受限的學生而言，使用溝通圖卡相當困難，且圖卡沒有聲音的回饋，對溝通

較學的成效較有限。視力較差的學生因無法看見或辨別照片與圖案有困難，無法使用圖卡來溝

通。然而學校的溝通輔具因產品價位高,無法大量採購所數量非常有限，況且許多溝通輔具並

非為學生量身定做，所以並非適合每個學生。如何為重度或極重度無口語的學生找到適合其溝

通的輔具，是本社群老師們常思考的問題。 

二、決定社群行動方案的方向 

    本社群召集人於 108學年參與楠梓特殊學校謝哲璋的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經由社

群的課程接觸台南大學林千玉老師的特殊開關和幸福發聲器，另外社群召集人也參與響響輔助

科技的特殊開關與溝通輔具課程，與瑞復益智中心的溝通研習課程認識點讀筆在教學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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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課程，召集人瞭解目前一些可用且便宜的溝通輔具，也認為單鍵溝通輔具和點讀筆若

加上一些特殊開關可協助建立重度或極重度的孩子的溝通能力。    

    這些溝通輔具不似過去學校採購的溝通輔具動輒上萬元，其價格便宜非常多且容易取得，

召集人認為若透過教育局社群的經費補助即可提供給學生使用，也希望社群的執行以類似行動

研究的架構來進行。行動研究是用來改進實務工作的問題,藉由對實務事件的瞭解、現場情境

分析，以尋求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因此召集人認為行動研究的架構非常符合教師專業社群的

理念。 

三、取得社群成員同意，形成團隊 

    經過與這群志同道合的教師們討論，大家同意成立社群並以類似行動研究的模式來進行本

社群計畫，期望透過社群計畫達到解決實務現場的問題與教師專業的精進. 

貳、社群的行動方案發展階段 

   本社群的溝通行動方案發展階段從一百零九年十一月至一百一十年一月，共歷時三個月，

以下詳細說明發展階段的各步驟。 

 一、社群成員的工作分配 

    本社群原始的成員有十一位,其中有特教教師、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有些成員參

加三次聚會後有事無法參加,有些則為後來加入，固定的成員共有邱長森、張蕎麟、吳偉銓、

郭俊宏、李宜學、李淑貞、王惠宜、劉芯吟(因社群時間為接送小孩時間,透過視訊或訪談方式

參加)、周筱文和宋陽共十位。因有些成員為楠梓特教學校行政人員，所以擔任協助行政的工

作，負責協助每次社群聚會的場地借用、布置、影印資料、器材與材料的採購等工作，成員有

邱長森、張蕎麟、吳偉銓。有個案的成員則負責編製教材與進行教學，成員有李淑貞、王惠宜、

劉芯吟、周筱文、宋陽、邱長森與郭俊宏。每次社群聚會有個案的成員會報告個案學習狀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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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困難，所以成員會根據自己的專業提供意見給報告成員作為下次執行行動方案的參考，

在本社群中所有的成員都各司其職，大家分工合作。 

二、 尋找行動方案的個案與確定個案 

    本社群行動方案希望透過溝通輔具和特殊開關協助無口語的學生建立溝通能力，因此社群

成員最初在任教的班級尋找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 

1.語言理解能力:能聽懂簡單口語指示 

2.語言表達能力:無口語或口語不清楚，他人難以聽懂  

3.精細動作:手能自主抓握或按壓物品  

4.社交能力:喜歡與人互動 

      社群成員李淑貞、王惠宜、劉芯吟、周筱文、宋陽先在任教的班級找到至少一位個案，

口頭上與家長溝通讓家長瞭解本社群的目的與如何運作，以確定進行行動方案的個案。 

三、 取得家長同意 

社群成員認為家長的知情同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除了口頭與家長說明之外，也取得家長 

書面同意才開始進行社群行動方案。以下為社群成員給家長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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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       家長:您好 
    為了協助無口語或口語語彙很少的學生溝通，我們和一群特教老師組成跨校合作的教師
專業精進社群,我們想透過溝通輔具(點讀筆或按壓開關會說一句話的輔具)協助您的孩子與
人溝通.為了與社群教師和治療師討論您孩子的學習狀況,我們會為您的孩子錄影或拍照,以
記錄其溝通能力的進步狀況,錄影或拍照不會上傳網路;只做教學紀錄與老師們討論與改善教
學成效的參考，以及今年六月在教育局的教學成果發表會上展現，其他都不會流傳｡ 
    如果您同意您的孩子當我們溝通輔具訓練的對象,請在底下簽名｡如果您不同意,我們會
尊重您的想法,不會以您的孩子為溝通輔具訓練的對象｡謝謝您的撥冗閱讀此信,非常感謝您
｡ 
                           
                             家長同意書 
 
    我已閱讀本信,並同意我的小孩           為 AAC(擴大溝通輔具)結合特殊開關跨校專
業社群的訓練對象｡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四、 期初評估:粗略了解學生的溝通能力、好惡和作息 

    社群的溝通行動方案原先希望經由「活動本的輔助溝通系統介入三部曲模式」來建立學生

的溝通能力，但因學生的能力差異性非常大(例如:視力佳與視覺能力不佳,肢體動作靈活與動

作非常受限)，無法完全採用此模式。但社群成員的共識為以自然情境的活動來設計溝通對話，

若學生程度佳則可加上核心語彙教學。 

    在設計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前，社群成員先以下列表一瞭解學生在溝通方面的起點能力，

與其好惡以作為增強其溝通行為的參考，以及表二瞭解學生一天在校或在家的作息作為選擇溝

通活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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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學生能力與好惡調查表 

學生:                                       日期: 

學生的能力 

項目 能力描述:請依據學生能力勾選 

語言理解能力 □能聽懂簡單的故事(包含人事地物)□能聽懂兩個以上的指令(完整

句子) □能聽懂單一指令(完整句子) □能聽懂兩三個字的詞彙  

□語言理解非常有限  

補充說明: 

語言表達能力 □能說簡單的故事(包含人事地物) □會回答為什麼的問句(完整句
子)□會回答怎麼做某事或某物的問句(完整句子) □會說簡單的句
子□會說兩三個字的詞彙□鸚鵡式說話 □無意義單音□無口語表達
能力 
□會手語□會手勢表達 
補充說明: 

精細動作 □會抓握（□單手 □雙手）會拉線 ( □單手 □雙手) □會按壓開關 
( □單手 □雙手)  □會左右滑動手指( □單手 □雙手) 
補充說明: 

人際互動 □喜歡與人分享事物□喜歡和同儕一起玩□喜歡幫助同儕 □會注視說話
者 □會對熟悉的人微笑或親近 □用聲音動作表示需求 □對外界無反應 
補充說明: 

學生的好惡 

學生喜歡的休閒活動 □聽音樂□看電視□看電影□唱歌□跳舞□跑步□烹飪□散步□逛街 
□打電玩□打球 □其他: 
 

學生不喜歡的休閒活

動 

□聽音樂□看電視□看電影□唱歌□跳舞□跑步□烹飪□散步□逛街 
□打電玩□打球 □其他: 
 

學生喜歡的食物 □糖果 □餅乾 □冰淇淋  □水果 □蛋糕 □麵包 □炸雞 □漢堡□披薩 
□薯條 □布丁 □果凍□其他: 
 

學生不喜歡的食物 □糖果 □餅乾 □冰淇淋  □水果 □蛋糕 □麵包 □炸雞 □漢堡□披薩 
□薯條 □布丁 □果凍□其他: 

學生喜歡的社會性增

強 

□口頭讚美□摸頭□拍肩□表揚□其他: 

學生喜歡的社會性增

強 

□口頭讚美□摸頭□拍肩□表揚□其他: 

補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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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一日活動表範例 

學生:阿駿                                       日期:109.12.7 

時間 活動 溝通需求 溝通表現 

0750 

 

媽媽載他到學校， 

早自修活動 

跟老師分享昨天或假日活動 

表現前一天看卡通的動作 

跟老師問早 

踩階梯，踩完跟負責

同學說要蓋章 

會主動問早，但發音不清楚 

會主動跟同學報告 

0910 

 

走花圃 需要跟老師報告走

了幾圈要蓋章 

 

 

0915 

分組上課 拿聯絡簿 向發聯絡簿的同學說謝謝 

 

1000 

下課要喝水上廁所 跟老師報告喝完水

及上廁所 

會說我要尿尿並指著生殖器官，

或學台語「便所」 

1150 

 

準備用餐 打菜，告知菜量 跟著唸菜單及開動口號，不是很

清楚 

1225 

 

1.說明菜的喜好 

2.協助抬餐桶 

 

1.跟老師說哪些好

吃那些不好吃 

2.跟老師說要幫忙 

1.會回應，但不清楚 

2.會主動說抬餐桶，發音有進步 

1235 

 

刷牙洗臉 

上廁所 

跟老師報告要上廁

所 

會主動但不清楚 

 

1300 

午休 拿枕頭  

1310 

 

起床跳健康操  跳完跟負責同學說：我跳完了，

請幫我蓋印章 

1320 

 

上課，準備上課物品   

1405 

 

下課喝水 上廁所要跟老師報

告一下 

會說我要尿尿並指著生殖器官，

或學台語「便所」 

1500 

 

搬椅子，準備掃地及拖地 要跟同學說借過拿

掃地用具 

不太表示這部分 

1320 

 

一天表現總檢討加分 跟老師報告喝了多

少水加分 

會自己數加分的數量 

1605 

 

放學發聯絡簿跟老師說再

見，參加課後班 

跟老師同學喊放學

口令 

會跟同學一起說：老師再見，同

學再見，大家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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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定個案的行動方案目標 

    社群成員李淑貞、王惠宜、劉芯吟、周筱文、宋陽的個案能力有差異，每個個案的目標設

定因此不同，下表整理了社群成員的個案之溝通能力與行動方案目標。 

表三    社群成員的個案溝通能力與行動方案目標 

社群成員的個案 溝通能力和動作能力 

一天作息中選定的活動 

溝通目標 

阿慈(李淑貞師學生) 能聽懂一般指令，無口語表
達能力，會以微笑表示喜
歡,扁嘴或無表情表示不喜
歡或不要。但有時微笑也不
是想要，無法判斷她的意
思。肌肉萎縮症，手部變
形，但會舉手與放下，起始
動作很慢 

一天活動中最喜歡聽音樂 

能以溝通輔具(單鍵溝通器)表達想要聽
音樂 

阿萱(李淑貞師學生) 能聽懂非常簡單指令，無口
語表達能力，高興時會發出
一些聲音，聽到喜歡的歌曲
也會發出聲音但不是語
言，會以微笑表示喜歡。 

手部變形，手會往外往後
擴，需使用彈性圈帶將手肘
固定才會往內放，會舉手與
放下 

一天活動中最喜歡聽音樂 

能以溝通輔具(單鍵溝通器)表達想要聽
音樂 

小恩(王惠宜師學生) 能理解並執行日常簡短的

指令，無口語，只能發出少

數聲音(ㄜ、ㄇ)，會使用點

頭、搖頭來表達好/不好、

要/不要，能指認常見的日

常生活物品、具體圖片 

選定的一天活動為用餐 

 

能以溝通輔具(點讀筆)表達”我要吃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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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叡(劉芯吟師學生) 能理解並執行日常簡短的
指令，有口語表達能力但口
齒不清，他人經常聽不懂他
要表達什麼，能正確指認多
張圖卡。 

能以溝通輔具(單鍵溝通器)表達”我要
吃飯” 

阿潔(周筱文師學生) 專注力低，容易分心，有時
因此不能理解他人指令，必
須重複多次甚至提高聲量
才會聽進，無口語但會發出
聲音 

手指靈活 

選定的一天活動為玩積木
(個案喜歡的活動) 

呈現三樣物品時,能以溝通輔具(單鍵溝
通器)表達要玩積木 

阿駿(宋陽師學生) 能理解一般指令並執行指
令，有一耳聽損，配戴助聽
器，有口語但口齒不清他人
經常聽不懂他要表達什
麼，能認讀簡單的常用功能
性字詞,例如:吃飯、睡覺、
青菜、水果等和簡單的句
子，平時表達較少說完整的
句子，較多單詞。 

手指靈活 

因個案的行為問題讓同學
很困擾，教師一開始未選定
一天的活動，而是以改善其
行為問題為開始 

透過溝通輔具(點讀筆)學習教室常規與
禮貌表達 

六、 設計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 

    依據上述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目標，社群成員設計了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包含方案的內

容、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以下表四整理了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 

 

 

 



16 
 

表四 個案的溝通行動方案 

社群成員的個案 溝通方案內容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阿慈(李淑貞師學生) 當他人詢問其”你

要聽音樂嗎?”能按
壓 單 鍵 溝 通 器 回
答”要,我要聽音
樂”或”我要聽音
樂” 

1. 上音樂課時,老師先讓阿慈聽他喜歡的歌曲
一小段，然後暫停音樂，並詢問阿慈”你要
聽音樂嗎?”帶阿慈的手去按壓單鍵溝通器,
回答”要，我要聽音樂”成功回答後立即播
放音樂 

2. 阿慈喜歡聲音回饋,不看圖,所以不在單鍵溝
通器上貼上圖片,圖片兌換系統教學跳過 

3. 每次聽一首音樂前,都詢問相同問題,並練習
按壓，一節課至少要練習 5 次(聽 5首歌曲) 

4.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自己練習按 
5. 個案成功表達，立即給予回饋(聽音樂) 

 

 
阿萱(李淑貞師學生) 當他人詢問其”你

要聽音樂嗎?”能按
壓 單 鍵 溝 通 器 回
答”要,我要聽音
樂” 

1. 上音樂課時,老師先讓阿萱聽他喜歡的歌曲
一小段，然後暫停音樂，並詢問阿慈”你要
聽音樂嗎?”帶阿萱的手去按壓單鍵溝通器,
回答”要，我要聽音樂” 成功回答後立即播
放音樂 

2. 阿萱視力不佳,所以不在單鍵溝通器上貼上
圖片,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跳過 

3. 每次聽一首音樂前,都詢問相同問題,並練習
按壓，一節課至少要練習 5 次(聽 5首歌曲) 

4.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自己練習按 
5. 個案成功表達，立即給予回饋(馬上播放音樂

給個案聽) 

 
小恩(王惠宜師學生) 午餐時間，老師詢

問”你要做什麼?”

會使用點讀筆表

示”我要吃飯” 

 

1. 在語言訓練課(抽離的情境)教導小恩指認圖
片,並教導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2. 午餐時間，小恩洗完手坐在自己位置，準備
吃飯，老師詢問”要吃飯的舉手”並引導同
學舉手,老師前去詢問有舉手的同學”你要
做甚麼?”小恩會以圖卡表達”我要吃飯”。 

3. 當小恩會以圖卡成功表達”我要吃飯”後，
開始以點讀筆教導小恩依據對話腳本擬定句
型與人溝通(師:你要做甚麼? 恩:用點讀筆
說”我要吃飯”) 

4. 熟悉此情境後，以類似的情境但改變對話內
容，訓練其用點讀筆表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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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叡(劉芯吟師學生) 午餐時間，老師詢

問”你要做什麼?”

會使用單鍵溝通器

表示”我要吃飯” 

1. 加強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小叡認得許多
圖卡,但不熟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2. 午飯時間，小叡洗完手坐在自己位置，準備
吃飯，給同學午餐，但小叡沒有。指導小叡
以貼有圖片的單鍵溝通器向老師表達”我要
吃飯” 然後老師給他午飯。 

3.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自己練習按 
4. 熟悉此情境後，以類似的情境但改變對話內

容，訓練其用單鍵溝通器表達需求 

阿潔(周筱文師學生) 遊戲時間，老師呈現
三樣玩具並詢問”
阿潔，你要哪一個玩
具?”會用單鍵溝通
器 回 答 ” 我 要 積
木” 

1. 上課時,老師先讓阿潔完成某項工作後,再拿
出三樣玩具, 並詢問”阿潔，你要哪一個玩
具?”老師指導阿潔用單鍵溝通器回答”我
要積木”成功表達後,立即給予積木 

2. 阿潔專心度很不佳，完全不看圖，所以不在
單鍵溝通器上貼上圖片,圖片兌換系統教學
跳過 

3. 每次完成某項工作後,都詢問相同問題,並練
習按壓，一節課至少要練習 3次(玩 3次積木) 

4.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自己練習按 
5. 個案成功表達，立即給予回饋(玩積木) 

阿駿(宋陽師學生) 1.背誦日常生活注
意事項每天至少一
次 

2.當不小心碰到同
學，會說”對不起” 

1.教師準備日常生活注意事項紙本內容，並將點
讀筆貼紙貼在紙上，讓阿駿利用點讀筆協助背
誦。 

2.阿駿達到日常生活注意事項的內容給予獎勵
點數貼紙，累積一定點數可以兌換喜歡的物品。 

3.用點讀筆訓練阿駿的發音，以增進其口語清晰
度，尤其表達”對不起”。 

4.觀察阿駿日常表現，如果有不小心碰到同學，
是否有說”對不起”，若有達到給予口頭讚美. 

 

 

 

 

 

 



18 
 

叁、個案行動方案的執行狀況 

   本社群的個案溝通行動方案執行階段從一百一十年二月至一百一十年五月十八日，共歷時

三個多月(原規畫執行至六月初，因 Covid-19疫情停課，無法繼續教學活動，所以五月與六月

社群聚會活動停止)。 

一、實際執行狀況 

    執行階段的運作方式為有個案的社群成員依據為個案擬定的策略和情境安排來實施行動

方案，並錄影或記錄下個案的表現，於每月的聚會中報告執行的狀況以及遭遇的困難，社群組

員根據執行的狀況給予回饋或提供建議。最初有六位個案，阿慈、阿萱、小恩、小叡、阿潔與

阿駿，後續四月與五月有兩位新個案(阿森和小明)加入。前面六位個案有詳細的行動方案目標

和行動方案，後面加入的兩位個案因在四月與五月初加入，所以在社群聚會時沒機會做較多的

討論，其行動方案較簡略,以下詳細說明個案的溝通行動方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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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慈的執行狀況 

表五  阿慈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1.老師先讓阿慈聽他
喜歡的歌曲一小段，然
後暫停音樂，並詢問阿
慈”你要聽音樂嗎?”
帶阿慈的手去按壓單
鍵溝通器,回答”要，
我要聽音樂”成功回
答後立即播放音樂 

二月開始執行後，經過二週教
學,阿慈就知道要按單鍵溝通器
回答,老師才會播放音樂. 然後
逐步在每次上課增加阿慈自己
按壓開關的次數，他都願意嘗
試。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看過教學
影片後，建議阿慈特製輪椅桌
板可調降或椅墊加高，可使其
操作單鍵溝通器較容易。但調
降特製輪椅桌板有困難或加
高椅墊阿慈的頭靠需調整,未
必有空間可調整,最後決定墊
高他的手部.即當他使用單鍵
溝通器時手部底下可墊書本
或墊子，也提供三角形固定器
讓溝通輔具的角度較符合阿
慈手部動作。 

2.每次聽一首音樂前,
都詢問相同問題,並練
習按壓，一節課至少要
練習 5次(聽 5首歌曲) 

1.每次上課都能練習 5首歌曲，
阿慈也樂於練習。 
2.三月份的社群聚會後,調整成
讓阿慈上課時練習的機會為 3-5
次，不超過 5次練習。 
3.尋找適合阿慈使用的特殊開
關來連結單鍵溝通器使其操作
更容易.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王惠宜語言治療師認為可以
增加練習的次數，一首歌可以
分數段暫停，再詢問學生並讓
其練習回答。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認為阿慈
是肌肉萎縮症者應減少過多
的練習，應提供期較容易操作
的特殊開關. 

3.逐步褪除協助，讓個
案自己練習按壓單鍵
溝通器 

1.教師逐步退除協助按壓時，發
現阿慈對使用原始的單器溝通
器(幸福發聲器)有很大困難，二
月中他就很願意嘗試自己按
壓，但成功次數是零，三月時嘗
試使用限動開關或用滑布增加
移動可能，但都失敗，阿慈的手
要平行移動有困難。 
2.四月初職能治療師提供改造
的溝通輔具和半圓形手部支撐
架，雖對其動作有些幫助，但仍
未成功。 
3.四月中時,李師採用水銀開關
加上半圓形手部支撐架開始能
成功按壓開關，四月中三次或四
次有一次成功，四月底至五月中
阿慈三次的練習三次成功。 

110年 2月社群聚會:郭俊宏職
能治療師建議因阿慈是肌肉
萎縮症患者，手部動作困難，
可使用滑布或用限動開關讓
其更容易操作單鍵溝通器. 
多數社群成員認為必須改造
機器或連結特殊開關，阿慈才
能成功操作。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提供滑
布。四月初另提供改造的溝通
輔具接和半圓形手部支撐架
讓阿慈練習。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社群成員們一致認為水銀特
殊開關對阿慈操作單鍵特殊
開關相當有助益。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認為阿慈
的起始動作很慢，可以在尋找
讓阿慈更不費力的輔具協助
她可以自己操作溝通輔具。 

4.個案成功表達，立即
給予回饋(聽音樂) 

從一開始訓練，不管有無他人協
助，只要成功表達就播放音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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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萱的執行狀況 

表六  阿萱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上音樂課時,老師先
讓阿萱聽他喜歡的歌
曲一小段，然後暫停
音樂，並詢問阿慈”
你要聽音樂嗎?”帶
阿慈的手去按壓單鍵
溝通器,回答”要，我
要聽音樂”成功回答
後立即播放音樂 

二月至三月間老師都是先讓阿萱聽
他喜歡的歌曲一小段，再詢問問
題，並帶阿萱的手去按壓溝通輔具
的開關。然後逐步在每次上課增加
阿萱自己按壓開關的次數。一開始
阿萱並沒有建立必須按壓開關回答
問題才能聽音樂的連結，到四月時
才成功自己按壓溝通輔具的開關。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建議單鍵
溝通器的擺放位置可以調整
至更靠近阿萱的位置。因阿
萱沒有固定使用哪隻手，也
不一定只訓練右手,左手也
可以嘗試。 

每次聽一首音樂前,
都詢問相同問題,並
練習按壓，一節課至
少要練習 5次(聽 5首
歌曲) 

 

1.每次上課都能練習 5 首歌曲，阿
萱聽到喜歡的歌曲會微笑，不會排
斥練習。 
2.三月份的社群聚會後,一首歌暫
停兩次，增加阿萱練習的機會為 10
次。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王惠宜語言治療師認為可以
增加練習的次數，一首歌可
以分數段暫停，再詢問學生
並讓其練習回答。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
案自己練習按 

1. 因阿萱的手會往後和往外擴
伸，老師和家長一開始有固定阿
萱的手肘，不知是否因手肘被限
制住，老師和家長嘗試逐步減少
協助後，阿萱自己按壓溝通輔具
的意願非常低，有時完全不動
手。後來老師和家長將手肘限制
拿掉，阿萱有幾此願意嘗試。 

2. 經三月底至四月間與郭俊宏職
能治療師討論，家長和教師嘗試
將溝通輔具的位置擺放在手肘
的位置，讓阿萱用手肘的力量去
按壓，阿萱成功按壓溝通輔具的
開關。 

3. 阿萱成功用溝通輔具表達要聽
音樂後,四月底老師邀請家長加
入訓練阿萱行列，給家長另一台
溝通輔具，家長開始在每天下午
吃點心時間詢問阿萱你要吃餅
乾嗎?阿萱若成功按壓溝通輔具
就可以吃餅乾，五月中阿萱已經
成功且四月底家長也同時開始
教導他吃完飯，說吃完了，雖然
還不會說但會發出聲音。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建議阿萱
的手肘還是要限制住，對其
肩膀的關節較好。另外教師
須拍攝更多角度的影片，以
協助其判斷溝通輔具的擺放
位置在哪裡較適合。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郭俊宏職能治療師覺得讓阿
萱用手肘按壓可行，但溝通
器底下需固定，較不容掉
落。老師與社群成員討論後
決定用雙面魔鬼粘固定，方
便有時要拿起來換電池。 

個案成功表達，立即
給予回饋(聽音樂) 

從一開始訓練，不管有無他人協
助，只要成功表達就播放音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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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恩的執行狀況 

表七  小恩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1.在語言訓練課(抽離的情
境)教導小恩指認圖片,並
教導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二月至三月間，在抽離的語言
訓練課程教導小恩 PECS (圖
片兌換系統)和圖片教學，小
恩能以圖卡與他人溝通，且認
識的圖卡越來越多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非常肯定教師
的教學，教師做了很豐富的
教材。 
 

2. 午餐時間，小恩洗完手
坐在自己位置，準備吃飯，
老師詢問”要吃飯的舉
手”並引導同學舉手,老師
前去詢問有舉手的同學”
你要做甚麼?”小恩會以圖
卡表達”我要吃飯”。 

  

三月開始在自然情境教導小
恩以圖卡溝通，一開始需要他
人口語指導，逐步退除後，三
月底個案已能以圖卡成功表
達且表現非常穩定。 
 

無 

3.當小恩會以圖卡成功表
達”我要吃飯”後，開始以
點讀筆教導小恩依據對話
腳本擬定句型與人溝通
(師:你要做甚麼? 恩:用點
讀筆說”我要吃飯”) 

1.三月底開始依據對話腳本
擬定句型，並配合句型設計點
讀筆的版面。 
2.剛開始教導時，小恩需要較
多的示範及引導才能完成句
子組合 (我＋要＋吃飯)。練
習過程小恩如果卡關(忘記句
子如何組合)會原地打轉或越
錯越多，教師會讓小恩先暫停
練習，重新示範、簡化，再漸
進突破。 
2.四月底，午餐時間能成功以
點讀筆表達我要吃飯。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社群成員覺得教師運動了很
有效的教學策略: 當個案在
建立句型時遭遇困難，教師
採用了暫停練習，重新示
範、簡化，當個案有進步時
再加入新句型。 

4.熟悉此情境後，以類似的
情境但改變對話內容，訓練
其用點讀筆表達需求 

四月底至五月中，開始訓練新
句子，同樣在午餐時間，給予
小恩午餐，但沒有給予湯匙，
小恩要以點讀筆表達”我要
湯匙”(句子組合為: 我＋要
＋湯匙)，五月中已有一次成
功經驗。此外，也開始訓練在
其他情境的使用點讀筆溝
通，到校時打招呼、放學前訓
練小恩跟老師溝通要拿書包
與向老師道別.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非常肯定教師
的教學，小恩開始在其他的
情境使用點讀筆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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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叡的執行狀況 

   表八  小叡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1.加強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教學(小叡認得許多圖
卡,但不熟圖片兌換溝通
系統) 

二月初開始訓練，小叡學習很
快，到二月底已經會使用圖卡
對換溝通系統。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非常肯定教師
的教學。 

2.午飯時間，小叡洗完手
坐在自己位置，準備吃
飯，給同學午餐，但小叡
沒有。指導小叡以貼有圖
片的單鍵溝通器向老師
表達”我要吃飯” 然後
老師給他午飯。 

二月中小叡一拿到溝通器會一
直亂按,老師會制止他亂按，平
時也不會給他溝通輔具，只在
午餐時才給他。大約一週小叡
了解要按壓溝通器的作用，學
會使用溝通輔具表達”我要吃
飯”。 
然後老師改成只給午餐不給湯
匙，小叡似乎知道老師在訓練
他(也有可能覺得老師找他麻
煩),所以有情緒不想用溝通輔
具，因此教師修正溝通輔具的
錄音內容為“ 為什麼要拿走
我的湯匙?”,小叡又願意使
用。 
因應社群成員的建議，三月時
教師修改小叡對話回答為“請
給我湯匙”小叡會自己操作。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王惠宜語言治療師與李淑貞
老師建議:”為什麼拿走我的
湯匙”是比較情緒反應的用
語，可改成”請給我湯匙”比
較有功能性。 

3.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
自己練習按 

三月底至四月初，老師一呈現
午餐和溝通器，小叡就會主動
按壓溝通輔助,完全不需要老
師口語提示(幾乎是反射動
作)。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小叡雖會主動去按溝通輔具
表達”請給我湯匙”，但她都
是老師將溝通輔具放桌上才
會去按，老師希望他能主動去
拿溝通輔具。王惠宜語言治療
建議老師把溝通輔具放在一
個固定地方，先帶小叡去拿，
再逐步褪除協助，讓他自己去
拿，會自己去拿後，可以在漸
漸放遠一些，讓他學習有溝通
需求時就要去拿溝通輔具。 

4.熟悉此情境後，以類似
的情境但改變對話內
容，訓練其用單鍵溝通器
表達需求 

四月底小叡在午餐情境使用溝
通輔具已相當成功，老師開始
教導小叡以單鍵溝通器向其他
班級老師介紹自己的名字”您
好，我叫小叡”。 
同時老師認為可以訓練小叡使
用點讀筆訓練(以句子組合方
式)來與人溝通。因此教師開始
以 Ipad的溝通 APP，當作訓練
其使用點讀筆的前導訓練，讓
小叡了解句子的順序性 ，以及
做自我介紹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多數社群成員認為小叡的學
習能力佳，也許教師不需使用
單鍵溝通器，可以開始以點讀
筆訓練小叡用我+要+名詞或
動作的句型來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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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阿潔的執行狀況 

     表九  阿潔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1.上課時,老師先讓阿潔完
成某項工作後,再拿出三樣
玩具, 並詢問”阿潔，你要
哪一個玩具?”老師指導阿
潔用單鍵溝通器回答”我
要積木”成功表達後,立
即，給予積木 

1.二月一開始教導阿潔使用
溝通輔具溝通時，阿潔的專
注度非常不佳，看到老師拿
出三項玩具，完全失控，拿
走三個玩具，老師必須花一
些時間把玩具拿回來，老師
要求他專心看，他完全不聽
指令。 
而且老師將溝通輔具放在桌
上時，尚未問問題，阿潔就
把溝通輔具拿走，老師把他
拿回來並帶他的手去按開
關，示範如何使用，但阿潔
把溝通輔具當玩具玩，一直
按開關讓它說話。 
2.三月至四月間，老師只給
阿潔兩項玩具，且如果他拿
走玩具就不讓他玩積木，並
告訴他原因，也持續指導阿
潔使用溝通輔具，漸漸他不
再亂按。老師也逐步褪除協
助，漸漸增加讓他自己操作
的機會。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社群多數成員建議教師減少
玩具數量至二項，讓阿潔從兩
項玩具去選一項，可改善其專
注力行為。 
王惠宜語言治療師建議可能
先從圖片和玩具配對開始，但
阿潔幾乎不看圖片，教師表示
願意嘗試看看。因阿潔的專注
力非常不佳，王惠宜語言治療
師也建議教師每次讓他選擇
時要提醒她注意看，若用圖卡
訓練配對，可拿近一些讓她看
清楚。 

6. 每次完成某項工作後,
都詢問相同問題,並練
習按壓，一節課至少要
練習 3 次(玩 3次積木) 

1. 二月一開始因為阿潔搶
走老師的玩具，情況混
亂，耗掉一些時間，所以
無法讓他進行 3次溝通
訓練。 

2. 三月後老師只給他兩項
玩具，情況漸漸改善，有
多次上課都能練習 3次。 

3.四月間阿潔的表現更好，
每次都能練習 3次 

110年 3月社群聚會: 
社群多數成員建議教師如果
阿潔拿走玩具，要具體告知不
可以，並取消當次可以玩積木
的機會，建立其上課的規矩。 
 

7. 逐步褪除協助，讓個案
自己練習按 

三月底至四月間開始逐步減
少協助，阿潔到四月底已能
成功自己按壓溝通輔具開
關，五月初的表現更穩定，
三次練習三次都成功。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非常肯定教師
的教學，覺得阿潔進步很多。 
 

個案成功表達，立即給予回
饋(玩積木) 

從一開始訓練，不管有無他
人協助，只要成功表達就給
他積木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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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阿駿的執行狀況 

   表十  阿駿在執行階段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情境安排 實際執行狀況 社群聚會時成員給予的建議 

1.教師準備日常生活注意
事項紙本內容，並將點讀筆
貼紙貼在紙上，讓阿駿利用
點讀筆協助背誦。 

 

1.二月底開始阿駿學習使用
點讀筆背誦日常生活注意事
項，阿駿的學習動機很強，每
天都自己主動用點讀筆點讀
內容並跟讀至少 5 次。三月時
阿駿幾乎可以背誦出全部內
容。四月時已能完全背誦出內
容。 
2.因阿駿學習動機很強，靠著
點讀筆的錄音貼紙，每天會自
學，教師從三月開始，也將平
常上課的教材貼上點讀筆的
貼紙,讓阿駿下課時自學，阿
駿非常主動，只要下課都會拿
點讀筆來用。 

110年 2月社群聚會: 
阿駿老師在社群討論時表達
阿駿的媽媽並不積極讓阿駿
戴助聽器。王惠宜語言治療
師建議阿駿雖有一耳聽力正
常，還是建議其聽損那耳戴
上助聽器對其溝通較有幫
助。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對阿駿自學的
動機相當感動，認為點讀筆
對阿駿學習相當有助益。 

2.阿駿達到日常生活注意
事項的內容給予獎勵點數
貼紙，累積一定點數可以兌
換喜歡的物品。 

只要有做到日常生活注意事
項的規定都可得到點數，到學
期末已累積可兌換獎品的點
數，阿駿也得到喜歡的獎品。 

無 

3.用點讀筆訓練阿駿的發
音，以增進其口語清晰度，
尤其表達”對不起”。 

從二月底開始每天都自己主
動用點讀筆點讀內容並跟讀
至少 5次。加上老師要求阿駿
要戴上助聽器，阿駿的口語清
晰度，越來越改善。到四月時
老師和同學完全可以聽懂他
說”對不起”。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全體社群成員非常肯定教師
的教學，覺得阿駿進步很多。 
 

4.觀察阿駿日常表現，如果
有不小心碰到同學，是否有
說”對不起”，若有達到給
予口頭讚美. 

三月底至四月間因日常生活
注意事項的提醒作用，阿駿的
行為問題減少了許多，同學也
較少告狀他的行為。老師也觀
察到阿駿碰到同學，若是他自
己有發現都會向同學說”對
不起”，若是自己沒發現的，
提醒他(有時口頭說你碰到同
學了)，他就會說"對不起”。 

110年 4月社群聚會: 
教師表示阿駿是比較粗線條
的個案，要達到 100%的目標
是有困難的，目前行為問題
以減少七成至八成是可接受
的。 
全體社群成員也同意目前阿
駿的狀況有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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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加入的個案執行狀況 

    社群成員邱長森在四月份加入一個新個案,阿森，郭俊宏職能治療師也在五月初加入新個

案，小明。以下分別說明阿森與小明的執行狀況: 

    阿森為重度智能障礙，無口語能力，能聽懂簡單的故事(包含人事地物)，能聽懂兩三個字

的詞彙、兩個以上的簡單指令，和完整句子的單一指令，平常用手勢表達其需求。其精細動作

方面的能力為會抓握(單手、雙手)、拉線(單手、雙手)、會按壓開關(單手、雙手)和左右滑動

手指(單手、雙手)。 

    老師在發展行動方案前也會阿森做了簡單的評量了解其能力，並了解其一天的作息，以找

出可以進行介入的活動。由於阿森對於體能課的課堂參與非常低，幾乎不參與，有時還會賴在

地上，因此教師利用單鍵溝通器的錄音指令來提醒阿森進行活動。 

    表十一  阿森的行動方案執行狀況 

行動方案目標 實際執行狀況 

阿森能聽單鍵溝通器的指

令進行體能活動 

四月初開始訓練阿森，起先先交導阿森按壓單鍵溝通器，阿

森覺得新奇，會嘗試自己按壓，然後老師利用兩張椅子標出

距離，並在椅子上羽毛球和單鍵溝通器，讓阿森在兩張椅子

距離間一次拿一顆羽毛球到另一端放入桶子中。 將羽毛球

丟入桶中並按壓幸福發聲器「我又完成一次」， 將所有球都

丟入桶中回到原點， 按壓終點幸福發聲器「我已經完成」。

阿森因對按壓溝通輔具很有興趣，所以完全聽單鍵溝通器的

指令完成活動。 

四月中阿森已經熟悉如何操作和活動方式，老師將距離拉長 

並增加羽毛球數量，以增加阿森的運動距離和時間為目標。

阿森都能指令完成體能活動，教師認為單鍵溝通器確實引起

了阿森參與活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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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為國小一年級男生，腦性麻痺、四肢癱瘓，使用完全支撐的擺位椅(從頭到腳)。無口

語溝通能力，用笑、生氣表示需求。白天大多在睡覺，清醒時間短暫，半夜醒來無法睡著，日

夜週期混亂。視力可能有受損，無法深入評估。清醒時，對聲音特別有反應，喜歡聽 MP3。 

職能治療師想利用喜歡以 MP3聽音樂的喜好來增加手與上肢的操作，因此規劃將 MP3外接

特殊開關，讓個案透過按開關才有音樂聽(圖 1)。 

   

圖一  家長提供的 MP3。 

五月中因疫情的關係，無法到校上課，職能治療師提供相關設備供個案在家使用。職能治

療師製作一簡單之桌板，用於個案使用之推車，用彈性繩固定，只需將彈性繩繞經推車背靠後

方，再繞到桌板對側扣住即可使用；拆除的方法則反之(圖 2)。 

 
圖 2：推車用桌板與限動開關。 

 

因個案動作能力損傷，觀察到按壓開關並不容易(圖3)，職能治療師將開關改成限動開關，

只要輕碰即能啟動，左手功能較佳，兩手都能操作。將開關固定在桌板上，固定的方法與個案

操作的情形如相片(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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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使用按壓開關不容易。 圖 4：操作限動開關的狀況。 

 

經家長實際試用，在精神狀況良好，吃飽喝足的情形下，個案大概可以操作 20~30分鐘，

最長可以使用兩小時。 

職能治療師期待此方法能成為小明最有利的學習模式。未來可以錄製學習科目的音檔、父

母親的聲音或繪本、故事音檔，儲存在 MP3讓個案操作播放，讓個案能透過此方式與教室內的

學習產生連結。也能透過操弄開關，將上肢的動作訓練融入日常生活中，為日後生活能力的進

一步處理做準備。 

 

三、 執行過程過遭遇的困難與因應對策 

    社群成員在執行個案的行動方案過程，尤其在最初介入階段，遭遇了一些困難，透過社群

成員團隊合作或個別成員自己找出解決的對策，以下整理了社群成員在執行過程過遭遇的困難

與因應對策: 

   表十二    社群成員在執行過程過遭遇的困難與因應對策 

個案 執行過程過遭遇的困難 因應對策 

1.阿慈 測試使用搖桿開關去啟動幸福發聲
器，手會從搖桿底下穿過,無法使用
搖桿 
 

1. 改造單鍵溝通器並外接按鍵開

關，外加半圓形支撐架. 

2. 後來將外接特殊開關改為水銀

開關，個案成功操作溝通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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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萱 手肘被固定，按壓溝通輔具開關很
少成功 

 

不斷地改變移動位置，以找出最易

成功的位置，最後將溝通輔具擺放

在手肘下，阿萱利用手肘力量成功

按壓開關。 

3.小恩 有時會忘記句子如何組合，會原地

打轉或越錯越多 

教師會讓小恩先暫停練習，重新示

範句子的組合，有時用較簡單的句

子重新教導，待小恩表現穩定後再

增加句子長度。 

4.小叡 小叡有一段時間食指指甲才會勾到

貼在溝通輔具上的圖卡，可能也些

痛，他會生氣。 

為增進阿叡的手指靈活度,老師讓
他把小物件放入一格一格的空巧克
力盒,他很喜歡這個活動. 
另外老師縮小圖卡，讓圖卡不會剛
好蓋住邊緣，旁邊也以膠帶加強固
定，讓圖卡邊緣比較不會因經常使
用翹起,改善上述狀況後小叡的手
幾乎沒勾到圖卡。 

5.阿潔 一開始上課時非常不專心，且看到

任何東西都要拿走，然後沒有目的

地翻來翻去 

減少呈現的物品，且只要拿阿潔走

某一項物品，就不讓他玩該物品。

每次呈現物品前，都要求阿潔注意

看。 

6.阿駿 一開始使用時，錄音的貼紙容易不
小心碰到被洗掉  

 

用透明 L夾套住，要重新錄音時再

拿出來 

肆、社群行動方案的實施成效 

一、 個案的溝通能力進展 

社群成員的所有個案經過三個月的介入後都有成效，全部的個案都逐漸有穩定表現，有些個案

進展非常快速，可惜因疫情改成線上教學中斷了訓練，若無此狀況所有個案介入後的表現和介

入前會有更顯著的差異。以下整理所有個案的進展狀況(個案實際表現參考附件教學錄影光碟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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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三    個案介入前後的溝通能力表現 

個案 介入前的表現 介入後的表現 

1.阿慈 以微笑表達喜歡或要，以扁嘴或無

表情表達不要或不喜歡。但有時無

法明確判斷其意思。 

1. 當他人詢問其是否要聽音樂，會

使用水銀開關操作溝通輔具回

答”我要聽音樂”。 

2. 教師和家長認為透過溝通輔具

阿慈的表達較明確，雖然只是個

開始，教師和家長期待透過更多

的情境安排，讓阿慈學會更多的

表達。 

2.阿萱 無口語表達能力，高興時會發出一

些聲音，聽到喜歡的歌曲也會發出

聲音但不是語言，會以微笑表示喜

歡，沒有表達不要的表情，幾乎不

會拒絕，除非很不喜歡的食物會吐

出。 

。 

 

1.當他人詢問其是否要聽音樂或吃

餅餅乾時，會操作溝通輔具回答”

我要聽音樂”或”我要吃餅乾”。 

2.家長加入執行行動方案後，增加

了家長與個案平日互動的機會，且

家長因此開始訓練個案簡單的口

語，吃飽時說吃完了，家長說因每

天練習她發出一些類似的聲音 

3.小恩 無口語,只能發出少數的聲音(ㄜ、

ㄇ)，會使用點頭、搖頭來表達好/

不好、要/不要能指認常見的日常生

活物品具體圖片 

能成功以點讀筆表達我要吃飯和請

幫忙拿湯匙等句子。 

4.小叡 有口語表達能力，但口齒不清,他人

經常聽不懂他要表達什麼,能正確

能成功以單鍵溝通器向他人表達”

我要吃飯”和”請給我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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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認多張圖卡 

5.阿潔 專注力低,容易分心,有時因此不能

理解他人指令,必須重複多次甚至

提高聲量才能聽進,無口語但會發

出聲音 

能成功以單鍵溝通器向他人表達”

我要玩積木”。 

6.阿駿 有口語表達能力，但口齒不清,他人

經常聽不懂他要表達什麼,能認得

簡單的常用功能性字詞,例如:吃

飯、睡覺、青菜、水果等和簡單的

句子，平時表達較少說完整的句

子，較多單詞。 

當碰撞他人時，能以口語說出”對

不起”。 

 

 

二、 體能與動作能力的改善 

表十四    個案介入前後體能與動作改善狀況 

個案 介入前的表現 介入後的表現 

小叡 不喜歡動，下課常坐在座位 使用單鍵溝通器向他人自我介紹

後，願意走到其他教室去向老師做

自我介紹 

阿駿 不喜歡動，下課常坐在座位 使用點讀筆背誦日常生活注意事項

後，其中包含每天踩階梯 3分鐘，

和走花園五圈，阿駿每天會主動做

這些體能活動，其體能因此進展非

常多。 

阿森 阿森不喜歡動，幾乎不參與體能課

程活動，有時會賴在地上 

可以完成兩點折返的走路活動與丟

球入桶的活動至少 15分鐘以上。 

小明 原始 Mp3 按鍵較小，個案有時無法

成功操作，因此無法長時間操作 

透過特殊開關增進了個案手與上肢

的操作，一天可以操作 Mp3至少

20-30分鐘，最長可達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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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的行為問題改善 

表十五    個案介入前後的行為問題改善狀況 

個案 介入前的表現 介入後的表現 

1.阿潔 專注力低,容易分心,一看到物品就

亂抓 

專注力提升，不會看到物品就亂

抓。可以在兩個物品中做出選擇，

且能操作溝通輔具表達自己喜愛的

玩具。 

2.阿駿 最大的問題也是經常被同學告狀的

是碰撞到他人，不說對不起。 

經過日常生活注意事項的提醒，對

教室常規的遵守改善很多，且提醒

事項中告訴他不能動作太大，阿駿

走路或打掃時確實比之前小心，在

碰撞他人後，多次會說出”對不

起”。 

3.阿森 阿森對於體能課的課堂參與非常

低，幾乎不參與，有時還會賴在地

上 

願意聽溝通輔具的錄音指令完成老

師所要求的體能活動 

 

伍、社群成員的回饋與建議 

一、社群成員的回饋 

    社群成員對社群運作的方式多為正向的，也因學生的進展讓他們更有意願去嘗試為學生找

出溝通的管道，以下整理社群成員的回饋。 

表十六   社群成員的回饋 

社群成員                           回 饋 

邱長森老師 第一次參加教師專業社群-『輔助溝通系統結合特殊開關在教學運用』對提

升本人教學成長頗多，透過每月定期聚會分享溝通輔具使用心得，彼此教學

相長。並將輔助溝通系統施用於教學中，的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感

謝本社群召集人之辛勞。 

郭俊宏 

職能治療師 

特殊學校收的學生越來越重，如何進一步協助重度或極重度的學生適應學校

的學習與生活，已經刻不容緩。很高興能參與此社群的運作，學習溝通輔具

之運用、製作輔具與討論個案。非常享受問題解決的過程，也非常高興因參

與此社群，認識一群有熱忱的特教園丁，期待社群能進一步延續。 

李宜學老師 参加「溝通輔具結合特殊開關」社群，個案研討過程中，讓新知識練習，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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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複習，溫故知新，動能湧現。有許多新點子也不斷浮現，靈光乍現的教

材開發或是建議，更能提出討論，探究能否成為學生最為合宜的學習工具或

助伴般的學友。藉由集思廣益，特教的各領域專業經驗，也在自己動手做中，

瞭解「遊戲」不只是遊戲，而是讓有受限生理條件與疾病的學生，何謂「玩」

的樂趣，不知不覺中，進而提升參與感並對學習有了興趣與啟發。小小的物

件成品，卻有大大的滿足與對應上的成效，果真「小兵也能立大功」。期待

下學年的「特殊開關」社群有更令人驚艷的摸索與開發。謝謝淑貞老師的規

劃與統籌，辛苦您了，由衷感恩！ 

王惠宜語言治

療師 

這是一個很棒的社群團體，感謝學校支持，及淑貞老師的用心召集並承擔大

部分行政及聯繫等工作，讓我有機會和不同學校的老師、治療師共同分享交

流，每個老師從他熟悉的角度切入，讓同樣的輔具有了不同的生命，宋老師

用點讀筆來讓學習教材變成有聲書，讓學生能反覆自學並保持興趣；職能治

療師提供個案諮詢及手做輔助器材，幫忙解決學生在操作及擺位上問題；李

老師和周老師鍥而不舍為極重度學生嘗試的歷程分享，讓人十分感動；邱主

任分享利用幸福發聲器讓學生願意運動且樂此不疲，這讓我很有感，因為我

也親身見證同樣的語文遊戲，加入幸福發聲器讓學生搶答，就能大大提高學

習動機。 

對我而言，透過這個社群，可以給自己更多嘗試的動力，社群中的每位老師

也都能提供他們的寶貴建議，讓我覺得受到很大的支持與鼓勵，更重要的是

看到學生一點一滴的改變。 

劉芯吟老師: 

 

每次跟淑貞老師及惠宜老師討論學生使用溝通輔具和特殊開關的情形時，總

是有無限的啟發，對學生的進步也有更多的期待。我很喜歡這種興奮感，不

只是因為從學生的反應看到改變，也感受到社群的力量，彼此激發各種嘗試

的方向，讓我感覺自己並非孤軍奮戰。 

李淑貞老師 很高興能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看到大家努力改善學生

的溝通能力非常感動。透過每月聚會，大家腦力激盪幫學生找出解決策略，

分享個案的進展，確實能增進大家在特教的專業知能。社群中有不同領域的

專業人員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與尋求解決策略是貫專業團隊整合模式的

實施。社群成員正向的互動讓這個社群更有向心和凝聚力，更激起大家的熱

忱，期待明年有更多的成員加入。 

宋陽老師 參加社群讓我們對有溝通需求的學生會多加關注，透過更多的溝通練習，不

僅增加發音的準確率，也提升他想跟他人互動的自信心。但是跨校路程較

遠，放學後趕去參與匆忙，比較失禮。針對常用詞句的整理跟運用，真的是

要好好下功夫的地方，如此才能利己又利人。 

周筱文老師 

 

我很開心能加入社群，因為這裡有專業的特教教師、職能治療師及語言治療

師夥伴，讓我在陪伴極重度學生成長時，不斷地討論找出新的方法去引發學

生表達，進而累積豐富訓練溝通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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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每月的社群聚會時間可改為假日: 

    本社群固定聚會時間多為周三下午四點至六點，對部分社群成員較不方便，折衷方法讓有

些社群成員以視訊方式參與聚會，但視訊的討論效果不如現場的討論熱絡。希望明年教師專業

社群的聚會時間可事先與成員們討論，也許可以改為假日，讓更多的社群成員可聚在一起討

論。 

(二)每月社群聚會的發言應錄音以方便記錄 

    今年社群每月聚會成員的發言都由召集人當場聽大家意見並大略記錄內容，不免疏漏一些

意見，明年的社群聚會希望能全程錄音，以輔助記錄工作。 

(三)每月社群聚會的記錄應分配工作 

    社群每月聚會的記錄工作主要由召集人負責，有時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無法記錄下大家的

發言與建議，希望明年每月的社群活動至少分配二個成員當記錄，另外若有成員對自己的個案

作建議時，該成員自己也要做記錄，如此可以在下個月社群聚會時大家討論建議是否有執行或

執行上是否有困難，讓社群運作盡量朝「執行、討論與省思」行動研究的架構進行，讓大家在

專業知能上更精進。 

(四)社群成員應增加更多學前與國小階段的教師 

    社群成員以國中和高職階段的教師較多，溝通訓練越小開始成效越佳，希望明年能邀請一

些學前與國校教師加入，可產生較佳的效益。 

(五)家長或班級導師加入能更增進個案的學習成效 

    有些個案的行動方案執行者只有語言治療師或專任教師或是巡迴輔導教師，一週中與個案

相處的時間有限，如果家長或班級導師能加入執行行動方案，個案的學習成效將更加顯著，期

待明年的社群有更多元的人員加入，讓個案的學習進展更快與明顯。 

 



34 
 

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一次社群活動 109.11.18 



35 
 

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二次社群活動 10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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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三次社群活動 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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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四次社群活動 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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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五次社群活動 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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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社群活動花絮 109/11/18至 110/4/28 

 

 

第六次社群活動 11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