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er  Story  跨越學習障礙

學習卡關處    有過動特質
孩子若有衝動、過動特質，上課時經常無法安坐，
有時候一節課會離開座位好幾次，
在家裡寫功課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形。
這樣的孩子並不適合長時間靜態學習，
多感官、教具操作，
或是活動式的學習方式，
會比較適合這樣的孩子。

困難   1
就是坐不住

學習卡關處     對學科學習不感興趣而缺乏學習動機、
 學習成就低落、缺少學習自信

學習困難的孩子在學習現場常看來眼神呆滯，
大人在講話似乎有聽沒有到，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對於學習的事物不感興趣，學習動機也就薄弱。
孩子也可能因為預期失敗的心理，只要一點點挫折就容易萌生放棄的心態，
學習上找不到成就感，自然對所學不感興趣。
發現孩子的優勢才能、從中建立成功經驗，才能幫孩子找到學習自信。

困難2
總是放空發呆，不知道
到底聽進去沒 ?

大人在講話似乎有聽沒有到，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總是放空發呆，不知道

在家裡寫功課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形。
這樣的孩子並不適合長時間靜態學習，

換
個
方
式
學

❶
用
遊
戲
誘
發
孩
子
學
習
的
好
奇
心
：
例
如
學
數
學
可
使
用

大
富
翁
遊
戲
，
透
過
錢
幣
的
買
賣
來
計
算
多
位
數
加
減
法
，
坊

間
也
有
很
多
桌
遊
可
增
加
學
習
的
樂
趣
。

❷
多
元
學
習
法
：
誰
說
認
字
一
定
只
能
用
﹁
看
﹂
的
或
用

﹁
寫
﹂
的
？ 

使
用
黏
土
、
長
條
積
木
、
拼
圖
或
是
畫
圖
、
聽
故

事
等
多
感
官
的
學
習
方
法
，
同
樣
能
學
識
字
。

❸
將
學
習
任
務
拆
解
：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可
將
學
習
內
容
的

難
度
簡
化
、
複
雜
的
問
題
分
階
段
呈
現
，
目
的
是
讓
孩
子
擁
有

成
功
的
經
驗
。
例
如
：
可
將
數
學
題
目
的
數
字
簡
化
、
縮
小
，

不
要
一
次
呈
現
太
大
的
數
目
，
孩
子
能
學
會
，
就
會
有
成
就
感
，

自
然
而
然
對
於
學
習
就
不
會
有
太
大
的
排
斥
。

❹
找
到
孩
子
的
優
勢
能
力
：
學
習
低
成
就
孩
子
也
常
缺
乏
自

信
，
親
師
一
定
要
找
到
孩
子
的
優
勢
能
力
，
給
孩
子
可
發
揮
的

舞
台
，
不
管
是
美
術
、
運
動
、
音
樂
、
機
械
、
電
競
或
是
舞
蹈

等
等
，
只
要
能
讓
孩
子
展
現
自
我
、
提
升
自
信
的
活
動
，
都
可

鼓
勵
孩
子
參
與
。

❺
讚
美
孩
子
的
態
度
而
非
成
績
：
每
個
孩
子
都
有
獨
特
天
賦
，

不
要
只
從
成
績
來
評
斷
孩
子
，
當
孩
子
找
到
優
勢
才
能
，
並
為

此
而
努
力
時
，
肯
定
孩
子
積
極
參
與
的
態
度
，
也
是
特
教
老
師

常
講
的
：
﹁
看
孩
子
的
好
，
愈
看
愈
好
。
﹂
讓
孩
子
有
機
會
肯

定
自
我
，
對
自
己
有
信
心
，
自
然
而
然
對
於
外
在
世
界
就
更
有

能
力
和
自
信
去
探
索
，
對
於
學
習
也
會
多
些
動
機
和
好
奇
心
。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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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建
立
固
定
的
學
習
作
息
：
協
助
孩
子
建
立
學
習
習
慣
時
，

可
以
每
天
固
定
時
間
、
固
定
坐
在
座
位
上
完
成
一
項
任
務
，
也

許
是
閱
讀
一
本
小
童
書
、
也
許
是
完
整
的
玩
一
個
玩
具
或
是
拼

好
一
塊
三
十
片
的
拼
圖
。
父
母
可
一
起
參
與
，
或
僅
在
旁
陪
伴
，

閱
讀
雜
誌
或
書
，
但
千
萬
不
要
自
己
滑
起
手
機
。
不
需
要
求
孩

子
長
時
間
安
坐
，
可
從
五
分
鐘
、
十
分
鐘
的
活
動
開
始
，
慢
慢

拉
長
時
間
。
國
小
的
孩
子
能
安
坐
在
位
子
上
約
三
十
分
鐘
就
已

是
很
長
的
時
間
。
當
孩
子
很
專
心
的
在
位
子
上
完
成
一
項
任
務

時
，
請
父
母
一
定
要
給
予
鼓
勵
，
要
讓
孩
子
知
道
爸
媽
很
喜
歡

他
如
此
專
注
把
一
件
事
情
做
完
。

❷ 

多
元
的
學
習
法
：
不
是
只
有
坐
在
椅
子
上
看
書
寫
字
才
稱

之
為
學
習
，
有
些
孩
子
在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上
有
優
勢
，
有
的
孩

子
要
實
際
操
作
才
學
得
好
，
有
的
孩
子
需
要
視
覺
、
聽
覺
及
操

作
並
進
的
方
式
學
習
，
也
有
孩
子
運
動
後
學
習
效
果
特
別
好
。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分
析
學
習
困
難
原
因

23
個
實
用
方
法
︐克
服
學
習
關
卡

怎
麼
都
學
不
會
的
孩
子
，
只
要
給
予
合
適
的
學
習
方
式
，

也
能
經
驗
﹁
我
可
以
學
﹂
的
美
好 

。

針
對
學
習
障
礙
孩
子
七
個
常
見
的
學
習
困
難
，

特
教
專
業
老
師
提
供
了
不
一
樣
的
學
習
方
法
，

幫
助
每
個
孩
子
都
能
學
。

文
／
台
北
市
西
區
特
教
資
源
中
心
主
任  

顏
瑞
隆    

攝
影
／
曾
千
倚      

插
畫
／
陳
怡
今

7
大
常
見
學
習
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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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卡關處    對漢字字體結構認知不穩定

學障孩子抄寫黑板上的文字（遠端抄寫）時，
會不斷抬頭看板書，抄寫書本文字（近端抄寫）
時，常左右來回看著書上字體，因為孩子對字
體結構認知不穩定，抄寫時採用「一筆一畫」
書寫策略，缺乏效率的識字策略，形成大腦識
字認知負荷過重，書寫時就容易多筆畫、少筆
畫或錯字連連。

想協助孩子認字、改善書寫問題，成人必須先
認識漢字的結構邏輯。漢字結構可分為獨體字
和合體字兩大類。獨體字是單獨成字，不能拆
解為多個部件的文字，如：田、中、大、小、土、
川、水等。合體字是可拆解為多個部件的文字，
可分為上下結構（如：晏、音）、左右結構（如：
泡、明）、全包圍結構（如：國、回）、左中
右結構（如：樹、腳）、部分包圍結構（如：過、
超）等形式。

對字體結構或是組字發音規則的認識與理解，
稱為「字彙知識」，學障孩子對「字彙知識」
的掌握較薄弱，書寫時容易出現錯字，識字的
效能較低。成人看見學障孩子寫錯字或識字正
確率低，很容易要孩子反覆抄寫，誤以為多練
習就能勤能補拙，但孩子需要的是掌握字彙知
識，給他們系統性的識字知識，教導漢字的結
構形式，讓孩子們了解到漢字的組字規則，才
能有效幫助孩子。

困難  4
字老是寫不好，不是多一劃
就是少一劃，或是左右上下顛倒

困難 3
作業總是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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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寫
功
課
前
先
運
動
、
刺
激
大
腦
多
巴
胺
的
分
泌
：
注
意
力

不
足
的
孩
子
即
是
大
腦
多
巴
胺
分
泌
不
足
，
許
多
科
學
研
究
都

顯
示
，
運
動
可
以
有
效
刺
激
大
腦
多
巴
胺
的
分
泌
。
可
在
寫
功

課
前
一
、
二
個
小
時
讓
孩
子
進
行
有
氧
運
動
，
之
後
洗
把
臉
、

休
息
一
下
再
開
始
寫
功
課
。

另
外
，
在
寫
功
課
的
環
境
安
排
上
，
一
定
要
先
將
桌
面
清
空
，

盡
量
保
持
簡
單
的
空
間
擺
設
，
不
要
堆
放
物
品
或
是
玩
具
，
否

則
容
易
讓
孩
子
分
心
，
造
成
功
課
寫
不
完
的
情
形
。

❷
多
玩
手
指
遊
戲
：
手
部
精
細
動
作
要
發
展
成
熟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累
積
與
練
習
，
平
時
讓
孩
子
多
玩
運
用
到
手
指
肌
肉
的
遊

戲
，
例
如
親
子
可
以
比
賽
用
筷
子
夾
綠
豆
，
或
一
起
挑
菜
。
若

孩
子
在
知
覺
動
作
上
有
較
大
的
困
難
，
則
可
以
尋
求
復
健
科
醫

師
或
職
能
治
療
師
做
進
一
步
的
治
療
訓
練
。

❸
尋
找
作
業
繳
交
的
替
代
方
法
：
書
寫
作
文
可
以
調
整
為
錄

音
口
說
作
文
、
運
用
電
腦
打
字
替
代
傳
統
書
寫
方
式
。

❹
作
業
簡
化
、
減
量
、
難
度
調
整
：
這
麼
做
，
老
師
需
要
考

量
班
級
管
理
公
平
性
，
以
及
孩
子
面
對
同
儕
的
壓
力
。
特
教
法

規
定
學
校
應
該
為
特
殊
生
擬
定
I
E
P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
，
並
可
召
開
I
E
P
會

議
，
由
親
師
及
特
教
老
師
、
必
要
時
邀
請
專
家
或
醫
療
人
員
與

會
，
對
孩
子
作
業
量
、
難
度
的
個
別
化
學
習
形
成
共
識
。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給
予
學
習
鷹
架
策
略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了
解
孩
子
的
學
習
型
態 

換
個
方
式
學

❶
共
讀
繪
本
並
﹁
畫
﹂
字
，
先
熟
悉
字
體
結
構
：
與
孩
子
共
讀
繪
本
時
﹁
指
字
唸
讀
﹂
，
之
後
可
帶
著
孩
子
用

畫
的
方
式
畫
出
獨
體
字
，
獨
體
字
常
會
是
其
他
合
體
字
的
部
首
或
部
件
、
偏
旁
，
因
此
讓
孩
子
先
熟
悉
獨
體
字
，

對
於
學
習
合
體
字
的
認
讀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

❷
字
體
拼
圖
遊
戲
：
將
合
體
字
剪
成
不
同
的
部
件
，
讓
孩
子
可
以
將
不
同
部
件
拼
起
來
成
為
一
個
文
字
。

❸
教
孩
子
﹁
猜
字
﹂
的
原
則
：
我
們
常
聽
說
遇
到
不
認
識
的
字
，
可
以
﹁
有
邊
讀
邊
，
沒
邊
讀
中
間
﹂
，
這
並

不
是
笑
話
，
而
是
有
學
理
根
據
。
漢
字
有
八
成
的
文
字
屬
形
聲
字
，
如
﹁
清
﹂
這
個
字
，
﹁
水
﹂
為
其
部
首
，
代

表
這
個
字
的
意
涵
，
﹁
青
﹂
則
是
代
表
這
個
字
的
聲
音
，
因
此
有
所
謂
的
﹁
部
首
表
意
、
聲
旁
表
音
﹂
的
說
法
，

而
且
有
﹁
青
﹂
這
個
部
件
的
字
通
常
發
音
類
似
，
例
如
：
清
、
情
、
晴
、
菁
、
靜
等
，
這
是
一
個
有
規
則
性
發
音

的
文
字
。
因
此
在
教
學
時
，
讓
孩
子
了
解
這
些
組
字
規
則
，
可
以
增
加
孩
子
對
於
文
字
結
構
的
熟
悉
度
。 

學習卡關處   注意力問題，無法專心  
學習障礙孩子經常伴隨注意力缺陷，無法長時間坐著寫功課，
或者經常把玩書桌附近的小玩具、小物品，有時連一支自動鉛筆、原子筆，
都能變成孩子手上的玩具，發揮無比創意的玩法，但功課卻「一字無成」。

精細動作發展慢，書寫速度慢  
寫字需要手指小肌肉及視覺、前庭覺、本體覺、觸覺和聽覺等感覺統合的發展良好，
以及要具備手部控制與靈巧度、手眼協調、雙手協調等動作能力。
手指小肌肉的精細動作發展慢是學障兒常見特質，導致書寫時間過長，難以完成功課。

功課難度高，學習遇到困難  
隨著年級愈來愈高，當學習難度比孩子的進步快，作業的完成對孩子來說就難以負荷。

給
予
學
習
鷹
架
策
略

給
予
學
習
鷹
架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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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卡關處    數感不佳、無法理解題意、不懂解題策略

學習障礙類型中有一種亞型稱為數學障礙，
目前真正數學障礙的孩子出現率不高，學障兒常見「數感」不佳，
指的是對數或量缺乏直觀概念，例如看見桌上的蘋果，
需要一顆一顆點數，無法大略看過即知道有多少顆。
將數學與生活結合，是引導數學障礙孩子的重要學習策略。

困難  5
數學應用題常無法釐清各條件的關係，
無法列出正確的算式，常計算錯誤

學習卡關處    提取字詞的速度慢、 
              字彙觸接概念薄弱

孩子閱讀時會跳行、漏字，或是閱讀不順暢，
經常斷句在不該斷句的地方，這些閱讀不流暢
的狀況都會影響其閱讀理解能力。影響閱讀理
解的因素，識字「正確性」是過去較為重視的
識字技能，孩子若無法正確唸讀字詞，就難以
進行文章閱讀，但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逐漸發
現，識字的「流暢性」也是影響閱讀理解的重
要因素。

孩子在閱讀時流暢度不佳的原因之一是對字彙
觸接的概念較弱，例如「學」這個字後面接續
的詞彙可能出現「學生」、「學校」、「學習」、
「學問」等，讓孩子熟悉這些字彙較常觸接的
詞句，有助增加閱讀的速度。

困難  6
閱讀總是跳行或漏字，
怎麼讀都讀不順或是難以理解內容

不佳，

換
個
方
式
學

❶
朗
讀
練
習
：
閱
讀
流
暢
性
需
要
反
覆
性
的
朗
讀
練
習
，
或
是
教
學
者
與
孩
子
共
讀
，
例
如
：
可
以
由
教
學

者
保
持
一
定
的
朗
讀
速
度
，
孩
子
用
手
指
頭
指
著
朗
讀
的
文
句
跟
著
朗
讀
；
也
可
以
透
過
輪
流
朗
讀
、
齊
讀
等

同
儕
朗
讀
方
式
，
不
斷
練
習
朗
讀
，
讓
閱
讀
的
速
度
不
斷
增
加
。

不
過
，
朗
讀
速
度
符
合
閱
讀
理
解
所
需
的
自
然
閱
讀
速
度
即
可
，
而
非
愈
快
愈
好
。
再
則
請
孩
子
進
行
重
複

閱
讀
，
直
至
生
字
詞
、
閱
讀
失
誤
率
、
唸
讀
速
度
皆
達
預
定
目
標
的
閱
讀
流
暢
度
為
止
。

❷
共
讀
後
必
須
與
孩
子
互
動
討
論
：
在
朗
讀
之
後
，
教
學
者
須
與
孩
子
討
論
文
章
內
容
，
指
導
其
閱
讀
理
解

策
略
。
若
孩
子
在
閱
讀
流
暢
度
提
升
之
後
，
仍
有
閱
讀
理
解
困
難
的
情
形
，
則
要
考
慮
增
加
其
生
活
經
驗
、
文

章
背
景
知
識
的
理
解
，
才
能
更
有
助
其
閱
讀
理
解
力
的
提
升
。 

換
個
方
式
學

❶
數
學
應
用
至
真
實
生
活
很
重
要
：
低
年
級
孩
子
可
在
購
物
時
引
導
價
格

估
算
，
當
有
客
人
來
家
裡
時
，
如
何
均
分
糖
果
、
餅
乾
或
水
果
，
飲
料
該
倒

幾
杯
等
，
都
是
訓
練
孩
子
數
感
的
練
習
。

從
中
年
級
開
始
，
成
人
生
活
所
需
的
功
能
性
數
學
技
巧
應
貫
串
整
個
數
學

課
程
，
包
括
基
本
運
算
、
消
費
技
巧
、
估
算
時
間
、
日
常
估
價
、
預
算
及
金

錢
管
理
計
畫
、
計
算
簡
單
銀
行
利
息
、
簡
單
稅
率
和
保
險
費
計
算
等
。

另
外
，
生
活
中
常
用
的
平
均
數
、
簡
單
面
積
、
體
積
等
基
礎
數
學
概
念
，

也
應
該
放
入
數
學
障
礙
學
生
的
數
學
課
程
設
計
中
。
透
過
生
活
中
有
趣
生
動
、

實
用
的
練
習
方
式
，
也
可
以
提
高
孩
子
學
習
數
學
的
動
機
。

❷
中
高
年
級
時
，
化
抽
象
為
具
象
：
中
高
年
級
的
數
學
逐
漸
進
入
抽
象
思

考
的
理
解
與
應
用
，
可
透
過
教
具
的
操
作
、
畫
記
或
圖
形
等
化
抽
象
為
具
象

的
方
式
，
協
助
孩
子
理
解
題
意
。

❸
拆
解
數
學
應
用
題
：
可
以
將
數
學
應
用
題
拆
解
成
類
似
閱
讀
測
驗
題
的

方
式
，
將
一
大
題
的
數
學
應
用
練
習
，
分
解
成
數
小
題
的
應
用
題
，
讓
學
生

可
以
逐
步
理
解
題
意
進
而
解
題
。

❹
教
導
數
學
解
題
策
略
，
增
進
解
題
能
力
：
第
一
步
先
請
孩
子
朗
讀
題
目

或
與
孩
子
共
讀
題
目
，
並
請
孩
子
按
自
己
的
意
思
解
釋
題
目
，
提
出
題
目
裡

的
重
要
訊
息
，
以
及
了
解
題
意
在
問
什
麼
、
自
己
在
找
什
麼
答
案
？
接
著
將

重
要
的
數
字
或
訊
息
圈
選
起
來
，
開
始
進
行
估
算
、
計
算
，
最
後
檢
查
答
案

的
合
理
性
。
透
過
教
學
者
與
孩
子
互
動
式
的
教
學
方
式
，
可
讓
孩
子
在
鷹
架

的
學
習
概
念
下
，
逐
步
學
習
到
解
題
的
策
略
。

➎
善
用
科
技
幫
助
：
例
如
計
算
機
、
手
機A

pp

等
輔
助
軟
體
的
使
用
，
讓

他
們
在
生
活
上
能
順
利
運
用
數
學
概
念
。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善
用
科
技
學
習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找
到
孩
子
的
優
勢
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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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卡關處     詞彙、複雜句的表達以及單詞記憶能力薄弱

語言表達困難容易影響孩子的自信心，甚至影響其尋求協助的能力。
在台灣的學習障礙鑑定中，語言表達困難是其中一類的亞型，
孩子擁有正常的語言理解力，在口語表達力卻明顯較一般孩子落後。
這類孩子在詞彙、複雜句的表達以及單詞記憶方面存在困難，
但不一定有構音異常的問題。
不過，出現語言表達困難的孩子，在回溯其語言發展時，
通常會發現在幼兒或是小學低年級階段，
孩子說話的清晰度不高，容易出現構音問題。

困難   7
無法聽懂故事內容，或口語敘述時
說不出來、說不清楚，常答非所問

孩子擁有正常的語言理解力，在口語表達力卻明顯較一般孩子落後。

換
個
方
式
學

❶
延
長
句
子
長
度
，
擴
充
語
句
內
容
：
口
語
表
達
困

難
的
孩
子
，
常
表
現
出
語
句
簡
短
、
口
語
敘
述
內
容
貧
乏

的
現
象
，
可
以
透
過
孩
子
喜
歡
的
物
品
，
逐
步
引
導
孩
子

說
出
更
長
的
句
子
，
並
擴
充
語
句
的
內
容
。

例
如
當
孩
子
拿
著
小
叮
噹
玩
偶
，
父
母
親
以
平
行

語
句
對
孩
子
說
：
﹁
我
在
玩
小
叮
噹
﹂
，
接
著
可
擴
充

語
句
長
度
為
：
﹁
我
喜
歡
玩
小
叮
噹
﹂
、
﹁
我
喜
歡
玩
藍

色
的
小
叮
噹
﹂
、
﹁
我
喜
歡
在
自
己
的
房
間
裡
玩
藍
色
的
小
叮

噹
，
我
玩
小
叮
噹
的
時
候
我
很
開
心
﹂
，
從
名
詞
＋
動
詞
的
簡

單
句
，
逐
漸
增
加
形
容
詞
、
副
詞
等
，
並
且
可
以
把
人
物
、
時
間
、

地
點
、
表
情
、
色
彩
、
情
緒
等
語
彙
逐
漸
加
入
口
語
表
達
的
內

容
裡
。

❷
父
母
說
出
孩
子
的
行
為
動
作
當
示
範
：
以
孩
子
生
活
中
的

行
為
動
作
為
學
習
的
基
礎
，
成
人
可
以
示
範
怎
麼
用
言
語
描
述

動
作
，
例
如
孩
子
在
玩
扮
家
家
酒
時
幫
娃
娃
梳
頭
，
父
母
可
根

據
孩
子
的
動
作
以
口
語
描
述
其
動
作
，
或
是
透
過
與
孩
子
練
習

對
話
，
從
過
程
中
協
助
指
導
口
語
內
容
的
擴
充
。

對
語
言
表
達
困
難
的
孩
子
來
說
，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隨
機
教
學

非
常
重
要
，
父
母
或
老
師
在
與
孩
子
互
動
過
程
中
，
隨
時
注
意

口
語
表
達
的
內
容
、
抓
住
練
習
的
機
會
，
便
能
逐
漸
增
進
孩
子

的
口
語
表
達
能
力
。

陪
孩
子
跨
越
學
習
障
礙
心
法
:

提
供
孩
子
成
功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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