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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公開觀課教案 
 

一、設計理念 

  (一)設計緣起： 

因應特殊需求學生在人際關係上需求，為提高學生在情緒辨識及調適上的能力，運 

用表情圖案、實際人數照片及繪本於課程中，經由情境演練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並增

進其情緒表達及辨識能力。 

  (二)學生特質： 

    1.萬○誠─二年級男生，自閉症。指令執行能力較弱，需適時給予提醒及協助，容 

      易分心，需將課堂活動分解成較多段。個案容易將專注力放在課程主題外，需給 

      予提醒。課程中偶有起身情形需提醒。對於情緒及情境的辨別需要引導。 

    2.楊○輝─二年級男生，其他障礙。認知能力較弱，需適時給予協助，容易分心及 

      受到同儕影響，需將課堂活動分解成較多段。對於發言較為畏縮，需要鼓勵，在 

   情緒辨別上也較容易出錯。 

    3.施○碩─二年級男生，自閉症。課程專注力佳，但容易注意同儕行為並糾正他人 

      行為。課程中容易因加分及順序而引發負向情緒，可隨機提醒個案。在情緒及情 

   境辨別上表現尚可，但在自我情緒的辨識上需引導及協助，另外在表達情緒上也 

   有強度過高的情形。 

  4.高○志─二年級男生，其他障礙。專注力表現較同儕落後，容易因故分心。對於 

  情境辨別需引導，對於複雜情緒需要引導辨別。 

  5.高○成─二年級男生，其他障礙。專注力表現較同儕落後，容易因故分心。對於 

  情境辨別需引導，對於複雜情緒較無法辨別。 

(三)先備經驗： 

    1.學生已瞭解社會技巧課程的上課規則，熟悉上課教室環境及同儕。 

    2.學生已於先前課程中習得正負向情緒的辨別，並藉由正向情緒的辨識練習及實 

   際情境演練，大致可辨識他人正向情緒及在情境中表現適當強度的正向情緒。 

    3.學生已具備在活動中與他人分享、輪流及合作之能力。 

 (四)領域統整： 

    1.課程中除了安排講述性及討論活動外，也帶入提問，並引導學生反思自己遇到 

   的困難及情境，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另外也會在每次發言結束後幫助學生歸 

   納重點，提升其後設認知，結合學習策略領域之課程。 

    2.課程中安排了許多發言討論之活動，訓練學生在團體中學會如何將自己的意見 

      讓他人清楚理解，結合溝通訓練領域之課程。 

 (五)教學策略： 

    1.示範策略：教師示範多種負向情緒情境，並與學生討論及引導學生理解。 

    2.動機態度策略：使用增強制度提升學生上課動機，並引導其表現出適切之行為 

      與態度。 

    3.個別教學策略：給予學生不同學習目標與教材，隨時診斷紀錄，並立即給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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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回饋、修正教學。 

    4.合作學習策略：提供學生合作的學習環境，讓其於異質小組中與同儕共同學 

      習，彼此互相支援或分享彼此觀點，並藉此培養更多合作行為。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特殊需求/社會技巧 設計/教學者 黃瑋婷/黃瑋婷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總節數 共 3節，120分鐘 

單元名稱 負向情緒辨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 處己(特社 1)：主要內容

包含處理情緒技巧、處理

壓力技巧與自我效能。 

2. 處人(特社 2)：主要內容

包含訊息的解讀、基本溝

通技巧、人際互動技巧、

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

互動技巧。 

3. 處環境(特社 3)：主要內

容包含學校基本適應技

巧、家庭基本適應技巧和

社區基本適應技巧。 

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變。 

B、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內容 

1. 自我的行為與效能 (特社

I) 

2. 溝通與人際的互動 (特社

Ⅱ) 

3. 家庭與社會的參與(特社

Ⅲ)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融入性別平等、人權、品德等議題 

實質內涵 

教師運用社會技巧課程教材，讓學生依據課程內容進行討論，以提升其

社會技巧能力發展，並在活動中經由互助合作與概念宣導將議題融入教

學當中。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與學習策略、溝通訓練等領域連結 

我能表現合理的情緒 

情緒辨識 
情境與情緒的連結 

繪本討論 

生氣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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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藉由圖片及情境文字判斷此情境通常的情緒強度。 

2、學生能辨識正負向情緒。 

3、學生能適當判斷情緒強度。 

4、學生能依據情況適切轉移注意力。 

5、學生能遵守課堂規範，依據教學指導充分參與課程活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第一節課 

 

壹、 引起動機 (5分鐘) 

一、課前活動，學生完成課前準備：拿加分

桶、交聯絡簿、自行坐好等待 

二、正負向情緒強度辨識複習。 

   (1)複習正負向情緒強度給人的感受。 

   (2)複習辨識正負向情緒表情圖片。 

 

貳、發展活動 (30分鐘) 

  一、進行本單元課程的活動說明 

  二、情境討論：老師提供卡通圖像及情境文 

   字，引導學生猜測人物可能的情緒強 

   度，並統計及討論。 

  三、老師帶領學生一同閱讀繪本，並分享書 

   中人物的情緒強度。 

 

參、綜合活動 (5分鐘) 

  一、活動預告：簡單預告學生下週將進行之 

      活動。 

  二、計算總分：請學生計算本次課程中自己 

      得到的總分，並排列出三等第，下課時 

      進行集點卡的累積動作。 

 

 

 

實作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實作態度評量 

 

 

 

 

觀察、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特殊生之

個別差異

大，在教

學時須特

別留意依

據學生程

度妥善運

用多層次

教學、多

元評量等

教學與評

量方式。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學生用正負向情緒強度表、白板筆、板擦。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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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壹、 引起動機 (5分鐘) 

一、課前活動，學生完成課前準備：拿加分

桶、交聯絡簿、自行坐好等待 

二、正負向情緒強度辨識複習。 

   (1)複習正負向情緒強度給人的感受。 

   (2)複習辨識正負向情緒表情圖片。 

 

貳、發展活動 (30分鐘) 

  一、進行本單元課程的活動說明 

  二、老師繼續帶領學生從上次繪本進度開 

   始，並分享書中人物的情緒強度。並搭 

   配問題討論，請學生思考及分享何種情 

   緒強度更為適當合理。 

 

參、綜合活動 (5分鐘) 

  一、活動預告：簡單預告學生下週將進行之 

      活動。 

  二、計算總分：請學生計算本次課程中自己 

      得到的總分，並排列出三等第，下課時 

      進行集點卡的累積動作。 

 

 

 

實作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實作態度評量 

 

 

 

觀察、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特殊生之

個別差異

大，在教

學時須特

別留意依

據學生程

度妥善運

用多層次

教學、多

元評量等

教學與評

量方式。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學生用正負向情緒強度表、白板筆、板擦。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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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壹、 引起動機 (5分鐘) 

一、課前活動，學生完成課前準備：拿加分

桶、交聯絡簿、自行坐好等待 

二、正負向情緒強度辨識複習。 

   (1)複習正負向情緒強度給人的感受。 

   (2)複習辨識正負向情緒表情圖片。 

 

貳、發展活動 (30分鐘) 

  一、進行本單元課程的活動說明 

  二、完成上週繪本討論後，讓學生進行綜合 

   討論。並再次閱讀繪本，分析討論情境 

   中合理合適的情緒強度。 

 

參、綜合活動 (5分鐘) 

  一、活動預告：簡單預告學生下週將進行之 

      活動。 

  二、計算總分：請學生計算本次課程中自己 

      得到的總分，並排列出三等第，下課時 

      進行集點卡的累積動作。 

 

 

 

實作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實作態度評量 

 

 

觀察、態度評量 

 

觀察、發表、態度評量 

特殊生之

個別差異

大，在教

學時須特

別留意依

據學生程

度妥善運

用多層次

教學、多

元評量等

教學與評

量方式。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螢幕、學生用正負向情緒強度表、白板筆、板擦。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藉由教學觀摩與其他夥伴共同備課議課，從他人的角度來看自己的教學，檢核 

      教學是否達到預定的成效，並提供改進的方向與其他教學的建議，讓教學者能 

      在之後的教學中調整，精進自己的教學技巧，更能讓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 

  (二)由於特教學生的個別差異性大，即使為同樣障別，個別需求及需要調整及協助 

   的部分也不同，藉由夥伴的意見，更加清楚如何在課程中給予適當的協助與評 

   量。 

  (三)在本節各個活動進度及時間的掌握，需再加強，如何避免因討論踴躍及其他因 

   素而影響課程進度，需要更多的練習與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