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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課程 

壹壹壹壹、、、、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資優教育著重的不僅是資優生的智能、技能與才能的卓越表現，更重要的是引

導學生正向發展。在民國 98 年第三次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第 36 條提及各教育階段學

校應以協同教學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性向、優勢能力、學習特質及特殊教育需

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又在民國 101 年 9 月修訂公告之「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22 條明列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

括健康狀況、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特殊才能、創造

力等。因此，對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的內容應包含其情緒狀況評估，並視需求安

排情意課程。然而目前資優生情意課程莫衷一是，從認識資優特質、增進情緒管理、

適 應 環 境 到 生 涯 發 展 抉 擇 ， 都 在 情 意 教 育 的 範 疇 。 Dabrowski( 引 自 

Piechowski,1997)提出資優生的情緒發展理論，具體指出資優生具有心理動作、感

官、心智、想像力與情緒等五種過度激動特質，這些特質若未經適當引導，很容易

對資優生造成認知、學習與情意發展之衝突。輔導資優生身心健全發展可參考心理

健康的指標，就消極面來說指無精神方面疾病；積極面則為正向積極地面對並運用

過度激動特質。本情意課程參考 Daruna 與 Barnes(1998)所提之心理健康的定義包

含行為、情境與文化三個向度，規劃為「個人發展」與「環境調適」兩大主軸。「個

人發展」主軸對應心理健康的「行為」向度，並從「知」、「情」、「意」三面向架構

個人發展的內涵，著重在資優生對內在資優特質、能力、期待、壓力、興趣、動機

與利他等情意發展的覺知、接納乃至行動之外顯行為。「環境調適」主軸對應心理

健康的「情境」與「文化」向度，主因個體與環境互動密切且無法脫離環境獨自發

展，而個體處在不同情境與文化的環境差異下須有適宜的調適因應能力，本主軸著

重在與資優學生成長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家庭環境與學校環境之調適應對課題。 

    情意課程實施的目的在預防適應困難之產生，本情意課程大綱即以積極預防觀

點的心理健康出發，以資優生情意發展最需要的知識、技能、態度與最常面臨的適

應問題擬定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Levy 與 Plucker(2003)整理近 40 篇對資優生的

研究發現資優生因其獨特本質，如易沮喪、完美主義、未發掘之潛在能力、怪癖和

心理疾病等異常行為而存在人際挑戰；再則因外在環境如社會烙印、嫉妒和猜忌、

同儕團體、家庭關係、他人期待等影響而產生個體環境適應的各種挑戰。

Silverman(1988)則建議資優生情意課程，應包括認識資優特質、自我期望、害怕

失敗、他人期待、與眾不同、能力不均衡發展、內向性、同儕壓力、競爭性、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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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社會技巧、處理壓力、敏感性、容忍度、家庭親子關係、與他人溝通、發展讀

書技巧、發展領導才能與生涯探索等 19 項主題。其中，生涯抉擇、他人期待、能

力不均衡發展、與眾不同等屬於個人發展之知的層面；壓力、挫折容忍力、社會技

巧等屬於個人發展之情的層面；過度敏感、完美主義、學習動機等屬於個人發展之

意的層面；而人際關係、家庭親子關係和手足相處、與他人溝通、發展領導才能等

屬於環境調適之家庭與學校層面。 

    本情意課程綜合前述文獻與實務經驗發展課程綱要主軸、次項目與能力指標。

其中，「個人發展」包含知、情、意共八項次項目，並以情、意次項目的比例為重；

「環境調適」則包括家庭與學校適應兩項次項目。對有特殊適應困難的學生，建議

視學生需要由個別輔導計畫安排治療性諮商輔導；涉及人際領導與群性發展指標，

另參考領導才能課程綱要；與社會互動、溝通技巧與讀書技巧相關的指標，則可分

別參考社會技巧、溝通訓練與學習策略領域課程綱要。此外，情意課程的相關概念

在普通課程各階段、各領域皆有提及，如國中小階段之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社

會等領域，及高中階段如生涯規劃、健康心理管理等選修課程，甚至在國文、英文、

自然等學科也列有情意發展相關之能力指標。本情意課程儘量避免與普通課程重

疊，但考量該主軸項目的完整性及資優生與一般生群體特質的差異，教導同一情意

指標時的內涵與需求仍不相同，在教學活動的比重與內容上需予以斟酌。 

貳貳貳貳、、、、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與應用建議與應用建議與應用建議與應用建議    

    本課程能力指標主要適用於國小至高中職階段經評估後具有一般能力優異、學

術性向優異、藝術才能優異、領導才能、創造力及其他領域優異之資優生，亦適用

於如女性資優、文化社經地位不利資優與身心障礙資優等特殊群體資優生，若一般

學生有需要亦可參考採用。配合適用對象的需求，對於所有資優生宜安排預防性的

一般情意課程，針對特殊個案，如情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輔導、跳級生、低成就資

優生與特殊群體資優生等，須先評估其特殊需求，再選擇適宜的指標擬訂個別輔導

計畫，進行課程規劃與教學。 

    本課程可融入普通教育現有相關領域，如生涯規劃一科，參考本課程能力指標

調整應用之；亦可採外加方式單獨增列此課程，建議課程時數為每週一節為原則，

或可配合實務需要調整為隔週實施一次，每次兩節。本課程考量資優課程多在小學

三年級開始提供，因而在學習階段將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歸為第一階段；五、六年

級為第二階段；國中一至三年級為第三階段；高中（職）為第四階段，惟在各階段

間為相互連接，前一階段仍為下一階段的重點與基礎，可視學生在該階段已具備與

否選用之。至於需要治療介入以解決衝突或危機的特殊個案，除現有情意課程外，

建議另增列安排諮商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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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課程目標與主軸課程目標與主軸課程目標與主軸課程目標與主軸    

    本課程目標為：1.協助資優學生了解情意發展對個體學習與生活適應的影響，

從自我了解、自我悅納進而自我認同以增進心理健康；2.培養資優生環境適應的能

力，獲得適性發展的機會，以充分發展潛能並達成自我實現與服務社會之理想。             

兩大主軸與次項目內涵說明如下： 

一、個人發展：從知、情、意三個層面規劃 

（一）知的層面：  

1.能力成就與期待：認知內在能力的差異，欣賞自己長處及接受弱勢能力；

評析自己的學習成就表現與能力相符程度，訂定合宜的成就標準，調整

學習策略以減少低成就的負向影響；了解自我與他人的期待，並做適當

的抉擇與調整。 

2.生涯試探與規劃：認識資優生生涯發展之特殊管道（如跳級與加速），

試探與擬定生涯發展目標與方向，充分發展潛能與生命的價值。 

（二）情的層面：  

1.正向情緒維持與激發：瞭解與體認正向情緒的感受與影響，維持自己良

好的情緒，甚或適時倡導與激發正向情緒。 

2.壓力調適：感受、區辨、評析壓力的來源和強度與對個體的影響，進而

學習如何面對壓力、舒緩壓力、解除壓力，及認識可求助的管道。 

3.挫折容忍力：培養同理心、了解挫敗的因素並能適當歸因，展現挫折容

忍力及對抗逆境的能力。 

（三）意的層面：  

1.資優特質：覺知資優生獨特的身心特質，尤其過度激動特質、敏感性與

完美主義等對學習與生活適應的影響，善加利用資優特質，成為正向地

追求卓越表現者。 

2.興趣與動機：探索個人感興趣的領域，提高內在動機，透過興趣與動機

的支持以達成目標。 

3.利己與利他：了解社會文化對資優生的看法，培養道德勇氣與責任感，

澄清價值觀與成功的意義，以求自我實現與服務社會人群。 

二、環境調適：從適應家庭與學校環境著手 

（一）家庭適應：建立與父母、手足與其他家族成員等人適宜的互動關係，維

繫良好家庭支持力量。 

（二）學校適應：適當地與普通班同儕、資優生同儕與教師等人互動學習，並

學習如何處理個人在校的事務，如作業、師長威權、學校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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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    

一一一一、、、、能力指標編碼方式與說明能力指標編碼方式與說明能力指標編碼方式與說明能力指標編碼方式與說明    

本課程能力指標之主軸、學習階段、次項目與編號如(表 1)所示。在【a-b-c-d】

編號中，a 代表兩個主軸序號（1-2），b 代表四個學習階段序號（1-4），c 代表兩

個主軸之下各自的次項目，d 則代表每一能力指標的各流水號。 
 

表 1  資優生情意課程綱要能力指標架構表 

主軸 學習階段 次項目 編號 

a b C d 

1. 個人發展 1.第一階段： 

國小 1-4 年級 

2.第二階段： 

國小 5-6 年級 

3.第三階段： 

國中 1-3 年級 

4.第四階段： 

 高中(職)1-3 年級 

1. 能力成就與期待(知) 流水號 

2. 生涯試探與規劃(知) 流水號 

3. 正向情緒維持與激發(情) 流水號 

4. 壓力調適(情) 流水號 

5. 挫折容忍力(情) 流水號 

6. 資優特質(意) 流水號 

7. 興趣與動機(意) 流水號 

8. 利己與利他(意) 流水號 

2. 環境調適 1. 家庭適應 流水號 

2. 學校適應 流水號 

 

二二二二、、、、指標使用說明指標使用說明指標使用說明指標使用說明    

 本課程能力指標，除需考量學生經鑑定而接受資優教育相關課程的年級階

段，選用適宜學生的分段能力指標，亦需考量學生資優特質的顯著程度、情緒管

理的成熟度、環境適應的應變能力、外在環境的支持程度等，選用適宜指標。以

分段能力指標 2-2-1-1「能列舉親子衝突的事件原因」為例，此為第二主軸「環

境調適」內，在第二教育階段(國小 5-6 年級)應具備之第一個次項目「家庭適應」

項目下的第一個能力指標。學生能夠清楚列舉出親子間產生的衝突因素，以求對

症下藥。倘若學生的家庭支持度非常高，父母親對資優教育的理念非常正確，家

庭成員亦能同理資優生的內外壓力，而未有產生衝突情境與事件，則可考慮跳過

此一指標，另選用同階段其他次項目的能力指標。在規劃情意課程時，可考慮學

生的特質、動機、態度、家庭與學校的支持等因素，將學生另行分組。除了獨立

進行情意課程，亦可搭配融入其他資優課程或真實情境中加強實施，例如能力指

標 1-4-1-2「能落實執行學習計畫並檢討修正」，除情意課程進行引導外，更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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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觀察學生在各學科學習狀況，能隨機介入教學與輔導，使情意課程能力指標

發揮最大功效。 

 此外，本課程雖為資優生額外增列的充實課程，但仍以九年一貫課程與高中

課綱為基礎，部分能力指標與學生在普通課程的綜合活動、社會、健康與體育等

領域學習相關，在選用時可先了解學生在普通課程相關領域的學習情況，避免課

程目標與內容與普通課程重疊，並在教學活動的設計與比重上予以斟酌。 

 而在實務運用上，本領域提供兩位個案為例說明。一位是國小階段安置於資

優資源班之一般能力優異學生，以預防性觀點進行情意課程能力指標選用與課程

規劃；另一位高中階段的雙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在其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除發

展優勢充實課程，亦安排情意課程提供情緒與適應困難之輔導。 
 

三三三三、、、、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    

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 

  1-b-1 能力成就與期待 

1-1-1-1 能喜歡自己的能力與表現 

1-1-1-2 能讚揚他人的優點 

1-1-1-3 能正確認知資賦優異的意涵 

1-2-1-1 能列舉自己與他人能力的相似與相異之處    

1-2-1-2 能重視自我表現而不與他人比較 

1-2-1-3 能接受自己較不滿意的表現 

1-2-1-4 能辨識自己的學習需求 

1-3-1-1 能擬定適合自己學習成就的標準 

1-3-1-2 能擬定適合自己能力的學習計畫 

1-3-1-3 能用各種策略提升學習成就與表現 

1-3-1-4 能辨識自己的優弱勢智能 

1-3-1-5 能利用優勢智能帶動學習 

1-3-1-6 能適時調整自我期待水準與目標 

1-4-1-1 能評析自己的能力與成就表現相符程度 

1-4-1-2 能落實執行學習計畫並檢討修正 

1-4-1-3 能理解他人對資優生的期待 

1-4-1-4 能覺察他人期待對自己學習適應的影響 

1-4-1-5 能適當調整重要他人與自我期待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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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2 生涯試探與規劃 

1-2-2-1 能列舉資優生生涯發展之多元管道（如：跳級、加速、保送等） 

1-2-2-2 能蒐集資優生生涯發展相關資訊來源 

1-3-2-1 能透過角色楷模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 

1-3-2-2 能試探適合自己的生涯發展方向 

1-3-2-3 能主動參與資優生社群或團體之活動 

1-3-2-4 能依優勢能力與興趣傾向適切調整生涯發展目標 

1-4-2-1 能綜合多元角度進行生涯評估並說明未來生涯發展方向與目標 

1-4-2-2 能考量自己獨特的資優特質擬定適切的生涯發展計畫 

1-4-2-3 能持續執行、監控與評估調整生涯發展計畫 

1-4-2-4 能建立發揮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生涯目標 

1-4-2-5 能覺察並避免性別差異對資優生生涯發展的影響 

  1-b-3 正向情緒維持與激發 

1-1-3-1 能表現平穩的情緒狀態 

1-1-3-2 能經常表現愉悅快樂的情緒狀態 

1-2-3-1 能找出讓自己感到正向情緒(如：快樂、滿足、希望、愛、幸福 

感等)的情境或事物 

1-2-3-2 能認知情緒對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影響 

1-2-3-3 能認知正向、樂觀的想法有助於維持健康的情緒  

1-3-3-1 能經常懷抱樂觀與希望的正向情緒 

1-3-3-2 能主動加入能激發自己正向情緒的團體或環境 

1-3-3-3 能藉由正向情緒經驗自我倡導正向情緒 

1-4-3-1 能體認正向情緒發展的意義與價值 

1-4-3-2 能實踐增進心理健康的方法 

1-4-3-3 能找到自己正負向情緒的平衡點 

1-4-3-4 能倡導與激發所屬團體的正向情緒 

  1-b-4 壓力調適 

1-1-4-1 能舉例說明壓力的感受 

1-1-4-2 能表達自己的壓力狀態 

1-2-4-1 能辨識他人的壓力狀態 

1-2-4-2 能評析壓力的來源與強度 

1-2-4-3 能學習壓力調適的方法 

1-2-4-4 能克服資優生「害怕失敗」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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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能主動學習各種壓力調適的策略 

1-3-4-2 能運用適度的壓力提升學習動力 

1-3-4-3 能諒解與同理他人處於壓力狀態的不當情緒  

1-4-4-1 能經常維持良好穩定的情緒 

1-4-4-2 能以實際的行動解決壓力 

1-4-4-3 能列舉求助的管道與對象 

1-4-4-4 能覺察壓力不堪負荷的警訊（如：經常有沮喪、悲觀、自殺意念等），

主動發出求助訊息 

 1-b-5 挫折容忍力 

1-1-5-1 能在短時間平復情緒(如：考試挫敗、不如意、人際衝突等情境) 

1-1-5-2 能以同理心主動關心同儕  

1-2-5-1 能以正向思考面對生活周遭事物 

1-2-5-2 能虛心自我檢討並改過 

1-2-5-3 能接受別人善意的批評  

1-3-5-1 能接受自己或團體的挫敗並省思問題所在 

1-3-5-2 能避免過度自責與內疚之罪惡感 

1-3-5-3 能以冷靜積極的態度處理問題  

1-4-5-1 能適當歸因挫敗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法 

1-4-5-2 能善用挫敗的經驗轉換為下次行動的動力 

1-4-5-3 能提出適合自己對抗挫折或掌控逆境的方法 

1-4-5-4 能增強自己對抗逆境的能力 

  1-b-6 資優特質 

1-1-6-1 能列出最能代表自己的特質(如：學習速度快、早熟、精力旺盛等)  

1-1-6-2 能參與自己不感興趣或感到無趣枯燥的課程 

1-1-6-3 能覺察自己過度完美的特質（如：考試要滿分、競賽要第一、要被

所有人喜歡等） 

1-2-6-1 能列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資優特質(如：活動性強、競爭性高、好奇、

好問與好辯等行為表現) 

1-2-6-2 能接納自己與眾不同的資優特質 

1-2-6-3 能自我提醒避免因過度敏感而產生猜忌與不安 

1-2-6-4 能理解每個人對完美的要求不同而能尊重他人 

1-3-6-1 當產生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問題時能主動尋求協助 

1-3-6-2 能認知自身限制(如：閱讀困難、書寫速度慢、動作協調或體能差

等)對學習與生活的影響程度 



 20 

1-3-6-3 能評估自己受完美主義影響的程度 

1-3-6-4 能調整自己完美主義的標準以符合現實狀況 

1-3-6-5 能將資優生不服輸的特質轉換為正向的堅忍毅力 

1-4-6-1 能善加利用資優特質(如：智能、心理動作、感官、情緒與想像等過

度激動特質)，轉化為生活與學習前進的動力(如：展現創造力、優

異表現、服務助人等) 

1-4-6-2 能辨識資優生內在發展不一致現象(如：認知、情緒、生理等非同步

發展)，而能積極面對資優特質 

1-4-6-3 能排除對資優生的錯誤刻板印象（如：第一名、完美無缺、發問是

可恥的等迷思），導引自己成為積極正向追求卓越表現者 

  1-b-7 興趣與動機 

1-1-7-1 能主動挑戰覺得困難的活動 

1-1-7-2 能對不感興趣的作業仍盡力完成 

1-2-7-1 能評析自己學習動機的強弱因素 

1-2-7-2 能對學習與生活充滿熱情活力 

1-2-7-3 能適時自我肯定與增強 

1-3-7-1 能主動參與學習動機較弱的課題 

1-3-7-2 能透過參與各類活動發展自己的興趣 

1-3-7-3 能持續投入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1-3-7-4 能對努力付出後的成就與表現感到滿意與欣喜 

1-3-7-5 能養成不需他人督促的自制力與自我驅策能力  

1-4-7-1 能坦然面對學習興趣與動機陷入低潮時的困境 

1-4-7-2 能善用問題解決策略提升自我效能與學習動機 

1-4-7-3 能減少社會價值觀的束縛，朝自己興趣發展 

  1-b-8 利己與利他 

1-1-8-1 能辨認人與人間的個別差異 

1-1-8-2 能幫助比自己弱小或需要幫助的人 

1-1-8-3 能對自己的課業與受託的任務養成負責任的態度 

1-2-8-1 能透過社會大眾對資優生的觀感提升自我期許 

1-2-8-2 能認知資優生應有的權利、責任與義務 

1-2-8-3 能貢獻一己之長服務他人 

1-3-8-1 能具備正確的道德觀與正義感 

1-3-8-2 能針對他人與社會的需求主動提供服務 

1-3-8-3 能理解資優生對國家、社會與個人的意義，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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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 能主動向良師楷模學習 

1-4-8-1 能建立個人存在的價值感 

1-4-8-2 能立訂志向，建立積極正確的人生目標 

1-4-8-3 能自我期許成為他人的角色楷模 

1-4-8-4 能澄清與正確認知資優生成功的意義與價值 

1-4-8-5 能以自我實現與貢獻社會人群為自己的使命與任務 

環境調適環境調適環境調適環境調適        

  2-b-1 家庭適應 

2-1-1-1 能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情緒 

2-1-1-2 能以手足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衝突 

2-1-1-3 能聽取家庭成員的不同意見 

2-2-1-1 能列舉親子衝突的事件原因 

2-2-1-2 能調整自己與父母的互動方式 

2-2-1-3 能與家庭成員維持和諧關係 

2-3-1-1 能列舉資優標籤可能造成的手足衝突（如：父母過於重視資優生、

師長經常與之比較，引發手足負向感受） 

2-3-1-2 能與手足相互提攜、支持、妥協與合作 

2-3-1-3 能與家人討論協商，解決家庭成員的問題  

2-4-1-1 能體認家庭支持對個人生涯發展的意義 

2-4-1-2 能尋求家人對自己生涯發展方向的支持 

  2-b-2 學校適應 

2-1-2-1 能在學校不同情境中自在愉快地學習 

2-1-2-2 能主動參與各種團體活動＊ 

2-1-2-3 能按時完成普通班的作業 

2-1-2-4 能按時完成資優班的作業 

2-2-2-1 能舉出同儕對資優生正向與負向的感受與反應 

2-2-2-2 能尋求協助以解決干擾學習的困擾 

2-2-2-3 能用適宜方式獲得友誼(如：避免隱藏自己優點、尋求認同等) 

2-2-2-4 能兼重普通班與資優班的課業與活動 

2-2-2-5 能辨識與接納資優生同儕的資優特質  

2-3-2-1 能讚賞優於自己的同儕並虛心求教 

2-3-2-2 能調整自己對學校規範好於批判或不服從威權的表現 

2-3-2-3 能積極面對學校環境中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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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能與同儕合作學習以取代競爭與比較 

2-4-2-1 能樂於與同儕相互砥礪、分享與討論＊ 

2-4-2-2 能結交志同道合的知己 

2-4-2-3 能彈性適應各種學習環境(如：改變環境或適度妥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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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課程應用範例一課程應用範例一課程應用範例一課程應用範例一((((同創造力課程個案)    

張生目前為台北市○○國小五年級的資賦優異學生，其整體學業成績優

異，對於喜好的語文、數學、自然等學科領域能展現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有優異的分析能力與卓越的推理、解題能力，能使用抽象、複雜與具邏輯性

的高層次思考能力與有效率的解題策略，具有洞察力，觀察能力敏銳，可觀

察到許多細節，並能歸納規律並推廣到其他問題。在高層次思考的範疇中，

張生提出的看法與觀感常具批判性，但創造力中的獨創與變通力表現相對較

弱，例如不喜歡與同學討論新點子或創意構想，不喜歡處理假設性的問題，

甚至會覺得該類活動為「不切實際」。 

在社會情意方面，張生較喜歡與年長的兒童一起遊戲或學習，對於同儕

能適時給予幫助，也獲得大部份同儕的喜愛。入學的整體生活和適應能力大

致良好，受完美主義影響而有強烈的成就動機，情緒大致穩定，但有完美主

義的傾向。例如張生常常因「資優生」標記而求好心切，在此情況下自我要

求會較高，卻有失去完美的焦慮伴隨。 

個別輔導計畫團隊成員根據張生標準化測驗與三、四年級表現的觀察與

訪談後，歸納張生學習態度與能力極佳，對數學、科學與文學均有相當程度

的涉略，興趣廣泛，具有資優生的典型特質，故決議以外加方式接受資優資

源班特教服務。首先，以 Renzulli 三合充實模式的「小組訓練」為主體，強

調認知、情境與研究方法的訓練，讓學生發展高層次思考、問題解決、感覺、

欣賞與評價的能力。故將各學科領域加以統整而實施主題式的教學，除加深、

加廣學習內容以外，亦培養問題解決、合作態度與情意表現，並加強研究的

基本技能，做為進一步進行獨立研究的基礎。 

此外，張生較缺乏獨創與變通等創造能力，亦缺乏挑戰與冒險等特質。

可能不利於其從事高層次思考活動，阻礙後續需要創造性的研究發展過程，

且較不能符合「成為知識創造者」的資優教育目標，故需進一步規劃創造力

課程，課程於星期一、四的早自習時間(每週二節)，以外加方式參與創造力

課程。在社會情意方面，利用資優資源班每週一節班會時間，安排情意課題，

進行一般預防性的團體情意輔導活動。有關張生的課程安排與規劃如下： 

1.普通課程方面：在一般班級的課程與教學中，為建立張生自信心與 



 24 

領導能力，可鼓勵他擔任班級幹部並於合作學習中能協助引導其他同學，從

中培養積極、正向、樂觀的思考方式，以及利他服務的人生觀。另一方面，

張生並不是樣樣皆資優，加上他本身具有完美主義的特質，在班級中可能因

標記作用及別人期望的影響，容易產生自我覺知、人際適應及壓力管理的困

擾，因此應與普通班教師合作，共同重視情意教育與輔導。 

2.特殊需求課程方面：以下著重於情意課程的規劃，有關創造力部份 

請另參考創造力課程所示之特殊需求課程說明。 

（1）教育目標之擬定：張生情意課程之規畫，係以張生為主體並配合學校

五年級全體資優生的情意表現現況與需求而訂定情意課程目標。經擔任五年

級資優班教師討論後，認為張生強烈的成就動機常源自「資優生」的標記而

求好心切，對自我要求會較高並伴隨失去完美的焦慮，除仍需要加強其覺察

自己過度完美的特質，另選用指標「1-2-6-4 能理解每個人對完美的要求不

同而能尊重他人」，以便調整其對自我及他人的要求水準；同時，利用主軸一

個人發展之資優特質次項目之指標，「1-2-6-1 能列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資優特

質(如：活動性強、競爭性高、好奇、好問與好辯等行為表現) 」，搭配實施

情意課程。此外，教師們亦發現張生和該年級學生普遍產生兼顧普通班與資

優班的課程與活動的困擾，無法有效地調配時間與滿足於不同教室環境的學

習，故參考情意課程綱要選用主軸二環境適應之學校適應次項目之指標，

「2-2-2-2 能尋求協助以解決干擾學習的困擾」與「2-2-2-4 能兼重普通班與

資優班的課業與活動」，作為下學期的情意課程目標。其情意課程的學年目標

與課程指標的對照詳見輔導計畫內之教育目標。 

（2）學習內容：將由認識資優生身心特質的活動與手冊著手，協助學生覺

察其資優特質，進而分析與比較資優特質與一般同儕間的異同，讓張生能逐

漸經由認識自己、認識資優生、認識完美主義，進而調整自己的完美特質，

降低資優一定要完美的焦慮，成為正向積極的資優生。此外，也協助張生找

出影響學習的因素，學習如何訂定時間表與行事曆，適當調配普通班與資優

生的課程與活動，以悠遊於雙邊的學習環境。 

   (3)學習歷程：在教學的過程中，透過個人、小組與團體的活動交替方式，

讓學生充分參與課程與討論，協助其坦然面對自我的優勢與缺失，並能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提供實踐的情境與活動，讓所建立的價值觀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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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際應用於生活與學習。 

   (4)學習環境：由於是班會時間，配合班級經營的理念，營造包容、和諧、

分享、互助的學習情境，讓張生與資優生同儕能夠經由團隊合作與分享，對

資優生獲得正向積極的態度與價值。視張生需要，亦可將學習環境延伸至普

通班教室，進行融合教育。 

   (5)學習評量：在評量方面著重動態性、形成性與真實性評量，採團體觀

察、發表討論、實作報告等多元方式，評估張生在情意課程表現與發展情形。 

依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範「學

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所涵蓋設計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

方式需先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因此，針對張生於個

別輔導計畫中所呈現之課程、教材、教法與評量應先提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才得以實施。 

 



 26 

 

第二部分：個別輔導計畫    

○○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個別輔導計畫 
                   起迄日期：99 年 8 月~100 年 7 月 

一、學生與家庭基本資料 

姓名 張○○ 班級 五年○班 
出生年

月日 
88. ○.○ 

性別 男 聯絡地址 台北市○○路○○巷○弄○○號○樓 

監護人 張○○ 聯絡電話 
(H) 

(O)                 

與學生關

係 
父子 

監護人

E-mail 
 

入學日期 95.09.01 
學生本人 

E-mail 
 

個案與家

人 

相處情形 

張生家庭和樂，一家四口相處氣氛融洽，張生雖是大男孩，仍喜歡向

父母撒嬌，家長也常給予擁抱與鼓勵。常黏著姊姊討論生活發生的大

小事件、共學樂器，或分享小說情節，偶有意見的爭吵時，通常由姊

姊採忍讓方式讓爭吵平息。平日生活主要照顧者與課業指導者皆為本

身也是鄰近學校老師的母親擔任，母親擅於引導張生思考，使張生富

有不錯的推理能力。 

家長期望 

張生能很快吸收各種領域或讀物的內涵並掌握要義，亦能發表批判的

看法，但較缺乏創新的精神。故家長期望張生能於資優教育中提升創

造的潛能。此外，媽媽也擔心張生過於求好心切而失去快樂童年，希

望張生學習與自己比較，凡事盡力就好。 

家庭資源 

1.家長能提供參觀地點、協助聯絡與調度車輛。 

2.父親為理工背景專家，可提供自然科學與數學的專題研究資源；母

親則願意協助資優資源班班刊打字、校稿等例行性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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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綜合評析與特殊教育需求 

（一）各項測驗 

測驗工具名稱 
施測 
日期 

施測者 

測驗分數 

結果摘要 原始分數/
智力商數 

百分 
等級 

瑞文氏圖形 
推理測驗 

97.4.2 張○○ 58 99 
張生擅長以非語言高
層次之概念或觀念去
思考複雜問題。 

魏氏兒童智力
量表Ⅲ 

97.5.6 陳○○ 
語文：138 
作業：132 
全量表：137 

99 

張生對解題有著極大
的興趣，喜歡思考與推
論，面對沒見過的題目
或是新念，會以積極的
態度進行學習與解題。 

陶倫斯 
創造思考測驗 

99.6.4 張○○ 

圖形版全量
表標準分數
92 

36 
創造力表現大體為中
下程度，唯流暢力較
佳，且在構圖時相當細
心，表現著優異的精密
力。 
在創造力潛能檢核項
目中則以講故事、動作
行為具有較佳的想像
力。 

語文版全量
表標準分數 
82 

25 

威廉氏創造傾
向量表 

99.6.8 陳○○ 

冒險性 25 69 
在好奇心與想像力方
面呈現較高的品質，張
生對某些事物或領域
有較高的求知慾，展現
出好奇心 
。而想像力亦豐富可以
提出具體的構想與步
驟，利於問題解決。 

另一方面，張生冒險性
與挑戰性顯得較弱，亦
符應張生較不願意提
出新的構想，處理假設
性的問題，且害怕失敗
的情境等特質。 

好奇心 35 92 

想像力 34 90 

挑戰性 2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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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或訪談 

項  目 撰寫者 結果摘要 

學習特質與上課反應 張○○ 

經過二年以來在資優資源班的上課的情形， 

張生表現如下： 

1.整體學業成績優異，對於喜好的學科領域能

展現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如語文、數學、

自然等。但對於美術、體育則顯得較無學習

動機。 

2.有優異的分析能力與卓越的推理、解題能力。 

3.能使用抽象、複雜與具邏輯性的高層次思考

能力與有效率的解題策略。 

4.具有洞察力，觀察能力敏銳，可觀察到許多

細節，看見問題的架構、歸納規律並推廣到

其他問題。 

5.提出的看法與觀感常具批判性。 

6.創造力中的獨創與變通力表現相對較弱，例

如不喜歡與同學討論新點子或創意構想，有

時會批判該活動為「不切實際」。 

7.在資優團體中，偶因表現不如資優生同儕而

失去信心，顯得猶豫不前，會再三表示自己

很糟。 

社會適應行為 陳○○ 

1.張生較喜歡與年長的兒童一起遊戲或學習 

2.對於同儕能適時給予幫助，也獲得大部份同

儕的喜愛。 

情緒表現 陳○○ 

情緒大致穩定，但有完美主義的傾向。例如張

生常常因「資優生」標記而求好心切，在此情

況下自我要求會較高，卻有失去完美的焦慮伴

隨。 

其他特殊行為表現 張○○ 

1. 對於文字意義能精準掌握，喜歡閱讀同儕較

少接觸的小說、雜誌等課外讀物，並愛好投

入歷史叢書的研究中，常讀到忘我。 

2. 對於數學、科學方面有極大的動機與興趣，

願意花時間鑽研。 

3. 對自然界事物有濃厚興趣，例如喜歡參與物

理或化學現象實驗、蒐集閱讀有關火山、天

文星象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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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感佳，喜歡聽姊姊彈琴或欣賞音樂，自己

偶爾也會在鋼琴前彈奏。 

 

（三）能力優弱勢綜合摘要 

優       勢 弱        勢 

1.學習態度主動積極，能主動蒐集相關資訊

並加以閱讀做重點整理。 

2.願意幫助學習較弱勢的同儕，是老師的好

幫手。 

3.對有興趣的領域能持續研究，並樂於與同

儕分享。 

4.自我要求高，主動盡責。 

1.偶有「害怕做不好」的焦慮，需要師長從

旁鼓勵。 

2.對不感興趣的領域如美術較不願付出心

力完成。 

3.創造能力未若分析、歸納、批判能力俱

進。 

4.對資優生的認知錯誤、期待過高，受完美

主義影響而顯現焦慮。 

 

（四）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 

1.張生學習態度、能力極佳，對數學、科學與文學均有相當程度的涉略，興趣廣泛，

具有資優生的典型特質。普通班課程可能無法滿足張生所需。故安置於普通班後，

利用彈性課程時間(每週五節)，以外加方式接受資優資源班特教服務，於學習內

容上予以統整，實施主題式的教學，培養問題解決、專業知能以及合作等情意表

現，並加強研究基本技能，引導進行獨立研究。 

 2. 張生較缺乏獨創與變通等能力，挑戰與冒險的特質亦不明顯，可能不利於其從

事高層次思考以及成為「知識創造者」，更可能阻礙後續需要創造性的研究發展過

程，故需進一步規劃創造力課程，並以與各領域統整融入方式規劃設計，以培養

張生之創造思考技能、人格特質等，該課程於星期一、四早自習時間(每週二節)，

採外加方式進行。 

3.資優班固定每週二早自習時間為資優班班會時間，除作為班級事務處理外，主要

時間進行團體式、分組式與個別輔導的情意課程。張生在本學年的情意課程，主

要協助其正確認知資優生的身心特質，進而了解與調整完美主義特質；並能找出

干擾學習的因素，提出解決策略與行動實踐之，以兼顧普通班與資優班的課業與

活動。 

 

 

 

 



 30 

(五)特殊教育服務 

領 域 地點 節/週 起迄時間 負責教師群 備註(抽離/外加) 

跨領域專題研究 資源教室 5 99 學年度 ○○○、○○○ 

○○○ 

外加(彈性課程) 

獨立研究課程 資源教室 2 99 學年度 ○○○、○○○ 

○○○ 

外加(午休時間) 

創造力課程 資源教室 2 99 學年度 ○○○、○○○ 

○○○ 

外加 

情意課程 資源教室 1 99 學年度 資優班導師 

 

外加(資優班班會時

間) 

 

(六)99 學年課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 

08:40 
創造力課程 情意課程  創造力課程  

1 
08:50 

09:30 
國語 英語 

自然與生活

科技 
藝文 數學 

2 
09:40 

10:20 
數學 社會 國語 數學 社會 

3 
10:35 

11:15 

專題研究 

(彈性：英語補救) 
國語 綜合活動 國語 

專題研究 

 (彈性:資訊) 

: 

4 
11:20 

12:00 
藝文 數學 綜合活動 健體 國語 

午休  
獨立研究 

課程 
  

獨立研究 

課程 
 

5 
01:20 

02:00 
社會 

專題研究 

(彈性：數學補救) 
 英語 

自然與生活科

技 

6 
02:10 

02:50 
健體 藝文  

專題研究 

(彈性：國語補救) 

自然與生活科

技 

7 
03:00 

03:40 
綜合活動 藝文  

專題研究 

(彈性：海洋課程) 
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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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知、情意與特殊才能的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1.能以多元角度探討與調整構想。 

2.能運用創造思考策略提出新穎且實用的問題解決方法。 

3.能接納與尊重他人的觀點，與同儕合作集體思考。 

4.能統整、應用各種技能及策略研究與解決實際生活問題。 

5.能以正向的觀點來詮釋他人批評與指教。 

6.能欣賞自己的特質。 

7.遇到困難能主動求助。 

 

四、課程與輔導方案 
(一)課程方案 

1.專題研究課程： 

主題式課程以三合充實模式的「小組訓練」為主體，強調認知、情境與

研究方法的訓練，讓學生發展高層次思考、問題解決、感覺、欣賞與評價的

能力。因資賦優異學生興趣廣泛，且小組內各個學生喜愛的領域有程度的差

異，故廣泛以數學、語文、資訊、科學、人文為主題，從中運用弱結構的問

題，引導學生多面向探索、推論、設計、批判、賞析與問題解決，並與學生

訂定學習契約養成良好學習習慣。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

式 

評量 

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1-7 週 

(數學) 

撲克牌的奧秘：透過撲克牌

魔術進行數學與生活科技

的討論和思考活動，培養歸

納問題的能力。 

講述、練

習 、 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0.15 

第一學期 

8-14 週 

(科學) 

生活達人：探討並運用科學

原理解決家事難題或日常

生活的困擾。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 、 實

驗、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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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15-20 週 

(語文) 

說文解字：引導孩子從圖文

世界體會國字的重要性及

便利性，從藝術觀點欣賞文

字的趣味與美麗，進而嘗試

造字與同儕達成溝通目的。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1.15 

第二學期 

1-7 週 

(資訊) 

Movie maker：Flash 動畫

與遊戲、動畫影片製作、影

片拍攝及剪接後製、展望光

碟編輯 

講述、練

習 、 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發表 

發表、作品、觀

察 
100.3.28 

第二學期 

8-14 週 

(人文) 

冒險去！：讓學生充分認識

學校週邊景點後，規劃設計

旅遊活動，從中培養學生的

領導力、企劃力、執行力與

配合度；最終希望學生能藉

由旅行體驗增加自我認同

能力。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 、 實

作、展示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5.10 

第二學期 

15-20 週 

(科學) 

超越極限：透過實驗與蒐集

資料的方式，完成動手製作

馬達的任務。加深學生對於

電與磁的相關概念，並培養

學生小組合作及實驗的精

神與態度。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實

驗、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6.25 

 

2.獨立研究課程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

式 

評量 

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1-7 週 

1.訂定目標能力 

2.做計畫的能力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實

作、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0.15 

第一學期 

8-14 週 

1.界定問題能力 

2.做決定的能力 

練習、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 、 實

作、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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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15-20 週 

1.運用圖書館能力 

2.心像運作能力 

3.資料彙集能力 

練習、實

作 、 討

論 、 觀

察 、 遊

戲、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1.15 

第二學期 

1-7 週 

1.做摘要能力 

2.建立模式能力 

練習、討

論 、 觀

察、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3.28 

第二學期 

8-20 週 

嘗試擬訂與實際生活有關

的專題題目再提出個人研

究動機與目的；依個人題

目進行初步的計畫與調

整，學生收集並進行資料

的研究與歸納；以口頭報

告為主，並且完成書面以

及電腦資料，完成發表。 

練習、實

作 、 觀

察 、 遊

戲、展示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6.25 

 

3.創造力課程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1-5 週 

代你玩數學Ⅰ(融入數學之代

數) 

講述、練習、討
論、觀察、遊
戲、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0.8 

第一學期 

6-10 週 

鏡花水月(融入自然與生活科

技，折射原理)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實
驗、發表 

發表、作業單、
觀察 99.11.12 

第一學期 

11-15 週 

Iphone 的故事(融入人文：通

訊的演變)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99.12.15 

第一學期 

16-20 週 

詩人的眼淚Ⅰ(融入語文：文學

探討)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發表 

發表、書面報
告、觀察 100.1.17 

第二學期 

1-5 週 

代你玩數學Ⅱ(融入數學之代

數) 
練習、討論、觀
察、實驗 

發表、成品製
作、觀察、檔案
評量 

100.3.25 

第二學期 

6-10 週 

鄉民的正義(融入人文：網路時

代隱私權)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發表 

發表、成品製
作、觀察、檔案
評量 

100.4.27 

第二學期 

11-15 週 

詩人的眼淚Ⅱ(融入語文：文學

探討)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發表 

演示、成品製
作、觀察、演
示、檔案評量 

100.5.29 

第二學期

16-20 週 
成果展準備 

練習、討論、觀
察、遊戲、實
驗、發表、教學
媒體 

演示、成品製
作、討論、演
示、檔案評量 

1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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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意課程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1-5 週 

誰是資優生? 

1. 閱讀資優生手冊 

2. 討論資優生的意義 

講述、討論、
遊戲、發表 

觀察、發表、
作業單 99.10.8 

第一學期 

6-10 週 

尋人啟事 

1. 編擬新聞，以資優同儕的

特質進行人物報導(不具

名) 

2. 討論猜測報導人物是

誰，舉出理由 

3. 自製代表個人特質(含優

缺點)的名片 

檢核表、遊
戲、發表 

發表、作業
單、觀察 99.11.12 

第一學期 

11-15 週 

為何所困? 

1. 練習放鬆活動 

2. 討論完美的定義 

3. 舉出讓自己感覺不符水

準的事例 

練習、討論、
遊戲、發表 

發表、作業
單、觀察 99.12.15 

第一學期 

16-20 週 

魔鏡魔鏡誰最完美? 

1. 認清完美的價值與意義 

2. 正向看待完美主義 

3. 覺察自己與他人完美的

差異 

4. 欣賞與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完美主義 

檢核表、討
論、發表 

發表、作業
單、觀察 100.1.17 

第二學期 

1-5 週 

校園尋訪 

1. 價值澄清法討論資優生

與萬能的關係 

2. 列舉校園中可協助學生

的人、事、地 

討論、遊戲 
發表、作業
單、觀察、檔
案評量 

100.3.25 

第二學期 

6-10 週 

搶時間(1) 

1. 瞭解行事曆的功能 

2. 編排行事曆的技巧 

時間表、討

論、遊戲 
發表、觀察、
個別晤談 1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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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11-15 週 

搶時間(2) 

1. 設計個人與小組行事曆 

2. 兼顧資優與普通班的行

事曆 

時間表、練

習、討論、 發表、個別晤
談、觀察、 100.5.29 

第二學期

16-20 週 

時間高手 

1. 定期檢核時間表執行成

效 

2. 透過小組與個人完成率

選出最佳時間管理者 

練習、討論、

遊戲 

發表、個別晤
談、觀察、 100.6.30 

 

 

(二)輔導方案 

項  目 方    式 起迄時間 
負責 
教師 

備註 

情意輔導融入

各領域教學 

無論在普通班或資源班的教學活動皆強調認

知、情意與技能等向度，在完美主義的特質

方面，將多加與張生進行價值澄清活動，提

升張生對自己的正向態度。 

99 學年度 
○○○ 

○○○ 

 

個別輔導時間 針對張生目前規劃10 節於資優資源班上課，若張

生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則增加個別輔導時間。 
99 學年度 ○○○ 

 

良師典範引導 強化張生資料收集、整理，研究方法、報告，

循序進行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輔導初步

訂定探索主題，並充分利用家長、專業人士、

機構形成良師人才庫，根據張生對數理科學

興趣與喜好與良師配對，以進行獨立研究的 

探索活動。 

99 學年度 ○○○ 

 

升學輔導 邀請畢業學長姐分享升學及成長歷程。 99 學年度 ○○○  

善用家長資源 充分利用本校豐富的家長資源及社團服務，

分別安排「家長開講」、「社區踏察」(如主題

式課程中的「冒險去！」)等活動，讓學習的

觸角更多元且可增進親子互動。 

99 學年度 ○○○ 

 

假日充實活動 應用○○大學資源與長期的合作關係，由理

工科系大學生到校帶領「科學週」假日充實

活動，介紹各種生活中的物理現象，透過觀

察與遊戲增進學張生科學的探索能力。 

99 學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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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課程應用範例二課程應用範例二課程應用範例二課程應用範例二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個案說明    

林○○目前為台北市公立明星高中二年級的自閉症學生，因是家中第三個孩

子，父母很早察覺其過於安靜、不哭不鬧、欠缺互動等特質，於三歲即被確診為

自閉症，至國中入學鑑定時診斷為亞斯伯格症。林生從幼兒時期即非常喜愛閱

讀，許多生字也常無師自通，看過的廣告也很快朗朗上口，顯示記憶力極佳。在

小學三年級的魏氏兒童智力測驗測得全量表智商 134(語文量表 136、作業量表

128，達優異水準。分測驗中表現偏弱為符號尋找 9，優勢部分為理解 15，算數

16，類同14，圖形設計15)。林生的智力測驗雖達資優生鑑定標準，但受人際困難

影響從未接受過資優教育服務。國中基測原始分數 286 分(滿分 300)達該校入校最

低門檻，循一般生申請入學管道未經加分進入高中。 

林生剛入學的整體生活和適應能力大致良好，受完美主義影響而有強烈的成

就動機，能自主地完成課堂作業與參與學習評量，學期段考多維持在班級前 15

名，非常優異。但也受過度完美主義影響，多次因不能接受自己成績表現而出現

師生與同儕衝突(例如平時小考考不理想，不將成績給小老師登錄；或老師宣告的

答案與自己不符，而在課堂中大聲喧嚷並固執認定老師的答案為錯誤)，又因社交

技巧不佳而欠缺支持的友伴，同時也對未來升學科系的選擇產生困惑，雖選擇三

類組想接承父親職業從醫，又對紅色的血感到害怕。IEP 團隊成員於高一下學期期

末IEP檢討會考量林生的能力現況、優弱勢分析後，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提

供其調整後之輔導計畫如下： 

1.在優勢潛能發展方面：因高中階段學術性向資優班為入校後再行參加資優班

甄試，且集中成班方式辦理。林生並未報考資優班，但因曾在國小被鑑定為資優生，

只是一直未接受過資優教育服務，顯示其對自己資優的特質並不了解，同儕、教師、

家長亦多忽略其資優潛能，而多關注在其適應不佳與情緒問題。經由 IEP 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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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澄清，相關人員發覺其情緒行為問題除因亞斯柏格症因素外，受資優生完美主義

的特質影響頗鉅，故在入班宣導方面除說明其為亞斯伯格症同學外，可就其優勢潛

能加以解說，改變同儕教師對林生所抱持的負面印象，如：優異的記憶力、數理方

面的抽象理解能力、圖形符號的辨識能力與自由聯想力等，因而學業成績表現不

差。而受完美主義影響使其成就動機強烈，此優勢同時也是其弱勢，造成林生情緒

不穩與人際衝突的主要導火線。此外，林生在數理領域表現優異，選讀三類組對她

學科能力頗為適宜，又因對化學、數學有較高的興趣，有委員提出安排數理資優課

程加深加廣的可行性，但家長表示不希望造成林生課業的過重負擔，決議僅提供其

擔任該科小老師的機會，以建立其信心、成就感與參與感，化學與數學老師並提供

學科相關課外活動資訊供林生利用假日時間選擇性參與。此外，可讓林生考慮申請

化學免修考試，若通過，可利用免修時間再規劃進行個別輔導課程。(林生於 IEP

會議之後，依建議報名化學免修考試，於開學後第四週確認通過免修，並於第五週

開始安排化學領域獨立研究課程之個別輔導)。 

2.在普通教育課程方面：各領域學科學習大致都不成問題，在課程時間表明確

情形下，林生亦能自行依照課表進入各個專科教室上課。班級打掃安排至少兩人一

組的工作，可藉由同儕提醒提高完成的準確性。最大困難還在考試評量方面，林生

不需要調整評量方式、標準與時間，問題在於當成績不理想時如何接受事實與適當

地情緒反應，除另外安排諮商晤談外，建議普通課程中儘量不要出現無預警的隨堂

考試，以免成績不理想所引發之衝突，導師亦儘量去除成績導向之班級經營風格。 

3.在特殊需求課程方面：外加情意課程與社會技巧課程隔週各上 1 節。雖每週

2 節最宜，但因林生為三類組，平日課程時數負擔已重，家長希望每週先排 1 節，

以降低作息干擾。在情意課程方面，運用個人發展主軸之資優特質次項目之指標

1-4-6-3「能排除對資優生的錯誤刻板印象（如：第一名、完美無缺、發問是可恥

的等迷思），導引自己成為積極正向追求卓越表現者」，以加強林生正向的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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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健康的完美主義特質；運用生涯試探與規劃次項目指標 1-4-2-2「能考量自

己獨特的資優特質擬定適切的生涯發展計畫」，來協助林生提早釐清未來升學科

系。在社會技巧課程方面，運用處人主軸之基本溝通技巧次項目之指標 2-4-1-1「能

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對別人意見的評論」與 2-4-1-2「能禮貌的接受他人對自己意見

的評論」等能力指標，協助林生提升同儕互動人際技巧。而轉換後的學年目標，詳

見(表一)學年目標與特殊需求課程領域能力指標對照表。  

4.在相關支持服務方面：了解家庭對其未來生涯發展期待，提供家長升學諮詢

與分析適宜亞斯柏格症的科系職業，例如個案提及對”血”的害怕，而其人際互動

能力對醫病關係的建立亦有所困擾，是否要以醫學為其大學就讀科系需要再釐清。

因此需要協助林生與家長對其適性的生涯發展方向建立共識。 

5.轉銜服務方面：林生以繼續升學為前提，因此未來高三轉銜服務以大學科系

為主。除一般升學管道外，亦對家長、林生介紹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考試之單獨管

道，以擴展多元升學的機會。就其化學優勢而言，可以輔導林生朝化學相關科系發

展，但身障升學管道自閉症組尚無相關科系開缺，而需採個人申請或指考管道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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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學年目標與特殊需求課程領域能力指標對照表 

領

域 

主軸 學習

階段 

次項目 能力指標 學年目標 

情

意

課

程 

個人

發展 

第四

階段 

資優特

質 

1-4-6-3能排除對

資優生的錯誤刻

板印象（如：第一

名、完美無缺、發

問是可恥的等迷

思），導引自己成

為積極正向追求

卓越表現者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月評

量 1 次，每次透過與個案、相關老

師晤談方式或試卷成績單，個案能

情緒平穩地接受表現不完美的成

績，訂定適合自己的成績標準以符

合現實狀況，並能逐漸降低師生衝

突次數至每月不超過 3 次。 

生涯試

探與規

劃 

1-4-2-2能考量自

己獨特的資優特

質擬定適切的生

涯發展計畫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月評

量 1 次，每次透過與個案、家長晤

談方式，個案能擬定適合自己興趣

與專長特質的生涯發展計畫，並獲

得家長支持。 

社

會

技

巧 

處人 
第四

階段 

基本溝

通技巧 

2-4-1-1能用適當

的方式表達對別

人意見的評論 

自 99/9/1 起至 100/6/30，每月評

量 1 次，每次透過觀察與同儕他

評，個案能表現出適宜的人際溝通

技巧，一學期良性互動可獲 80 分。 2-4-1-2能禮貌的

接受他人對自己

意見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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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教育計畫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一)個人資料 

學生姓名 林○○ 性別 女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X○○○○○ 

年級 二年○班 

住 址 台北市○區○○○路○號○樓 

住址變更  

電 

話 

(PPPP)： 

ৎ܈ߏᅱៈ人  ᜢ߯ ҆η (IIII)：  

2/ᙴଣ᠘ۓ：Ծഈੱ 

᠘ۓ日ය：○年○月○日ᙴଣບᘐ證ܴ 

3/台北市᠘ᇶ᠘ۓ：一ૈΚᓬ౦(୯λ໘ࢤ᠘ࣁۓ一ૈ

Κᓬ౦ǴՠԿଯύࣁЗࣣ҂ௗڙ資ᓬ教育୍ܺ)  

᠘ۓ日ය：○年○月○日 ᠘ۓЎ號：北市教字第○○○○號 

Չ： 

 

身ЈምᛖЋн：ɍค  ɎԖȐុ༤ȑЋнၩᜪ別：Ծഈੱ     ምᛖำࡋ：ᇸࡋ    

(二)ৎݩރ 

ৎߏ教育ำࡋ Р：ε學           ҆： ε學 Ьाྣ៝ޣ Р҆ 

ৎߏᙍ Р：ᙴৣ           ҆： ৎᆅ Ьा學ಞڐշޣ ҆ᒃ 

ৎᔮݩރ  λந Р҆ஆݩރ࠷ ӕ住 ৎਸਢٯ ค 

ৎߏයఈ ଼நזԋߏǶ 

ৎ生ࢲᙁॊ 

2/ ҆ᒃ 49 ྃਔ生Π林生(ࣁ第Οज)ǴԖٿՏঢঢǴᆶӴޑ年សϩ別࣬

ৡ 24 ྃᆶ 25 ྃǶ 

3/ ৎݗᑼࢳǴᒃηϕؼӳǶР҆ၸྎ೯БԄЇᏤࡌҥՉࣁǶ

教育ў 

2/學：൩᠐دҥ○○Ԏ܌ٽ 4 年 

3/୯λ：北市୯λද೯班ௗٿڙ年資ྍ教୍ܺ࠻(ޔௗ୍ܺ)ᆶѤ年教ᒌ

၌୍ܺ(໔ௗ୍ܺ)Ƕ 

4/୯ύ：北市୯ύද೯班ௗڙ教ᒌ၌୍ܺ(໔ௗ୍ܺ)Ƕ 

ᙴᕍў Οྃ○○ᙴଣЈඵࣽᙴৣղࣁۓԾഈੱǴࡕບᘐ٥ࣁථդੱǶ 

    

二二二二、、、、ෳᡍᆶຑໆ資料ෳᡍᆶຑໆ資料ෳᡍᆶຑໆ資料ෳᡍᆶຑໆ資料    

ᜪ別 ෳᡍ名ᆀ 
/ჴࡼჹຝ 

ෳᡍ่݀ ෳᡍ日ය 

Ε學 基本學Κ চۈϩኧ：397 Εਠߐᘖ：397 ԭϩ級：:: :901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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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 測驗 1.第一次基測成績即達申請入學門檻。 

2.各科分數為國文 56、英文 56、數學 60、自然 60、社會 54。 

3.採一般生申請入學管道入學。 

 

學期

成績 

高一上學期 國文 86、英文 83、數學 84、物理 75、化學 92、生物 89，屬

班級中上程度。 
99.1.20 

高一下學期 國文 87、英文 87、數學 88、物理 74、化學 90、生物 90，屬

班級中上程度。 
99.6.30 

教師

訪談 
導師/數學 

1.高一導師(同時為數學科老師)表示林生上課態度專注又有

反應，比一般同學表現更為積極認真。但有時反應內容與課

堂內容無關，或是教師同學無法體會其意。 

2.對於分數(包含考試與作業)的反應太過激烈，同學不能理解

與接受。例如從座位跪爬到講台領考卷，邊口頭嚷嚷：「這

是什麼分數，給我一個地洞讓我鑽下去。」 

99.5.15 

家長

訪談 
個案母親 

1. 經一學期的適應，跟同學關係普通，回家不太會提同學，

反倒是一直提到化學與數學老師上課中所發生的事情。  

2. 很喜歡到學校上課，放學回家作息尚穩定，放假時候比較

會上網看小說，平常日被父親限制不能使用電腦。 

3. 很少生病與請假，但很怕熱，會逃避太陽下升旗或體育活

動。多數時候由家長準備便當，偶爾會跟著同學訂購學校

餐點或至福利社買零食。 

99.2.20 

個案

訪談

與觀

察 

個案本身 

1. 能聽懂別人話語並適當回應，包括隱喻式語言或冷笑話，

多能適當回應。  

2. 提到最近的課業學習、瀏覽的部落格和網路小說，顯得非

常開心；不主動提班級同學，對班上近期有哪些活動亦不

太了解。 

3. 喜歡看書比較不喜歡聽音樂。覺得同學都很厲害，自己可

以再加油。 

4. 課餘時間觀察林生與同儕互動方式，並詢問同儕感受，可

發現個案與同學互動方式欠佳，如跟同學說話靠得很近；

聽同學說話，反應過度強烈或沒有反應；不明原由笑很大

聲或傻笑，讓同學不知如何回應；無法察覺同學不喜歡談

論的事件，仍依自己的喜好話題窮追不捨等。 

99.6.10~ 

 99.6.20 

    

三三三三、、、、能力現況描述能力現況描述能力現況描述能力現況描述    

項目 能力現況描述 修改 

認知/學業

能力 

1.根據學業成績與教師觀察顯示其記憶能力優異，知識性的訊息容易

背誦。日常語彙與抽象概念的理解都比同儕優異，惟表達方式欠佳。 

2.對特定領域(化學、數學)有較高的興趣，並會課前預習或自行蒐集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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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 

1.能使用口語表達自己的需求，但對於尚無法接受的事情或感受，會

急於表達而語無倫次或情緒激動而說不清楚。 

2.對上課內容聯想能力佳，會自言自語或舉手發表，有時發言內容會

與主題無關，經老師提醒能在馬上停止。 

 

健康狀況/

生活自理 

能力 

1.身體健康，生活習慣良好，多喝白開水，幾乎不買飲料，但喜歡吃

零食，下課時間會自行到合作社購買巧克力、洋芋片。 

2.生活自理能力與同儕相當，惟完成的細緻度(如座位抽屜內的垃圾)

需提醒才清理。 

 

行動/交通

能力 

1. 與同儕無異，大動作(如跑步姿勢)協調性較差。炎熱天氣時的體

育活動較不能忍受，會找藉口逃避活動。 

2. 自行搭捷運、公車上下學。 

 

情 緒 及 

人際關係 

1.對考試成績不佳的挫折忍受力較弱：未達自己認為的成績，即便已

是班級得分最高者，仍有不恰當的情緒與行為反應，完全未同理到

同學的感受。 

2.若作業缺繳也會與老師起衝突，提出多種辯護的理由以避免扣分。

若事情未解決，也會影響上課情緒，顯得焦慮不安而無法專注學習

(情境轉移困難)。 

3.榮譽心很強，能贊同同儕的優秀表現並作為仿效對象，認為自己也 

應當表現同樣水準，一旦自己表現與同儕有落差，亦會產生挫敗反

應。自我認同感較弱。 

4.人際關係較平淡，同學互動方式欠佳，需加強人際互動技巧。 

 

感官功能 與一般同儕無異，偏好視覺學習管道。  

    

四四四四、、、、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    
能力特質 優勢 弱勢 

1.聽覺管道學習優於視覺管道學

習。 

2.個性單純，很容易受教師的增

強而改變行為。 

3.學業成就動機強烈，在課業方

面對自己要求很高。 

4.閱讀能力與記憶力佳，數理學

科抽象思考亦良好。 

5.感興趣的領域會主動深入學

習。 

1.缺乏社交技巧，人際覺察與互動較

困難，較不會主動與他人互動，常自

我中心難以同理他人。 

2.自我概念與情緒管理能力較差，心

理緊張或受到刺激時(如無法忍受考

試成績不完美)會大聲嚷嚷抒發情

緒。 

3.生涯發展方向與目標尚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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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支援與

服務 

1.學習環境調整： 

(1)避免經常更換任課教師，年級異動時儘可能安排原任教師。 

(2)班級作息儘量固定，若有調整需提早提醒個案，儘量不要在課堂中突

然舉行隨堂測驗，或突然取消原訂的考試。 

(3)班級規範與相關訊息儘量以書面方式張貼於佈告欄。 

(4)課堂中教師與同儕協助提供心理與社會環境支持，如暫時忽視其不合

情理的語言或行為反應。 

(5)平時舉止表現良好時，老師與同學亦能給予肯定與鼓勵。 

2.情緒行為輔導：每週外加一節進行情意與社會技巧課程，採一對一與

小團體方式交替進行。小團體成員初步以資源教室同為自閉症學生共 3

人進行角色扮演與討論，中後期可邀請普通班或社團同儕參與互動。

課程內容以社交技巧、認識自己優勢與特質、降低過度完美主義的影

響、釐清生涯發展方向等為主，強化與正向運用其資優特質。 

3.以優勢帶動弱勢原則，利用其感興趣的化學式或數學公式帶入情緒行

為輔導，如人際互動所產生之化學反應為引喻。 

4.因選讀三類組，數學與理化學科難度增加，視其課業學習表現再決定

是否額外增加學科課業輔導或加深加廣課程。 

5.安排親職教育，了解家庭對其未來生涯發展期待，讓家長了解個案對

醫科的矛盾情結，對其適性的生涯發展方向建立共識。 

    

五五五五、、、、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    
（一）安置環境 

□普通班+輔導室+資源班    ■普通班+資源班      □其他___________ 

接受資源班服務，其他時間均在普通班上課。                     

（二）特殊教育服務 

科目(領域) 地點 節課/週 起迄時間 負責教師 備註(抽離/外加；課程設計) 

情意課程/

社會技巧  
資源教室 1 節/週 99/09~100/6 ○○ 外加利用個別與團體方式進行。 

提供化學免

修考試資訊 
 開學前 99/08~99/9 ○○ 

依其化學學期成績是否通過免修考

試報名門檻，再行決定是否報考及

規劃獨立研究課程 

提供化學領

域獨立研究 

化學專科

教室/校

外 

2 節/週 99/9~100/01 ○○ 

化學課抽離進行個別獨立研究。免

修申請為每學期為單位，下學期依

其成績與表現，再行決定是否報考

及規劃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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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科課

外活動資訊 
 不定期 99/09~100/6 ○○ 

蒐集校內外與化學、數學相關課外

活動資訊，供個案參酌，以利其優

勢潛能做最大發揮 

99 學年度課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7:20 

08:00 
早自習 

1 
08:05 

08:55 
國文 數學 歷史 數學 英文 

2 
09:05 

09:55 
國文 國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3 
10:10 

11:00 
英文 英文 英文 地理 數學 

4 
11:10 

12:00 
物理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國文 體育 

午休 

5 
01:10 

02:00 
公民與社會 生物 國文 英文 

化學(獨立研

究) 

6 
02:10 

03:00 
歷史 生物 國文 物理 

化學(獨立研

究) 

7 
03:20 

04:10 
數學 班會 體育 音樂 美術 

8 
04:20 

05:10 
音樂 週會 國防通識 美術 

情意課程/社會

技巧 

（三）相關支援與服務 

項目 方式 負責單位(人) 

編班排課協調 
由於林生對陌生教師需要較長時間磨合，高二重

新編班時請儘量安排教導過該生的教師。 
教務處註冊組 

與科任教師聯繫 告知各科老師該生對成績的情緒與行為反應，並

做必要的協調溝通或支援。 

特教組、各科老師 

（四）轉銜服務 

項目 計劃內容 負責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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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輔導 提供一般升學管道與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學考試

的資訊，協助比較差異性與適宜性。 

特教教師 

    

六六六六、、、、學年目標與學期目標學年目標與學期目標學年目標與學期目標學年目標與學期目標    

學學學學

年年年年

目目目目

標標標標    

獨立

研究 

1.能計畫、執行與監控獨立研究計畫，並依期限完成獨立研究報告，發表研

究成果。(化學免修一學期目標) 

情意

課程 

(個人

發展) 

1.能情緒平穩地接受表現不完美的成績，訂定適合自己的成績標準。(資優特

質) 

2.能擬定適合自己興趣與專長特質的生涯發展計畫，並獲得家長支持。(生涯

試探與規劃) 

社會

技巧 

(處人)

1.對他人的建議，能表現出適宜的人際溝通技巧。(-與人溝通技巧) 

獨立研究課程學期目標獨立研究課程學期目標獨立研究課程學期目標獨立研究課程學期目標    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    

1-1 自 99/9/20 日起至 99/10/20，每週藉由討論、閱讀與觀察，個

案能確認研究問題並提出具體可行之研究計畫。 

 

1-2 自 99/10/20 日起至 99/12/20，每週藉由討論、實作、觀察與

作業，個案能研擬實驗設計，操作儀器、紀錄實驗結果與利用

電腦整理實驗資料。 

 

1-3 自 99/12/20 日起至 100/01/20，每週藉由討論與實作，個案能

完成獨立研究報告，並於期末向同儕發表。 

 

情意課程學期目標情意課程學期目標情意課程學期目標情意課程學期目標    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1-1 自 99/9/1 起至 99/10/30，每週藉由與個案導師、個案各晤談

一次，個案與導師皆表示個案能在二十分種內控制情緒不佳狀

態，至少連續三週。 

 

1-2 自 99/11/1 起至至 100/1/20，每兩週藉由與個案導師、個案各

晤談一次，個案與導師皆表示個案能在十分種內控制情緒不佳

狀態，至少達三次。 

 

1-3 自 99/11/1 起至 100/1/20，每月評量 1 次，每次透過與個案、

學科老師晤談方式或呈現試卷成績單，個案與學科老師皆表示

個案能坦然面對不理想的分數且情緒平穩地接受表現不完美

的成績。 

 

2-1 自 99/9/1 起至 100/1/20，每月與個案家長晤談 1 次，暸解個

案家長對個案期待(含大學科系)，縮短家長期待與個案發展方

向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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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 99/9/1 起至 100/1/20，每月與個案晤談 1 次，個案能清楚

家長期待與自己目標(含大學選讀科系)的相符程度。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1-4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月評量 1 次，每次透過與個案、

學科老師晤談方式，個案與學科老師皆表示個案能逐漸降低其

因成績不理想導致的師生衝突次數，降至每月不超過 3 次。 

 

1-5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次段考前透過與個案晤談分析，

訂定適合個案該次段考的各學科成績標準，個案能連續兩次段

考預估成績與實際成績相符程度達 90%。 

 

2-3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月與個案晤談 1 次，個案能擬定

適合自己的生涯發展計畫(含大學選讀科系)，並能說明計畫內

容適合自己的原因與目標達成的作法。 

 

2-4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月與個案晤談 1 次，個案能檢核

自己的生涯發展計畫，並能說明計畫內容維持或調整的原委，

朝修正後的計畫規劃學習目標。 

 

社會技巧學期目標社會技巧學期目標社會技巧學期目標社會技巧學期目標    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評量結果與修正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1-1 自 99/9/1 起至 99/11/30，每兩週評量 1 次，每次透過小團體

角色扮演方式，能禮貌地接受他人對自己的評論意見，獲得同

儕認同與評量達 80 分。 

 

1-2 自 99/12/1 起至 100/01/20，每兩週評量 1 次，每次透過小團

體角色扮演方式，能覺察社會線索以判斷自己是否適合發言，

並禮貌地接受他人對自己的評論意見，獲得同儕認同與評量達

80 分。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1-3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月評量 1 次，每次透過與個案晤

談方式，能轉述他人談話重點並適當回應，良性互動程度評量

達 80 分。 

 

1-4 自 100/2/1 起至 100/6/30，每兩週評量 1 次，每次透過小團體

角色扮演方式，能轉述他人談話重點並覺察社會線索予以適當

回應，獲得同儕認同與評量達 80 分。 

 

    

七、資優課程方案 
(一)化學領域獨立研究課程(化學免修)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5-8 週 

1. 共同討論決定課程內容 

2. 研讀指定書籍與撰寫心得 

3. 決定研究主題 

討論、閱讀、

電腦製表 

發表、作業

單、觀察 
9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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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擬定研究計畫 

第一學期 

9-12 週 

1. 執行研究計畫 

2. 實驗操作與紀錄技巧 

3. 隨時檢核實施進度 

實驗設計、討

論、觀察、實

作、發表 

紀錄表、觀

察 
99.11.20 

第一學期 

13-16 週 

1. 實驗操作與紀錄 

2. 整理研究資料 

實作、討論、

觀察、繪表 

紀錄表、觀

察 
99.12.20 

第一學期 

17-20 週 

1. 實驗記錄與整理研究資料 

2. 編輯報告成果 

3. 製作發表報告檔案 

4. 口頭與書面報告完成發表 

練習、討論、

觀察、發表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100.1.20 

 

(二)情意課程(與社會技巧課程隔週各排一節，本課程為單數週) 

週次 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第一學期 

1-4 週 

情緒魔鏡一 

1. 檢視自己情緒狀態 

2. 討論同儕對其回饋意見(班級先

進行特教宣導) 

討論、回饋表 

發 表 、 觀

察、晤談導

師與同儕 

99.9.20 

第一學期 

5-8 週 

認識資優特質 

1. 閱讀資優生手冊 

2. 檢核自己的資優特質 

討論、閱讀、

檢核表 

發表、觀察 

檢核結果、

晤談導師與

同儕 

99.10.20 

第一學期 

9-12 週 

向**學習 

1.閱讀**偉人傳記，並討論其優秀的

因素 

2.提出自己可以仿效典範之處 

討論、閱讀 

發表、作業

單、觀察、

晤談教師 

99.11.20 

第一學期 

13-16 週 

情緒魔鏡二 

1. 歸納個人情緒與資優特質的關聯 

2. 認識完美主義的影響 

實作、討論、

圖表資料 

紀錄表、觀

察、晤談教

師 

99.12.20 

第一學期 

17-20 週 

向自我學習一 

1. 接受不完美成績的情緒調整策略 

2. 擬定符合理想與現實的學期成績 

練習、討論、

發表 

觀察、晤談

教師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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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1-5 週 

向自我學習二 

1. 接受不完美成績的情緒調整策略 

2. 依學期實際成績再次調整符合理

想與現實的學習成績 

練習、討論、

發表 

觀察、晤談

教師和家長 
100.3.20 

第二學期 

6-10 週 

生涯發展計畫一 

1. 了解家長與教師的期待 

2. 綜合個人身心特質、自我期望與

他人期待等資料，提出個人未來

生涯發展方向 

討論、閱讀、 
發表、作業

單、觀察 
100.4.20 

第二學期 

11-15 週 

生涯發展計畫二 

1. 蒐集各大學科系的網站與資訊 

2. 配合個人興趣與大學科系內容，

研擬生涯發展計畫 

討論、實作、

電腦搜尋 

完成生涯發

展計畫草案 
100.5.30 

第二學期 

16-20 週 

生涯發展計畫三 

1. 向家長與其他教師說明說明生涯

發展計劃並取得認同或建議 

2. 檢核生涯發展計畫並視發展現況

進行調整，並能說明調整原委 

實作、討論、

建立生涯發展

計畫檔案夾 

觀察、生涯

發展計畫 
10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