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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及閱讀上，因為受到個體限制，需要大量的協助，尤其

在聽說讀寫上，常有學習上的困難及阻礙。如聽方面，會因為字音相近，無法寫

出正確的文字；而在閱讀識字上，常因字形相近，容易誤判文字；在書寫上，常

會漏寫文字的部件或因個人在閱讀上的困難，無法立刻識得文字。直接教學法藉

由選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有用字來教學，利用讀字、解釋字義及用處，運用反

覆練習和教學活動來確定學生已經了解該字，以確認學生識字量的多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在識字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

運用直接教學法來提升其識字成就。中度智能障礙學生通常具有智商在 50-70 之

間，學生在語言、記憶、注意力、理解、思考等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弱，學習識字

常常是一個困難的任務；透過本研究的結果，希望能提供實際可行的教學策略及

建議，以協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升其識字能力，進而提高其學習成就。 

二、 文獻探討 

(一) 直接教學法的理論基礎 

黃秀霜（1996）提到雖然視覺對識字的影響未獲得一致的結論，但從兒童識

字的錯誤類型來看，字型混淆的類型佔最多。胡永崇（2006）指出直接教學法

（Direct Instruction, 以下簡稱 DI）並非是一種特定的教學方法，而是一項源於行

為學派理論的教學原理，此教學原理具有幾項基本理念：(1)不涉及學生之障礙病

因或障礙類別；(2)不涉及基本心理歷程之訓練；(3)教學由教師主導；(4)教師直接

對學生指導；(5)教師採有效教學原則；(6)教師採有效的教學方法；(7)直接評量。 

「直接教學法」是一種以工作分析為基礎、以編序的方式設計教材，並運用

系統化方式呈現教材的直接教學法對國小特教班學生識字學習成效之研究一種

高度結構性教學法，而「大量的練習和複習」更為其重要的教學方式（胡永崇，

2006）。 

曾世杰、陳瑋婷、陳淑麗（2013）表示行為分析理論認為行為是透過學習而

來的，教師可以藉由工作分析、引起動機及注意力、選取範例、修正錯誤與給予

回饋等各項控制環境事件的方式，使學習產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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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困難 

謝錫金、張慧儀、羅嘉怡和呂慧蓮（2007）於書寫漢字錯別字的研究中，分

析學生常寫的錯字和別字，其中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大類別：「部件問題」、「空間

組合問題」、「筆畫問題」和「字形問題」。這些書寫錯別字類型可能會導致讀者

的困惑，因此在書寫時，應該特別注意字形、筆劃和連寫等方面的正確性，以確

保文字的準確性和可讀性。 

楊佳綾、唐榮昌（2013）直接教學法的評量過程宜採形成性評量，教師於教

學中對學生實施形成性評量，有助於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三) 直接教學法提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之識字成就的相關研究 

鈕文英（2003）指出直接教學法既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案；陳瑋蓉、黃

麗君、楊雯婷（2019)：「直接教學法在智能障礙學生英文字詞識別之應用：以一

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為例」，使用直接教學法協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升英文字

詞識別的能力。以上研究均探討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識字成就的影

響，並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方面存在差異。 

宣崇慧、盧台華（2010）研究結果指出識字困難學童接受直接教學法後均有

正向的進步效果，但其中雙缺陷識字困難學童的進步趨勢與其他兩位無聲調缺陷

學童不同。雙缺陷學童會在基本字與規則字介入後產生較顯著的進步，但當不規

則字介入時，其進步趨勢則趨於平緩。 

黃妤穎（2020）指出針對身心障礙學童認知、理解能力普遍低落，且記憶、

類化能力不佳，故高結構性、系統化且具備反覆、分散練習特性的直接教學法，

便適用於智能障礙學生。 

直接教學法可提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增加學生的識字、增強其

對單詞的認知和理解能力，進而提高其整體閱讀水平。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對象為小東（化名）是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一年級學生，手冊證明

為中度智能障礙（第一類），在閱讀方面，讀取速度較慢，認識的字彙量也相對

較少，在書寫技能上，寫字的速度慢，且只能寫下有限的數量的字，這表明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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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達上可能遇到困難，在應用數學知識和理解數學概念上存在障礙，難以記住

學習的內容，在聽力和理解能力方面，雖然學生能聽懂語句，但對抽象概念的理

解有限，且在口語表達時使用較短的句子。 

(二) 研究方法 

運用個案研究方法來深入研究特定個體、組織或事件，以獲取詳細的信息和

洞察力，使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如訪談、文件分析和觀察等。 

四、 研究設計 

(一) 教學實驗步驟 

學生首先進行前測，接著學生唸讀文章一遍，這有助於熟悉文章內容和相關

的讀音。接著教師對文章的內容及其讀音進行了詳細講解，旨在加深學生對文章

理解和發音的準確性，當學生有提出對於生字的疑問，釐清對特定字詞的認識。 

為加強學生對新字的記憶，運用圖字卡作為一種視覺學習工具，透過圖像聯

想來認識文字，學習部首的知識及其在書寫中的應用，實際練習書寫來進一步鞏

固學習成果，學生還練習了使用注音符號打字，這一步骤不僅提升了他們對字音

的理解，也加強了拼音和文字。 

生字圈詞練習讓學生在文章中尋找並圈出新學的字詞，促進對生字的辨識能

力和記憶，最後後測，評估學生經過一系列學習活動後，在語言認知和應用方面

的進步，整個過程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方法，加深其對文字的理解和運用，促進語

言學習效果。 

(二) 時程進度 

開始時間︰於 112/4/21 進行前測。112/4/28-6/9，每週 2 堂課程，共 10 堂課

進行教學，最後再進行評量測驗。 

五、 研究工具 

(一) 量表︰中文年級認字量表（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Test） 

黃秀霜（1996）編製的認字量測驗旨在篩選出認字困難的學生和診斷閱讀障

礙兒童的認字錯誤組型。測驗包含 200 個字頻高低排列的中文字，學生需唸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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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以評估認字能力，錯誤分析揭示了念錯音的心理機制，包括多種錯誤組型。

建立了多種常模，包括百分等級、T 分數，以及基於性別、地域和年級的常模，

信效度高，顯示測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計分方法簡單，答對一題得一分，分數

可對照常模轉換成百分等級、T 分數或年級分數。 

表 1 個案書寫文字錯別字一覽表 

錯誤字 分析 

內容︰側耳傾聽 

錯字︰聴 

正確︰聽 

分析︰（缺漏） 

少了左下的部件 

內容︰六親不認 

錯字︰ 

不（注音聲調錯誤） 

認的右上寫錯成「刀」 

正確︰認（右上為刃） 

分析︰ 

（字形混淆）注音聲調錯誤 

（缺漏）少了一點 

內容︰借問 

錯字︰間 

正確︰問 

分析︰（添加） 

多了一橫筆順。 

內容︰八面玲瓏 

錯字︰入 

正確︰八 

分析︰（添加） 

將八的字，連在一起 

六、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施測結果 

前測日期︰112 年 4 月 21 日，得分︰33，年級分數︰1.3。 

表 2 唸錯組型分析劃記表 

錯誤組型 目標字與讀的差異 總計 

一、字音相近 

(一)調值錯誤 

伯（ㄅㄟˋ）、海（ㄏㄞˊ）、 

本（ㄅㄣ）、門（ㄇㄣ）、採（ㄘㄞˊ）、 

剃（ㄊ一）、猛（ㄇㄥˊ）、疹（ㄓㄣˊ） 

8 

(二)聲韻類似 
拼（ㄅㄧㄣˊ）、吵（ㄘㄠˊ）、責（ㄓㄜˊ）、 

枯（ㄍㄨ）、肉（ㄌㄡˋ） 
5 

二、字形加字音混淆 
袖（ㄧㄡˋ）、皿（ㄒㄧㄝˊ）、逼（ㄈㄨˊ）、 

饒（ㄕㄠ） 
4 

三、字形加字義混淆 隆（ㄐㄧ）、垃（ㄕㄜˋ） 2 

四、不明錯誤 霄（ㄉㄢˋ）、併（ㄊㄨˊ） 2 

分數 33 

該生最常犯之錯音組型為   調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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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日期︰112 年 6 月 6 日，得分︰31，年級分數︰1.4。 

表 3 唸錯組型分析劃記表 

錯誤組型 目標字與讀的差異 總計 

一、字形混淆 
(一)形似字 嗅（ㄔㄡˋ）、鏢（ㄆㄧㄠˋ） 

圜（ㄩㄢˊ） 
3 

(二)部件相同字 

二、字音相近 

(一)調值錯誤 

本（ㄅㄣ）、又（ㄧㄡ） 

海（ㄏㄞˊ）、永（ㄩㄥˊ） 

伯（ㄅㄟˋ）、警（ㄐㄧㄥˊ） 

6 

(二)聲韻類似 
陪（ㄊㄟˊ）、結（ㄒㄧㄝˊ） 

爆（ㄉㄠˋ）、責（ㄓㄜˊ）、枯（ㄍㄨ） 
5 

(四)增加音 猛（ㄇㄨㄥˊ） 1 

三、字形加字音混淆 袖（ㄧㄡˋ)、皿（ㄒㄧㄝˊ) 2 

四、字形加字義混淆 澆（ㄕㄠ) 1 

分數 31 

該生最常犯之錯音組型為   調值錯誤     

(二) 研究討論 

1. 識字能力的進步 

從前測到後測，學生的錯誤得分從 33 分降到 31 分。這表明在約一個半月的

時間裡，學生的識字量有所提升，雖然提升幅度不大，但仍顯示了學習的進步。 

2. 錯誤類型的分析 

學生最常犯的錯誤類型為「調值錯誤」，這在前後測中都是最頻繁的錯誤。

這種錯誤涉及到聲調的辨識和記憶，顯示學生可能在聲調的學習上遇到特別的困

難。 

3. 字形和字音混淆的情況 

從錯誤分析來看，學生在「字形混淆」和「字音相近」方面都有錯誤，這表

明學生在視覺（字形）和聽覺（字音）的語言處理方面可能都有挑戰。特別是在

「字音相近」方面，學生不僅有調值錯誤，還出現了聲韻類似、省略音和增加音

的錯誤，學生可能在聲韻辨識和聲韻轉換的過程中存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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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直接教學法在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方面具有潛力，教師需要注意並

解決相應的困難，提供適當的支持和個別化的教學，幫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建立

起字音與字形之間的連結，提高識字能力，並為未來的學習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

礎。 

(二) 未來研究建議 

運用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成就探討，仍有許多方面值得進

一步研究和探討，以下是一些未來研究的建議： 

1. 個別化教學策略：根據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個別需求和能力進行個別化的直

接教學，包括調整教學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輔助，以確保學生能夠從

中獲益最大化。 

2. 教師培訓和支持：提供教師培訓和支持計劃，使其熟悉直接教學法的原則和

實施策略，包括提供教師指導、專業發展機會以及與其他教育專業人員的合

作，以促進知識共享和最佳實踐的交流。 

3. 長期追蹤研究：評估直接教學法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識字成就的長期影響。

這可以通過定期測量學生的識字能力和進步，並觀察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的

應用情況來實現。 

4. 教學環境優化：探索如何優化教學環境，以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促進學生的專

注度和學習效果，包括適當的座位安排、減少課程教學的干擾源，利用技術

輔助工具和教學資源來增強學習體驗。 

未來的研究應該專注於進一步深入瞭解直接教學法在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

識字成就方面的應用和效果，可以為教育實踐提供指導，促進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學習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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