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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身心障礙類資源班服務規劃

課程分組與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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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課程應該是......

❖具階段性、以培養學生在普通班學習的能力
為主。

❖增強學生能力以幫助其回到普通班有更好的
學習參與與適應。

❖運用學生優勢補足其弱勢能力，達到目標後
即可回歸普通班學習，並非一日抽終生抽。

❖就像加油站、旋轉門。

❖不是在普通班成績不好、學不好，就直接分
流到資源班上課。



學生怎麼想？

跟學生聊聊，對於留在班上上課以及到資源班

上課的想法，允許學生用各種方式表達。

關於留在班上/資源班有哪些開心、擔心？

留在班上/資源班上課時，我希望有哪些支持或協助？

我想選擇…..，理由是….

我可以做哪些準備？

表達弱的孩子可以提供句型架構引導：

如果可以...我會..  、如果老師...我就能…

我想在….上課，但是我擔心…..、我可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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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歷什麼學習經驗

使學生有這些想法，這些話語？



新北市國中資源班教師基本教學節數草案

第四條

❖ 國中每位教師教學節數由16節調為12節（課稅超鐘點2節另計）

❖ 特教教師除教學節數外，應提供學生在校生活與學習適應之支

持措施與訓練、諮詢合作等促進融合教育相關工作及執行鑑定

安置評估事務

❖ 特教教師另得依學生需求，轉換教學節數以執行前述工作，並

擬訂特殊教育工作計畫，敘明節數轉換之服務項目及時間，提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同意後實施，前述工作、事務與服務

項目之內容及節數轉換之方式、審核程序等事項由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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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規教育局簽核中，後續會再正式公告
• 同步依本法規再修正本市國中小資源班實施要點



新北市國中資源班開課總節數

❖課稅2節超鐘點得依學生需求安排：

 學校得依全校資源班學生之需求安排超鐘點或不超鐘點以提供學生抽離或

外加式課程。

 超鐘點之課程不一定須由特師授課，亦可由其他領域教學專長教師授課。

 經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開課情形請納入「特教學生課程領域分組及特

教教師節數一覽表」呈現）。

❖國中資源班開課總節數：
 開課總節數計算方式：每位編制內資源班教師之基本教學節數+課稅超鐘

點=資源班開課總節數。

 例1：A國中有3名資源班教師編制，且依學生需求安排超鐘點課程，每

師每週12+2節（共計14節），資源班總節數為36+6節（共計42節）。

 例2：B國中有3名資源班教師編制，且依學生需求每位教師皆不安排超

鐘點課程，每師每週12節，資源班總節數為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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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專區

❖ 因應融合教育趨勢，資源班教師工作內涵比重調整：

因應融合教育趨勢，調整教師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國小為14節、國中為12節、高中則為6節。此次調降

目的在發揮教師專業，使其有更多工作時間落實團

隊合作，支持學生在校生活及學習所需各項課程調

整、支持服務規劃與執行。

❖ 可依學生需求，最多再調降基本教學節數至0節：

資源班教師另得依學生需求，擬訂特殊教育工作計

畫，敘明節數轉換之服務項目及時間，提學校特推

會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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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巡迴班特教教師工作內涵
❖發現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校內輔導轉介，特教需求評估

 鑑定安置評估工作

❖身心障礙學生個案管理工作
 整合團隊發展與訂定IEP

 確保學生活動參與，與學校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合
理調整，如：校外教學、畢業旅行

 規劃執行各項支持服務：

 學生助理人員服務

 專業服務

 考評服務、成績評量調整

 輔具服務與訓練

 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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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通班教師合作與提供支持
 普通班課程調整

 合作教學

 協助情緒行為處理

❖學校融合教育宣導工作
 全校性融合教育、身心障礙平權意識提升

 個別議題入班宣導

❖課程與教學
 特殊需求領域或特殊需求領域融入領域教學

 部定領域之重整課程

強調落實促進融合的各項
特殊教育專業工作

資源班/巡迴班特教教師工作內涵



澄清專區

❖減課需要寫更多入班服務記錄嗎？
毋需額外處理非必要文書工作

特教教師為專業人員，須依法落實專業工作，完成必

要文件，如：學生需求評估報告、IEP、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領域課程計畫等。

非授課之上班時間，皆可執行間接服務，不需為了換

算節數，再另外記錄工作內容，故未因調降教學節數

增加額外文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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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不須逐條記錄工作以換算節數，但為自己的工作留下紀錄是專業
人員自我督導、檢視服務成效，作為後續策略調整的重要依據。

 學校行政落實督導現行法定文件完成情形及內容，如：IEP中，學生
各項服務執行成效與教育目標達成情形。



澄清專區（補充）

❖ 減掉的課會有人來補嗎？

 依據中央法規，國中師生比目標為1：8，本市朝此目標逐年補足師資

人力。

 但是，增加老師不是為了開更多課、不是為了把更多學生抽離普通班

到資源班進行學習領域教學，而是要提供專業支持服務或必要的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以幫助學生在普通班能有更好的學習適應。

 滿足學生需求的方式很多，不是特教生就一定要安排至資源班上課。

 間接服務與直接教學一樣重要，從現有的教學節數、工作時間發揮專

業與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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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教師基本教學節數下降，目的是能有多一些時

間執行支持措施與訓練、諮詢合作等工作，讓特殊生

不只是特教老師的學生，而是全校老師的學生。

❖課程教學以外，幫助學生在普通班參與的例子：

*協助學生練習使用電腦
輔具輸出

*協助確認輪椅生校外教
學與在校行動需求
（升降設施、電腦教室活動斜坡）

*評估情緒行為障礙學生
需求、執行介入策略幫助
學生在普通班應試

更多事例請閱讀「學習的引路人」



資源班應該開哪些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到普通班與普通班老師合作教學（協同教學）

❖資源班以開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為主
學習策略、溝通訓練、輔助科技應用、生活管理、社會技巧、
功能性動作訓練..

❖必要時開設學科學習領域
該領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者，需要「重整」該領域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重新詮釋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化的目標與學習內容。

該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者，應提供該領域原班課程調整或安排

外加式課程，且領域課程須結合學習策略教學，不安排抽離式課

程。

學習功能輕度缺損之學生，如已長期抽離至資源班上課，且短期

內完全無法銜接普通班課程而無法回普班上課者，其資源班領域

課程須結合學習策略進行教學。

14



哪些學生要來上課？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 學習功能無缺損領域不須排課
 提供學習輔具、環境與評量調整、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與其他

支持策略或相關服務等協助，不須排課。

❖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
 原班課程調整、至普通班融合教育。

 提供學習輔具、環境與評量調整、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與其他

支持策略或相關服務等協助。

 視需求提供外加式課程，特殊需求領域或學科結合學習策略

教學。

❖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
 提供所需之學習輔具、環境與評量調整、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與其他支持策略或相關服務等協助。

 需大幅度調整課程內容（替代/重整），安排抽離式課程，必

要時得透過IEP會議討論增減該領域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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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抽離式課程？-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學生因該領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無法
參與普通班該領域課程，需要在該領域
學習時段抽離至其他場所上重整課程。
如：重度認知障礙學生學科課、全盲學生的電
腦課（視課程主題以及學生使用盲用電腦能力而異）。

❖抽離課程可以使用哪些時間上課？
優先抽離原領域課程時間。

或於IEP會議討論評估其他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的

領域時間是否適合，可利用這些領域抽離的時

間，統整安排學生需要的領域與節數。



決定安排抽離式課程的程序

❖落實抽離課程前的評估與調整
 小一新生除非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者，否則不應於未接受
過普通班課程就直接安排抽離式課程。

 先與普通班老師合作原班課程調整，並評估成效。

❖ IEP團隊（普師、特師、家長、行政及本人）
落實討論
 將抽離式課程的利與弊確實告知家長、導師等IEP團隊成
員，並同時思考預定抽離與回歸原班的標準和日期。

❖彙整全校學生課程需求，提特推會審查後實施
 說明學生能力，包含：各項基本能力、認知情形、定期
評量表現、在該領域實際學習與參與情形、普通班課程
調整情形（學習環境、歷程及評量之具體調整措施）與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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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抽離式課程

❖ 是專業且個別化的教育決策過程，請務必謹慎討論
 校內特教團隊可透過多元評量方式，決定安排課程之準則。

 IEP團隊須充分了解抽離式課程造成的影響，做出最符合學生最佳利益的決定。

 當學生的需求無法透過普通班通用設計/差異化教學、教學或評量上的調整獲益，

而需要透過抽離式課程提供「學習策略」教學時，才謹慎為之。

 如為校內輔導機制轉介學生（校篩生）或經鑑定之疑似生等未接受過抽離式課程

之學生，須透過相關會議之程序，邀集家長、授課教師、學生本人討論學生需求

後，謹慎為之。

❖ 應定期檢視抽離式課程成效

 即使決定抽離，也應設定好階段性任務。

 擬定學生在資源班之學習目標，亦須訂好讓學生回班學習的目標。

 如學習未如預期，應落實成效檢討，如：課程內容、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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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外加式課程-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 普通班沒有開設的課程，或普通班原領域節數無
法滿足需求，再增加該領域的課程節數。

❖ 外加式課程可安排的學習時間

 不在學習總節數內的時段：早修、午休、課後班

利用午休時間，需確認學生無午睡需求及習慣。

運用課後班須經家長同意，並確認出缺勤管理及接送事宜。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統整性主題課程/社團活動、技藝
課程、其他類）

 經特推會同意，免修、減修之學習節數

確認課程實施起訖時間，確認課程目標預計達成時間，達成後
即應回班。

與普師討論原班減修課程銜接、課程調整、評量調整事宜。

避免完全集中某一領域、避免抽學生喜愛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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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領域減修/免修學習節數？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 以學生最佳利益優先，落實團隊決定及法定程序

 IEP團隊（導師及各科老師、特師、家長、學生、行政
人員）討論後決議，提特推會審議通過。

❖ 個別學生IEP團隊討論，哪些領域要減修/免修

 例1

學生需要學習點字、盲用電腦，以培養相關能力；但如果沒有

其他外加時間，可於IEP討論，如：語文少修1節或資訊科技課

程少修1節，利用學生減修的學習節數安排2節外加式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例2

不同年級學生於多個領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且也需要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時，可於IEP討論，抽離語文、數學或其他領域時間

共11節，安排重整課程，如：課程內容以功能性為主的語文4

節、數學2節、生活管理3節與溝通訓練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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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課程規劃流程與注意事項
❖ 五月IEP團隊討論，確認個別學生排課需求

 先把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重整課程者)，必要安排的抽離課先排，確認

需求節數。

 再把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依據IEP討論特殊需求領域或外加的學習領

域課程結合學習策略，列出需求節數。

 學生安排抽離課程或是領域增減節數須提特推會同意。

❖ 六月特教團隊共同討論開課領域與學生分組
 優先依年段分組，每組人數4~8人為原則，3人以下應盡量併組；如有特殊

狀況，須經特推會審議。

 特需課程，依據學生需求議題主題分組，不依年級。

❖ 七月特教團隊依教師專長配課
 避免完全依個管分個案開課。

❖ 八月安排各組課程上課時間
 分散上下午，分散於週間

 與教務處協調排課，抽離課程、刪減之領域配合排課，雙向溝通保持彈性

協商。
21

課程規劃之實際時程，
各校可依原則彈性微調



小結-資源班課程規劃

❖以幫助學生在普班為目標，重新思考每位學
生服務方式

❖依程序，謹慎決定哪些學生需要抽離式課程

❖降低開設非必要的課程
 如：功能性動作訓練可思考以入班方式協助、利用其他

課餘時間練習，或與家長合作居家進行訓練。

 個別學生的特殊需求可安排入班服務，個別協助處理或

利用時間訓練。

❖提升外加式課程效益，讓更多人參與
 社會技巧-依議題分組；學習策略-閱讀策略、讀寫策
略、數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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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原領域全部
時間抽離

原領域部分
節數抽離

重組/
重整/
功能性
課程

課程調
整（基
礎內容/
進度）

學習策
略整合
領域課
程

特需融
入原班
領域課
程

特殊需
求領域
課程

入班協
助與訓
練

普通班外加時段

不一樣學習方式的孩子
原班課程調整、作業調整、評量調整

學習
功能
嚴重
缺損

學習
功能
輕微
缺損

不會讀不會寫，不是抽離上課合作諮詢課程調整

資源班服務規劃



作業調整—幾個重要觀念與原則

❖ 作業調整指減少或排除障礙產生的影響，而非降低學習

期待、直接免除原班要求的作業。

❖ 不論是否在資源班上課，皆應以幫助參與原班的作業為

優先考量（習作、生字語詞練習本、週記、作文等），

並依個別學生需求提供調整，如：

 書寫動作困難的學生予以適當減量、放大格子或提供電腦輔具幫助
完成書寫作業。

 認知困難學生，可以指定題目、給予鷹架或線索幫助其完成。

 依據作業目的，允許以不同形式輸出，例如：造句、作文可以電腦
打字輸出、口頭回答語音轉換成文字。

❖ 如欲免除特定作業，應於IEP確認，並討論替代的作
業、任務形式。



評量調整—幾個重要觀念與原則

❖調整（Accommodations）：

指減少或排除障礙產生的影響，而非降低學習期

待；在不改變評量內容、難度的前提下，進行以

下調整：

 呈現方式（試卷放大、點字卷、報讀試卷、擴大輔助
設備…）

 作答方式（口頭回答、電腦作答、代謄試卷…）

 施測情境（獨立考場、特殊考場…）

 測驗時間或施測程序（延長時間、分段考試）

重新命題時，只出少量基礎簡單的內容、改編評量內容

使其更簡單（如選擇題選項減半）或給予正確答案的提

示或線索，屬於「評量修改」，不是「評量調整」。



評量內容修改—適用對象與注意事項

❖ 修改（Modifications）：
 學習較少的學習內容（目標較少，簡化、減量）

 減少分派的作業或評量（只需做較簡單的題目）

 改寫作業或評量內容使其更簡單（如選擇題選項減半）

 在作業或測驗上的正確答案給提示或線索

❖ 適用對象
 該領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者，課程已經重整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重新詮釋或轉化成生活化或功能化的目標與學習內容。

 如是領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者，不應為了降低學生挫折、提升測驗

分數，另外出簡化的資源班替代評量卷。

評量內容「修改」，不屬於評量「調整」。

採修改，代表改變或降低對學生該領域學習期望，會大量

減少普通班課程的學習內容，務必謹慎！



考試評量—幾個重要觀念與原則

❖ 請勿假定每個身障生都要評量調整或是替代評量。

❖ 考試評量方式須經過IEP會議同意並載明。
 需定期評估考試評量調整的成效，成效是指是否能消弭其障礙，有
助真實評量欲評量的能力，並非指成績提升。

 如欲採取替代評量，代表改變或降低對學生該領域學習期望，通常
大量減少學習內容，務必謹慎，確認是該領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接受重整課程者。

❖ 基於學生需求調整：
 針對個別學生需求，而不是該生的障別調整，同一障別或有相似調
整方式，但不宜以同類相似來決定調整方式。

 沒有上資源班課程的學生，仍應依據其需求，IEP確認提供調整以
及調整的內容。

❖ 將評量調整措施融入課堂教學及平時的作業練習中。

❖ 應瞭解會考單位同意使用的調整項目及內涵。



成績評量調整應該是這樣
評量範圍 時機 方式 方法

學習領域

• 八大學習領域及
其所融入之重大
議題

• 內涵包括能力指
標、學生努力程
度、進步情形

定期
（ ）%
*依學校比率

紙筆測驗（ ）% 紙筆測驗（每學期最多三次）

表單（ ）%
學習單、習作作業、問卷、檢核表、評
定量表

實作評量（ ）%
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行為觀察

檔案評量（ ）%
表單、測驗、表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紀
錄，製成檔案

平時
（ ）%
*依學校比率

紙筆測驗（ ）% 紙筆測驗（最少化原則）

表單（ ）%
學習單、習作作業、問卷、檢核表、評
定量表

實作評量（ ）%
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行為觀察

檔案評量（ ）%
彙表單、測驗、表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

依據個別學生需求，討論各領域成績評量調整需求，並非只有在資源班上課
才有調整。*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19


小結-考試評量方式
❖ 應確實瞭解評量的目的，儘早規劃調整措施。

❖ 真有必要才申請這些調整措施。

❖ 讓學生有練習的機會。

❖ 施測時的調整措施，目的不在消除學生的挫折

感，而是消弭阻礙，平等參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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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先通用設計，盡可能讓
所有學生參與、可獲取資訊
再依據個別需求提供合理調整

識字困難 書寫困難 專注力不足 理解/表達困難

課堂參與
報讀（老師、
同學、科技）

提供不同格式

口頭回答
電腦輸出
同儕合作

座位調整
安排任務
分段學習

多元表徵
延宕

作業調整
報讀（老師、
同學、科技）

適當減量
不同方式輸出
文字

分段、操作型
允許邊聽音樂
（如有幫助）

-

評量調整
報讀（老師、
同學、科技）

不同方式輸出
文字

分段、獨立考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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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國中資源班課程規劃調整

聽聽看，不同學校的思考與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