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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圖片式情境教學在國小智能障礙教育上的應用。內文首先提及智能障

礙兒童的語言發展特徵與語文教學原則，其次描述複句的內涵和教學原則，繼而情境式

圖片教學的內涵。 後探究情境式圖片教學方案，包括教學材料、教學內容、教學流程

與規劃、及課程架構與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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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語言是人們進行人際溝通、社交 便

利的工具。對多數兒童來說，在短短幾年

內，不須他人刻意教導，即可習得其母語

中的結構、意義與使用規則。而智能障礙

兒童在語言習得方面，總是會出現一些問

題，如句型結構簡單而零碎、常使用不完

整句……等（錡寶香，2009）。 

目前國內資源班的語文教學現況，主

要多隨課本單元進行語詞認讀、句子仿說

及課文理解等教學，欠缺系統化和統整性

的語文教材，造成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成

效上事倍功半，且語文教材和學習策略的

發展亦多以識字教學為主，針對句型方面

的系統化教學教材甚少，惟語句能力的發

展能夠有效促進溝通，進一步確切表達需

求及參與社會互動。因此，提升智能障礙

兒童之語句能力亦為重要課題。欲使學生

獲得實用的語文能力，須結合生活情境引

發語文學習，所習得的語文能力才能類化

至生活中 (Friend, 2013; Gardner, 2006)。 

研究 人員 指 出視 覺展 示 物可 呈現數

據，圖解抽象概念，組織複雜訊息，幫助

新舊知識的整合，促進訊息保留，促進認

知功能的正向發展（陳淑惠，2002；謝琇

玲，1996；Gargiulo, 2012）。以下就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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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兒童的語言發展特徵及語文教學原

則、複句的內涵和教學原則、情境式圖片

教學的內涵、及情境式圖片教學方案等方

面進行描述。  

貳、智能障礙兒童的語言發展 
特徵與語文教學原則 

智能障礙係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

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

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教育部，2013）。智

能障礙兒童的語言問題並非單方面的，而

是 語 言 形 式 的 全 面 性 障 礙  (Lewis ＆ 

Doorlag, 2011)。在語音方面，常見問題包

含 聲 音 異 常 、 韻 律 障 礙 、 構 音 障 礙 等

(Beirne-Smith, patton & kim., 2006)。在語

意方面，智能障礙兒童的語意困難可能包

括字意、生詞、片語與子句的關係，及比

喻 性 語 言 理 解 或 表 達 困 難 （ 林 寶 貴 ，

2003），而這些問題可能源自於詞彙量不

足、詞彙提取能力差及語意發展速度緩慢

（劉麗容，2003；Owens, 2010）。在語法

方面，吳采純（2007）發現智能障礙兒童

普遍都有語法的錯誤類型句子，發生比率

依序為省略句、替代句、贅加句、倒置句，

可看出智能障礙學生語法結構鬆散，常依

賴幾個主要詞序造句，致使語法結構僵

化，產出的句子錯誤率極高。在語用方面，

智能障礙兒童在語法規則的歸納與使用的

能 力 上 均 較 弱 (Beirne -Smith et al., 

2006)。另外，他們在表達上皆以社會性語

用表達為主，且呈現被動反應，較少出現

自發語言（莊妙芬，1997）。 

為提升智能障礙兒童的語文能力，除

了解其語言發展特質外，亦須針對其學習

特質需求發展適合他們的教學策略，學者

們認為智能障礙兒童的語言訓練原則，包

含配合發展階段與障礙程度加強語言訓

練、注重教材選擇與呈現、加強語言理解

及口語表達、及提供良好的語言學習環

境，如自然情境教學法  (milieu teaching)

等（陳明媚、黃裕惠、莊季靜，2012；鈕

文英，2003）。 

參、複句的內涵和教學原則 

句子 是語 言 運用 的基 本 單位 ，是由

詞、詞組或分句構成，而複句是由兩個以

上的單句形式所組成。組成複句的各個單

句形式叫「分句」。分句之間在意義上有各

種關係；結構上，不互為句子成分；在書

寫形式上，一般用逗號、分號或冒號表示

分句之間的語音停頓（劉蘭英、孫全洲，

1998）。至於關聯詞語又稱關聯成分、關係

詞語，是組成複句的重要成分，它表達各

分句之間邏輯語義的關係，透過這樣的形

式標誌，能更快速掌握各複句的類型。亦

即關聯詞語依存於句子結構。離開句子，

無所謂關聯詞語（張斌，2000）。 

在複句類型上，由於分類依據不同，

因此複句的形式、名稱、內容皆有差異。

綜合若干學者（文須琢，2008；程祥徽、

田小琳，2002；馮瑞龍，2001）的分類，

歸納複句與關聯詞語類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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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複句類型 

類型 說明 關聯詞 例句 

並列

複句 

各分句分別表示幾件相關的事，有的

分句描寫幾種情況，有的分句表示相

對、相反的清況，意義上彼此平行或

對立，是齊頭並進形式。 

例如：「既…又…」、

「一邊…一邊…」 

他一邊看電視，

一邊寫作業 

選擇

複句 

分句中表示的事件不能同時並存，須

從中選擇一項。具選擇關係的複句需

要聯詞才能清楚表達其語意。 

例如：或、或者…或

者…、是…還是…、

與其…不如…、 

與其在家睡覺，

不如外出走走 

承接

複句 

由數個分句表示連續事件，常有先後

之分，可用關聯詞語連接語意。 

例如：就、接著、後

來、然後、一…就…

他唱了一首歌，

接著我也跳了一

支舞 

遞進

複句 

分句間之後一句較前一句的語意更

進一層，通常會在時間、數量、範圍、

程度等有層次分別。 

例如：更、而且、尚

且、不但…而且… 

她不但歌唱得好

聽，舞姿更是動

人。 

因果

複句 

因果關係的句子有兩種類型：已成為

事實的因果關係及推論因果關係。 

例如：因此、、因而、

因為…所以…可見、

既然…就… 

他 得 到 了 第 一

名，因此笑得合

不攏嘴 

 

假設

複句 

前一個分句提出一種假設，後一個分

句說明假設情況實現後所產生的結

果。 

例如：不然、如果…

就、假如…的話、即

使…也、 

假如今天沒有下

雨，我就可以跟

爸爸一起去兒童

樂園玩 

轉折

複句 

前一個分句描述一種意思，後一句並

非順著前一個分句說下去，而是作了

轉折，意思與前一句相反。 

例如：雖然…卻…、

雖 然 … 但 是 … 、 儘

管…還… 

雖然他已經用了

大的努力，還

是沒有得到好成

績 

目的

複句 

前一個分句提出要達到的目的，後一

個分句說出為達目的須做的事。 

例如：為了、以便、

省得、以免、為了…

起見…、 

為了保持健康，

他開始執行每天

運動的計畫。 

條件

複句 

前一個分句提出條件，後一個分句說

出結果。條件複句分兩種：後一句的

結果在前一句的條件下產生、無論任

何條件下都會產生相同結果。 

例如：只要…就、無

論…都 

 

 

只要努力就一定

能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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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型教學原則上，參酌若干學者看

法（陳正治，2008；羅秋昭，2015），教師

在進行造句教學時可先利用圖片營造情

境，並引導學生將情境與例句連結，在教

師示範後模仿句型的用法，進而自發性的

創造、表達。接著可透過分組討論、遊戲

等方式，引導學生在討論中將句型與自身

生活經驗連結，亦可讓學生在課堂中發表

作品，透過欣賞、學習的過程，間接體驗

到更多不同的句子，使學生能更有效率的

將所學到的句型應用至生活情境中。 

國內針對句型方面的系統化教學教材

甚少，然而語句能力的發展能有效促進溝

通，進一步確切表達需求及參與社會互

動。因此，提升智能障礙兒童之語句能力

亦為重要課題。欲使學生獲得實際有用的

語文能力，必須結合生活情境引發語文學

習，所習得的語文能力才有類化價值，有

利於適應生活。 

肆、情境式圖片教學的內涵  

情境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具

目標性的設計有一定情緒色彩的形象主體

或角色生動的具體場景，藉以激發學生相

關的生活和心理體驗，進而理解教材內

容，使學生得以發展心理機能（徐新逸，

2002）。至於情境學習的教學設計原則如

下：(1)強調學習情境的重要性；(2)學習活

動的真實性；(3)重視透過主動探索以建構

知識及經驗學習；(4)學習是共同參與、互

動與分享的社會化過程；(5)教師角色由主

導轉為協助；(6)視學習為一種由部分參與

邁向全部參與的過程； (7)採用真實評量

（謝謹如，2002；Brown, Collins, & Duguid, 

et al., 1989）。 

在教學上，圖片是資訊、知識傳達的

重要媒介，它不只可強化記憶也有利情意

教學目標的達成（李欣蓉譯，2005）。智能

障礙兒童由於注意力易分散、辨認刺激困

難、短期記憶不佳、隨機應變及生活經驗

不足等因素，導致其學習能力較一般兒童

來得低，因此教師常以圖片來教導學生語

文學習。由於圖片表現方式多元，沒固定

格式，其包含的意象也相當廣泛，因此筆

者以之為教材的一部分，主要著眼於不同

圖片之間的活潑風格，可補足現行語文教

材不足，並作為情境營造的媒介。 

伍、情境式圖片教學方案 

本教學方案係由筆者依據學生的學習

需求與障礙特質、實務經驗與文獻發現圖

片提示能協助智能障礙學生將抽象知識具

體化，加深印象所設計的，旨在提升學生

複句的理解能力。茲將教學材料、教學內

容、教學流程與規劃及課程架構與教學活

動設計，分述如下： 

一、教學材料與內容 

本教學方案採用情境式圖片為教材，

透過情境圖片結合句型教學，使語句學習

生活化。情境式圖片共有 12 張（劉簿金，

2011）。圖片選用原則為生活化、多元化、

想像性、結合性、通用性。筆者以自編「語

句理解評量單」評估學生起點能力，同時

考量五年級在校的句型學習進度及生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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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句，決定以承接、因果、轉折及假設

複句等句型為教學範圍。句型教學內容包

含句型用法、關聯詞及結構。 

本教學方案有八個單元，每種句型有

兩個單元。而單元的教學活動包含基本命

名與指認、情境問答、句型介入教學、情

境語句、及全民大搜索等五種形式，詳見

下列教學活動設計。 

二、教學流程與規劃 

根據教學活動設計及參考語句發展順

序，進行教學流程安排，如圖 1。至於本

教學方案之教學規劃為每週兩節，每節四

十分鐘，持續介入四週，共計八節。每週

教學兩節課後，以自編的語句理解評量單

在固定時間對學生進行測試。

 

 
圖 1  本方案之教學流程 

 

三、課程架構與教學活動設計 

 

 

 

 

 

 

 

 

 

 

 

圖 2  情境式圖片教學架構 

 

 

 

基本命名
與指認

情境問答
句型介入

教學
情境語句

全民大搜
索 句型複習 情境語句 立即學習

成效評量

單元一、二 

承接複句 

單元三、四 單元五、六 單元七、八 

因果複句 轉折複句 假設複句 

情 境 式 圖 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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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一)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承接複句(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3-3-1-1 
3-3-2-1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壹、準備活動 
一、基本命名與指認 
1. 呈現情境圖片，請學生仔細觀察。 
2. 詢問學生在圖片中看到什麼？ 
二、問答練習 
1.根據圖片情境提問： 

① 圖片中的遊艇停靠在什麼地方？ 
② 為 何 圖 片 中 的 小 船 要 用 繩 子 綁

住？ 
③ 猜猜看圖片中的人想要划船去哪

裡？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 
1. 承接複句的用法：幾個分句一個接一

個敘述連續發生的動作或事情，分句

間有先後順序。 
2. 承接複句的關聯詞：  

①…接著… 
②…然後… 
③…就… 

3. 承接複句的結構： 
 
(先)事件一+關聯詞+(後)事件二  
 

二、照樣照句 
1. 教師示範造句，以情境圖片為材料，

依承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

標句型造句。 
2. 學生練習，以情境圖片為材料，依承

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標句

型造句。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  
2. 將抽到的詞彙組成承接複句。 
 

 
情境式圖片

 
 
 
 
 
 
 
 
 
 
 

情境式圖片

句型教學表

 
 
 
 
 
 
 
 
 

情境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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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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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 
觀察 

 
 
 
 
 
 
 
 

口語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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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操作 

 
 
 

口語 
觀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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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二)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承接複句(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6-3-8-1 

 

壹、準備活動 
一、全民大搜索 
1. 給學生依照情境圖片所造好的承接

複句。 
2. 請學生以句子為線索，指出句子所敘

述的事件位於圖片何處？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複習 
1. 承接複句的用法：幾個分句一個接一

個敘述連續發生的動作或事情，分句

間有先後順序。 
2. 承接複句的關聯詞：  

…① 接著… 
…② 然後… 
…③ 就… 

3. 承接複句的結構： 
 
(先)事件一+關聯詞+(後)事件二  
 

二、我是理解王 
1. 呈現情境式圖片 
2. 利用承接複句描述圖片中的任一情

境 
3. 呈現承接複句句子，提問學生句子的

涵義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2. 將抽到的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二、增強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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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三)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因果複句(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3-3-1-1 
3-3-2-1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壹、準備活動 
一、基本命名與指認 
1. 呈現情境圖片，請學生仔細觀察圖

片。 
2. 詢問學生在圖片中看到什麼？ 
二、問答練習 
1. 根據圖片情境提問： 

①從 圖 片 中 可 以 知 道 這 是 什 麼 地

方？ 
②圖片中的攤販在賣什麼東西？ 
③圖片中的人在做什麼事？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 
1. 因果複句的用法：由前後兩個分句

組成，前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後一

個分句說出結果。 
2. 因果複句的關聯詞：  

① 因為…所以… 
② 由於…因此… 
③ 原來…所以… 

3.因果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原因)事件一+關聯詞  
+(結果)事件二  
 

二、照樣照句 
1. 教 師 示 範 造 句 ， 以 情 境 圖 片 為 材

料，依承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

入目標句型造句。 
2. 學生練習，以情境圖片為材料，依

承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標

句型造句。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  
2. 將抽到的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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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四)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因果複句(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6-3-8-1 

壹、準備活動 
一、全民大搜索 
1. 給學生依照情境圖片所造好的因果

複句。 
2. 請學生以句子為線索，指出句子所

敘述的事件位於圖片何處？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複習 
1. 因果複句的用法： 由前後兩個分句

組成，前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後一

個分句說出結果。 
2. 因果複句的關聯詞：  

① 因為…所以… 
② 由於…因此… 
③ 原來…所以… 

3. 因果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原因)事件一+關聯詞  
+(結果)事件二  
 

二、我是理解王 
1. 呈現情境式圖片 
2. 利用承接複句描述圖片中的任一情

境 
3. 呈現承接複句句子，提問學生句子

的涵義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2. 將抽到的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二、增強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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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五)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轉折複句(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3-3-1-1 
3-3-2-1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壹、準備活動 
一、基本命名與指認 
1. 呈現情境圖片，請學生仔細觀察圖

片。 
2. 詢問學生在圖片中看到什麼？ 
二、問答練習 
1. 根據圖片情境提問： 

① 圖片中好多人一起搭乘什麼交通

工具？ 
② 負責駕駛郵輪(船)的是誰？ 
③ 其他在岸上的人在做什麼事？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 
1. 轉折複句的用法：由兩個有轉折關係

的分句組成，前後分句的意思相反。

2. 轉折複句的關聯詞：  
① 雖然…但是… 
② 儘管…卻… 
③ 固然…還是  

3. 轉折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相反 
二、照樣照句 
1. 教師示範造句，以情境圖片為材料，

依承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

標句型造句。 
2. 學生練習，以情境圖片為材料，依承

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標句

型造句。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  
2. 將抽到的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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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六)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轉折複句(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6-3-8-1 

 
 

壹、準備活動 
一、全民大搜索 
1. 給學生依照情境圖片所造好的轉折

複句。 
2. 請學生以句子為線索，指出句子所敘

述的事件位於圖片何處？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複習 
1. 轉折複句的用法：由兩個有轉折關係

的分句組成，前後分句的意思相反。

2. 轉折複句的關聯詞：  
① 雖然…但是… 
② 儘管…卻… 
③ 固然…還是  

3. 轉折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相反 
 
二、我是理解王 
1. 呈現情境式圖片 
2. 利用承接複句描述圖片中的任一情

境 
3. 呈現承接複句句子，提問學生句子的

涵義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2. 將抽到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二、增強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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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七)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假設複句(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3-3-1-1 
3-3-2-1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壹、準備活動 
一、基本命名與指認 
1. 呈現情境圖片，請學生仔細觀察圖

片。 
2. 詢問學生在圖片中看到什麼？ 
二、問答練習 
1. 根據圖片情境提問： 

① 圖片中的戲院是用來做什麼的？ 
② 圖片中的店家在賣什麼東西？ 
③ 圖片中的人在做什麼事？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 
1. 假設複句的用法：由兩個有假設關係

的分句組成，前面的分句假設一個情

況，後面的分句說出假設情況一旦實

現時所產生的結果。 
2. 假設複句的關聯詞：  

① 如果…那麼… 
② 要是…就…. 
③ 假如…就…   

3. 假設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假設)事件一+關聯詞   
  +(結果)事件二  
 
二、照樣照句 
1. 教師示範造句，以情境圖片為材料，

依承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

標句型造句。 
2. 學生練習，以情境圖片為材料，依承

接複句句型結構為原則帶入目標句

型造句。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  
2. 將抽到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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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設計(八) 

教學領域 語文 教學單元 假設複句(二)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時間 40 分鐘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3-3-1-1 
3-3-2-1 

 
 
 
 

2-3-1-1 
2-3-2-4 
2-3-2-7 
6-3-1-1 
6-3-8-1 

 
 
 
 
 
 
 
 
 
 
 
 
 
 
 
 
 

3-3-1-1 
3-3-2-1 
6-3-1-1 
6-3-8-1 

 

壹、準備活動 
一、全民大搜索 
1. 給學生依照情境圖片所造好的假設

複句。 
2. 請學生以句子為線索，指出句子所述

的事件位於圖片何處？ 
貳、發展活動 
一、句型教學複習 
1. 假設複句的用法：由兩個有假設關係

的分句組成，前面的分句假設一個情

況，後面的分句說出假設情況一旦實

現時所產生的結果。 
2. 假設複句的關聯詞：  

① 如果…那麼… 
② 要是…就…. 
③ 假如…就…   

3.假設複句的結構： 
 
  關聯詞+(假設)事件一+關聯詞   
  +(結果)事件二   
 
二、我是理解王 
1. 呈現情境式圖片 
2. 利用承接複句描述圖片中的任一情

境 
3. 呈現承接複句句子，問學生句子的涵

義 
 
參、綜合活動 
一、情境語句抽抽樂 
1. 依序抽出事件一、關聯詞、事件二 
2. 將抽到詞彙組織成承接複句 
二、增強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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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情境式圖片教學成果與建議 

筆者曾採取單一受試研究法中之跨受

試者多試探設計，來探討學生參與情境圖

片式教學方案後之關聯詞和語句釋義成效

情形。結果發現三位受試者的關聯詞和語

句釋義答題正確率皆有明顯上升趨勢，具

有立即學習效果和一週後的學習保留效

果。顯示圖片式情境教學適合國小智能障

礙兒童之複句理解能力教學。針對本教學

方案，筆者提出若干建議，供作參考： 

一、善用圖片提示學習 

本教學使用情境式圖片提示，目的是

引發學生對語句內容的認知程度，再導入

語法結構。因為語句學習內容涉及語法、

語意，僅藉由文字或口語說明無法讓學生

充分理解，更難應用到真實情境中。故結

合圖片設計語句教學，不但提供具體情境

線索，能輔助學生提取詞彙並增進語句理

解，順勢引發語法能力的建構，且讓學生

在不同情境圖片中，練習相似句型也不生

厭。 

二、注重生活經驗連結 

本方 案採 用 情境 式圖 片 作為 教學媒

材，圖片內容多是有趣且生活化、能激發

好奇心和學習動機。因此，教師在教導輕

度智能障礙兒童的語句理解時，要以學生

有興趣或相關的生活情境與複句句型連

結，讓學生能更易理解語句，同時也能應

用於生活情境中，引發輕度智能障礙兒童

學習語句的動機。 

三、彈性調整教學內容 

筆者在教學中發現，若目標句型太長

太複雜（如形容詞過多、名詞過多），則學

生難以理解關聯詞的使用時機，無法清楚

語句前後的關聯。因此，教師需因應學生

的認知能力，將目標複句範例適當刪減句

長並改成簡潔、統一句型的句子，以利輕

度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 

柒、結語 

兒童早期語言能力不足可能形成其在

家庭、學校和社區的語言理解和溝通問

題，而導致其學校早期的閱讀與寫作困

難，甚至造成未來社會和職業生活問題（楊

坤堂，2003），倘若語言能力處處受限而無

法有效立即溝通時，這些兒童就會發展出

不常見或不受歡迎的挑戰性行為來取代正

常的溝通方法，如自傷、干擾行為（莊妙

芬，2002）。由於提供適當語言教學對兒童

的發展絕對具有正向影響。因此，筆者乃

設計情境式圖片教學活動，來引導國小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複句，期使學生能更

有效的將習得的句型應用至生活中，同時

提供國小特殊教育班教師設計複句教學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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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were to investigate application of the teaching with 

situational pictures o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First of all, characteristics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ID children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were described. Then, the nature of the complex 

sentences, as well as intention of the teaching with situational pictures, were introduced. 

Finally, the program for teaching with situational pictures, including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procedure and program, curriculum framework and design of 

instructional activity were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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