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國民中學身心障礙類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教材編製說明 

一、 編製組別：品德教育 

二、 編製團隊及內容： 

（一） 單元一：自律（陳怡君老師） 

（二） 單元二：感恩（陳育利老師） 

（三） 單元三：感恩（劉伊佳老師） 

（四） 單元四：尊重（劉靜怡老師） 

（五） 單元五：尊重（陳怡靜老師） 

 

三、 編製目的： 

科技日新月異為人類帶來許多便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常透過網路、Line

等方式連繫，但人的互動和關係是一種複雜的歷程，科技有其即時性，但其所

呈現出來的文字是沒有溫度的，有時並無法表達、傳遞情感，且自閉症的理解

和表達都是直覺式反應、較不易有同理心感受，對於沒有溫度的文字更難能體

會與理解，所以尊重、感恩及自律等品德教育是目前學生較為缺乏的。為了讓

學生能更了解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才會編製品德教育教材。 

李珀（2005）強調品格教育是教孩子懂得怎樣做人、做事。學校施行品德

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生了解、欣賞以及表現出好的行為。品格教育的目的在

協助孩子表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並從學習

中增進自我了解，尊重他人、關懷社會（陳密桃、陳埩淑，2003）。藉由教與學



的過程促進個人發展倫理責任與關懷情懷的教育活動。主要教導學生重要的核

心倫理價值，營造關懷、誠信、責任與相互尊重的人我關係，涵蓋生活的各層

面（李素貞、蔡金鈴，2004）。 

國中階段的學生正處於人格發展期，因此品德教育在此階段顯得特別重要。

本教材編製目的有二：（一）透過在學校施行品德教育，協助學生了解及欣賞好

的行為。（二）藉由上課學習內容結合學生日常生活事物經驗，鼓勵學生將品德

教育應用於生活中。最終，我們希望藉由本教材協助學生了解並表現出良好的

品德。 

 

四、 適用對象： 

本教材以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能力指標為主，並以語文、綜合領域為

輔，以國中學習功能輕度缺損學生（自閉症與學習障礙）為對象，挑選「自律」、

「感恩」及「尊重」三個主題編選教材，希望學生在正向價值引導下，從學習

中增進自我了解，尊重他人、關懷社會。 

 

五、 教材內容： 

（一） 編製原則與特色 

本教材針對學生身心發展狀況，編製原則有以下三點： 

1. 教材生動：教材編製內容豐富、充實、生動，藉由多媒體教學（影片、圖片、

簡報），輔以「情境漫畫」（如：單元四尊重）、「生活小故事」（如：單元二感

恩、單元四尊重與單元五尊重）、「問題討論」、「角色扮演」等方式呈現，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並配合學習單、自我檢核表，將品德教育落實於生活演練

中。 

          
情境漫畫（單元四尊重）              生活小故事（單元二感恩） 

 

            

     問題討論（單元一自律）               學習單（單元五尊重）  

 

 多媒體教學（單元四尊重） 

2. 彈性多元：教材編製單元間各自獨立，教師可考量學生個體間差異及個體內

差異，並依據學生個別需求彈性選用不同主題，詳如下表；授課方式可採團體



討論或個別約定方式進行。 

 
輕度自閉症 學習障礙 

自律 單元一 

感恩 單元二 單元三 

尊重 單元四 單元五 

 

3. 功能性原則：依據學生生活中需加強的品德（感恩、尊重、自律），結合學生

日常生活事物經驗，編製符合學生的功能性品德教育教材，使其應用於生活

中。 

 

（二） 教材編製方法 

本教材針對教師於教學現場中觀察到的現象，首先以語文領域國文科課文

（如單元一自律、單元三感恩）、改編網路文章（如單元二感恩、單元四尊重、

單元五尊重）或平時與學生互動狀況為情境（如單元四尊重的情境漫畫）導引

出主題，接著以問答方式聚焦至主題，並針對前述文章或情境進行 ABC 行為分

析，確認主題的定義，並教導學生以後遇到類似情境時該如何做，最後以學習

單或情境題讓學生將所學確實演練一次，並進行後續檢核。 



 

（三） 能力評估 

1. 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之分段能力指標

進行能力檢核，瞭解該能力習得情形，並且透過檢核決定該目標是否需要加

強。 

2. 配分共 45 分。 

3. 評量項目分為自律、感恩與尊重三大項，評量內容依障礙別分為兩類，分別

為自閉症與學習障礙。 

  

•情境事件、故事、活動

引起

動機

•問題與討論聚焦1

•前事、行為處理、
結果

行為

分析

定義

•如何做聚焦2

•體驗遊戲、角色扮演、情境
題

演練

自我

檢核



4. 評量結果分為三項層次：優良（高於 12 分）、普通（8-12 分）、待加強（未

滿 8 分）。 

5. 課程單元教學前，應先針對學生的起始能力做評估並選擇適當障礙別之評量

卷，初步掌握學生的能力現況，再進行教材的選擇及調整。課程單元結束後

三星期，需再使用相同評量卷做為學生學習成效的檢測。 

 

（四） 教材單元簡介 

1.自律 

本單元以「自律」為主題，主要希望學生能自我覺察言行應符合社會規範、

學習自我要求並落實自我管理。首先藉由「差不多先生傳」的課文內容引導學

生思考自律的內涵。藉著對學生的提問，將本單元主旨明確定義，並了解自律

的行為準則為「自我覺察」、「自我要求」、「自我管理」三部分。 

在「自我覺察」部分，讓學生藉由學習單，思考生活中最常被提及需改進

的行為，並能覺察本身需改進的行為；在「自我要求」部分，引導學生了解自

律者應有的做事態度，並能有動機願意改進應改善的行為；在「自我管理」部

分，藉由學習單完成自我改造計畫，並學習如何制定目標以便容易落實及執行

計畫。 

在完成課程演練後，鼓勵學生對自己的生活有良好的規劃，為自己負責，

不推卸責任，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 

2. 感恩 1 



教材以「感恩」為主題，對象為國中階段輕度自閉症學生，以一篇小故事

引發學生討論，藉由問題引導讓學生有共同主題可做深入討論；接著針對整個

故事進行分析討論。 

將課程的感恩引導至學生的價值觀並討論感恩的內涵，進而討論父母或者

是親人對自己的好要如何感謝。最後將議題擴大到社會議題，討論感恩與回報

是否有必然的關係存在。 

 

3. 感恩 2 

教材主題為「感恩」，主要針對國中階段之學障學生，強調利用實際行動

來表達自己的感恩。首先利用與「陳之藩－謝天」課文相關問題，以問題討論

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謝天的意義。之後帶出感恩的定義，接著利用感恩的心

學習單讓學生理解自己在生活上是受到許多人的協助，並知所感恩。最後利用

表達感恩的心學習單來加強如何用實際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感恩，並思考如何讓

自己成為能幫助他人的人。 

4. 尊重 1 

本教材主題為「尊重」，參考九年一貫課程能力指標和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中，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之社會技巧與語文領域的分段能力指標作為教學依據，依學

生的需求編製，並能應用於實際生活中。主要針對國中階段之自閉症學生，加

強對他人的理解以及語言表達的禮貌。 

    首先以一則網路小故事用問答的方式，引導學生去理解他人的情緒，進一



步去體貼他人。之後再以漫畫描述三種日常情境，加強學生去理解他人的情緒

並做出合適的表達。最後，以自我檢核表檢視自身需加強的部分，提出具體可

行的方式改善，並加以記錄三週，第四週做個總檢視，再由同學師長給予正面

回饋。 

5. 尊重 2 

本單元以「尊重」為主題，主要強調口語方面的尊重，授課對象為國中階

段學障、情障學生。首先以一則網路小故事引導出說話的力量，藉著對學習者

的提問，將本單元主旨明確定義，之後再由三份學習單讓學生能深入演練。第

一份學習單為「言之有禮」，主要讓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有禮的情境，以了解何

謂尊重、禮貌；然後藉由第二份學習單「句子改寫」讓學生檢視別人與自己的

說話習慣，並試著修改為較正向、讓人較易接受且不傷害人的說話方式；最後

則以「三明治批評法」學習單讓學生以正向的方式練習說出自己內心對別人的

批評與不認同。在完成所有演練後，進行自我檢核，確認自己是否在語言的使

用上能採較正向的方式來表達。 

（五） 教材目標總表 

下表中列出本教材有對應的教學目標，以供參考。其中「自律」單元主要

取自特殊需求領域之生活管理科目，「感恩 1」、「尊重 2」單元主要取自特殊需

求領域之社會技巧科目，「感恩 2」單元主要取自綜合領域，「尊重 1」單元則融

合語文領域（本國語文）與特殊需求領域之社會技巧科目。 

單元 調整後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自律 4-b-2 自律行為 能瞭解自己的言行應符合社



4-1-2-2 能參照具體標準檢視個人表現水準

(如：對照功課表準備課本、作業做好聯絡簿

打勾) 

會規範 

4-b-2 自律行為 
4-4-2-2 能從他人觀點檢視個人表現水準 
4-b-4 自我實現 
4-4-4-2 能付出時間去從事對個人有意義之事

物 

能瞭解自律對自我成就的助

益 

4-b-4 自我實現 
4-4-4-3 能依據自我相關知識在實際生活情境

中展現卓越的行動 

能有執行力落實自己的計畫 

感恩

1 

1-b-1 處理情緒技巧 
1-3-1-3 能分析不同處理方式引發的行為後果 

能體會到受到他人幫助的好

處 
1-b-3 自我效能 
1-3-3-1 能從自己成功的經驗做自我肯定 

表達感謝他人的幫助之後的

心情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3-1-1 能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見或感受 

能了解他人對自己的感受 

2-b-2 人際互動技巧 
2-3-2-7 能在同儕友誼關係出現狀況時有修補

的策略 

能在適當的時機表達對他人

的感謝 

2-b-4 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3-4-5 能適當使用某些物質或活動表達對他

人的欣賞或喜歡 

能夠表達對他人的感謝 

3-b-2 社區基本適應技巧 
3-3-2-3 能在過年或節慶在社區情境活動時，

愉悅地回應應景的話 

能在適當的節日表達對他人

的感謝 

感恩

2 

綜 3-1-3-2 能透過參與班務，列舉幫助他人之

方法 
能體會自己在生活上是受到

許多人的協助，並知所感恩 

綜2-3-4-5能適當使用某些物質或活動表達對

他人的感謝 
能知道如何表達感恩之情 

綜 3-1-3-4 能經由主動參與班務過程，分享幫

助他人之感受與心得（如：助人的快樂、自

我滿足等） 

能成為幫助他人的人 

尊重

1 

國 2-4-2-3 能理解對方說話的意思與看法 能理解他人的感受 

國 3-4-1-6 能在與他人言談時，注意言談間的

禮貌 
能有禮貌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國 3-4-3-1 表達意見時，能接受並尊重別人的

意見 
能有禮貌地聆聽別人的意見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3-1-2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

見 

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3-1-5 能表達對他人情緒的理解 

能表達對他人感受的理解 

尊重

2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3-1-2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提出自己的

意見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禮貌

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2-b-3 處理衝突技巧 
2-3-3-4 能在面對同儕間各種衝突情境時，選

擇可被接受的方式回應（如：「謝謝你的建

議，我會改進!」或「聽你這樣說我很難過!」
等） 

在面對衝突時，能選擇可被

接受的方式回應 
能預想行為可能的後果 

 

（六） 未來教材建議與延伸 

品德教育的涵蓋向度相當廣泛，本教材針對教師於教學現場中觀察到的現象

僅編選三個主題，因學生個別間差異較大，教學者可視學生需求及障礙狀況做

內容調整或者延伸不同教學內容（如：自律部分可延伸至責任；感恩、尊重部

分可延伸至禮節；或與每週中心德目結合，於綜合活動課、班級經營時實施），

以利學生學習及類化至日常情境。 

    本教材另統整品德教育相關網站如附，教師在編製品德教育教材時可參酌

使用。 

網 站 名 稱 網  址 

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網 

(首頁)http://ce.naer.edu.tw/policy.php 

(繪本) 

http://140.111.34.20/teaching.php?type=1&c_name=&
c_sdate=&c_edate=&st=&fw=&show_h=60 

新北市品德教育資源網 http://163.20.6.16/ 



臺中市政府教學資源網 https://etoe.tc.edu.tw/ 

心靈雞湯品格教育網 http://www.estmue.tp.edu.tw/~library/101/mind/index.
htm 

公共電視感恩故事集 http://www.pts.org.tw/2010grateful-book/about.htm 

品格教育繪本 
http://reading.dils.tku.edu.tw/index.php/%E5%93%81
%E6%A0%BC%E6%95%99%E8%82%B2/%E7%B9
%AA%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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