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學前個別化教育計畫參考示例-普幼班 2（蔡昆瀛、侯郁慧） 

高雄市 信義 區 OO 幼兒園 109 學年度 

個別化教育計畫 
 

幼兒姓名：陳 O O         就讀班級：白熊班 

 

參與訂定人員： 

職稱 
簽名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教師/教保員 教保員 李 O O 李 O O 

特教教師與 

相關專業人員 

巡迴輔導教師 歐 O O 歐 O O 

個管社工 吳 O O 吳 O O 

職能治療師 金 O O 金 O O 

語言治療師 金 O O 金 O O 

家長 

(稱謂) 

父親 
陳 O O 陳 O O 

(稱謂) 

母親 
莊 O O 莊 O O 

幼兒 
(法定代理人稱謂) 

父親 
陳 O O 陳 O O 

行政人員 

園長/園主任 郝 O O 郝 O O 

特教業務承辦人 林 O O 林 O O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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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一）基本資料 

幼兒姓名 陳 O O 性別 男 出生年月日 103 年 12 月 25 日 

就讀班別 

1.□混齡班(□大 □中 □小) 

■分齡班(■大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2.■全日班 □半日班 

3.□國小適齡暫緩入學 

鑑輔會鑑定結果 

1.障礙類別：□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2.鑑定文號： 高市教特字第 00000000000 號函  

□重新評估期程：     ■學前階段無須重新評估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 

1.障礙類別：第一類 

2.障礙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3.ICD 診斷：F84.0(自閉症) 

4.鑑定日期： 108 年 12 月 25 日；重新鑑定日期： 110 年 12 月 25 日 

重大傷病證明 

■無 □有 

1.病名： 

2.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醫學評估 

□無 ■有 

1.■綜合報告書 

評估醫院： OO 醫院   完成日期： 108 年 12 月 25 日 

評估結果或診斷： 確認自閉症，認知、社會情緒、語言理解與表達

皆遲緩，需接受早期療育及追蹤。  

下次評估日期： 109 年 12 月   

2.■心理衡鑑報告書 

評估醫院： OO 醫院   完成日期： 108 年 12 月 25 日 

評估結果或診斷： 全量表智商 68，組合分數語文理解 71、視覺空間

70、流體推理 75、工作記憶 68 及處理速度 62；自閉症障礙類群。  

3.■診斷證明書 

開立醫院： OO 醫院    開立日期： 108 年 12 月 25 日 

診斷結果： 自閉症障礙類群            

健康情形 

1.疾病：■無 □有(□癲癇 □心臟病 □氣喘 □其他：   ) 

2.服用藥物：■無 □有(藥物名稱：      ) 

3.其他特殊健康狀況(如過敏、健康顧慮或醫囑)：經檢驗，對塵螨過敏。 

 

（二）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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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家庭背景 

1.同住家庭成員：■父 ■母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手足 □其他：     

2.手足人數：兄 0 人，姊 1 人，弟 0 人，妹 0 人 

3.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其他：     

4.家中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者：■無 □有，說明：         

5.家長職業及學歷：父親  教師  ，母親  教師   

6.幼兒問題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無特別影響  □影響家庭經濟  □造成父母或家人失和  

□家庭生活更加混亂  □增加照顧者的壓力  ■對照顧幼兒感到無助   

■其他：需要增加主要照顧者的親子教養技巧，以及與長輩溝通彼此的教

養觀念。 

7.相關說明（如父母婚姻狀態、家庭經濟狀況、就學接送、療育工作分擔、

等）：家中三代同堂，祖母為全職家管，父、母皆為國小老師，且皆為獨

生子女，家庭少有機會與遠親或近鄰接觸；姐姐目前就讀國小二年級，

該生上下學皆由祖母接送，且於課後直接返家，等待父、母下班並接姊

姊下課。 

親職功能 

1.主要照顧者及國籍：■父 本國籍 ■母 本國籍 ■祖母 本國籍 

□其他    

2.教養態度及方式： 

(1)祖母雖不理解自閉症特質，但願意且充分配合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教養

原則和引導策略；時而能有效使用活動增強引導孩子自理生活事務。 

(2)父母都能理解、接納孩子的身心特質，並持續、積極地參與家長團體、

研習、工作坊等，以自我增能；當孩子出現較多非合宜行為時，能介入視

覺提示策略，並使用集點制度等，有效引導孩子學習正向行為。 

3.照顧者間教養一致性：■一致 □不一致，說明：        

4.親子活動：■親子共讀 ■社區活動 ■戶外體能 ■聊天互動 

■遊戲互動 □規律運動 □看電視或3C頻道 

□坊間共學課程 □其他：          

5.家庭優勢：■經濟 ■家人關係 ■教養資源 ■教育參與度 

□其他：          

6.相關說明： 

(1)家庭角色分工： 

父親引導孩子學習生活自理技能為主；母親則較多陪伴課後複習幼兒園及

復健課程；祖母打理家中事務（備餐、整理、清潔），並協助接送該生上

下學、到診所上復健課，時而會引導孩子練習生活自理技能。 

(2)當遇到教養孩子方面的問題時，父母會主動與班導師或巡輔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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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需求 

1.福利補助需求：□無 ■教育補助 □經濟補助(□清寒家庭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社會福利補助  

□早期療育補助 □其他：    

2.教養資源需求：□無 □兒童發展 ■教養技巧 ■親職課程 

■家長支持團體 ■其他：自閉症相關教養知能 

3.療育資源需求：□無 ■提供早期療育資訊 □轉介社工服務 

■轉介醫療服務 □其他：     

4.其他相關需求：由於家庭/家族人口簡單，且返家後大多過著一般家庭

生活，較少外出或參與活動，因此，生活領域大多在家庭、幼兒園和早療

復健醫療院所之間，需擴充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 

家長期望 

1.孩子能自理日常生活事務，並逐步融入團體課程活動。 

2.孩子能跟姊姊以及班級同儕共融，且相處愉快。 

3.相較於集中式特教班，父母更期待孩子上國小能安置在不分類資源班。 

 

（三）評量結果摘要(含評估報告書、心理衡鑑報告、相關測驗結果或相關專業人員建議) 

評量工具或方法 評量日期 評量者 結果摘要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 

第四版 WPPSI-IV 

108/12/25 OO 醫院

臨床心理

師 

全量表智商 68，組合分數語文理解 71、視

覺空間 70、流體推理 75、工作記憶 68 及處

理速度 62。 

兒童自閉症類群 

測驗 CAST 

108/12/25 母親填

寫，心理

師分析 

填寫結果 18，已達切截分數 15，顯示該生

具有自閉症類群的行為傾向，表現在互動、

溝通、行為上。 

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

CDIIT 

108/12/25 OO 醫院

物理治療

師 

肌肉控制、移位能力、身體協調皆正常，整

體而言，粗動作落在正常發展範圍。 

聯合評估 

臨床觀察與晤談 

108/12/25 OO 醫院

聯合評估

醫療專業

團隊 

語言治療師： 

能理解多數具象詞彙，能執行單步驟指令或

簡單兩步驟指令；能使用簡單句表達需求、

拒絕、提出疑問、描述現況，有時固著於過

去使用的詞彙而無法擴充新詞彙來豐富語句

的內容，且較少一來一往地與人談話或背誦

聽過的整段話內容，未能依情境來調整說話

內容，目前整體口語理解和表達能力皆落後

於同齡兒童。 

職能治療師： 

具有觸覺敏感現象，整體活動量大，有衝動

行為，眼神接觸較短，雖會觀察別人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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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卻無法準確執行動作與理解動作意圖，

需大量的引導和協助。 

臨床心理師： 

一開始情緒反應大（要離開，母親表示因孩

子害怕看醫生），告知後情緒恢復穩定；測

驗過程中情緒大致穩定，偶爾哼唱歌曲，當

無法完成操作時，會將測驗工具推向一邊。 

 

 

（四） 能力現況 

領域 已具備及優勢能力 待提升能力 

感官 

(視、聽、觸、

嗅、味覺及

其他) 

第 1 學期： 

1.視力、聽力正常，嗅覺尤其敏銳，往

往能第一時間察覺到異味，是班上的嗅

覺小老師（如：廚房阿姨送餐進來，會

說：「小朋友吃飯了！」；載豬車經過，

能快速察覺並大聲說：「誰大便？」）。 

2.增強物/活動-視覺刺激： 

a.喜歡旋轉的物品（如風車）和飄動的

物品（如：彩帶）。 

b.喜歡前庭刺激的活動，如：溜滑梯、

跳跳床、搖搖馬、旋轉椅…等。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如遇靜態講述型課程、不感興趣、無

法理解的課程活動、活動轉換或等待的

空檔時，往往會頻繁且主動尋求視覺刺

激，如：掌心朝內在眼前甩動、斜側著

頭看光影、單手向後拉類似射箭狀並斜

著眼看。 

2.味覺極為敏感，對於食物的選擇極為

固著，在家只吃白飯加肉鬆，未能接受

其它食物，且會將白飯和肉鬆以外極細

微的食物挑出來。 

第 2 學期： 

1.在張貼菜單、預告今天要吃的食物，

並提供差異量極大的選擇後（一小湯匙

和一大碗），能願意吃一小口澱粉類的

食物。 

2.同時介入社會故事和視覺提示卡，並

於課程轉換空檔提供前庭刺激後（彈跳

球），自我刺激行為能從平均每分鐘一

次降到約莫 3 分鐘一次。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待提升進食多元食物的種類與數量。 

2.待持續引導當提供感官刺激輸入的

替代活動後，課堂中的自我刺激行為能

降到大約 5 分鐘一次。 

認知 

( 記憶、推

理、注意力、

基 本 概 念

等) 

第 1 學期： 

1.動態活動的注意力持續度約 3 分鐘；

靜態課程注意力持續時間約 1 分鐘，且

僅限於繪本或說故事時間，其餘知識性

課程的注意力皆在 30 秒內。 

2.記憶-數字與文字符號記憶能力頗佳，

能背誦或指著文字認讀教過的韻文、詩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未能注視老師所呈現的教材，當靜態

講述課程或遇到無法理解的活動時會

出現分心、玩弄週邊小物品或自我刺激

的情形，需透過個別叫喚或直接口語制

止下才能短暫停止，需提升靜態課程時

的注意力持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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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歌謠、繪本故事，此為個體內及個體

間相對優勢能力之一，可加以運用在其

它領域之學習（如：視覺提示策略、社

會故事學習社交行為等）。 

3.基本概念-能配對、指認和命名基礎顏

色（紅黃藍綠）、常見形狀（○△□）、數

字 1-10、日常用品實物和圖片，能指認

並說出相對概念（大小、高低、長短）、

空間概念（上下、裡外），也能對應點數

10 個以內的物品。 

2.待提升 10 以內數字與數量之間的對

應概念。 

3.需提升常見日用品之功能或使用時

的相關性之配對概念。 

第 2 學期： 

1.注意力：透過視覺提示卡，能注視著

老師呈現的教材或教具約莫 10 秒鐘；

靜態課程的注意力持續度約為 3 分鐘。 

2.基本概念：能對應 10 以內物品的數

與量，具有日常用品與其功能之對應概

念，也能在詢問下說出，如：「拿牙刷要

做什麼“刷牙”」、「拿毛巾要做什麼”擦

臉”」等功能性。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尚無法主動針對老師對全班下達的

指令，或配合課程活動做出相對應的反

應。 

2.未能理解生活事件與結果，以及前事

與可能引發的情緒之因果邏輯關係。 

溝通 

(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

口 腔 動 作

等) 

第 1 學期： 

1.語言理解：能理解並獨立執行單一指

令，也能執行重複性高的連續兩個日常

指令（如：椅子放進去過來坐在地板上、

穿鞋子然後排隊）；能理解直述句、否定

句，也能理解疑問句（什麼/誰/哪裡）；

對於新的詞彙或句型，需輔以視覺線索

才能理解。 

2.語言表達：能使用 5-7 個字組成的語

句表達需求、拒絕、提出詢問、評論與

描述觀察；能複誦曾經聽過的語句內

容，且偶爾可對應情境。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主動表達的內容，尚無包含情緒詞彙

或自身的感受。 

2.多為單向式的陳述和被動式的回應，

缺少一來一往的互動式交談，也未能依

情境調整表述的內容，僅單純地複誦曾

聽過的語句。 

第 2 學期： 

1.語言理解：能理解並獨立執行連續兩

個非相關的指令，也能複述條列式的三

個指令。 

2.語言表達：能回答成人和特定同儕所

提問的單一問題，也能在成人和特定同

儕的示範下，模仿使用新的詞彙；能延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與同儕間的日常對話，未能連續一問

一答兩個循環以上。 

2.一次給予三個指令時，無法依先後順

序執行。 

3.詢問下，尚無法指認出或回應自己當

下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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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式仿說並正確對應情境地描述同儕

包含情緒詞彙的語句，如：「XXX 生氣

了」。 

動作 

(粗大動作、

精細動作) 

第 1 學期： 

1.粗大動作：動作能力為個體內相對優

勢能力之一，粗大動作與精細動作能力

現況與同齡孩子相仿，能繞行障礙物跑

而不碰撞，並閃躲突如其來的人或物，

會連續單腳跳約 3 公尺、腹部離地四點

攀爬、無扶持一腳一階上下樓梯。 

2.精細動作：能仿畫幾何圖形、使用前

三指捏起細小物品；也能主動以掌心朝

上的方式握筆塗鴉，且在使用簡易輔具

（長尾夾）及引導下，能使用前三指的

姿勢握筆。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第 2 學期： 

1.粗大動作：能獨自爬上約莫 3 公尺高

的攀爬網，能溜直排繞行操場一圈，能

模仿老師以單雙腳交替、開合跳的方式

玩跳房子遊戲。 

2.精細動作：能獨自解開/扣上穿在身上

的襯衫鈕扣，也能打開衣夾子夾住衣架

上的衣服。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社會情緒 

(自我概念、

人際互動、

團體規範、

環境適應、

情緒管理、

行 為 問 題

等) 

第 1 學期： 

1.自我概念與自我效能：聽到他人叫喚

能看向對方，能獨自選擇想玩的教具且

能多樣化選擇，能明確表達要什麼∕不要

什麼，對於他人的要求則接受度不穩

定，或一律以「我不要…」來回應。 

2.互動技巧：反覆練習下，能在相對應

的情境使用直述句向手足和同儕表達

想要參與活動，如：「我們一起玩！」時

而出現（延宕仿說）主動開啟互動且對

應情境的語句，如：「XXX，你不吃了

嗎？」 

3.遊戲型態：在直接指示下能跟單一同

儕合力完成指定的事務，也能與單一同

儕持續、長時間的互相追逐；在家能跟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對於他人（包含家人、老師和同儕）

的提醒、引導或制止，常表現出抗拒，

也會動手抓對方。 

2.能以直述句表達想要一起玩（如：我

們一起玩），但不論對方有無/如何回應

就逕自坐下來玩，往往因而造成衝突；

也能透過仿說主動開啟互動的疑問句

（如：XXX，你不吃了嗎？），然而當

對方沒有回應時，未加以澄清或追問。 

3.在班級團體中，與同儕之間多為單

向、平行遊戲，缺乏雙向或一來一往循

環式的互動表現。 

4.較傾向單一的遊戲方式，且點狀式的

摸一下或玩一下即止，對於被中斷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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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一起唱跳具有肢體互動且熟悉的

律動曲子。 

會強烈抗拒，若共玩的同儕無故終止遊

戲則不會找尋對方或表現出異狀，而是

默默離開。 

第 2 學期： 

1.能與單一且特定的同儕或手足一起

跳重複性高的律動曲子或兩個過程組

合的遊戲（如：爬上斜坡再溜滑梯下

來）。 

2.在直接口語提醒下，能以「我不要

XXX 提醒我」代替抓對方的方式來表

達抗拒要求。 

3.當詢問對方而沒有得到回應時，會再

追問一次。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1.在成人的引導下，未能參與 2-3 個人

的同儕互動遊戲中。 

2.在成人的引導下，未能理解並與同儕

玩簡單的規則遊戲。 

生活自理 

( 飲食、如

廁、盥洗清

潔、穿脫衣

物、收拾整

理等) 

第 1 學期： 

目前在團體中能獨立執行日常生活事

務，如：如廁、穿脫衣褲鞋襪、刷牙洗

臉、拿放個人物品、排隊取餐…也大致

能跟隨班級同儕一起進行課程或活動。 

第 1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第 2 學期： 

除了能獨立執行日常生活自理以外，也

能在重複練習下，拿洗碗、小掃把掃桌

面上的碎屑、拿抹布擦桌子、把櫃子裡

的教具擺放整齊…等週邊環境整理。 

第 2 學期：■無  □有，說明如下： 

 

（五）需求評估 

發展需求領域 
■感官     ■認知發展  ■溝通發展  □動作發展   

■社會情緒發展 □生活自理  

特殊需求課程 
■無 □定向行動 □摸讀/點字 □輔助科技應用   

□溝通訓練(聽能、讀話、手語、輔助性溝通) 

需求項目 

■課程調整 □特殊需求課程  ■行為輔導 □生活輔導  

□健康照護 ■相關專業服務  □輔助科技 □無障礙設施 

□經費補助 □轉銜輔導及服務 □其他：     

需求項目之 

相關說明 

(請依幼兒的障礙特性及學習現場實地評估，就上述勾選結果具體陳述其需求。) 

1.課程調整：該生經鑑定為自閉症，在有效運用口語溝通、概念認知、

社會互動技巧及感官整合等能力方面，尚待持續引導及進行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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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態交替、學習內容簡化與減量、評量與反應方式）。 

2.行為輔導：當被引導、提醒、要求或制止時，會出現伸手抓對方的行

為，需要採用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詳見四、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

援）。 

3.相關專業服務：需要語言治療和職能治療服務，針對語言理解和表達、

感覺統合正常化，提供教師與家長相關策略諮詢。 

 

二、幼兒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項目 內容 

特殊教育

服務 

1.學前巡迴輔導：■有  □無 

(1)服務頻率：第 1 學期： 2 堂/週  第 2 學期： 2 堂/週  

(2)輔導重點： 

(3)輔導方式(宜採多元方式)：■入班觀察 □協同教學 ■示範教學  

■個別輔導 ■親師諮詢 ■資源整合  

■其他：      

2.特教助理員：■無  □有  

(1)服務時數： 

(2)服務內容：□協助行動移位 □協助安全維護 □協助生活照顧 

            □協助情緒行為問題輔導 □其他：＿＿＿＿ 

3.其他(如：輔具評估、特教諮詢)：全園/班級特教宣導、特教諮詢 

相關專業

服務 

     

 物理治療服務 職能治療服務 語言治療服務 其他：社工 

校

內 

第 1

學期 

□有，總時數 

 或頻率       

■有，總時數 

或頻率：期

初、期末各 1

次 

■有，總時數 

或頻率：每月

1 次  

社工師，期初

1次。 

第 2

學期 

□有，總時數 

 或頻率       

■有，總時數 

或頻率：期

初、期末各 1

次 

■有，總時數 

或頻率：每月

1 次  

社工師，期初

1 次。 

校

外 

第 1

學期 

□有，頻率或 

 時數   

■有，頻率或 

時數：每週 2

次 

■有，頻率或 

時數：每週 2

次 

個管社工，不

定期。 

第 2

學期 

□有，頻率或 

 時數   

■有，頻率或 

時數：每週 2

次 

■有，頻率或 

時數：每週 2

次 

個管社工，不

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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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策略 

課程

調整 

1.學習環境調整 

□提供無障礙設施 

(□斜坡道 □廁所 □電梯 □扶手 □其他：    ) 

■安排合宜的教室位置  ■提供時間結構  ■提供空間結構  

□調整教室進出或活動進行的動線 

■調整教室設施(如：桌椅高度、燈光) 

■避免會分散注意力的刺激 □安排獨立工作區 □安排情緒轉換區  

■其他： 安排與同儕小老師鄰座   

2.學習內容調整 

■提供視覺化教材  □放大字體 ■適當調整學習作業單  

■運用電腦輔助教材 ■簡化教材內容或工作  

□教材或工作減量  ■以其他教材或學習內容替代  

□其他：       

3.學習歷程調整 

■安排同儕協助 ■同儕示範 ■運用多感官教學 ■工作分段完成 

□報讀     □手語翻譯 ■提供工作結構化教學  

■提供充分的練習機會    ■訂定有系統的增強方式  

□使用計時器  ■重複或簡化指令並要求幼兒複述 

■給予指示或呈現教材時要靠近幼兒 

■建立每日工作檢核表，並加以記錄  

■將教學重要訊息或內容加上視覺提示 

■多樣化活動且富機動性，以提高學習興趣  

■以口語、肢體、表情及示範協助幼兒瞭解  

□其他：       

4.學習評量調整 

■調整評量方式 □調整評量標準 

□其他：     

家庭

支持 

□協助申請福利補助   □提供兒童發展及教養資訊 

■提供親職教育課程   ■提供教養技巧 

■協助家長運用相關資源 ■提供早期療育資訊 

■轉介社工服務     □提供人力資源資訊 

□其他：       

行政

支持 

□申請學習輔具 

(□FM 調頻系統 □溝通板 □放大鏡 □擴視機 □斜面桌 

□輪椅 □助行器 □站立架 □擺位椅 □其他：   ) 

■辦理特教宣導活動  □調配所需園內人力 □餐點調配 

■申請相關補助款   ■申請相關專業服務 ■編班機制 

□學校護理師生理照護 □申請醫療輔助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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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三、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標準 

領域 ■感官 □認知 □溝通 □動作 □社會情緒 □生活自理  

學年教

育目標 
1.促進各種感覺整合的正常化。 

第 1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在滿足視覺、前庭覺刺激與

調整課程的前提下，能三分鐘

以上才出現一次自我刺激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20% 40% 80% 

1-2 在張貼菜單預告及提供極大

差異量的選擇下，能接受每餐

嘗試吃一口白飯和肉鬆以外的

食物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20% 40% 60% 

第 2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在滿足視覺、前庭覺刺激與

調整課程的前提下，能五分鐘

以上才出現一次自我刺激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共同執行。 

60% 80% 80% 100% 

1-2 在張貼菜單預告及提供極大

差異量的選擇下，能嘗試吃一

口各種食物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行政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 

40% 80% 100% 100% 

 

領域 ■認知 □溝通 □動作 □社會情緒 □生活自理 □感官與其他 

學年教

育目標 

1.奠定學習前備能力，如：注意力、執行指令。 

2.促進基礎認知概念，如：數量、物品與功能配對、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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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使用視覺提示卡，約有一半

機率能注視著老師或呈現的教

材達 10 秒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 

20% 40% 60% 80% 

2-1 餐點時間，能數算碗裡的食

物數量（10 個以內），並找出相

對應的數字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 

20% 60% 80% 100% 

2-2 餐點時間，能擔任小幫手幫

每個小朋友夾 10 個以內的食物

放到碗裡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 

40% 80% 100% 100% 

2-3 日常生活情境中，能依老師

手中的物品配對拿出相關物品

或使用其功能（如：老師拿掃

把會去拿畚箕、老師拿茶壺會

拿出杯子），達 5 組以上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 

20% 60% 80% 100% 

第 2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聽到導師下達的單一團體指

令，能做出相對應的反應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執行情形不穩

定，時而仍需個

別叫喚或同儕小

老師提醒才有反

應。 

20% 20% 40% 60% 

1-2 聽到其他授課老師下達的單

一團體指令，能做出相對應的

反應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目前對於特定對

象所給的指令，

接收（主動注

意）與執行情形

較佳。 

20% 20% 20% 40% 

2-1 能配對五組以上生活事件前 □觀察 ■操作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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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後果的照片 ■指認 □口說 

□其他：    

40% 80% 100% 
100

%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 

2-2 能配對三組以上生活事件與

情緒的照片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家長、班級老

師、巡輔教師共

同執行。 

40% 80% 80% 100% 

 

領域 □認知 ■溝通 □動作 □社會情緒 □生活自理 □感官與其他 

學年教

育目標 

1.擴充情緒的語彙[開心/生氣/難過]。 

2.增進使用口語應答與對話的互動能力。 

3.促進連續三個步驟指令的執行力。 

4.提升自我情緒辨識的能力。 

第 1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能正確指認班上同儕開心/

生氣/難過的情緒照片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40% 60% 100% 

1-2 情境下，能以語詞或短句描

述班上同儕開心/生氣/難過的情

緒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40% 80% 100% 

2-1 親子共讀或角落時間，能回

答繪本或教材中關於什麼/誰/哪

裡/做什麼的問題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20% 40% 80% 

2-2 生活情境中，能回答成人詢

問關於什麼/誰/哪裡/做什麼的問

題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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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 

2-3 生活情境中，能回答特定同

儕詢問關於什麼/誰/哪裡/做什麼

的問題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40% 40% 80% 

第 2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2-1 在回答關於繪本內容的問題

後，能再以「為什麼」的問句

接續詢問成人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時而需提示起始

字「為-」或間

接提示「你可以

再問-？」，接續

對話的技能尚待

熟練。 

20% 20% 40% 40% 

2-2 能以「XXX 你在做什

麼？」開啟對話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同儕小老

師協同。 

60% 80% 100% 100% 

2-3 以「XXX 你在做什麼？」

開啟對話後，能進一步詢問

「我可以一起玩嗎？」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同儕小老

師協同。 

20% 20% 60% 100% 

3-1 能依先後次序執行包含連續

三個步驟的指令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巡輔

教師、家長共同

執行，同儕小老

師協同。 

40% 60% 80% 100% 

4-1 生活情境中，能指認自己當

下的情緒圖卡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模擬情境的情緒

圖卡指認情形較

生活情境佳。 

20% 40% 60% 60% 

4-2 生活情境中，詢問下能回應

自己當下的情緒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生活情境中情緒
20% 2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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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覺察與辨

識尚待持續引

導。 

 

領域 □認知 □溝通 □動作 ■社會情緒 □生活自理 □感官與其他 

學年教

育目標 
1.提升合宜的同儕互動技巧。 

第 1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生活情境下當他人引導、提

醒或制止時，能以口語表達：

「我不要某某某提醒」取代手

抓對方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20% 40% 80% 

1-2 生活情境下當主動說出開啟

互動的語句而沒有得到回應

時，會看著對方並再追問一次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40% 60% 80% 

1-3 當一起玩的玩伴中止遊戲

時，能主動詢問對方：「某某

某，你不玩了嗎？」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9/30 10/31 11/30 12/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20% 40% 60% 80% 

第 2 學期 

學期教育目標(含評量標準) 評量方式 
評量日期 

教學決定/備註 
評量結果 

1-1 在成人引導下，能參與由 2-

3 個同儕組成的互動遊戲達一分

鐘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40% 60% 80% 100% 

1-2 在成人引導下，能與 2-3 個

同儕小組玩簡單的規則遊戲 

■觀察 □操作 

□指認 □口說 

□其他：    

2/28 3/31 4/30 5/31 ■通過□繼續

□放棄□修改 

班級老師、全園

老師、巡輔教

2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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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家長共同執

行，同儕小老師

協同。 

說明：1.評量方式可依不同目標採單一種或多種方式。 

2.評量結果註記方式可自行訂定，例如：(1)0 無反應、1 完全協助、2 部份協助、3 獨立完成；或(2)Ο通過、Δ部分通

過、X 完全不通過；或(3)NO 無法做到、PP 動作提示、PD 動作示範、VP 口語提示、PS 獨立完成；或(4)採百分比呈

現，如：60%、80%、100%。 

3.教學決定係指依據評量結果對教學進行通過、簡化、擴充、放棄等因應或調整。 

4.備註欄可填寫參與訂定或執行該目標之相關人員。 

 

四、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幼兒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需要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無需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標的

行為 

行為描述 當被引導、提醒、要求或制止時，會伸手抓對方。 

出現頻率 ■每天 3-5 次 □每週   次 

出現情境 ■幼兒園 ■家庭 ■社區 ■其他： 醫院復健課程    

持續期間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或以上） 

行為功能 
□獲得內在刺激：      □獲得外在刺激： 

□逃避內在刺激：      ■逃避外在刺激： 

行為

介入 

目標 

當被他人引導、提醒或制止時，能以口語表達：「我不要某某某提醒」取代手抓對方 

介入

策略 

前事控 

制策略 

■促進溝通   □表達關切    □轉移注意    □重新指令  □延長時間  

□提供更多協助 ■先兆出現時提醒 ■預告或提示流程 □避免負向語言或刺激  

□主動提供正向互動及氛圍     □感覺刺激替代、削弱或改變 

□其他：     

※說明：預先張貼課程或活動的流程表，並引導同儕改以「指流程表」的方式提

醒該生。 

行為教 

導策略 

□系統減敏訓練 □社會理解教導 □放鬆訓練  □自我管理計畫 □社會技巧訓練  

□訂立契約   ■溝通訓練   □生活技能訓練 □專注力訓練 □教室行為訓練  

■教導替代行為 □其他：     

※說明：運用照片、繪本，引導練習情境下可以如何口語表達。 

後果處 

理策略 

增進適當

行為 

□原級增強 ■活動增強 □代幣系統 ■社會性增強 □自我增強 

□其他：     

※說明：配合增強制度，每使用口語表達一次，下課就可以多玩一

分鐘。 

減少不當

行為 

□消弱 ■反應代價 □暫時隔離 □回復原狀 □過度矯正  

■其他：請被抓的對方跟該生表示：「很痛耶！」   

※說明：每抓人一次，就練習跟對方說五遍：「我不要某某某提醒」。 

生態環 □調整物理環境 □調整作息 □調整座位 □調整睡眠   ■環境結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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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個

體因素

介入策

略 

■教學結構化  ■視覺提示 □調整班規 ■調整教材教法 □就醫評估  

□用藥     □相關治療 □飲食控制 □其他：      

※說明：調整班級時間（課程、作息）與空間（物品擺放、動線）的結構化，提

供可預期性的環境，以減少標的行為出現的頻率。 

行政

支援 

■提供人力支援   ■召開個案會議 □連結校（園）外資源 

□提供教材教具資源 □其他：     

※說明：當該生出現標的行為時，除班級助理老師外，亦可請求行政人員支援。 

執行

期間 

及人 

員 

執行期間：自 109 年 08 月 31 日至 110 年 01 月 15 日 

執行人員：■班級教師/教保員 ■巡迴輔導教師 ■家長 

□教師助理員    ■行政人員   ■其他：全園師生   

執行

成效 

評估日期：  110  年  01  月  15  日 

成效：■達成行為介入目標，終止介入方案 

□繼續執行原訂介入方案 □調整原訂介入方案  

※說明：該生已能習得以口語代替手抓對方的方式表達，且能力維持達兩週以上。 

※備註：「獲得內在刺激」指為滿足聽覺、視覺或其他感官刺激的自我刺激行為。 

「獲得外在刺激」指為得到他人注意、獲得想要的物品或活動。 

「逃避內在刺激」指為逃避疼痛、癢、飢餓或其它不舒服的感覺。 

「逃避外在刺激」指為逃避注意或逃避不想做的工作、活動或情境等。 

 

五、幼兒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目前有無轉銜需求：■有(請續填)  □無  

轉銜原因 

■1.幼小銜接，擬就讀學校： OO 國小 

(□普通班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殊教育學校) 

□2.轉學，擬就讀    幼兒園/機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3.校(園)內轉換安置型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4.其他： 

項目 輔導及服務內容 執行人員 

■升學輔導 

1.行政支援： 

■填寫特教通報網「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轉 

 銜服務各類資料表」 

■召開轉銜會議  

■轉銜資料移交小學或新幼兒園  

□園內換班時移交幼兒相關資料 

2.家長支持： 

■協助申請及提供鑑定安置資訊 

■班級教師/教保員 

■園內行政人員 

■巡迴輔導教師 

■國小教師/行政人員 

■家長 

■社工 

□相關專業人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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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幼小轉銜宣導資料與活動資訊 

■安排參訪小學或機構 

3.幼兒輔導： 

■提供幼小銜接課程與活動 ■升小學後轉銜追蹤 

□安排畢業生回園分享 ■建議參加入國小準備班 

4.其他：         

■生活輔導 

□加強生活自理能力 ■促進團體生活適應 

□學習遵守環境規範 

□其他：         

■班級教師/教保員 

□園內行政人員 

■巡迴輔導教師 

■家長 

□社工 

□相關專業人員 

□其他：    

■心理輔導 

■提升人際互動能力 ■提供情緒與行為輔導 

■協助入小學或環境轉換的心理準備及調適 

□其他：         

■福利服務 

□協助申請教育補助 □提供經濟補助資訊 

■提供社會福利資訊 □提供醫療服務資訊 

■轉介社工服務   □提供輔具申請資訊 

□其他：         

■班級教師/教保員 

■園內行政人員 

■巡迴輔導教師 

□國小教師/行政人員 

□家長 

■社工 

■相關專業人員 

□其他：    

■相關專業

服務 

□物理治療服務 ■職能治療服務 ■語言治療服務 

□心理治療服務 □聽能管理服務 

■其他：早療個管社工     

追蹤輔導 

紀錄 

填表日期： 110 年 10 月 31 日(畢業或離園後 6 個月內) 

安置現況：■就學： OO 國小 □在家教育 □其他：     

適應情形： 靜態課程中，能在座位上安坐達 20-30 分鐘，並跟隨班級上體育

課或到戶外活動；下課時在同儕小天使陪伴下能一起到操場遊玩，或自主選

擇在教室組拼方塊積木；對於普通班的課程內容雖無法完全理解，但透過資

源班的課程簡化、減量，仍能習得基礎概念，也都能在父母陪同下能完成家

庭作業。 

記錄者：學前巡輔歐 O O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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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信義 區 OO 幼兒園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記錄 

 

一、 會議名稱：□期初會議 □期末檢討會議 ■期末檢討暨下一學期期初會議 

二、 會議日期：110 年 1 月 20 日  會議地點：OO 幼兒園會議室 

三、 幼兒姓名：陳 O O  就讀班級：白熊班 

四、 會議主席：郝 O O  紀錄：林 O O 

五、 出席者簽名： 

職稱 簽名 職稱 簽名 

父親 陳 O O 教保員 李 O O 

母親 莊 O O 園長/園主任 郝 O O 

個管社工 吳 O O 特教業務承辦人 林 O O 

職能治療師 金 O O 巡迴輔導教師 歐 O O 

語言治療師 金 O O   

 

六、討論事項： 

■確定 IEP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 ■討論幼兒學習狀況 

■討論 IEP 執行成效 ■溝通與討論幼兒教養策略 

■討論與修改 IEP 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 ■討論相關專業服務需求 

■討論巡迴輔導服務需求 ■說明相關福利申請 

■討論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討論轉銜輔導及服務 

■確定幼兒 IEP 完整內容 □其他：         

 

七、 內容摘要： 

(一) 本學期 IEP 目標皆大致已達成，僅感官與其它領域中的「在張貼菜單預告及提供極大差異

量的選擇下，能接受每餐嘗試吃一口白飯和肉鬆以外的食物」，尚需於下學期持續執行，討

論並建議，近期巡輔教師曾於入班巡輔時運用小成對於嗅覺敏銳度之優勢能力，引導小 O

在嚐試新食物之前先透過聞聞看食物的味道，藉以轉移其對於味覺過度敏感的情形，小 O

對於新食物的接受度有略為提升的情形。 

(二) 家長提出希望小 O 未來國小安置在資源班，期待大部分時間仍能跟隨常模同儕一起學習，

巡輔教師和專業人員說明並討論小 O 各領域的現況能力與幼小轉銜需備能力有哪些，後續

共同、一致地持續引導小 O 提升各方面能力，家長也積極帶小 O 一起參與自己服務學校

（預計未來讓小成就讀的學校）的全校活動，幫助小 O 提早適應，也讓校內師生有機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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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小 O。 

(三) 討論正向行為引導之維持情形與協助類化的策略，感謝大家的配合執行與努力，小 O 行

為穩定度有逐日提升情形。 

 

八、 決議事項： 

(一) 日後請家長和導師於用餐前，除仍事先預告及提供差異選擇以外，也持續引導小成聞食物

的味道，藉以轉移味覺敏感並接受嚐試新食物。 

(二) 家庭與幼兒園雙方持續一致地引導，協助預備銜接國小生活。 

(三) 持續提供正向行為引導與教養策略，並隨時於 line 群組中分享執行現況，以共同討論、修

正並執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