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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作品說明書 

 

彰化縣111 年度精進特殊教育教學品質研發成果徵選

作品說明書 

壹、參賽組別：□自編教材組 ■自製教具組 □輔助科技／數位學習教學軟體組 

貳、作品名稱：看我的一指神功！觸覺輔助記憶字卡 

 叁、適用對象： 

一、國小、國中階段，具有「書寫障礙」或「識字困難」的學生。 

    二、本教具不限於特殊需求學生，國小普通生在識字階段亦可使用。 

 肆、設計動機： 

    在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於分散式資源班時，經教學觀察發現有

一位學習障礙學生，他長相俊秀，卻沈默寡言，不主動與人談話，常是面無表

情，當時就深深感到，這孩子一定有什麼事情困擾著他。 

為找出該生的困擾，幾經教學觀察和教師訪談，得知該生在數學理解表現

不錯，其數學的學習成就與班上同儕相較起來，屬中等程度。然而，該生在國

語文領域方面，他具備基礎的閱讀文字能力，但他最明顯的困難是「無法寫出

常用字」，他無法獨自寫出家長的姓名、家裡地址、同組同學的姓名，也無法

寫出簡單的語詞、造句和小短文。 

在找出焦點問題後，彈性為這位學生加了三堂「特殊需求課程」，在課程

中經「起點行為評量」，發現這位學生在文字的輸出確實有困難，他的書寫困

難表現為：「能抄寫但無法聽寫」，即無法有效記憶字體形態再將其書寫出來。 

在評量後，跟這位學生做了一番討論，確認他確實有書寫困難，他也很希

望能獲得師長的幫助，在確認他的需求後，即開展了教學與本教具的製作之旅。 

伍、內容概述（含製作過程，若有廢物再造之情形請詳加說明)： 

    一、適用領域/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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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語文： 

國中階段： 

1、學習表現：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4,500字，使用3500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文字的形、音、

義。 

 

2、學習內容：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以上資料引用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國語文) 

        (二)特殊需求之「學習策略」 

1、 學習表現： 

特學1-Ⅳ-2 運用多元的記憶方法增進對學習內容的精熟度。 

              特 學3-Ⅰ-2  運用多感官學習。 

2、 學習內容： 

               特學 C-Ⅰ-3  多感官的學習訊息。 

特學 C-Ⅰ-4  多元的學習資源。 

特學 C-Ⅴ-2  增進學習效能的多元工具。 

(以上資料引用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二、製作過程： 

        此套教具前後大約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從蒐集識字教學法，到閱讀多感

官學習相關書籍，從中選用一個經由「觸覺刺激的感官體驗」，來幫助學生「記

憶」平時難以記得的國語文字的部件，製作流程說明如下： 

(一)將經測驗後，學生無法用「聯想法」記憶的字記錄下來，並利用空

堂將該文字打印在略有厚度的紙張上，例如：粉彩紙，字體選用：

380號的標楷體，將字體設定成「簍空」 狀態後，列印出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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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二)用美工刀將黑色線條內的文字的各個部件割下來。 

(三)若該切割下來的字卡，各部件能妥善連接起來，即呈現完整狀態，

則可以直接在其背面「放上砂紙」，即完成觸覺輔助記憶字卡，如

下圖示： 

     

割字           鋪上砂紙           成品 

(四)若經切割後，該文字有些部件出現「斷開」的狀況，則在考量維持

字卡的耐用性，在該張字卡背面貼上「博士膜」之類的保護膠膜，

再撒上兒童美術用沙畫所使用的「細砂」，仿做出「砂紙」的觸摸

手感，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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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的二個字，經切割成簍空體後，紅色圈出處，是呈現「斷開狀」。 

  

博士膜先用裁紙機，切割成每片18*29 公分的長方狀，將之貼在 

A4雲彩紙的背面，具黏性的面朝上，再均勻鋪上色砂。 

 

(五)切割下來的部件，也可以在經過護貝後，用玩拼圖的概念來組合文

字，配合比賽活動，來增進學生對該文字的印象，如下圖示： 

                  

                

物盡其用，這個步驟可讓紙張完全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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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看我的一指神功！觸覺輔助記憶字卡，成品與使用方式，如下圖示： 

 

成品，此頁是「黃紙配白砂」。 

 

請學生閉上眼睛，由師長牽其手，透過手部觸覺刺激來感受字體的部件。 

 

陸、使用方式（教學活動、評量方式）： 

    (一)教學活動流程，簡述如下： 

1、利用書寫訓練學習單，先進行前測，找出學生目前不會寫的文字，並記

錄之。此步驟考量選字個別化原則，先教目前在課堂上有用到但不會寫的文字。

而不是從常用字出現頻率較高的字，依序選出。(國中階段常用字有4,000字，若

逐一教，要花很多時間，效能偏低。) 

2、選出該生不會寫的文字後，先用「趣味聯想法」來記憶該文字的部件，

此處所指的聯想法，示例如下： 



6  

本校甲學生能在獨立下，聽寫出「朵」和「身」這兩個字，但無法寫出「躲

避球」的「躲」字。經老師即時發想，說了這個小故事後，該生在當節課的下課

前，能於後測時寫出正確的「躲」字。 

小故事如下：小明在玩躲避球時，能把自己的身體縮得像牆邊的小花朵一樣，

不讓人輕易看見。讀的時候，特別強調「躲」、「身」和「朵」這三個字音。教

師在講此小故事時，也可以在黑板上搭配寫出「躲」字，用不同顏色的粉筆寫出

其部件，來強調「躲」字是「身」字和「朵」字的組合。此步驟提供經強化的

「視覺提示」。 

3、經聯想法教學後，該生仍無法完整記憶該文字的整個部件，可以依其字

形、字義來提供「聽覺部份提示」，示例如下： 

本校甲學生在寫「條」這個字時，漏掉了「木」這個部件，經老師口頭提示：

這個字跟「木頭」有關係喔！該生即能補上「朩」的部件，完成本字體的書寫。

(經查免費線上國語字典，條字有一解釋：樹的小枝。) 

4、若學生在經過上述2-3的步驟教學法後，仍無法有效記憶目標字的各個部

件時，就可以拿出「看我的一指神功！觸覺輔助記憶字卡」。請學生閉上眼睛，

用意在：先關掉視覺的感官輸入(因為之前教師所用的方法，都是用視覺來接收

的，但效能不彰)，由教師或學生助理人員牽著學生的手，讓學生以手指依筆順

觸摸該字卡上的砂，讓學生用「觸覺」和「肢體動覺」來感知目標字的部件，再

讓學生「仿寫」出該字體，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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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課程的學習單，以「創造成功經驗」為設計的基礎，並以訓練學生能

寫出短篇文章為目標來設計(國中的段考要寫作文、平時也有作文活動)，旨在讓

學生知道，文章是由句子組成，而句子是由字、詞所組合出來的，寫作文並不難。

他只要能寫出少量的目標字(不要求他們每個字都要自己寫出，那只會讓他們感

到挫折，而放棄寫作文)，就可以寫成句子，再把學習單上的5個句子，組合成一

篇小文章。(本校參與特殊需求領域-書寫訓練的個案皆能抄寫文字，但不太能聽

寫或能獨自寫出的文字量很少) 

 

柒、具體學習成效佐證： 

 

          以下分享本校學生前、後測的學習單，供大家參考。期望透過本次教具

比賽，達拋磚引玉的效果，期待教學現場的教師們，能積極為這群書寫障礙的學

生發展適性且有效的教材或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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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林生從110學年度下學期開始上特殊需求-書寫訓練課程，

其書寫能力迄今有明顯進步，本學期獨立寫字時，所需的提

示量少很多。不過很可惜的是，該生在線上教學後，接著放

暑假，已經遺失其作業本。所以能提供的只有學習單的資訊。 

 

111年4月16日，需在大量口頭引導下，才能寫出簡單的

句子。紅色字，是老師給的視覺提示，再請學生抄寫到自己

的句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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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9日，在5W的問句提示下，練習寫出短句， 

為寫作文的能力做基礎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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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5月11日，在大量口頭引導下，能自行寫出簡單的

句子，所需的提示字減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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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3日，在前測階段，能聽寫出來的字正確率 

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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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3日，在前測階段，無法獨立寫出的字減為 

3個。(111年3月份，能獨立寫出的字少於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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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3日，能組合5個句子成一篇短文，較能掌握文意的

起承轉合。(標點符號需再加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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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15日，課程前測時能獨立聽寫出來的國字有7個， 

經觸覺輔助記憶後，於後測時能將原本不會寫的那3個字獨立

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