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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小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授課記錄表  

1-1、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者  林廷宇 

單元名稱  選好路，再走! 教學時間  50分鐘 （第 4節，共 4節）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年級  高中部普通科二年級  

教學對象  視覺障礙重度學生 柯○蓁  (點字學習，僅存光覺) 

領綱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特定 1-sA-2 運用環境中各種不同的訊息建構心理地圖。 

         特定 2-sA-6 應用各種行動技能或輔助科技在複雜環境中獨立。 

學習內容 特定 B-sA-1 知覺概念的統整。 

         特定 D-sA-1 各種不同環境下的行動技能。 

 

融入議題  

安全教育：安 U1 預防事故傷害的發生。 

          安 U2 執行安全行為。 

          安 U3 具備日常生活安全的行為。 

學年目標  
能依照固定路線平面路段中各分段的特性，判斷可以運用的各種杖法。並視當天身體

情形選擇喜歡的杖法行走，且在時限內優雅有效率的走到達目的地。 

學期目標  

1. 能熟稔的運用兩點、滑拖、斜

置三種平面行走的手杖杖法。 

2. 能理解各種杖法可以運用的陸

標特性，並將 501至 503教室

的固定來回路線依特性分段，

建構明確且詳細的心理地圖。 

3. 能理解自身身體狀況和當天時

間限制，選擇最喜歡和適合的

杖法，完成固定路線的行走。 

4. 能優雅有效率的從 501教室來

回行走到 503教室，去程 6分

鐘內、回程在 4分鐘內完成。 

教學資源  
1. 盲用手杖 

2. 校長盆栽 

教學活動  

教學 

過程  
教學內容  時間  

評量 

方法  
備註 

壹 

、 

一、回顧前三節課學習的內容： 

1. 兩點、滑拖、斜置三種平面杖法的持杖技巧。 
10分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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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活 

動  

2. 三種杖法適合的陸標特性和選擇判斷的原則。 

 

二、501教室至 503教室固定路線陸標特性分段確認，依序再複習： 

1. 去程路線：501教室後門→120度轉角→椅子走廊起點→椅子走廊 

終點→樹叢→校長盆栽→一樓樓梯口。 

            二樓樓梯口→欄杆→冷氣室外機→軟軟牆→503後門。 

2. 回程路線：503教室後門→二樓樓梯口 

一樓樓梯口→餐車通道右側→午餐辦公室門口左側→ 

502教室前→椅子走廊起點→120度轉角→501教室後 

門。 

貳 

、 

發 

展 

活 

動  

一、實際行走，沿路討論目前路段能夠使用的杖法，排除不能運用 

的杖法，再次釐清「陸標特性」和「杖法運用」的關聯性和觀 

念正確度，引導建構出下列「路線」和「杖法」的連結。 

※ 去程路線 

1. 501教室後門→120度轉角（兩點式、滑拖） 

  2. 120度轉角→椅子走廊起點（兩點式、滑拖） 

  3. 椅子走廊起點→椅子走廊終點（兩點式、滑拖） 

  4. 椅子走廊終點→樹叢（兩點式、滑拖） 

  5. 樹叢→校長盆栽（兩點式、滑拖） 

  6. 校長盆栽→一樓樓梯口（兩點式、滑拖） 

  7. 二樓樓梯口→欄杆（兩點式、滑拖） 

  8. 欄杆→冷氣室外機（兩點式、斜置） 

  9. 冷氣室外機→軟軟牆（兩點式、滑拖、斜置） 

 10. 軟軟牆→503後門（兩點式、滑拖、斜置） 

※回程路線 

  1. 503教室後門→二樓樓梯口（兩點式、滑拖、斜置） 

  2. 一樓樓梯口→餐車通道右側（兩點式、滑拖、斜置） 

  3. 餐車通道右側→午餐辦公室門口左側（兩點式、滑拖） 

  4. 午餐辦公室門口左側→502教室前（兩點式、滑拖） 

  5. 502教室前→椅子走廊起點（兩點式、滑拖） 

  6. 椅子走廊終點→120度轉角（兩點式、滑拖） 

7. 120度轉角→501教室後門（兩點式、滑拖） 

 

二、安全教育議題的融入：行走沿路提示除了陸標外，還會有的危險 

因子（建築物高低落差、樹叢、斜的柱子…等），指導安全行走 

方式，以及不小心受傷時的處理步驟。 

20分  
實作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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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綜 

合 

活 

動  

一、延續上列累積的概念和能力，確認「路線特性的理解」和「杖法

運用的能力」均已具備後，便能夠進行「意願的選擇」。實際行

走，並沿路分段說明此路段杖法選擇的結果。 

※ 去程路線 

  1. 501教室後門→120度轉角（選擇：滑拖） 

  2. 120度轉角→椅子走廊起點（選擇：滑拖） 

  3. 椅子走廊起點→椅子走廊終點（選擇：兩點式） 

  4. 椅子走廊終點→樹叢（選擇：兩點式） 

  5. 樹叢→校長盆栽（選擇：兩點式） 

  6. 校長盆栽→一樓樓梯口（選擇：兩點式） 

  7. 二樓樓梯口→欄杆（選擇：兩點式） 

  8. 欄杆→冷氣室外機（選擇：平時-兩點式、趕時間-斜置） 

  9. 冷氣室外機→軟軟牆（選擇：兩點式） 

 10. 軟軟牆→503後門（選擇：平時-兩點式、趕時間-斜置） 

※回程路線 

  1. 503教室後門→二樓樓梯口 

（選擇：平時-兩點式、趕時間-斜置） 

  2. 一樓樓梯口→餐車通道右側 

（選擇：平時-兩點式、趕時間-斜置） 

  3. 餐車通道右側→午餐辦公室門口左側（選擇：兩點式） 

  4. 午餐辦公室門口左側→502教室前（選擇：滑拖） 

  5. 502教室前→椅子走廊起點（選擇：滑拖） 

  6. 椅子走廊終點→120度轉角（選擇：兩點式） 

  7. 120度轉角→501教室後門（選擇：滑拖）  

 

二、統整和歸納：闡述各分段選擇的決定原因，分享能夠自行選擇的 

感想，並引導分析能夠選擇的先備能力為： 

1. 了解各陸標和路線特性的知識（知識的累積） 

2. 具備足夠的手杖運用能力（技能的累積） 

 

三、總結和延伸：引導思考人生各個階段「現有的能力」和「可以的 

選擇」的關聯性，進而扣緊課程的主題：「選好路，再走！」，讓 

學生體悟到：培養自身各項能力的重要性！ 

 

20分  
實作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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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小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授課記錄表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說課）紀錄表 

 

日期與時間 110年 5月 11日（星期二）12：25～13：15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單元  選好路，再走! 

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 視障重度學生 柯○蓁 教材來源 自編 

說課地點  二林高中學習教室（三） 說課記錄  林廷宇 

與會人員 李珊珊（二林高中資源班教師、個案個輔教師）、林廷宇 

說課建議內容 

建議事項 

一、準備活動： 

   1. 三種杖法的操作方式和使用時機建議能夠說明的更具體和詳細。 

   2. 501教室到 503教室固定路線中，各分段的區分基準建議能夠說明的更具體 

和詳細。 

   3. 此固定路線頗長並複雜，建議多確認學生心理地圖的建立是否正確。 

 

二、發展活動： 

   1. 可預先思考邊走邊討論、走完一段分段再討論，或者走完整段去程和回程在 

討論，哪一種課程進行的模式對於學生的思考和學習會是比較完整而不會片 

段難以統整。 

   2. 如何確認學生對於「陸標特性」的理解是否確實？對於「杖法運用」的操作 

是否確實？評量的方式為何？ 

   3. 安全教育議題的融入很重要，建議實際說明時應多解釋實際遇到狀況時的解 

決方法。 

 

三、綜合活動： 

   1. 如何確認學生的意願？評量的方式為何？  

   2. 影響學生意願的因素如何歸納和統整？ 

   3. 延伸的「人生道路選擇」在學生這個階段是很重要的練習，建議多提供學生 

表達類化情境的時間，讓學生能夠多分享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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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小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授課記錄表 

表 2、觀察（觀課）紀錄表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單元  選好路，再走! 

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 視障重度學生 柯○蓁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地點  二林高中 501教室至 503教室 觀課者 李珊珊 

觀課內容 

層面 觀察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學生反應  摘要敘述 建議 

A 

、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運用有效教學方法與學習策略，協助學習 

A-1-1 能透過教學活動觸發並維持學習

動機。 

運用引導、討論和實做的方式，

學生將技能和知識彙整，並依照

意願進行選擇，討論的過程熱

烈，學生也因為有所選擇而增強

了學習的動力。 

學生在說明想法

時如果過於冗長

破碎，老師可以適

時協助歸納和統

整，以利課程的進

行。 

A-1-2 能透過適性的教材教具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1-3 透過適切的教學策略，進行思考、

討論或實作練習。 

A-1-4 在教學活動中能習得學習策略。 

A-1-5 能運用板書、口語、非口語、注視

及走動等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2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A-2-1 學習情形能適時獲得檢視與回饋。 實際行走的評量，能順利到達目

的地就是成功。各種杖法的操作

則是十分熟稔順利。 

學生思考的完整

性和決斷力，可在

後續課程加強。 

A-2-2 學習成效能以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A-2-3 能依學習情形適時進行教學調整。 

B 

、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學生自我管理與監控系統，並增強正向行為表現 

B-1-1 能透過增強系統進行有效學習。 學生再最後做選擇時，是因為覺

得「斜置」杖法手會比較酸，所

以選擇慣用的兩點式杖法為

多，是可以後續探討的議題。 

能力均具備後，再

依據意願做選

擇，是可以類化的

決策能力。 

B-1-2 問題行為能獲得有效處理並減少

發生。 

B-1-3 能有效建立正向行為。 

B-2 能安排促進社會性互動的教學環境 

B-2-1 透過教學環境與設施的安排，有助

於師生及同儕間互動。 

一對一課程無同儕共學，但行走

中有遇到打招呼的師長，均能合

宜的打招呼。 

相信以後就能和

同學一起邊走邊

聊天去上課了。 B-2-2 能習得正向的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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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小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授課記錄表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議課）紀錄表 

 

日期與時間 110年 5月 18日（星期二）12：25～13：15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單元  選好路，再走! 

教學對象  高中二年級 視障重度學生 柯○蓁 教材來源 自編 

議課地點  二林高中學習教室（三） 議課記錄  林廷宇 

與會人員 李珊珊（二林高中資源班教師、個案個輔教師）、林廷宇 

討論內容 

建議事項 

一、課程設計：先前「定向行動」的教學，多著重在「心理地圖」的建立和「持杖 

技巧」的訓練，評量的重點在於學生是否有習得這些安全行走得技能。但此次 

課程則是以「已經擁有這些技能」為基礎，進一步和學生討論「意願」和「選 

擇」的問題。一段路程就只能用一種持杖技巧去探索和行走嗎？能不能夠有不 

一樣的選擇呢？這些選擇又會有哪些限制呢？課程設計跳脫了「技能培養」的

舊思維，提升到「素養導向」的設計層次，也符合 108課綱中「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和「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的核心素養項目目標。是一次的突破

和創新。 

二、課堂表現：因為是四堂課的最後一節，前三節已經將路線的分段和杖法的操作 

能力建構完備了，在準備活動時驗收一下，就實際來執行能力的結合和選擇了。 

沿路是以少數口語提示，在分段點暫停下來進行較長討論的模式進行，然後在 

去程終點和回程終點再各進行一次較長的討論。學生對於杖法的選擇，很有趣 

的是在已知有較快速的「斜置杖法」前提下，仍會依意願選擇手比較不酸的「兩 

點式杖法」，是頗符合人性的！但也同意如果時間很趕的時候，還是會使用斜置 

杖法趕路上課。在最後討論人生道路的選擇時，分享了不少自己學習上的想法， 

對於「想做」和「能做」的落差有更深的體悟，也算是一種成長。 

三、學習成效：學生已經具備走完 501教室到 503教室固定路線的能力，也能依據 

自己的狀態、時間的限制和當時的意願，選擇喜歡的杖法完成路線的行走。透 

過這樣實際行走的體會，再延伸到學習和人生的道路選擇討論上。學生原本高 

中入學時的升學意願是資工相關科系，但是兩年學習下來，發現數理方面的能 

力或因障礙限制，是無法達到資工相關科系的標準，因此在高三的課程選修上， 

就是以「文史哲」學群作為選課的方向。相信透過這次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 

「以小視大」，了解「能力」和「意願」的關聯性，進而學會「設定目標」、「培 

養能力」就能「依意願做選擇」的人生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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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小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公開授課紀錄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行動 教學單元  選好路，再走! 

教學對象  視覺障礙重度學生 柯○蓁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地點  二林高中 501教室至 503教室 教學時間  110.5.14 （星期五） (50分鐘)  

教學者   林廷宇 

教學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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