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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學生個別差異與獨特性 

      二、老師之有效及適性教學 

      三、不同環境與文化 

      四、因材施教，有教無類 



個別差異之教學基本理念 

  台灣國民中學個別化教學手冊中提及 

  四種的模式： 
     1.階層模式 

       遵循學習者過去學習經驗，能力 

       與各種心理特質，有一定的課程 

       順序，層層漸進。 

     2.隨機模式 

       依據學習者的學習經驗，訂出 

       學生最適合的課程順序。 



個別差異之教學基本理念 

3.多元模式 

  可以使用多元的學習型態來安排 

   最佳學習途徑，但求殊途同歸。 

4.多價模式 

  可容許個人有不同的學習目標， 

  適應個別差異。 

 



個別差異構成之要素 

  影響個別差異的因素如以下四點說明： 

 

   1.智力與先備知識 

         (1)智力：智力是一種多樣性的智力觀。 

          (2)先備知識：每個學科所具備的學習基礎。 

     



個別差異構成之要素 

2.成就動機與成敗歸因 
  (1)成就動機 

  動機會影響一個人學習的情況， 

  高成就學生有足夠的學習動機。 

 (2)成敗歸因 

    高成就學生將成功視為本身的能力和                          

    努力，把失敗歸於缺乏努力。低成就 

    學生則傾向於將成功歸因於運氣，失             

    敗歸因於本身能力。                        

 



個別差異構成之要素 

3.認知程度 

   (1)場域獨立型 

   (2)場域依賴型 

 

    場域獨立型                    場域依賴型  

   喜好分析性的活動             喜歡綜合性活動 

   受內在動機支配                 受外在動機支配 

   喜歡以自己的方式學習      視學習活動的特質來學習 



個別差異構成之要素 

4.學習風格 

 指學習者從事學習時所喜歡的學習方式，Dunn 

and Dunn(1978)區分為四大類： 

 (1)環境類：聲音、光線、位置 

 (2)情意類：自發性、責任感、時間觀念 

 (3)社會類：喜愛團體活動、獨自學習、小組合作學習 

 (4)生理類：偏愛的學習時間、偏愛靜態或是動態學習 

             

 



教師的角色扮演 

    教師應該依學生的特質來結合模式的期望，以 

 發展適合學生的教學模式。 

  1.觀念的統整 

  (1)教師要整合兒童的成長，將認知、 

      情意與技能融入各節單元中。 

  (2)教師亦要鼓勵學生應用知識去解決問題。 

 

       



教師的角色扮演 

2.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 

 (1)教師有責任去創造一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從     

   旁協助」的學習環境。 

 (2)教師也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自己的選擇與決定。 

 (3)當學生做決定時，教師則是督促他們努力，提供 

    協助的方法。 

 (4)學生利用相互討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阻礙。 

 



教師的角色扮演 

3.個人的合適性 

(1)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成長速度，因此教師不能用 

  「平均」的法則來教導學生。 

(2)「課程」是依照孩子不同年齡的發展而設計，因此教  

   師有責任去選擇是適合於學生學習的作業。 

(3)因此，教師要建立不同的標準來讓學生選擇作業或是 

   評估能力。 



教師的角色扮演 

4.責任行為的發展 

   Hellison(1991) 設計一個以發展自我和社會概念為中
心的模式，讓學生變得比較能夠了解自我、並且能夠
作決定 

5.其他教學資源與空間 

   教育除了教科書外，可嘗試運用現代科技與社會資
源，亦重視上課環境及校園氣氛文化對學習的 

  影響。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1.課程目的的導航 

  (1)確定有效率的目標 

  (2)訂定明確具體的目標 

  (3)訂出完整的教學目標 

  (4)根據學生適應差異，選擇適當的教學目標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2.學習內容與活動變通策略 

 (1)彈性預留教學場所空間 

 (2)增加多元的教學設備與科技媒體 

 (3)修正比賽、遊戲規則或改變場地大小 

 (4)調整適合學生個別差異的教學設計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3.教材設計策略 
 (1)教學內容的決定應依照學生的個別性來調整 

 (2)教材的份量、深度、廣度要有彈性 

 (3)教材需經過工作分析，作為組織編排之依據 

 (4)低層次教材適用於精熟學習而高層次教材可 

    供學生選擇 

 (5)教材組織需要結構化 

 (6)設計各種難易度不同教材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4.學習的進度 

(1)課程與教學應提供學生緊密的練習 

(2)學生在個別學習速度的差異，可採用個別化教學 

5.教學資源與空間 

(1)教育除了教科書外，可嘗試運用現代科技與社會資 

  源，亦重視上課環境及校園氣氛文化對學習的影
響。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6.使用不同教學方法 

(1)直接教學法:直接給於教學目標給學習速度慢之學生。 

(2)間接教學法：以引導的方式指導學習速度快的學生。 

(3)Mosston練習式：利用多練習的方式學習技能。 

(4)理解式球類教學法： 

  在遊戲或比賽中能讓學生 

  理解動作技能。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7.學習的評估與評量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三條 

(1)針對明確的教學目標來評量 

(2)不同的階段作不同的評量 

(3)以診斷式評量確認學生的困難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第三條規定 

評量範圍分為兩部分： 

一、學習領域評量：依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   

    進步情形，兼顧認知、 技能、情意等層面， 

    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分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 

    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 動表現、公共服務及 

    校內外特殊表現等。 



學生個別差異處理 

7.學習的評估與評量 

(4)針對各個學生使用個別化評量方式 

(5)使用參照評量與標準評量 

(6)以多元評量評定學生學習情況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規定 

   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依學
習領域內容及活動性質，採取筆試、口
試、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
鑑賞等之適當多元評量方法，斟酌學生自
平或是同儕互評的方式進行評量。 



發展課程模式為例 

1.發展模式的課程發展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與
發展程度。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準則第一條 

2.每一個學生在他們的生長與發展過程中，都
有其獨特的最佳學習時間與模式
(Gallahue,1993)。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準則第一條規定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旨在瞭解學生學
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適性發
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做為老師教學改
進及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 



發展課程模式為例 

3.課程發展者努力去創造出能夠平衡認知、情
意、技能的的整體性課程。 

4.教師要能夠發展出特殊的課程與教學技巧，
以適應每一個學生的需要。 

 (學生中心本位)。 



強調自我瞭解和成長。  評評評評    量量量量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選擇對學生成長有幫助的教材內容，來提供學
生學習。  

體育教師角色體育教師角色體育教師角色體育教師角色    

對運動比賽成績記錄的超越，運動技巧的挑戰
和困難的克服。重視訓練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
及個別化學習的發展，並且鼓勵「盡其在我」
(Be all you can be)，充分發揮能力，獲得自我新
的概念。  

體育教學重點體育教學重點體育教學重點體育教學重點    

個別自我挑戰，超越個人能力和先前的限制，
以獲得個人新的適應。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個別學習者在自我傾向的成長和 

自我能力的發展。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目目目目        標標標標    

是以學生主體為中心，強調個人的成長 

與自主性。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    

自自自自                我我我我                實實實實                現現現現                取取取取                向向向向            價值取向 

分類  



發展課程模式的特質 
 

1.以學生為課程的中心。 

2.根據學生興趣及需要去設計課程。 

3.強調學生要與教學活動(認知、情意、技能)
的聯繫，提高學生潛力的發揮。 

4.發展模式假定所有學生是不同的個體，是根
據個體的本質，設計不同的課程以適合其
成長的發展。 

 

 



 結論 

 

1.每個學生都有學習的權利，學生不能因學習
速度慢，而被剝奪學習的機會。 

2.教師應能掌握學生之學習情況，輔助其學
習，讓學生在體育課中可享受學習之趣。 

3.教師不可輕易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No child is left beh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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