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特殊需求領域－  學習策略  課程大綱  設計者：林鈺倫  

授課時間 免修時間/午休 上課地點 學習中心 對象 高一、二特教學生 授課教師 林鈺倫 

學年目標/能力指標 

1-1-4-6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字面字義 

1-2-4-1 能說明文章內容的因果關係  

1-2-4-2 能將學習內容定出標題  

1-2-4-3 能表達出文章內容的核心與重要概念 

1-2-4-4 能運用資訊軟體的多元提示系統整理出學習內容綱要 1-2-4-5 能依據學習的內容提出疑問之處  

1-2-4-6 能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確認理解的程度  

1-2-4-7 能依據上下文脈預測文意重點  

1-3-4-1 能分辨不同文章架構所欲傳達的訊息  

1-3-4-2 能依據學習材料聯想延伸相關的知識  

1-3-4-3 能夠利用文本中的解釋說明（如：註釋），瞭解文意（如：文言文）  

1-4-4-1 對於隱喻性文章能夠透過自己的推論，掌握文章脈絡中的  

1-4-4-2 能透過自我測驗的方式，確認對於學習內容的理解 1-4-4-3 能運用前導組織知識連結新舊知識，建立知識理解架構 

週次 日期 主題 目標/說明 

3.  9/13~9/20 說明本學期教學目標 說明本課程的目標並與學生共同擬定本學期期末檢核事項。 

4.  9/19~9/23 分配讀書時間及策略 學習在有效時間內分配讀書時間及讀書策略 

請學生針對每一個科擬定讀書時間與策略 

5.  9/26~9/30 分配讀書時間及策略 學習在有效時間內分配讀書時間及讀書策略 

檢核上週擬定讀書時間與策略之成效 

6.  10/3~10/7 段考情緒議題 練習考試壓力的排解方法及面對成績的壓力 

請學生先分享自己面對考試壓力與成績的方法 

提供幾個舒壓的方式與學生討論 

7.  10/10~10/14 段考 停課 

8.  10/17~10/21 記憶力策略 學會運用圖像、聯想(人、事、物、故事)等方式加強記憶 

因為圖像簡約，所以會比文字更有助於記憶，將資訊加以整理，以人、事、物、故

事等方式，使其組織化、具關聯性，以加強記憶。能將學習內容與我們已知的東西

連結起來，它就對我們產生某種意義，有助於記憶。 

9.  10/24~10/28 記憶力策略 學會組織學習的內容 



有組織的資料容易記，因此將所學的東西加以分門別類，非常有助於儲存、記憶，

練習讀書時不只是客觀地閱讀資料，而是進一步積極主動加以處理，將有助於與相

關資訊結合在一起。 

10.  10/31~11/4 考試策略技巧 提供解答時間分配建議及考試策略技巧 

請學生把一週以來的小考考卷帶來實際演練 

11.  11/7~11/11 考試策略技巧 提供解答時間分配建議及考試策略技巧 

請學生把一週以來的小考考卷帶來實際演練 

12.  11/14~11/18 注意力策略 能夠運用注意力策略，維持特定項目的學習專注時間 

利用英文課文與英文雜誌做實際演練 

13.  11/21~11/25 注意力策略 能夠運用注意力策略，維持特定項目的學習專注時間 

利用歷史、地理、公民課文做實際演練 

14.  11/28~12/2 注意力策略 能夠運用注意力策略，維持特定項目的學習專注時間 

利用數理科(物理或化學、生物或地科)的課文做實際演練 

15.  12/5~12/9 閱讀理解策略 能夠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一) 

學會「瀏覽與掃瞄」：整體性且不深入的看一遍，以了解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大概的內

容 

學會「質疑與提問」：把握閱讀資料的焦點精華，是讀者在閱讀時隨時要留意的，讀

者以一種質疑和提問題的方式，來簡化閱讀的資料，是相當重要的過濾。 

16.  12/12~12/16 閱讀理解策略 能夠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二) 

學「精讀和摘記」：第一次是純粹的閱讀，獨字獨句的循序讀完，第二次則必須劃記和摘

記重點的方式，來突顯精要，簡化資料，最好能養成習慣，什麼顏色的筆，代表什

麼意義，什麼的記號，代表什麼特質，不要只使用一種顏色的筆做記劃，更不要一

線畫到底，否則就等於白畫了，至於摘記重點可以利用書頁的空白處以小字摘記，

更可以使用卡片或專用筆記本，做比較完整的記錄。  

「記誦與回想」：回想可幫助、彌補記憶之不足，練習閱讀完一個章節或累積相當的

段落之後，停下來閉上眼精，蓋上書本回想一下，剛剛我們讀了什麼，有那些問題，

該如何解答，經常重複回想的動作，可使記憶維持久遠，對日後準備考試，必然會

有很大的作用。  

「複習」：如果自覺有價值的書或者文章，要經常複習，這樣才能夠記得住，真正獲

得閱讀的益處，越是經常複習越是歷歷在目。 



17.  12/19~12/23 閱讀理解策略 能夠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三) 

關鍵字：練習抓住段落、內容中具有重要意義或傳達重要概念的字詞。 

重新 詮釋：我們對自己習慣的表達和描述方式，比較容易接受。要了解別人所寫的字句，

比較困難。「人云亦云」不代表我們真的了解其意義。但是用自己的話來「詮釋」我

們所讀的東西，不但表示我們已了解，而且對主題的印象更加深刻而長久。練習下

面的方法： 

1、「腦力激盪」找出重點：將湧上心頭的事情錄音下來、或寫下來，然後，很快地

將本書翻閱一遍，以喚起你的記憶和增加新的想法。記得，要用自己的話來表達。

不要照著書本念。你將會掌握一些要點。用對自己有意義的方法，將它們組織起

來。 

2、摘要寫下讀過的課本內容：寫摘要很有用，它可以將你所學的知識濃縮成精隨。

在摘要的過程中，你必須決定哪些是特別重要的，從中你會更深入思考相關的

問題，自然而然，你對它的印象將更為深刻。 

18.  12/26~12/30 自我認知策略 能運用自我認知策略，依據特定科目的測驗評量結果，整理自己常犯的錯誤。 

請學生拿班上考過的考卷來實際演練 

19.  1/2~1/6 自我認知策略 能運用自我認知策略，依據特定科目的測驗評量結果，整理自己常犯的錯誤。 

請學生拿班上考過的考卷來實際演練 

20.  1/9~1/13 期末檢核 根據本課程的目標並與學生討論本學期期末檢核事項。 

21.  1/16~1/20 期末考 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