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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深耕計畫補助創新教學成果報告表 

執行單位 心理學系 

分項計畫 
1-2 智慧化精準學習

及數位教學 
計畫主持人 陳欣進 

計畫聯絡人 羅心妤 

計畫名稱 「補救教學專題」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成果 

摘要 

量化成果 

 

說明:  

課程修畢學生合計 24人，每位學生參與閱讀障

礙檢測實作 6 小時，合計 144 小時；每位學生

參與閱讀障礙學習扶助 6小時，合計 144小時。

藉由實際參與閱讀障礙教學現場之檢測與學習

扶助，學生均表示能增進對於閱讀障礙教育現

場的認識與瞭解。 

 

結論:  

本課程發展計畫顯示，以多元化教學方式，透

過課堂講演、專家演講、現場檢測及現場學習

扶助實際學校場域之見習與實習，能夠有效讓

學生藉由實際參與未曾實際接觸過的心理學應

用場域，提升對於閱讀障礙族群的人文關懷，

學習應用心理學於閱讀障礙族群之檢測與學習

扶助，也能提升修課學生對於心理學知識應用

於各場域的瞭解深度與想像力廣度。 

 

質化成果 

（1000字以內） 

 

透過期末口頭報告、書面報告、見習實作報告

及學生訪談顯示，修課學生修畢課程後，能對

於當代閱讀障礙的核心議題有基本的認識與瞭

解，並能對於有志從事教育相關行業之同學在

預備相關課程學習規劃上有更明確之方向與學

習動機。而對於以創業為志向的修課學生，也

能拓展其應用心理學知識的想像力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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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與說明

（請放置辦理活

動及購置設備之

照片，至少四張） 

  
  

  

成果自評與建議 

（200字以內） 

 

本課程以多元化教學，透過課堂講演、專家演講、現場檢測

及現場學習扶助實際學校場域之見習與實習，不僅提升學生

對於閱讀障礙族群的人文關懷，學習應用心理學於閱讀障礙

族群之檢測與學習扶助，也能提升修課學生對於心理學知識

應用於各場域的瞭解深度與想像力廣度。未來希望透過與相

關領域專家與場域的持續合作，能持續課程執行之優化，形

成穩定的合作學校關係鏈結，並有助於拓展本系規劃中的應

用心理學課程模組。 

 

備註 

 

學生參與閱讀障礙現場檢測與學習扶助實作之實際狀況請參

考所附之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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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問題 

多數小學生在進入小學才開始學習識字，由於文字辨識歷程相當複雜，在

拼音文字系統的使用國家中，約略有 5～17％的學童出發展性學習障礙

(developmental dyslexia)1的問題（Shaywitz et al., 2008）。這些兒童並沒有智能

上的問題，受到足夠的教育，也具備足夠的學習動機，但是卻無法習得閱讀

能力。經過多年來的研究，我們對於學習障礙的發生機制以及可能的補救之

道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然而由於中文文字系統以及拼音文字系統具有不同

的文字設計，同時閱讀兩類文字所需動用的認知歷程也並不相同，由拼音文

字研究所累積的學習障礙知識，並不必然也通用於中文學習障礙兒童。依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台灣高中以下身心障礙人口中，約有 20％的學習

障礙兒童，此為除了智能障礙類之外，所佔比例最高的一類。學習障礙兒童

中，又以閱讀障礙兒童佔大多數且最容易被忽略。因此，如何協助這些閱讀

障礙兒童在人生初期階段克服閱讀問題其實是重要而刻不容緩的課題（陳欣

進，2022）。 

在幫助閱讀障礙兒童克服識字問題的專業上，心理學扮演著重要角色，然

而傳統心理學教育中，多強調基礎心理學理論的學習以及心理學研究能力的

培養，缺乏應用心理學知識協助檢測與學習扶助的知識傳授。為了幫助心理

學系學生對於應用心理學知識協助閱讀障礙學童的閱讀能力檢測與學習扶助

的瞭解，本課程除簡介文字辨識歷程、兒童識字發展歷程、兒童閱讀障礙理

論與研究進展外，也透過課堂討論、專家演講、以及安排實際場域見習/實作，

幫助學生瞭解閱讀障礙學童的檢測方式與常用之有效學習扶助方式。除學習

運用心理學於教育場域外，也藉以加深修課學生對於心理學知識應用於各場

域的了解深度，並增加應用心理學於各種可能場域的想像力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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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目標 

過去修習心理學課程之學生，除明確有國家證照的臨床心理領域與人力資

源領域外，對於如何應用心理學知識於各場域缺乏認識。閱讀障礙問題困擾

著近 20%的學童，而心理學知識與應用以實際並顯著運用於協助閱讀障礙兒

童的檢測與補教教學（為避免標籤化，目前多以「學習扶助」稱之，為了方

便說明，本計畫交互使用補救教學與學習扶助兩詞）上，然而一般傳統心理

學教學下的學生並不清楚兩者之關係。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透過課堂講

演、專家演講、檢測與學習扶助的學習與實際學校場域之見習與實習，希望

能讓學生藉由實際參與未曾實際接觸過的心理學應用場域，不僅提升對於閱

讀障礙族群的人文關懷，學習應用心理學於閱讀障礙族群之檢測與學習扶

助，也能提升修課學生對於心理學知識應用於各場域的瞭解深度與想像力廣

度。期待修畢課程後，修課學生能對於當代閱讀障礙的核心議題有基本的認

識與瞭解，並能對於有志從事教育相關行業之同學在預備相關課程學習規劃

上有更明確之方向與學習動機。而能對於以創業為志向的修課學生，也能拓

展其應用心理學知識的想像力廣度。 

 

參、 教學設計 

過去心理學課程多為基礎心理學知識之教授，即便有不少實作課程，但其

內容多是以研究技能培養與訓練為取向，相當缺乏實際應用心理學場域的實

作學習。本課程嘗試結合理論與實務，兼顧課堂教授與實際體驗，希望能提

升網路世代學生對於應用心理學之可能性的深度與廣度。教學設計上，本課

程除課堂教授文字辨識歷程、兒童識字發展歷程、兒童失讀症理論與研究進

展，探討有關閱讀障礙的不同理論以及其所涉及之認知歷程，並介紹目前常

用之學習扶助方式，課程也將安排現場實際工作教師分享閱讀障礙學習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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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並在課堂學習閱讀障礙檢測與學習扶助方法後，也安排學生至本人

合作多年之偏鄉學校，實際見習或實作閱讀障礙學童檢測與學習扶助。期待

學生於課程修畢後，能瞭解閱讀障礙學童障礙與教學現場現況，初步認識閱

讀障礙學童檢測與學習扶助，也能透過課程的多元而豐富安排，深入瞭解心

理學知識應用的各種場域，也能大幅度加廣應用心理學於各種未開發之可能

場域的想像力。 

 

肆、 計畫成果 

本課程以多元化教學，透過課堂講演、專家演講、現場檢測及現場學習扶

助實際學校場域之見習與實習，讓學生藉由實際參與未曾實際接觸過的心理

學應用場域，不僅提升對於閱讀障礙族群的人文關懷，學習應用心理學於閱

讀障礙族群之檢測與學習扶助，也能提升修課學生對於心理學知識應用於各

場域的瞭解深度與想像力廣度。透過期末口頭報告、書面報告、見習實作報

告及學生訪談顯示，修課學生修畢課程後，能對於當代閱讀障礙的核心議題

有基本的認識與瞭解，並能對於有志從事教育相關行業之同學在預備相關課

程學習規劃上有更明確之方向與學習動機。而對於以創業為志向的修課學

生，也能拓展其應用心理學知識的想像力廣度。 

本課程亦為本校心理系未來規劃的應用心理學課程模組的一個起步課

程，也是教授應用心理學的新嘗試，透過結合專家分享及實際場域見習或實

習的方式，讓應用心理學的學習能脫離僅僅只是教室學習的窠臼。藉由課程

結束後收集合作單位與學生之回饋，本課程已逐步建構有效的課程內容模組

並發展適合學生學習之閱讀障礙學習扶助模組，使得安排所涵蓋之閱讀障礙

理論、檢測及學習扶助領域，均有效達成課程所設定之教學目標。而透過與

相關領域專家與場域的合作，透過幾次課程執行之優化，也形成穩定的合作

學校關係鏈結，有助於拓展本系規劃中的應用心理學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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