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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專刊 

如何與智能障礙學生相處 

智能障礙學生的特質 

    智能障礙程度輕微的學生和普通兒童沒有明顯的差別。但程度較嚴重的可能會在身體、體重及骨骼發展較差，發

展的速率也比較慢。在動作發展（如：爬、跑、跳）、手功能發展（如：抓、握）、日常生活處理（如：無法自己吃飯、

穿衣服或處理自己的清潔衛生有困難），在使用金錢方面，不懂得如何用錢買東西、保管自己的錢等，都會比其年齡應

有的表現較落後或停頓。 

（1）缺乏信心：以往的經驗大都是失敗的，因此智能障礙學生在何種情境下，大都不敢嚐試新的經驗，往往尋求外助，

缺乏自信心。 

（2）傾向團體行動：許多智能障礙學生喜歡以模仿來學習新的動作，常常給人的感覺大都以團體行動方式呈現活動。 

（3）處理問題之方式較固著：這並非說特殊學生就無法處理問題，通常他們在處理問題的方式，傾向由其他人相處習

得，或舊經驗中曾成功的方式，重複使用，不會因情境、事件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4）情緒問題、自我照顧和社會適應能力：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能力欠佳，在遭遇過多的失敗經驗，面對具有挑戰性

的學習或工作情境時，常會表現出缺乏自信、追求成功的動機，還沒嘗試就退縮或依賴別人的協助。 

（5）在學習上，智能障礙學生亦有其特質：缺乏重要概念的獲得、學習速度緩慢、抽象思考能力較差、類化及遷移的

能力較差、注意力較不集中、記憶能力較差。 

 

同儕篇 

1.  多體諒智能障礙學生，但不要可憐他或作弄他。可憐他會剝奪他學習的機會，作弄會增加他的挫折感。 

2.  智能障礙學生原本在學習成效上就比較低落，希望同學能發揮同學愛，在課業上能儘量幫忙與協助。 

3.  同樣的行為，多示範少指揮，給智能障礙學生可以模仿的對象。 

4.  多給智能障礙學生練習的機會，靠著重複的練習，讓他能夠牢牢記住。 

5.  智能障礙學生處理問題的方式較固著，不會因為情境、事件的不同，而有所變通。因此往往對事情非常堅持，所以

當事件發生時，如無當下危險性，可以先行安撫之，再適時加以教導，當下的怒斥或責備只會適得其反。 

6.  有時智能障礙學生對於語言的理解能力較差，會誤解或是不懂對方的言語，例如：在團體遊戲時不易了解遊戲規則，

不能有效地和人溝通，也可能因此產生行為問題。我們可以多點耐心重複幾次，甚至請智能障礙學生試著將自己所

聽到的意思表達出來⋯⋯等。只要你一急一大聲，智能障礙的學生就會更急更大聲，有時甚至會出現情緒無法控制的

狀況，此時，需要先進行安撫，慎防攻擊性行為出現。 

7.  智能障礙學生有時會有不適當的行為出現，但在還沒有瞭解前，不要隨便做不好的解釋，如：大力拍你的肩，不一

定是要找你打架，他很可能只是跟你打個招呼罷了。 

8.  當智能障礙學生好不容易做成一件事而沾沾自喜，不斷炫耀時，請不要潑他冷水，使他失去成就感和學習意願。 

9.  當然，每一個個別的學生狀況均有所不同，不能同一而論，但在處理及應對上，可把握提供之原則。 

Q＆A 

 Q1：智能障礙的朋友是不是都要別人照顧？ 

A：這要看他的智障程度而定；智能障礙依智商高低分為四級。 

輕度智障者：可在受特殊教育後學習獨立生活，並從事簡單技術性或半技術性工作。 

中度智障者：亦可在練後做部份生活自理及庇護環境中工作。 

重度和極重度智障者：需要被養護，無法獨立自我照顧。 

Q2：為什麼會有人智能障礙？ 

A：造成智障兒的原因很多，比如媽媽懷孕時吃錯藥或感染德國麻疹，生產時早產或嬰兒腦部缺氧。小孩發高燒、遺傳，
甚至是意外傷害撞傷腦部等等因素，都會造成智障。 



Q3：在台灣有多少智能障礙的朋友？ 

A：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智障人數約為 5 萬多人。然而，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以學齡人

口中智障兒的比例推估，智能障礙的出現率，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二。換句話說，目前台灣二千萬人口中，預估
有 44 萬智能不足的人口。 

Q4：智能障礙會不會傳染？ 

A：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Q5：和智能障礙朋友一起玩，會不會變笨？ 

A：若你的朋友中也有智能障礙朋友，你可以學習怎麼用愛、智慧來照顧人。和智能障礙朋友在一起，你會變得更智慧，
更有愛心，成為更好的自己，絕不會變笨的。 

教師篇 

 教材方面： 

1.  使用工作分析法，將較為繁瑣的行為目標，分成較多、較小的目標，必要時多給予協助，再慢慢減少協助的程度，

使他們能一步步達成所欲之行為目標。   

2.  智能障礙學生的概念大都停留在較為簡單的階段，如何使他們從舊經驗中加進較新、較複雜的概念是教育上必須要

努力的方向。建議從兒童最相關的日常生活活動開始，慢慢擴大到社會相關活動，由簡單到繁複。 

3.  對於教過的教材應不斷地複習，並且帶進新的材料，智能障礙學生較能掌握並運用已學習過之資料。 

 教學方面： 

1.  使用簡單、清楚的指令，有時需配合動作手勢。使智能障礙學生能正確地接收到訊息。 

2.  多使用稱讚性增強，以建立其自我意識。 

3.  在回歸主流安置中，多鼓勵他們參與所有活動。 

4.  盡量利用同儕力量來幫助其學習。 

5.  人各有所長－智能障礙學生可能在某方面能力表現比較弱，但一定有其長處。即便是智能障礙學生，也一定有他的

優點。肯定學生的好，他會愈來愈好。有時，智能障礙學生雖然課業跟不上別人，但他有禮貌，懂得幫忙，是貼心

的幫手，只要我們鼓勵學生這方面的表現，他會變得很開朗，那麼，智能障礙學生便又多了一個長處－「開朗」，

如此智能障礙學生的優點在肯定和鼓勵下將如滾雪球般愈來愈多。 

 

對智能障礙者的省思 

1.  智能障礙學生的智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當兒童多看、多聽、多接觸後，他的生活經驗擴充，或經過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協助，對他的社會適應能力是有提升的，他將來仍然有機會獨立生活。 

2.  智力測驗的結果僅為提供鑑定的參考數值－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的身高有多高可以用尺測量，因為這是看得見的。

但是『智力』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對於如此抽象的概念，當我們試圖用一個測驗工具做量尺去評量學生的智力時，

應該非常謹慎的去解釋測驗結果，而這個測驗分數只是個參考值。 

3.  只要給予支持輔助，學生會有進步：經過一段時間適當的輔助後，智能障礙者各方面之生活能力通常會有所改善。

所謂的『適當的輔助』，指的是能符合學生需求的一系列相關服務設施、支持性的人員、接納的環境等。 

【文章資料來自網路文章】輔導室資源班製 1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