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障礙學生 

智能障礙學生的特質 

     智能障礙的成因分為先天和後天兩種。先天的智能障礙可能是由於染色體異常；而後天的成因則可能是腦部受到損傷（例如：車

禍），或是受到外在事物的刺激，造成在資質和能力表現上有高低的差異。智力的定義一般而言包含三個基本要素： 
（1）其適應能力和行為都比同年齡之人相較明顯遲緩。 
（2）其智力功能比起一般正常同齡之人，明顯低了很多。智商測驗的成績通常是在 70 到 75 以下，或者是低於中數二個標準差。 
（3）這種發展上面的障礙都是在發展階段當中所形成的，通常在 18 歲之前，就已經可以被斷定出來。 
 智能障礙學生之特徵： 
（1）缺乏信心－由於以往的經驗大都是失敗的，因此智能障礙學生不管在何種情境下，大都不敢嚐試新的經驗，往往尋求外助之支援，

對自己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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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活動中傾向看其他人之表現而加以模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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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特殊學生就無法處理問題，而是，通常他們在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傾向直接由其他人相處習

得，或以往經驗中曾經成功的方式，重複使用，不會因為情境、事件的不同，而有所變通。同時，因為其固執性較強，往往對事

情非常堅持，固執己見，不肯加以變通。 
（4）情緒問題、自我照顧和社會適應能力－因為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能力欠佳，使智能障礙學生因為遭遇過多的失敗經驗，在面對具

有挑戰性的學習或工作情境的時候常常會表現出缺乏自信、追求成功的動機低，往往還沒嘗試就退縮或過份依賴別人的協助，其

常表現特徵如下： 
1、對於事情的發生或結果（無論是好的或壞的，都認為是外界的力量所造成的，如命運、機會或其他人等）。 
2、預期失敗的心理，因為失敗經驗的累積造成其對目標抱持低落的的情緒，也不願朝目標努力，以避開失敗，所以失敗就成真。 
3、仰求外助的傾向，為了避免失敗，在解決問題時就傾向於尋求他人的暗示指導，所以比較容易模仿別人的行為，而不是依靠



自己來解決問題。 
（5）由於智能障礙學生在動作協調、認知與學習以及溝通能力的問題，使他們在自我照顧和社會適應也產生困難，智能愈低下的困難

愈明顯。 
（6）在學習上，智能障礙學生亦有其特質，如下： 
  １、缺乏重要概念的獲得 
  ２、學習速度緩慢 
  ３、抽象思考能力較差 
   ４、類化及遷移的能力較差 
  ５、注意力較不集中 
  ６、記憶能力較差 
 
以上無論是人格上或學習上之特質，雖常存在於智能不足學生身上，但是，並非所有的智能障礙學生皆會有這些特質存在，也有可能

只表現出其中的幾項而已。但是，了解這些特質，對老師之教學與輔導意義就顯得相當不同。 

 
 
 
 
 
 
 
 
 

 
 
 
 
 
 
 
 
 



同儕篇 

1.  以前智能障礙常常被污名化，期待能伴隨著年齡及心理的成

長，去正視並尊重這個名詞，而非只是愚昧的成為污名化的幫

兇。 
2.  智能障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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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障礙的學生處理問題之方式較固著，因為通常他們在處理

問題的方式上，傾向直接由大人或其他人處習得，或以以往經

驗中曾經成功的方式，重複使用，不會因為情境、事件的不同，

而有所變通。同時，因為其固執性較強，往往對事情非常堅持，

所以當事件發生時，如無當下危險性即可以先行安撫之，再適

時加以教導，當下的怒斥或責備只會適得其反。 
4.  有時智能障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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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誤會的方式有很多，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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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於智能障礙學生在動作協調、認知與學習以及溝通能力的問

題，使他們在自我照顧和社會適應也產生困難，智能愈低下的

困難愈明顯。例如因為理解能力較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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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同儕能多點耐心幫忙與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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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狀，此時，需要先進行安撫，慎防攻擊性行為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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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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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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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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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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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提供之策略，須隨著每個學生的實際狀況進行適當 
調整，如有任何問題，可向資源教室老師進行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