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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兒童可行之注意力與記憶力的補救教學策略 

                     康文美 

身為國小教師經年累月與兒童相處，發現其學習的過程中往往出現

各種挑戰。細究阻礙學童有效學習的障礙種類著實不少，而這些類型的

研究立論或解決對策又可謂學者之間百家爭鳴。茲就個人研讀心得分享

給廣大的家長與學生，希望能在內小的孩子們快樂又有效果的學習路上

有些微的幫助。 

 

注意力與記憶力問題 

學障學生普遍伴隨注意力與記憶力問題，以下列出一些常見的學習

行為特徵與可行之補救教學策略： 

一 、做事無法集中注意力超過 15 分鐘以上  

1 .讓學生儘量維持在有事可做的狀態，例如在課本上畫重點 、抄寫

板書、示範教具的操作等，避免上課時等待時間過長而造成精神

渙散。  

2 .利用暗示的方式告訴學生，老師正在注意他的行為，例如走在學

生的前面，幫他把書翻到正確的頁數，或以眼神示意。  

3 .老師講課時 ，可以預先準備與課程有關的有趣實例，當學生的注

意力開始渙散時，即可派上用場 ，使其回到適於學習的狀態 。  

4 .安排比較專心或細心的同學一起學習 ，做為學習的榜樣 。  

5 .在學生閱讀 10 至 15 分鐘後，要他寫下重點 、口述內容 、做題

目或找出文章的大意。  

二、重複剛剛聽到的數字、字詞或語句有困難  

1 .培養學生記重點的習慣，將關鍵字記錄下來 ，然後串連起來 。  

2 .循序漸進的教導學生複述延長話語。『例如：今天 → 今天天氣真

好 → 今天天氣真好，適合出外郊遊』 

3 .以寫作業的方式，讓學生將學到的數字或字詞 ，一次次書寫下

來 ，以書寫或視覺重覆記憶。 

4 .將重點數字、字詞、語句、地點或角色人物 ，多強調幾遍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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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用筆記下來，讓學生的記憶不只是聽覺記憶 ，還伴隨視

覺和肢體感覺記憶。 

 

記憶策略  

    『兒童』是人生必經的階段，而『學習』又是兒童必有的成長過程。

凡環境中的種種刺激，藉由人體的視、聽、嗅、味、觸等感官加以收錄

訊息，皆能在人的知覺留下短暫的記憶。然而，『短期記憶』顧名思義存

在的時間極其短暫，無法累積個人的知識、智慧、素養或技能。於是，

透過『反思、重新編碼、再增強、練習與複習』，才能使『短期記憶』成

為『長期記憶』，同時，這樣的學習也才能稱得上是有效果的學習。否則，

再多的學習活動也只是如『雪泥鴻爪』般，流於走馬看花，徒耗時間精

力罷了。 

    為使讀者易於了解，茲列出『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流程圖： 

 

 
 

使短期記憶轉變為長期記憶 

    達成前述轉變為『長期記憶』的學習目標，所採用的『記憶策略』

大約可簡略歸納出下列數種： 

1 .知動法  

  配合肢體動作，加深學生印象。  

2 .聯想法  

  教導學生運用關聯事物字詞或特徵來幫助記憶。例如 253 這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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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用肚子餓 、跳舞、  

  爬山等聯想方式記憶。  

3 .詩歌韻文法  

  教導學生把要背的內容串成口訣。例如 8825252，就以『爸爸餓，

我餓，我餓 』來鞤助記憶。  

4 .複誦法  

  老師唸一句，學生唸一句。  

5 .意像法  

  使用教具，如字卡、影片或圖片等，幫助學生記憶。  

6 .分段記憶法 

將一系列的刺激劃分為若干段，例如 7 位數字的電話號碼，可分

為兩段或三段幫助記憶。 

7 .重點摘要法 

將教材內容分段，重點摘錄下來，加以串連以利記憶。 

8 .分類法 

  將事情依其特性作歸類以利記憶。        

9 .諧音法  

  採用類似音的方法，以記憶相關字詞。  

10.其他記憶策略  

     如『軌跡法』與『字頭法』等方法在學生練習的過程中 ，隨時找

出適合的記憶策略。  

教導學生反思與反饋 

    學會『反思』與『反饋』對學障學生而言，可能比一般學生更不容

易，並且所花的時間更長。然而，這兩樣功夫對『學習』來說，卻是必

須具備的能力。畢竟，自我生成的記憶內容將來比較容易被喚回，對日

後知識的『應用』與『統整』也有關鍵性的影響。 

  藉由下列流程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它們在學習與記憶的過程

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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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實際操作分享 

1.指導學生製作記憶卡或提示卡並隨身攜帶，忘記時可以拿出來幫助

記憶。  

2.將學生學習過的教材、內容和學習單，貼在教室或生活環境中任何

顯眼的地方，使學生在生活中不知不覺的重覆學習。  

3.獎勵經過一段時日後，仍然能正確記憶或操作的遷移行為。  

4.每次教新教材之前，先確認是否記得舊的。  

 

結語 

  『教學』是一種高深、複雜而且又含有藝術成份的活動，因為每個

學生都各具特色，而這些差異也都足以影響教學策略。對教師而言，不

斷的『觀察』與『溝通』，隨時修訂教學策略，才能使學生快樂又有效果

的學習。十分感謝許多優秀的教師先進不吝分享，讓我在面臨挑戰時，

『關關難過，關關過』。也希望我親愛的學生們─能天天樂學、好學、學

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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