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生班經案例分析報告 
 

實習生:林俐孜                                    任教科目：國文科 

實習指導教師:黃淑馨                              實習學校: 台北市景美國中 

 

案例名稱：雨人的孤獨 

小齊是亞斯伯格症的學生，剛開學時同學就發現他的不一樣，覺得他內向，但上課時

很愛舉手發言、表達自己的意見。開學兩周後…… 

1. 衛生股長說小齊都不認真做打掃工作，且叫小齊做，他都回應已完成，但是具衛生

股長的觀察，小齊都隨便應付地交差。 

2. 風紀股長也說，小齊於打鐘後等老師來的這段小時間，都在寫譜，勸導他，小齊還

回應關於他寫譜的事並沒有違反班規和校規。風紀股長認為小齊在挑釁、不聽管教，

請他罰站，小齊不肯。 

3. 班上規定不能在特殊用途外使用美工刀，有位同學的美工刀放置在鉛筆盒中沒有收

好，不小心被割傷，小齊看到就告訴那同學說要和老師告發此事，並要老師以校規

處置記大過一支。同學對於他的言行解讀為蓄意地挑釁，漸漸地沒有人要和他說話、

沒有人要和他做朋友……。 

 

 

案例分析 內容 

問題原因探討 
1.主要原因 同學並不瞭解他的病症，對於他的言行舉止解讀為

惡意。 

2,家庭狀況 獨生子，較少機會和相近年齡相處。 

3.班級適應 (1)股長認為小齊故意違反規範且不聽勸阻。 

(2)班上同學認為小齊很固執，很多事不知變通，愛

舉發同學但自己都做不好。 

(3)多數人不願意和小齊同組，有點排擠他的徵兆。 

4.學習狀況 沒有補習，成績約班上前十五，偶爾會漏寫作業。 

具體可行的處

理或輔導策略 

1.學校 (1)友善校園的建立。 

(2)播放影片、發送文宣、舉辦講座、戲劇活動…等，

讓同學認識不同類型的病症，並學會與之相處，尊

重他人的差異性。 

(3)輔導室的特教老師和專任輔導老師…等定期追

蹤、諮商和記錄狀況。 

 2.導師 (1)與家長、學生和專業團隊面談，以確定學生的需

求。訂出符合學生需求的個別化教育計（IEP）。 



(2)安排該生參與輔導室開設的「社會技巧」課程或

實施「社會技巧訓練」（EX：社會故事、繪本…）。 

(3)結構化教學： 

空間環境結構、作息時間結構、個別工作結構、視

覺提示結構的方式引導。約法三章、訂下規則寫在

紙上並放置桌面。 

(4)衝突發生時，教導該生深呼吸、數到十。 

讓他安靜一下。鼓勵說出原因，討論解決策略。引

導寫下事件經過。隔離。請同學不要靠近。轉移注

意力。個別處理。給台階下。 

(5)利用小天使輪班方式，以接納、包容的態度，協

助該生進行課間學習活動及人際互動，並時常「不

經意」提醒普通生要幫助，不是硬拉他進入我們的

世界。 

 3.家長 (1)教師明確規範繳交作業的時間及地點、班級規

定，請家長利用聯絡本查證以協助檢核。 

(2)多和孩子聊學校生活，以瞭解孩子的課業、人際

關係…等狀況，一有疑問請立即和導師聯絡。 

(3)帶孩子參與病症相關講座和課程，更能瞭解孩

子，也能讓孩子認識自己。 

 4.當事者 (1)讓該生每天都寫生活日記，親師都可共同觀看和

回應。 

(2)他人與該生解說語句須精簡具體，將步驟更精細

化，或運用視覺、口語和肢體等不同方式呈現。 

 5.其他同學 (1)導師配合學校活動，或播放相關影片和小短文，

以讓其他同學利用生活札記省思。 

(2)同理心包容他人差異性並關懷、幫助之。 

預期成效 
1.利用多方面的著手，讓普通生改善對該生的偏見及標籤化，進而

接受每個人的差異性，學會相處、包容、尊重甚至是幫助。 

2.讓該生先學會站在股長立場設想，若股長和他的角色對調會如何

處理呢？慢慢導向思考他人立場，學會與他人相處之道。 

預防防範策略 

 

1.教師使用「團體動力」之策略，凝聚班級的向心力和共識。 

(a)民主、和諧和及安全的氣氛導引。 

(b)明確的目標和規範建立(EX：友愛、互助、尊重和遵守校規及班

規…等)。 

(c)鼓勵班級成員努力表現，貢獻個別的力量並互助。 

2.教師、家長和輔導室三方面互相溝通與協調。 

3.建立班級互助網，小天使的設立和股長的幫助與包容。 

4.(a)若家長願意公開病情，可讓普通生看多部自閉症相關影片和

書籍，讓他們瞭解病況以感同身受，並寫下心得、誘導他們以包容



和尊重的態度幫助該生。 

 (b)若家長不願意公開，以「雅量、包容、尊重和助人…等」的議

題，利用社會新聞、生活經歷、書籍閱讀和影片播放，讓班上普通

生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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