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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對你來說的意義為何?

化妝品、飲食控制、吃藥、
運動、醫美手術、修片軟體….

你重視科學嗎?

科學?

代言人、產品外觀、氣味、材質、
網友推薦、周年慶、自己使用心得、
須不須很費力、容不容易取得…

變正有幾種方式?

選擇方式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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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學生教學有幾種策略?

選擇自閉症學生教學策略的影響因素?



為什麼教學需要科學?

From Dr. Smita Mehta and Dr. Kevin Callahan

解決問題和改善生活品質

引導政策與教育決策

宏觀想法、微觀因應

太多似是而非的教育方法/策略

更加有效及快速

科學是種態度

避免只關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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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法規中的實證教學

在美國，2004年已經把師資培育與教育相關人員執行「實證教學」的核心價值納

入法規（IDEA），確保學生的學習安全與品質。

臺灣的特殊教育施行細則（2013）第9條規定，針對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的個

別特性，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需有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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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orks Clearinghouse (WWC)

National Autism Center (NAC)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s (NPDC)

National Clearinghouse on Autism Evidence and Practice (NCAEP)

怎麼確認自己的教學是有科學實證的呢?

一、認識實證教學

 ASHA (美國聽語學會)

 ABAI (國際行為分析學會)

 APBS (正向行為支持學會)

ISAAC (國際輔助溝通系統學會)

IASSIDD (國際心智和發展障礙科學研究學會)

SEAROC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閱讀可信研究單位的整合性報告

參加學術組織

8



怎麼確認自己的教學是有科學實證的呢?

從事教學研究

二、學習使用實證教學

與研究人員合作

接受實證性督導與支持

讀書會閱讀文獻並組成問題解決小組

三、使用數據做教育決策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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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教學要作數據資料蒐集?

迅速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評量教學/學習成效

調整課程依據

精確地給學生回饋

學生能進步得更快

(data collection)

用科學的方法瞭解行為的增減

成為一位更好的老師

方便和其他老師與家長溝通

是實證教學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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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科學 以自閉症實證教學為例

實證基礎
Empirical Evidence

社會效度
Soci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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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對你來說的意義為何?

化妝品、飲食控制、吃藥、
運動、醫美手術、修片軟體….

你重視科學嗎?

科學?

代言人、產品外觀、氣味、材質、
網友推薦、周年慶、自己使用心得、
須不須很費力、容不容易取得…

變正有幾種方式?

選擇方式的影響因素？



自閉症實證教學種類的整理 (Hume & Odom, 2011)

✔

同時具有社會效度(Callahan, Hughes, Mehta, Nichols, Toussiant, Ma, Kutlu & Wa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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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介入策略

區辨增強

單一嘗試訓練

消弱

提示

增強

反應中斷/重新引導

文字腳本

工作分析

影片示範

時間延宕

認知行為介入

示範

✔



✔

✔
✔

結構化工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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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介入

✔ 同時具有社會效度(Callahan, Hughes, Mehta, Nichols, Toussiant, Ma, Kutlu & Wang, 2017)✔

家長介入

核心反應訓練

自我管理

社會敘事

社會技巧訓練

視覺支持

運動

行為功能評量

功能性溝通訓練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結構化遊戲團體

科技輔助教學介入

同儕介入



實證層次分類

National Autism Center – National Standards Report (2009)

四個層次
已建立實證
(established)

建立實證中
(emerging)

尚未建立實證
(unestablished)

無效/有危害
(ineffective harmful)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兩個層次 有實證的
(evidence)

實證不足的

(insufficien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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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層次分類

Simpson, de Boer-Ott, Griswold, Myles, Byrd, Ganz, et al., (2005)

四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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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本位的作法
(scientifically based practice)

有保證的作法
(promising practice)

(limite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for practice)

支持資訊有限的作法 不建議作法

(not recommended)



高中職階段實證基礎較多的自閉症實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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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介入策略 提示策略

自我管理 同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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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事刺激

B
行為

C
後果刺激

背景事件
(遠因)



antecedent-based intervention

實證層次
兼具社會效度
NAC: 已建立實證
NPDC: 有實證的
Simpson: 科學本位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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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背景事件

(遠因)



前事策略

若將行為問題發生的完整歷程

依照背景事件、前事刺激、行

為發生及後果刺激來區分，則

前事策略就是針對行為問題發

生前統稱的策略，可以用來預

防行為問題的發生及增加正向

行為。

A B C

增加後果刺
激的價值

增加導致正向
行為的刺激

控制、緩和
導致行為問
題的遠因

消除、減少、
改變、分散
導致行為問
題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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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常見的前事策略 預防行為問題的發生

提前將增強的後果刺激移至前事
（非後效增強）

調整人事時地物

融入學生的偏好物 增加參與的活動設計

提供選擇 刺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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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前事策略 增加正向的行為

設定清楚和適當地期待

預告或增加正向行為的引導 動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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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預測的活動作息



實例與影片

Modified from Koegel, Koegel, Frea, & Green-Hopkins (2003) and

Sigafoos, Green, Payne, O’Reilly, Lancion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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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pting

實證層次
NAC: 已建立實證
NPDC: 有實證的
Simpson: 科學本位的作法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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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P



提示策略

提供在學習者反應之前恰好的協

助與支持，以確定學習者正確反

應及獨立完成的機會。控制得當

的提示是採最少侵入的方式但必

須的最低支持量，協助學習者成

功。當最後能逐漸撤除不必要提

示，則達成完整提示策略。

A B C

提示種類: 肢體、手勢、影片、圖片、聲音、口語、示範

P

26

背景事件
（遠因）



提示量評估

先選定目標技能或行為

再揀選該技能或行為適合提供的提示種類

將提示種類由少至多提示量排列

以提示量最少的種類開始評估，直到正確率達80%以上的提示種類，即可以之作

為剛剛好的提示量開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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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策略系統

由多至少(Most-to-least)

由少至多(Least-to-most)

逐步引導(Graduate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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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與影片

Modified from Montgomery, Storey, Post, Lemle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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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anagement

實證層次
NAC: 已建立實證
NPDC: 有實證的
Simpson: 科學本位的作法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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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自我管理

學習者作出某些行為，以改變自我設定的特定行為未來發生的機率。

A B C

自我放鬆訓練、
肯定訓練

自我記錄、
監控

自我提示、
自我對話

自我增強

訂定行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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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實例與影片

Modified from Moor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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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mediated Intervention

實證層次
NAC: 已建立實證
NPDC: 有實證的
Simpson: (沒納入評比)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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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同儕介入

 一群人中，地位相等的成員，在專業教育

人員督導與計畫下，有系統地互相幫助，

並經由對他人之指導，達到促進學習的目

的。參與者皆有同等之指導與被指導的機

會(Ehly & Topping, 1998; Goodlad& Hirst, 

1989)。一般發展同儕提供行為典範和製

造成功機會，促進情境與人的類化，以開

啟或回應社會互動 (Ostrosky, Kaiser, & 

Odom, 1993) 。

A B C

提醒／協助
自我記錄與
監控、教導

反應

同儕存在的刺激、提供
練習機會、提供提示、
示範、提醒注意、解釋

社交線索

消弱不當行為、
同儕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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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遠因）



同儕介入

受益者?

特殊生

-提升自我概念、
-降低對個別差異的恐懼、
-增加對他人的包容度、
-有助自我規範的發展、
-面對友誼的接受與建立較為放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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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

圖片出處：https://www.pexels.com/zh-tw/

(Peck, Donaldson, & Pezzoli, 1990)



選擇同儕

擁有年齡相仿、適當之語言和社交技巧

熟識該特殊生，在自然情境下正向對待他

-若不熟識，則該特殊生需具備一定認知與語言程度

願意遵循大人的話

具人格特質願意幫助特殊生

良好學校出席紀錄，確保介入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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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https://www.pexels.com/zh-tw/

（Ostrosky et al. 1993; Pierce & Schreibman, 1995）



實例與影片

Modified from Carter, Cushing, Clark, & Kenned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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