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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問題三級預防流程與實施原則  
依據國內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對於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內容提出：「具情緒行為問題學生

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也就是當特殊教育學生出現情緒行為問題時，需擬定行為

功能介入方案與行政支援。本校擬建構三級預防之正向行為支持模式，包括初級預防、次級預防與

三級預防，並因應不同需求強度提供多元層級之介入模式。 

「初級預防」主要服務對象為無適應困難或有適應困難但無明顯情緒行為問題的特殊教育學

生，可根據 IEP內容先進行學習環境和班級經營策略的調整，以提升學生的適應技巧，主要強調預

防性介入，為學生建立正向學習環境，降低未來情緒行為問題產生的可能性。「次級預防」的主要

服務對象為有明顯情緒行為問題但不嚴重且持續的學生，由校內輔導團隊分析情緒行為的功能，並

擬定與執行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目的在於防止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持續惡化。「三級預防」的主要

服務對象為有嚴重且持續的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因其行為有危險性，需與校外專業人員合作，進

行完整的功能行為評量，再輔以後續相關介入，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有效治療，並維持其功能與對生

活的參與程度。 

本校三級預防流程及實施原則說明如下： 

一、 三級預防流程： 

 

 

 

 

 

 

 

 

 

 

 

 

 

 

 

 

 

 

 

 

 

 

 

 

 

 

 

 

 

 

 

 

 

 

三級預防 初級預防 

特教生入學 

完成「學生基本表現與環
境適配性檢核表」與「教
師班級經營檢核表」 

 

評估是否為情緒行為問

題高危險群學生 

 

編擬 IEP草案 

次級預防 

調整 IEP計畫內容 

執行與定期檢討 IEP 

問題嚴重或持續 

組成校內輔導團隊 

完成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

與次級預防介入策略表 

 

執行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適應問題改善 

邀請校外專業人員

入校支援 

 

重新確定標的行為功能 

執行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適應問題趨於穩定 

學校團隊與校外專業人員

共同評估後續介入方案 

適應問題改善 

學校團隊評估後續介入方案 

問題嚴重且持續 

適應問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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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原則： 

（一） 初級預防    

1. 重點：主要以無明顯情緒行為問題的特殊教育學生為對象，需確認學生能力與學校環

境調整的適配性，亦即根據學生的需求，調整學校環境與班級經營策略。 

2. 評估工具：表格填寫原則與注意事項 

（1） 使用之工具 

A. 「學生基本表現與環境適配性檢核表」（附件一）：，首先由特教老師依據 IEP

草案評估個案是否為高危險群學生，再由導師填寫檢核表。若學生的情緒行為

問題出現在部分課堂或活動時，可請任課老師協助填寫。在輔導成效的評估

上，由導師及特教教師共同評定學校輔導成效，若有不同意見，可於 IEP會議

中提出討論，達成共識。 

B. 「教師班級經營檢核表」（附件二）：當導師與特教教師評估後認為有需要檢核

環境調整策略時，可由導師完成教師班級經營策略檢核表，再與特教教師共同

討論可行的班級經營調整策略。在輔導成效的評估上，亦由導師及特教教師共

同評定輔導成效。 

（2） 注意事項： 

A. 負責人員：主要為 IEP團隊成員，包含導師、任課教師、特教教師、家長等人。 

B. 填寫時間：請教師於 IEP會議前完成附件一及附件二的檢核表，並於 IEP會議

中討論可供執行的策略。若學生於期初 IEP會議後仍有檢核需求，可於期末 IEP

會議時再提出討論。 

C. 若導師於班級中授課時數較少而無法完整了解個案情況，可委請與學生互動較

多或授課節數較多的教師填寫。普通班老師填寫檢核表時，特教教師需從旁協

助完成。 

D. 「教師班級經營檢核表」中的「親師溝通」部分，成效評估對象為主要照顧者，

其餘項目的成效評估對象為學生。 

3. 次級預防的篩選 

在 IEP會議後，特教教師須與導師確認附件二的班級經營策略執行情況，並共同完

成輔導成效的評估，若輔導成效勾選『不好』或『非常不好』時，則進入次級預防

層級。若導師與特教教師評估結果不同，則需釐清相關原因，達成共識再決議是否

進入次級預防階段。 

 

（二） 次級預防   

1. 重點：當學生已出現嚴重或持續的情緒行為問題，而且初級預防的策略成效不佳或有

限時，需確定標的行為實施簡易功能評量，提供小組或個別的密集介入。 

2. 評估工具：工具介紹與注意事項 

(1)  評估之工具 

A. 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附件三）：透過實際觀察個案的行為問題在自然情境中發

生的脈絡與當下周遭的環境事件，可幫助教師分析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發生的前因

後果，找出可能的行為功能; 特教教師使用完整版行為前後事件記錄表（附件三

-A），普通班導師或任課教師則使用簡要版行為前後事件記錄表（附件三-B） 

B. 次級預防介入策略參考表（附件四）：正向行為支持的行為處理策略通常包含前

事處理與先兆控制策略、行為教導策略與後果處理策略，當學生有明顯的情緒行

為問題時，可請校內輔導團隊先進行情緒行為功能評估，找出主要行為問題及相

關因素，再參考次級預防介入策略表來找出適當策略，協助改善學生的情緒行為

問題。 

C.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附件五）：校內輔導團隊依據行為簡易功能評量結果，確定

標的行為之功能，並擬定介入策略，再由校內各處室及相關人員共同合作提供密

集介入。 

(2) 參考之其他資料收集方法 

A. 訪談：包含行為問題功能訪談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Interview,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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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與功能評量檢核表(教師及行政人員版)（Functional Assessment 

Checklist Teachers/staff, FACTS）（附件七），可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表引

導教師以具體、客觀角度更清楚瞭解行為問題的全貌。 

B. 評定量表：行為動機評量表（Motivation Assessment Scale, MAS）（附件八），

可協助教師找出行為問題可能的動機，作為行為問題處理的初步參考依據。 

(3) 注意事項 

A. 負責人員：主要為校內輔導團隊，包含校內相關行政單位如教務處、輔導處、學

務處、教官室相關人員，以及導師、特教教師、任課教師、家長等人。 

B. 直接評量的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雖可提供前事變項資料，但資料若不足以判斷出

行為動機，可搭配使用訪談問卷（FAI或 FACTS）或是行為動機評量表（MAS）來

獲取可能影響學生行為問題的完整資料。 

C. 若學生出現危險性行為，可能導致自己或他人受傷，或造成環境物品被破壞時，

需擬定危機處理方案或流程，以保護所有學生及教師的安全。 

D. 次級預防介入工作持續一段時間後，若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已改善，則可回歸到

初級預防層級，將此階段執行的有效策略轉化為平常性教學措施或支持。倘若學

生的情緒行為問題經由校內輔導團隊介入後仍未有明顯改善，則需進入三級預防

層級。 

 

（三） 三級預防 

1. 重點：主要以出現嚴重且持續的情緒行為問題為對象，並整合校內外資源執行完整功

能評量。 

2. 評估工具：以完整的功能行為評量為主，工具包含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行為問題功

能訪談問卷，並且需蒐集個案在跨情境與不同訪談對象提供之相關資料，以其獲取

標的行為之全貌，釐清行為可能的功能。 

3. 注意事項： 

A. 負責人員：由校內輔導團隊結合校外行為支援專家學者資源，共同完成功能行為

評量與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B. 當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具有危險性，則需進行危機處理方案，以期維護生命安全。 

C. 在執行三級功能性介入後，若經校內外輔導團隊綜合評估後其情緒行為問題已趨

於穩定或改善，則可回到次級預防或初級預防層級，持續提供個案適性教育及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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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基本表現與環境適配性檢核表 
班級:            姓名:           填表日期:            

填表者：            和學生的關係：□導師 □任課教師 □其他：            
一、 學生的基本表現 (請就學生的表現，圈選適當的頻率) 

學生的基本表現 

學生表現 

很少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總是

如此 

無法

判斷 

1. 上課注意聽講 ☐ ☐ ☐ ☐ ☐ ☐ 
2. 聽從指令 ☐ ☐ ☐ ☐ ☐ ☐ 
3. 遵守教室規則 ☐ ☐ ☐ ☐ ☐ ☐ 
4. 能適當回應老師的提問與喚名 ☐ ☐ ☐ ☐ ☐ ☐ 
5. 完成指派的工作 ☐ ☐ ☐ ☐ ☐ ☐ 
6. 備齊上課學習用品 ☐ ☐ ☐ ☐ ☐ ☐ 
7. 能夠針對課程內容及指派工作適當提問 ☐ ☐ ☐ ☐ ☐ ☐ 
8. 上課期間能持續專注參與學習活動 ☐ ☐ ☐ ☐ ☐ ☐ 
9. 能參與小組活動並完成分派的工作 ☐ ☐ ☐ ☐ ☐ ☐ 

10. 能輪流等待 ☐ ☐ ☐ ☐ ☐ ☐ 
11. 適當表達自己的需求或困難 ☐ ☐ ☐ ☐ ☐ ☐ 
12. 適當尋求他人協助 ☐ ☐ ☐ ☐ ☐ ☐ 
13. 能依情境表現合宜的禮儀(如：謝謝、對不起) 

14. 能適當處理自己的情緒                                            
☐ 

☐ 

☐ 

☐ 

☐ 

☐ 

☐ 

☐ 

☐ 

☐ 

☐ 

☐ 

註：很少如此（20％以下）、偶爾如此（21％-40％）、有時如此（41％-60％）、經常如此（61％-80

％）、總是如此（81％-100％） 

 

二、 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 (請依據現有班級執行狀況圈選) 

學校提供的學習環境 

班級執行狀況 

有 
部分

有 
沒有 

無法

判斷 

1.因應學生特殊需求調整教學內容 ☐ ☐ ☐ ☐ 

2.因應學生特殊需求調整教學策略 ☐ ☐ ☐ ☐ 

3.因應學生學習及參與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輔具、專業團隊服務、

醫療需求、座位調整） 
☐ ☐ ☐ ☐ 

4.提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適度的成功經驗 ☐ ☐ ☐ ☐ 

5.提供明確、易懂的提示，包括環境、活動的流程與規則等 ☐ ☐ ☐ ☐ 

6.明確說明或示範所期待的正向行為 ☐ ☐ ☐ ☐ 

7.一致、清楚的鼓勵所期待的正向行為 ☐ ☐ ☐ ☐ 

8.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 ☐ ☐ ☐ 

9.營造接納的學習環境 ☐ ☐ ☐ ☐ 

 

三、 輔導成效 

(一) 普通班 
整體上學校輔導此生的成效如何？ 

□非常良好  □良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無法判斷 

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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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班 
整體上學校輔導此生的成效如何？ 

□非常良好  □良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無法判斷 

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其他補充說明 

＿＿＿＿＿＿＿＿＿＿＿＿＿＿＿＿＿＿＿＿＿＿＿＿＿＿＿＿＿＿＿ 

 
 

 

 

 

 

 

 

 

 

 

 

 

 

 

 

 

 

 

 

 

 

 

 

 

 

 

 

 

 

 

 

 

 

 

 

 

 

 

 

 

 

 

 

 

 

 

 



 -6- 

附件二：教師班級經營檢核表 
班級:            姓名:           填表日期:            

填表者：            和學生的關係：□導師 □任課教師 □其他：            
 

一、教師班級經營 

(請依據班級執行狀況勾選，預計實施的項目請以「◎」表示，已實施的項目請以「 」表示) 

註：專任教師『五、親師溝通』項目不填，請填寫『六、敎師溝通』 

項目 內容 
有實

施(勾

選) 

實施成效 項目 
內容 

有實

施(勾

選) 

實施成效 

有成

效 

成效

有限 
 

有成

效 

成效

有限 

ㄧ 

、 

建立

接納

的班

級環

境 

1-1經常的鼓勵與讚美    

四 

、  

行 

為 

管 

理 

4-1 確定學生注意聽後才給予指
令 

   

1-2指導與示範如何與同儕相處    
4-2 對於例行事務的變動需事先

預告，如:班級作息、學校活
動…等 

   

1-3引導同儕支持    4-3提供學生有選擇的機會    

1-4提供學生參與各項活動機會    4-4能適時處理學生的情緒    

1-5讓學生在班級有歸屬感    
4-5 必要時提供個別提示系統

(如:學生情緒失控前可行的
方法) 

   1-6倡導多元的價值觀，鼓勵學
生表現個人優勢及尊重特殊需
求 

   

二 

、 

調整 

物理 

環境 

 

2-1安排對學生學習有利的座位    
4-6 對學生不合理的要求，採取

忽視─提示規則─讚美 
   

2-2提供必要的提示系統(如:視
覺提示) 

   
4-7 鼓勵完成學校或班級交代的

工作 
   

2-3提示明確課表及班級常規    
4-8 對正向行為提供頻繁、立即

的回饋 
   

4-9提供個別化的獎勵    

2-4 提供必要的教育輔助器材
(如:聽覺、電腦或擺位輔具等) 

   

五 

、 

親 

師 

溝 

通 

5-1 了解主要照顧者對學生特殊
需求的認識 

   

三 

、 

有 

效 

教 

學 

3-1每節課均明示教學目標    
5-2 主動讓主要照顧者知道學生

在校狀況 
   

3-2上課提供有系統、結構的教
學程序 

   
5-3 務必發現孩子的正向表現，

並主動告知主要照顧者 
   

3-3利用教具、媒材提升學習動
機 

   
5-4 與主要照顧者溝通建立合理

的期待 
   

3-4教學設計穿插多元動態 
活動 

   
5-5 鼓勵、支持主要照顧者的參

與 
   

3-5教導學習策略（如：標示重
點、引導做筆記、教導製作
備忘錄） 

   
5-6 建立親師溝通管道（如：提

供聯絡方式） 
   

3-6對重要技能提供足夠練習機
會 

   5-7 主動與主要照顧者對學生適
應困難所需之醫療與策略，
形成共識 

   
3-7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調整

作業的質/量或呈現方式 
   

3-8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調整
評量方式 

   六 

、 

教 

師 

溝 

通 

6-1 主動告知導師學生在校狀況 
  

 

6-2 務必發現學生的正向表現，
並主動告知導師 

   

3-9允許學生在不干擾上課的情
況下，調整參與情形 

   
6-3 與導師溝通建立一致的合理

期待 
   

3-10安排同儕小老師        

3-11提供額外補救教學(非上課
時間) 

   
    

    



 -7- 

 

二、輔導成效 

(一) 普通班 
整體上學校輔導此生的成效如何？ 

□非常良好  □良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無法判斷 

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資源班 

整體上學校輔導此生的成效如何？ 

□非常良好  □良好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無法判斷 

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其他補充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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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Ａ：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完整版）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性別：□男 □女 

評量日期：  月   日 至   月   日      評估者：____________ 

評量行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時間 

背景 

因素 

做什麼

活動／

和誰一

起 

行為發

生前的

事件（A） 

出現的行

為（B） 

行為後果（C） 
個體的反

應（R） 

功能假

設 個體 環境 周圍的反應 環境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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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Ｂ：行為前後事件紀錄表（簡要版）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者：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性別：□男 □女 

評量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評量行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時間 
背景因素 做什麼活動 

／和誰一起 

行為發生前

的事件（A） 

出現的行為

（B） 

行為後果

（C） 

個體的反

應（R） 個體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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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次級預防介入策略參考表 

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次級預防介入策略參考表」 
 

 

 

 

 

 

 

 

 

 

 

5.期待行為 

 

 

 

 

 

 

 

6.後果維持 

 

 

 

 

 

 

4.背景因素 

 

 

 

 

 

 

 

2.導火線 

 

 

 

 

 

 

 

1.行為問題 

 

 

 

 

 

 

 

3.後果維持/

功能 

 

 

 

 

 

 

 

 

 

 

7.替代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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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策略 

前事處理與先兆中斷策略（A）-從立即前事

到背景因素調整 

行為教導策

略（B） 

後果處理策略

（C） 

●情境調整： 
□ 訂契約 

□ 提供示範 

□ 預告或提示（正

向行為） 

□ 調整座位、活動

地點或物理環

境、 

□ 調整或協助分

組建立結構化

環境工作時間

及課表、環境、

工作系統、教材

教具、增強物 

□ 安排同儕志工 

□ 入班宣導 

□ 讚美及提示其

他人表現正向

行為 

□ 提供豐富多元

的環境 

□ 安排非後效增

強（NCR） 

□ 感覺刺激替

代、削弱或改變
（適用尋求感官刺

激） 

□ 調整班規 

□ 提供學習或溝

通等輔具 

□ 其他               

●課程調整：  

□份量 

□時間表 

□完成方式 

□呈現方式 

□評量方式 

□內容 

□難度 

□其他               

●互動調整：  

□ 提供正向互

動的氛圍讚

美、鼓勵等正

向回饋 

□ 為個案建立

良好的社會

關係 

□ 其他               

●親職教育： 

□ 溝通教養觀

念、建立家長

合理期待、家

庭互動情

形…等 

□ 用藥衛教育

宣導 

●生理調整： 

□ 調整作息 

□ 調整睡眠 

□ 滿足生理需

求(飲食、清

潔、感官知

覺) 

□ 評估就醫/用

藥 

□ 其他               

●先兆控制 

□ 協助解決問

題 

□ 告知行為後

果，並提供選

擇機會 

□ 表達同理心 

□ 重新指令： 

用肯定句（或

肢體動作示

範）引導學生

放鬆或做出

適當行為 

□ 轉移注意 

□ 其他               

●其他             

●短期目標：

□ 功能等值替

代/替代行為  

●中長期目

標： 
一、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融

入其他課程或

單獨設課） 
□ 社會技巧 

□ 生活管理 

□ 學習策略 

□ 溝通訓練 

□ 科技輔具應

用 

□ 其他           

二、□自我管

理訓練 

三、其他策略 

□ 放鬆訓練 

□ 支持性心理

治療 

□ 行為治療

（系統減敏

訓練、漸進

式暴露法

等） 

□ 休閒生活訓

練 

□ 其他               

□ 正增強 

□ 負增強 

□ 區別性增強 

□ 消弱(想博取注

意力的不良行 

為，採不理會處

理) 

□ 刺激的厭膩(喜

愛的東西給他大

量獲得，直到厭

膩為止) 

□ 反應代價(剝奪

增強物、撤除喜

愛活動、限制選

擇活動自由、削

減代幣) 

□ 情境式隔離(隔

離正增強物，撤

消個案正在進行

的活動或材料、

有增強物情境換

為無增強物情

境) 

□ 回歸原狀(請個

案負責將環境恢

復原狀) 

□ 過度矯正(恢復

環境外，還要加

倍改進環境) 

□ 反應阻擋 (剛出

現行為問題時，

立刻給予肢體介

入，中斷或阻斷

其行為) 

□ 啟動緊急處理系

統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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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2018.7.特推會通過 

一、 執行功能介入方案 

二、 提供所需行政支持服務 
 

學生姓名  年級  

標的行為界定 說明:行為類別-在何種情境下（A），出現目標行為，目標行為的型態次數或
頻率、強度、維時（B），對於行為問題的處理情形（C）及個案的反應（R） 

 

行
為
功
能 

□獲得內在刺激（       ）      □獲得外在刺激 □特定/物理刺激（       ） 
                                              □社會刺激 

□逃避內在刺激（       ）      □逃避外在刺激 □特定/物理刺激（寫作業） 

                                              □社會刺激（         ） 

介
入
目
標
與
成
效 

介入目標 成效評估 

 
□1.通過(已達設定目標標準)  
□2.續行(有改善，但未達標準) 
□3.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無效)原因 

 
□1.通過(已達設定目標標準)  
□2.續行(有改善，但未達標準) 
□3.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無效)原因 

策略 執行方式 負責人 執行情形 

前
事
調
整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行
為
教
導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後
果
控
制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1.續行(有改善) 
□2.不通過(未執行或策略
無效)原因             
或以文字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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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單位 
支持事項 負責人 執行時間 執行情形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官室     

輔導室     

總務處     

實習處     

圖書館     

其 他     

三、危機處理流程-□需要    □不需要 

學生行為表現 處理流程與策略 負責人員 

行為前兆出現：   

行為當下：   

行為高峰後：   

四、評鑑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成效之方法 

項目 實際作法 負責人 

評鑑資料 

收集方式 

  

  

  

  

五、評鑑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執行之情形 

                                      西元(      )年(    )月(    )日檢討會議決議 

(一)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1)□不需調整，於 □(    )年(    )月(    )日前/ □下次檢討會議前繼續執行。 

(2)□需調整介入策略或相關支持服務，於(    )年(    )月(    )日開始，依據檢討會議

決議進行調整。 

(3)需轉介三級預防，於(    )年(    )月(    )日 IEP決議實施之。 

(4) 達成目標，予以結案。尚有需要學之學習內容調整、學習歷程調整、學習評量調整、

學習環境調整與其他資源與支援服務，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中執行。 

(5) 終止方案，因為：□轉學  □轉換教育階段  □其他： 

(二)其他決議事項 

 

 
六、其他  如：行為維持或類化的計畫：（若前面介入策略有提到時，此項目可以刪除） 



14 
 

附件六：功能行為訪談表 

 

訪談架構 

壹、情緒行為問題描述 一、行為命名 

二、行為樣貌 

三、出現頻率／持續時間／強度 

貳、背景因素 一、生理狀況 

二、心智特質 

三、障礙特質 

四、生活經驗 

五、突發事件 

參、經常和不常發生的情境 一、時間 

二、地點 

三、活動 

四、物理環境 

五、事件 

肆、經常和不常出現的後果 一、教師反應 

二、同儕反應 

三、直接獲得 

四、環境沒有反應 

小結一 比較經常與不常發生行為問題的情境差異 

伍、行為史與處理史 一、時間 

二、地點 

三、活動 

四、物理環境 

五、事件 

陸、優弱勢能力與興趣 一、優弱勢能力 

二、喜歡／不喜歡的事物； 

三、喜歡／不喜歡的活動 

小結二 一、行為前後事件與功能假設： 

    1.背景因素；2.立即前事；3.行為問題；4.後果；5.行為功能假設 

二、可能的功能等值替代行為 

三、可能的增強物 

四、環境可能的助力 

五、環境可能的阻力 

  

評 估 者：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班級：＿＿＿＿＿＿＿＿ 

訪談日期：     年    月    日  訪談地點：                                      

訪談對象：□爺爺 □奶奶 □外公 □外婆 □爸爸 □媽媽 □導師 

          □科任老師（        科） □特教個管教師 □輔導教師 

          □教保員 □教師助理 □學生助理 □同儕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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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情緒行為問題描述 

    學生有哪些令人困擾的情緒或行為問題？請描述行為問題發生的樣子還有發生的頻率、持續

時間和強度。 

行為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為樣貌 頻率 持續時間 強度（影響程度／嚴重程

度） 

1     

2     

3     

4     

5     

6     

     

 

貳、背景因素（個人背景與環境背景） 

 

一、學生哪些生理狀況（例如：缺乏睡眠、身體疼痛、服用藥物等）可能與行為問題有關？ 

    1.學生有穩定就醫嗎？ 

    2.醫師的診斷和醫囑是什麼？ 

    3.有用藥嗎？ 

    4.用藥情形如何？ 

    5.用藥後對行為問題的影響是什麼？ 

    6.有沒有副作用？ 

    7.嘗試過哪些方法處理有副作用？結果如何？ 

    8.學生平日的生活作息（包括睡眠、飲食）狀況如何？對於情緒行為問題可能的影響是什麼？ 

 

二、學生哪些心智特質（例如：氣質、認知能力、學業能力、溝通能力、生活自理能力、感官能

力、知覺動作／移動能力、社會情緒能力等）可能與行為問題有關？ 

 

三、學生哪些障礙特質（例如：自閉症的興趣偏狹、ADHD 的過動衝動特質等）可能與行為問

題有關？ 

    1.醫療診斷：□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教育鑑定：□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可能與行為問題有關的特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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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哪些家庭生活經驗、就學經驗、成長經驗可能與行為問題有關？ 

生活經驗 內容 

1.家庭生活

經驗 

□家庭成員：                 

□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設備： 

□家人想法與態度： 

□家人互動與關係： 

□家人生活型態：  

2.就學經驗 □教育安置： 

□學校人員配置與設施： 

□師生互動： 

□同儕互動： 

□學習經驗： 

□親師關係： 

3.成長經驗  

 

五、行為問題發生的前一天或當天有沒有突發事件可能與行為問題的發生有關？ 

    1.家庭：□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學校：□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社會：□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無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經常和不常發生的情境 

一、行為問題經常發生在什麼時間？不可能（或不常）發生在什麼時候？ 

行為 經常發生的時間 不常發生的時間 

   

   

   

 

二、行為問題經常／不常發生在什麼地點？（經常發生的情境打 ，不常發生的情境打 ） 

行為問題 經常／不常發生的地點 

 1.□學校（□本班教室 □資源教室 □遊戲場 □其他：________________） 

2.□住家（□客廳 □房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宿舍（□客廳 □房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社區（□公園 □公眾場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其他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學校（□本班教室 □資源教室 □遊戲場 □其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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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家（□客廳 □房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宿舍（□客廳 □房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社區（□公園 □公眾場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其他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行為問題經常／不常發生在什麼活動中？ 

    （經常發生的情境打 ，不常發生的情境打 ） 

行為問題 經常／不常發生的活動 

 1.□學習活動： 老師講課 老師示範 老師問問題 分組討論 自

習  

寫作業 大團體活動 小團體活動 個別活動  

某些科目進行中：       其他：                   

2.□休閒活動： 大團體活動：       小團體活動：        

個人活動：       家庭活動：       其他：      

3.□日常生活： 用餐 洗澡 起床 出門 睡前 打掃工作  

做家事 其他：                                   

4.□其他：                                                        

 1.□學習活動： 老師講課 老師示範 老師問問題 分組討論 自

習  

寫作業 大團體活動 小團體活動 個別活動  

某些科目進行中：       其他：                   

2.□休閒活動： 大團體活動：       小團體活動：        

個人活動：       家庭活動：       其他：      

3.□日常生活： 用餐 洗澡 起床 出門 睡前 打掃工作  

做家事 其他：                                   

4.□其他：                                                        

 

四、行為問題發生當下的物理環境經常／不常是什麼樣子？ 

    （經常發生的環境打 ，不常發生的環境打 ） 

行為問題 經常／不常發生的物理環境 

 1. 溫 度 ： □ 太 熱  □ 太 冷  □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光 線 ： □ 太 強  □ 太 暗  □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吵 雜 程 度 ： □ 太 吵 □ 太 安 靜 □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溫 度 ： □ 太 熱  □ 太 冷  □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光 線 ： □ 太 強  □ 太 暗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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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吵 雜 程 度 ： □ 太 吵 □ 太 安 靜 □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經常／不常在行為問題出現前發生的事件 

  （經常發生的情境打 ，不常發生的情境打 ） 

行為問題 學生在行為問題發生前經常／不常面臨的事件 

 1. □接受到指令 

2. □接受到較難的工作 

3. □正在從事喜歡的活動被干擾或移走 

4. □例行活動有所變動 

5. □要求某樣物品但沒有得到 

6. □受到責備 

7. □沒人理會他 

8. □可以任意獲得的物品 

9. □長時間從事一種活動 

10. □獨自一人 

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接受到指令 

2. □接受到較難的工作 

3. □正在從事喜歡的活動被干擾或移走 

4. □例行活動有所變動 

5. □要求某樣物品但沒有得到 

6. □受到責備 

7. □沒人理會他 

8. □可以任意獲得的物品 

9. □長時間從事一種活動 

10. □獨自一人 

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經常和不常出現的後果 

   （經常出現的後果打 ，不常出現的後果打 ） 

行為問題 行為問題發生後經常／不常出現的後果 

 1.□教師的反應： 教師趨近該生（看他、叫他、靠近他） 教師給予物品 

                教師中斷要求或活動 教師重新引導到其他活動 

                教師將學生移開到其他環境 其他：                

2.□同儕反應： 表情回應：     口語回應：     肢體回應：      

3.□學生直接獲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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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沒有反應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教師的反應： 教師趨近該生（看他、叫他、靠近他） 教師給予物品 

                教師中斷要求或活動 教師重新引導到其他活動 

                教師將學生移開到其他環境 其他：                

2.□同儕反應： 表情回應：     口語回應：     肢體回應：      

3.□學生直接獲得物品：                                                                                                     

4.□環境沒有反應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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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一 

    比較經常／不常發生行為問題的情境與後果差異 

 經常發生 不常發生 

時間   

活動   

地點   

物理環境   

事件   

後果   

 

伍、行為史與處理史 

    做過哪些處理？結果如何（策略執行情形與效果）？ 

行為問題 開始時間 處理方式 後果 

    

    

    

 

陸、優弱勢能力與興趣 

    可能的增強物是什麼？  

一 

項目 優勢 弱勢 

1.認知能力   

2.溝通能力   

3.學業能力   

4.生活自理能力   

5.感官能力   

6.知覺動作／行動能

力 

  

7.社會情緒能力   

 

二 
喜歡的事物 不喜歡的事物 

  

 

三 
喜歡的活動 不喜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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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二 

一、行為前後事件與功能假設： 

    提出一個可以驗證的解釋，可參考以下語句示範： 

    「在……情形下，個體（OO）表現出……行為，環境對其行為的反應為……，可以判斷該生的

行為功能是獲得……（或是逃避……）」 

 

背景因素 立即前事 行為問題 後果 行為功能假設 

     

 

二、可能的功能等值替代行為：                                                           

 

三、可能的增強物：                                                                     

 

四、環境可能的助力：                                                                   

 

五、環境可能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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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有效的功能行為評量：功能評量檢核表（教師及行政人員版） 

（Functional Assessment Checklist: Teachers and Staff，簡稱 FACTS 中文版） 

Part A（FACTS: Part A） 
 

步驟 1 

學生／年級：                           日  期： 

訪談者：                               受訪者： 

 

步驟 2 

學生概況：請描述至少三個學生的優勢或學生為學校帶來的貢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步驟 3 

行為問題：確認行為問題 

 

 

 

 

 

 

 

 

步驟 4 

確認慣例事件：最可能引發行為問題的地點、時間及人物 

時間 活動 行為問題的可能性 具體的行為問題 

  低               高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___遲到        ___攻擊／身體侵犯     ___干擾         ___偷竊 

___不反應      ___不適當的言詞       ___反抗         ___故意破壞 

___退縮        ___口語騷擾           ___不完成工作   ___其他____________ 

___不適當言詞  ___自傷 

描述行為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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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行為支持的優先順序：選擇發生比率 5 或 6 的慣例事件。 

當有明顯相似的活動（情況）以及類似的行為問題時，才能將這些慣例事件合併。需為每一個優先處

理的慣例事件，完成功能評量檢核表（教師及行政人員版）Part B。 

 

 慣例事件／活動／背景 行為問題 

慣例事件 1   

慣例事件 2   

慣例事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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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行為動機評量表（Motivation Assessment Scale, MAS） 

 
受評者：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或    年級） 

障礙類別與適應狀況：                 填表人：           （關係：    ） 

問題行為：                                                         

行為問題持續時間 □一個月內  □三個月內  □半年以內  □半年以上 

 

                                                                 從  很  半  經  總 

                                                                 不  少  數  常  是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1.當他一人獨處時他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2.當有人要求他做事，他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3.當你轉移注意和別人說話時，他開始出現這行為 □  □  □  □  □ 

4.當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事物時，他會出現這行為 □  □  □  □  □ 

5.他常一再的出現相同的這種行為 □  □  □  □  □ 

6.當他遇到困難（或較需花時間）的工作時，他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7.當你不注意他時，他會出現個這行為 □  □  □  □  □ 

8.當他心愛的事物被移走時，他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9.即使周圍沒人在，他也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10.當你要求他時，他會出現這個行為引起你注意或生氣以反抗你的要求  □  □  □  □  □ 

11.當你停止注意他時，他會出現這個行為來讓你生氣 □  □  □  □  □ 

12.當你給他他所要的事物時（滿足他的要求）他會停止出現這行為 □  □  □  □  □ 

13.他出現這個行為時常不顧他人的存在 □  □  □  □  □ 

14.當你停止要求他時，他會停止出現這個行為 □  □  □  □  □ 

15.他似乎會以這個行為來引起你注意，並花一點時間與他在一起 □  □  □  □  □ 

16.當他從事他有興趣的活動時，他比較不會出現這個行為 □  □  □  □  □ 

 

 

Self：1,5,9,13       T：     M： Avoid：2,6,10,14         T：     M： 

GT：3,7,11,15       T：     M： Tangible：4,8,12,16       T：     M： 

 
［本評量表的來源為：洪儷瑜（譯）（2017）。行為動機評量表（原作者：V. M. Durand）。（未出版） 

Durand, V. M. (1988). Motivation Assessment Scale. In A. S. Hersen (Ed.), Dictionary of behavioral 
assessment techniques (pp. 309-310). New York, NY: Pergam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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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說明 

 

一、Sensory Input  感官刺激（自娛） 

    題數：1、5、9、13 

二、Avoidance  逃避 

    題數：2、6、10、14 

三、Getting Attention  要求注意力 

    題數：3、7、11、15 

四、Tangible  要求明確的東西 

    題數：4、8、12、16 

計分：由左至右以 1 至 5 分計，分數愈多表示頻率愈高。 

      每分量表 T（總分）＝題數得分和     M（平均數）＝得分和／4 

 

［結果與參考策略］ 

一、感官刺激（自娛） 

    ‧原因：無聊、提供感官上的快樂或剌激。 

    ‧在選擇上考慮的重點，包括：刺激的變通性、刺激的初現與結束、密度和持續。 

      策略：不要讓其獨自一人。 

            減少活動（行為）所得的快樂或剌激的效果。 

            創造機會可以有其他選擇。 

            教導替代性的適當的活動或行為。 

二、逃避 

    ‧原因：太難（或太容易），有壓力。 

    ‧在選擇上考慮的重點，包括：工作的難度、性質、所獲得的增強、時間和場合、開始、中間休

息與結束。 

      策略：考慮減少或增加活動（教材）難度或速度。 

            給予適當強度的增強。 

            教導有效的解決方法。 

三、要求注意力 

    ‧原因：社會需求未滿足、給予不適當的注意力。 

    ‧在選擇上考慮的重點，包括：誰、開始與結束以及主題。 

      策略：停止給予不適當的注意力。 

            給予適當的注意力。 

四、要求明確的東西 

    ‧原因：缺乏有效的溝通方法、需求未被重視、不適當的學習經驗。 

    ‧在選擇上考慮的重點，包括：什麼東西或活動、事物的出現或異動。 

      策略：教導適當溝通方法、重新建立正確的學習經驗。 

            注意是否忽略其基本需求。 

            創造機會給予選擇其他變通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