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輔導員時資源教室長怎樣 



2.學生覺得資源教室是什麼。 



工作是為誰~是你、是我、是命。 



我們有權,但學生也有 



.  我們做的格局是什麼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alUHHCvyDc


/1/1開辦資源教室， 

置於

 

 

 

 

 



障礙類別 研究所（碩士） 四技 二技 二專 總計 

 智能障礙 0  25  0  1  26 
視覺障礙 0  2  0  0  2 
聽覺障礙 0  4  0  0  4 
語言障礙 0  0  0  0  0 
身體病弱 1  7  1  0  9 

 學習障礙 2  56  1  5  64 
自閉症 0  8  0  0  8 

情緒行為障礙 0  8  1  1  10 
多重障礙 0  1  0  0  1 
腦性麻痺 0  2  0  0  2 

 肢體障礙 2  15  1  0  18 
其他障礙 0  0  0  0  0 
總計 5 128 4 7 144 

合計共 人 



• 總空間計有 坪  

• 空間打通，增加互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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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中心 行政區 



資源教室 書報休憩區 



資源教室 電腦/學習區 



資源教室 團體/討論區 



多功能 舒壓中心 



※ 正式成立為特推會，取代94年成立的特教需求學生輔導小組會議 

由 (一級主管)擔任主任委員，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 





ISP程序E化、模組化，效能提升！ 





遠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學生需求調查問卷 



遠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學生現況能力檢核項目【含說明】 



輔導員ISP個案管理登錄地圖 



ISP資料庫模組匯入工具 



ISP計畫書(完全客製化) 



開學後 ， 學生上網填寫「學生需求調查問卷」 

輔導員評估「學生現況能力檢核」 

彙併出 「個別化支持服務(ISP)計畫書」 

邀集相關員 

召開ISP會議 



個別晤談、ISP會議、聯繫紀錄 三合一個案管理登錄檔 







可進行「問題項目」的群體計數 

在「注意力」的面向上， 

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主要困擾為 

「注意力的容量」、「注意力的集中」 

「注意力的容量」的問題為「有困難同時處理多項、複雜的事物」 

「注意力的集中」的問題為「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分心」 

更具體來說 



1st 2nd 3rd 4th 5th 6th 

邀請身心障礙學生擔綱 ， 

並放入 、 、 ， 
一方面給予表現舞台，提高

另一方面促進 間彼此

每年出版資源教室手札 



邀請 及 單位來校分享， 

讓學生可以提早了解社會資源 







黏土DIY 

前三名作品都是資教同學 

碟古巴特創意面紙盒DIY 

第一、二名均是學障同學 



基於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以 居多， 

資源教室老師消化所購置有關學習的書籍， 適合學生的 。 

其中也邀請本校 ，撰寫、 。 

自行編撰學習手冊 開辦學習列車活動 



開學後 ， 學生上網填寫「學生需求調查問卷」 

輔導員評估「學生現況能力檢核」 

彙併出 「個別化支持服務(ISP)計畫書」 

邀集相關員 

召開ISP會議 



100年購置 ， 

102年開始新增 ，並逐步發展， 

提升學生際交流的機會， 

培訓學生成為 ，帶領跨校運動聯誼活動。 



使用google搜尋關鍵字「 」 

由此進入                              品牌網站 







請按” ”和” ”支持我們~~~ 

可點這裡關注In‧Ark粉絲團的 

與



在與學生的互動當中， 

我們看見人們總是在…… 

---所以需要的是「 」； 

---所以需要的是「 」； 

---所以需要的是「 」。 



「 」的品牌概念， 

源自《聖經》挪亞方舟的意象， 

不管我們是怎麼樣的人，只要願意，我們都可以被「 」到方舟這個「 」裡面， 

即便在大洪水─險峻、多變的環境中，我們的心也不動搖， 

能踏實地活在現在，存著「 」，直到遇見彩虹。 

我們期待能跳脫諮商輔導的框架， 

透過『IN ARK』這個品牌的建構與經營，傳達理念，從日常生活中引導省思， 

追尋「倚靠」、「接納」、「盼望」這三大需求的真諦。 



 倚靠：人在一生當中都不斷地在尋求倚靠，當我們

倚靠什麼，我們的心就在那裡。很重要的是，我們所

倚靠的是否是穩固的、恆久不變的？我們所倚靠的，

屬性、本質如何，我們的生命也如何、力量也如何。 

 接納：我們是否承認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呢？倘若我們能夠認清

這樣的事實，我們才能不只欣然肯定人的優點與好表現，也能坦然

接納人的缺點與過錯，這才是對全人無條件的接納，也是愛的前提。

有條件的愛是一種交換而不是愛，無條件的愛才是真愛。 

 盼望：我們將自己的眼目定睛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過去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唯有現在才是我們能夠掌

握的，也讓我們能更踏實地仰望那還摸不到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