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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正向行為支持三級預防流程與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目的 

   (一)當特殊教育學生出現持續或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時，透過「行為功能介入方 

       案及行政支援」，提供適性教育為主要目標。 

   (二)依據特殊教育學生所需之介入需求程度，建構三級預防運作機制，「初級 

       預防」透過有效之班級經營或環境調整，預防性介入避免行為問題出現。 

      「次級預防」則是學生出現明顯持續但不嚴重之情緒行為問題時，防止學 

       生情緒行為問題惡化。「三級預防」則是學生有嚴重持續之情緒行為問題 

       時，統整校內外資源，提供學生有效治療為主要目標，減少情緒行為問題、 

       維持其功能及對生活之參與程度。 

 三、組織與職掌 

組別 負責單位 工作執掌 

課程教學 教務處 

1. 安排正向行為支持相關教師增能研習，提升教師

專業知能。 

2. 進行全班性新生評估及基本表現與環境適配性

檢核。 

3. 整合個案相關重要他人進行初級行為觀察紀錄。 

4. 召開 IEP會議針對學生狀況及需求進行課程調整

及討論。 

行政防治 學務處 

1.統整校內各單位相關資源以營造友善校園為目 

  標。 

2.提供教職員工生問題處遇作法 SOP流程。 

3.緊急突發狀況或緊急事件處理。 

諮商輔導 實習輔導處 

1.綜整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跨處室任務與資源。 

2.欲轉介個案之轉介表、事件紀錄單、初級 ABC行 

  為觀察紀錄表之彙整。 

3.召開行為功能介入小組會議統籌資源。 

4.實施三級輔導相關措施並定期進行方案追蹤。 

環境資源 總務處 

1. 繪製並更新校園危險地圖。 

2. 改善校園空間安全。 

3. 建置無障礙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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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 圖書館 

1.購置學生正向行為支持相關書籍。 

2.整合正向行為支持相關書籍專區。 

3.提供正向行為支持相關媒體資訊。 

 

一、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正向行為支持三級預防流程圖 

 

二、實施原則   

（一）初級預防 

1. 目的：預防情緒行為問題發生，增進學生的適應能力，並篩選高風險

及高關懷學生。 

2. 作法： 

A. 評估學生能力現況，由導師檢核班級經營實施情形，以避免學

生出現情緒行為問題。 

B. 由導師檢核其輔導成效，並初步篩選進入次級預防學生。 

3. 資料收集：表格填寫原則與注意事項 

A. 「1-1新生評估表」：由各專業團隊及相關處室人員提供。 

B. 「1-2基本表現與環境適配性檢核」：由導師填寫，每位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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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生(含高中部特教生)於新生當學年填寫，並於 10月份第一

週完成之。 

C. 「1-3 ABC行為觀察紀錄表」：若學生出現情緒行為問題，由導

師、任課教師、專團人員填寫此表，觀察並紀錄學生當下行為

狀況。此表為學生進入次級預防之必備資料。 

D. 「1-4事件紀錄單」：若學生出現情緒行為問題，由教師助理員

及住宿生管理員填寫此表，觀察並紀錄學生當下行為狀況。 

E. 「1-5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表」：學生若只在部分情境出現

情緒行為問題，此表可提供策略參考作為 IEP計畫調整，並協

助導師檢核班級經營實施情形。此表為學生進入次級預防之必

備資料。 

F. 「1-6學生輔導轉介表」：當學生出現明顯持續但不嚴重之情緒

行為問題時，且「初級預防」成效不佳或有限時，導師或任課

教師填寫此表進入次級預防。 

 

4. 處理方式： 

A. 家庭訪問：導師進行家庭訪問，瞭解家庭概況、學生成長史等。 

B. 召開 IEP會議：於期初、期末 IEP會議或適時召開臨時 IEP會

議，針對學生狀況及需求進行課程調整及討論。 

C. 特殊需求課程：參閱身心障礙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針對學

生需求提供特殊需求課程。 

D. 相關專業服務：針對學生需求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E. 友善校園：整合各處室資源辦理相關研習、宣導營造正向支持

的環境氛圍。 

F. 行政協助：根據 IEP會議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決議，進行

跨處室討論並即時提供協助。 

 

（二）次級預防 

1. 目的：學生出現明顯持續但不嚴重之情緒行為問題時，由校內輔導

團隊實施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以防止學生情緒行為問題惡化。 

2. 作法：當學生已有情緒行為問題，且「初級預防」成效不佳或有限

時，即進入次級預防，實施簡易功能評量，並建立系統、擬定策略，

以確保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能有效執行。 

3. 資料收集：表格填寫原則與注意事項 

A. 「2-1 行為問題功能訪談問卷」：由正向行為功能小組與相關人

士(如老師、家長或學生等)進行訪談，收集情緒行為問題的樣

貌及背景資料，並擇定目標行為介入。 

B. 「2-2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針對目標行為，由導師、任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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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團隊及相關人員填寫此表，觀察並紀錄學生當下行為

狀況。 

C. 「2-3 行為動機評量表」：若目標行為之功能難以界定，可由導

師、任課教師、專業團隊及相關人員填寫此表，以釐清行為功

能。 

D. 「2-4 行為功能摘要表」：由正向行為功能小組協助導師彙整上

述資料，分析並歸納出目標行為之功能摘要，並參照介入策略

表，擬定長短期目標及介入方案。 

E. 「2-5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由正向行為功能小組協同導師參照

2-4 表格列出介入策略實際作法，並定期召開正向行為支持會

議(即臨時 IEP 會議)，確認相關人員執行情況。 

 

4. 處理方式 

A. 正向行為支持會議：正向行為支持小組與導師共同擬定相關策

略，召開臨時 IEP 會議，向相關人員說明執行細節及成效檢

核。 

B.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內容，提供建議

並協助整合相關資源，以利方案推動執行。 

C. 特殊教育通報網：導師填寫特通網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檢核表。 

D. 行政協助：根據正向行為支持會議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決

議，進行跨處室討論並即時提供協助。 

E. 相關專業服務：針對學生需求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F. 正向行為功能小組：蒐集資料、提供諮詢、與導師共同擬定正

向行為介入方案，並隨時檢視方案執行情況。 

 

（三）三級預防 

1. 目的：學生有嚴重持續之情緒行為問題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入校，

以統整校內外資源，提供學生高度個別化的介入，以減少情緒行為

問題、維持其功能及對生活之參與程度。 

2. 作法：當校內團隊實施一學期以上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仍難有效

改善學生情緒行為問題(如：強度或頻率並未降低)或特殊個案（如：

疑似生、罹患精神疾病等）時，於個案會議中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入

校提供協助，實施進階功能評量，重新檢視行為功能評估資料並再

次驗證目標行為之功能。 

3. 資料收集： 

A. 「3-1學生情緒行為問題個案評估報告」：由正向行為小組及導師

將初級與次級預防之相關表件統整摘要，以提供專家檢視。 

B. 「其他表件」：依校外專家學者需求提供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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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方式： 

A. 個案會議：邀請專家學者於個案會議提供專業意見，協助檢視並

調整介入策略。 

B.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內容，提供建議並

協助整合相關資源，以利方案推動執行。 

C. 行政協助：根據個案會議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決議，進行跨

處室討論並持續提供協助。 

D. 正向行為功能小組協助：配合專家學者調整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並隨時檢視方案執行情況。 

E. 心理師介入：針對學生進行定期或長期心理治療，並提供導師、

家長諮詢與支持服務。 

F. 校外專家介入：因應學生問題需求，邀請校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進行直接或間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