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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電子繪本教學提升智能障礙學生讀寫能力成效之初探。隨著科技

發達，許多傳統繪本讀物漸進發展成為電子繪本來增加閱讀的樂趣及互動性。本研究採

單一受試研究法之 A-B設計，以一位經鑑輔會安置在臺中市某國小之集中式特教班的中

度智能障礙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藉由閱讀電子繪本的方式來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讀

寫能力，以了解個案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以電子繪本教學方式，受試者在閱讀流暢度、閱讀態度、學習動機的表現有所

提升並且具有正向反應。  

    二、以電子繪本教學方式，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閱讀理解測驗」上展現的識字、

寫字能力有進步效果。 

關鍵詞: 電子繪本、智能障礙、讀寫能力 

 

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 

    「美國智能和發展障礙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簡稱 AAIDD），

2013 年的定義為「智能障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y）是一種顯現於智力功能併同適

應行為兩方面的重大限制之缺陷，後者係

表現於眾多每日社交與適應的技能。此等

缺陷通常出現在 18 歲之前」此定義包含兩

個領域的低下才可以定義為智能障礙者:

一個是低於平均智能功能以下;另一個是

在概念，社交與實際生活等三個領域的能

力受限（孟瑛如，2016）。我國 2013 年所

頒布修訂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第 3 條指出:「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

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

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前項所定智能障礙，

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

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

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

向度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

者有顯著困難情形。」（教育部，2013）。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有三個基本特徵: （1）

認知發展的歷程受成熟與環境二者交互作

用的影響; （2）認知發展亦即智力成長;

惟成長的智力並非指個體所獲知識在量上

南投特教半年刊第30期

1



的增加，而是指個體在吸收知識時思維方

式上質的改變; （3）人類的認知發展，具

有順序性與階段性;在發展過程中，兩者是

不會改變的（張春興，1994）。依此理論，

智能障礙者因先天受限在認知發展會較一

般正常普通者遲緩，學習方面有注意力不

集中、記憶力困難、辨別力差、學習動機

低等特質，容易因這些因素在學習上有困

境，產生挫折心理。 

    近年來隨著閱讀的提倡，如今的教學

環境中，繪本已經受到許多教師廣泛應的

的教學媒材，紙本繪本也因應資訊科技發

達，可藉由電子產品轉換變成電子繪本，

現今網路上有許多電子繪本提供兒童免費

閱讀。林志隆與翁薏晴（2015）認為電子

繪本是以繪本故事書為樣本，以兒童為主

要訴求對象，運用電腦多媒體將文字、圖

片配上聲音、動畫、背景音樂等效果，製

造出來的電子繪本書，其影音聲光效果更

有助於兒童掌握繪本主題與故事情節的推

演。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是以電子

繪本教學探討智能障礙學生讀寫能力成效，

藉由電子繪本的多樣性，在多重感官的學

習過程裡，增加學習理解並且提升程度。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目的以電子繪本教學提升智能

障礙學生讀寫能力成效之初探，待答問題

如下: 

   1.電子繪本教學是否能提升中度智能

障礙學生閱讀理解？ 

   2.電子繪本教學能否提升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的識字、寫字能力？ 

 

 

貳、文獻探討 

一、電子繪本 

    繪本就是圖畫書。圖畫書，英文為

「picture books」在日本稱為「繪本」，顧

名思義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

至是完全沒有文字、全是圖畫的書籍（林

敏宜，2000）。「紙本繪本藉由電子媒介的

轉換，在轉換的過程，加入多種不同的多

媒體技術，如自動朗讀文句、動畫的配置、

音樂的呈現、讀者即時的互動、視覺效果

的傳達，並以數位產品或電子軟體做為閱

讀工具，皆可稱之為電子繪本」(段承汧、

歐陽誾，2016，頁 90)。「在繪本中融入互

動設計與情境體驗的素材，閱聽眾得以身

歷其境、感同身受，透過更加多元的模式、

互動的方式，來閱讀或參與繪本的內容，

也讓閱聽眾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漸提升對

閱讀的興趣，更容易瞭解繪本闡述的內容

與核心價值 」(引自陳昱宏、陳奕璇、徐

成坤，2015，頁 632)。 

 

二、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 

    先天智力發展緩慢及其侷限性，是導

致智能障礙學生與同年齡普通班學生之間

學習差異的主因，而欲提高智能障礙學生

之學習成效，必須了解其學習特質。智能

障礙學生對普通教育中的聽、說、讀、寫、

算等學習活動有艱難。而在學習中所需要

的閱讀、書寫跟計算等高層級能力，都必

須經過複雜的學習歷程才能培養。Lerner 

與 Johns（2009）指出約有 80%的輕度智

能障礙學生有閱讀困難的問題，因此智能

障礙學生學業表現大多落後同齡生二至五

個年級。茲將智能障礙學生在閱讀能力表

現方面的特質分述如下： 

 

1.認知發展受限 

智能障礙學生在閱讀文章時，往往難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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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太過抽象化的修辭及文法，因此難以了

解文章內容，亦無法將不同的訊息連結形

成概念。 

2.語言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學生在語言發展遲滯的主要原因，

在於所習得的字彙與詞彙貧乏所導致（何

華國，2004），因此在語言能力整體發展中，

語言理解及口語表達等能力均比同年齡者

低落。 

3.注意力不集中 

智能障礙學生因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

環境刺激而使其在閱讀時成效低落，也難

以將閱讀時接收所讀到文章內容的訊息儲

存在短期記憶，則無法將訊息組織、分類

與先前知識產生相關連結，導致無法提取

有效的訊息幫助智能障礙學生理解文章內

容（蔣文祈，2011；Todd & Tracey, 2006）。 

4.自發性書寫困難 

國小智能障礙學生進行作文等自發性書寫

時，因受限於注意力不足、短期記憶缺陷、

學習遷移困難及缺乏策略使用等學習特質，

加上其精細動作不足、視動協調等知動發

展層面的問題(林千惠，2001)，在國字習

寫及提取時相對困難；詞彙運用單調且重

複性高，多以簡單語句為主，並且缺乏組

織及架構能力，導致智能障礙學生在寫作

上有顯著困難。 

5.閱讀流暢度 

智能障礙學生因短期記憶受限，詞彙量相

對不足及提取困難的狀況下，閱讀流暢大

受影響。閱讀者要能流暢的閱讀，需具備

正確的解碼能力，就是要能正確的讀出文

章中的字句（Rasinski, 2004）。詞彙的認知、

注意力不足所導致的跳行、漏字，都使智

能障礙學生的閱讀流暢度大多落後同齡

生。 

 

 

三、讀寫能力 

    研究者在本研究指的讀寫能力是指閱

讀與書寫文字的基本能力，讓已經具有聽

說基本能力的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升水準

達到溝通能力。閱讀能力不是與生俱來，

根據單純的閱讀本質觀(Simple View of 

Reading)(Gough & Tunmer, 1986)，熟練閱

讀需具備兩種關鍵能力:識字(word 

recognition)及語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識字是指讀者能高效率

的解碼字詞、快速發出單字字音，透過語

言經驗觸發字詞辨識；而語言理解是指讀

者對事實、概念、字彙、語言和文本組織、

語文推理及策略擁有知識（Stuart, 

Stainthorp, & Snowling, 2008）。寫字能力

是以聽、說、讀三項能力為基礎，透過文

字的呈現來表達自己的想法(Berninger, 

2000)，寫字需具備有基本的認知及手眼協

調能力，對於有書寫困難的身心障礙學生

而言，寫字可說是高度複雜的技巧。 

    傳統的閱讀與寫字教學，容易給人刻

板無趣的印象，故採用加入動畫與聲音的

繪本以電子繪本教學提升讀寫能力，Yu

（2012）指出繪本是結合訊息資源與符號

系統的學習工具，為兒童提供故事的語言

模型和視覺體驗，透過繪本可欣賞藝術、

學習語言或得到生活體驗。林敏宜（2000）

認為，運用繪本進行教學必須把握以下四

項原則： 

a.將所要學習的新主題與兒童原有的生活

經驗及先備知識做好銜接工作。 

b.必須符合兒童此發展階段的特質、能力

與興趣需求。 

c.利用活動與教材串接，統整學習經驗，

並且用適當的方式來呈現與評量。 

d.對於不同的繪本可採用多元的活動方式，

以加深學生的印象，增進學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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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的 A-B

設計，研究者一共進行 2 週八節課，每節

課 40 分鐘，以挑選的繪本讀物編製出四張

閱讀理解測驗卷，而編製目的在於測量學

生的讀寫能力是否有提升之成效。茲分述

自變項、依變項、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 

    電子繪本教學:挑選賴馬、崔永嬿、

Aaron Blabey 三位作家的繪本，做為學生

學習媒材進行研究。 

   (二)依變項 

    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卷:依照教學內容，

研究者以繪本讀物編製出四張閱讀理解測

驗卷，而編製目的在於測量學生的讀寫能

力是否有提升之成效。 

   (三)控制變項 

    授課內容:學習內容皆為一致，填寫同

一份閱讀理解試卷，其中差異是採用紙本

繪本與電子繪本作為教學媒材進行教學。 

    

ㄧ、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目前經鑑輔會安置在臺中

市立某間國小的集中式特教班，一位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五年級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受試者被醫院診斷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個性上做事衝動、容易與同儕間發生隔閡，

課堂上常有東張西望、注意力不集中、學

習動機低落現象出現。平時喜歡說話，喜

好詢問問題，容易誤解他人語彙及句子。 

 

二、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工具有下列: 

(一)紙本繪本 

    茲以受試者的個性來挑選與之生活情

境有關連性的四本繪本分別為帥帥王子不

洗澡、愛哭公主、亂七八糟、你很特別四

本紙本繪本讓受試者學習聆聽、了解正確

抒發情緒困擾的方法、培養談話禮儀習慣、

尊重他人並做一位守規矩的學生。如表 1  

(二)筆記型電腦 

    本研究所使用產品為華碩(ASUS)公司

17 吋筆電，螢幕寬大且內建 WI-FI 網路、

整體操作簡易相信較不會造成智能障礙學

生的負擔。    

(三)電子繪本 

    四本電子繪本分別源出自文化部兒童

文化館之繪本花園的愛哭公主、亂七八糟、

帥帥王子不洗澡;Youtuber 朱婕敏頻道的

你很特別。運過各項多媒體的媒材使傳統

繪本變成豐富有趣的電子繪本展現在課堂

教學中。 

(四)教學內容 

    每一堂 40 分鐘的課程裡，前四堂的授

課內容會以紙本繪本進行教學，第一階段

由老師講解繪本內容，第二階段讓受試者

閱讀一次繪本故事，最後階段受試者自行

填寫閱讀理解測驗卷;後四堂課的每堂課

挑選一本電子繪本教學，受試者會操作筆

電來播放電子繪本聆聽故事內容並且自行

閱讀，最後受試者會填寫閱讀理解測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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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繪本書籍一覽 

 

 

 

 

 

 

 

 

 

 

 

 

 

 

 

 

 

 

 

 

 

 

 

 

 

 

 

 

肆、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者研究期間所測驗的結果，

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討埨。 

依次分為研究結果、綜合結論、研究建議。

茲將各項分述如下。 

 

 

ㄧ、研究結果 

    本研結果如圖 1 所示，在前測基線期

(A)是以紙本繪本作為教學，在教學結束一

個段落，由受試者填寫閱讀理解測驗卷，

測驗卷每張共 10 題，每題 10 分，題型為

綜合題型，題型內容有選擇題、填空題、

聯想題三部份;選擇題題型是以繪本文意

內容出題佔比分 40%、填空題型依繪本出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繪本簡介 

1.帥帥王子    小兵     林翔     有一個王子，大家都叫他帥帥王子。可是帥 

  不洗澡                        帥王子不愛洗澡，不喜歡換衣服，更討厭刷 

                             牙。老國王拜託美美公主幫助帥帥王子改變 

                             壞習慣建立好習慣，最後帥帥王子改變以往 

                             不衛生的情況養成良好的習慣。 

2.愛哭公主 親子天下    賴馬     愛哭公主喜歡粉紅色的物品，在她生日派對 

                                時出現了黃色物品，愛哭公主不如意就開始 

                                大哭情緒不受控，後來媽媽教她緩和情緒問 

                                題方法，最後愛哭公主打破固著接受其他顏 

                                色物品。 

3.亂七八糟 親子天下   崔永嬿    亂七八糟是個小女孩，她無法專心、無法乖 

                                乖坐好、喜歡說話，活潑好動的個性導致老 

                                師總是給她哭臉貼紙，她知道這些規矩，但 

                                她內心掙扎為什麼她做不到守規矩，後來她 

                                決定在媽媽生日這天給媽媽一個大驚喜，她 

                                用最大的努力學習自我克制。 

4.你很特別  道聲   Max Lucado   有一名叫胖哥的微美克人不希望自己身被別 

                                人貼太多灰點，但卻沒有辦法，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了露西亞，她告訴他去找伊萊，伊萊 

                                會告訴他方法怎麼不被他人貼貼紙，最後胖 

                                哥活出自我，學習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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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詞彙出題占比分 40%、聯想題型以與

繪本內容相關並發揮創作及問答佔比 20% 

。每一堂課後結束會計算每一張測驗卷的

答對率，將四張測驗卷得分總和加總除以

滿分總分，發現受試者平均正確答對率為

50%。以紙本繪本教學的測驗結果發現受

試者在選擇題在閱讀理解的能力上顯著困

境;填空題型的詞彙填寫部份有出現部件

缺少的生字、注音符號替代國字的問題，

符合智能障礙學生在認知理解及書寫困難

的學習特質；後測介入期(B)則以電子繪本

來做為教學，受試者透過電子繪本教學方

式學習，茲在四堂後測課程結束完計算受

試者填寫的閱讀理解測驗卷，受試者的閱

讀理解平均正確答對率為 70%，與紙本繪

本教學相較之下答對率即提升 20%。研究

者在實驗期間注意到受試者因電子繪本教

學關係在教學過程中大幅減少問題行為且

注意力提高對閱讀提起興致，填寫測驗卷

的時候可以自發性讀題和思考試卷題型，

在學習態度的整體表現有明顯進步。另以

後測成績與閱讀理解有關係的選擇題受試

者的平均分數有提高，表示使用電子繪本

教學在閱讀理解的學習成效比紙本繪本教

學高；填空題的部份，受試者在填空題型

的平均分數亦有提高，其表現也有反應使

用電子繪本的介入教學讓受試者在識字、

寫字能力有提升的結果。 

 

 

 

 

 

 

 

 

 

 

 

圖 1 受試者填寫閱讀理解測驗卷表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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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結論  

  

研究者就本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研究結

果，歸納以下結論： 

一、電子繪本教學有助於提升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閱讀理解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受試者在電

子繪本教學後測之成績平均正確率為 70%，

比一般教學時的測驗正確率高出 20%，可

以顯著看出利用電子繪本教學能夠提升受

試者在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卷之正確率，包

含選擇題、填空題、聯想題的正確率都有

所提升，依研究結果而言，我們可以說電

子繪本教學比一般紙本教學更有助於提升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閱讀理解。 

二、電子繪本教學對於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識字、寫字能力之提升 

(一)電子繪本教學有助於提升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的識字能力 

    根據研究結果，受試者在接受電子繪

本教學後，對於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卷中的

文字辨識提升，甚至讀音及流暢度皆有所

進步；前測及後測之結果顯著差異，尤其

在唸讀之速度及正確率有顯著進步。 

(二)電子繪本教學有助於提升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的寫字能力 

    受試者接受電子繪本教學後在自編的

閱讀理解測驗卷中書寫明顯提升比紙本繪

本寫字正確率高，不但錯別字減少，更減

少受試者書寫注音符號替代國字的現象。

雖說無法測得受試者寫字能力之保留成效，

但根據前後測結果，可以推論電子繪本教

學有助於提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寫字能

力。 

 

 

 

 

 三、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提出相

關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或相關實務

工作者，以作為未來研究或教學之參考。 

一、教學應用上的建議 

(一)電子繪本的圖文及多媒體特性有助於

智能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與記憶 

    研究結果顯示電子繪本教學可增進智

能障礙學生在閱讀、書寫的能力。本研究

結果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多媒體互動的學

習下，個體閱讀能力表現上有明顯的成效。

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中，也發現學生較能夠

懂得詞彙的意義及故事的內容，都有助於

提升其閱讀理解跟記憶力。 

(二)電子繪本多元互動可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動機 

    在電子繪本教學過程中可以發現學生

在課堂學習上很有興趣，表示因為繪本故

事很有趣，並且在與電子繪本互動時非常

融入，也提高學生參與課堂活動之動機及

意願。電子繪本教學不但對學生閱讀能力

表現進步有所幫助，更讓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及動機也提升許多。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擴充研究對象的數量及類型 

    本研究僅就一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作

為此次實驗教學研究對象，來探討電子繪

本教學介入對智能障礙學生讀寫能力是否

有效，無法得知其效果是否適用於智能障

礙不同障礙程度的學生，也無法與其他閱

讀策略做比較。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

擴充研究對象的數量，甚至以電子繪本教

學來教導其他障別之學生，以探究工多元

更豐富之教學方向。 

(二)可探討口語表達或自發性書寫等其他

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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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透過電子繪本教學對於智

能障礙學生讀寫能力的成效，分別探討其

在詞彙能力、閱讀流暢度及閱讀理解能力

的表現，建議日後研究者也可設計重述故

事的練習，增加其他研究變相，甚至是在

其他領域進行探討。 

 

伍、文獻參考 

一、中文部分 

文化部（2012）。帥帥王子不洗澡。取自: 

    https://children.moc.gov.tw/book/2182 

29   

文化部（2013）。亂七八糟。取自 

    https://children.moc.gov.tw/book/2180                       

    86 

文化部（2016）。愛哭公主。取自: 

    https://children.moc.gov.tw/book/2192   

    59 

丘慧文、郭恩惠(譯)（2004）。你很特別。 

 

   （原作者：Max Lucado）。台北市： 

    道聲。 

朱婕敏（2017.08.03）。你很特別 

    【部落格影音資料】。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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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E3Z51e4hY 

何華國（2004）。啟智教育研究。台北市： 

    五南。 

呂翠華(譯)（2014）。戰勝讀寫障礙。（原 

    作者：Sally Shaywitz）。新北市：心 

    理。 

林敏宜（2000）。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 

    新北市：心理。 

林千惠（2001）。重視國小學童的書寫 

    問題。國小特殊教育，31，30-35。 

林志隆、翁薏晴(2015)。澎湖縣國小低 

    年級教師運用電子繪本融入教學現 

    況之調查研究。人文社會學報，11 

   （3），183-213。 

林翔（2010）。帥帥王子不洗澡。台北市： 

    小兵。 

孟瑛如(主編) (2016)。特殊教育概論：現 

    況與趨勢。新北市：心理。 

段承汧、歐陽誾(2016)。電子繪本教學對 

    幼兒專注力及閱讀興趣影響之行動研 

    究。教育學誌，35，85-143。取自華 

    藝線上圖書館。 

陳昱宏、陳奕璇、徐成坤(2015)。兒童電 

    子繪本之多媒體運用與互動設計探 

    討。【專論】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研究 

    論文，631-634。doi:10.6668/CID-IDSF 

    C.201505.0100 

崔永嬿（2015）。亂七八糟。台北市：親子 

    天下。 

鈕文英（2000）。美國智能和發展障礙協會 

    2010 年定義的內容和意涵。國小特殊 

    教育，49，21-32。 

     

張春興（2013）。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 

    的理論與實踐。新北市：心理。 

教育部（2013）。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辦法。取自:https://law.moj.gov.tw/ 

    LawClass/LawAll.aspx?PCode= 

    H0080065 

蔣文祈（2011）。工作記憶與兒童的數學學 

    習。應用心理研究，52，57-93。 

賴馬（2014）。愛哭公主。台北市：親子 

    天下。 

 

二、英文部分 

Berninger, V. W. (2000).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y hand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language by ear, mouth, and eye.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20, 

65-84. 

Philip B. Gough & William E. Tunmer. 

(Eds.). (1986).Decoding, reading, and 

南投特教半年刊第30期

8



reading disa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177/0741932586007

00104 

Lerner, W. J. & Johns, H. B. (2009).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related mild 

disabilities: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new directions. Boston, 

NY: Houghton Mifflin. 

Rasinski, T. V. (2004). Assessing reading 

fluency. Honolulu: Pacific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tuart, Stainthorp, & Snowling, (2008). 

Literacy as a complex activity. 

Deconstructing 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42(2),59-66. doi: 10.1111 / 

j.1741-4369.2008.00490.x 

Todd, R. B. & Tracey, D. H. (2006). 

Reciprocal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on: A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Study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Jersey of Kean University ). 

    Retrieved from http:// 

eric.ed.gov/?id=ED491502 

Yu, X. (2012). Exploring visual perception 

and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s of picture     

book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4(4), 292-299. 

 

南投特教半年刊第30期

9



適應體育課程對於國小身心障礙學生動作技能改善成效之探討 

 

 

 

 

 

 

 

摘要 

本文以文獻回顧方式討論適應體育課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動作技能之改善成效。

首先，針對適應體育發展以及身心障礙學生的動作技能表現進行探討，了解適應體育

課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在動作技能改善之成效探討。經搜尋華藝中文資料庫、臺灣博

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篩選、納入共十篇研究（2004至 2018年）。歸納出以下

幾個結果： 

（一）適應體育課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動作技能改善具有成效。 

（二）多樣化的練習安排，即能產生動作技能學習的效益，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體育

活動。 

（三）適應體育的介入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體適能、柔軟度、身體協調性和平衡感均

有助益。 

    綜合以上結果，發現適應體育課程的介入對改善身心障礙學生動作技能的表現具有

成效。 

 

關鍵詞：適應體育、身心障礙學生、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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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適應體育（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一詞早期是由復健體操

發展演變而來的，至於適應體育的

定義，美國健康運動休閒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簡稱 AAHPER）最早為適應體育下

了定義：「適應體育是一種發展性動

作、競賽、運動和韻律的多樣性課

程，他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興趣和

能力。協助其能安全、成功的參與

活動和一般體育課程」(Sherrill, 

2004；Winnick, 2010)。 

    特殊教育重視個別化、尊重個

別差異，適應體育會針對身心障礙

者的不同身心特質設計個別化的課

程方案，適應體育主要服務對象以

身心障礙學生和普通班學生為主。

（滕德政，2004；闕月清、游添

燈，1998；Sherrill, 1997/2001）。 

    身心障礙學生可能因為其先天

或後天的損傷，導致其動作發展遲

緩或困難，嚴重影響其基本的姿勢

控制、行動、操作性活動與書寫等

日常生活和學習活動，因而降低生

活品質（教育部，2013）。許多相關

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學生在動作技能

發展上，較一般同齡孩子遲緩，動

作技能的表現也較差，如同 Patton, 

Bernie-Smith 及 Payne（1990）提出

障礙程度越嚴重，伴隨身體發展、

運動能力與健康的問題就越嚴重。 

    故本研究選擇「適應體育課程 

」，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探討其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動作技能改善之成效。 

 

貳、適應體育之內涵 

    適應體育的定義依學者專業背

景不同也略有不同，國內學者陳理

哲（2002）指出，適應體育是針對

身心障礙者所設計具有組織化的身

體活動，對於缺陷、失能、障礙三

種障別程度，所發展出能符合其興

趣、能力和限制的活動；另外，闕

月清（2002）提出，適應體育是考

量學生需要與個別差異的原則下，

在課程內容的選擇、教具器材的亦

用上，加以適當的修正和運用。 

    依據 Sherrill（1994）提出適應

體育的目標包括正向自我概念、社

會能力、感覺動作、動作學習、動

作技能與模式、體適能生活方式、

姿勢與外觀、遊戲能力休閒與放

鬆、舞蹈與水中技能及運動技能與

競賽。 

    適應體育的目標希望透過個別

化設計的體育課程，課程係針對身

心障礙者的個別需求和差異所設計

的，期待能幫助其在動作發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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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社會情緒等方面有好的發展，

提高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每位身心障礙者都具有其獨特

性和個別差異，適應體育需要針對

其身心特質不同而設計不同的課程

方案，適應體育主要的服務對象是

以身心障礙學生和普通班學生為主

（滕德政，2004；闕月清、游添

燈，1998；Sherrill, 1997/2001）。 

 

參、身心障礙學生之動作技能困難 

    身心障礙的類別繁多，本研究

僅針對文獻中提及之障礙類別闡述

其動作技能困難，包含智能障礙、

腦性麻痺。在動作技能及效率方

面，智能障礙者也較同年齡、同性

別的一般人低劣。尤其是在愈精細

的動作、複雜的技巧，及統整協調

的作業上，智能障礙者的表現就愈

顯低落。智能障礙者的運動限制常

見有不佳的肢體協調、動作反應及

平衡感，且部份肌肉力量較弱，有

時伴隨癲癇、腦性麻痺或其他感官

障礙（潘正宸、林珊如，2012）。 

    再來是唐氏症者在動作方面的

困難包括動作發展遲緩，Henderson, 

Morris ＆ Ray(1981)研究指出其在平

衡和動作協調方面產生困難，尤其

在基本移動性動作能力上，如：雙

腳跳、單腳跳更是表現困難。再來

是感覺動作缺陷以及動作不協調。

身體生理與結構方面，唐氏症者在

肌肉、體型和身體結構有異常之

處，可能導致知覺動作方面有困難

（卓俊伶、許晉祿，2004）。 

最後是腦性麻痺的部分，腦性

麻痺依照受損部位分類，可分為單

側受損和雙側受損；依照受損形式

分類，可分痙攣型、徐動型和運動

失調型，其中以痙攣型比例最高；

依照受損程度分類，可分為輕、

中、重度（孟瑛如，2017）。腦性麻

痺異質性大，雖有不同的動作行為

特徵，但仍有一些共通的動作行為

特徵，如：肌肉張力異常、關節活

動度受限、動作品質不佳和原始的

反射與反應（湯忠偉，2006） 

    綜合以上，不同障礙類別的身

心障礙學生可能因其障礙之不同，

而表現出動作技能上的困難，可以

透過課程方案介入改善其困難。 

 

肆、適應體育課程用於身心障礙學

生動作技能之成效 

    本文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網站、華藝中文資料庫

（Airiti Library），使用「適應體

育」、「身心障礙」、「動作技能」進

行關鍵字搜尋。本文之蒐集過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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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搜尋到的文章進行初步的閱讀，

首先閱讀題目和摘要，篩選要納入

之文獻。 

    本文共納入十篇文獻，其中四

篇為教學設計之相關文獻，包括卓

俊伶、許晉祿（2004）、湯忠偉

（2006）、劉闊傑、周禾程、姜筱華

（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六篇為實際教學之研究，

包括鍾閔樺（2008）、吳亞庭

（2011）、陳宏昌（2015）、鐘柏硯

（2016）、李偉清（2017）、姜筱

華、周俊良、李偉清（2018）。透過

整理近十年適應體育運用於身心障

礙學生的相關研究，發現適應體育

的實施對象越來越廣泛，運用於智

能障礙、自閉症、腦性麻痺及唐氏

症學生身上，介入後有良好的成

效，且研究的方向從動作技能慢慢

延伸至社會技巧及融合式適應體

育。 

    研究者統整十篇文獻，以受試

者特性區分，整理於下表 1，十篇

內有五篇以智能障礙學生為研究對

象，分別為劉闊傑、周禾程、姜筱

華（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鍾閔樺（2008）、陳宏昌

（2015）、鐘柏硯（2016）佔大多

數，其餘對象例如唐氏症者一篇，

卓俊伶、許晉祿（2004），例如腦性

麻痺一篇湯忠偉（2006），身心障礙

幼兒一篇李偉清（2017），融合情境

下兩篇吳亞庭（2011）、姜筱華、周

俊良、李偉清（2018）。以適應體育

介入的目標區分，整理於下表 2，

教學設計原則與策略共有四篇，分

別為卓俊伶、許晉祿（2004）、湯忠

偉（2006）、劉闊傑、周禾程、姜筱

華（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動作技能共有四篇，分別

為鍾閔樺（2008）、吳亞庭

（2011）、陳宏昌（2015）、鐘柏硯

（2016）；同儕互動共有一篇為 

吳亞庭（2011）；體適能共有兩篇分

別為陳宏昌（2015）、李偉清

（2017）。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適應

體育課程介入後對於學生的動作技

能、人際互動與體適能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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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適應體育相關文獻整理-以研究對象作為區分 

研究對象 相關文獻 

智能障礙 劉闊傑、周禾程、姜筱華（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鍾閔樺（2008）、陳宏昌（2015）、鐘柏硯

（2016） 

腦性麻痺 湯忠偉（2006） 

學齡前特殊幼兒 李偉清（2017） 

融合情境 吳亞庭（2011）、姜筱華、周俊良、李偉清（2018） 

 

表 2 

適應體育相關文獻整理-以適應體育介入的目標作為區分 

研究對象 相關文獻 

智能障礙 劉闊傑、周禾程、姜筱華（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鍾閔樺（2008）、陳宏昌（2015）、鐘柏硯

（2016） 

腦性麻痺 湯忠偉（2006） 

學齡前特殊幼兒 李偉清（2017） 

融合情境 吳亞庭（2011）、姜筱華、周俊良、李偉清（2018） 

 

適應體育是以身心障礙為主要

對象、教學為方式，增進體適能為

目標的一項多樣性課程（滕德政，

2004）。因此在適應體育的課程設計

中，任課老師必須尋找合適的體育

活動，一方面考量教學對象的需求

性，一方面要針對其能力和障礙做

調整，並在教學後做檢討。國內學

者就針對不同障礙類別的學生進行

研究，活動內容包括體適能、身體

協調性，在課程中以感官刺激、同

儕互助、複述等策略加入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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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針對個別弱勢能力給予課程

上的建議（劉闊傑、周禾程、姜筱

華，2014；管麗屏、陳張榮，

2016）。智能障礙學生中的唐氏症者

擁有不同的特質，例如：心臟缺

陷、肌張力不足、骨骼畸形等，在

動作速度、步態穩定性、動作準確

性等安排多樣化的練習，並在教學

環境中考慮其能力，進行環境調

整，可以讓唐氏症者提升動作技能

學習的效益（卓俊伶、許晉祿，

2004），介入時的教學也會影響適應

體育活動呈現，在教學初可能運用

直接教學法、工作分析；中期則可

能使用小組競賽、合作遊戲法等，

不同的教學方式，除了提升學童的

學習動機也能活絡課堂氣氛（劉闊

傑、周禾程、姜筱華，2014）。而在

我國訂定的障礙類別中，肢體障礙

者與腦性麻痺患者容易在參與體育

活動時遭遇比較大的困難，使得適

應體育對他們來說有其重要性，因

此針對其動作行為上的困境來探

討，並提及五種等級分類活動，分

別為一般運動、修正式一般運動、

平行世界式適應體育、適應式適應

體育、適應性隔離運動，依據不同

需要給予對應的活動。因此，適應

體育對腦性麻痺學生能帶來益處，

另也提到資源設備上的融合較為容

易；學習中的融合則較為困難（湯

忠偉，2006）。綜合以上的文獻探

討，不僅針對在身體協調性、靈活

度與同儕相較之下有困難的身心障

礙學生，對於心肺耐力、肌耐力和

柔軟度等也需要平時就鍛鍊的體能

方面，適應體育的應用能協助身心

障礙學生維持，甚至促進其身體功

能。故整理適應體育教學設計相關

文獻如下表 3：

 

 

 

 

 

 

 

南投特教半年刊第30期

15



表 3 

適應體育教學設計相關文獻 

研究者 

（年代） 
教學對象 研究建議與結果 

卓俊伶、許晉祿

（2004） 

唐氏症者 多樣化的練習安排，即

能產生動作技能學習的

效益，建議進行融合式

體育活動 

湯忠偉 

（2006） 

腦性麻痺學童 建議盡可能讓腦性麻痺

兒童參與體育課程、發

展動作技巧、增進體適

能及在學校的功能表現 

劉闊傑、周禾程、

姜筱華 

（2014） 

智能障礙學生 適應體育的介入對於智

能障礙學生的體適能、

柔軟度、身體協調性和

平衡感均有助益 

管麗屏、陳張榮

（2016） 

智能障礙學生 鼓勵學生參與體育課

程、針對個別差異安排

適性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適應體育教學設計的原則，莊

美鈴與林曼蕙（1998）提出教師進

行教學設計時需要注意的建議，分

為四點：一、教師角色明確化；

二、擬定適合的教學目標；三、了

解學生學習運動的特質；四、運用

有效的教學策略。由此可知，教學

前確認學生的先備能力與學習特

質，並擬定教學目標，方能設計符

合學生個別差異的適應體育課程。

研究者整理過去相關的研究發現，

身體機能部分，陳宏昌（2015）透

過間歇性跑走活動提升國中智能障

礙學生的心肺能力與降低體脂肪，

而李偉清（2017）以學前身心障礙

幼兒為對象，發現多元的適應體育

課程能改善學生的柔軟度、肌力和

肌耐力，發現適應體育課程介入後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體適能表現。 

動作技能方面，鍾旻樺（2008）的

研究發現介入後，學生的操作性技

能例如投球、接球與踢球動作皆有

進步；陳宏昌（2015）研究發現，

粗大動作、精細動作及動作技巧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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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雖皆未達顯著，但其動作技能後

測有上升；鐘柏硯（2016）發現教

學介入後對移動性動作技能有立即

成效和維持成效；姜筱華、周俊

良、李偉清（2018）研究發現進行

介入後投擲技能有立即和維持效

果，亦提升手眼協調能力，綜合上

述研究發現適應體育課程介入後，

對於操作性動作技能和移動性動作

技能均有提升。故將適應體育課程

的相關研究整理如下表 4： 

表 4 

適應體育課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目標行為 研究結果 

鍾旻樺 

（2008） 

8名國小資源

班高年級智能

障礙學生 

操作性動作技能包括投

球、接球、踢球三面向 

整體操作性動作技能、投

球動作、接球動作、踢球

動作上都有明顯進步 

吳亞庭 

（2011） 

9名國中特教

班學生和 30

名普通班學生 

提升特教班學生動作技

能、了解同儕互動情

形、對普生和特生之影

響 

動作技能和體能增進 

籃球投籃和排球低手發球

前後測有顯著進步 

陳宏昌 

（2015） 

11位國中輕度

-重度智能障

礙學生 

藉由間歇性跑走活動提

升心肺耐力、改善身體

組成、正向提升動作技

能 

粗大動作、精細動作及動

作技巧領域皆未達顯著，

但其動作技能後測有上

升。可藉由間歇性跑走活

動提升心肺耐力，降低體

脂肪 

鐘柏硯 

（2016） 

4名國中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

生 

提升移動性動作技能之

學習成效 

接受教學後對移動性動作

技能有立即成效和維持成

效，但立即和維持成效無

明顯差異 

李偉清 

（2017） 

15名身心障礙

幼兒 

提升身體組成、柔軟

度、肌力、肌耐力 

身體組成無明顯改變，但

柔軟度、肌力和肌耐力有

顯著進步 

姜筱華、

周俊良、

李偉清 

3名國小資源

班學生 

提升投擲技能和手眼協

調能力 

投擲技能有立即與維持效

果，手眼協調也有提升，

其中以動作協調能力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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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伍、結語

 

許多研究報告指出適應體育對

於身心障礙學生體適能、柔軟度、

身體協調性和平衡感等動作技能有

顯著提升，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活

動。多樣性的適應體育課程除能滿

足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外，也

能使學生的潛能有機會可以適性發

展，並把其才能充分展現出來。（李

偉清、林慧敏，2019）因此，本研

究藉由整理適應體育對於動作技能

提升成效之相關內容，希望提供教

師、相關人員、家長對於適應體育

課程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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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藝術活動提升國小特殊需求學生 

社會技巧能力之探討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將藝術活動運用在社會技巧課程，提升國小特殊需求學生社會技巧

能力之成效。閱讀相關文獻，整理並歸納藝術活動應用於教學之發展與教學實施方

式，以國小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為對象，安排七次藝術活動於社會技巧課程

中，觀察並記錄學生參與課程後在社會技巧及其他能力之進步狀況。 

 

關鍵字：藝術活動、社會技巧課程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融合教育於 1990 年代被提出，

近年來備受重視，從各國相關的特殊

教育法規之訂定看出，將融合教育列

為特殊教育的重要目標。臺灣相關的

特教法規經過多次的修正後，彰顯出

融合教育的發展已有相當的基礎。目

前臺灣特教安置的趨勢，在國小的現

場中可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特殊需求

學生在普通班上課，這種情形也反映

了融合教育之精神已在安置的過程中

受到重視。 

特殊需求學生在普通班級中，出

現了各種適應上的問題，是普通班老

師在班級經營上很大的挑戰與衝擊，

這也反映出特殊需求課程的重要性。

特殊需求學生因理解、表達能力較

弱，不適當的情緒引發的行為表現，

以及社會互動能力的不足，進而影響

特殊需求學生的人際關係，故提升學

生的社會技巧能力是特教老師刻不容 

緩的課題。 

藝術具有轉化、創造、美感等共

同因子，也具有自我療癒的能量。藝

術能作為個體與外在溝通的管道，藝

術創作過程也是一種療癒的過程（引

自胡其明，2015）。將藝術活動融入

在社會技巧中，學生可透過藝術創作

表達，情緒困擾、人際互動、口語表

達能力皆能獲得提升與改善。 

本文以國小特殊需求學生為對

象，藉由藝術表達活動的介入，提升

國小特殊需求學生的表達、社會技巧

與人際互動能力，期望能幫助學生適

葉依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生 

許斯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生 

塗惠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生 

侯禎塘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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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融入班級。 

 

貳、文獻探討 

一、藝術活動的理念 

Lowenfeld (1987)認為藝術對於孩

子來說是表達的一種手段，是孩子隨

著對環境越來越多的理解，在理解與

解釋間不斷成長和變化。本研究藝術

活動參考藝術治療的活動設計和執行

理念，依侯禎塘（2005；2006）認為

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

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透過非語言

的藝術表達經驗或配合口語的表達，

探索個人的問題及潛能。王秀絨

（2016）則認為藝術即與治療連結，

但若人們能夠瞭解藝術及心理動力之

特質，就不會拘泥於因果詮釋，而是

更重視其遊戲和涵容。 

人文取向藝術治療秉持人文主義

的哲學及其建構的實務，提出下列三

項基本主張（引自侯禎塘，2006）： 

（一）人文取向治療不把人當作是心

理疾病者，而是在生活中為克

服內心或與環境衝突時，遭遇

到特殊的問題。 

（二）生命是一連續的歷程，需要不

斷的成長，改變和發展。 

（三）自我實現來自於真誠的自我坦

露(genuine self-disclosure)和誠

實的生活型態。 

由上述可知「藝術治療」在實行

上注重其藝術活動所帶給人的體會與

轉換，因不把人當作是心理疾病者，

讓參與藝術活動的人們更能採取開放

的態度來面對自我與他人，這也讓有

特殊需求的學生也能夠自在的參與。 

二、特殊需求的理念 

在 1974 年，Warnock 於審查殘障

兒童和青少年教育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中，首度提出「特需教育需求(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Gulliford & 

Upton, 2002)。英國的教育系和衛生與

社會關懷系(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在 2014 年發行《SEND 行為準

則：0 至 25 年》(SEND code of 

practice: 0 to 25 years)中對於特殊教育

需求的定義為「有學習困難的兒童有

特殊的教育需求要求為他們提供特殊

的教育」。 

我國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

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的基本理念中

表示特殊教育須「因應學生需求」，

也就是設計符合學生需求之補救性、

功能性或充實性課程，以落實能力本

位、學校本位及社區本位課程之實

施。 

由上述可知我們不再如同以往的

只關注學生的障礙類別，而是必須經

過觀察與評估，找出學生確切的特殊

需求來提供適切的服務，讓學生能從

中保有自我的實現和自我的權益。 

三、社會技巧的理念 

Bulkeley (2018)認為社交技能包

括使用言語和肢體語言清楚表達自己

的能力，表達對他人的同理心和真誠

關懷的能力，解決與他人共同成長的

問題的能力，理解自己的情緒以及對

他人的情緒能力，其他還有傾聽和回

應的能力。社交技巧是指個人在擔任

某些有關與別人交往的工作時，所表

現出來的適當行為，同時包括自己的

表現技巧（沈六，2000）。 

我國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

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因應總課綱之

三大面向中的「社會參與」，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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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須教導特殊需求的學生處理社會的

多元性，以主動參與方式與他人建立

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培養與

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養養，俾提升人

類整體生活品質。 

由上述可知人們是以生活在團體

和群體中能有所有互動、互助和互

信，增進特殊需求學生的處己、處人

和處環境之社會技巧，可有助於他們

融入團體和群體來獲得發展與成長。 

 

參、藝術活動課程 

一、教學對象 

藝術活動或藝術治療活動，應用

在社會技巧課程之研究，以自閉症學

生、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為主要研究對

象，這些學生在行為上有固著、衝

動、易怒、注意力缺陷等困擾，學習

上有被動、動機低落、自我概念低等

共同特質。 

本文以四位取得台中市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鑑定證明學生為教學對

象，四位學生皆具情緒困擾及行為問

題，其障礙影響學習與人際關係。教

學對象特質及需求，如表 1 之說明。 

 

 

表 1 

教學對象介紹 

學生/年級 障礙類別 學習特質與需求 

Ａ/五年級 自閉症 1. 易受干擾而分心，思緒不易集中。 

2. 口語能力佳，回答問題時有答非所問、離題的表

現。 

3. 思考、應對較無彈性，難以根據情境的改變調整

自我行為。 

4. 情緒起伏大且易怒，上課造成干擾且影響人際觀

關係。 

Ｂ/四年級 

 

自閉症 1. 注意力渙散，但對於有興趣的內容會專心聆聽。 

2. 口語表達能力佳，但參與活動意願較低，有時回

答的內容會偏離主題，需給予引導。 

3. 挫折容忍力低，且易誤解他人的話，當覺得他人

對自己有負面評價時，有哭泣、自傷的行為。 

Ｃ/三年級 

 

 

自閉症 1. 易受干擾而分心，上課時常發呆，難以集中注意

力。 

2. 口語能力佳，但回答問題常無法切中重點，會滔

滔不絕地講自己喜歡的、想到的，難以停下來。 

3. 挫折容忍度低，有過度焦慮、生氣或難過的情緒

（如：玩遊戲輸了），會喃喃自語、抓頭、拉扯頭

髮或哭泣。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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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學對象介紹 

學生/年級 障礙類別 學習特質與需求 

Ｄ/三年級 

 

情緒行為障

礙(ADHD) 

1. 注意力不易集中，易受干擾而分心。 

2. 口語表達能力佳，會插話或突然說話干擾上課秩

序，難以遵守發言規則，但對問題能正確理解及

回答（偶而離題）。 

3. 挫折容忍度低，覺得不如意時，會有沮喪、生氣

的表現（如：已經上課無法繼續玩遊戲）。 

 
 

二、藝術活動課程內容 

林怡吟（2018）在「藝術治療促

進自閉症學生社教技巧之個案研究」

中，規劃了十三個藝術治療活動；柳

品君（2017）在「藝術治療對提升國

小輕度自閉症學生社會技巧之行動研

究」中設計了十個藝術治療活動。參

考兩位研究者論文，各取其中二個適

合這四位學生特質的主題活動，加上

一個研究者欲了解學生對藝術活動喜

好所發想而設計的活動，共安排七次

藝術治療活動課程。 

以藝術活動為媒介，引導學生察

覺、辨識與表達情緒、鼓勵及肯定自

己、思考與反省自己的行為等，為

「處己」目標；欣賞他人、尊重他

人、仔細聆聽他人的分享、遵守團體

規範等「處人、處環境」目標，課程

內容及教學目標如表 2 所列。 

 

表 2 

藝術活動內容與目標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進行方式（步驟） 

一、圓的

聯想 

1. 察覺及表達自己的喜好。 

2. 了解並尊重每個人的喜好

都不一樣。 

3. 根據情境給他人適當的回

應。 

1.引起動機：了解學生對畫畫活動

的想法、經驗 

2.講解：揭示有圓形的畫紙，說明

可自由聯想、發揮，完成作品後

需幫作品命名，並簽上自己的名

字。 

3.進行創作。 

4.學生輪流分享作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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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藝術活動內容與目標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進行方式（步驟） 

二、房

子、樹、

人 

1. 表現適當地聆聽態度

（如：眼睛看著說話者、

給予回應）。 

2. 遵守團體規範，依情境回

應他人。 

3. 用適當的方式與他人分享

自己喜歡的事物或經驗 

1.引起動機：讚美學生前一堂課的

表現、與學生討論參與藝術活動

的想法、感受 

2.講解：介紹主題，並說明創作中

需具備的內容。 

3.進行創作。 

4.學生輪流分享作品。 

三、我想

像中的自

己 

1. 透過藝術活動察覺與表達

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或態

度。 

2. 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回

應他人的意見。 

3. 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傾

聽態度。 

1.引起動機：討論對彼此的印象、

分享個人特質、喜好與個性 

2.講解：說明主題「我想像中的自

己」，可以畫「人」也可把自己

比擬為物品、動物…等。 

3.進行創作。 

4.學生輪流分享作品。 

四、撕掉

壞心情 

1. 分辨與表達負向情緒。 

2. 分享自己的抒發情緒的方

法與經驗。 

3. 透過藝術活動紓解負面情

緒。 

 

1.引起動機：討論「生氣、負面情

緒」的經驗及原因。 

2.講解步驟：(1)在色紙背後的寫下

讓自己生氣、不愉快的事情。(2)

把寫好的色紙撕成碎片。(3)把紙

碎片黏在畫紙上，創作出一個新

作品，創作中亦可畫畫。(4)將作

品命名並簽上姓名。 

3.進行活動與創作。 

4.學生輪流分享作品。 

五、動物

好朋友 1-

「我是

誰？」 

1. 主動參與討論活動。 

2. 在討論時適當表現聆聽的

行為。 

3. 在討論時適當分享自己的

想法。 

4. 依情境、討論結果回答問

題。 

1.引起動機：討論「特質」的意

思，如何觀察與說出特質。 

2.講解：看動物圖卡，討論一分

鐘，再輪流說出動物的特質。 

3.根據討論的結果，選擇代表自己

的動物，並分享原因。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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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藝術活動內容與目標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進行方式（步驟） 

六、動物

好朋友 2-

「動物的

家」 

1. 了解並尊重每個人的特質

都不同。 

2. 依指示完成簡單工作、任

務或指令。 

3. 持續傾聽他人說話。 

1.引起動機：討論上次活動中選擇

代表自己的動物。 

2.講解：畫出自己所選擇隻動物的

棲息場所及其生活必需品（如：

食物、水）、休閒設施…等。 

3.進行創作。 

4.學生輪流分享作品。 

七、動物

好朋友 3-

「拜訪好

朋友」 

1. 察覺自己與他人對自己的

看法或態度。 

2. 依指示完成簡單工作、任

務或指令。 

3.有禮貌地詢問或回應他

人。 

1. 引起動機：討論並分享上次活動

中畫的「家」。 

2. 講解與創作：把「家」貼在黑板

上，並畫上通往每個「家」的

路。 

3. 每個動物從自己的家出發，去拜

訪其他動物的家，並送對方一份

禮物（在對方的家畫上禮物）。 

4. 分享送了什麼禮物、為什麼送這

份禮物。分享自己收到什麼禮

物，感受如何？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怡吟（2018）。「藝術治療促進自閉症學生社教技巧之個

案研究」。柳品君（2017）。「藝術活動對提升國小輕度自閉症學生社會技巧之

行動研究」。教育部（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綱要」。 

 

肆、結論與建議 

統整與分析相關文獻之研究結

論，以藝術活動融入社會技巧課程，

學生在口語及表達、情緒辨識及表達

和眼神接觸等能力有明顯進步。 

本文前述之藝術活動課程，係依

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

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教育

部，2019）之社會技巧課程學習表現

為教學目標訂定基準，以處己、處己

與處環境三面向內涵，訂定分辨與表

達情緒、覺察自己與他人的看法、嘗

試抒發情緒及壓力、表現傾聽的行為

和態度、依情境回應問題及表達意

見、依指示完成簡單工作等目標。教

學者觀察到，學生在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動機及正向行為表現方面有明顯

提升，相關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提升學習動機與自我概念 

在創作過程中，學生自然而然地

展現自信、分享自己的生活、興趣與

喜好，是在學科課程中很少見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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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對話，學生Ａ分享道，每週三去

藝術才藝班上課，是最快樂的時光，

畫畫是自己最喜愛且擅長的事！ 

過去老師並不了解學生對藝術活

動的興趣、能力，因此第一次的活動

安排了「圓的聯想」的自由創作活

動，聽完老師的說明後，每個學生眼

睛都亮了起來，對於「可自由發揮、

不受限制」等詞感到新鮮且興奮！此

後，學生因期待下一次的課程，自發

性的提早到教室準備。 

透過藝術活動，重新認識這群學

生，和他們無限的創作能力與熱情。 

二、學生口語表達能力明顯提升 

四位學生皆具備口語能力，在其

他課程中，因擔心回答錯誤或對課程

內容不感興趣，而有缺乏表達意願的

表現；三位自閉症學生，與人對話時

有文不對題的共同特質。 

完成藝術創作後，根據老師提供

的問題作為鷹架，依其創作內容進行

說明及分享，答有所本，強化了表達

能力。 

學生越來越樂於分享創作的內

容、感受與想法，更好奇其他同學的

創作，可觀察到表達意願及能力有顯

著提升。 

三、增進正向行為 

四位學生與人互動時，常因打斷

他人說話、無法理解規則、誤解他人

意思…等原因，與同儕發生衝突或爭

執。 

對藝術活動課程主題、內容的期

待、老師與同學的讚美，成為學生的

內在動力，引發專注聆聽活動的步驟

後再行動，及聆聽他人的發言，降低

打斷他人說話的自我控制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這群自閉症的孩

子缺乏開啟話題的社會技巧能力，在

藝術活動後，學生會聚集在作品前，

意猶未盡的相互交流。 

藝術活動不僅成為學生表達自己

想法、情緒的途徑，更是開啟與他人

交流的鑰匙！ 

四、活動時間限制與建議 

一節課 40 分鐘，要做活動的說

明、進行創作與作品分享，教學者會

感覺到有些緊迫，學生創作時也會因

時間不足而有所限制，無法盡情揮

灑，若每個活動以 2 節課 80 分鐘的

時間做安排，會較從容，學生的創作

與分享會更豐富。 

五、跨領域與專業結合的建議 

藝術活動可融入教育治療或藝術

治療的理念原則設計，邀請具心理諮

商輔導、美術專長及藝術治療專業背

景的教師及專業人員，共同參與設計

與執行，將能提供更合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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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社會性故事改善自閉症學生行為問題的效果，先探究與找出自

閉症學生的行為問題功能，再以社會性故事教學教導正向且功能等值的溝通行為，以改

善自閉症學生的行為問題。研究方法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受試多探試設計，研究結

果顯示： 

一、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得合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具有

立即成效。 

二、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得合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具有

維持成效。 

 

關鍵字:社會性故事、自閉症、行為問題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美國於 1990年制定的《身心障礙

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以下簡稱 

IDEA法案），又稱 101-476公法，其

零拒絕、最少限制的環境、融合教育

的精神與理念，深切影響我國於民國

86年《特殊教育法》的修訂，落實融

合教育的精神與行政的作為（郭美

滿，2015）。根據我國 109年 5月 28

日特教通報網上最新資料，分析 108

學年度國小身心障礙學生安置類型：

已有近九成的國小身心障礙學生就讀

普通班，此一現狀清楚顯示我國特殊

教育已邁進融合教育。 

    然而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通班

仍然會有其適應環境、學業問題、遇

到難題時情緒卡關等狀況，若是師生

不夠了解身障生的特質，可能加重身

障生行為問題發生的頻率與程度；若

身障生行為會干擾別人正在進行的遊

戲或課堂活動，可能引起同儕反感而

被標記，也可能引起其他家長反彈。 

    本研究所稱自閉症依「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指因神經

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

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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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

者。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1.

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2.表現出固

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教育

部，民國 102年 09月 02日）。 

    自閉症兒童問題行為可分為八

類：攻擊和破壞行為、不服從不合作

行為、不適當社會行為、退縮行為、

固執或重複行為、怪異行為、自傷行

為、情緒不穩行為（張正芬，2000）。

本研究所指行為問題包含不服從不合

作行為與不適當社會行為。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欲探討運用社會性故

事改善自閉症學生行為問題的成效，

研究問題為以下兩項： 

1.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得合

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現

的百分比是否具有立即成效？ 

2.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得合

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現

的百分比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貳、文獻探討 

    功能性行為分析是透過蒐集引起

行為問題之相關資訊並系統且客觀的

分析行為和各項因素之間的關係，以

增進教學介入的效果(O’neil et al., 

1997)。功能性行為分析又稱作 A-B-C

評量，A、B、C所指之中文意思分別

為前事(Antecedents，簡稱 A)、行為

(Behavior，簡稱 B)、後果

(Consequences，簡稱 C)。 

    行為問題可能的幾種基本功能：

1.引起別人注意；2.逃避或免除嫌惡的

情況；3.發洩情緒；4.因生活單調無聊

而製造問題以滿足心理需求；5.以行為

代替語言傳達個別需要（施顯烇，

1997）。在促使行為問題發生的前事部

份，當自閉症學生想要他人注意、想

得到快感或希望做想做的事時，最容

易出現行為問題；在維持行為的後果

部份，最容易得到增強的前三種原因

是獲得快感、他人的注意及逃避被要

求做某事。教學者應依行為問題的功

能選擇等值的行為教導或適當的介入

策略，也可以不直接處理行為而讓行

為隨著建立新行為的同時逐漸改善

（張正芬，2000）。 

    Carol Gary於 1991年開始倡導運

用社會性故事法(social stories)來教導

自閉症者社會技能。社會性故事是指

以簡潔且個別化的簡短故事，描述某

個社會情境及該情境特定的反應線

索；多用於教導自閉症者理解某社會

情境中相關的人、事、時、地及合適

的反應(Gray & Garand,1993)。依據楊蕢

芬（2005）和黃郁茗（2008）整理出

撰寫社會性故事的步驟及句型如下：

四個主要步驟為 1.挑選主題；2.蒐集資

料；3.社會故事撰寫要點；4.教學重

點；句型包含六種：1.描述句：指出情

境中最重要的因素，解釋發生什麼

事、為什麼會發生、有哪些人參與。

2.透視句：描述在情境中看不見，但重

要的情緒或認知觀點，例如想法、感

覺或動機。3.指導句：針對行為反應提

供建議或選項。4.肯定句：表達社會文

化中的普遍價值觀念，指出重要的原

則、規定等。5.控制句：從自閉症者的

觀點，指出可以用哪些策略幫助自己

記得所要表現的行為。6.合作句：指出

他人會如何協助自閉症者。 

    社會性故事是一種有效教導自閉

症學生的教學法，運用社會性故事介

入策略所教導的功能等值溝通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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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行為可以替代負面的行為（黃金

源，2001；黃郁茗，2008）。 

    綜合上述，當自閉症學生想得到

他人注意、想做某事或逃避做某事時

最容易出現行為問題，而社會性故事

能減少自閉症學生行為問題出現的頻

率與強度，故本研究想透過社會性故

事教學改善自閉症學生的行為問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受

試多探試設計，透過社會性故事教學

以改善自閉症學生行為問題。 

一、研究對象 

    在本研究中的受試者為三位經臺

中市鑑輔會鑑定為自閉症的學生，且

受試者在導師、任課老師、特教老師

觀察評估後，發現其行為問題已影響

學習。三位學生每天的第一節課都是

資源班的課，且在同一班上課；三位

學生的基本現況如下： 

     學生 A為國小資源班二年級的

學生，認知能力正常，有簡單口語及

生活自理能力，在互動方面較弱，與

同學互動多為被動等待，遇到挫折或

面對要求時會重複拍打或敲打桌面。 

    學生 B為國小資源班二年級的學

生，認知能力正常，口語及生活自理

能力不佳，需教助員協助，互動方面

較弱，與同學互動多為單方面要求別

人，面對老師的要求或遇到不喜歡的

事物時會出現抓人或說「不要」等行

為。 

    學生 C為國小資源班二年級的學

生，認知能力正常，有簡單口語及生

活自理能力，會主動與同學互動，面

對老師的要求或學習任務較困難時會

發出焦慮的聲音或躺在地上賴著不

動。 

二、研究工具 

（一）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

分析學生 A促使行為發生的前事、B

行為問題的發生、C行為的後果，並

藉由 A-B-C的紀錄做出功能假設。學

生功能假設一共有 4個情境，分別為：

1.獲得注意；2.獲得物質；3.逃避老師；

4.逃避要求，以確認學生行為問題之功

能。 

（二）社會性故事：藉由行為功能分

析確認行為問題的功能，發展出相對

應的社會性故事。 

 

學生 A 

當鐘聲響時，同學們都會安靜而且坐

在位置上準備上課，這是很有規矩的

行為。上課時，老師希望我們可以回

答問題，不過有時候我不知道答案是

什麼，這會讓我感覺到很生氣，而且

會想要拍桌子，這時候我的老師會跟

我說：「放輕鬆，手放大腿上。」我會

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且不能拍桌

子，並用平穩的語氣跟老師說：「老師

我不會，請教我。」 

 

學生 B 

當鐘聲響時，同學們都會安靜而且坐

在位置上準備上課，這是很有規矩的

行為。上課時，老師會提出一些要求

希望我們遵守，不過有時候我不喜歡

老師的要求，雖然我知道遵守規定很

重要，遇到這種情況我會生氣而且抓

人，這時候我的老師會跟我說：「放輕

鬆，手握住。」我會試著控制自己的

情緒而且不能傷害別人，並用平穩的

語氣跟老師說：「老師，我不喜歡這要

求，但我會努力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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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C 

當鐘聲響時，同學們都會安靜而且坐

在位置上準備上課，這是很有規矩的

行為。上課時，老師會教我們新的課

程內容，有時候我覺得很難所以不想

上課，雖然我知道認真聽課是很重要

的事情，但是我會因為生氣就發出聲

音干擾別人或躺在地板上賴著不動，

這時候我的老師會跟我說：「請冷靜，

上課請坐好在位置上。」我會試著控

制自己的情緒並用平穩的語氣跟老師

說：「老師，我覺得太難了，我需要多

一些時間學習。」 

 

（三）入班觀察紀錄表：資源班教師

入班觀察並紀錄學生行為問題發生的

百分比，以下說明觀察時間與記錄方

式及目標行為之定義： 

1.觀察時間與記錄方式 

    研究者於每天早上第一節課入

班觀察，每次以 30分鐘作為蒐集資

料的時間。目標行為記錄方式採「部

分時距記錄」，即在該觀察時距內若

出現目標行為，無論行為持續時間

或出現次數皆記錄為一次。本研究

以三分鐘為時距，每次共十個時距

將目標行為記錄於自編之觀察紀錄

表中。 

2.目標行為 

（1）學生 A「敲打或拍打桌面」行

為是指：用手或任何物品接觸桌

面並因此發出足以吸引旁人注意

的聲響。 

（2）學生 B「抓人」行為是指：未

經他人同意抓住他人衣物或身體

任一部位。 

（3）學生 B「說不要」行為是指：

面對師長合理要求或合理的學習

任務，未經嘗試便回應「不要」。 

（4）學生 C「發出焦慮的聲音」行

為是指：未經允許發出與課堂內

容無關的聲音。 

（5）學生 C「躺在地上賴著不動」

行為是指：未經允許用臀部、背

部或整個身體接觸地板。 

三、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之

跨受試多探試設計，指在情境相同

下，同時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功能獨

立、型態相似的受試者；在觀察某一

受試者達到穩定的基準線之後僅對該

受試者介入處理，直到第一位受試者

達到穩定的表現標準時，再介入處理

第二位受試者，依此類推(杜正治，

2006)。 

（一）基準期 

    針對三位受試者紀錄其行為問題

出現之百分比，以了解受試者接受教

學介入前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每

位受試者在基線期至少接受連續三節

課的觀察紀錄，當受試者的資料達穩

定狀態，即進入介入期。為避免基線

期過長引發第二位和第三位受試者不

當反應，當第一位受試者於介入期未

達穩定水準前，第二位和第三位受試

者進行間斷性的探試。 

（二）介入期 

    當受試者之基線期資料顯示達穩

定狀態即進入介入期實施教學介入活

動。當第一位受試者行為問題出現的

百分比連續三天低於 40%時，第一位

受試者之教學介入即告一段落，接著

第二位受試者進入介入期；當第二位

受試者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連續三

天低於 40%時，第二位受試者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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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亦告一段落，接著第三位受試者

開始進行教學介入活動；當第三位受

試者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連續三天

低於 40%時，整個介入期告一段落。 

（三）維持期 

    於教學處理結束後，繼續觀察紀

錄受試者行為問題出現之百分比，以

了解受試者降低行為問題出現百分比

之保留情形。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先透過 A-B-C行為功能分

析紀錄表紀錄行為問題之功能並記錄

其功能解釋如下表 4-1、表 4-2、表 4-3，

依據學生行為問題之功能發展相對應

的社會性故事，讓學生在第一節課前

的下課研讀，研究者再入班觀察並藉

由入班觀察紀錄表分析研究對象行為

問題出現之百分比。 

（一）自變項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性故事用於

教導自閉症學生改善行為問題之成

效，因此自變項為社會性故事之教學

活動設計。此研究之社會性故事，會

依據行為功能分析結果分析出的問題

行為，且根據社會性故事六種基本句

型進行設計，發展出三篇事架構相

似，但指導句不同的社會性故事。 

（二）依變項 

    依變項為受試者在經過社會性故

事教學後行為問題之成效。旨在取得

三名受試者在經過社會性故事教學的

介入後，敲打或拍打桌面、抓人、說

不要、發出焦慮的聲音、躺在地上賴

著不動等問題行為之改善成效。 

（三）控制變項 

1.教學環境 

    受試者在平常上課的資源班教

室閱讀社會性故事的內容，教室佈

置、學生座位皆與平時相同，是受

試者熟悉的環境。 

2.教學時間 

    研究者在早修結束至第一節上

課之間的下課進行社會性故事教

學，每次教學時間 10分鐘，使受試

者閱讀與理解社會性故事的內容。 

3.教學者 

    社會性故事的教學者為三名受

試者的個管老師，與受試者互動、

教學至少已有半年以上，是受試者

熟悉的老師。 

 

五、效度 

    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內部效度，當

三位研究對象在社會性故事的介入

後，問題行為有改善之成效，且確認

為問題行為出現的百分比穩定低於

40%，始可推斷介入的自變項與依變項

間確實有功能關係，以上研究達到兩

次以上的成果，始可表示本研究具有

內部效度 

 

肆、研究結果 

一、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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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生 A的 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 

前事(A) 

行為(B) 後果(C) 功能假設 日

期 
時間 地點 情境 事件 

5/4 數學課 
原 班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寫數學 

習作 

不拿出數學

習作，用鉛

筆敲桌面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5/5 音樂課 
音 樂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打節拍 

不跟著打節

拍，用手敲

打桌面發出

聲音 

老師請他

站在旁邊

看別人打

節拍 

逃避學習 

5/6 生活課 
原 班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唸課文 

不唸課文，

用鉛筆盒敲

打桌面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表 4-2 

學生 B的 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 

 

 

 

 

前事(A) 

行為(B) 後果(C) 功能假設 日

期 
時間 地點 情境 事件 

5/5 早修 
原 班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唸 每 日

一句 

不跟著同學

唸，抓旁邊

的同學並喊

我不要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5/6 體育課 操場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做 暖 身

操 

抓教助員的

手 

老師請他

站旁邊，

不用做暖

身操 

逃避學習 

5/7 生活課 
原 班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寫 生 活

習作 

不拿出生活

習作並抓老

師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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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生 C的 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 

前事(A) 

行為(B) 後果(C) 功能假設 日

期 
時間 地點 情境 事件 

5/4 體育課 操場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練 習 拋

接球 

不練習拋接

球，躺在地

上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5/5 音樂課 
音 樂

教室 

老 師 要

求 

同 學 在

練 習 唱

歌 

不跟著唱，

躺在地上 

老師請他

站旁邊，

不用唱歌 

逃避學習 

5/6 下課 
原 班

教室 

老 師 要

求 

老 師 請

他 訂 正

作業 

躺在地上不

願意訂正 

老師請他

罰站 
逃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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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行為出現百分比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圖 1  社會性故事介入對受試者行為問題改善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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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1可知，學生 A在基線期時

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都在 70-80%；

進入介入期後學生 A行為問題出現的

百分比降低為 20-50%；在維持期，行

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維持在 10-30%。 

學生 B在基線期時行為問題出現

的百分比都在 60%以上，最多達到

80%；進入介入期後學生 B行為問題

出現的百分比降低為 30-60%；在維持

期，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維持在

10-30%。 

學生 C在基線期時行為問題出現

的百分比都在 70%以上，最多達到

90%；進入介入期後學生 C行為問題

出現的百分比降低為 30-60%；在維持

期，行為問題出現的百分比維持在

10-20%。 

介入前，三名受試者的基線資料

皆呈穩定；介入後，三名受試者出現

行為問題的百分比皆有明顯下降，介

入效果顯而易見；在維持期，三名受

試者出現行為問題的百分比仍有繼續

維持甚至持續減少，顯示在維持期具

有維持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發現三名

受試者的行為問題都是為了逃避學

習，因此藉由個別化設計的社會性故

事教導學生對於需求的表達可以使用

正向且適當的方式。經由研究結果顯

示： 

（一）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

得合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

現的百分比具有立即成效。 

（二）自閉症學生透過社會性故事習

得合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為問題出

現的百分比具有維持成效。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自閉症學生藉由社會

性故事習得合適反應後，對於降低行

為問題的立即以及維持皆有成效，因

此在教學上建議資源班教師可設計並

教導如何運用圖卡，抑或是利用同儕

協助、教師提示等方式，讓自閉症學

生可跨情境使用社會性故事改善行為

問題。 

    另，本研究所自編的研究工具—

「A-B-C行為功能分析紀錄表」及「入

班觀察紀錄表」，缺乏信度與效度的考

驗。建議後續研究可加以修正改編，

並建立良好信度與效度，使研究工具

更具客觀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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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示範教學對提升國小中度智障障礙學生生活管理 

之成效 

 

                  蘇立菱                    劉怡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陳怡融                    賴怡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摘 要 

    影片示範教學在國內外均有多篇實證研究，且涵蓋多種面向，如：社會技巧、

溝通能力、學習策略等，以往影片示範教學常用於自閉症學生上，但近幾年也可

以見到使用於其他認知障礙學生。本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說明影片示範教學的

定義與內涵，並整理近年國內影片示範教學策略使用於認知障礙學生的效果，以

及影片示範教學提升學生生活管理技能的成效，期許能讓國內教師更加認識影片

示範教學，並利用影片示範教學，使學生增進生活管理技巧，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關鍵字：影片示範教學、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生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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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生活管理技能指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

包括居家和社區生活技能，學習生活管理

技能，可促使智能障礙學童成為獨立自主

的個體、減輕家人照顧負荷、提升社會適

應能力、提高生活品質並增進選擇權與自

主權(洪清一，200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中生活管理的學習表現包括：自我照顧、

家庭生活、社區參與及自我決策等四個向

度。 

    近年來國內許多研究透過影片示範教

學教導特殊需求學生生活管理的技能，並

指出利用影片示範教學有助於引導學習者

個別學習(許瀞分、涂婷芳、柯鳳娟、莊素

貞，2015)。 

  本研究生活管理技能為自我照顧指標

中的家庭生活中，能正確使用環境清潔用

品，並從事簡單的家務清潔工作與資源回

收。透過與家長討論、並配合學生能力與

需求，將利用影片示範教學教導學生能正

確的完成拖地，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探討以影片示範教學為策略對於國小智能

障礙學生生活管理習得之成效。 

二、待答問題： 

（一）探討運用影像示範教學的介入對國

小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生活技能立即成

效的影響為何？ 

（二）探討運用影像示範教學的介入對國

小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生活技能維持成

效的影響為何？ 

貳、影片示範教學在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教

學之應用 

一、影片示範教學的理論基礎 

    影片示範教學之理論源自 Albert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Bellini & 

Akullian, 2007)，包含二項概念(張春興，

2005；Bandura, 1977)： 

（一）觀察學習 

    觀察學習是指學習者以旁觀者的角度，

觀察別人的行為表現，就能獲得學習；另

外，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後果，也可以間

接學習到經驗。 

（二）模仿 

    模仿指的是個體藉由觀察學習時，對

他人的行為進行仿效，再做出自己的行為

表現。 

    從社會學習理論基礎概念，說明了學

習者透過觀察學習和模仿的方式去學習技

能。因此，影片示範教學策略就以此理論

去延伸相關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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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片示範教學的類型與步驟 

（一）影片示範教學的類型 

根據國內外文獻資料，影片示範教學

的進行方式可以分成以下三種（王慧婷，

2013；Tetreault & Lerman, 2010; Bainbridge 

& Myles, 1999; Ogeltree & Fischer, 

1995）： 

1.人像影片示範：指能清楚從影片中觀察

到示範者的動作及臉部表情，包含自我示

範(self modeling)、同儕示範(peer modeling)

和成人示範(adult modeling)。例如：利用

同儕示範影片，教導兩位自閉症學生團體

遊戲的方法，成功提升他們達成目標行為

的百分比(Kourassanis, Jones, & Fienup, 

2015)。 

2.非人像影片示範：指在影片中只能觀察

到示範者臉部以外的身體部位，不能觀察

到臉部表情，如情境轉換或視點示範

(subject’s point of view modeling)。 

3.似人像影片示範：指示範者使用卡通人

物、玩偶或其他似人像製作的影片。如：

利用大黃蜂、柯博文的模型錄製、剪輯片

教導自閉症學生數數(Ohtake, 2016)。 

  本研究的教學策略是採用「人像影片

示範」做為影像楷模，並採用同儕示範做

為影像示範者，學生透過觀察和模仿同儕

的動作，學習拖地的正確步驟。 

（二）影片示範教學的步驟 

  莊素貞、尤嘉琳（2011）整理國內外

文獻，得到影片示範教學的八個步驟，以

下分點介紹： 

1.確定與選擇目標行為 

教學前，要先設定欲讓學生達成的目

標行為，目標行為必須是具體化及可觀察

的行為，這樣有助於接下來的研究紀錄。 

2.選擇示範者 

在影片示範教學中選擇一個能將目標

行為清楚且完整的呈現出來的示範者，如：

學習者本身、同儕或成人。 

3.準備拍攝場地 

選擇拍攝場地時，環境最好要有充足

的亮度。拍攝背景中須特別留意是否有容

易吸引學習者注意力的物品，或是不相干

的物品，以免分散掉學習者的注意力。 

4.拍攝目標行為 

    拍攝影片前，必須先訓練示範者，且

為避免學習者產生混淆，只需要拍攝目標

行為即可。 

5.影片剪輯 

影片播放速度宜適中，影片的長度也

要適中，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進行影片示範

教學，平均使用三到五分鐘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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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播放目標行為的影片 

    播放影片時，需選擇一個特定的時間

和地點，並防止任何會使影片播放中斷的

因素。 

7.練習影片中的目標行為 

教師可以視學習者的需要重複播 

放影片，並鼓勵學習者練習做出目標行

為。 

 

 

 

 

 

 

 

 

 

 

 

 

 

 

 

 

 

 

8.維持和類化 

    學生習得目標行為後，要能繼續維持，

並類化至其他人、環境或行為。 

三、運用影片示範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生

活管理的相關研究 

    影片示範教學除了應用在自閉症學生

身上，近幾年也可以看見應用在智能障礙

學生身上，如表 1 所示。 

 

 

 

 

 

 

 

 

 

 

 

 

 

 

 

 

 

 

表 1 

影片示範教學應用在智能障礙學生之相關研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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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整理近年影片示範教學的相關研

究，可以看出將影片示範教學運用在智能

障礙學生上，具有良好的立即與維持成效，

並可教導生活管理中的不同學習表現向

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兩名就讀臺中市

某國小特教班三年級學生，其身心障礙證

明為中度智能障礙，取得家長同意進行本

研究。本研究對象特質、能力分述如下： 

(一)受試甲：女生，9 歲 3 個月，中度智

能障礙。口語理解、表達能力不佳、上課

易受事物干擾分心，動作能力表現尚可。 

(二)受試乙：男生，9 歲 3 個月，中度智

能障礙。口語理解、表達能力不佳，動作 

能力表現較笨拙。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本研究採單一受試法的多

基線跨受試之實驗設計，探討受試者接受

影片示範教學的立即學習效果以及維持效

果。分為三個階段進行，以下針對基線期、

介入期、維持期分別說明如下： 

(一)基線期 

  本階段不實施介入教學，由研究者對

研究對象進行至少三次目標行為的試探，

直到資料趨於穩定，建立基準線。本階段

教師會告訴受試者：「開始拖地了」，開 

始用自編「拖地動作評量表」記錄受試者

拖地步驟完成的情形，每個行為間延宕時

間 10秒鐘，若無反應則結束紀錄；若失敗

會或出現危險行為也同樣結束紀錄。 

(二)介入期 

  當基線期曲線呈現穩定水準後，進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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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期，實施方式為觀看影片及實作評量

兩部分。影片觀看時間為每天一次，每次

重複觀看兩次影片約七分鐘，觀看後立即

進入實作。 

    對受試甲進行教學介入，待受試甲的

評量資料顯示連續三次以上達到至少 75%

以上的精熟水準，則進入維持期。當甲評

量資料顯示連續三次以上達到至少 75%以

上的精熟水準，則乙進入介入期，連續三

次以上達到至少 75%以上的精熟水準，則

進入維持期。 

(三)維持期 

  此階段主要測試在影片示範教學過 

後，受試者在拖地之技能是否有所維持。 

每天持續進行實作評量，評量期間不給予 

 

 

 

 

 

 

 

 

 

 

 

任何的介入，並將其結果記錄在評量表

上。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自變

項為「影片示範教學」，依變項為受試者「拖

地」能力之立即學習與維持效果。 

    本研究將拖地行為採工作分析方式如

表 2，設計影片腳本內容，經班上另一位

具特教背景及研究所背景的教師討論、修

改後，影片主角由班上六年級學生示範，

剪輯後製加上語音步驟提示。 

  為減少自變項之干擾，儘量維持各方

面條件之一致，排除干擾因素及突發狀況，

其控制變項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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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者 

  本研究三階段所有教學工作皆由研究

者擔任，避免因不同教學方式而造成差

異。 

（二）教學時間 

    受試甲教學時間為每天早上 7:40 開

始，約進行 20 分鐘，包含觀看影片、實作。

受試乙教學時間為每天中午吃飯後的班級

生活訓練時間，約進行 20 分鐘，若當日為

半天課程，經與受試乙討論並由受試乙同

意後，在 20 分鐘的下課時間進行。 

（三）教學地點 

  皆為受試者的特教班教室內。 

 

 

 

 

 

 

 

 

 

 

 

 

 

（四）評量者 

    評量者為研究者及特教班另一位教師，

兩位皆為國立大學特教系畢業，並都具有

研究所背景，皆修習過單一受試相關課

程。 

（五）評量方式與計分 

    評量方式係使用自編「拖地行為評量

表」，將拖地行為分為 11 個步驟，記錄每

次活動時每次目標行為完成及提示的程度，

自行完成該步驟：2 分；教師口頭、手勢、

眼神提示或是僅完成步驟的部分動作：1

分；教師完全協助該步驟：0 分，共 22 分，

每次計算總分÷22×100%。 

表 2 

拖地工作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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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視覺分析 

  首先將研究資料以 EXCEL 統計軟體

繪製曲線圖，進一步由曲線圖分析三位受

試者之洗碗技能為在基線期、介入期與維

持期的變化情形，再分析結果摘要表進行

視覺分析，了解階段內變化及階段間變化

趨勢。 

（二）信效度分析 

1.評分者一致性：本研究利用評分者信度

來建立本研究信度，本研究在基線期、介

入期及維持期三個階段對二位受試者進行

評量資料的蒐集，受試者進行拖地時，由

研究者與另一名教師在旁一同觀察受試者

執行的正確性及記錄提示的階段後寫下得

分，計算公式如下：一致性百分比=兩人

記錄一致的次數÷(兩人記錄一致的次數+ 

兩人記錄不一致)的次數×100%。 

2.信度結果： 

（一）甲生方面的信度百分比：基線期為

90%、介入期為 92%、維持期為 100%。 

（二）乙生方面的信度百分比：基線期為

100%、介入期 96%、100%。 

3.社會效度：本研究的效度考驗採社會效

度，透過主觀的回饋資料，評量介入處理

的實用性與一般人接受的程度。自編「社

會效度評量表」，給父母與導師觀看第一次

基線期和最後一次介入期的拖地過程影片，

評量技能提升的程度以及影片示範教學有

效程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整體資料分析 

    圖 2 為受試者甲、受試者乙拖地行為

達成百分率曲線圖。 

(一) 受試者甲 

    受試甲評量結果介於 11-19%，平均水

準為 14.7%，由於此階段未實施教學，受

試者僅能做出拿拖把等動作，並未能完成

拖地即結束觀察。進入介入期後，由 53%

上升至 91%，平均水準為 73.8%，可看出

在影片示範教學介入後，正確率提升且穩

定成長，並且通過標準，進入維持期。維

持期的平均水準為 83%，顯示出影片撤除

後，受試甲仍可以完成大部分步驟，雖在

最後一次有下降，但平均水準仍高於介入

期以及精熟水準 75%。 

(二) 受試者乙 

    在基線期，受試乙評量結果平均水準

為 18%，受試者僅能做出拿拖把等動作，

並未完成拖地即結束觀察，呈現穩定的狀

態。進入介入期後，由 64%上升至 86%，

平均水準77.3%，正確率提升且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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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通過標準，進入維持期。維持期的平

均水準為 82%，顯示出影片撤除後，受試 

 

 

 

 

 

 

 

 

 

 

 

 

 

 

 

 

 

 

 

 

 

 

 

 

乙仍可以完成大部分步驟，平均水準也仍

高於精熟水準 75%。 

 

 

 

 

 

 

 

 

 

 

 

 

 

 

 

 

 

 

 

 

 

 

 

 

 

 

 

 

 
圖 2 受試甲及受試乙拖地行為達成百分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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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內分析與階段間分析 

（一）受試甲 

    如表 3 所示。 

 

 

 

 

 

 

 

 

 

 

 

 

 

 

 

 

 

 

 

 

 

 

 

 

 

 

 

 

 

 

 

 

 

 

 

 

 

 

 

 

 

 

 

 

 

 

 

 

 

 

 

表 3 

受試甲拖地達成率階段內及階段間摘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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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試乙 

    如表 4 所示。 

 

 

 

 

 

 

 

 

 

 

 

 

 

 

 

 

 

 

 

 

 

 

 

 

 

 

 

 

 

 

 

 

 

 

 

 

 

 

 

 

 

 

 

 

 

 

 

 

 

 

表 4 

受試乙拖地達成率階段內及階段間摘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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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效度分析 

  在受試者完成評量後，請家長觀看兩

位受試者第一次基線期與最後一次介入期

的拖地過程影片，收回訪談問卷並統計結

果後，家長對學生拖地動作的步驟、動作

技能提升皆給予正向回饋，並對影片示範

教學中，教導拖地的動作表現及步驟給予

肯定，顯示本研究具有高社會效度。 

四、影片示範教學對國小中度智障障礙學

生生活管理之成效與差異 

    兩位受試者從觀看示範影片時，對影

片中的同儕示範非常感興趣，會在每次開

始前說要看同儕名字的拖地影片學拖地，

在觀看時，也能表現出專注，並會跟著唸

影片中的步驟提示句。兩位受試者在介入

期、維持期在拖地技能的學習上，能記住

工作分析下的 11 個拖地步驟，但評量時，

因無法完成每一個步驟中的操作型定義，

例如：拉把手 4 下，有時僅拉 3 下或拉了

超過的數量，故得到的評量分數較低，但

整體的成效上，能有效記住 11 個步驟及在

基本拖地的拖出去及拉回來的動作表現皆

受到導師及家長的認可。 

    差異上，受試甲的介入期較受試乙長，

因本實驗研究為介入期需通過 75%以上標

準三次後才進入維持期，表示受試甲在介

入期需較多次數的影片示範介入以及練習，

才能提升拖地水準，而受試乙需要的次數

則較少，在維持期時，受試甲以及受試乙

仍在拉把手 4 下需教師的提示，受試甲則

在最後一次為評量時下降，因受試甲的拉

把手 4 下跟沖水 5 秒皆在開始評量時，未

出現數出數字的動作，由教師提醒後才開

始數，在拖下一排的動作時，也有所猶豫

需教師提示正確位子，推測是因隔週測驗

的關係。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此次因班上學生限制，故僅挑

選兩位能力及參與研究時間能符合的學

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結果影片示範教學的介入，對

於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拖地有立即成效

及維持成效，結果與參考的國內外文獻的

研究結論一致，表示影片示範教學能提升

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生活管理。（李英綸，

2014；徐淑美，2019；許憶君等人，2015；

許瀞分等人，2015；張志民等人，2015； 

Kanfush et al., 2019；Susilowati et al., 2018），

其中對於提升智能障礙生活管理技能的文

獻中有提到，學生會跟著步驟唸出聲音（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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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美，2019；張志民等人，2015），也有提

到雖可完成步驟，但動作的品質會因學生

本身態度或個性有所差異（徐淑美，

2019）。 

二、建議 

(一)實務教學建議 

1.可以進行生活技能訪談、分析，並與家

長配合，練習在家中的類化或只能家庭情

境學習的技能。 

2.觀察發現受試者在拖地時，會嘗試說出

聽到的步驟，故建議影片中除了簡單的步

驟語音提示外，也可以搭配簡單且明確的

口訣。  

(二)未來研究建議 

1.可增加類化情境，探討影片示範教學在

跨情境中的類化成效。 

2.可延伸運用到生活技能管理中，其他向

度如：自我照顧、社區參與以及自我決策，

並參考其指標，開發更多影片腳本，以提

升身心障礙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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