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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類 





雲林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現況與困境探討 

林庭安 

雲林縣越港國民小學 

摘要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為特殊教育支持服務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討雲林縣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所面臨的現況及困境。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的進行研究，訪談對象為六

位雲林縣內兼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藉由此研究了解目前雲林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

隊的現況與困境，研究結果中呈現出家長參與度低、專業間缺少溝通管道及服務內容界

定不清等等的情況。以期這些研究結果能成為未來雲林相關單位運作之參考。 

關鍵字：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支持服務、相關專業人員 

壹、緒論

美國在 1975 年的《殘障兒童教育法

案》 (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即 PL 94-142 公法)提及學校

需為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提供免費的相關

專業團隊服務 (multidisciplinary team)，包

括物理治療、語言治療、職能治療、心理

治療等（汪宜霈、王志中，2000）。隨後，

我國也於 1997 年進行《特殊教育法》修

法，並明文指出，學校將對身心障礙學生

的教學、評量和輔導工作，需以團隊合作

的方式進行，且須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需

要，給予相關專業人員的資源服務。同時

也因著時代的演變，在 2023 年《特殊教育

法》修法中，也顯出融合教育為目前特殊

教育的發展趨勢，特殊需求的學生得享有

與一般學生相同平等的受教權，且在零拒

絕的教育政策之下，特殊需求的學生慢慢

開始進入普通教育中進行融合教育的學

習。為了提升融合教育的普及性和可及性，

國內陸續提出了許多相關支持服務措施。

目前我國教育部頒布《特殊教育法》、《特

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特殊

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

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

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及《特

殊教育學校設立變更停辦合併及人員編制

標準》等法條中分別提及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團隊之設置及人員編制等規章。 

貳、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之意涵

一、專業團隊的定義 

專業團隊旨由受過不同專業訓練的

人，一同組織起來的團隊，專業間以合作

的方式進行，提供給身心障礙兒童適性完

整的服務，已解決所面臨的問題（鈕文英，

1997）。專業團隊是由一群來自不同專業背

景與技術的人，組成一個團隊，團隊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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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工，每人負責自己的專長，處理團

隊中共同問題，過程中反覆分工及檢視，

評鑑團隊的目標與成效，最後，團隊會共

同承擔結果（蔡昆瀛、張芳慈，2010）。蔡

昆瀛（2009）提出專業團隊是二位以上的

專業人員合作，為完成共同目標如篩選、

鑑定安置、課程設計或評量等，且與家長

進行訊息的聯繫及分享相關的專業知能，

而這些過程必須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 

二、專業團隊的合作模式 

專業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模式可區

分為以下三種整合模式：多專業整合模式

（multi-disciplinary team）、專業間整合模

式（inter-disciplinary team）、跨專業整合模

式（ trans-disciplinary team）（鈕文英，

1997），以下將三種合作模式進行分述： 

（一）多專業整合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 

Orelovec and Sobsey (1996) 指出在

「多專業合作」的模式裡，是由多個領域

專業人員分別對個案提供評估和服務。雖

然每個專業人員面對的是相同個案，但是

他們彼此之間是獨立作業，各自負責提供

自己的專業，專業間不會進行討論溝通。

也就是說，各專業人員是各自對個案進行

評估和設計介入計畫並執行專業訓練活

動，彼此之間沒有實質的「合作」關係（王

天苗，2003）。多專業模式的優點在於各專

業間不會互相干擾能各自進行服務，執行

上較便利。反之，缺點就各專業間的服務

並未整合，各個專業領域各行其事，有可

能服務的內容重疊，彼此卻不知。此種服

務模式無法有利於專業人員在專業的成

長、個案狀況及家庭功能的提升（楊廣文、

成戎珠，2013）。 

（二）專業間整合模式（inter-disciplinary 

team） 

蔡昆瀛（2009）提出「專業間整合模

式」仍由各專業人員分別評估個案，但在

設計介入計畫或擬定目標時會先透過家長

和整個團隊或團隊代表進行溝通，團隊間

彼此溝通分享各自所擬訂之目標。討論完

之後，專業人員會各自實施所屬的專業目

標，各自為個案提供服務。服務過程中會

盡量融入其他專業的想法觀點，團隊定期

招開會議，加強專業間的溝通。此專業間

整合模式的優點為專業間已開始建立正式

的溝通管道，彼此間開始有所聯繫並統整

訊息，但在評估及服務上仍是以獨立和直

接的方式為主。 

（三）跨專業整合模式（trans-disciplinary 

team） 

「跨專業整合模式」為專業人員在進

行個案評估、設計介入策略計畫、擬定目

標或執行專業訓練活動的過程中，專業人

員間會充份合作溝通，彼此互相支援和協

助（王天苗，2003）。在此模式中，家長亦

為團隊中的一員，並扮演主動及全程參與

的角色（蔡昆瀛，2009）。團隊共同完成擬

定計畫之後，主要會交由符合個案需求的

某一位專業人員擔任執行角色，該專業人

員除了負責執行計畫之外，同時也會擔任

團隊中的主要協調者角色（楊廣文、成戎

珠，2013）。團隊在協調者的引導之下，團

隊成員和個案家長會依據家庭的需求及資

源，彼此共同商討、擬定和實施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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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計畫期間，會定期召開會議交換資

訊與專業知能。此專業以團隊合作模式為

主，團隊中的成員彼此之間應跨越專業間

的鴻溝，藉由相互學習、教導及共同合作，

運作出整合性的服務模式（廖華芳、李宜

靜、吳文豪、林麗英、高麗芷，1999）。 

三、專業團隊的服務模式 

專業團隊人員進入到學校系統對學

生提供的專業服務主要可以分為兩種服務

方式：「直接服務」和「間接服務」。以下

分別敘述說明： 

（一）直接服務 

直接服務指由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員

本身或專業團隊對有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

在現場直接進行專業服務接觸，以解決個

案的問題（蔡昆瀛，2009；楊廣文、成戎

珠，2013）。直接治療依服務場域可分為抽

離和融合兩種模式，抽離式的直接服務為：

專業人員將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抽離原本的

學習環境至另一場所單獨進行服務，而此

服務方式為現場中最常看到的模式；融合

式直接服務：專業人員在有特殊需求的學

生與同儕共同學習時進行服務，讓學生在

自然的情境下，學習新的技能並且能和同

儕產生互動（莊妙芬、陳采緹，2003）。直

接服務通常為單一專業人員進行服務，因

此也較為耗費人力、時間和金錢，且較難

達到專業統整的成效（任宜君，2012）。 

（二）間接服務 

間接服務指專業團隊的人員不會直

接提供服務給學生，而是在評估學生的現

況能力後，經由團隊間的共同討論擬定計

畫，提供給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

學校行政相關教師及家長的指導服務。相

關專業人員須要定期與執行計畫者進行後

續追蹤與檢討，並持續觀察學生進步成效

以確保計畫是否需要調整內容（任宜君，

2012；胡藝馨，2019）。事實上，針對需求

較少或較輕微的學生，相關專業人員只需

要提供特教教師、普通教師或家長一些課

程或教學方面的諮詢（楊俊威，2003）。入

班觀察與諮詢服務也皆屬於間接服務的一

種。 

四、專業團隊的服內容 

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中每位團員都

有自己該負責扮演的角色和責任，團隊中

除了老師和家長以外，本縣相關專業人員

包括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

師、心理師及聽力師，以下敘述相關專業

人員服務的重點，說明如表 1。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並使用半結構

式訪談，分別針對雲林學校專業團隊治療

師進行訪談。藉由此訪談希望能夠了解雲

林縣內學校治療師對於專業團隊的運作之

現況與困境。 
二、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研究者目前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之研究生，目前任職於雲林縣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且負責學校專業團隊

的相關業務，故能了解目前雲林縣學校專

業團隊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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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內容說明 

（二）訪談提綱 

 本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根

據專業團隊相關文獻及自身在雲林服務所

遇到的現況預先擬定自編訪談大綱。訪綱

初稿擬定完成後，研究者將訪綱初稿內容

與雲林縣特教科及特教中心分別兩位相關

業務人員討論並進行修改，以建立專家內

容效度。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應，

適時調整題目先後順序，並進行追問和澄

清，且依據受訪者之回應，延伸相關主題，

增加訪談內容的完整性。 

（三）紀錄工具 

本研究使用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研

究。訪談前取得受訪者的同意才進行錄音

及訪談。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方式，篩選六位

雲林縣特殊教育兼任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訪

談，訪談對象如表 2。 
 
表 2 
訪談對象資料 

性別 服務年資 服務類別 

女 9 物理治療師 

女 15 物理治療師 

男 4 職能治療師 

女 5 職能治療師 

女 10 語言治療師 

女 23 語言治療師 

 

專業類別 專業服務內容要點 
物理治療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移動、行走、身體平衡、動作 協調、關節活動度、體

適能、行動與擺位輔具的使用或環境調整與改造等的問題。 
職能治療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和參與活動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手功

能、手眼協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力、感覺統合、生活輔具的使用、環

境改造等。 

語言治療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溝通障礙和吞嚥障礙兩部分，服務內容在處理口腔功

能、吞嚥、構音、語暢、嗓音、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和溝通輔具的使用

等問題。 
聽力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聽力、聽知覺、助聽器的選配及使用和教室聲響環境

之改善等問題。 
臨床心理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思情緒及行為上嚴重偏差的問題。  

諮商心理師 主要為解決學生在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礙及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

之改善等問題。 

資料來源：王天苗等人（2003）。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作業手冊，教育部特殊教

育工作小組；劉于菱、謝昀辰、周士城（2019）。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業服

務中心執行工作手冊（第二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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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 

研究者將電話訪談蒐集到的訪談內

容繕打成逐字稿，接著依據訪談大綱題目

進行文字整理，並標示出有意義的文字進

行編碼分析。最後歸納出數個議題進行討

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研究者訪談資料的分析與歸納，

以下將針對雲林縣內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之

現況與困境進行探討，將依序分成「專業

團隊合作模式」、「專業團隊服務模式」及

「專業團隊成員間的角色定位」三大層面

進行分析討論。 

一、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目前雲林縣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以實

施專業間整合模式為主。專業間整合模式

由專業治療師各自進行個案評估，在擬定

介入計畫和目標時各專業和家長及老師會

進行個案目標的討論及協調，目標擬定之

後，團隊彼此之間互相分享討論各自擬定

之目標，討論結束後各專業將各自對個案

實施服務。治療師服務的過程中，團隊將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個案介入情況，適時

調整介入方式和策略。目前，雲林縣專業

團隊合作模式之現況與困境： 

（一）家長參與度低 

專業間整合模式的運作，家長也為團

隊當中重要的角色。雲林縣內家長對於專

業團隊的參與度不佳，資料統整後，總結

以下幾點因素：工作繁忙、隔代教養、文

化不利及特殊教育知能薄弱，導致家長對

於專業團隊會議的參與度下降。雲林縣地

區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較多，年輕人口外

移，導致許多隔代教養問題產生。家中長

輩對於教育的觀念也相對較低弱，平時工

作之餘也無力教育孩童，許多孩童回家後

無人照顧。因此，雲林縣在整體家庭功能

不穩定的狀態下，家長對於學校相關專業

團隊的投入程度相對也較低。 

（二）專業間缺少溝通管道 

專業間整合模式運作過程中，專業人

員之間會有較多的溝通和互動。服務過程，

專業人員之間會定期開會，彼此互相討論

評估個案介入情況，並給予建議、調整介

入策略等等。會議結束後，各專業人員將

分別對個案進行服務。雲林縣內專業間成

員缺乏溝通合作，大部分團隊期初共同開

完會議並擬定目標之後，專業間各自進行

介入，介入期間專業人員之間缺乏聯繫交

流，且不一會定時招開團隊會議。訪談資

料統整後，總結因素可能為：缺乏連結管

道及缺乏溝通平台。專業團隊會議的安排

需要多方協調大家的時間，因此時常無法

全員到齊，導致專業人員之間會有互不相

往的情況發生。除了專業團隊會議以外，

也較少有其他平台能夠讓專業人員們彼此

互動連結討論個案情況。 

雲林縣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仍以專業

間整合模式為主，運作上面臨家長參與度

低及缺乏溝通管道的困境。許多文獻皆指

出，跨專業整合模式為最佳的合作模式，

且缺點相較比較少的模式（賴志和、黃苑

菁、蔡維廷、賴思婷 ，2017）。但也因在

跨專業整合模式的運作中，家長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所以在實施上較困難。僅

管在法規中有強調家長的參與，但教育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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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家長的參與度仍顯不足（洪榮照，

2008）。除了家長參與以外，專業人員之間

的溝通更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溝通」包

括專業間的溝通、行政間的對話及人員間

的互動與討論，唯有透過團隊成員彼此的

合作過程，互相瞭解與學習，才能共同走

向目標，然而，跨專業合作的阻礙往往是

「時間」與「距離」，因此我們須學習運用

不同的變通方式，化解時間與距離產生的

阻礙（張翠娥、鈕文英，2007）。 

事實上，從以前到現在，理想中的合

作模式與現實進行的景況依然有一段差

距，因為仍有許多問題存在（何淑萍、邱

于容、蔡珮緹，2008）。期待未來雲林的專

業團隊合作模式，能從專業間整合模式慢

慢走進跨專業整合模式。專業團隊間的成

員能夠有多元暢通的溝通管道，落實專業

間角色釋放，釋放自己領域的專業知識與

技巧，教導其他領域的團隊成員，使其能

在團隊成員彼此的協助下，有效運用新習

得之其他專業領域的策略技巧，互相合作

共同成長，朝向跨專業整合模式邁進。 

二、專業團隊服務模式 

雲林縣內的服務模式依教育階段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國中小階段以抽離式直

接服務為主，間接諮詢服務為輔的服務模

式進行；學前階段以抽離及融合式直接服

務和間接入班觀察與諮詢服務並重為主要

服務模式。以下分別闡述雲林縣不同教育

階段服務模式之現況： 

（一）國中小教育階段 

目前雲林縣國中小階段服務方式以

抽離式直接服務為主。服務時間大致分配

為每次服務以 40-50 分鐘進行抽離式直接

服務，10-20 分鐘進行間接諮詢服務。融合

式直接服務與間接入班觀察服務目前在國

中小階段較為少見，此兩種服務方式大多

進行於特教班。普遍資源班和普通班教師

不習慣課堂上有其他專業人員出現且會認

為班上有專業人員參與課程會影響授課進

行。另一方面，如進行融合式直接服務與

間接入班觀察服務，必須配合時段，選擇

合適的課程進行觀察，因每堂課的課程內

容、互動性及教學方式皆不相同，專業人

員能參與以及能觀察到的面向也有所限

制。因此，融合式直接服務與間接入班觀

察服務較少在國中小教育階段進行。訪談

中治療師談到，融合式直接服務、間接入

班觀察與諮詢服務是整體服務重要的一

環，專業人員能在團體中看到學生真實的

樣態和能力，也能在教學環境中具體提供

並示範相關調整策略，最後能透過諮詢回

應與解決教師所遇到的困擾。 

（二）學前教育階段 

目前雲林縣學前教育階段服務方式

以抽離／融合式直接服務與間接入班觀察

／諮詢服務為主要實施方式。服務時間大

致分配為每次服務以 10-15 分鐘進行間接

入班觀察服務，30-40 分鐘進行抽離／融

合式直接服務服務，10-15 分鐘進行間接

諮詢服務。學前階段課程較彈性且互動性

高，因此，專業人員多數會運用多元的方

式進行專業團隊服務。訪談中治療師分享

自身經驗，表示在學前教育階段，因幼兒

園的課程型態及老師對於治療師入班觀察

與協同教學的合作意願度較高，所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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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進行入班觀察和協同教學的機會也大幅

提升。從學校端的回饋中，反應出入班觀

察和協同教學的服務方式，確實能增進服

務效益。 

雲林縣專業團隊服務模式因應不同

的教育階段而有所差異。不同教育階段的

學習環境、方式、內容及教師認知背景等

皆有所異，因而間接影響專業人員在服務

上的模式。目前國中小階段以直接服務為

主，學前階段則同時運用直接服務與間接

服務。Dule et al., (1999)的研究調查中指

出，多數治療師認為，在服務教育系統中，

治療師應成為功能性的協助角色，而非進

行傳統的直接式服務。此外，有國外學者

建議，專業團隊治療師在學校運作中，應

以間接服務為主，此方式才能真正有效的

協助老師及特殊學求學生解決在學校所遇

到的困境（孫世恆、王天苗，2004）。 

雲林縣目前整體專業團隊的服務模

式仍以直接服務為主。有研究提到，目前

學校環境中，治療師大多還是採用「直接

服務」的方式進行（黃靄雯、林珮如、康

琳茹、陳麗如、陳惠茹、廖華芳，2017；

林鋐宇、甘蜀美、陳瑄妮，2006）。雖然每

種治療師會呈現不同的介入方式，但根據

多項研究指出抽離式直接服務依然是主要

介入的服務模式，間接服務為次要的服務

模式，然而，這種服務趨勢與理想中應該

使用的間接服務方式相去甚遠（林鋐宇、

甘蜀美、陳瑄妮，2006）。期待未來能逐漸

採取由間接服務為主的服務方式，唯有此

方式，才能有效地發揮相關專業團隊合作

帶來的效益。 

三、專業團隊成員間的角色定位 

專業團隊中要達到良好的合作關係，

團隊成員之間須能夠彼此理解角色定位。

因此，專業團隊成員：特殊教育教師、普

通教育教師、相關專業人員、教育行政人

員等等彼此之間需要釐清、了解和認同互

相的角色定位和工作內容，才能有效的發

揮團隊功能。雲林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包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

療師、心理師和聽力師，每個專業類別的

治療師各自有負責的領域和專長。以下為

統整訪談內容後，整理出目前專業團隊成

員在彼此的角色定位上面臨之現況： 

（一）專業團隊成員對彼此的服務內容不

清楚

大部分學校的教師能夠釐清各類別

的專業服務內容，但仍有部分學校教師對

於各類別治療師服務的內容不理解，無法

區辨各專業類別的差異，尤其偏鄉地區學

校更加明顯。訪談中治療師談到，服務中

有遇到學校因不理解各類別治療師的服務

內容，而造成學生申請服務類別不符合學

生需求的狀況發生，或是學校會提出不屬

該治療師服務的內容，請治療師服務的情

況，以上皆專業人員之間不瞭解各專業服

務而產生的問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也

曾經表示有些治療師，不瞭解學校教師的

服務內容及學校日常作息，進而影響在給

予專業建議時無法符合學校老師及學生的

需求。因此，相關專業團隊能有效運作的

重要關鍵，是專業團隊成員之間需彼此互

相溝通合作，瞭解各角色的定位和服務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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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教師在團隊中角色不清楚 

專業團隊中，特殊教育教師在合作中

的合作角色相當重要，需要承擔起主動協

調溝通的的角色。訪談中提到，有部分的

特教教師在團隊角色上較難明確找到自己

的定位，合作中無法承擔起主導與協調的

角色。治療師進入學校服務過程中，有些

特教教師呈現被動協助的情形或是把主導

權交給治療師，將自己設定為輔助的角色。

特教教師對於教學場域、學生、家長及行

政較熟悉，理想中應拾起專業團隊的主導

權，成為重要的溝通運作橋樑。 

（三）學校相關專業服務與醫療體系服務

之差異 

學校系統所提供的專業團隊服務不

是醫療服務，而是協助老師面對學生在學

校學習環境中所遇到的困境。雲林縣內大

部分老師會將學校端專業團隊服務視為醫

療服務，而造成與治療師在溝通或服務上

產生出入，或忽略了有些學生需要進醫療

體系進行服務的需求。訪談中治療師提到，

有些學校老師或家長會認為學生已經有申

請學校專業團隊治療師入校服務，因此不

需要額外接受醫療單位的專業治療及復

健，因而造成錯過治療黃金期的情況發生。

期待未來專業間成員能清楚理解學校相關

專業團隊和醫療體系的異同，以利提供學

生最適當的建議及服務。 

在專業團隊運作中，要能有效地發揮

團隊功能，首先，各團隊成員能夠清楚瞭

解角色定位及彼此服務內容。特殊教育教

師在專業團隊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他們的地位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教學的角

色，而是擴展到多元文化和專業化的領域，

他們需要扮演傳遞資訊和解決問題的諮詢

者角色，其角色功能和責任要求也比以往

更加重要（李重毅，2003）。有研究也指出，

特殊教育教師對自己在專業團隊中的角色

定位感到不明確，缺乏對自身能力的信心，

在專業合作上他們常常退居到輔助的位

置，甚至選擇退出與其他教師共同合作的

機會，除此之外，特殊教育教師對不同領

域治療師的了解程度不足也是一個需被重

視問題，此狀況導致特教老師難以明確了

解特殊教育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應該轉介給

哪個領域的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也不

清楚不同領域治療師能夠提供哪些服務

（林鋐宇、甘蜀美、陳瑄妮，2006）。最後，

學校與醫療為兩個不同的體系，因此服務

的方式也有所差異。專業團隊中的成員要

如何在不同專業背景和場域中有效的合作

也將是大家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訪談雲林縣內學校系統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團隊人員，針對縣內目前專

業團隊服務的現況與困境進行上述探討。

專業團隊成員彼此之間如能有良好的合作

關係，相信能讓團隊發揮最大的成效。從

研究中可以發現，雲林縣內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團隊在合作模式、服務模式及角色定

位上面臨挑戰，研究者針對本研究結果，

出以下建議： 

一、提供專業團隊成員彼此之間多元的聯

繫管道 

專業團隊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團隊運

作上的重要關鍵，此外，每位團隊中的成

員都需要瞭解並認同自己和其他成員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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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中的角色和定位，透過良好的溝通互動，

才能使專業間形成密切的合作，並發揮團

隊的最大功效。因此，為了增進團隊成員

之間的合作連結，可以透過網路資訊平台

的方式進行，減少交通時間也較具便利性

及立即性。團隊可以建立通訊群組、視訊

會議或群組對話等方式，提升團隊成員間

聯繫的密集程度，並且透過通訊軟體定期

線上討論學生狀況。 

二、鼓勵家長參與專業團隊運作 

家長參與是專業團隊運作中相當重

要的一環，至今，雲林縣家長普遍參與專

業團隊運作的程度仍不活躍。有研究指出，

家長和專業人員間無法有效合作的原因之

一在於彼此角色特質的不同、對專業團隊

服務運作的不瞭解以及對特殊教育專業知

能的缺乏，以上皆導致無法有效進行專業

團隊的合作（洪榮照，2008）。另外，如家

長在家時能配合教師或專業人員的服務建

議，可提高學生的進步效率，同時也能夠

使學生將學校中所學到的能力更有效的應

用在實際生活中（楊俊威，2003）。因此，

合作上教師應和家長明確的說明專業團隊

合作的方式以及所帶來的效益，運作過程

中可以主動邀請家長參與並提供家長相關

的資訊，增進合作的效益。除了教師邀請

家長共同參與之外，希望學校行政單位也

能與教師共同合作，一起鼓勵家長參與專

業團隊的運作。 

三、增進專業團隊成員的專業知能 

學生一天的生活中，待最久的場域不

外乎就是學校和家裡。在學校，老師和學

生的相處時間最多；在家中，家長和學生

的相處時間最長。因此，學校教師和家長

會最了解學生的能力情況和需求，也將在

專業團隊中擔任重要的責任。他們必須清

楚了解各專業所負責的內容，並能區別各

專業間差異，以此促進專業團隊間的合作。

除此之外，如果專業團隊成員在特殊教育

方面的知能不足或彼此之間專業術語難以

理解等等，以上狀況皆將容易造成彼此溝

通上的困難，這也導致有特殊需求的學生

在接受教育的同時，無法兼顧教育與醫療

需求，更無法將相關的專業建議融入教學

中（何淑萍、邱于容、蔡珮緹，2008）。專

業團隊中的成員，各有其擅長的專業領域，

可透過專業團隊間的分享討論或是各教育

機關舉辦研習、講座、工作坊或是特教宣

導等方式，互相瞭解彼此的專業領域並增

進團隊成員們在專業團隊運作方面的知

能。期待透過專業團隊中各成員的努力和

合作，帶給學生最大的引導與協助。 

四、 加強特殊教育教師在團隊中的角色

與功能 

特殊教育教師在專業團隊運作中，為

主要的帶領者，教師本身需有其認知，在

合作過程中，將承擔重要的角色，主導整

個團隊的運作。教師對於自己在專業團隊

中的角色認同和接受程度，通常會影響他

們參與專業合作的態度（莊育芬，2004）。

因此，在專業團隊合作上，特殊教育教師

應先認同自己的角色定位，並釐清角色中

需承擔的工作內容。教師應主動參與專業

團隊合作，願意分享自己的專業知識和熱

情，透過與專業人員間的互動，發揮自己

在專業團隊中的功能和重要性，並建立起

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曾建章、劉斐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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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雲林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現況與困境探討訪談大綱 

一、 目前服務的學校使用的專業團隊合作模式為何？此合作模式在運作上有問到什

麼困境？ 

PT1:「目前已專業間整合為主，希望未來能走向以跨專業整合模式，也期待能與其他專

業合作，例如：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等，可以大家同時間一起服務，

統整個案問題提出整合各專業後能更適切給予的建議。」、「IEP 會議較難參與，因為

要同時配合家長還有治療師的時間，時間不好約，是否能有其他的管道或是方式進行討

論。」 

PT2:「大部份還是以多專業整合模式或專業間整合模式，入校園時各專業要碰在一起比

較困難，除非有認識的治療師，私底下才會討論，較缺少一個大家可以共同討論的時間

和空間。」、「鄉下的家長很多是隔代教養或是沒有在管小孩，不太會知道小孩在學校

的狀況，有時候給的建議他們也不見得會做。」 

OT1:「小學校或是需要特教資源學生數較少的學校，較有機會使用到專業間整合，因爲

通常還是專業各自做各的專業評估及治療，但是在 IEP 時間，各專業、家長、學生較有

時間統一進行討論，所以可以共同討論目標、治療計畫。」、「如果要專業人員間彼此

討論的機會，建議可以使用線上會議、提前擬定 IEP開會時間，以此來增加各專業共同

開會的機會。」、「家長的參與度通常都不高，家長較難請假來學校開會，大部分都和

校內老師開會討論。」 

OT2: 「目前比較像是專業間整合模式。」、「通常家長很少會參與開會討論，尤其偏

鄉地區的家長，很多是隔代教養，很多事做農，早上很早就要出門，不太會關心孩子在

學校的狀況。」、「有些孩子是爺爺奶奶照顧，他們不會使用 3C 用品，有時候打電話也

找不到人，缺乏一個有效的溝通平台。」 

ST1:「目前以實行專業間整合模式為主。」、「這邊的家長不一定都會出席會議，平常

的入校服務家長基本上都不會出現，他們對於專團這一塊的服務可能也比較缺乏瞭解，

但也也一些家長是會關心孩子的狀況的。」、「希望即使家長不在場，仍然可以有其他

的機會與家長互動，讓家長認識專團服務的意義。另外，家長參與亦可有較多機會與其

進行學生溝通問題盤點，有助於目標及介入活動更貼近真實需求。」 

ST2:「應該算是專業間整合，有時候會和其他認識的治療師約一起去入校服務，這樣就

可以一起討論問題給建議，但因為大家時間都很忙，所以通常都是各自約時間自己去服

務。」、「不同專業人員如果能一起討論個案蠻好的，彼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容

易遇到大家可以一起開會討論的時候，或許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進行，不一定要實體開

會討論。」、「偏鄉地區的家長他們的特教觀念比較不足，大部分都忙於工作，早出晚

歸，小孩放學可能也沒有人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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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在學校專業團隊運作上您使用的專業團隊服務的模式為何？此服務模式在

運作上有問到什麼困境？ 

PT1:「目前抽離與諮詢為主，抽離 40 分鐘，諮詢 10-15 分鐘。因為服務的學生以國中、

小為主，有入班的困難。學校端的支持為主要影響原因，例如班導師、科任老師不支持，

認為會影響到上課；甚至資源班老師拒絕協同教學特殊需求課、特教班無法入班觀察的

情形，因為特教老師本身就不太支持。」、「希望學校更支持治療師以入班觀察與協同教

學的方式協助個案，建議能與學校端有更有效的溝通討論，不要直接否定入班觀察與協

同教學的方式。也期待特教科這邊能推廣抽離以外的服務方式。」、「以物理治療師來說，

學校或老師希望在教室內服務，但對於粗大動作部份，我會希望能可能至操場、學校內

遊具、樓梯等環境觀察個案表現，或觀察校內移動、抬餐桶、體育課、打掃等學校活動

表現。」 

PT2:「目前在校的服務模式有直接服務、入班觀察、抽離上課、教師咨詢，國中小通常

會以抽離上課為主，下課時會跟老師進行諮詢。學前和特教班比較常會有入班觀察或是

協同教學的機會。」、「有些老師不習慣課堂上有其他專業人員在，所以不喜歡讓我入班

觀察，這種狀況，我通常會給巡迴老師建議活動或策略，請他們利用時間介入。」 

OT1:「目前幼兒園方面，通常都是會以直接模式配合間接模式進行，會先時間分成三的

部分，先抽離學生出來 30 分鐘進行能力的評估，再以間接模式進行入班觀察 15 分鐘，

看學生參與學校日常生活活動、學習任務的實際表現等，最後會再跟老師進行諮詢 10-15

分鐘。」 

OT2:「服務模式依照孩子和老師的需求而改變，國中小主要以抽離一節課的直接服務方

式為主，下課後才會去跟老師進行諮詢，大約諮詢 10 分鐘左右。」 

ST1:「部分使用直接服務，部分為間接服務模式，通常都會用抽離服務，下課利用時間

和老師進行諮詢。」、「希望參與間接服務的普通班教師，對於間接服務的認識可以再

多一些，有助於治療師和老師的互動及後續投入。」 

ST2:「對於學前和國中小的服務模式會不太一樣，學前老師比較願意讓我進行入班觀察

和協同教學，園所老師覺得協同教學的方式真的有幫助，所以有時候會安排讓我入班協

同。」「學前通常我會 15 分鐘先入班觀察，接著 35 分鐘進行抽離服務，最後大約留 10-

15 分鐘諮詢。」、「國中小的部分通常都是上課將學生抽離，下課與老師進行諮詢，比

較難會使用入班觀察會協同教學，因為國中小的上課方式和學前不一樣，所以需要配合

課程時段，不是每堂課程都適合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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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在專業團隊中成員間在角色定位上是否合宜？在角色定位上有問到什麼困

難？ 

PT1:「大多數學校老師不清楚各專業服務內容的差異，尤其偏鄉地區較嚴重，老師也不

清楚個案需要何種專業的服務，也蠻常提出不是我的物理治療該服務的內容。我通常會

依個案狀況去指導老師是否需要物理治療專業，讓老師透過個案討論更能清楚了解需要

的專業是什麼。」 

PT2:「學校老師通常都不知道物理治療師在做什麼吧?除了語言治療師他們知道之外，

不然怎麼通常都會申請 3 位。比較常聽到就說他動作都很好，那申請物理治療做什麼?

會提出不同治療師的服務內容，但我還是會請老師去問該治療師的專業，畢竟別人的專

業還是不要太多干涉。」 

OT1:「目前我接的學校成員都能符合自己的角色及定位，有些小校的老師較不了解，可

能會需要一些研習或是宣導。」、「政府可以增加親子講座、一般教師及教保人員講座。」 

OT2:「有些老師會分不清楚各專業治療的內容是什麼。」、「有些老師或家長會以為有

學校專團服務就不用去醫院做治療，他們認為學校的服務跟醫院是一樣的，甚至有家長

因為申請到學校的專團服務後就把醫院的治療暫停。」 

ST1:「早期曾遇學校將語文學習成就低成就的學生全部申請語言治療，近期這些問題有

稍微好一些。」、「有些特教老師在合作上的態度較被動，不會主動和我們討論學生狀

況，需要我們主動找他們討論。」、「有些老師比較積極、也會主動約班級老師參與、

安排較多討論時段；有些老師則比較交差性質，個案安排、聯繫不足、為了將時數用完

而沒有思考介入時間安排的適當性，執行時會發生個案缺課的情況。」 

ST2:「有些偏鄉地區的學校老師對於專業團隊上的運作並不了解，合作中處在比較被動

的狀態，沒有成為主動協調溝通的角色，但可能是因為他們也不了解他們的角色位置該

做什麼事情」、「有些老師不會分辨學生的問題該是哪一種治療的服務內容，所以就幫

學生申請錯服務項目。」、「曾經有老師以為他已經幫學生申請了專團，就跟家長說可

以不用帶去醫院進行治療，但這位學生是需要去醫院接受服務的，很可惜因為老師的誤

解，所以造成學生沒有接受到該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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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特殊需求學生科學的類比推理教學-以口罩探究為例 

                       

 

 

摘要 

本研究內容探討科技部補助的「偏鄉技術型高中特殊教育學生的探罩實作營」，總

共有 12 個梯次，每個梯次上課時間 4 小時，旨在研究技術型高中特殊教育學生科學教

學的類比推理一以口罩探究為例的教材設計，這是以提升特殊教育教師及學生的科學智

能為目的，從類比教材的設計至課程反覆的實踐，顯示其適用性極佳，當可推廣至特殊

教師的實務現場。 

壹、前言 

新的科學及科技知識在 21 世紀不斷

增長，尤其台灣的經濟命脈是以工業科技

當主軸，因此特殊生投入科學技術職業的

比例也不斷地增加，因此老師確實有責任

為我們的學生提供最有效的科技知識。美

國的 NCLB 法案：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對我們高中老師而言，如何讓特殊需求學

生跟上時代的步伐，使他們在科學學習的

道路上取得成功更顯得重要，為了提高特

殊生在科學上的認知能力，除了創造適合

科學學習的環境之外，還必須使用各種教

學法來引導其建立概念框架，如何將科學

內容與現實生活經驗聯繫起來，以有效地

引起動機與興趣的關鍵策略是模型的使

用，使用類比及隱喻的教學法讓抽象未知

的科學概念「類比」於學生熟悉的生活經

驗是很重要的，更是特教老師需要學習的

教學知能。 

哪些類比可以增強高層次思維，同時

滿足特教學生的學習需求？老師如何運用

類比或類比推理，才能不至於誤導學生建

構類比的心理圖像時，產生迷失概念。

Stephen Hawking 在他的《時間簡史》中用

了 70 多個日常類比來解釋天體物理學和

量子思想，另外一位因為原子彈而出名的

科學家 Robert Oppenheimer，曾説科學上

大多數重大的進步都是使用類比當作思考

的工具。除了科學家使用了很多具像的類

比，在科學教學中也大量使用類比，

Treagust 與 Harrison(2000)認為我們在

科學課程中使用的解釋，具體研究是在尋

找示例性的科學解釋，Richard Feynman就

是很喜歡用類比來解釋不可觀測的粒子運

動。但過去的研究顯示，類比對於特殊需

求學生的研究偏重於閱讀理解，較少科學

或科技成效的研究，除了呂欣益與潘裕豐

（2021）的研究證明類比教學是可以幫助

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在資訊安全概念

陳美智 

 

高雄市瑞祥高中退休教師 

蔡明富 

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教授暨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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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學習，因此類比的科學教學如何幫助

特教學生及如何推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

議題。本文是以科技部補助的偏鄕技術型

高中特殊教育學生的探罩實作營為例，文

中介紹研究者所採用的類比教材教法，並

實際推廣及應用於特殊教育學生身上。 

貳、類比推理以口罩教材設計的理

論基礎 

類比（Analogy）是將兩個不同的概念

體系藉由類比物的特徵或結構與目標物產

生連結（ Glynn, 1991），而類比教學

（Analogical instruction）是將學生熟

悉的事物作為欲學習概念的類比物，同時

比較此類比物與欲學習的概念差異，藉以

促進學生對於欲學習概念的理解。類比在

科學教學上是一項重要的教學策略，且研

究顯示特定的科學概念進行類比教學能夠

獲致成效（林靜雯、邱美虹，2005）。 

類 比 建 模 角 色 扮 演 的 歷 史 悠 久

（Aubusson et al., 1997, Harrison et al., 

2000），由學生表演科學模型或科學理論來

解釋他們正在學習的現象。例如，學生可

以通過「類似於電子在電線中的運動方向

四處走動」，教學中可藉由角色扮演來增強

學生之學習，Ladrousse (1989) 指出運用角

色扮演來培養學生與他人互動的能力，可

使科學的學習更具吸引力（Hildesrd,1989)。 

Aubusson(2006)指出角色扮演類比推

理模型的好處如下：1.類比推理可以是一

種複雜的思維方式，2.角色扮演培養學生

與他人互動的能力，3.提高學生的積極參

與性，4.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5.讓學生

將自己的經歷帶入課堂，6.為害羞的學生

提供面具，7.允許學生從不同的角度看待

事件，8.澄清概念，9.具有娛樂性。本研

究設計的口罩類比概念教學，是以上述兩

個理論為基礎。 

參、類比教學的口罩案例 

新冠疫情初期，病毒肆虐口罩一片難

求，口罩的責任是防禦肉眼不可見的病毒

或細菌進入呼吸道，雖然口罩是小科學但

是有大學問，如何以類比方式模擬科學家

的概念知識，讓高中特殊需求學生也能懂

科學、做科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學策

略。以下將以科技部補助的「偏鄉技術型

高中特殊教育學生的探罩實作營」為例，

介紹研究者所採用的類比教學。一般醫用

口罩有三層，吸水層、防水層、及靜電層，

但在探究實驗前，必須先了解口罩的材質

之先備知識才能接著進行口罩實作，為什

麼科學家要設計三層? 三層材料或化學物

質要塗佈在什麼布料上，布料的孔洞要緊

密或疏鬆？布料的種類及編織法都是要事

先考慮的重點，就像人必須有骨頭，肉才

能有支撐。 

一、口罩材料的類比： 

布料纖維有天然及人造，種類繁多但

不管哪一種纖維，其基礎編織法中都有好

的柔軟度，經向及緯向交叉區都能增加其

強度（圖 1），但在所有眾多的布料纖維中，

口罩的材料選擇不織布的原因是因為：

（一）其織法不需要經過紡紗過程，纖維

直接經由擠壓黏合而成，表面無紋路，重

量輕，蓬鬆性佳。（二）由於纖維隨機排列

和隔層交叉排列，構成多彎曲通道的纖維

過濾層，讓細菌病毒難通過。為了讓學生

對口罩的材料選擇有更深的概念理解，本

次活動除了用行動顯微鏡觀察不織布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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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外，也使用了兩種類比教學的方式。（三）

過濾的概念是小的顆粒可以通過孔洞，大

的顆粒無法穿透，因此讓學生使用濾網過

濾不同顆粒大小的混合物，以類比細菌病

毒通過不織布纖維孔道的概念（圖 2）。

（四）另外使用角色扮演作為促進科學學

習的另一種方式，某位學生扮演病毒，其

他學生隨機排列或隔層交叉排列，站在教

室出口的方向(代表不織布)，如此代表病

毒的學生難於離開教室，因此可以模擬病

毒細菌分子通過不織布的機率（圖 3）。而

我們從學生的回饋單中得知，學生在此活

動中確實展現極高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二、防水層及吸水層的類比： 

探究防水層及吸水層的對比相對的比

較容易，只要把水滴在防水層及吸水層上

面，便很容易看出哪一層的口罩可以防水，

但是學生乃不免懷疑，防水層是因為有塗

臘或有薄膜才能防水嗎？類比推理是兩個

對象之間的比較，強調兩個對象之間的相

似性（Bartha,2022），任何的類比推理思

考依賴在類比的比較。我們除了使用奈米

沙類比，奈米沙在水中會聚成一團，為什

麼不會散開又不會因為放在水中而變濕？

學生也使用奈米防潑水劑製作表面處理的

物質，真實體會口罩防水層的製作及生活

中的應用。 

三、口罩靜電層的類比： 

電學一直是科學教室中老師最難掌控

的主題，譬如為什麼會有靜電？靜電是如

何產生的？靜電摸不著看不到，沒有辦法

操作要如何探究呢？使用法拉第籠儀器

(圖 4)，學生可以看到靜電的正負性及大

小，但是口罩的靜電非常的小，只有 10-9次

方大小，且須講解單位，儀器又貴，國中

時學到的靜電是個名詞，要如何把一個抽

象的概念，一個沒有人看過的電子描述給

學生？事實上，對於看不見的東西或極度

抽象的科學知識，對一般生就很困難了，

更何況是特殊生。 

接著在以靜電單元的介紹，我們使用

三個類比方式來進行教學說明： 

（一）介紹靜電是如何產生： 

以一塊錢銅幣模擬成電子，男生女生

代表不同的物質，他們手上各黏有相同銅

幣(代表中性)，當男女生手掌心接觸之後，

其手掌上的銅幣因為移動，造成男女生手

上的銅幣數目不相等，最後的結果是；銅

幣多的人帶負電，銅幣少的人正電，如表

1所示摩擦產生靜電的類比。 

（二）口罩靜電偵測技巧： 

使用簡單的場效電晶體以偵測靜電

（陳美智，2021），從圖(5)中，我們將場

效電晶體類比成水龍頭的開關，但靜電可

以當成啟動開關，決定二極體是亮還是暗，

這部份學生較不易理解，因此運用類比教

學時，可舉例學生在進出超商的經驗，當

門口的感應器感應到人體體溫所放出的紅

外線時，自動門就打開或關閉。而會產生

自動亮暗的夜燈，其感應原理為聲音或紅

外線，感應聲音頻率的夜燈，他會聽取指

令：開燈或關燈，當你說出「開燈」時，智

能聲控夜燈會打開燈光，當你說出「關燈」

時，智能聲控夜燈會關閉燈光。而在暗室

的夜燈，感應到人體的紅外線夜燈也會變

亮。雖然在場效電晶體的靜電感應教學中

學生較難理解，但經過類比於聲控及紅外

線感應夜燈之解釋與說明，就比較容易造

成知識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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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電的傳遞： 

Dupin 和 Johsua (1989)提出了火車

連續車廂的類比模型（圖 6），來解釋電路

中的電流守恆，當乘客（帶有能量）從車

站 1 上車之後，到車站 2 下車，便放出光

或熱，而火車的車廂代表電流是守恆的，

對電流守恆及能量轉移，這個類比學生很

容易產生替代概念，因為電流的速度是固

定的，但火車的速度卻不是。和國中教科

書的類比相比較，教科書是經過千錘百煉，

幾十年來都把電流當水流，但電流是從插

座中流出來的嗎？電阻是電子在電線中摩

擦而產生的嗎？事實上，很少有一個類比

能完全的解釋電路中的所有特徵，因此選

擇多重類比來解釋它最能解釋的概念，也

許要比單一類比好。在表 2 中，我們提供

了有關電流守恆多重類比的範例 (Allen, 

2006)。 

在本探究課程中，我們選擇角色扮演

來類比靜電的傳遞，從圖 7 及圖 8 中顯示

摩擦產生靜電之後，電流經過每一位同學

的身上，學生除了了解串聯電路的構造外，

更親身體會電流通過身上的震撼將記憶深

刻，最重要的是課堂中學生有很多的對話

跟討論，這是科學教育中深具價值的探究，

學生在討論什麼？學生有甚麼想法？他們

切實有很多的提問。 

 
 
 
 
 
 
 

 

表 1  

摩擦產生靜電的類比 

男生 女生 

1.手心黏有數個用雙面膠包住的 1 元銅

幣。 

2.銅幣代表電子(帶負電)。 

3.男生和女生掌心相對，再分開。 

4.男生和女生各自計算，得到或失去多

少個銅幣。 

5.少掉 2 個銅幣的人，就帶+2 的電荷，

多了 2 個銅幣的人，就帶-2 的電荷。 

 
表 2 

電路的多重類比 

1.連續行駛的火車，循環行駛並在車站

接人（電能），在另一個車站下車。 將

火車車廂視為電流，將人視為電能。 

2.自行車的鏈條將能量從齒輪上的踏板

（電能）傳輸到後輪上的鏈輪。連續鏈

條和承載連續電流的電線之間的相似

性非常重要。 

3.傳送帶在地底礦井中拾取煤炭（電能）

並將其放入附近的火車車廂中傳送。 

4.角色扮演：學生從老師講桌上那裡拿

取糖果（電能），然後繞著學生周圍（電

路）走動，將糖果分給幾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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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介紹布料纖維 

  

圖 2  過濾概念的類比 

 

圖 3  角色扮演的類比 

 

圖 4  法拉第籠 

  

圖 5  場效電晶體類比成水龍頭的開關 

  
圖 6  火車車廂類比電路中電流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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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靜電傳遞的類比 

  
圖 8  靜電傳遞的類比 

 

肆、未來展望與建議 

經過 12梯次重複的教學，首先我要提

出一些建議：本次特殊需求學生大部分是

屬於資源班的學生，其認知及操作能力都

能配合類比教學，因為本次類比教學材料

的特色都是盡量取自日常生活可見到的物

品，而且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實驗過程我有

特別考慮安全因素，器材都具備操作安全

的條件。第二點是角色模擬類比也許會造

成教室管理的問題，事實上學生參與科學

實驗都很興奮，但角色模擬最有價值的部

分是提供對話的機會，在病毒過濾角色扮

演的類比，學生會互相提醒不要讓病毒穿

過。同樣的在靜電傳遞的類比中老師也會

提醒學生兩手要牽著，否則就是斷路，實

驗時學生會問：靜電流過身體安全嗎？我

們的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學生有提問代

表他有思考，而且特殊需求學生的提問常

常令人驚艷，雖然靜電的傳遞有時不會成

功，學生就會躁動，因為靜電的產生在乾

燥的冬天比較能夠成功，夏天或下雨天容

易失敗，對特殊需求學生，我們需要更多

的時間去解釋。科學史的本質是不斷地失

敗及嘗試，但是科學理論是可驗證的。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特教老師如何使用

類比教學，必須特別謹慎，除了了解學生

的先備知識外，以便在能不誤導學生的情

況下又能增進科學理解，是需要對學科內

容知識及學生的背景知識有充分的理解才

能做到，我們如何建構心理圖像與抽象的

科學概念相稱的科學類比，但又不澆息學

習者探究的興趣是需要老師具備教學的技

能，有哪些類比可以增強普通班學生的思

考又能滿足特殊生或能力較差學生的需

求？類比是否能產生新知識或者是一種對

話溝通的工具？我們如何在教學或研究中

使用類比？怎麼做？還需要哪些知識？都

需要繼續的探索及反思，類比對認知學習

是重要的，它也是思考跟行動的原則，沒

有類比的思考就像一幅沒有色彩的風景

畫，類比可以提供特殊教育新的教學法及

課程研究跟專業發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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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問題行為介入策略 

之文獻分析探討 

                       
 

 
 

摘要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的方式，首先介紹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童特質內涵，並整理有

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四種問題行為種類及四種問題行為介入策略，分析結果發現 ADHD

學童之問題行為可分為不專注行為、干擾行為、衝動行為及攻擊行為，而問題行為介入

策略也可分成認知行為療法、藝術活動、體育活動、以及功能性評估策略四種。 
 
關鍵字：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問題行為、問題行為介入策略 

壹、前言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一直

以來一直困擾著老師、家長及學生本人，

學生上課坐不住、上課插話、分心嚴重等

行為，除了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活動外，更

可能使得學生學習成效降低，儘管老師運

用各種策略像是調整座位、同儕支持等，

也只能盡量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並無法

有效地解決問題（張簡惠珍，2017）。 

過去研究當中，研究者用了許多不同

的介入策略來對 ADHD 學童進行研究，想

找出可以降低 ADHD 學童問題行為發生

頻率的策略，甚至進而提升適當行為的表

現。因此本文的目的將針對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的特質、問題行為種類及問題行為介

入策略進行文獻分析探討。 

貳、ADHD 學童特質 
根據 2015 年由衛生福利部委託台大

醫院精神醫學部所撰寫的精神疾病衛教叢

書—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提及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是常見的兒童神經發展疾患，而

ADHD 在世界的盛行率約為 5~12%，其中

因為鑑定工具、診斷標準、樣本來源等因

素影響，故盛行率會有些許差距，而台灣

的盛行率約為 5~7%左右，其中男生的比率

高於女生（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2015）。 

其次，筆者依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於

2013 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第五版（DSM-5）所提及之 ADHD 診斷五

準則及診斷標準整理如表 1（台灣精神醫

學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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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SM-5 之 ADHD 診斷五準則及診斷標準 

 

從以上的 DSM-5 診斷標準中可以看

出，ADHD 學童可能的表現包括：出現較

高頻率的注意力不集中、忘東忘西亦或是

上課隨意走動、插話、無法等待等。因此，

ADHD學生的表現就可能會造成許多老師

眼中的問題行為，例如：上課隨意發言干

擾上課秩序、上課玩弄東西，影響自己或

他人學習等。 

參、ADHD 學童問題行為之種類 
筆者透過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

館、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透過中

文關鍵字「注意力」、「問題行為」及英文

關鍵字「ADHD」蒐集相關研究。從中篩選

出國內 2003 年至 2023 年間，以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為研究對象，探討以各種介入策

略介入 ADHD 學童問題行為的實證研究，

並將各研究中所提及之問題行為分為：不

專注行為、干擾行為、衝動行為、及攻擊

行為四類如表 2～表 5，並說明如下。 
一、不專注行為 
表 2 

各研究有關不專注行為的定義 

 

綜合國內研究者對 ADHD 學童不專

注行為的定義，筆者的歸納如下： 
（一）從事與課堂無關的活動 

包括玩手指或手邊物品、進行非教師

指定的工作（林昇運，2015；陳亭伃、孟瑛
如，2020；鄭胤序、李姿瑩，2010）。 
（二）從事影響課堂活動之行為 

包括離座、干擾自己或他人學習、未

舉手發言、製造噪音、隨意對同學說話、

未經許可便拿取同學之物品、打人、逗弄

行為（林士堯，2013；徐庭蘭、康恩昕，

2006；徐庭蘭、許芷菀，2009；陳亭伃、孟
瑛如，2020；鄭胤序、李姿瑩，2010）。 
（三）未注意課堂相關人事物 

包括發呆、左看右看、視線轉離或注

視與活動無關的事物、未專注課本內容、

無法從未完成工作轉移到另一項工作、對

指令無反應（林士堯，2013；林昇運，2015；
徐庭蘭、康恩昕，2006；徐庭蘭、許芷菀，
2009；陳亭伃、孟瑛如，2020；鄭胤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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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瑩，2010）。 
從筆者歸納上述的研究後發現，各文

獻雖對不專注行為有不同的定義，但仍可

發現這些不專注行為皆與課堂表現有關，

關注的重點皆在於學童是否認真參與並從

事與課堂相關的活動。 
二、干擾行為 
表 3 
各研究有關干擾行為的定義 

 

綜合國內研究者對 ADHD 學童干擾

行為的定義，筆者的歸納如下： 
（一）未經教師允許從事之活動 

包括未經允許擅自發言、以及未經允

許擅自離座（胡倫茹、洪儷瑜、陳心怡，

2022；高翊娟、蔡淑妃，2020；楊俊威、鈕
文英，2006）。 
（二）從事影響課堂之行為 

包括發表與課堂無關的話、與他人說

話或玩耍、自己玩東玩西(陳美妙、張高賓，
2014）、大聲頂嘴和插嘴、發出噪音（胡倫
茹、洪儷瑜、陳心怡，2022；高翊娟、蔡淑
妃，2020；陳美妙、張高賓，2014；楊俊

威、鈕文英，2006）。 
（三）干擾學習之行為 

包括做出干擾他人上課的動作或行

為、干擾自己或他人學習（胡倫茹、洪儷

瑜、陳心怡，2022；徐庭蘭、許芷菀，2009）。 

經筆者歸納上述研究後發現，各文獻

雖對干擾行為有不同的定義，但仍可發現

這些干擾行為著重的重點皆在於課堂活動

是否可順利進行，且確保學生在課堂行為

都是經過教師允許，讓學生皆可不受干擾，

認真學習。 
三、衝動行為 
表 4 
各研究有關衝動行為的定義 

 

綜合國內研究者對 ADHD 學童衝動

行為的定義，筆者僅找到以上兩篇並歸納

如下： 
（一）無法控制情緒及反應 

包括面對情境要求時，無法控制其反

應、與同儕易起衝突、沒耐心、易有激動

情緒（陳新儀，2011；蔡政杰、黃凱琳，

2013）。 
（二）從事影響課堂之行為 

包括未經允許離開座位、在座位上扭

動（蔡政杰、黃凱琳，2013）。 

雖以衝動行為為研究變項的文獻，目

前筆者僅找到以上兩篇，但根據筆者整理

之重點，可以發現在前兩項的不專注行為

及干擾行為中皆有出現『從事影響課堂之

行為』，故筆者認為『從事影響課堂之行為』

同時存在於不專注行為、干擾行為及衝動

行為中，原因可能是各研究者對行為定義

的不同所導致的差距。根據筆者表 1 所整

理的 DSM-5 之 ADHD 診斷五準則及診斷

標準來看，ADHD 的多種行為可以將

25



 

ADHD 分類為注意力不足型及過動/衝動

型，但並未根據各行為所可能延伸之課堂

問題行為加以分類，故各研究者僅能自行

定義問題行為，才會導致此多種相同行為，

同時出現於不專注行為、干擾行為及衝動

行為中。 

從筆者歸納上述研究後可以發現，兩

篇文獻雖對衝動行為有不同的定義，但仍

可發現這些衝動行為除了與課堂表現相關

之外，情緒及反應控制也是衝動行為所關

注的焦點。 

四、攻擊行為 

表 5 

各研究有關攻擊行為的定義 

 

綜合國內研究者對 ADHD 學童攻擊

行為的定義，筆者的歸納如下： 

（一）直接攻擊 

包括碰撞他人、踢人、拉人、打人、罵

人、反應性攻擊、主動性攻擊、恐嚇、嘲

笑（方惠生、戴嘉南，2009；吳依璇、林玉

華，2009；林月仙、蘇純瑩、吳裕益，2004；

陳佑怡、洪川茹，2023；楊為舒，2014；顏

綵思、魏麗敏，2005）。 

（二）間接攻擊 

包括隨意觸碰同學物品、破壞財物、

排擠他人（方惠生、戴嘉南，2009；林月

仙、蘇純瑩、吳裕益，2004；陳佑怡、洪川

茹，2023；楊為舒，2014；顏綵思、魏麗

敏，2005）。 

經筆者歸納上述研究後可以發現，各

文獻雖對攻擊行為有不同的定義，但仍可

發現這些攻擊行為皆與使他人感受生理、

心理痛苦有關，可分成直接攻擊及間接攻

擊。 

肆、ADHD 學童問題行為介入策略 
筆者根據前述關鍵字搜尋，探討以各

種介入策略介入 ADHD 學童問題行為的

實證研究，其中排除文獻回顧型研究、未

經量化研究方法來闡述研究結果之研究、

以及研究對象在國中以上之 ADHD 學童

後，將各研究中所運用之介入策略包括：

認知行為療法、藝術活動、體育活動、以

及功能性評估策略四類，如表 6～表 9，並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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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行為療法 
表 6 
認知行為療法之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可發現國內研究者在認知

行為療法方面多採用『自我教導』的策略

來介入 ADHD 學童，其中兩篇研究方法雖

採的是『自我管理訓練』及『認知行為遊

戲治療』，但仔細觀察其內涵可發現自我管

理訓練包含的策略有自我教導、自我監控、

自我增強、自我評量等（劉玉蓮，2010）；
而認知行為遊戲治療中，亦包含了實證的

示範技術，讓孩子可以透過示範因應技巧，

增進兒童對感受的語言表達（陳美妙、張

高賓，2014），因此從文獻中研究者對於自

我管理訓練和認知行為遊戲治療的介紹來

說，不難看出自我教導的影子。 
總結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認知行

為療法中的自我教導，對於介入 ADHD 學

童的各項問題行為是有顯著效果及維持效

果的，各項研究也指出自我教導策略對於

ADHD 學童來說是有類化效果的。由此可

知，透過以上研究結果分析顯示採用自我

教導策略對於 ADHD 學童頗具成效，可明

顯改善個案之不適當行為，並類化至不同

情境（王乙婷、何美慧，2003；吳靜亭，

2012；周豐宜、羅萬達，2011；陳美妙、張
高賓，2014；劉玉蓮，2010）。 

二、藝術活動 
表 7 
藝術活動之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國內應

用藝術活動為 ADHD 問題行為的介入策

略僅有 3 篇，介入形式多採團體的方式進

行，而目前所蒐集到的文獻分別採用的介

入策略是音樂、黏土和陶藝，其中可發現

黏土和陶藝的性質有點雷同，皆為延展性

及可塑性高的藝術媒材，且可提升個案之

步驟理解及精細動作的能力（陳亭伃、孟

瑛如，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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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藝術活動

對於 ADHD 學童的注意力問題有立即效

果，但不一定有維持效果，而三篇研究結

果均未提及是否可類化至其他情境，故藝

術活動介入策略可能需統整更多相關文獻，

來確認其介入效果（徐庭蘭、康恩昕，2006；

徐庭蘭、許芷菀，2009；陳亭伃、孟瑛如，

2020）。 

三、體育活動 

表 8 

體育活動之相關研究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以體育活動

為介入策略的研究可分為有氧運動及武術

類，其中有氧運動包含有氧體適能、急性

律動、健走；而武術類則包含武術及柔道

訓練。而且，再從這些研究結果也得知體

育活動對於 ADHD 學童來說是具有效用

的，雖各個研究對於分析結果的方法不同，

但結果均指出體育活動可改善學生的問題

行為。其中，陳玫鍈、陳美華（2018）更指

出介入策略分別為運動及閱讀活動比較時，

可發現運動對於 ADHD 兒童的注意力的

持續性顯著比閱讀活動好，更可增加運動

可改善 ADHD 學童問題行為或注意力的

可信度（林素君、黃立婷、林春鳳，2011；

郭婷婷、曾雯琦，2014；陳怡如、林作慶，

2018；陳玫鍈、陳美華，2018；鄭胤序、李

姿瑩，2010）。 
四、功能性評估策略 

表 9 

功能性評估策略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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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國內研究者常用功

能性評量來了解 ADHD 學童的行為功能，

並根據觀察者所蒐集到的資料來發展個別

化的行為介入策略，進而設計更適合個案

的介入策略（楊俊威、鈕文英，2006）。亦
即，透過功能性評量了解 ADHD 學童問題

行為的前因後果及行為功能後，再發想的

行為介入策略可有效改善 ADHD 學童的

問題行為，且也有維持效果，而楊俊威、

鈕文英（2006）亦指出包裹式策略相較於

單一策略介入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整體而言，功能性評量可幫助介入者

更了解 ADHD 學童的行為功能，進而發想

行為介入策略，要注意的是針對問題介入

的適當策略以及多元方法的介入可能介入

效果更好（朱倩儀、侯禎塘、鄭晴方、黃

苑菁，2017；李盈嫻、楊靜怡、呂珮瑄，

2014；許淨君，2016；楊俊威、鈕文英，

2006）。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文獻分析探

討來了解 ADHD 學童特質、可能出現的問

題行為種類及過去曾使用之有效介入策

略，主要結論有下列幾點： 
（一）ADHD 學童問題行為種類 

ADHD學童的問題行為種類大致可以

分成四類，其中包含不專注行為、干擾行

為、衝動行為及攻擊行為，但各研究者對

於問題行為的定義不相同，故有些相同行

為可能會被分類在不同的問題行為種類

下，例如隨意離座可能被分類在干擾行為

或衝動行為。 
（二）ADHD 學童問題行為介入策略 

在問題行為介入策略中，筆者根據過

去文獻大致分成四類，包含認知行為療法、

藝術活動、體育活動、以及功能性評估策

略。以上四類介入策略皆有其介入效果，

其中認知行為療法、體育活動、功能性評

估策略具有維持效果，但研究者有提及具

有類化效果的只有認知行為療法。其次，

以藝術活動進行 ADHD 問題行為的介入

研究較少，因此在研究結果的統整上較為

困難。 
二、建議 

根據文獻分析結果，筆者提出下列建

議： 
（一）在政策方面： 

建議學術界及行政單位可更明確界定

及統一問題行為的定義，方便未來研究者

在介入時，可以對症下藥。 
（二）在教學方面： 

研究者可多使用認知行為療法來介入

ADHD 學童的問題行為，並以多元介入策

略來介入。 
（三）在未來研究方面： 

以藝術活動為介入策略的研究較少，

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多朝藝術活動介入

進行研究，增加研究的重要性及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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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自我效能感 

                       
 

 
 

摘要 

本研究統整透過國內各縣市巡迴輔導教師業務範疇，並針對國內國小巡迴教師實務

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了解國小巡迴教師實務及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困境，以期進一步探

究在實務現場中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遇到的困境對國小巡迴輔導教師之 自我效能感的

影響。 

壹、前言 
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22)

以及鄭鈺清、張萬烽（2020)研究數據顯示，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學生的人數共 55992

人，其中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學生人數為

13345 人，安置在特教班學生人數為 12289

人、分散式資源班學生人數為 68541 人、

巡迴輔導班人數 27920 人，由此可知近年

來各縣市國小巡迴輔導班數量佔特殊教育

班級總數之比例約 12.62％，而且逐漸趨於

穩定。 

符應此趨勢，近十年之巡迴輔導實務

相關研究中，提及巡迴輔導教師於教學實

務現場之困境與限制者不在少數(甘佳茹，

2013；李昀蓁，2023；洪榮照、陳佩誼，

2015；許宥騰，2021；陳律筑，2021；2023；

鄭鈺清、張萬峰，2020)，包含巡迴服務時

數不足、團隊合作困難、服務方式受限(鄭

鈺清、張萬烽，2020)及個案個別差異大，

考驗教師專業知識及技能等 (陳律筑，

2021)。 

筆者曾於 109~110 學年度擔任苗栗縣

國小不分類巡迴輔導班之巡迴教師，回顧

過去相關文獻，對於巡迴教師服務時數受

限、團隊合作困難影響學生問題行為處理

的立即性、策略執行不一等困難亦深有所

感，因此本文擬透過整理六縣市巡迴業務

之範疇，釐清巡迴輔導教師主要業務；並

閱覽相關文獻了解國小巡迴教師實務現況

及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困境、限制。最後

透過巡迴教師之工作需求、壓力及滿意度

相關文獻進一步探究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

生行為問題時遇到的困境對其自我效能感

之影響。 

貳、國小巡迴教師處理行為問題實

務與困境 
一、國小巡迴教師實務工作與困境 

從近十年國內巡迴輔導教師實務工作

與困境之相關研究中，詳列許多巡迴輔導

教師的實務工作與困境，在眾多研究中因

應學前階段與國民小學階段之服務模式不

同，因此本研究僅聚焦於國小巡迴教師實

簡慧昀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資源班教師 

孫淑柔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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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與困境之相關文獻進行分析，彙整

國小巡迴輔導教師於實務上的主要困境，

並考量其面臨之困境與處理學生行為間的

關聯性。 

從表 1 的結果發現，多數巡迴輔導教

師在實務工作上會遭遇的困境包含個案人

數多、學生異質性高、行政支持度不足、

交通經費及時間限制、服務及備課時數不

足、與導師、家長、行政人員及專業團隊

缺乏溝通機會以及初任巡迴輔導教師的經

驗、專業知能不足等等（黃映引，2014；陳

佩誼，2015……）。 

表 1  
巡迴輔導教師在實務工作的困境 
研究者 巡迴輔導教師工作實務困境 

黃映尹

(2014) 

1.個案數過多、障礙類別多 

2.教師專業、巡迴教師普遍  

年資淺 

3.服務次數、時數受限 

4.交通及安全疑慮 

陳佩誼

(2015) 

1.個案類別多、個別差異大 

2.缺乏相關專業知能、教材  

編制困難 

3.交通缺乏保障、多校往返  

補助不合理、壓縮服務時  

間 

4.與普班教師(缺乏交流)、家長

之溝通 

5.行政支持不足 

戴漢彬

(2015) 

1.學校行政人員、導師、家長配

合度不足 

2.跨校間距離導致交通時間長 

3.面對不同類別學生，教學不

易 

4.服務時數、次數不足，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 

5.備課時間不足、排課困難 

6.巡迴教師專業能力不足 

林桂瑤

(2017) 

1.行政支持 

2.課程教學與普班導師標準  

不一致 

3.導師缺乏或不願意撰寫學  

生 IEP 之質性資料 

4.學生學習態度、教材準備時

間 

5.親師溝通互動時間少 

6.交通時間、花費及安問題 

陳澤華

(2018) 

1.初任巡迴教師缺乏經驗，較

難迅速提供教學及行為問題

處理策略 

2.巡迴教師在校時間少，及時

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困難 

3.大部分不在校內，訊息交流

受限，特殊活動未即時收到

通知，影響教學進度 

4.交通時間壓縮備課及教學時

間、安全疑慮 

5.與導師意見或期待不同，難

以運用策略協助學生 

6.部分家長配合度低 

鄭鈺清

與 

張萬烽

(2020) 

1.團隊合作困難 
2.服務時間不足 
3.服務方式受限 
4.教師教學年資淺 

陳律筑

(2021) 

1.巡迴教師服務個案數未有明

確法律規定 

2.個案個別差異大 

3.學校團隊合作、運作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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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支持程不一 

5.交通時間長、補助不合理 

許宥騰

(2021) 

1.教學時間不足 
2.交通花費及時間影響與學  

生互動的時間 

3.與相關專業人員交流時間壓

縮 
吳亭儀

(2023) 

1.考量跨校、學生需求，排課困

難 

2.跨校數量多，交通安全疑慮、

花費過多時間，壓縮服務時

數，導致學生學習成效不佳 

3.課程與教材設計困難，與普

班教師標準不一 

4.教學經驗缺乏，難以迅速提

供策略 
5.缺乏校內訊息交流 

參、國小巡迴教師實務工作困境對

處理學生問題行為之影響 
表 1 為筆者回顧國內近十年間有關國

小巡迴輔導教師實務困境之相關文獻，綜

觀過去研究學者提出之相關資料，筆者將

國小巡迴教師處理行為問題實務困境及限

制分為交通及服務時數、專業團隊合作及

溝通、教師專業知能進行討論，檢視其對

於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影響。 

一、交通時間及經費補助 

根據表 1 顯示，多數研究提及國小巡

迴輔導教師進行跨校服務時會面臨一定程

度的交通及經費補助問題，其中又以偏遠

地區影響更為顯著(吳亭儀，2023)；且跨校

移動路程及時間花費，對於巡迴輔導教師

之備課時數、服務時數亦有所影響，間接

構成學生學習成效及行為問題處理、與專

業人員、普通班教師溝通之時間受限(許宥

騰，2021;吳亭儀，2023;陳澤華，2018;鄭鈺

清、張萬烽，2020) 。 

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筆者巡迴跨校

數為 2 校，分別位於頭份市及竹南鎮，交

通時間約 15~20 分鐘，往返耗時約 30~40

分鐘，相較於全時段於校內服務之教師，

每日需要耗費一節空堂備課時間於交通往

返；且以苗栗縣地域性而言，筆者跨校服

務數量及學校距離，相較縣內其他地區，

如：卓蘭、獅潭等山區，其耗費時數、安

全性等問題影響較輕微，但實務中尚且因

而產生服務時數受限，處理學生學業學習、

行為問題等狀況時間不足之問題。 

二、專業團隊合作及溝通 

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巡迴輔導教師

需要與相關專業人員，如：校內輔導教師、

心理治療師、普通班教師及家長等密切合

作，針對目標行為進行一段時間之觀察記

錄，共同分析其行為功能並擬定相關策略。

受限於巡迴服務時數及在校時間，巡迴輔

導教師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及意見交流的

機會不足(陳澤華，2018)，入班觀察學生情

況之次數和時間亦受限；與普通班教師、

家長之交流除了少數在校空檔，其餘均以

文字訊息為主，難以掌控握個案學生之情

況，策略執行確實度、即時處理學生行為

問題等等。 

筆者擔任巡迴輔導教師時，一週僅 2

節空堂駐點於服務學校，提供普通班教師

諮詢，學生若於非駐點時間及非課堂時間

出現行為問題，難以立即接收相關資訊亦

無法到場即時介入、釐清情況，導致資訊

掌控不全面、無法立即提供普通班教師相

關策略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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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鄭鈺清、張萬烽（2020)研究中

提及接受巡迴輔導學校因特殊教育相關知

能接收程度有限，且校內缺乏能夠提供特

殊教育相關資訊及宣導之特教教師，因此

其特殊教育相關服務由巡迴輔導教師主導

及執行，以致學校行政人員、普通班教師

及家長配合度不足；普通班教師難以理解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意義導致合作的困難。 

三、教師專業知能 

根據教育部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統計

年報（教育部，2022）相關數據顯示 111 學

年度全國特殊教育國小巡迴輔導教師人數

為 909 人，其中 333 人為代理教師，333 位

代理教師中 187 位具特殊教育合格教師

證，其餘 146 位教師不具特殊教育教師相

關證明。由甘佳茹（2013)針對中部地區特

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之工作現況調查可知

多數巡迴輔導教師年資為一年以下，其年

資較淺。 

李昀蓁（2023)針對接受巡迴輔導服務

學校之普通班教師需求進行調查，結果顯

示普通班教師在「諮詢服務及入班觀察」

具需求，可知根據學生及普通班教師需求

提供入班觀察及相關諮詢亦為巡迴輔導教

師之主要工作，但陳澤華（2018)提出初任

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缺乏教學經驗，難以

在諮詢時迅速提供教學或行為問題的處理

策略，因此教師專業知能對於巡迴輔導教

師協助處理學生問題行為具一定程度之影

響。 

肆、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

題之自我效能感 
一、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自

我效能感 

（一）因此，研究者將「國小巡迴教師處

理學生行為問題之自我效能感」定義為國

小巡迴教師對於自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之

策略擬定、執行及改善學生行為問題之能

力判斷。其次，本研究所指具行為問題之

「學生」係指具特殊教育身分，經鑑定安

置輔導會評估，安置於普通班接受巡迴班

輔導服務之特殊需求學生；其「行為問題」

涵蓋之面項參考苗栗縣 112 學年度新版個

別化教育計畫架構，包含外顯行為（如：

逃學、不守規矩、撒謊、偷竊等等)、內隱

行為（如：畏縮、羞怯、過分依賴）、學業

適應問題、焦慮症候（如：強迫性思考、

焦慮引發之生理現象等）及特殊習慣（如：

咬指甲、偏食、妄想等）。 

（二）Bandura(1997)提出自我效能感係指

個體對自身能力的主觀判斷，「教師自我效

能感」（teacher self-efficacy）則是教

師對於自身教學規劃、執行並協助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之信心；即教師對於自身教學

相關能力之主觀判斷(陳俊偉、吳璧如，

2011 ； Tschannen Moran & Woolfolk 

Hoy,2001) 。 
二、影響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

自我效能感之因素 

（一）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自

我效能感，即教師對於自身能力的評估，

為基於多種信息的整合，非單一要素構成。

Bandura(1997)提出影響教師自我效能感係

由教師的實務及模仿經驗、他人口語說服、

教師生理和情感狀態等整合評估而形成，

而其中「教師生理和情感狀態」與其工作

壓力、工作上的需求是否被滿足及對於工

作的滿意度密切相關(吳璧如、陳俊瑋，

2022)，即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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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間接影響學生成就，壓力和自我效

能感均會對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Luckner

＆Dorn，2017)。 

另外，國外探討巡迴教師自我效能感

之相關文獻中提及，現有教師因工作需求

增加而離職，導致許多公立學校面臨著尋

找具合格教師證之巡迴教師的挑戰

（Rosas，2022）。因此可知巡迴輔導教師之

工作需求與自我效能感有其關聯。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將影響國小巡

迴教師自我效能感之因素分為國小巡迴教

師之工作需求、國小巡迴教師之工作滿意

度、國小巡迴教師之工作困境及壓力三個

面向進行探討。 

（二）國小巡迴教師之工作需求 

巡迴輔導教師服務模式與一般在校資

源班教師不同，工作需求亦不盡相同，包

含交通費補助、教材及經費資源(Lynch＆

McCall，2007)、根據學生能力運用不同教

學策略、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與教材

(洪榮照、陳佩誼，2015)、與普通班教師

密切合作(許宥騰，2020)等等。 

（三）國小巡迴教師之工作滿意度 

國內多數調查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將教學(甘佳茹，2013；謝傳崇、陳雨然，

2022)、學生行為問題處理(吳璧如、陳俊

瑋，2022)之向度納入問卷中，且(吳璧如、

陳俊瑋，2022)分析國外學者相關研究數據

得知教師之自我效能感與工作滿意度呈正

相關，而學生行為問題之處理、教師教學

工作本身均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度，因此，

國小巡迴教師處理學生問題行為之自我效

能感與其工作滿意度具一定關聯性。 
（四）國小巡迴教師之工作困境及壓力 

由（陳瑋婷、許瑛巧，2013；吳璧如、

陳俊瑋，2022）可知教師工作壓力與其自

我效能感呈負相關、工作壓力對工作滿意

度有顯著負向預測效果。加之上述討論分

析之巡迴輔導教師因其實務相關因素限

制，導致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上可能遭遇

之困難，可推論國小巡迴輔導教師之工作

困境及壓力與學生行為問題的自我效能感

息息相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小巡迴輔導教師於實務現場之困

境與限制包含： 

1.交通路程、時程、安全性、補助費用不合

理。 

2.校內相關資訊閉塞，無法及時得知。 

3.缺乏與專業團隊(輔導教師、治療師、心

理師、普通班教師)及家長溝通機會。 

4.多數國小巡迴輔導教師年資較淺或初任

教師。 

（二）國小巡迴輔導教師實務困境對於學

生問題行為處理之影響 

1.交通時程、服務時數不足：處理學生問題

行為之時間遭壓縮、與校內普通班教師

諮詢、討論大多侷限於文字訊息。 

2.分組、排課困難：在校時間短，無法及時

掌握學生情況。 

3.專業團隊合作：缺乏針對學生問題行為

進行討論之機會，容易產生意見分歧或

認知不同，對於策略執行之標準不一等

情況，導致針對學生問題行為提供有效

策略及執行上的困難。 

4.教師專業知能：初任或年資尚淺之教師，

缺乏學生問題行為處理之相關經驗，因

此難以迅速提供相關諮詢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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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巡迴輔導教師處理學生問題行

為之自我效能感 

國小巡迴輔導教師在處理學生行為問

題時容易遇到之問題多數與其實務困境相

關，實務困境反映在教師工作需求及工作

壓力中，進一步對國小巡迴輔導教師處理

學生問題行為之自我效能感產生影響。 

二、建議 

（一）實務建議 

1.巡迴輔導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需

提供普通班教師諮詢及策略、入班觀察

等，均受服務時數及在校時間限制；由政

策面進行調整，明定國小巡迴輔導教師

服務節數、跨校數及距離安排之原則

（如：1 位巡迴輔導教師跨校數以不超過

3 校以上為原則），各校服務節數分配除

考量學生學業學習節數需求（完全抽離、

外加）外，將提供諮詢節數納入。 

2.針對國小巡迴輔導教師所屬學校之行政

人員亦派員參與巡迴輔導服務相關研

習，以利其了解巡迴教師工作性質及需

求，予以適當支持及差勤彈性。 

3.透過相關研習，增加普通班教師、巡迴輔

導教師相關專業知能；對於初任巡迴輔

導業務教師予以完整培訓，並明確告知

其業務範疇、服務模式等。 

4.以學生為單位建立通訊軟體群組，邀請

相關專業團隊及家長加入，以利隨時掌

握學生情況並進行討論及溝通。 

5.受巡迴輔導學校之行政端進行排課時，

考量特殊需求學生之普通班導師、巡迴

輔導教師諮詢溝通之需求，盡量將普通

班教師課務與巡迴教師駐點節數錯開。 

6.受巡迴輔導學校之行政端、普通班教師

應主動提供校內活動相關資訊，並於變

動（改期、調課、校內重大活動）時，即

時通知巡迴輔導教師，以利課務調整、協

助。 

（二）未來研究建議 

國內目前對於國小巡迴教師之相關研

究多著墨於巡迴輔導服務模式、現況、需

求及困境進行區域性研究及探討，對巡迴

輔導教師之工作滿意度及自我效能感較少

提及，然而教師自我效能感對於其工作成

效及學生學習具一定程度之影響力，未來

可以持續探究作為改善對於巡迴輔導教師

之支持體系及政策之參考。 

 

 

 

 

 

 

 

 

 

 

 

 

 

 

 

38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李昀蓁（2023）。苗栗縣國小階段普通班教

師對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之現況    

及需求調查。﹝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甘佳茹（2013）。中部地區特殊教育巡迴輔

導教師工作現況及滿意度之研究。碩

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吳璧如、陳俊瑋（2022）。國小教師工作壓

力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研究：教師自

我效能感的中介效果。教育研究與發

展期刊，18(2)，51-92。 

https://doi.org/10.6925/SCJ.202206_18

(2).0002 
吳亭儀（2023）。原鄉地區國小不分類巡迴

輔導班教學實施困境與因應策略之研

究。﹝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陳佩誼、洪榮照(2015)。中部地區特教巡迴

輔導教師的工作需求調查研究。特殊

教育與輔助科技半年刊，(12)，32-38 

https://hdl.handle.net/11296/3zsmjn 
陳佩誼（2015）。中部地區國小特教巡迴輔

導教師的工作現況與需求。﹝碩士論

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陳澤華（2018）。新北市國小不分類巡迴輔

導教師之工作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

探究。﹝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碩博士班。 

陳律筑（2021）。桃園市國小不分類巡迴

輔導班教師之困境與因應策略。臺灣

教育評論月刊，10(11)，129-13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202111-        

202111020013-202111020013-129-134 
陳俊瑋（2022）。「中文版俄亥俄州教師效

能感量表」於國小教師之驗證性研究。

教育心理學報，53(4)，853- 878 

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6_53

(4).0004 
許宥騰（2021）。新北市資賦優異巡迴輔導

服務工作現況、困境調適與工作需求

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趙沛曦（2023）。中部地區國民小學特殊教

育巡迴輔導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鄭鈺清、張萬烽（2020）。國小巡迴輔導

服務現況與趨勢之探討。特殊教育發

展期刊，(70)，53-67   

https://doi.org/10.7034/DSE.202012_(7

0).0004 

 

 

 

 

 

 

 

 

 

 

39



 

外文文獻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W H 

Freeman/Times Books/ Henry Holt & 

Co. 

Luckner, J. L., & Dorn, B. (2017). Job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f students who 

are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62(5), 432-444.     

https://doi.org/10.1353/aad.2017.0069 

Lynch, P., & McCall, S. (2007). The role of 

itinerant teachers. Community Eye 

Health, 20(62), 26-27.  

http://www.cehjournal.org/article/the-

role-of-itinerant-teachers/ 

Rosas, N. K. (2022) An Exploration of 

Teacher Self-Efficacy in Itinerant 

Teachers [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cordia 

University.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ae

59ca823be7b92a9c92a116810a5583/1.

pdf?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

iss=y  

Tschannen-Moran, M., & Woolfolk Hoy, A. 

(2001). Teacher Efficacy: Capturing an 

Elusive Construc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7, 783-805. 

http://dx.doi.org/10.1016/S0742-

051X(01)00036-1 

 

 

40

http://www.cehjournal.org/article/the-role-of-itinerant-teachers/
http://www.cehjournal.org/article/the-role-of-itinerant-teachers/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ae59ca823be7b92a9c92a116810a5583/1.pdf?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iss=y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ae59ca823be7b92a9c92a116810a5583/1.pdf?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iss=y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ae59ca823be7b92a9c92a116810a5583/1.pdf?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iss=y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ae59ca823be7b92a9c92a116810a5583/1.pdf?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iss=y
http://dx.doi.org/10.1016/S0742-051X(01)00036-1
http://dx.doi.org/10.1016/S0742-051X(01)00036-1


 

一名視障生學習保齡球之成效 

                      

摘要 

本研究的核心目標是深入探討如何透過引導桿改進保齡球技巧，以提升一位國小重

度視覺障礙學生的表現。研究方法運用了單一受試者的倒返實驗設計(A-B-A)，研究自

變項為導向桿的介入教學策略，依變項則著眼於保齡球表現的改善情況。研究結果表明，

在導向桿的協助下，能夠顯著提升視障學生保齡球投擲的精準度，同時也激發了視障者

對保齡球運動的興趣。而在撤回導向桿的階段，球道內的命中率明顯下降。最後，研究

者與視障學生的父親共同討論，提出以下三點研究建議：(1)合理安排打球時間，並將

教學步驟分解成適當的階段。(2)倡導團隊合作執行教學，以面向更全面的學習環境。

(3)建議保齡球館提供適當的輔助器材，以更好地支援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 

 

關鍵字：視覺障礙、保齡球運動、單一受試研究法。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對於從

事運動時，會有很多的不便利性及不適應

性，但視障者難道就無法參與一般生所舉

辦的運動或活動嗎？視障者的家長通常會

有先入為主的概念，認為這個運動，我的

孩子可以嗎？會不會受傷，還是算了吧！

常常會有其限制與想法，使視覺障礙學生

(以下簡稱視障生)無法學習體育方面的活

動，久而久之，運動似乎與視障者畫上一

條平行線，難以交集。隨著資訊媒體的推

動，加上國際運動會的推行之下，甚至在

奧運的殿堂上，也有帕運(蘇嘉祥，2004)的

舞台，但視障者對於球類方面的運動，仍

然是較難掌握的領域，球類運動常常需要

移動速度的敏捷度，且須具備運動技巧，

才能對球類運動，產生在該項運動中的樂

趣，並且融入運動給予的刺激和回饋。 

那個令人難忘的時刻發生在 2016 年，

當時我帶著幼稚園大班階段的小孩去了一

家位於日本某個 outlet 的保齡球場。最初

的打算只是想讓孩子體驗一下保齡球的樂

趣。當時，孩子的視力屬於中度視覺障礙，

但在我的指導下，他還是能夠勉強完成丟

球的動作。 

然而，意外發現日本保齡球館的工作

人員主動提供了一種專門為孩子設計的保

楊宜峰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潘仕倫 

臺中市東勢區 

石角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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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球輔助器。這種器材類似溜滑梯，可以

自由移動位置，只需放置球，球就會自動

滾出去。這個意外的發現似乎點燃了孩子

對保齡球的興趣。從那時起，每當有假日

空閒的時候，他都會提議去打保齡球。然

而，由於孩子力量控制不夠，操作起來並

不順暢，於是我也沒有積極地帶他去打保

齡球。 

直到最近，當我們討論適應體育的研

究主題時，大家最終選擇了保齡球。考慮

到孩子對此的喜愛，我們決定將注意力放

在如何教導視障朋友打保齡球上。我們希

望學習如何準備適當的輔助器材，編制教

案，制定教學策略，並最終開展教學，從

中探索教導視障生打保齡球的方法和技

巧。 

二、研究目的 

保齡球被視為一項安全的室內運動，

對於畏光的視障朋友而言尤其適合，因為

它不受時間的限制。通常只要向球館工作

人員清楚說明視障者的情況，大家都會給

予包容和理解，並提供所需的空間和支援

資源。本研究的對象是一名國小六年級的

重度視障生。該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有效地

教導視障生參與保齡球運動，並將取球、

上球道、投擲等一系列動作分解成易於理

解和學習的步驟和要點。 

考慮到研究對象是研究者之一的小

孩，因此不存在個案流失的風險。經過深

思熟慮後，研究團隊決定以此個案作為研

究對象，以便更好地了解並提出有效的教

學策略。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導向桿輔具學習，會提升一位六年

級的視障生保齡球成效。 

（二）分解保齡球運動中的各個步驟，可

使視障學生易於理解和學習。 

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障礙 

衛生福利部(2023)身心障礙等級中，

視覺障礙的定義：「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

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視覺路

徑、大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

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

法（或甚難）做視覺之辨識而言。」形成

視覺障礙常見的原因有早產、腦部病變、

意外、先天遺傳或基因突變;常見的病名則

有視網膜病變型或剝離、視網膜色素病變、

視網膜母細胞瘤、視神經萎縮、白內障、

青光眼、先天性小眼、無虹膜症、眼球萎

縮、無瞳孔、無眼球等（黃惠聲，2008）。

視覺障礙之定義在教育上與醫學上的分類

不同，本研究主體為視障生，因此以依特

殊教育法所訂定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辦法」：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

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

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

有困難者。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

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

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二

十度以內。 

（二）視力無法依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

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

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2023）。本研究之「視覺障礙」係指經衛生

福利部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及鑑定證明

為重度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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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齡球 

保齡球，又稱地滾球，是在木板道上

滾球擊柱的一種室內運動。保齡球具有娛

樂性、趣味性、抗爭性和技巧性，給人以

身體和意志的鍛鍊。一般人的認知，保齡

球運動並不適合重度視覺障礙學生，保齡

球運動需透過視覺觀察球瓶擺放位置，修

正自身投擲動作與球的滾動軌跡，達到擊

倒球瓶的結果。我國於 1974年開始注意到

特殊學生的體育課權益，展開一連串「適

應體育」的調整，清楚了解「身心障礙人

口逐年增加，此一趨勢短期不會改變」、「少

子化的影響之下，普通班持續減班，特教

班不減反增」、「從學齡階段養成規律身體

活動的必要性」、「為滿足特殊學生身體活

動需求，必須重視適應體育專業養成，增

強教師知能，提昇適應體育教學研究與執

行實務的能力」等四大挑戰（教育部體育

署，2016）。 

如何提升視覺障礙學生體驗保齡球運

動的樂趣呢？在導入輔具方面，可以使用

導向桿（guide rails）（陳治交，2002）

作為視障保齡球運動，盲人專用之輔具，

具有定向(Ferrell，1979)定位功能，是一

特殊又重要的輔助教具。在教學策略方面，

傅秀媚（1998）指出對身心障礙學生教學

課程內容，可分為六大領域、四大適應，

在國外稱為「發展合適性的練習方案」

（Development Appropriate Practice，

簡稱 DAP），乃是提供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

的一些指導原則及方針（Carta ,1995），

運用在教導視覺障礙者從事保齡球運動

時，提出下列六大領域、四大適應之教學

課程目標：   

（一）視障保齡球教學課程目標的六大領

域 

1.精細動作：持球動作、預備姿勢和投球

時手腕定向定位的動作。 

2.大動作：助走、推球、後擺、前擺、投球

和延伸等六個基本動作。 

3.認知：包括注意力、學習記憶和視覺概

念（如瞄準球瓶、判斷球道、決定投擲

點、預設落球點等）。在大腦建構一個心

理地圖(Lahay,Fedalevitz,Battersby, 

Brown, Evett, &Merritt, 2014)。 

4.語言發展：熟記保齡球規則、記分法和

球瓶位置說明。 

5.社會能力：藉保齡球運動，同儕、球友

彼此互動關係，回歸主流，融入社會群

體生活，培養社會責任感。 

6.心理發展：超越心理障礙，建立自信、

積極的人生觀，培養完全人格的發展，

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二）視障保齡球教學課程目標四大適應： 

1.個人適應：害怕缺乏投球技巧、生活忙

碌、心裡沒有安全感、視障程度等自我

因素的心理障礙克服。 

2.家庭適應：家人認為保齡球運動容易受

傷、怕花錢、嫌麻煩和認為不必要的運

動等，不支持態度的溝通障礙等家庭因

素的障礙克服。 

3.學校適應：學校師長教學認知、同儕學

習能力、課餘活動互動頻率與技能。 

4.社會適應：陌生環境無安全感、球館人

多太吵、他人歧視眼光、社會環境因素

的障礙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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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身心障礙者越來越受到關注，

社會大眾較能以同理心為出發點，接納身

障者的權力與資源，政府及企業願意編列

預算及贊助經費培育體育相關的身心障礙

運動員，使身心障礙運動員願意投入時間

及精力努力練習，並代表國家為榮耀，積

極地提升自我本身的體育技能。在媒體的

報導之下，影響各類的身心障礙者投入運

動的領域。正向行為支持(鈕文英，2016)

（Positive Behaviroal Support）讓身心

障礙者的健康得以提升，不再被社會遺棄

或疏離，藉由運動增進與他人溝通的頻率

使之社會技巧的提升。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

多基線設計，探討視障保齡球教學方案介

入對增進一位國小六年級視障生保齡球動

作技巧之成效，研究程序包括基線期、介

入期、撤除期。 

（一）蒐集基線期資料(A1) 

  無使用導向桿或由他人帶領定向走位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2017)時的投球狀況。 

（二）進行介入處理期(B) 

  使用導向桿作為輔助定位方向，視障

者不會偏離投球的跑道，確認在自我投擲

的球道內投球。老師或教練教導視障者該

如何判斷投球時的相關細節，包含對保齡

球瓶的位置的相關認知概念，投球時站立

的位置與球瓶的位置，出手時的擊球點與

球瓶的位置成為點與點，再將之連接成線，

進而完成投球的動作。 

（三）撤除期資料(A2) 

測驗受試者，無人提示的狀況下，沒

有導向桿伴隨輔助定位時，所投出的擲球

狀況，並紀錄之投球狀況。 

二、研究架構 

 

（一）自變項 

保齡球操作技巧包含持球動作、預備

姿勢和投球時手腕定向定位的動作，包含

助走、推球、後擺、前擺、投球和延伸等

六個分解動作（如下），執行投球動作時，

會搭配導向桿輔具。 

投球分解動作 

（二）依變項 

研究對象保齡球運動得分變化情形，

亦是保齡球投擲分數成績變化。 

（三）控制變項 

教學者、評量者、授課時間、授課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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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表 3-1 
學生基本資料 
年齡 12 歲 
性別 男性 
年級 國小六年級 
家庭狀況 出生於普通家庭，除了爸爸

媽媽以外，也與爺爺奶奶一

起同住，標準的三代同堂共

生的生活模式。 
障礙類別

與程度 
視覺障礙重度的小孩，自出

生即患有視神經受損等相

關眼疾疾病，幼兒階段，尚

有些許視力，隨著年紀漸

長，多次醫療介入的情況

下，視力日漸式微，目前只

剩光感。 

（一）現階段能力描述 

研究對象目前就讀於一所一般的國

小。除了數學與電腦相關的課程被獨立安

排至資源教室上課外，其他課程均與班上

的同學一同上課。每當轉換教室時，都會

有教學助理員或同班同學陪同移動至相應

的教室，以確保安全。從國小二年級開始，

研究對象便開始使用白手杖行動。在熟悉

的環境中，他能夠自主移動，雖然偶爾會

遇到一些小困難，但在校園內活動時仍能

享有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目前，研究對

象的視力屬於 B1 級別。 

依據 IBSA 之視障運動員體位分級

規則(2018)，視障保齡球選手可區分為三

個級別： 

1.B1 全盲：指視力低於 LogMAR2.60。 

2.B2 中度：指視力範圍介於 LogMAR1.50

至 2.60(含)：和／或視野範圍小於 10 度。 

3.B3 輕度：指視力範圍介於 LogMAR1 至

1.40(含)；和／或視野範圍小於 40 度。 

四、研究場域 

（一）授課地點：臺中市豐原區雙木保齡

球館。 

（二）授課時間：2023/5 月~2023/9 月份

這段期間之每隔兩周的周六早上。 

五、研究工具 

（一）保齡球得分紀錄表：計分方式採國

際保齡球計分規則。 

（二）學生自我評量表：學生主動提出問

題並參與討論改善其投擲動作。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實際至保齡球館

實行教學如圖 1，前後共參與七次

的保齡球活動，每次參與的局數是

三局，第一局的執行狀況，大致是

熱身、熟悉場地、適應球道等，複

習教學流程與步驟，熟練投球分解

動作。將實際的投球結果作一分

析，並探討出視障者打保齡球的模

式及行為。 

（四）研究信度 

1.觀察者信度 

根據所蒐集的實驗數據(分數)，三

位研究者進行分析並討論，分數結果呈

現為實際保齡球產出的分數，計分方式

採國際保齡球規則，實驗分數參考價值

高，具有可信度。 

2.教學流程一致性 

依教案進行教學，確保本活動方案，

每次教學時皆按照固定流程執行，流程

如下： 

(1)每次至少打三局 

(2)分數紀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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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使用導向桿打保齡球情境 

▼圖 2：保齡球成績曲線圖 

肆、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研究目的論述研究結果如下： 

（一）保齡球活動使用導向桿介入後，成

績曲線圖如圖 2，B/A1 間的水準變化為＋

65％，趨勢呈現正向效果，階段間重疊百

分比為 0％，C 值為.59，Z 值為 2.4，達

到.01 水準，表示研究對象其目標行為有

明顯改善。 

（二）保齡球活動導向桿撤除後，A2/B間

的水準變化為－59％，趨勢呈現負向效果，

階段間重疊百分比為 0％，且 C值為.55，

Z 值為 2.23，達到.01 水準，研究對象在

介入撤回期間，其目標行為有下降的現象。 

二、研究討論與建議 
經過保齡球訓練後，導向桿的介入確

實在提升個案的保齡球技巧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由於個案天生的缺陷影響了其定

向能力，因此需要透過訓練才能完成一系

列的投球動作。在這種情況下，導向桿成

為了不可或缺的輔助器材，能夠有效地協

助視障者提升保齡球技巧。在導向桿的輔

助下，個案感受到了打保齡球的成就感。

通過持續的練習和修正個人的動作，他逐

漸提高了在保齡球運動中的表現。相比之

下，在無導向桿的情況下，個案常常會遇

到洗溝的情況，這使得保齡球運動變得枯

燥乏味，並降低了個案對該運動的興趣和

動力去學習更高級的技巧。 

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受試者在參與保齡球活動後，透過

持續的練習以及使用輔助工具，逐漸對這

項運動產生了興趣，與 Deci 與 Ryan 

(1985)將內在動機定義相符：個體參與活

動是為了活動本身的興趣，以及從參與中

獲得樂趣與滿足。 

（二）個案一開始對於保齡球運動缺乏信

心，並且缺乏對自己的肯定感。此現象與

視覺障礙保齡球選手之運動成就預測因素

研究(黃子軒，2020)的研究結果相符。

Bandura (1977)指出自我效能是代表一個

人相信其有能力完成某項特定任務的信

念，也是個體對自我表現能力的預期和信

念。對於視障者來說，導向桿是在進行保

齡球活動時不可或缺的輔具，能有效提升

自我效能的學習成就感。為了讓導向桿更

符合視障者的體型和習慣姿勢，需要適當

地調整其距離和高度。建議若能設計一組

專屬於視障者的客製化導向桿輔具，將不

僅提高他們在保齡球運動中的興趣，同時

在教練或老師的指導下，能夠持續提升技

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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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hen與 Wills (1985)指出社會支

持能夠提供個人執行某項特殊行為的信

心，對此，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在台中地

區只有一家提供這種輔具的場所，這大大

限制了視障朋友參與保齡球活動的機會。

因此，建議創造更友善的運動環境，提供

更多這樣的設施，讓更多人能夠參與這項

活動。Cohen與 Wills (1985)也提到社會

支持多來自家庭成員、隊友及其他對個人

具有特殊意義者。研究者認為視障生投入

保齡球運動時，專業教練的指導與教學將

是至關重要的。透過專業教練的指導，他

們可以提高保齡球運動的技術水平，尤其

是在控制定向這一最具挑戰性的方面。最

後，研究者認為家人的陪伴是社會支持最

重要的一環，給予足夠的肯定與關心，能

讓視障生奠定正面、積極的良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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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學前融合教育困境及因應策略之初探 

—以嘉義縣一所非營利幼兒園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學前融合教育之困境與因應策

略，並提供面臨到相似狀況之教保服務人員參考。本研究採個案研究，以立意取樣針對

嘉義縣一所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樣本，並以半結構式晤談法來蒐集資料。研究

發現： 

一、老師發現疑似特殊需求孩子行為影響學習，採個別關注、提醒尊重差異、透過家長

合作建立信任及與搭班、巡輔老師合作，分享困境，尋求解決方案，支持孩子學習

發展。 

二、老師發現特殊需求孩子難跟上團體活動或學習區需要協助時，降低標準配合能力、

運用簡化活動、提供易懂指示、給予個別指導及與搭班老師合作調整課程，支持孩

子學習。 

三、在情緒行爲輔導問題及因應策略分析發現，孩子情緒不穩定時，老師運用單獨時間

引導、溝通、安排其他老師與孩子溝通、運用幼兒喜好物、調整班級氛圍，引導孩

子應對攻擊行爲及詢問巡輔老師及搭班的建議，共同調整與溝通。 

關鍵字：融合教育、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壹、前言 
學前融合教育已是台灣特殊教育發展

的現況，在現行之《特殊教育法》中除將

特殊教育服務對象向下延伸自兩歲開始實

施外，更將名為明文規定以融合教育為實

施原則。此外，特殊教育通報網顯示，101

至 111 學年之間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一般

幼兒園已增加 13125 人。可見學前階段特

殊幼兒在普通班環境中學習的機會日益增

加。 

同時，在 2012 年完成幼托整合的立法

工作，同年公布了《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與《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首次為非營

利幼兒園提供了法律依。根據《非營利幼

兒園實施辦法》第 2 條的規定，非營利幼

兒園指的是由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

益法人申請成立，旨在協助家庭育兒、讓

家長安心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長、推廣

優質平價及優先照顧弱勢群體的私立幼兒

園。另外，同上法的第 14條規定，非營利

幼兒園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可見非

營利幼兒園是以弱勢幼兒為優先為收托的

原則。隨融合教育推動，特殊幼兒在學前

李欣容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黃志雄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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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參與增加，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收托

弱勢幼兒，促進社會包容與教育公平。而

任職於非營利幼兒園的教保人員將面臨更

多疑似特殊需求孩子，爲此值得進一步探

討。 

政府積極推動融合教育，但教保服務

人員在實施中常遇到困境。游翠芬（2014）

指出，學前融合教師因對特教領域了解不

足，難以提供最佳教學策略，需要增進專

業知識。教師缺乏特殊教育知識和訓練，

導致個別化教學困難，影響自信心（陸怡

君，2017）。教師意識到充實特教知識的重

要性，尋求更有效的輔導方式。每個孩子

獨特的，因材施教是最佳方式，融合班級

中需滿足每位孩子是一個挑戰。 

在融合教育中，教師若未解決教學困

擾問題，內外困擾因素將直接影響教學品

質和學生學習。黃志雄（2021）建議普教

師從差異化教學出發，與特教師合作，了

解特殊生需求。廖美玲、李秋碧和王銘涵

（2012）強調對可能有特殊需求的幼兒制

定調整策略以提升參與度。在實施學前融

合教育時，教保服務人員如何面對眾多困

境，才能平衡好教學工作與學生的學習品

質呢？ 

此外，Sandall 和 Schwartz（2008）提

出了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中的八大課程

調整策略。課程調整旨在增進和提高幼兒

參與程度，而改變教室活動或素材。幼兒

在活動中的參與程度以及與玩具和同儕的

互動是幼兒學習和發展的關鍵機會。上述

課程調整策略包括環境支持、素材調整、

活動簡化、幼兒喜好的運用、特殊器材、

成人支持、同儕支持和隱形支持。朱思穎

和林婉琛（2021）研究指出，在學前融合

班採用這些策略可提升特殊幼兒參與度。

而教師是否將其應用於融合教育環境中則

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綜合上述，非營利幼兒園教保人員面

對學前融合教育困境愈來愈多，基於上述

研究動機，藉由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

員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所遭遇的困境與因應

策略的分享為此研究目的，並給予未來在

面臨到類似狀況的教保服務人員、學前巡

迴輔導老師或研習之參考。依據研究目的

提出研究問題： 

一、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學前

融合教育之教學困境爲何？ 

二、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學前

融合教育教學困境之因應策略爲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和以立意取樣方

式，邀請嘉義縣某一所非營利幼兒園為對

象，並以半結構式晤談法來蒐集資料，了

解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學前融合

教學現況及因應策略，訪談將會進行兩次

以上面對訪談，深入瞭解老師的經驗與想

法。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嘉義縣一所非營利幼兒園的

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且六位受訪者

均具有大學幼教系畢業資格，分別於幼、

小、中的班級。另外，該園的大班沒有疑

似生或特殊需求孩子，因此本研究以三個

班級進行訪談。參與此研究的教保服務人

員姓名均以化名代替，以下為研究參與者

的編碼、基本資料與融合班級現況說明如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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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代號 年資 任教班級 融合班級現況 

A1 12年 
幼幼班 

14位普幼生 
2位疑似生 A2 4年 

A3 9年 
小班 

20位普幼生 
1位特殊生、1
位疑似生 A4 0.5年 

A5 8年 
中班 

21位普幼生 
2位特殊生、1
位疑似生 A6 0.5年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兩階段進行半結構訪談，訪

談大綱焦點在於了解融合班實施現況、困

境、應對策略、與合作諮詢及課程調整策

略的實施現況。此外，手機錄音設備用於

輔助記錄訪談內容，確保真實呈現。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晤談法的方式進

行，將訪談嘉義縣某一所幼兒園教師之完

整資料進行處理與分析方式，茲說明如下： 

（一）匿名處理隱匿資料，及設定資料編

碼 

將以匿名處理研究對象的姓名及其相

關隱私的內容，以保護其個人的隱私，本

研究所引用的逐字稿編碼依序受訪者的代

號及訪談日期編排，如：訪 A1–0203 即代

表受訪者 A1 之 2 月 3 日訪談逐字稿的內

容。 

（二）分析及整理訪談結果 

將錄音的文字資料經受訪者檢核後，

開始進行資料的分析及整理，以探討各項

研究目的之結果。 

五、研究信度 

為提高研究品質和可信賴度，本研究

除使用三角驗證增加信度和內在效度外，

運用了專家驗證、參與者驗證、研究者的

訪談逐字稿及訪談扎記記錄。此外，研究

參與者及專家分別閱讀及確認資料的完整

性和正確性，再進行後續資料的分析。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嘉義縣一所非營

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學前融合教育

困境及因應策略，並經由訪談，瞭解教保

服務人員在學前融合班級的困境及困境之

因應策略。研究發現，非營利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實施學前融合教育之教學困境與

因應策略可歸納為三部份，底下將分別從

干擾教學、課程調整、情緒行爲輔導等三

方面之困境與因應策略，以回應本研究之

研究問題。 

一、干擾教學困境及因應策略之分析與討

論 

融合班級裡教學過程中老師遇到了各

種的困境，其中發現疑似生或特殊需求孩

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不當行為影響到學習

和影響班級上課秩序。A1老師在訪談中提

到：尖叫影響一些孩子，讓其他孩子注意

力不集中、他上課上到一半會跑走（A1–

0130）。而 A2 老師提到：主題課程或團討，

孩子沒辦法靜下來坐著、會跑到學習區玩，

或到老師前面，其他小朋友看不到老師在

做什麼(A2–0207)。此外，A3老師分享：團

討時間找旁邊的人聊天、玩，竊竊私語或

者發呆及會干擾到其他人…（A3–0130）。

在 A5 老師則分享：講故事，只要是可怕

的，直接跑到老師面前，直接把書故事書

扯下來或扯老師頭髮…（A5–0130）。 

對於老師們所面對的困境採取因應策

略包括個別關注、提醒、在團體討論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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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班上孩子尊重個別差異、透過與家長合

作及與搭班和巡輔老師合作。 A1 老師分

享：團討的時候，會引導孩子說，他表達

能力還沒像我們一樣這麼厲害，所以要給

他一點點時間（A1–0130）。另外，A1、A2

老師分享了類似的策略：請孩子坐在椅子

或搭班老師個別陪在他旁邊（A1–0130）

（A2–0207）。A5 老師回應：我們跟媽媽

談…及引導班級孩子，照顧他，提醒他教

他怎麼做（A5–0130）。A6老師：提醒他，

帶著他坐好（A6–0206）。A2老師提到：跟

搭班討論，觀察他的狀況，會互相討論及

分享他一天的表現，一起找解決方法(A2–

0207)，A5老師則是：跟巡輔老師討論，巡

輔老師會給建議（A5–0130）。 

在教學過程老師運用的相關策略本研

究認爲還是有限的，在受訪過程中，老師

都提出了所面對的困境及適性的因應策

略，但老師是否思考孩子的注意力問題是

否會因爲活動時間安排、活動內容和教學

方式而受影響呢？廖美等人（2012）提到

面對疑似生或特許需求孩子，在教學上需

要做好完善的規劃，擬訂教學調整策略，

提高其參與活動的興趣。故在融合班級環

境中，教保服務人員的反思是對解決困境

至關重要的一環。 

二、課程調整困境及因應策略之分析與討

論 

老師在課程中發現疑似生或特殊需求

孩子在團體活動中跟不上或學習區時間需

要協助，且難以活動達成目標。A4老師訪

談中提到：可能人家可以做 80分，但他沒

有辦法，像丟球，人家可以互丟互接，但

他不行（A4–0131）。另外，A5老師提到：

團體活動比較跟不上；學習單太難或大肌

肉活動的時候，基本上跟不上（A3–0130）。 

老師因現場經驗的磨練，習得許多課

程調整上運用的策略，像是在課程上降低

標準，將標準設定為「能夠接到一次球」、

八大課程調整中的活動簡化及與搭班老師

合作。A4老師分享：標準比較低，能夠接

到一次就 OK 了（A4–0131）。A3 老師運

用：幫他做活動簡化或是學習區縫工的動

作，協助他…（A3–0130）。此外，A4老師

也運用合作支持與搭班老師：跟搭檔討論，

要怎麽調整（A4–0131）。 

上述面對特殊需求孩子的課程困境，

老師可透過降低標準、提供引導和協助，

以及與搭班老師合作，促進孩子學習和發

展。雖然目前僅實施活動簡化，但應全面

採用八大課程調整策略。朱思穎等人

（2021）研究指出，運用課程調整策略有

助於提高特殊幼兒的參與度，故老師應觀

察孩子需求並實施調整，以實現融合教育

理念。 

三、情緒行爲輔導問題及因應策略之分析

與討論 

面對疑似生或特殊需求孩子的行爲及

情緒也是融合班級中無法避免的困境之

一，當孩子遇到不順他意時會尖叫跟哭鬧

的方式表達、孩子情緒不穩定或是出現攻

擊行爲。A1老師提到：他語言上比較弱，

只會用尖叫跟哭鬧的方式去表；學習區有

人拿到他玩的，他就會有情緒（A1–0130）。

另外，A3老師說：她的情緒很暴躁，不可

預期（A3–0130）。A4 老師分享：起床時，

被子一定要折得很整齊，如果沒有她就會

重整，會尖叫，很生氣…（A4–0131）。此

外，A5老師：會攻擊別人，只要遇到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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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A5–0130）。 

老師會運用單獨時間引導及與孩子溝

通或是先離開，讓他緩緩，再換另外一個

老師去跟孩子溝通、適時調整班級氛圍、

幼兒喜好物、詢問巡輔老師及搭班的建議。

A1老師分享：教他講請幫忙…；就先離開，

等他好一點就換另外一個老師去；他情緒

好的狀況，再去跟他溝通…（A1–0130）。

A3老師說：單獨時間會問她…（A3–0130）。

A4老師：中午有水果，她很喜歡，提醒她

趕快收完…（A4–0131）。此外，A5老師：

XX 還沒有辦法可以控制自己，所以你們

要保護自己或是叫老師（A5–0130）。除此

之外，A3 老師也談到：會問巡輔老師說她

的狀（A3–0130）。A5 老師會：跟搭檔討論

一起去嘗試調整…（A5–0130）。 

幼兒情緒輔導至關重要，老師應運用

單獨時間引導及溝通，緩解孩子情緒，並

透過八大課程調整策略中的幼兒喜好物，

提供情緒支持和安全感。上述老師提出會

詢問巡輔老師及搭班的建議，但在過程中

是否提出具體目標或是策略并且執行呢？ 

或是有執行但卻沒得到預期效果呢？黃志

雄（2018）提到情緒和行為需求學生的輔

導，需要透過深思熟慮和有針對性的措施，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應需深入了解孩子情

緒根源，擬定明確支持策略和目標，以促

進孩子情緒健康和學習發展。 

上述主要將受訪者在實施學前融合教

育之困境及因應策略作一整理歸納，分成

學前融合班級的教學困境及學前融合班級

的教學困境之因應策略，了解教保服務人

員面臨困境是否有其因應策略，以清楚釐

清研究結果。 

肆、結論與建議 
一、干擾教學挑戰之建議 

老師發現疑似特殊需求孩子影響學習

和班級秩序，採取個別關注、提醒和團體

討論引導尊重差異或與家長合作建立信

任，提供正向引導，促進孩子融入班級及

與搭班和巡輔老師合作，共同尋找解決方

案，支持孩子學習和發展，但在教學活動

對特殊需求孩子的影響有待深入探討。建

議未來的研究可以聚焦於教學活動的個別

化規劃，包括適性的內容安排和多元的教

學方法，並透過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更有

效的教學策略，以支持孩子在融合班級中

的學習和發展。 

二、課程調整挑戰之建議 

老師發現疑似生或特殊需求孩子需要

協助是，會降低活動標準，調整目標讓孩

子成功完成任務或使用簡化活動和易懂指

示，給予個別提示和指導及與搭班老師合

作討論課程調整，支持孩子學習。此外，

老師應該在教學中針對孩子的個別需求，

實施適當的調整，以降低學習標準並提供

適時的支援。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

討不同調整策略對孩子學習參與的效果，

並探討老師如何運用課程調整策略及其成

效。 

三、情緒行爲輔導挑戰之建議 

老師面對孩子情緒困擾，會運用單獨

時間引導和溝通，或者交由另一老師處理、

利用幼兒喜好物引導孩子、調整班級氛圍，

引導處理攻擊行爲，同時會詢問巡輔和搭

班老師建議，共同調整和溝通。情緒行爲

輔導對幼兒教育至關重要，老師在實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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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行爲輔導過程中，老師需要更加具體地

設定目標和策略，並進行評估以確保有效

性。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不同情緒行

爲輔導策略的效果比較，並深入了解孩子

行為及情緒背後的根源，以提供更加針對

性的支持措施。此外，也可研究教師專業

發展和支持計劃或研習對情緒行爲輔導的

影響，提高教保服務人員在教學現場中的

能力與專業。 

四、融合教學困境之建議 

除了前述三部分之教學困境之建議，

在訪談過程中教保服務人員對合作支持部

分提出相關的因應策略，較多老師會向巡

迴輔導老師請教相關困境，一起討論解決

孩子的需求，其次是與搭班老師一起觀察

及討論孩子的狀況，一起找出解決方案，

可見搭班老師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巡迴輔導老師與搭班

老師在融合班級中的合作模式，並分析其

對於孩子發展的影響，了解合作策略的實

施與效果，可以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更具體

的建議，促進融合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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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交流分享 





 

適應體育課程對於餐飲服務科智能障礙學生之應用                       
 

 

 

 

 

                             

 
摘要 

本文旨在進行實務交流，分享過去本校推動適應體育活動於教學現場之實務經驗。

包含以行政為主的事前準備及教師可以在教學推動上的歷程分享，以此提供給予智能障

礙學生適應體育之參與經驗，並希冀將其提供給有需要之學校及教師得以參考使用之。 

關鍵字：適應體育、智能障礙、特殊教育課程 

壹、前言 
姜義村（2023）指出國內因應《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建議，針對《特殊教

育法》進行修法，加入與適應體育相關的

法條，以供特教教師參照之；教育部（2023）

修定之《特殊教育法》中，第 38 條修定後

包含「校園無障礙環境」、「運動輔具服務」、

以及「適應體育服務」，其中無障礙環境除

常見物理環境外，亦包含心理環境的無障

礙環境，像是友善校園融合便屬於常見的

無障礙環境；而適應體育服務更是 2023 年

修法後所新增之項目，除讓特教教師需要

思考如何在校園中推動適應體育服務給予

身心障礙學生外，更是讓適應體育的概念

除《國民體育法》外，再受到其他法規規

範之，也讓適應體育之發展可以更為全面

性。 

面對適應體育的運用，過去較容易誤

解為體育科融合教育。所謂融合教育係指

將普通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均安置於普通

班級，所有學生皆屬於普通班的成員（陳

書婷，2018）；適應體育則是著眼於調整既

有的教學資源，以此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

教育需求性，並且達到延續、維持的效果

（潘正宸，2011）。前者叫強調「正常化」

的原則；後者則較為強調「因應需求調整

內容，符應學生需求」。在本校的推廣當中，

配合新北市教育局政策發展，主要以集中

式特教班餐飲服務科學生為主體，從而設

計相關的適應體育活動給予智能障礙學生

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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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體育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過

往研究發現，大多存在正向意義。在

Güvendi 及 İlhan（2017）的研究當中，提

供 12 週、每週 2 次、每次 1 小時的適應體

育活動，共計 24 小時的介入，最終結果發

現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在自我管理、社會人

際互動方面，都出現正向成效；賴敬惠等

（2023）曾設計 4 週適應體育水上活動，

觀察兩位自閉症伴隨智能問題之學生在動

機方面之影響，結果發現透過活動介入，

確實對於其出現正向的動機成長。基於上

述，可以發現適應體育的應用，確實對於

身心障礙學生無論是在內在自我效能、外

在社會互動等方面，均有正向的發展趨勢。 

為有效提供智能障礙學生適應體育教

學，姜義村（2020）提出在適應體育的教

學的過程當中，適應體育相關師資的不足

是教育現場較常遇到的困境，也是造成適

應體育發展的限制。其中，針對身心障礙

學生的體育課程，姜義村（2020）提出合

作教學是一項常見的適應體育教材教法，

包含「特教班與普通班融合式體育課」一

種方式，可以針對部分課程進行融合體育

課程，但其精神仍以適應體育為主軸。 

基於上述，本篇將以研究團隊服務之

學校為基礎，分享在教學現場從零開始發

展適應體育的過程，以提供學校教師得以

參考之。 
貳、實務分享 

本篇分享旨在分享本校在適應體育發

展的過程，以此提供給他校若有意願發展

時，可以參考使用。故以下將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以行政角度分享實務經驗；第二

階段則以教學角度分享實務經驗，以供參

考。 

一、行政角度 

（一）從小單位開始發展適應體育 

特殊教育在國內發展雖有數十年的歷

史脈絡，但就臨床教學經驗觀察，可以發

現普通教師對於特殊教育的知能大多仍僅

有每學年 3 小時的研習，因此對於特殊教

育的知能仍存在許多迷思，例如對於集中

式特教班的概念，大多認為學生都是認知

缺損嚴重、無法生活自理等迷思。基於此

若要在校內強制推廣全校性的適應體育活

動，對於普通班導師則容易出現擔心、緊

張，深怕讓特教班學生受傷，反而容易造

成反效果，進而影響校內對於適應體育推

廣的發展性。這與陳麗如等（2014）提出

的觀點相近，在教學現場若要推動適應體

育，仍然存在許多阻礙與挑戰，像是教師

對於特教知能的不足、教學設備缺乏無法

支持等，都會影響教師願參與的意願。 

因此，在本校推動適應體育的過程當

中，認為特教組長是一個能夠與普通班最

多合作機會的職務，加上時任特教組長對

於適應體育有較多經驗，因此本校最終由

時任特教組長個人為單位發起，並與自己

較為熟悉的班級導師合作，採用小單位之

間的合作，以此讓適應體育的概念漸漸被

校園其他教師了解。例如研究者曾帶領一

位智能障礙學生與ㄧ位普通班學生參與中

華特奧活動，透過兩天一夜活動，讓班級

導師可以初步了解到餐飲服務科智能障礙

學生。在活動結束後，仍可以觀察到普通

班學生時常會主動與該位智能障礙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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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互動。 

（二）跨處室的校園合作 

教育部（2023）修法將適應體育的概

念正式入《特殊教育法》，因此為有效推動

於教學現場，考量過去像原適應體育的推

動上有諸多限制，像是設備不支持、經費

不足（陳麗如等，2014），故在正式入法後，

有越來越多相關的計畫支持校園可以申請

適應體育活動，以此解決適應體育硬體設

備不足所造成的限制。 

因此，以本校為例，鑑於本校過去較

少發展適應體育活動給予智能障礙學生，

故為有效提供適應體育活動課程，在上學

年以特教及體育組共同就身心障礙學生需

求進行討論，從而設計課程活動，並申請

體育署經費支持，以此充實適應體育相關

設備，以利需要推動適應體育時，可以有

對應設備支持發展；另一方面，在確定欲

發展適應體育課程後，因需與普通班教師

合作，故由特教組長與教學組長討論，以

普通班與餐飲服務科「綁課」之方式進行，

讓課程確保可以共同執行。 

（三）校園正向支持友善風氣的構建 

適應體育的推動過程當中，徐一騰、

姜義村（2023）曾提出體育課程在校園當

中，已從過去的技能本位為主，漸漸調整

為可同步發展認知、情意與技能兼具的課

程。因此，本校在推動適應體育的過程當

中認為營造友善的正向氛圍，提升普特學

生的情意知能，是發展校園適應體育的首

要任務。 

為有效建構校園當中的正向情意氛

圍，本校在適應體育課程開始進行前，先

後在全向性活動當中，讓餐飲服務科智能

障礙學生得以參加，以實際行動澄清常見

迷思。例如：以本校全校性籃球比賽，由

特教組及社團活動組以及體育組教師商

議，同意餐飲服務科考量學生人數及大多

智能障礙學生在運動能力表現之不擅長，

故改以組成餐服聯隊方式。聯隊當中不乏

具有擅長籃球的智能障礙學生，其表現更

是讓普通班學生多次表示「這個同學是不

是籃球校隊」，過程當中讓學生可以用自我

的力量自我證明，並營造友善包容的正向

校園風氣。 

二、教學角度 

（一）跨領域合作 

面對身心障礙學生適應體育的教學活

動，詹元碩（2023）建議在教學內容上，為

確保身心障礙學生皆能成功學習，根據學

生的個別需求與能力從而調整課程設計，

進而提供一項有意義教學給予學生。因此，

本校在課程設計階段，回顧過往文獻

（Maïano et al., 2019）發現，智能障礙學生

在動作運動表現能力有較大的需求，故在

設計階段邀請體育組專業體育教師外，更

先後邀請職能治療背景的特教教師以及適

應體育專長特教教師跨領域合作，就個人

專業進行討論。 

在本校的推動上發現，特教教師表示

智能障礙學生在日常生活運動方面，運動

表現較差；職能治療背景之特教教師認為

這與智能障礙學生的基礎動作技能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FMS）有關

聯性；體育教師則建議可以安排「校園定

向越野」之活動（可參考下圖 1），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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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在運動訓練。又或者在教學

對象上，職能治療背景之特教教師建議可

以加入活動分析與調整（task analysis and 

adaptation）之運用，將課程內容進行分級，

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給予不同的活動；因

此，在跨領域的討論之下，最終參考姜義

村（2020）之模式，最終普通班分成兩組，

一組進行傳統體育課程、一組與餐飲服務

科學生進行課程，盡可能讓彼此的運動能

力無過大之差異性。 

 

圖 1 普通班與餐飲服務科學生一同執行課

堂活動（定向越野） 

（二）校內共備課程 

適應體育是一項需要同時具有跨領域

合作的教學活動，故在實施適應體育的過

程當中，姚怡如（2021）曾建議，針對智能

障礙的適應體育教學策略，可以在準備過

程中加入其他專業教師或者相關專業人員，

共同準備課程內容。然而，在在臨床教學

經驗當中，即使特教學生的體育課程，仍

是一門極為仰賴技術的教學課程。因此，

在實施課程方案前，若可以安排共備課程

會議，透過會議構思出課程方案以及相關

的執行策略，相互討論。以本校此次實務

經驗為例，在事前有主責特教教師與體育

教師進行討論，彼此就各自專業進行交流

討論；課程實施前，由特教教師邀請輔導

主任（單位主管）、體育組長（合作教師）

籌組小組會議，在會議上確認本校的四次

課程內容活動；同時，體育教師利用課餘

時間與特教教師討論細節確認方向（參閱

下表 1）。 

表 1 課程主題規劃 

週

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主

題 

球類熱

身操 

排球差

異挑戰 

小組接

力賽 

定向越

野 

內

容

簡

述 

球類延

伸操、

彼此相

見歡 

團隊小

組合作 

團隊小

組合作 

社會互

動、合

作競賽 

（三）差異化調整設計 

在課程能力設定方面，因對象包含餐

飲服務科智能障礙學生以及普通班學生，

然而未必所有普通班學生的能力皆優於餐

飲服務科學生。故在課程設計上，學習功

能缺損調整成以「參與體育活動之能力」

為判斷，部分普通班學生可能屬於輕微缺

損、少許餐飲服務科學生在體育課程學習

亦為無缺損之個案。 

為提供有效的教學，在活動體驗上呈

現等值替代功能的運動輔具進行課程。例

如在排球課程當中，考量特教學生過去在

排球的操作上有較大困難，故先以圓形汽

球作為運動輔具，協助學生掌握技巧後，

再改以使用標準用排球（可參考下圖 2），

在此合作的模式下，漸進式的提供學生正

向回饋，也能夠小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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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使用汽球調整課程難易度 

（四）滾動式修正課程 

在適應體育課程進行當中，強調因應

學生的身心需求進行課程調整，本校除在

課程開始前進行共同備課外，更在每週課

程結束後，由特教教師與體育教師就學生

的狀況進行討論，提供滾動式修正。 

例如在課程進行的階段，發現智能障

礙學生在分組活動上較難主動與人分組，

且擔心個體間能力歧異性造成活動進行困

難，故在第二週的課程進行時，則由教師

以「汽球」顏色進行分組，教師刻意在發

放汽球時，能力將近的拿去接近的顏色，

並讓學生主動去找跟自己顏色不相同的人

一組，異質性分組，讓每一組的學生都可

以有高中低組的學生之餘，也讓學生嘗試

與人互動。 

參、結論 
過去較少推動適應體育活動發展，因

此在推動課程正式開始前，需要仰賴行政

端的事前準備與籌劃，方可以在正式課程

進行時，盡可能提供學生對應的教學活動。

適應體育是一項因應身心障礙學生能力差

異，從而進行教學調整的教學課程，然而

在過去言發現師資不足、設備不足都造成

適應體育推動的困難。基於此，本校參考

姜義村（2020）之建議，採用跨領域教師

進行交流、討論，就自我專長提供專業建

議，盡可能弭平師資/設備造成的影響。 

本校推動的過程當中，對於身心障礙

學生而言是第一次與普通班一起學習，對

於普通班學生而言也是第一次與身心障礙

學生共同交流。在回饋問卷當中，可以看

到普通班學生表示「透過適應體育活動，

讓他學會與身心障礙學生溝通」、「透過適

應體育活動，特教班學生其實一點都不恐

怖」等描述，可見對於普通班學生而言，

本校的推動是存在正向發展性。然而，在

教學團隊的觀察上，受限於智能障礙學生

智能表現，較難以回饋問卷方式，反應出

智能障礙學生參與後的成效，此乃未來在

推動適應體育推動時，需要再審慎思考之

處。 

最後，本文以本校推動適應體育之經

驗為主，雖然對於學生是有正向成效，但

是仍在推展之餘可以發現在現今校園，部

分教師對於適應體育之相關概念有所不足

與缺乏，因此在合作初期並無意願協助課

程參與。但是，在小單位小團體的合作發

展下，亦開始有部分教師有意願加入適應

體育推動課程方案之中。例如有教師便主

動詢問「下學期還會繼續申請嗎？如果會

申請，希望可以一起加入！」。 

另一方面，在合作的過程當中可以發

現，校方若要推展適應體育活動，是一項

極需要校園之間跨處室的合作，涵蓋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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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學務處以及輔導處的支援方能在校園

當中實施。若僅有一個單位願意提供，則

容易造成孤立無援，窒礙難行之窘境。 

面對適應體育的發展上，陳張榮

（2016）曾經在調查研究當中發現，國內

的適應體育在推動上，師資不足與相關經

驗不足影響校園推動的方式。在此次校園

的推動當中，透過體育教師與特教教師就

各自專業合作，雖然無法經科學驗證證明

是否足以取代師資不足的限制，但是卻是

可以提供給教學實務現場的教師作為一項

參考方式，可以運用於校園推動適應體育

課程。 

適應體育的推動對於教學現場教師而

言是一項較新的任務與挑戰，在過程當中

將會遇到不同的阻礙與挑戰，若要一人孤

軍奮戰較難克服挑戰與阻礙，因此本校將

在校園發展的相關方案以文字及圖片作為

紀錄，希冀提供給予其他學校之特教教師

發展方案時之參考。 

肆、建議 
在執行適應體育於校園推廣當中，從

小單位的方式發起適應體育活動於日常教

學，雖然是一個不錯的方式，然而仍然會

受限於校園氛圍而有不同的影響。例如，

在本校執行過程當中，適逢職務輪替，接

替之新任特教組長由於自身之不足，便不

願意支持適應體育發展，因此校方則需要

與其他行政人員合作支持，像是輔導主任、

體育組長等，方能夠繼續發展方案與活動。

建議未來有意願推動適應體育之學校，仍

需要依照學校不同的風氣，而做出不同的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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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課程與教學】 

當「孤勇者」遇上「元曲」 

～記一首資訊融入國語文教學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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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象：國中三年級資源班輕度智能障礙學生 

貳、教學單元：南一版國文三下第二課「曲選」 

參、教學目標 
一、學生了解「曲牌、題目」的意義後，能依流行音樂曲譜填上自創歌詞。 

二、能使用影音編輯軟體，完成自製卡拉 OK 伴唱影片。 

肆、緣起 
「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誰說站在光裡的才算英雄。」當陳奕迅的

「孤勇者」紅遍大街小巷，這旋律不但成了校園裡備受歡迎的流行歌曲，網路上也出現

了各種改編版。 

2023 年春天，資源班教室裡，一播放這首歌，居然每位學生都會，就算記不住歌詞

的，也能哼個一兩句，真不愧是神曲！ 

筆者任教國文科，在國三下學期「元曲」這個單元，為讓學生理解「曲牌、題目」

的意義（曲牌是曲調，題目則與文字內容有關），於是將流行歌的改編版帶入，例如：改

編自「給愛麗絲」的「資源回收歌」、改編自「孤勇者」的「孤勇者作業版」……等。由

於學生對流行歌曲反應熱烈，於是筆者決定結合寫作練習，讓他們進行仿作。 

伍、教學步驟 
    本單元的教學包括三階段，如圖 1。 

【第一階段：歌詞創作暖身】 

填詞，先由簡單的開始，步驟如下： 

一、以「小星星」旋律為曲調格式，由老師先提供一個範例，之後學生可選擇相關的題

目或自訂，如：「我的偶像」、「我喜歡的○○」……等，將句子填入格子中。 

二、教師協助修飾文句後，學生的第一份作品於焉誕生（見圖 2）。 

三、請學生將作品輸入至 google 文件存檔，在課堂上發表。 

「很難！我不會！」學生 T 一開始猛喊著且不肯動筆，但在課後一對一協助下，和

T 討論她最愛的影片「斛珠夫人」，並給予例句示範與選擇，最後 T 很開心地完成作品，

直說「原來是這樣！」、「我會了！」。作品發表時，學生都害羞不敢唱，然而當看見自己

的歌詞被唱出時，瞬間顯得開心又得意。 

    成功！準備進入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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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學流程圖 
 
 
 
 
 
 
 
 
 
 
 

 
 
圖 2  「小星星」填詞練習作品  

 
 
 
 
 
 
 
 
 
 
 
 
 
 
 
 
 
 
 
 
 

註：學生 Z 在創作時遇到困難，因此調整方式，以他喜愛的流行歌（愛人啊）歌詞為

材料，再協助其依照小星星曲譜格式刪改成適當的句子。 

歌詞創作暖身 

(曲譜：小星星) 

主題歌詞創作 

(曲譜：孤勇者) 

段考作文：走過一條路 

使用「剪映」 
製作卡拉 OK 影片 

「元曲」教學 

（作文指導與修飾）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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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主題歌詞創作】 

先以一首卡拉ＯＫ伴唱影音為例，告訴學生此次的學習任務，然而，學生卻不如預

期中的興奮，反而群起皺眉、抗議道：「啊～這很難耶！」、「我們不會啦！」、「不可能

啦！」、「老師妳都沒有先跟我們商量……」。 

為了貫徹老師的意志，肯定要無視學生的哀嚎，軟硬兼施地繼續進行。主題歌詞以

「孤勇者」的副歌為曲譜，須填入約 16 句的內容。內容怎麼來？在時間有限下，以學

生現成的作文當做文本，是最快速的方式。然而，每次的段考作文，這五位學生中只有

二位能稍微寫出內容，其餘三人總是空白。沒想到，國三下第一次段考作文題目「走過

一條路」，難得有三位學生都寫出內容，表示此題目對他們而言較易發揮，因此決定以

此篇作文內容為基礎文本，作為歌詞主題的材料。 

然而，要成為一篇通順的文章，仍有好一段路要走，需要給予協助，每位學生所需

要的協助各有不同，五位學生寫作能力分析及教師提供之鷹架支持，見表 1。 
 
表 1 學生寫作能力分析及教師提供之鷹架 

學生寫作能力分析 段考作文內容 教師提供協助的部份 
學生 W 
能寫出短文，因注音不熟，常出現

怪異詞語 

寫出約 300 字短

文，但文句重覆，

語詞怪異 

與學生確認文章內容中所要

表達的意思，並修改成正確

語詞及通順的句子。 
學生 F 
能寫出短文，但句子表達不通順 

寫出 250字短文，

上下文不通順 
與學生確認文章內容中所要

表達的意思，並修改成正確

語詞及通順的句子。 
學生 K 
識字與寫字能力弱，僅會寫簡單詞

語 

約 100 字，多為

2-3 字的語詞 
協助加長句子，並修改為通

順文句。 

學生 T 
能自行書寫文句，但對於作文題目

不知要寫什麼，因此總是空白。 

空白 引導學生說出並寫出自己的

經驗，提供大綱與例句，提

示學生可以寫哪些內容。 
學生 Z 
識字、寫字困難，看不懂題目。  

空白 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的經驗，

由學生口頭說出句子，教師

代為電腦輸入。 
 

主題歌詞創作的步驟如下： 

一、當學生的作文內容修改完成，請學生重新謄寫一次，成為一篇通順的文章。並利用

空檔將作文輸入至 google 文件。（如圖 3、圖 4） 

二、請學生從作文內容選擇適合的句子填入孤勇者曲調空格中。（如圖 5、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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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協助修改。 

四、完成歌詞創作。（圖 7、圖 8、圖 9） 
 
 
圖 3 學生Ｗ修改後的文章        圖 4 學生Ｋ修改後的文章（原文多為 2-4  

個字的店名和語詞） 

  

 
 
圖 5 學生Ｗ依曲譜填入適當句子     圖 6 學生 K 的填詞需要較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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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學生 W 的歌詞創作 

 
 
圖 8  學生 K 的歌詞創作                     圖 9  學生 T 的歌詞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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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製作卡拉 OK 影片】 

一、事前準備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1.下載剪映，安裝繁體中文字型 

參考呂聰賢老師

https://youtu.be/IQuZy6DG_Tk?si=tarW4gl6R8qDb_vn 
2.製作「孤勇者-走過一條路」卡拉 OK 模版 

 參考愛的幼兒華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oB1bXCNak&t=228s 

1.學生建立「雲端硬碟

資料夾」，與老師共

用，以便教師協助編

輯。 

2.請學生將歌詞輸入

到 google 文件中。 

二、建立個人圖庫： 

（一）學生新建資料夾，命名為「姓名_圖片」。 

（二）搭配歌詞搜尋圖片，一個句子一張圖。利如：「我曾走過一條路」，可搜尋

「路」，再選擇自己喜歡的圖，存檔至該資料夾。 

（三）將圖片資料夾上傳至雲端硬碟。 

三、開始編輯。 

（一）教師製作一個卡拉 OK 模版。 

1.在媒體中導入「圖片」、「音檔」。 

2.上字幕： 

(1)新建文本，貼上歌詞。 

(2)動畫則選擇「卡拉 OK」，動畫時長拉到最長。會有卡拉 OK 字幕效果。 

（二）將老師製作的模版分別為學生建立副本，學生可直接套用編輯。 

1.學生自行導入自己找的圖片。 

2.字幕改為自己的歌詞。（如圖 10、圖 11） 

3.教師確認影片狀況並微調。 

（三）匯出，完成卡拉 OK 作品（如圖 12） 
 
圖 10 學生使用影音剪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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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根據歌詞找圖，顯露出學生的偏好 

  
 
圖 12 卡拉 OK 影片封面，有學生選擇用暱稱 

 

陸、教學反思 

一、資訊融入：學生在這過程中學會（一）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 文件的基本操作；

（二）資料夾共用；（三）圖片搜尋、存檔……等，而在操作過程中，學生能自然而

然多次練習語文能力，包含作文內容的輸入、搜尋圖片時所需關鍵字……等。在操

作電腦時，動機高且專注，如：原本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 Z 常有干擾行為，然而

在這過程中的參與度相當高，干擾行為便消失。 

二、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完成卡拉ＯＫ伴唱影音」是為終極任務，最後產出一份作

品，並在畢業歡送會中公開發表，學生都覺得很有成就感，也在這過程中具有較高

的主動性。 

三、學生創意展現：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在寫作和表達方面經常有語彙缺乏、文句短而不

順的情況。然而在歌詞配圖的過程中，學生有機會展現了個人想法與創意，也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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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巧有趣的作品。對於能力較佳的學生，則鼓勵他們進一步在歌詞中選擇有押韻

的字。 

四、合作學習：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之間能互相合作，中文輸入法較佳的孩子，

協助不諳注音的同學；已經學會如何使用剪映的同學，則成了小老師；平常會嗆人

的小 Z 也能客氣地請小 T 幫忙打字。 

五、時間與設備：在「影片編輯」的教學階段主要是利用三年級會考後的時間，但因需

要不少一對一的指導，時間有限之下，學生 Z 的影片可惜並未全部編輯完成。此外，

由於需要足夠的個人電腦，因此在教室的選擇上，需要有這些設備支援方能有效率。

雲端硬碟的使用，則可讓孩子不受限於特定電腦。 

六、教師個人成長：筆者原本不會使用「剪映」，但因充沛的網路資源，相關教學影音唾

手可得，因此得以教學相長，學會了更有效率的影片編輯方式。 

 
謹以此篇記錄這一段時間以來與學生共譜的學習之歌，一邊整理文稿，一邊播放他

們的作品時，也再度回味師生們曾共同投入的熱情及箇中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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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識如意〉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梁譽繻、卓芳秀 

南投縣立大成國中資源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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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閱讀是知識之門，而識字則是開啟門扉的鑰匙。然而，許多特殊生卻在識字上面臨

重重困難，進而限制了他們的閱讀能力，亦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學業表現以及日常生活中

的知識獲取。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成國中特教團隊一直致力於教學的改進，期望能夠有

效地幫助學生克服識字障礙，更好地進行學習。 

為了追求這一目標，大成國中特教團隊參加了南投縣識字教學策略工作坊，並從中

汲取了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的理念。此後，成中特教團隊便萌生了將數位輔助科技應用

與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相結合的想法，希望能夠充分發揮兩者的優勢，為學生開發更有

效的課程和教材。 

為了擴大影響力，成中特教團隊不僅邀請了鄰近國中小的特教老師一同合作，讓教

材有機會從國小連貫至國中階段，還特別邀請了成中國文科老師參與，期望能夠在專業

領域上進行更深入的對話和合作。 

透過這個社群的組建，我們希望能夠共同努力，將識字教學推向更高的水平，為特

殊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學習機會，實現他們的潛能。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見證這一個令

人振奮的旅程！ 

貳、學習社群運作模式 
一、社群目的： 

（一）提升教師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國文領域課程與特殊需求課程之

熟悉度。 

（二）社群成員間透過互相交流、討論分析學生能力及需求，共同發展適合的課程設

計活動。 

（三）精進個人教學之專業能力並解決教師現場所遭遇到之困境。提升特教教師之專

業能力，藉由社群共學共備，精進個人教學之專業能力並解決教師現場所遭遇

到之困境。 

（四）增進教師平板融入教學及數位教材編輯之能力。 

二、實施及運作方式： 

（一）專題講座：辦理數位融入教學增能講座，學習下列內容。 

1.以 AI 協助創作教學用媒材。 

2.剪映影片製作技巧。 

3.國字部件拆解去背技巧。 

4.Jamboard 部件練習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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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 Pad 課堂管理。 

6.LoiLoNote 基本使用。 

7.wordwall 語意語用練習題設計。 

8.Kahoot! / blooket 批量試題上傳。 

（二）專書研討：研讀識字教學相關書籍，摘錄、整理適合作為識字教學之主題與內

容，並分享重點、設計相關教學活動或教材供成員相互討論。 

（三）共學共長：共同發展「部件意義化識字教材」相關之教學設計與教材內容，並

互相給予建議。 

（四）經驗交流、同儕省思對話：針對各社群成員 111 至 112 學年度授課之學生之學

習需求進行討論，並分享各自的教學實務經驗與實施成效。 

參、成果分享與心得回饋 
一、數位融入教學增能講座 

（一）成果分享：增能講座–數位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 

 
（二）心得回饋 

在這次社群分享中，兩位講師所提供的講座內容非常務實且豐富，值得我們深入探

究。他們不僅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更有實際應用於特殊生身上的親身經驗，這使得社

群成員們能夠迅速理解並掌握如何應用所學知識。 

其中一項具有潛力的應用是利用 AI 人工智慧來協助製作課文語詞意象圖片。這種

方法可以將較為抽象的國中課文概念以及文言文的辭意轉化為更具體且易於記憶的形

式，對於難以理解抽象概念困難的特殊生來說，將會是一大幫助。 

另外，這次分享中介紹的 IRS即時反饋平台包含了 Wordwall、Kahoot!、以及 Blooket 

等三個平台。這些平台不僅可以快速產出多樣練習模式的教材，而且其互動遊戲具有豐

富的題型和模式選擇。講師們分享了根據不同教學目標適合的遊戲練習模式的經驗，這

對於將教學教材進行遊戲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再僅僅是在課堂上偶爾進行的休閒小練

習，而是能夠透過精細的教材分析和適當的題型設計出具有結構性且規模宏大的系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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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同時也能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夠得到高效的練習，避免了空白等待時間的浪費。 

此外，我們還認識了有許多功能的數位白板，例如  Jamboard、LoiLoNote、

myViewBoard。這些工具對於教師的教學輔助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它們不僅僅

是白板，如果設計得當，它們還可以成為學生自主練習的有效工具。 

總體而言，這次的分享將實踐性與理論性相結合，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有價值的啟示。

我們應該深入研究這些方法和工具，並將它們應用於我們的教學實踐中，從而更好地幫

助特殊生實現他們的潛能。 

二、專書研討—有生命的漢字系列書籍共讀&教材觀摩 

（一）成果分享 

1.增能共讀—有生命的漢字系列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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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驗交流–觀摩各教師為不同階段及能力學生設計的識字教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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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回饋 

部件意義化識字教學對於身障學生的應用有著深刻的學理基礎，並且在國字構形理

據方面的分析知識含量遠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深入和豐富。在這次社群活動中，我們透

過專書導讀初步窺探了這一教學方法的奧秘，但實際上要想精通並且活用部件意義化識

字教學技巧，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探究和學習。在社群活動結束後，我們可以配合資源班

的識字教學，持續保持社群的精神，進行不斷的進修和討論，以滾動式調整和提升我們

的活動設計、教學能力和教材製作能力。 

對於未來的識字教學工作，如果國小和國中的老師們能夠擁有共同的知識背景，將

能夠更好地銜接教學，為學生提供持續不間斷的有效教學。我們很高興這次社群活動能

夠有學區內的國中小夥伴一同參與，並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機會依然跨階段跨校合作，

相互學習，並將夥伴圈不斷擴大，實現更好的合作銜接，照顧好特殊生的需求。透過跨

校、跨域、跨階段的合作方式，我們將能夠共同探索更有效的教學方法，並為學生的成

長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共同備課—部件意義化識字數位教材製作 

（一）成果分享 

1.教學流程及教材設計方向 

針對國中資源班學生的國語文學習，社群夥伴們運用了部件意義化識字的概念，教

導課本中每課的生難字，並精選重要字詞，製作了主題識字教材，這些教材不僅提供了

學生需要的字詞信息，還透過豐富的多媒體內容，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了他們

的學習動機和效果。 

首先讓學生先以部件意義化識字熟悉目標學習字的構形理據，此階段可配合漢字故

事、漢字演變介紹影片以及用 AI 繪圖製作的漢字形象圖，幫助學生從多元角度認識目

標字。接下來則會讓學生認識每個目標字的多元生活詞彙，透過討論加上數位遊戲幫助

熟悉字詞。 

此外，也會辨析有共同部件的相似字，每個字皆會以前面的流程介紹教學，而後再

使用 LoiLoNote 這類數位白板讓學生移動漢字部件來拆解和組合漢字，藉由實際操作加

強對字的整體印象，也幫助區辨相似字。 

最後則引導學生將詞彙活用至句子中，教師所選的例句都有特意貼近學生的生活經

驗，且所有練習皆有漸進式挑戰遊戲，遊戲皆設計成單次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練習量。 

練習題設計為由簡入繁，由淺入深的一系列遊戲，教師可直接給予全系列清單發配

給全體學生，完全由學生按照順序，依照自身能力進行練習，也可以由教師依據學生能

力與特質挑選單一清單甚至是跳躍式挑選數個練習小遊戲，個別派發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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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 PPT 內部功能拆解漢字部件，並結合各類數位白板圖片拖曳拼貼功能，設

計學生遊戲式練習題。 

 

3.利用 AI 協助製作課文語詞意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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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件意義化 + 心像圖片幫助記憶。 

 

 

5.連結生活經驗 + 跨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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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形音義結合，擴增詞彙量。 

 

7.褪除提示、回想所學、書寫應用。 

 

8.教學中穿插 wordwall 數位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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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學中穿插 wordwall 數位小遊戲。 

以下為"目標字 "，共計 9個: " 旦、朝、陽、乾、坐、地、

垂、塵、肚 "，請依照下列要求，第一步驟先產出造詞造句並顯

示出來，第二步驟再產出 5 篇故事，此步驟產出的 5 個故事須包

含所有的目標字。 

 

第一步驟，請依序用以上所有目標字造詞造句。 

每個目標字先造 7 個常用詞，造完詞之後再分別用剛剛造出

來的詞造句。所造的詞和句盡量生活化，以臺灣國中、國小學生

會使用的詞為佳，所有產出的內容都請使用繁體中文及臺灣用語，

不要使用簡體字和大陸用語。 

產出的詞和句，請按照下列"造詞造句正確格式範例" 的格式

排版，範例內容僅供參考，請針對所有目標字一個不漏的全部自

行造詞造句並顯示出來： 

"造詞造句正確格式範例"： 

1. 旦 

早旦：每天【早旦】起床是個好習慣。 

元旦：1月 1日【元旦】那天有放假喔！ 

花旦：京劇【花旦】的服裝真美麗。 

一旦：【一旦】做決定，就要堅持下去。 

旦夕：我們在【旦夕】之間完成了這項任務。 

新旦：這座城市的【新旦】景點吸引了大批遊客。 

旦角：他在舞台上扮演【旦角】，表現得非常出色。 

2. 朝 

朝霞：【朝霞】染紅了天空，非常美麗。 

朝陽：每天早上，【朝陽】都會升起。 

朝氣：他充滿了【朝氣】，準備迎接新的一天。 

朝市：【朝市】上有各種各樣的小吃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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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爸爸媽媽都在外地工作，他們都過著【朝九晚

五】的生活。 

朝氣蓬勃：小明每天都展現出【朝氣蓬勃】的態度。 

以下為"造詞造句"錯誤格式範例，請避免這樣的格式錯誤： 

1. 旦 

花旦：京劇花【旦】的服裝真美麗。 

一旦：一【旦】做決定，就要堅持下去。 

2. 朝 

朝霞：【朝】霞染紅了天空，非常美麗。 

朝氣蓬勃：小明每天都展現出【朝】氣蓬勃的態度。 

 

第二步驟，用方才產出的造詞創作故事。 

"目標字"：" 旦、朝、陽、乾、坐、地、垂、塵、肚 " 

"完整目標詞"：以你剛剛為每個目標字各自造的 7個常用詞為範

圍 ，每個目標字從 7個詞中挑選 1~3 個常用詞作為目標詞，所

有目標字各自選出的目標詞合在一起即為"完整目標詞"。 

等到造詞造句產生成並顯示之後，請撰寫一篇故事，故事需

包含以上所有目標字和目標詞，故事要簡單好懂，用語生活化，

不要出現太罕見的詞彙和字，要讓國中、國小的學童都能理解，

而且故事有具體畫面，故事內容要生動有趣，有讓人驚喜的畫面

或結局有轉折驚喜為佳。 

故事中需要將 "目標字 " 用【  】框起來標示，【  】請框 

"目標字 " 【  】不是框目標詞，也不可以框到非目標字。所有

產出的內容都請使用繁體中文及臺灣用語，不要適用簡體字和大

陸用語，像這樣包含所有目標字和詞的故事，請生成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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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學中穿插數位遊戲，有系統的規劃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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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實際教學調整精進–互相觀課並研討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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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回饋 

數位融入教學及教材設計是當今教育領域中的一大趨勢，其有效性在課堂實踐中得

到了充分的驗證。作為一名專業教師，社群夥伴們深深體會到數位技術對於課堂教學的

幫助，並期許未來能將這種教學方法應用於更多的課程中，形成專業社群，實現共學、

共備的理念，以提升教學品質。 

此次共備教材中的遊戲是使用 wordwall 平台製作，遊戲可用網址自由分享，除了

給予學生製作好的闖關遊戲網址清單，讓學生點選連結或是掃描 QRcode 上線練習，讓

學生按照自己的進度逐一闖關，也可以依據學生學習特質和需求挑選適合的遊戲，結合

各類數位授課平台或是軟體，將遊戲網址發派給學生，給予個別化的學習任務。 

遊戲的後台監控數據，能看到所有答題者的分數排行、答題時間、答題次數與正確

題數，此外也能按問題顯示每個人該題答題情況，更方便的地方在於遊戲後臺監控不限

於遊戲製作者透過個人帳號檢視，還能透過網址與其他人共享監控頁面，方便多位老師

共同使用本教材，一起管理和掌控學生狀況。且練習遊戲切割為很多 0.5 分鐘~3 分鐘內

能完成的迷你單元遊戲形式讓學生容易成功答題，故學生能明確感受到自己的進步，激

起學習動機，不再放棄語文學習，不少學生在資源班常常練到下課還捨不得結束，繼續

利用下課時間練習，甚至跟老師約午休或放學後到資源班借平板練習小遊戲，有些學生

為求某些關卡能得高分或是進入排行榜，甚至願意反覆練習高達 10 幾 20 次。 

傳統紙本教學與練習，就算老師努力的將學習單分難易度，但課堂間依舊需要花時

間巡視教室一一改題和指導，學生容易有等待指導的空白時間，也容易不小心帶著錯誤

概念往下寫題，此外，教師也很難立即給予足夠的學習單讓學生再次練習先前錯誤的部

分。 

然而本次共備設計的教材採用數位模式，數位遊戲練習題循序漸進規劃為清單，已

由教師在不同遊戲題型分別設定好不同類型的答案出現形式，能在學生答題的當下立即

回饋，配合我國當前「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政策，課堂中每位學生使用一台平板

或是電腦，就猶如聘請多位助教一對一指導學生，因此更容易做到精緻的個別化進度，

使學生能完全依據自己的步調決定要重新練習還是繼續往下一階段學習，而教師也不用

擔心花時間個別指導能力較弱的學生會拖累進度。 

通過數位融入教學及教材設計，社群夥伴們不僅能夠更好地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還能夠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未來，我們將持續精進特教教材設計及數位工具使用

能力，不斷探索創新的教學方法，為學生的學習之路添磚加瓦，為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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