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討 融 合 教 育 下 的 體 育 教 學 — 體 育 教 師 的 教 育 信 念 與 實 踐 

… … … … … … … … … … … … … … … … … … 黃 奕 晨 、 郭 珮 淳 … … 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生命歷程與融合教育初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 寶 密 … …  9 

 
國小生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指導策略—同理心社會技巧教學實

例分享 

…………………………陳郁翔、陳而佳、夏珮瑾、吳柱龍……17 

 

 

 

 

 

 

 

 

 

 

 

 

 

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第二版短版應用於

服務群科教學之實務分享 

… ………… ………… ………… ………… ………… …… 左盛 陽 ……2 3 

 

遊戲策略對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動機之教學實務分享 

… ………… ………… ………… ………… ………… …… 鍾美 玲 ……2 9 

 

南投特教半年刊第 39 期 目錄 

1 

學 研 究 術 類 

2 

3 

4 

5 

實 
務 流 

交 類 分 
享 



學術研究類 





探討融合教育下的體育教學—體育教師的教育信念與實踐 

黃奕晨   郭珮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臺中市大墩國民小學 

博士生  教 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析融合教育下體育教師面對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的教育理念與應對

方式。以 PRIME 理論的五個子系統：計畫、評價、動機、衝動/抑制與反應設計訪談題

目，總計訪談 10 位體育教師。研究發現，體育教師普遍具備接受融合理念的教師專業

意識。教學信念方面，受教師個人的經驗與價值觀影響，在班級經營理念和教師自我圖

像呈現差異；教學實踐方面，教師從教學的事前準備、目標擬定、活動設計重視身障學

生個別情形與需求，以達到融合教育之目的。 

關鍵詞：融合教育、適應體育、教育信念、神經性發展障礙 

壹、前言

平等的教育即是社會人權的展現，各

國政府應致力推動融合教育制度 (United 

Nations, 2022)，呼應此一發展趨勢，對於

重視身體素養的體育與運動領域，融合性

的推動與實施不可忽略，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5) 

主張體育與運動是基本人權，許多國家開

始倡導融合教育 (Inclusion Education)。 

臺灣自從 1997年修正通過《特殊教育

法》，致力推行融合教育已將近 25年，並

以《體育政策白皮書》落實法律面與政策

面，明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體育平等權，

除此之外，政府建構教師專業增能與輔導

網絡，2022年教育部體育署成立「適應體

育中心」，近年致力協助體育師資的適應體

育知能發展。2025年運動部即將成立，並

設立「適應運動司」，意味著以運動實踐社

會包容的理想邁向新的里程碑。 

教育場域方面，根據 111 學年度學校

體育統計年報，全國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 

(簡稱身障學生) 採「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

體育課」、「與普通班學生一起上體育課，

但有特教老師、教師助理員或志工在場協

助」方式的校數比率達 95%以上 (教育部

體育署，2023)。呈現身障學生以融入普通

班級參與體育課的教學趨勢。 

隨著體育教學越來越重視身障學生受

教權益，融合教育在各個科目的實施愈受

關注。然而，我國現有研究，學校組織、

場域環境及教師的專業能力是否已經做好

準備未有定論 (梁焜珉等人，2018；曾明

生、魏豐閔，2019)。加上過去的師培過程

及現今的教師甄試制度，未必篩選出擁有

完整特殊教育背景的教師進行體育教學。

因此，體育教師如何於體育課教導身障學

生仍有許多探討空間。更具體而言，本研

究問題想瞭解體育教師面對身障學生的教

育信念和應對方式為何，最後提出建議。 

貳、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

神 經 性 發 展 障 礙 (N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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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Disorders, NDDs) 是影響

神經系統發育的障礙類群，導致大腦部分

功能發生異常，最常見於兒童期，也可能

持續一輩子，其症狀可能會影響情緒、自

我管理、記憶語學習能力 (Thapar et al., 

2017)，通常男性多於女性  (May et al., 

2019)。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醫學及健康研

究中心 (2019) 依據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

手冊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 進一步將神

經發展障礙分為智能不足、語用溝通障礙、

自閉症類群疾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特

殊學習障礙、抽搐症與妥瑞症共六類。學

校方面，根據最新統計，在國中小教育階

段，神經性發展障礙的學生以學習障礙的

類型占了最多 (教育部，2024)。 

參、研究方法 

一、理論架構 

本研究採用 West & Brown (2013)的

PRIME 動機理論。其理論可分為計劃 

(Plans)、評價(Evaluations)、動機 (Motives)、

衝動 /抑制  (Impulses / Inhibition)、反應 

(Responses) 等五個子系統 (如圖 1)。透過

PRIME 理論設計訪談題目，試圖瞭解體育

教師面對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的內在驅動

力、態度的動態歷程，協助體育教師提高

自我對於解釋、預測和影響行為的能力，

以期促進融合體育之順利發展。 

圖 1 

PRIME動機理論系統 

 

資料來源：修改自 West & Brown (2013). 

Theory of addiction. Wiley-Blackwell.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挑選擁有教導或

指導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經歷的體育教師、

運動教練作為訪談對象 (如表一)，並以半

結構式題目進行深度訪談，捕捉不同參與

者的見解和經驗。 

表 1 

研究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 目前職務 年資 

受訪者 A 
學務主任 

兼任體育老師 
19年 

受訪者 B 
體育老師 

兼任田徑隊教練 
27年 

受訪者 C 
體育組長 

兼任體育老師 
23年 

受訪者 D 
體育老師 

兼任跳繩隊教練 
2年 

受訪者 E 
體育老師 

兼任桌球隊教練 
3年 

受訪者 F 
體育老師 

兼任棒球隊教練 
3年 

受訪者 G 
體育老師 

跳繩隊教練 
8年 

受訪者 H 體育科任老師 20年 

受訪者 I 
資源班特教老師 

兼任籃球校隊教練 
5年 

受訪者 J 
普通班導師 

兼任體育老師 
9年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繪製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由上而下的歸納方式分析訪

談數據，並輔以將架構主題外的資料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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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組織，由下而上進行分析。最終以

體育教師的教育信念與教學實踐兩個主題

闡述研究結果與討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體育教師的教育信念 

體育教師的教育理念與其教學計劃之

間有著緊密的關係，自我意識對於計劃的

產生至關重要。基本上，大部分的受訪教

師皆反覆強調其對於「體育教師」身分的

認同，並強調使學生愛運動的「角色責任」。

敘述計畫與評價的過程中，教師清楚表明

對自己和學生的標準與要求  (West & 

Michie, 2020)。代表教師們普遍具備負責

任的教師專業意識。 

 

我覺得體育老師的重要責任是小朋友的身心

安全，然後利用體育讓他們身體方面更好。

(受訪者 D) 

 

我會期許自己是可以帶給小孩什麼的一位老

師，但我也會期許他們會達到什麼樣子，即

使是過動或自閉的孩子也要有些進步。(受訪

者 J) 

 

(一) 班級經營理念 

然而，教師自我的專業認同隨著時間、

情境、個人經驗而有所差異。進一步分析

後，某些特定的價值觀形成差異，促成不

同的班級經營。資歷較深的體育老師，認

知上隱含儒家文化的目標與價值，尤其強

調個人規則、道德紀律、價值觀等 (Huang 

& Asghar, 2018)。換言之，對於身障學生的

標準大多以一視同仁的態度面對。其中又

特別重視秩序、努力、集體主義和尊師重

道的教育理念 (Huang & Asghar, 2016)。 

 

我知道學生有一些特殊狀況我會去處理，可

是對他的要求是跟別人是一樣的，你該做你

就是要做、你該動就是要動，因為我沒有辦

法接受孩子拿他的什麼狀況來當藉口，因為

我們教學多年，我們當然知道你是能不能做

得到的，跟你願不願意做嘛！(受訪者 H) 

 

當一個老師在大庭廣眾之下，他 (學生) 不做

的時候，變成我沒有面子，沒有辦法帶這個

團隊，所以我就跟老師說：「對不起，這個先

退貨了，我沒辦法。」(受訪者 B) 

 

另一方面，年輕體育教師所敘述的教

育理念，其班級經營較接近不帶任何標籤

和成見的觀點，反而更類似理想中的融合

精神。 

 

如果體育課講求的是融合，那就是應該大家

都去做到，而不是有些人在旁邊，可能就是

休息或者在旁邊怎麼樣。(受訪者 I)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會把這一些小孩子當成太

特殊的學生，一般上課我也會分配給他們一

樣的東西，可能只是難易度不一樣，或者專

注力可能會多一點在他們身上。(受訪者 D) 

 

(二) 教師自我圖像 

某些教師若在面對神經性發展障礙學

生時，其基礎需求未被滿足，可能降低教

師的自我認同與評價，改變教育理念，態

度轉為消極，甚至出現職業倦怠與消極情

緒，運用此種方式從班級經營的疲勞中解

脫 (Xue et al., 2023a)。 

 

我帶學生時，但學生就是不動，或者是不願

意做，那我就會有點放生，我只講我該講的。

(受訪者 C) 

 

另一種教師則是隨著教學的持續進行，

教育理念驅動教師在實踐中不斷重新塑造

3



 

並強化其教學計畫，教師能夠「為學生調

整」的價值觀，這些評價又會再回頭影響

教師實施「新計劃」的意願，展現提供優

質體育教學的能動性 (Xue et al., 2023b)。 

 

比如說你藍圖放下去了，他如果都沒有達到

的時候，其實我就會馬上收回來，我會重新

整理過後再放下去。(受訪者 A) 

 

我這個教法或者內容會覺得說：「我可以再怎

麼改或者怎麼調整？」一定還是一直再變，

我去年教的跟今年教的一定不一樣。(受訪者

C)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學習的機會跟權利，他們

如果學不好或不開心，我覺得是我自己的責

任啊！是我自己沒把這堂課控制好，或是沒

有規劃好，讓這堂課浪費一節課的時間。(受

訪者 G) 

 

二、體育教師的教學實踐 

為了實現個人理念，教師必須辨識每

位學生的優勢和需求，積極觀察並會主動

調整教學計畫 (Mihajlovic, 2019)。透過分

析，可以覺察體育教師會適應學生的需求，

展現出具適應性和融合特色的教學內容。

具體來說，可分為教學的事前準備、目標

擬定，以及活動設計，進行教學實踐。 

(一) 教學事前準備 

訪談結果顯示，大多數教師已形成共

識，在課前會被動 (學校安排) 或積極 (主

動求知) 瞭解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的背景

和需求，有意識的提升自己的準備度，減

少突發狀況的發生。 

 

一開始知道接到哪個班後，就會先瞭解一下

每個小孩，然後有特殊生會先問一下導師，

或者是特教老師…先瞭解一下才知道上課要

怎麼調整。(受訪者 G) 

 

遇到他之前，我一定會先去瞭解他的背景、

需求，可能沒有辦法瞭解的那麼絕對，可是

起碼我可以先去預設他可能有的反應。(受訪

者 J) 

 

除了事先瞭解學生的應對方式，體育

教師還評估教學助理員可以給予的協助，

特別是在實施不同層次的教學時，這些支

持至關重要。教師普遍認為，外部資源能

有效幫助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參與體育課

或運動訓練： 

 

有教助員的話是最好的...因為體育課總是會

有在運動技能上有層次的不同嘛。(受訪者 B) 

 

一開始接觸智能不足的學生會覺得，喔！挑

戰來了，就是這堂課勢必要有額外的安排。

他的狀況算嚴重，可是還好他旁邊有一位輔

導員。(受訪者 J) 

 

(二) 教學目標擬定 

融合體育強調身體素養，教師應該積

極幫助所有學生意識到身體活動的多元性，

打破傳統運動技能的定位  (Petrie et al., 

2018)，轉而注重彈性的教學策略，使其更

符合融合體育的精神。最明顯就是在於為

身障學生調整學習目標，鼓勵身障學生嘗

試體育活動。 

 

基本上就是差異化教學啊！就是你會知道誰

是能力好的，誰是能力較不好的。能力不好 

(此指身障生) 的小朋友就會有特殊規則，每

隊都會有，比如說打樂樂棒球的時候，其他

學生的球要回傳到壘包，但他們只要接到球，

手拿起來、手舉高，所有人就不能再跑。(受

訪者 I) 

 

我會直接放低我的標準，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但是你必須要有做到我要的動作。(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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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體育課的身體技能目標，也有教

師認為情意表現更為重要，認為養成良好

品德與人格的媒介，有利促進融合發展。

教師在教學策略上，會以團隊合作的活動

優先，以此營造同儕相互尊重、扶持的支

持性環境。 

 

他們自發性的去搭一個拱橋，讓智能不足的

學生從底下匍匐前進，而且這過程中，他們

是鼓勵他的，那些加油聲是小孩自己喊出來

的，因為他真的困難蠻大的，旁邊還會有小

朋友幫他扶一下，幫他推一下，我覺得這比

那些標準更珍貴。(受訪者 J) 

 

(三) 教學活動設計 

個別化任務設計的應對方式，使教師

不用降低對一般學生的課堂標準，又能兼

顧「希望人人從事運動」的教育理念，確

實有機會達成「所有學生獲得體育學習且

獲得成功經驗」的融合目標，但是不代表

真正實現了融合 (Morley et al., 2021)。因

此，教師在學生的個別任務設計方面整合

全班一同參與的課程主題，提升融合程度，

讓身障學生在同一個活動中獲得自己程度

的學習挑戰與成功。 

 

特殊生會稍微降低或者調整他的要求，例如

其他同學是十球，但他可能丟個五球、六球，

有達到有學到動作技巧或是知道規則，共同

參與一堂課，一起學到該有的技術，知道做

什麼事，那就算有達到目標。(受訪者 G) 

 

課程結束的評量活動或綜合活動，實

施趣味化融合，讓所有學生有機會一起完

成活動，取代隔離性的個別任務，會更符

合融合精神。對於神經性發展障礙學生來

說，增加身體活動可以讓他的情緒更穩定，

幫助其身體、心理和社會行為發展 

(Pocock & Miyahara, 2018)。 

 

體操課的時候啊！因為他能參與的不多，所

以在班上的個人的能力展現，或者小組的練

習完之後，最後設計一個遊戲的可以讓他一

起與班上參與的活動。(受訪者 J) 

 

因為過動的學生可能就是會亂跑，那可能利

用一個遊戲讓大家一起完成。(受訪者 D)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 PRIME 理論設計訪談題

目，與過去行動研究或實證研究略有差異，

揭示了體育教師在融合教育中的教育信念

和教學實踐之情形。 

回顧本研究，發現體育教師的專業信

念強烈，擁有身為教師角色的責任感與使

命感。回顧教學經歷，教師們具備正向的

內在認知，但是當挑戰發生時，卻也可能

出現的負面想法，進而使教師適度調整自

身理念以此「適應」身障學生的特殊需求，

維持課堂教學的穩定性，在班級經營、教

師圖像兩方面最為明顯。 

教學實踐上，顯示教師們為了讓融合

教育有效地在班級內實踐，會考量身障學

生的特殊情形，做好事前準備。同時，適

度調整身障學生的學習目標，以自身的專

業設計個別化及趣味化的活動，鼓勵身障

學生投入和參與，提升學習動機。 

透過本篇研究，希望提供體育授課教

師、特教班老師、教學助理員等可能與身

障學生長期接觸的人員參考、增能，更期

盼各相關人員能從自我信念到實際行動，

進行系統性的省思，常態性地提升自我專

業，讓融合教育下的體育教學更加進步，

為身障學生提供更完整的受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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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生命歷程與融合教育初探 

陳寶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生命歷程與融合教育之影響，針對 2010 年

至 2024 年間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之研究期刊論文，透過資料庫和關鍵字

檢索後進行內容分析。本研究共蒐集 111 篇資料依據研究年度、研究方法、研究學門加

以彙整與分析。結果發現研究年度以 2023 年最多、研究方法以質性為主、研究學門以

法律學門 45.9%居首，教育學門 12.6%與社會科學學門 12.6%次之。再依艾瑞克森

（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八階段理論，探討身心障礙者在生命歷程不同階段中，透過融

合教育獲得適當發展與支持。 

 

關鍵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生命歷程、融合教育 

壹、前言 

聯合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CRPD，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旨在保

障身心障礙者在教育、就業、醫療、生活

及社會參與等方面的平等權利（聯合國，

2006）。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已

被視為實踐 CRPD 教育權（第 24 條） 的

關鍵策略，強調所有學生都應在相同學習

環境中獲得適性發展。 

為實施聯合國二○○六年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其

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

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我國於 2014 年正

式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

內法化，8 月 20 日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 12 月 3 日施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企圖建立以人權

取向為主的身心障礙服務與政策典範，人

權模型之政策典範則是強調外部社會環境

改善、障礙意識提升與平等對待障礙者（王

國羽，2018）。而人們應有尊嚴地生活的權

利並應建立社會的基本常態（Berghs et 

al., 2019）。 

早於 2005 年我國主辦的「第一屆國際

智能障礙科學研究學會亞太區域會議」，亦

以〈生命歷程、研究視野與未來發展〉為

大會的研討之主題（王國羽，2005），融合

教育不僅涉及法律保障與教育政策，也關

聯到個體的生命歷程之心理發展。本研究

將所蒐集之論文期刊歸類為 14 個學門的

跨領域分析，並對應 CRPD 11 項保障權

益，將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八階段理論

為基礎，探討身心障礙者在生命歷程中在

不同階段皆能獲得適當學習與發展機會。 

貳、重要名詞解釋 

就本研究所涉及相關重要名詞解釋如

下：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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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依前言(a)、(b)、(c)

之揭示，締約國重申聯合國憲章宣告承認

所有成員之固有尊嚴與價值，以及人人享

有所有權利與自由，不得有任何區別並確

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普世性並須保障身心

障礙者不受歧視地充分享有該等權利及自

由（聯合國，2006）。《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 中所倡導的融合理念含有「融

合教育」和「融合社會」二大目標，以及

相關的支持和權利保障措施。 

二、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透過學

校境的改變與教師的積極參與，使身心障

礙兒童在自然環境中獲得支持，使其能力

浮現、障礙消除(吳武典，2014)。融合教育

即指有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學生處於同一

環境中，在普通班級中提供特殊需求學生

所需之特殊教育與支持服務。《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CRPD）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書

提出（聯合國，2006）: 

「融合」是一個系統化的改革過

程，包括改變與調整教學內容、教學

方法、教育理念、結構和策略，以克

服阻礙，希望為同樣年齡層的所有學

生提供公平和參與式的學習經驗，以

及最符合其需求和喜好的環境。 

融合教育發展目標亦期使人人均能平

等享有接受教育之權利。融合可分為人際

層面和社會層面亦從多樣化人際關係到促

進融合的立法（Felder, 2018）。在學習者

欲獲取教育機會時若遇到的阻礙，國家及

社會應運用資源將不利因素加以排除

（Ainscow, 2020） 

三、生命歷程 

生命歷程（life course）是為個體生命

從出生到死亡之過程中，一連串的事件與

經驗以及個體受這些事件及驗互相影響狀

態，（Runyan，1982）即個體生命與他人和

所處環境之相互關聯，本研究之生命歷程

階段根據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

展理論，（Rogers，2019）將人生發展分為

嬰幼兒期、兒童早期、學齡前期、學齡期、

青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等八

大階段。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將蒐集關於身《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相關研究進行分析，歸納出該領

域的研究趨勢，並將研究結果歸納成 14 

個學門，同時對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11 項保障權益並將以艾瑞克森心理社會

發展八階段理論探討融合教育的多層面影

響。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又稱

資料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為

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主要是

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亦或是

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

王智弘，2020）。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身心障礙者為主亦包含

家長、教師、照顧者及其相關法規政策為

研究對象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

期刊論文，蒐集之資料庫以臺灣碩博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

庫，資料蒐集期間範圍設定為 2010至 2024

年間，資料蒐集之關鍵詞為《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將此資料爬梳依本研究目的加

以統整呈現。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從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及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進行蒐尋《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期刊論文，所取得

之資料數共有 111 篇，將資料分析結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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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篇數、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和艾瑞克

森（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分別探討

敘述。 

一、研究年度分布 

從表 1 中可得知之近十五年有關於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111 篇期刊論文

中，首先以 2023 年 25 篇居多，其次為 2021

年有 18 篇，再則 2024 年有 14 篇，而這三

個年度即佔了57篇，亦達總篇量之51.4%，

若以近三年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加

總有 51 篇已高達 46%之篇數。2023 年有

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有 25 篇，而其

中教育學門有 6 篇，分別為特殊教育學類、

教育行政學類、專業科目教育學類，其中

有 4 篇為特殊教育學類，這 6 篇中有 2 篇

為融合教育之研究；在 2024 年有關《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有 14 篇，其中教育學門

有 5 篇，分別為特殊教育學類、綜合教育

學類、成人教育學類，其中有 2 篇為特殊

教育學類，這 5 篇中有 2 篇為融合教育之

研究，在此，發現其中有一篇為特殊教育

學類之研究場域為機構為非教育場所，研

究對象為身心障礙者之家庭成員。 

表 1        

研究年度分布       

年度 2010 2011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篇數 1 1 2 2 6 10 4 

比率（%） 0.9% 0.9% 1.8% 1.8% 5.4% 9.0% 3.6% 

 

        

年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合計 

篇數 12 4 18 12 25 14 111 

比率（%） 10.8% 3.6% 16.2% 10.8% 22.5% 12.6% 100% 

二、研究方法分析 

其次，依所蒐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期刊論文之研究方法而加以分類，從

表 2 中發現質性研究有 94 篇，即佔總篇

數之 84.7%，量化研究有 10 篇佔總篇數之

9.0%，而混合研究（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

則有 7 篇佔總篇數之 6.3%，故從中得知以

質性研究為最多數。94 篇質性研究涵蓋有

人文學門、民生學門、法律學門、社會及

行為科學學門、社會服務學門、建築及都

市規劃學門、軍警國防安全學門、商業及

管理學門、教育學門、傳播學門、環境保

護學門及醫藥衛生學門等，其中有 11 篇為

教育學門，而這 11 篇中有 4 篇為融合教育

之研究。期後續能多些量化研究以供決策

之數據參考。 

表 2     

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 量化研究 混合型研究 合計 

篇數 94 10 7 111 

比率（%） 84.7% 9.0% 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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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學門狀況 

再則，透過所蒐尋期刊論文之資料依

學門加以分類，研究者亦整理如表 3 人文

學門有 1 篇占 0.9%、工程學門有 1 篇占

0.9%、民生學門有 1 篇占 0.9%、法律學門

有 51 篇占 45.9%、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有

14 篇占 12.6%、社會服務學門有 11 篇占

9.9%、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有 2 篇占

1.8%、軍警國防安全學門有 1 篇占 0.9%、

商業及管理學門有 5 篇占 4.5%、教育學門

有14篇占12.6%、傳播學門有3篇占2.7%、

數學及統計學門有 1 篇占 0.9%、環境保護

學門有 1 篇占 0.9%、醫藥衛生學門有 5 篇

占 4.5%，其中法律學門有 51 篇占 45.9%

居首，再則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及教育學

門各有 14 篇各占 12.6%。 

結果顯示，法律學門 45.9%居首，教

育學門 12.6%與社會科學學門 12.6%次之；

顯示法律學門、教育學門與社會科學學門

三者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研究篇

數佔多數，而研究資料中除教育學門外，

尚有法律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是以融合

教育為研究主題。 

表 3        

研究學門狀況       

學門 人文學門 工程學門 民生學門 法律學門 社會及行為 社會服務 建築及都市 

          科學學門 學門 規劃學門 

篇數 1 1 1 51 14 11 2 

比率（%） 0.9% 0.9% 0.9% 45.9% 12.6% 9.9% 1.8% 

 

學門 軍警國防 商業及 教育學門 傳播學門 數學及 環境保護 醫藥衛生 合計 

  安全學門 管理學門     統計學門 學門 學門   

篇數 1 5 14 3 1 1 5 111 

比率（%） 0.9% 4.5% 12.6% 2.7% 0.9% 0.9% 4.5% 100% 

四、研究學門與 11項保障的權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共有 50 條條

文，在此僅以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24）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說明包含

了：尊重個人自主與個人自立、不歧視、

充分融入社會等八大原則，並且保障了生

命權、平等權、健康權等 11 項身心障礙者

保障權益對應之 19 條條文相對應，本研究

所蒐集之期刊論文共有 14 種學門依研究

主題與 11 項保障的權益相對應，整理如表

4： 

由上，研究中發現教育學門的研究包

含有自由表達意見以及近用資訊、受教育

權、組成家庭、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參

與政治、公共、文化與休閒生活等 5 項保

障的權益，身心障礙者個體個別性與多元

性之需求，如何做到援助（aid）、情感

（ affect ）、肯定（ affirmation ）、依附

（ attachment ）的社會支持（ Okun & 

Lockwood, 2003)以達到《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RPD）對身心障礙者的平等權益

的明確要求，融合議題之探討顯然具有必

要存在性。 

再則，以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八階

段理論，（Rogers, 2019，張紉等譯），依

個體生命歷程與 11 項保障權益中的主

要保障權益相對應，整理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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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整理） 

表 5  

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八階段理論與主要保障權益對應表 

發展階段 主要保障權益 

嬰幼兒期 生命權 

兒童早期 健康權 

學齡前期 受教育權 

學齡期 受教育權 

青少年期 受教育權 

青年期 工作與就業權 

成年期 工作與就業權 

老年期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研究者整理） 

表 4  

研究學門與 11 項保障的權益對應表 

學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11 項保障的權益 

人文學門 自由表達意見以及近用資訊 

工程學門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民生學門 平等權 

法律學門 

生命權、平等權、健康權、適足生活水準、自由權、自由表達意

見以及近用資訊、受教育權、組成家庭、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工作與就業權、參與政治、公共、文化與休閒生活 

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生命權、平等權、適足生活水準、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工作與

就業權 

社會服務學門 
生命權、平等權、自由表達意見以及近用資訊、受教育權、組成

家庭、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軍警國防安全學門 平等權、受教育權 

商業及管理學門 
適足生活水準、受教育權、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工作與就業權、 

參與政治、公共、文化與休閒生活 

教育學門 
自由表達意見以及近用資訊、受教育權、組成家庭、自立生活與

融合社區、參與政治、公共、文化與休閒生活 

傳播學門 生命權、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工作與就業權 

數學及統計學門 健康權 

環境保護學門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醫藥衛生學門 生命權、平等權、健康權、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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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綜上所述，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融合教育權，

本研究依據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八大階

段，針對身心障礙者在不同生命階段將面

臨的教育需求依前歸納之資料加以爬梳整

理如下表 6： 

由上得知身心障礙者在各生命階段面

臨的教育議題涵蓋學前教育、學齡教育、

高等教育與終身學習等各階段，真正落實

融合教育才能確保身心障礙者皆能獲得適

當支持。透過本研究橫跨 14 學門與對應

CRPD 11 項權益的分析得知，融合教育不

僅只侷限於教育制度，更涵蓋人權平等與

社會包容等多面向之議題。 

表 6  

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八階段理論與教育階段對應表 

發展階段 教育階段 

嬰幼兒期 早期療育 

兒童早期 學前教育 

學齡前期 學前教育 

學齡期 學齡教育 

青少年期 學齡教育 

青年期 高等教育終身學習 

成年期 跨域整合終身學習 

老年期 第三人生終身學習 

（研究者整理） 

陸、建議 

研究者綜上資料歸納整理提出以下之

建議及省思： 

一、全面性政策支持系統： 

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再加上學前教

育和高等教育，在個體之生命歷程中佔有

相當之比重，建構一個全面性、多面向跨

部門整合依生命歷程不同階段提供由下往

上制定政策理念的服務融合教育支持體系

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各階段之需求。 

二、依層級適性提供資源： 

先將各障礙類別進行分類再以障礙程

度依輕度障礙、中度障礙、重度障礙、極

重度障礙加以分級，依據不同之障礙類別

與障礙程度經專業團隊評估後提供身心障

礙者適性之資源，以達到分類分級的融合

教育服務及支持之目標。 

三、從個體到家庭成員之需求： 

身心障礙者的個別性需求，亦牽動家

庭成員在照顧時的情緒支持、生活調適和

資源需求等多面向差異性的需求，完備的

家庭成員支持系統，對於身心障礙者將具

有關鍵性之影響，透過正向家庭功能將有

助於融合教育之推動。 

四、加強社會認知教育： 

加強全民對身心障礙者之認知教育，

唯有認識、認同、同理身心障礙者之個體

差異才能增進社會包容度，生存於這社會

上的每一個公民都應學習「尊重」與「包

容」之課題。在生命存有中將「尊重」與

「包容」歸向於生命的終極存有與關懷，

以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4 條

之身心障礙者不受歧視及機會均等地享有

受教育權利之目標。 

而如何翻轉來自於主流社會對於身心

障礙者之我執中心的認知，這將會是推動

融合教育之的重大課題。 

  

14



 

參考文獻 

王文科、王智弘（2020）。教育研究法。五

南書局。 

王國羽（2018）。人權取向之障礙模型對臺

灣身心障礙政策與服務的運用。社區

發展季刊，162，125–136。 

王國羽（2005）。〈無障礙環境與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身心障礙研究季刊》，

3(1)，1–4。 

https://doi.org/10.30072/JDR.200503.

000 

吳武典(2014)。臺灣特殊教育綜論(三)：

挑戰與展望。特殊教育季刊，132，1-

8。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 2014年 08

月 20日 )公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History.aspx?pcode=D00501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08）。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聯合國，2006）。 

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

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C

&bulletinId=56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4）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宣導專

區 - 【宣導海報】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簡介折頁 

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

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G

&bulletinId=202 

Rogers, A. T.（2019）。人類行為與社會

環境：發展與生命歷程的觀點（張

紉、、劉嘉雯、李靜玲譯）。心理。 

Runyan, W. M. (1982). 生命史與心理傳

記學（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 譯）。

遠流。 

 

 

 

Ainscow, M. (2020). Promoting 

inclusion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Nordic Journal of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olicy, 

6(1), 7–16. 

https://doi.org/10.1080/20020317

.2020.1729587 

Berghs, M., Atkin, K., Hatton, C., & 

Thomas, C. (2019).Do disabled 

people need a stronger social 

model: A social model of human 

rights? Disability & Society, 

34(7–8), 1034–1039.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

.2019.1619239 

Felder, F. (2018). The value of 

inclus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52(1), 1-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

lication/323556205_The_Value_of_

Inclusion 

Okun, M. A.,& Lockwood, C. M. (2003). 

Does level of assessment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gativity? A 

meta-analysi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1),15–35. 

https://doi.org/10.1207/S1532483

4BASP2501_2 

 

 

 

 

 

 

15



 

 

 

 

 

 

 

 

 

 

 

 

16



 

國小生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與指導策略 

—同理心社會技巧教學實例分享 

陳郁翔 陳而佳 夏珮瑾 吳柱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在職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在職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在職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教授 

摘要 
本教學探討同理心輔導課程對中年級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社會技巧的影響，幫助其

適應學校生活並融入同儕。教學對象為一名合併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學生，設計為期

四週的教學計畫，透過角色扮演、桌遊及多感官學習介入。前兩週著重理解與訓練同

理心，後兩週則透過提問與實作桌遊，引導個案理解遊戲規則的重要性並適應變化。

結果顯示，個案在情緒控制與同理心表現上均有進步，班級互動品質提升。本教學提

供特殊教育現場參考，並建議整合家長、教師與同儕合作以增強教育成效。 

關鍵字：情緒行為障礙、社會技巧、同理心

壹、緒論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行為調整與社

會技巧培養是特殊教育的重要議題。本

教學針對一名確診情緒行為障礙並伴隨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國小中年級學生，

設計並實施四週的社會技巧教學計畫，

以提升其規則接受度與同理心能力。透

過個別化教學策略，本教學探討教學計

畫的成效與實施過程中的挑戰，為未來

教育實務提供參考。 

周台傑、孟瑛如、陳志平(2011)提出

情緒行為障礙指個體長期出現顯著的情

緒或行為異常，影響其適應生活的能

力，並非因智力、感官或健康因素直接

導致。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緒障

礙、恐懼障礙、焦慮障礙、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或其他持續的情緒或行為問題。 

本教學關注的核心為社會技巧與同

理心的培養。社會技巧，即個體在社交

情境中的適當互動方式，可透過觀察、

模仿與訓練習得(曾健瑋，2010)。包括人

們如何與自己溝通與相處「處己」，人與

人之間如何互動「處人」以及如何適應

環境「處環境」等三個向度(張美華、簡

瑞良，2020)。 

而同理心則是一種內在機制，透過

想像他人感受來理解對方，進而促發利

他動機(鄭萍茹，2022)。同理心的核心基

礎是彼此連結，表現出接受、不評判、

感同身受和嘗試溝通(蕭雁文、趙家琛，

2017)。 

綜上所述，本教學目的有二， 

（一）協助情緒行為障礙個案理解遊戲

規則的存在必要性。 

（二）增進情緒行為障礙個案之同理心

與社會技巧。 

貳、文獻探討 

一、情緒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特質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

法》，情緒行為障礙指個體長期表現顯著

的情緒或行為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

應，且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因素所

致。其表現包括精神性、情感性、畏懼

性、焦慮性疾患及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許多研究也顯示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及

17



 

情緒障礙學生較易缺乏社會技能（孟瑛

如，2004）。 

情緒障礙學生常缺乏社會技能，表

現出難以建立正向關係、過度堅持己

見、社會退縮、攻擊或怪異行為、自

傷、缺乏幽默感與自信心等問題(林翠

英，2008)。其中過度堅持己見易被視為

缺乏同理心，影響團體互動，導致忽視

遊戲規則，甚至成為規則破壞者。 

二、同理心的意涵 

研究指出，增強同理心是改善情緒

行為障礙學童社會技巧的核心策略(黃德

祥、魏麗敏，2007)。使用結構化訓練，

情障生可更有效理解他人情緒，提升人

際互動與規範遵從能力。研究亦強調，

循序漸進的學習活動，如角色扮演、合

作學習與多感官介入，有助於強化情感

理解與行為管理。Cook 等人（2008）進

一步指出，針對中小學以上年齡的情緒

行為障礙學生進行結構化的社會技巧訓

練，可有效改善其情緒調節與人際互動

能力。因此，結合同理心培養與社會技

巧訓練已成為改善情緒行為障礙學童行

為的重要方式，並為教育實務提供支

持。 

三、社會技巧教學與相關研究 

大多數關於社會技巧的研究都集中

在探討社會技能的教學能否改善個體的

人際互動。曾健瑋(2010)針對ADHD及情

緒障礙學生，除訓練情緒管理外，亦須

指導表達需求與團隊融入技巧。教師應

於同儕學習活動前複習先前學習內容，

並透過持續正向增強塑造適當行為。陳

瑋婷、陳佩玉、洪榮照(2020)使用單一受

試研究法之 A-B-A-B 的實驗設計透過桌

上遊戲搭配社會技巧教學，透過桌遊結

合社會技巧教學，分析學生行為並檢視

社會效度。結果顯示，此方式可提升

「輪流等待」與「遊戲專注度」，且家長

與教師認同其成效。張芳慈、陳淑瑜

(2016)提到在教學中應用行為改變技術的

教學步驟：示範、增強、削弱、行為契

約等的指導來改善情緒障礙學生的社會

技巧及行為能有良好的教學成效。在針

對情緒障礙學生的自我肯定和增強自信

心的心理教育可以以下重點為教學指

引：1.轉變學習環境，創造學生能成功的

環境，避免學生經常遭受失敗。2.轉變學

習活動的內涵，讓活動內容強調學生的

優點及扶助弱點。3.了解學生的想法、感

受和態度並創造有利的教學條件，使學

習者做出適當的行為改變。4.教導學生辨

識引發其不當行為的因素。5.教導學生辨

識並遏止不當行為，不要立即按照自己

的想法採取行動。 6.學會傾聽、表達和

使用適當的非語言行為。  

參、同理心社會技巧之教學實施步

驟與經驗分享 

教學者擔任國小專任輔導教師，適

逢本學期接到導師轉介一名確診為情緒

行為障礙的中年級男學生，考量後決定

以這名學生作為對象，實施四週的同理

心社會技巧教學，並檢驗教學前後對於

學生在人際關係上的解決效果如何。以

下就教學的具體實施步驟逐項介紹。 

一、學生背景資料蒐集 

該生於 113 學年度為國小三年級學

生，於二升三的暑假期間經過醫院鑑定

確診為情緒行為障礙生合併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另伴有社會情緒低落的現象。

於該生二年級上學期與下學期時有參與

校內的個別輔導課程，實施專輔教師與

本次教學為同一位教師。在教學前，與

導師事前做晤談，並從中歸納待為處理

的兩項情況，其一為普遍不願遵守規

則。在班上的班規，個案會選擇性地遵

守，比如自顧離開座位，當導師指正時

會怒吼並與導師發生劇烈衝突，在與同

儕遊玩時也會因不服從遊戲規則而引起

爭執，導致個案的同儕關係惡化。其二

為個案的同理心能力較低，認知上個案

自述知道情緒失控時會做出翻桌、恐

嚇、攻擊、大吼大叫等行為，且會因此

影響到同學與導師，但表示不在乎。 

二、教學目標與單元 

基於上述個案背景資料，教學團隊

在討論後擬訂出兩點教學目標，一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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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個案接受規則的能力，以及瞭解規則

的意義與優缺點。二為提升個案同理

心，包含理解自身情緒以及能辨識他人

情緒。基於此兩點以及社會技巧的教學

策略，研究團隊撰寫出四篇兩單元的教

案，以每週一節課 40 分鐘的頻率，為期

四週在研究者與該生的個別輔導期間實

施，兩週為一個單元，前兩週的主題為

同理心，後兩週的主題為規則的遵守與

理解。 

三、教學內容與實施方式  

以下針對四週的教案做簡略的介

紹。第一週目標為培養同理心，以及理

解他人的能力，本次用平板做教學，用

線上學習單搭配 ppt 介紹，讓兩人觀看同

一群卡通角色，並各自留下對該角色的

感覺與喜好排序，完成後再比較兩者異

同。另外也介紹外國文化，請該生預測

外國人對臺灣本土甜點的感想與該生對

外國美食的想法，藉此探討如何面對不

同的文化。第二週目標為訓練同理心，

能站在他人角度猜測對方想法。具體活

動為模擬衝突情境，探討解決方法並說

出各角色的心情與想法，以情緒牌卡來

表現，並繪製情緒火山圖，如圖一所

示。第三週目標為運用提問與情境演練

討論規則存在的意義。利用同儕遊戲鬼

抓人做為例子，藉學習單討論規則。第

一次由教師引導填寫，第二次練習由該

生填寫內容，學生書寫之規則詳見圖

二。第四週目標為透過實際演練幫助個

案複習所學。上週預告請個案邀請兩位

同學參與活動，與導師討論後選定最常

與個案發生衝突的兩位學生。具體以桌

遊《Aquarius》當作媒材，藉由實際遊戲

活動檢驗個案與同儕的互動情形，並且

由輔師在旁提醒和引導，事後與該生探

討遊戲經驗和感受，藉此強化該生前三

週的學習成果。(詳細教案可參考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UQv

w_4wK81PdI0cLCerRhv27mg0hEd4p/edit?

usp=sharing&ouid=1152143781046026245

14&rtpof=true&sd=true) 

 

 

圖一 火山圖 

 

圖二 學生書寫之規則（第三週） 

 

四、教學成效 

四週的教學計畫結束後，根據本教

學的目的分別探討成效。探討方式是輔

導教師訪問導師與同儕，以及該生自述

和輔導教師的觀察綜合評估成效。 

（一）增進遊戲規則理解的成效： 

在教學初期，個案能理解規則的存

在，但對於遵守規則是看自己心情來決

定，也會跟導師反抗自己主觀認定不喜

歡的規定。教學後期，個案能完成規則

反思表，且能延伸運用到生活情境。導

師描述自第三週後開始該生會主動去加

入同儕的遊戲，也會跟同儕提出自己對

於遊戲規則的意見，但意見被反對個案

也不會生氣。同儕部分，認為最近該生

有冷靜一點，但不願主動邀請該生遊

玩，若是該生主動的話則願意接受，顯

見因為個案對於遊戲規則的接受度提

高，該生的人際關係也有改善。另一

面，導師敘述個案從教學前一周生氣 5

次，教學後變為一周 1-2次，推測是因為

減少了跟同學因遊戲規則產生衝突的情

況，導致個案在校情緒也變得較為穩

定，有明顯改善。 

（二）增進同理心與社會技巧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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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初期，要個案猜測其他角色心

情時，時常回答「不知道」、「不重要」，

顯示出不重視他人的情緒與想法。教學

後，個案能夠跟教學者分享自己觀察同

學的心得，比如：「我看到她在哭，我猜

是因為朋友不跟她玩所以感覺很難過

吧，因為我曾經也有遇過這種事情。」

從這段對話就能看出個案開始能猜測同

學的心情，並且連結到自身經驗，為初

步同理心的展現。該生自述現在比想像

中更能控制情緒，甚至知道如何幫助同

學處理情緒，該生認為自己現在有能力

處理與同學之間的部分衝突情境。願意

幫助同學表示個案漸漸滋養出同理心。

在社會技巧上，從上述例子也能看出個

案在處理情緒、辨識情境、遵循團體基

本規則上都有提升。 

綜合檢視本次教學計畫的成效，在

教學中發現，個案在前兩週實施同理心

課程後，展現出對人際關係互動的渴

望 ， 與 Teding van Berkhout、

Malouff(2016)提到的同理心訓練計畫對

學生身分之人士有較大成效，不約而同

呼應。該生會因為懂得如何遵守遊戲規

則，更願意主動跟同儕互動，這與周台

傑、孟瑛如、陳志平(2011)的建議呼應，

該研究也指出人際關係是輔導成功的因

素之一，個案能從同儕互動開始，觀察

學習正確的社交技巧策略。第三、四週

採用桌遊與同儕加入教學，幫助個案應

用課程中所學習正向人際互動。黃心玫

(2013)也提到桌遊的優點其一為訓練個案

對遊戲規則的理解，進一步也能類化到

其他環境，比如在班級中養成遵守規範

的能力。項婉秋與張芬芬（2020）指

出，在中年級學生的道德認知轉變階

段，透過多元素材與教法引導學生理解

他人、反思自己，能有效提升同理心表

現與人際敏感度，本研究結果亦與此觀

點一致。 

在教學過程中逐步引導個案從自我

中心的觀點移轉至能設身處地理解他

人，顯現出同理心的初步轉化。此結果

呼應黃德祥與魏麗敏（2007）對於同理

心為情障學生核心介入策略的觀點，也

印證了 Cook 等人（2008）對社會技巧訓

練提升人際適應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回饋與實際

表現反映出「關懷關係」的建立須仰賴

長期持續的情感互動與教學者的真誠參

與。例如，本教學個案在與同儕進行桌

遊合作過程中，不僅展現出對規則的理

解與遵守，也主動觀察並嘗試協助他人

處理情緒，這樣的行為不僅是同理心的

展現，也顯示其社會技巧已能從情境中

自然生成。如今，個案能夠在引導下，

彈性思考如何制定規則與接納他人的意

見，在遊戲中加強自己對人際的自信，

願意主動與同儕互動，以及面對同儕的

拒絕與衝突，除生氣外，還學到能離開

現場或是選擇自己在位置上玩，都與呂

俊宏(2020)研究中提到的四種療效呼應：

學習自我調節、引發正向情緒、促進社

會化經驗、提升問題解決能力。顯示本

次教學內容能有效從各面向幫助個案解

決人際問題。 

五、教學省思與回饋 

在四週的教學活動實施過程中，教

學者有面臨以下兩種困境。一為導師在

實驗期間請輔師處理該生的衝突事件，

然與教學計畫時間相沖，故改為下課時

間個別處理，顯現出教學計畫與教學現

場所需偶有牴觸的可能。其二為教學實

施的方式與媒材問題，原先考量該生常

使用平板，預期用多媒體上課符合個案

所需，然而實際狀況卻相反，個案因操

作緩慢而興趣缺缺，反應冷淡。對此，

臨時改以手寫學習單或以口說並錄音的

方式應對。事後反思，教學計劃需同時

考量到不同的情境與困境，推薦日後教

學者或教師能在事前安排替換方案，同

時也顯現出對於學生的事前背景資料分

析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 

肆、結語 

總結而言，該生在教學計畫中得到

正向回饋，有成功邀請同學一起遊玩桌

遊戲經驗，也成功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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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結束後主動詢問輔導教師，什麼

時候才能再邀請同學一起來玩。過程中

輔導教師也觀察到該生在同理心表現以

及規則的遵守上都有進步。代表針對情

緒行為障礙生的同理心教學方案有成

效，與導師、同儕間的合作也能幫助輔

導教師制定貼切的教學計畫，在成效上

也能從該生在不同環境中的表現逐一拼

湊出完整的觀察評估。期許未來能將本

研究應用於更多種類的特殊教育學生，

以及推廣計畫中能加入家長，達成親、

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相信能更進一

步提高對特殊教育學生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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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 

第二版短版應用於服務群科教學之實務分享 

左盛陽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特教教師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享於特殊教育教學當中， 使用標準化測驗工具， 布魯茵克斯－歐西瑞

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第二版短版》於服務群科教學之課程實務經驗， 過去研究證實

智能障礙學生在動作能力表現具有特殊需求， 本文從工具的選擇， 測驗內容起， 以及如

何在體育課程， 空白課程及餐飲課程進行應用進行實務分享， 希冀提供給特教教師臨床

教學之應用  

關鍵字：智能障礙 標準化測驗工具 特殊教育課程 

壹 前言 

服務群乃是教育部（2019）所設立之

學群 其中包含 9種科別 可以依照自身

學校需求審查通過後 准予設立 全臺所

設立之學校 更是以綜合職能科 門市服

務科以及餐飲服務科為主要之科別 服務

群科的設立乃是希冀學生可以透過三年的

專業所學 以此習得職業技能或者生活自

理的能理 以利於畢業後可以融入社會 

服務群科當中大多以智能障礙學生為主 

所謂智能障礙乃是在認知與適應行為上出

現特殊需求 而適應行為則是包含概念性

技能，（conceptual skill） 社會性技能，（social 

skill）以及實用性技能，（practical skill）三

種（Schalock et al., 2021） 然而 近年來

對於智能障礙的研究 除了關注於認知與

適應行為表現外 越來越重視動作能力對

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影響，（左盛陽， 康舒婷， 

2024， 曾鴻家等人， 2020） 甚至在研究當

中發現動作能力對於智能障礙的職業技能 

例如掃地與拖地存在相關（左盛陽 林筠

珊， 印刷中， 洪鳴峯等， 2019）， 故動作能

力對於智能障礙者而言是非常重要  

智能障礙的動作表現為其本身的特殊

需求， 相對於常人也具有差異性，（左盛陽， 

2024， 洪鳴峯等， 2019， Jeong et al., 2017; 

Kavanagh et al., 2023） 其中 在 Jeong等

人的研究當中 研究團隊使用基礎動作能

力測試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3rd, TGMD-3)作為評估工具 以此測驗青

少年的動作能力表現， 結果顯示在 16歲到

18歲的組別中， 研究參與者在移位能力與

物品控制能力都具有困難 洪鳴峯等人

（2019）的研究 則是以兒童動作能力評

估第二版（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Second Edition, MABC-2）進

行動作能力評估， 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智

能障礙學生）在手部靈巧度的表現僅有百

分等級 4， 瞄準與捕捉的百分等級則為 5， 

平衡表現的百分等級則為 7 雖然都大於

百分等級 3， 但是卻仍接近負兩個標準差， 

故仍可認為動作為智能障礙學生的特殊需

求 左盛陽（2024）更曾以臨床實務工作

的角度 使用兒童動作能力評估第三版

（ 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Third Edition, MABC-3）應用在

臨床教學 更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確實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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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現上具有一定的需求性 基於此 雖

然在診斷標準當中並列出動作能力 但是

在臨床教學或者相關的研究當中 仍然可

以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動作能力是具有需

求  

根據過往研究（左盛陽 2024 洪鳴

峯等， 2019， Jeong et al., 2017; Kavanagh et 

al., 2023）可以發現， 智能障礙的動作具有

困難 且與就業技能存在相關 但是在臨

床教學上對於特教教師卻有較大的困難性

存在 例如對於動作能力的專業訓練有限

等 因此 對於特教教師而言是否可以解

釋或者應用都存在一定的困難性  

基於此 本文將分享在實務現場中 

特教教師將標準化測驗工具如何應用在教

學 同時說明選擇測驗工具的目的 內容

以及應用 以此提供給特殊實務工作者參

考  

貳 實務分享 

在教學現場 評量與教學常常相互提

供不同資訊 透過評量可以反應學生學習

上的需求與成效 教學則可以解決學生學

習的需求 因此教學與學習相輔相成（謝

祥宏， 段曉林， 2001） 因此， 使用標準化

測驗工具 提供學生能力表現 並融入於

課程教學 本文在參考教學現場的狀況與

學生特質後後 從而使用布魯茵克斯－歐

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第二版短版

（BOT-2-SF）作為測驗評估工具， 以下將

說明測驗工具的選擇 內容 以及如何臨

床教學應用， 以此分享給與特教教師參考，  

（一）測驗的選擇 

過去研究發現體適能或者動作能力都

是影響智能障礙學生就業的因素，（左盛陽， 

林筠珊， 印刷中， 葉翰霖等人， 2020） 因

此除了關注智能障礙的認知議題外 近年

來則更為重視智能障礙者的動作能力 其

中， 基礎動作技能，（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 FMSs）是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動作能

力常見的分類方式， 在 Logan et al. ，（2018）

的研究當中 將其分為物品控制能力 平

衡能力與移位能力 而建議研究者或者教

學者可以使用 BOT-2 或者 TGMD-3 等測

驗進行動作能力評估 然而 在 TGMD-3

方便主要針對嬰幼兒， 較少針對青少年，（高

中生） 反而 BOT-2-SF測驗年齡則是橫跨

4-21 歲 本身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Bruininks & Bruininks , 2005; Yoon et al., 

2024）且在特殊教育領域已經有多篇研究

使用，（張芷榕， 佘永吉， 2020， Fernandes 

et al., 2022; Wuang & Su, 2009）， 此外， BOT-

2-SF在使用上， 教師可以依照自身的需要

性 使用不同的分測驗 以此了解學生的

動作表現 故使用 BOT-2-SF 評估服務群

科學生的動作能力表現無論是在信度與效

度方面 或者在特殊教育的應用性 都相

對合適  

（二）測驗的內容 

BOT-2測驗工具發展 一套完整的測

驗工具測驗需要進行需要約一個小時 若

在服務群科進行 13 位學生就需要 13 個

小時， 對於特教教師而言相對費時， 費力， 

且在過去研究當中曾提到 過於繁瑣的測

驗工具 會降低特教教師的使用意願（左

盛陽， 康舒婷， 2024） 另一方面， 在 Nagy

等人（2023）的研究曾經提到對於教育系

統而言 並最正確的測驗工具評估動作能

力表現， 只有最適合教學現場的測驗工具， 

因此BOT-2-SF相對於BOT-2完整版而言， 

在臨床教學的應用更為便利及方便 以下

將就測驗工具內容之運用進行說明  

BOT-2-SF共有八個分測驗， 依序為精

細動作控制精確度 精細動作控制整合 

手部靈巧度 雙側協調 平衡 跑步速度

與敏捷 上肢協調性以及力量 每個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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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1-2個測驗內容， 總共 14個測驗， 因此

在測驗上相對於完整版更為快速可以完成

測驗（Bruininks & Bruininks, 2005）  

1. 精細動作控制精確度，：此部分主要在測

量兒童在手部精細活動當中對於物品

控制的能力  

2. 精細動作控制整合，：此部分則是針對兒

童在精細動作視動整合的能力評估， 要

求兒童描繪圖形與指定區域  

3. 手部靈巧度，：此部分則是透過移動硬幣

（penny）到指定盒子 以此評估兒童

在處理相對較小物體的靈巧度  

4. 雙側協調，：此部份主要在於評估學生的

雙側協調表現， 要求學生進行同側的跳

躍與交換， 以及評估學生是否可以同側

手指與腳抬起與交換邊， 藉此評估學生

的雙側協調表現  

5. 平衡，：此部分則是評估學生的動態與靜

態平衡， 包含向前走或者睜眼的靜態平

衡表現  

6. 跑步速度與敏捷，：在指定區域進行單腳

跳躍動作， 以此作為學生的測驗表現，  

7. 上肢協調性，：此部分要求學生進行放球

與接球以及左右交換運球， 此此評估學

生的上肢協調表現  

8. 力量，：此部分要求學生進行指定運動， 

例如 knee push-ups或者 Full push-ups， 

以及 Sit-ups， 透過次數作為學生的力量

動作表現  

上述共 8 個分測驗 對於特教教師而

言， 並無要求一定要將8個分測驗都完成， 

而是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的

分測驗 以此評估學生的動作能力表現  

（三）測驗的運用 

BOT-2-SF 作為標準化測驗工具 不僅

僅可以做為評估個案動作能力表現 亦可

將其測驗結果應用在教學課程設計 以此

更符應學生之個體差異性 以下乃是研究

者就過去使用 BOT-2-SF 測驗工具後 將

其測驗結果用在課程設計之實務分享  

1. 體育課程融入 

根據 BOT-2-SF的結果， 可以得知學生

的動作能力表現 因此 在課程設計上可

以在體育課程進行運用， 例如， 在 BOT-2-

SF得知學生的上肢協調性， 視動整合能力

欠佳 可以在籃球的單元 安排學生練習

傳接球 包含胸上傳球 胸前傳球以及地

板傳球等 能力相對較好的同儕可以由難

度較高的胸前傳球 視動整合欠佳學生 

可以從地板傳球開始 利用相對較長的傳

球時間， 以此讓學生有足夠的反應的時間， 

透過參考學生的標準化能力評估結果 課

程的運用上可以更為服應學生的個人需求  

結果發現， 經過測驗工具作為課程設計

參考後 服務群科學生在體育課程的操作

上可以較為符合其需求 且對於學生也都

可以進行操作 不會有過難或者過為簡單

的情形產生  

2. 空白課程融入 

服務群科為集中式特教班， 設有導師的

配置 且全時制的安排 相對於分散式資

源班導師，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與學生相處， 

過去研究（左盛陽 康舒婷 2024 梁凱

傑等人， 2020， Gordon et al., 2007）對於特

殊教育學生而言 因為缺乏穩定的介入或

者頻率 反而造成效果的維持有限 在梁

凱傑等人，（2020）以及 Gordon等人，（2007）

的研究當中， 針對腦性麻痺學生進行介入， 

發現連續且穩定的介入 對於腦性麻痺學

生的動作訓練有較好的成效 在左盛陽與

康舒婷（2024）的研究當中 則是針對智

能障礙學生進行下肢動作訓練 結果發現

穩定的頻率與介入 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

下肢動作也有穩定的進步 因此 作為服

務群科的導師， 相對有較多的可利用時間， 

例如空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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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者擔任導師的經驗 使用 BOT-

2-SF發現學生的精細動作表現不佳， 以及

上肢力量較弱 因此在導師的期間利用空

白課程安排學生需要進行不同的訓練 例

如為了提升精細動作訓練 學生在空白課

程的時間進行豆子的分類或者拼豆的活動 

長時間連續的練習 讓學生的動作訓練可

以每日進行不間斷 在上肌力量較弱的部

分 則是使用握力器 讓學生可以依照自

己在 BOT-2-SF 的結果 設定成接近的公

斤數 每日握力訓練 因為學生每週五天

到校學習 因此與梁凱傑（2020）以及

Gordon等人，（2007）而言， 有更多的見面

時間， 也有更長的相處時間可以安排測驗， 

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結果發現學生在手部

領巧度的分測驗上顯示 參與學生大致上

都可以有所進步（參閱表 1）  

表 1 手部靈巧度(硬幣數) 

 A生 B生 C生 D生 

前測 8 9 12 9 

後測 12 12 13 13 

 由此可知 使用 BOT-2-SF 分測驗除

了可以了解學生的動作能力外 更是教師

可以依照課程需要使用不同短版分測驗 

以此快速掌握學生的動態進步表現  

3. 餐飲技能課程應用 

餐飲服務科主要以餐飲技能領域以及

家務處理技能領域為主 其中在餐飲技能

領域課程包食材處理 基礎速食等餐飲製

作課程 大多在課程進行時會以能力分組

進行同質或者異質性分組 這時標準化測

驗工具的結果可以提供教師部分的解釋與

教學參考 例如在研究者服務學校有一位

個案在 BOT-2-SF 當中的精細動作控制整

合以及手部靈巧度的表現都不佳 所以在

食材處理課程的設計上 參考下表 2 原

課程的設計主要是給予能力表現尚可（中

組） 百分等級約落在 3-5左右的學生進行， 

課程調整（高）則是提供給過去有相關經

驗且百分等級落在 5以上的學生 課程調

整（低）則是提供給動作能力品質欠佳的

學生 百分等級落在 2以下 在課程設計

上 原課程為切塊 切條的安排 第一週

對於能力較佳的個案不進行調整 中組的

學生則是減量不簡化課程 能力較弱的課

程簡化課程 先以切塊（難度較低）為主

要課程學習 旨在習得食材處理技術 當

課程進入第三週 考量中組的學生還需要

時間練習， 不再減量，（正常量） 高組的學

生則是加入切片的練習 但是並不提供大

量的練習 仍以穩定切塊 切條為主 此

時低組的學生可以加入少量的切條訓練 

當課程進入第五週 中組的學生持續練習

課程 但是高組的學生可以將切片的量提

升，（可以依照現場狀況， 滾動式修正） 低

組的學生則是需要有課程目標所設定的能

力 然而 特教教師使用標準化測驗工具

雖然可以提供餐飲服務科課程設計時之參

考 但是課程的調整旨在因應學生的個體

差異進行課程調整 學生若有精熟技術 

除參與課程外 仍然需要學生在課程結束

後練習 而非仰賴課程設計的調整就可以

完全習得技術  

表 2 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以六週為舉例） 

週

次 
原課程 

課 程 調

整(高) 

課 程 調

整(低_ 

1-

2 

切塊， 切

條(量少) 

不調整 先 切 塊

為主， 切

條為輔 

3-

4 

切塊， 切

條 

加 入 切

片(量少) 

切塊， 切

條(量少) 

5-

6 

切塊， 切

條(量多) 

加 入 切

片(量多) 

切塊， 切

條 

（四）滾動式修正 

標準化測驗工具 BOT-2-SF 的使用除

了了解學生的動作能力表現外 妥善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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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亦作為總結性評量的工具 一年兩次的

測驗以此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的能力 從而

因應其需求做出調整 身心障礙學生的個

體間差異甚大 即時同為服務群科智能障

礙學生 在能力上也會受到過去的經驗等

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 因此 使用標準化

測驗工具時 更需要依照學生的需求進行

滾動式修正 以研究者的服務經驗為例 

研究者利用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的時間 

將個案的能力表現進行說明 同時與任課

老師 家長 學生本人討論是否有需要調

整之處 進行滾動修正 以此更為符應學

生的個別需求  

參 結論 

標準化測驗工具不僅僅是一個診斷性

的測驗工具 妥善利用也可以成為總結性

評量的工具 甚至將結果融入課程課程教

學 課程訓練與課程設計 這樣的設計更

能符應教育部（2023）的精神 針對學生

的個別需求提供個別化的教育計畫與教學 

然而 本文乃是研究者依照自身專業以及

個人經驗所進行實務的分享 希冀以此提

供給其他教育工在者在臨床教學的參考建

議 若有幸獲得其他教育工作者之採用 

仍然需要依照各校本身的狀況再進行調整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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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策略對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動機 

之教學實務分享 

鍾美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生 

摘要 

本篇文章旨在分享教師透過動機引導遊戲化策略，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學習環境，以

提升學生的數學參與度與學習興趣。基於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 GBL)理論，

設計適合國小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教案，透過遊戲策略提升其學習動機與參與度。遊戲

設計強調具體操作、即時回饋、挑戰性與趣味性，並結合生活情境，使學生在互動過程

中理解數學概念。本文將探討遊戲策略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成效，並提供教師實

施遊戲式教學的具體建議，以改善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模式，幫助其建立更穩固的

數學基礎與學習信心。 

關鍵詞：遊戲式學習、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動機

 

壹、前言 

智能障礙學生因智力發展較一般學生

遲緩，在學習抽象學科(如數學與語文)時

常面臨較大挑戰。普通班級的數學課程多

強調統一進度與標準化教學，較少考量學

生的個別差異，並缺乏生活化與活潑化的

教學設計，導致智能障礙學生難以適應，

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因此，這些學生通常

需要進入資源班，以獲得更適合其學習需

求的支援與指導。然而，在資源班內，許

多智能障礙學生因數學學習經驗挫敗，對

該科目缺乏學習動機，甚至產生排斥感。

特教教師除了具備專業的教學知識外，更

需要透過適當的動機引導與興趣維持策

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其中，遊戲

策略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透過趣味性

與挑戰性的設計，將數學概念融入遊戲活

動，促進學生的積極參與與主動學習。在

遊戲式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可以觀察學生

的參與程度與學習動機的變化，並根據學

習狀況適時調整教學策略，使數學學習更

具吸引力與實用性。研究指出，透過計畫

性地將教學內容融入遊戲活動，能有效提

升學生的參與度與學習興趣，並幫助其獲

得概念性知識(林嘉玲，2000)。本文將基

於筆者的教學經驗，探討如何運用遊戲策

略來提升國小低年級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

學習動機，期望能提供特殊教育領域教師

參考，以改善教學設計，提升學生的數學

學習效益。 

貳、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特質 

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發展較一般學生

遲緩，其可達到的最高發展階段也較一般

學生低。智能障礙係指個人在發展階段，

29



 

 
 

其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學習表現，

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特殊教育學生及

幼兒鑑定辦法，2024)。根據以上定義，智

能障礙學生智商發展會影響抽象數學認知

學習，這些數字和算術的技能對於日常生

活、獨立生活、社會參與也很重要。智能

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可能在空間關係、

數量和排序方面遇到困難。智能障礙學生

受智商影響，無法靈活運用策略，再加上

對於適應性功能能力弱，致傾向賴以死記

硬背或依循具體的步驟計算簡單的加減數

學題；然而卻難以明瞭基本的計算原則及

心算概念，而無法實際運用。 

實務教學上，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數學

時常發現語言發展遲緩、對抽象概念理解

困難、注意力不足、視野協調不佳。李彥

慧、施淑惠(2018)指出，平常教學時，會

遇到不論怎麼說明和重複教學，效果總是

不如預期。洪郁翔、侯禎塘(2022)發現在

資源班現場教學經驗中，智能障礙學生在

注意、記憶和理解這三項學習要素上常常

有困難會影響數學科的學習成效。然後，

在生活經驗和環境刺激可能較一般學生匱

乏，難以從中獲取相關的數概念和數技能，

故數概念認知發展相對落後，以致在學習

數學和相關生活技能時，往往面臨著考驗

(吳茜雯、黃桂君，2022)。智能障礙學生

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獲得實用的生活數學技

能，並且需要開發一些課程，使智能障礙

學生能夠接觸到現實生活情境(Burton et 

al., 2013)。教授數學時的策略也會影響數

學的結果，不能用古板、制式化教學會影

響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動機。因此在教授

智能障礙學生時需要靈活性，讓數學變成

遊戲化以有趣的內容吸引注意，得到正向

意義，實際參與讓學生有適當的目標才能

有效的學習(林靖宜，2014)。遊戲策略已

被證明能夠顯著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學業

成績效果，並且有助於增強學業興趣，從

而培養自主學業的能力。 

參、遊戲對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動

機影響 

除了有效的教學方法和豐富資源外，

教師還應注意其他可能阻礙學習的因素。

動機是可能影響數學表現好壞的重要因素

之一，大多數智能障礙學生可能會覺得數

學是一門困難且無聊的學科，產生自卑和

猶豫的感覺。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效率的

因素，教師需要積極激勵智能障礙學生，

同時創造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Jameel & 

Ali, 2016)。因此，筆者採用遊戲策略對智

能障礙學生的優點，分別陳述如下： 

一、智能障礙學生數學遊戲增強內部機

制，提升學習興趣 

內部機制指學生因自身興趣與成就感

而投入學習，而遊戲策略能透過故事情境、

角色扮演、積分獎勵等方式，營造挑戰與

樂趣的學習環境，使學生主動參與數學學

習(Ryan & Deci, 2000)。學生在接收遊戲正

向刺激後，對數學結構作出反應，接著讓

學生以遊戲方式進行分類活動，漸漸會發

現遊戲原來是有規律性的(蔣璧如，2021)。

要針對智能障礙學生設計數學遊戲，並增

強內部機制來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首先

需要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需求和挑

戰。智能障礙學生可能面對學習上的困難，

但他們同樣能夠通過適當的支持、激勵和

遊戲設計來增強學習動機。讓學生能夠將

隱含於遊戲中之運用數學概念靈活運用及

延伸。遊戲教學方面可與喜歡的遊戲活動、

材料和桌遊等結合融入教學活動之中，如

採用繪本故事、球、七巧板、積木、數棒、

撲克牌、玩具硬幣和桌遊等。具體操作的

遊戲設計，降低抽象概念的難度，幫助學

生理解數學運算規則。把握發揮遊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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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點，啟動內在動力，不需要外在鞭策

和督促的學習動力，增強智能障礙學生的

興趣，好奇和需求，完全投入數學的學習

環境，讓數學是有意義和具體化及生活化。 

透過數學遊戲，智能障礙學生能增強

內部學習機制，如專注力、記憶力與數學

應用能力，並透過遊戲挑戰與正向回饋建

立學習自信，進一步提升學習興趣。當學

生在遊戲中感受到樂趣與成就感時，數學

學習將不再是單調或令人焦慮的挑戰，而

是一種充滿動力與參與感的學習歷程。 

二、遊戲策略提供即時回饋，強化自發式

學習 

智能障礙學生常因學習挫折而缺乏自

信，不斷降低學習動力。需要透過實際操

作的模式建立基本的數學概念、強化基本

的計算能力亦能培養學生應用與推理思考

能 力 以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數 學 問 題

(Vandercruysse et al., 2016)。在遊戲過程中

幫助學生建立自信並且計算練習，以達到

精熟學習並獲得成功的經驗。 

針對智能障礙學生，設計數學遊戲策

略時提供即時回饋並強化學習自信，需要

考慮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心理需求。學生在

遊戲中可能會面臨學習的挑戰，因此遊戲

設計應該更加注重支持性、鼓勵性及情感

上的引導。當學生完成任務或解答問題時，

立即顯示他們的進展和成就，例如展示徽

章、貼紙等。這樣的設計不僅能夠激勵學

生繼續學習，還能給他們帶來即時的滿足

感。每次學生回答正確時，及時給予獎勵、

音效或動畫回應，這些都能讓學生感覺到

成功，並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例

如，正確回答問題後，遊戲角色可以跳舞、

發光或用愉快的語音說「太棒了！」這種

回饋不僅要及時，而且要簡單直接，避免

使用過於複雜的語句。如果學生答錯，立

即給予溫和而具建設性的回饋。例如，「再

試一次，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方法。」這樣

的回饋既不會讓學生覺得沮喪，又能鼓勵

他們繼續努力。用視覺回饋有助於學生對

成功感到自信，使用顏色或圖形來顯示學

生的進展，例如每次答對會出現一個綠色

的勾勾或星星，並且進度條隨著正確答案

增長。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速度和理解能力

各不相同，因此，遊戲應設有適應性調整

功能，根據學生的表現自動調整問題的難

度，避免一開始就面臨過於困難的挑戰，

從而減少挫敗感。將學習目標分解成小步

驟，每完成一個小步驟就給予正向回饋。

這樣的分段學習有助於學生建立信心，並

在每次成功中獲得成就感。在遊戲中設計

一些小獎勵，例如每正確作答一定數量的

問題後，就會解鎖一個新的遊戲關卡或獲

得獎勵卡。這樣的設計能夠有效地激勵學

生繼續參與遊戲學習，並且每達成一個目

標就能提高他們的自信心。為了讓學生有

更強的參與感，可以加入音效或動畫效果，

例如完成任務後，播放一段愉快的音樂，

或者讓角色跳舞或微笑。這些有趣的元素

能增加學生的投入感，並為他們提供積極

的情感支持。在學生卡住時，提供循序漸

進的提示，例如每次提供一點線索，幫助

學生逐步找出正確答案「試著將兩個數字

加起來，看看結果如何？」這樣可以減少

學生的焦慮感，並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通

過對話式的提示來激勵學生，例如「你已

經很接近了，再想想看！」這樣的鼓勵能

讓學生感覺到自己正在學習和進步。對於

智能障礙學生來說，設計數學遊戲時，提

供即時回饋的策略應該兼顧簡單性、積極

性、鼓勵性和情感支持。適當的即時回饋

不僅能幫助學生掌握數學技能，也能逐步

提高他們的學習自信心，並使學習過程更

加愉快和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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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降低學習焦躁，提升專注力與耐

心 

智能障礙學生因認知發展遲緩、短期

記憶能力弱及專注力維持時間短，常在學

習過程中感到焦慮與挫折，進而影響學習

成效。他們容易因為無法立即理解學習內

容而產生不安，甚至出現逃避學習的行為。

特別是在數學學習上，若無法透過適當的

策略加以引導，學生可能會因為持續的失

敗經驗而降低學習動機。然而，遊戲化學

習能透過有趣的互動情境與循序漸進的學

習方式，降低學習焦慮，提升專注力與耐

心，幫助學生更穩定地投入學習。傳統教

學方式往往要求學生快速理解與記憶學習

內容，這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可能造成

極大壓力。然而，遊戲能透過情境模擬、

視覺輔助與互動機制，使學習變得更具趣

味性與挑戰性，減少對錯誤的恐懼。例如，

在數學教學中，透過「數學闖關遊戲」，學

生能在沒有標準答案壓力的環境下進行反

覆練習，過程中逐步獲得成就感，降低因

害怕犯錯而產生的焦慮感。 

在遊戲過程中，要使用積極正向的語

言來支持學生。使用語氣溫和的語氣，避

免過於批評或負面的詞彙，這樣能有效保

護學生的自尊心。例如當學生出現錯誤時，

可以使用「沒關係，這是學習的一部分！」

而不是「這是錯誤的。」遊戲中的角色或

口語提示可以扮演情感支持者的角色，當

學生遇到困難時，給予溫暖的鼓勵和關心。

這樣不僅可以提供學習支持，也能讓學生

感受到遊戲的情感價值。 

遊戲策略能有效幫助智能障礙學生降

低學習焦慮、提升專注力與培養耐心，讓

他們在更輕鬆的環境中穩定學習。透過遊

戲的互動性、即時回饋與循序漸進的學習

機制，學生能更專注於學習過程，減少因

挫折而產生的焦慮與退縮行為。值得一提

的是在遊戲過程中還可使學生獲得成功的

經驗並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賴淑惠，

2007；Garri, Santacruz-Valencia & Gomez, 

2020)。遊戲化學習不僅能增強學生的數學

學習動機，也能提升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與

學習韌性，使其在學習與生活中更具適應

力與自信心。 

四、遊戲策略促進合作學習，提升社交與

適應能力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由於語

言表達能力較低、社會認知不足，這些學

生可能難以主動參與團體活動，甚至在合

作學習時產生逃避或依賴行為。然而，透

過遊戲策略，教師能夠營造互動性高、情

境化的學習環境，使智能障礙學生在輕鬆、

有趣的氛圍中提升合作學習的能力，進而

增強社交技巧與適應力。遊戲不僅能提升

個人學習動力，還能促進合作學習，使學

生參與團隊競賽或合作解決題目，有學習

與互動，進而提升社交能力。設計具有情

感表達的遊戲角色，在學生成功時給予鼓

勵，在失敗時給予安慰，這樣不僅能夠幫

助學生保持學習動機，還能增強他們的情

感聯結，從而促進學習興趣。學習動機是

學習的重要因素，且學生有較強的學習動

機，在學習過程中會較為投入，且願意付

出較多的努力與持續較長的學習時間，並

且會選擇最佳的學習策略動機（許秀甘，

2015） 。例如，遊戲中的角色可以引導學

生，以「我們一起合作完成！」的語句，

來減緩智能障礙學生在面對新情境時所產

生的敏感性、焦慮感或不安情緒。所以，

設計「合作模式」，讓學生與同伴一起解決

數學問題，這不僅增強了學習過程中的社

交互動，還能讓學生體驗到團隊合作的樂

趣。遊戲策略能提供明確的規則與結構，

幫助學生理解並遵守團體規範能讓學生能

與同伴一起完成數學任務。這樣不僅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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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社交能力，還能在互相支持中增加信心。 

遊戲中可以有共同的目標，讓學生感

覺到和他人一起達成的成就感。如果加入

競爭元素，可以設計一些友好的排名或比

賽系統，並強調「過程比結果重要」。例

如可以讓學生與自己過去的成績競爭，而

不是與其他人競爭，這樣既能保持興趣，

也不會讓學生感受到過多的壓力。透過團

隊遊戲與合作挑戰，他們能學習如何與同

儕互動、分享與溝通，並在過程中獲得正

向人際關係的經驗，進一步提升社交自信

與學習動機。 

肆、數學遊戲教學方案之設計與規

劃 

一、設計理念 

筆者在教學現場上，發現低年級智能

障礙學生上數學課很無聊，有時聽不懂，

反應慢或不了解題目內容，即時在課堂上

有圖片輔助或放教學影片，還是跟不上班

級的進度。數學作業無法獨立完成，需要

協助與提醒。使學生對數學無法有興趣，

這也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筆者在

課堂上加入不同的遊戲教學活動，藉以遊

戲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遊戲的課

程中，除了強化學生的數學認知能力，更

應培養其將數學知識應用於真實生活情境

中的能力。 

二、教學策略 

本 次 教 學 設 計 以 遊 戲 化 教 學

（Gamification of Learning）為核心理念。

遊戲化教學（Gamification of Learning）其

實是將遊戲元素融入在教學活動當中，利

用遊戲機制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

生能樂在學習的過程之中，進而獲得自主

性的內在動能。筆者使用繪本導讀，用繪

本故事引導學生融入數學領域也加入桌

遊、教具和小活動或闖關遊戲來刺激學生

有動機去完成任務。 

國小階段智能障礙學生在身心發展來

看，以數學遊戲把講述式教學轉變為遊戲

形式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在遊戲中學習並

達到教學目標(陳杭生，1993；饒見維，

1996)。筆者將以遊戲策略為核心，設計適

合智能障礙學生的遊戲化學習活動，觀察

學生在遊戲學習過程中的參與程度與學習

變化，且改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對數

學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益。同時，營造出

輕鬆愉悅遊戲策略的氛圍，以提升學習動

機，希望提高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自我效

能。 

三、數學遊戲教學策略案例介紹 

個案是一年級的男生(小齊)，領有輕

度智能障礙手冊，目前安置某國小普通班

接受資源班服務，數學課用外加方式在資

源班上課。其整體智力(FSIQ=65)，語文理

解能力為邊緣程度，挫折忍受度略低，識

字困難；抽象概念能力和開放性問題需較

多提醒，在普通班上課常常會發呆和分心，

到資源班需敎師監督和提醒下完成作業。

小齊的數學計算方面表現不理想，十以內

加減法和 100以內的數數會漏數，只會 10

以內用手指運用計算和應用題型不知要用

那種符號計算，導致數學後續的學習困難

和落後。在家裡，家長表示小齊對數學作

業表現出明顯抗拒情緒，並伴隨哭鬧行為，

且無法理解題目內容，完成作業時需依賴

適時的幫助與提示。即使反覆詢問或寫題

目，答案仍頻繁出現錯誤。因此，筆者依

小齊的特質用提高動機的遊戲策略方式，

提升小齊的注意力、積極參與、反饋等。 

四、教學活動 

10 以內數字是數學概念最根本的一

環，無論再生活化的數學應用，認識 10以

內的數字並能夠進行基礎的數量對應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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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生都應具備的基本能力。為幫助智能

障礙學生有效學習，本教學方案透過遊戲

式學習，結合多感官操作與情境化應用，

提升數學學習興趣與實踐能力。用繪本開

啟引導進入數學的概念，再由數棒操作和

白板反覆練習，最後以桌遊遊戲應用數學

來解決問題，以達成目標完成任務，使學

生逐步建立數概念並提升應用能力。本教

案透過清楚的學習目標、個別化的教學調

整與適當的評量設計，幫助智能障礙學生

熟悉 10 以內的數字概念，提高數學學習

動機，並促進自主學習，使其能夠將所學

應用於日常生活。 

五、教學設計 

表 1 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鍾美玲 

實施年級 一年級 教學節次 本次教學為1節 

單元名稱 
1.10的分與合。 

2.透過不同的情境解決十以內的加法和減法問題。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n-I-3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

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領域核

心素養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

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並能將數 學語言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 

數-E-A2  

能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指認基

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

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

決問題。 

學習 

內容 

N-1-3基本加減法：以操作

活動為主。以熟練為目標。

指1到10之數與1到10之數

的加法，及反向的減法計

算。 

教材來源 康軒版數學1上課本第四單元分與合 

教學設備/ 

資源 

1.繪本:海底100層樓的家 

2.個人小白板、白板筆 

3.教具:數棒 

4.桌遊: HABA 縯紛果園 

學習目標 

1.一百以內的數字結合。 

2.認識個位和十位。 

3.加法和減法：10以內加法和減法的和意義與應用。 

4.學生能夠理解所表達之內容，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數學融入生活日常用。 

5.提高學習動機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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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壹、引起動機 

一、先以繪本「海底 100層樓的家」來練習數數：小天

洋娃娃不小心掉到海底，展開冒險之旅。經歷這場直達

海底 100 層樓的探索，隨著直式的跨頁圖向下無限延

展，除了學會數數，享受尋找的樂趣。 

二、教師以繪本故事內容所出現的架構引導學生思考和

觀察海底世界的每一層樓的發現。 

三、教師引導學生複習 100 以內的數,並透過聽說讀的

式完成 100以內的數序複習。 

 

 

 

貳、主要活動 

一、Gigo 數棒玩法：藉由數棒不同的顏色和不同的長

短，代表的位值可以學習基本的運算原理。以公分為單

位，分別以不同顏色呈現1~10公分的數棒，讓孩子學習

數數、分類、排序、比較及基本的數字概念。 

(一) 色彩與數值對應：「快問快答」遊戲目標：建立 

 1~10的數棒先建立數棒的數數 1到 10。 

 玩法： 

      1.教師隨機提出一個數位，學生需立即回答對應 

      的數字，例如「這是黃 5。」 

      2.教師或學生交換角色，讓學生輪流提問與回答， 

      提升參與。 

  （二）再以數棒橘色 10為單位總合來練習 10以內分 

   與合。用白板練習白板算練習「寫出你的答案」。 

（三）積分獎勵：「收集 20顆好棒棒章」每答對一題  

 並寫下算式，即可得 1顆好棒章。 

              
 

二、桌遊遊戲：HABA 縯紛果園和兩個骰子（把一個點

數骰子 6點和 5點貼成烏鴉圖案為代表 0）。練習 10以

內加法和減法的和意義與應用。 

（一）遊戲故事：園子裡的果樹結實纍纍，有蘋果、 

 

 

 

 

10分鐘 

 

 

 

 

 

 

 

 

 

 

 

 

 

5分鐘 

 

 

 

10分鐘 

 

 

 

 

 

 

 

 

 

 

 

 

 

 對應學習

目標：1 

 評量方式：

教師觀察、

口頭評量。 

 評量規準： 

簡化內容用繪

本討論，可以逐

步提示小齊進

行100以內的數

序複習，達到

100%的正確率。 

 

 對應學習

目標：2、3、

5 

 評量方式：

教師觀察、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評量規準： 

1.操作活動時，

學生能獨立或

是在教師提示

下，在操作 1~20

題時，達到 100%

的正確率。 

2.收集完成20

顆好棒棒章。 

 

 

 

 對應學習

目標：3、4、

5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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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梨、櫻桃以及李子，汁多味美，必須趕快採收！ 

 但要小心！烏鴉來了！可就把美味的果子都啄壞 

 囉！你可能需要一點運氣才能讓所有水果入「籃」 

 為安喔！ 

（二）用兩顆骰子點數為合計數量來摘水果。但如果 

 其中骰子有烏鴉的圖案就要放烏鴉拼圖。要趕在烏鴉 

 拼圖未完成前把水果摘完，就完成任務。 

（三）生活應用延伸遊戲 

1.教師:「好棒！小齊完成任務了，接下來可以請老

師吃水果嗎?籃子裡有 8 顆蘋果，可以請老師 5 顆

水果嗎？剩下幾顆？」 

2.請學生數出 8顆蘱果，挑岀 5顆蘋果給老師。並

回答剩下 3顆蘋果。 

3.在鼓勵下完成水果 10 以內分與合遊戲。老師或

學生交換角色讓學生輪流提問與回答，提升參與和

自信。 

                   

 

教師可於引導學生思考答案時，輔以數棒進行再次確

認。同時，在遊戲教學過程中，教師亦可透過擊掌或口頭

回饋等方式，適時給予學生鼓勵，以增強其學習動機。 

 

 

 

 

 

10分鐘 

 

 

 

 

 

5分鐘 

 

 

 

 

 

 

 

 

 

 

教師觀察、

口頭評量。 

 評量規準： 

1.操作活動時，

學生能獨立或

是在和教師合

作下，完成任務

題時，達到 100%

的正確率。 

2.算式紀錄時，

能在達到 100%

的正確率。 

3.教師口頭提

時，能在提示下

完整說出10以

內加法和減法

和意義與應用。 

六、遊戲融入教學成效之分享 

（一）課程內動機表現 

在本次遊戲策略教學中，小齊的學習

動機與表現呈現了積極的反應。遊戲式學

習提供了清晰的目標與具體的操作挑戰，

使小齊在課堂中能夠專注於學習任務，並

展現高度的參與度。在遊戲開始時，小齊

對於數棒操作表現出濃厚興趣，願意嘗試

數量配對與計算，並積極與教師互動。當

透過遊戲獲得成功經驗時，他表現出明顯

的成就感，進而主動投入下一個挑戰，這

顯示出學習動機的提升。在桌遊活動中，

小齊最初面對較複雜的數學挑戰時有些遲

疑，但在教師的即時鼓勵與遊戲回饋機制

的支持下，他逐步願意嘗試，並展現出更

高的耐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整體而言，

小齊在這堂課中對遊戲策略展現出正向的

學習反應，不僅專注度提升，也更願意挑

戰新任務，且能在互動過程中保持耐心、

享受學習的樂趣。這顯示出遊戲式學習對

智能障礙學生的教學效益，未來若能延續

此類活動，將進一步穩固其數學概念與學

習信心。 

（二）數學理解之成效 

透過數棒操作與遊戲式學習，小齊對

數學的學習興趣明顯提升，從被動學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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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主動嘗試計算，並在不斷練習中提升

計算準確度。遊戲策略的應用使數學學習

變得更具趣味性，小齊在桌遊活動中反覆

練習算術，透過挑戰提升耐心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同時強化數學基礎的認知理解。

此外，視覺提示與具體操作的輔助，使小

齊更容易掌握數量之間的關聯，並能更專

注地參與學習活動。遊戲設計中的任務挑

戰機制，不僅增強了小齊的耐挫力，也培

養了他在學習過程中的持續探索精神。整

體而言，遊戲式學習模式幫助小齊從被動

接收知識轉變為自主探索，提升了運算能

力、計算精確度與學習專注力，並在克服

挑戰後建立對數學的信心與成就感。這種

學習方式不僅讓小齊享受學習的樂趣，也

真正落實了「寓教於樂」。 

（三）穏定情緒與提升社會適應能力 

遊戲式學習不僅提升了小齊的數學能

力與學習動機，也對其情緒穩定與社會適

應能力產生了正向影響。過去，小齊在面

對數學學習時容易產生挫折感，導致焦慮

與退縮。但透過遊戲活動，他能在輕鬆的

環境中學習，逐漸降低對數學的抗拒感，

並在遊戲挑戰中學會調適情緒，提升耐挫

力與專注度。此外，遊戲過程中的合作與

競爭，讓小齊學習到遵守規則、輪流等待、

與同伴溝通等社會互動技巧。例如，在桌

遊活動中，他必須傾聽他人意見、耐心等

待機會、運用策略解決問題，這些都促進

了人際關係的建立與團隊合作能力。透過

遊戲式學習，小齊逐步學會如何在挑戰中

調整心態、控制情緒、與他人合作，這不

僅有助於提升學習效能，更對未來的社交

發展與學校適應帶來深遠的影響。整體而

言，遊戲策略不僅讓小齊找到學習的樂趣，

也幫助他在班上互動中學會尊重他人、分

享與合作，進一步提升其社會適應能力，

為未來的學習與生活打下穩固基礎。 

（四）教學省思 

在教學過程中，遊戲策略確實能夠有

效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但

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深思與調整

之處。 

1.遊戲難度等級，依學生能力調整 

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理解速度和學

習能力不同，部分學生可以投入遊戲贏得

樂趣，而部分學生則需要更多時間適應。 

2.遊戲與現實生活應用結合，強化學習遷

移 

學習動機提升，但學習增強仍需累積，

儘管遊戲能夠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致與參與

度，但學習效果要用結構化教學與實際應

用練習。透過遊戲與現實生活應用結合，

強化學習的知識與技能。 

3.遊戲中秩序與專注力管理 

學生在遊戲中過於興奮，容易影響學

習秩序，如分心、爭吵發表、忽略遊戲規

則等，基於此，教師應該提醒學生遵守遊

戲規則。若學生無法理解遊戲規則，教師

應當調整指導方式，確保所有學生能夠參

與，同時建立正向回饋與獎勵機制，進一

步增強學習動機。 

4.敎師應保持彈性，讓遊戲策略適用 

遊戲策略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教師不

再是單向的傳導者，而是引導者與促進者。

即時觀察學生反應、調整教學目標，適當

給予鼓勵與引導。多種風格的遊戲模式能

夠提供不同的體驗，並維持學生的學習興

趣。若遊戲進行過程中學生的注意力下降，

可改變遊戲方式或增加短暫休息時。遊戲

教學活動持續做調整，是遊戲教學成功的

重點之一。 

伍、結論 

整體而言，遊戲策略對智能障礙學生

的數學學習動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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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升學習興趣、

增強專注力、促進正向回饋、降低學習焦

慮，並進一步強化自主學習意願。透過精

心設計的遊戲活動，教師能夠將抽象的數

學概念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學習體驗，讓

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透過實際操作、互動競

賽與任務挑戰來理解數學，進而獲得成就

感與學習信心，並逐步發展出穩固的數學

能力。此外，遊戲式學習不僅促進數學學

習，也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

例如遵守規則、團隊合作、耐挫力與問題

解決能力，這些都將對學生的整體發展產

生深遠影響。未來，若能進一步結合科技

輔助工具（如數學學習 APP、互動式電子

白板）或真實生活情境（如實際購物、活

動規劃），將能進一步擴展遊戲策略的效益 

，使智能障礙學生在更豐富、多元的學習

環境中建立堅實的數學概念，並提升自主

學習與應用能力，為未來的數學學習與日

常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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