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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適用於身心障礙大專生的體驗教育課程並進行行動研究，探討課程實施歷程及其對

參與者自我效能與人際互動能力的影響。課程以「人際互動」和「自我效能」兩大面向為主軸，由研究

者帶領各項團隊合作活動，引導參與者練習反思並累積正向互動經驗。綜合分析各項研究資料後發現：

一、身心障礙大專生與一般生在參與體驗教育課程後，皆表示能經由體驗學習圈的循環歷程，將所學應

用於生活中，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二、參與課程後，參與者在人際互動能力和自我效能上均有正向改

善，不僅越來越願意表達個人需求與想法，也能更好地調整情緒及溝通技巧，並在活動中發展自信心與

問題解決策略。三、透過行動研究與體驗學習圈的循環，研究者的教學專業知能持續成長，並深化了對

身心障礙大專生困境的理解。根據上述結果，提供課程設計及未來研究建議作為實務參考。

關鍵字：體驗教育、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效能、人際互動能力、行動研究

體驗教育對身心障礙大專生

自我效能與人際互動能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通訊作者：詹馥萱 phoenix090201@gmail.com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中心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民 113，27期，147-165頁
https://doi.org/10.29928/BETSE.202412_(27).0008



˙ 148 ˙ 體驗教育對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效能與人際互動能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進入大專校院就讀

的身心障礙學生總數逐年增加，111學年度全臺

灣各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已達 14078人

（教育部，2023）。除了基本的就學保障，隨

著聯合國大會於 2006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我國也依照 CRPD精神，

陸續完成國內法化，更在 2023年完成特殊教育法

全案修正，確保每位身心障礙學生都能在教育上

享有平等且有尊嚴的自主性和參與權，已是國際

共識。

研究者認為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會面臨大幅

度生活與人際互動型態的改變，過去諸多學者也

提及，身心障礙學生很可能因自身障礙特質，在

學習、生活、人際互動等方面遭遇適應困境，例

如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方式和生活型態轉為自主

性高，對於理解、接收資訊或適應環境變化速度

慢的學生形成困難；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的學生，

難以和同儕發展社會或合作關係，甚至因情緒管

理、溝通互動技巧等問題，造成人際關係差，也

導致在遇到困境時，難以對外求助或求助無門，

需特殊教育工作者介入與關注（林育毅，2010；

陳勇祥、林玉霞，2018；曾景蘭，2006；曾詩婷，

2015；賴淑香，2019）。許紋華（2024）統整自

身大專院校融合教育經驗指出，身心障礙學生的

個別差異與需求落實到校園融合還有許多不足之

處。如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自我倡議，維護個人

權利並改善適應困境，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自我效能是對自己能力的認知，是影響個人

動機與堅持度的一大因素，自我效能強的人會有

較好的自我概念及主動性，與學習、生涯、社會

適應和健康行為與生活型態有密切關係（洪建任，

2017；楊瑞蘭，2014）。要透過自我倡議維護個

人權益，或主動求助改善適應困境，身心障礙學

生需具良好的自我效能，然而許多身心障礙學生

常因各項挫折產生自我效能低落的問題，不僅易

忽略個人優勢，也難以釋懷個人限制或肯定自我

價值，形成發展或適應阻礙（教育部，2024）。

過去相關研究也顯示，身心障礙大專生之「自我

概念」與「學校生活適應」有正相關，甚至能透

過自我概念有效預測其學校適應情形（王瓊珠，

2017；黃竹瑩，2017；廖瑩欣，2016）。其中黃

竹瑩（2017）以全國身心障礙大學生為抽樣對象

進行調查研究，建議身心障礙大專生可多參加團

體活動以增加與他人互動之練習機會，並藉由各

種管道提升自我概念促進學校生活適應。研究者

也認為若身心障礙學生自我效能不佳、人際互動

能力也不足，遇到困難時容易陷入負向思維，陷

入適應的惡性循環，因此思考是否有適當的方式

幫助其改善困境。

近年來，國際上有關「體驗教育」的實施成

效顯著，國內相關課程與活動蓬勃發展，臺北市

和平國民小學更將探索體驗納入正式課程。體驗

教育是整合自 Dewey的做中學、Kolb的體驗學

習圈、Piaget的認知發展論等，主張讓學生採用

「體驗式」的循環學習模式，經由實際體驗活動

與反思活動歷程，進而吸收經驗並將所體會的結

果應用到日常生活中。體驗教育活動可以提供給

任何年齡與學習能力的學生，參與者在活動過程

中不需要具備特殊能力或技巧，且能促進學生提

升自我概念和人際互動能力（王豪華，2019；林

易潔等人，2014；蔡居澤，2004；謝智謀等人，

2007）。此外，有許多研究者發現體驗教育不論

實施在各障別的身心障礙學生，皆能透過循環模

式讓學生反覆體會適當人際互動技巧，並累積正

向的問題解決經驗，進而有效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在整體人際互動能力也有所改善（吳貞儀，

2018；林信忠等人，2014；陳怡伶，2023；黃宏嶈，

2019；葉思妤，2018）。

研究者在求學過程中，曾參與過多次體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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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或研習，發現這類課程對適應新的人際互

動情境與提升自信心有相當大的幫助，也讓研究

者認為此類活動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及人際互動

技巧，正是身心障礙大專生迫切所需，且過去體

驗教育應用於身心障礙大專生之研究較少，因此

結合個人特教專業，設計一套體驗教育課程，期

待能透過行動研究，幫助身心障礙大專生提升自

我效能及人際互動技巧，改善在高等教育階段學

習的困境，也供實務工作者發展相關課程或支持

方法作參考。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者希望以行

動研究方式，設計一套適用於身心障礙大專生之

體驗教育課程，並針對課程實施歷程與影響予以

探討，期能幫助身心障礙大專生提升自我效能及

人際互動技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四，分述如

下：

（一）發展及調整身心障礙大專生之體驗教育課

程。

（二）探討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人際

互動能力之影響。

（三）探討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

效能之影響。

（四）透過課程實施歷程提升研究者之專業知能。

貳、文獻探討

一、體驗教育的理念與內涵

（一）體驗教育的定義與意涵

國內外常使用不同的名詞來稱呼體驗教育，

但其核心價值皆源自於 John Dewey所提倡之實驗

主義經驗觀，其中的核心價值為「做中學」，強

調學生的學習取決個人做了什麼，應透過參與實

踐中之反思及分享來學習。吳兆田（2006）則說

明體驗教育、體驗學習、探索教育、探索學習等

名詞，在實務上是相同，但在字詞意義上有些許

不同意涵。教育之焦點較傾向教學者，而學習則

較站在學習者的角度與立場。

體驗教育與傳統教育所採取的講演式教學型

態也十分不同，體驗教育的引導者會利用合作、溝

通、信任、決策、問題解決等主題活動帶領團隊，

運作歷程採取開放態度且具高度變化性，參與者則

透過親身體驗的過程，正向的對生活與環境進行反

思，並習得該如何面對現實生活類似狀況的能力。

其主要活動模式依所需要之工具與環境分為攜帶

式平面教具活動、高低空繩索場地活動，以及戶

外活動如登山、溯溪等三種類型（郭託有等人，

2009；黃宏嶈，2019；葉任卿，2016；謝智謀等人，

2007）。

（二）體驗教育相關理論

1.體驗學習圈理論

體驗學習圈是體驗教育的基礎理論架構，也

是主要的學習模式，在應用上以 Kolb所提出的架

構最具代表性（謝智謀等人，2007）。Kolb（1984）

整合了 Dewey的「教育論」、Piaget「認知發展

論」、Lewin的「場地理論」和「行動研究」後，

提出經驗學習圈理論，認為學習即體驗循環的過

程，學習者透過具體體驗後，產生對體驗的反思，

進而形成抽象的概念後再行動實驗，最後產生具

體的經驗。

體驗學習圈主要由「體驗」、「反思內省」、

「歸納」及「應用」四個階段組成循環模式。在

體驗階段，引導者透過計劃好的活動促進參與者

利用自身能力，以有邏輯性的方法循序漸進達成

活動的設定目標；在反思內省階段，參與者藉由

檢視體驗歷程，連結過去的經驗與感受，尋求問

題解決策略；在歸納階段，將反思的結果與經驗

作歸納與連結，形成概念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最佳

應用，是此階段的重點；在應用階段，著重在促

使參與者將活動經驗類推到正確的情境，並將反

思結果有意義的應用到個人的生活中（謝智謀，

2003）。

2.學習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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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遷移是指先前情境所習得之態度或知能，

能影響另一個相似情境或新情境的學習現象。體驗

教育最重要之教育意義就是參與者得以將在課程中

習得之經驗，有效地形成學習遷移，引導員可事先

設計好學習遷移的條件，建立類似參與者真實生活

所處的情境，提供接續的活動體驗或融入重要他

人、過往經驗等元素，在活動過程中盡可能地提供

參與者練習之機會，以協助參與者進行學習遷移，

進而對未來生活產生助益（黃宏嶈，2019；Gass, 

1999）。

3.全方位價值契約

全方位價值契約是藉由讓團體成員共同努

力，發覺正面積極價值的一種過程，主要是基

於 Ellmo與 Graser（1995）所提出的信念：團體

中的每個成員與團體本身均有價值，這些價值進

一步結合為團體的行為指導方針及規範。它通常

呈現在鼓勵、目標設定、團體討論、寬容精神及

衝突處理上，而參與者在加入團隊時，每個人均

須同意承諾團隊所訂的價值契約（謝智謀等人，

2007）。其核心主要由「同意作為一個團體並朝

向團體及個人目標共同努力」、「遵守特定的安

全及團體行動守則」以及「同意提供和接受正負

面反饋，並在適當的時機努力改變行為」等三項

承諾所構成（Schoel et al., 1988）。

4.自發性選擇挑戰

自發性選擇挑戰為體驗教育的重要理念之

一，強調尊重個人對於活動參與的意願及感受，

允許參與者依照個人狀態決定個人參與的時機及

程度，但仍與團體一同參與，並協助增加團隊

的經驗價值（Schoel et al., 1988）。謝智謀等人

（2007）更指出在自發性選擇挑戰之理念下，參

與者應瞭解嘗試之企圖心遠比個人能力更具意義

及重要性，但仍可以自由選擇參與一個挑戰的時

機與程度，意即擁有「撤退（back off）」、再加

入與增加活動價值的機會，所有人也應對參與者

之想法或是團隊之共同決定予以尊重。

綜上所述，體驗教育是指參與者通過直接

參與有計劃的活動來進行有意義的學習。這一過

程基於體驗學習圈，根據課程目的和參與者的意

願與需求，選擇適當的活動類型進行實施，並透

過全方位的價值契約來維護團隊的狀態與價值，

使參與者能在安全和支持的氛圍中互動並應對挑

戰。通過反思活動的歷程，參與者能進行自我探

索，進一步實現學習遷移，將經驗轉化為可應用

於現實生活的能力，從而強化自我效能。總體而

言，體驗教育課程是一種有效提升人際互動技巧

與自我價值的途徑。

二、體驗教育實施之成效

（一）體驗教育對自我效能與人際互動能力之成

效

Bandura（1977）認為自我效能是個體對自己

能成功執行任務或達成目標的信心，這種信念影

響行為選擇、努力程度、堅持性以及應對挑戰的

策略。自我效能感主要來自四個方面：「成就經

驗」、「替代經驗」、「言語說服」和「情緒狀

態」。成功的經歷能增強自我效能感，而失敗則

可能削弱它；他人的成功，特別是與個體相似的

人，能提升自我效能感；來自他人的鼓勵和支持

也能增強信心；同時，個體的情緒和生理反應也

會影響自我效能感。Bandura和 Locke（2003）另

探討了自我效能感與目標設定的關係。他們發現

高自我效能感與設定更高目標及持續努力行為呈

正相關。因此，教師透過適當的課程和活動幫助

學生建立自我效能感，可以鼓勵學生更自信地面

對未來的挑戰。

過去不少研究者皆以體驗教育為本進行研

究，發現實施後，參與者在生活效能、人際關係

等面向多有正向改變（吳璟均，2010；洪建任，

2017；謝孟育，2020）。在自我效能方面，許思

涵（2019）針對高關懷國中生安排單車環島之探

索教育課程，發現參與者在自我效能中的「人際

關係」方面具有提升效果，推論在課程中，參與

者在與夥伴的互動關係中反覆學習，開始相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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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擁有經營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對於協助個體

發展正向的社會關係有幫助；楊瑞蘭（2014）則

對 8名具憂鬱傾向之高中生，實施每次 90分鐘共

計 12小時之探索教育團體課程，並分析活動歷程

與學生回饋，結果顯示活動確實可以對學生之自

我效能產生正面影響。

在人際互動能力方面，呂采徽（2012）對家

庭失功能而安置於慈善機構之青少年，實施三階

段之體驗教育團體方案，研究結果顯示參與者在

溝通合作能力有明顯進步，甚至能從被動式的協

助變為主動性的角色，進而激發團體合作精神；

黃宏嶈（2019）為探討體驗教育課程對大學社團

幹部人際能力影響，針對 15名大學社團幹部實施

三週之體驗教育平面式課程，發現參與者在整體

人際能力有所改善。而做中學的課程型態，能促

使成員將過程中產生的具體經驗透過反思與過往

經驗連結，產生較深刻之學習。

許巧臻（2023）統整歷年體驗教育課程研究

建議後，以行動研究法探討平面式體驗教育活動

對高年級學生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之影響，從質

性資料歸納出課程對於參與者有正面效益，其中

包含「不輕易放棄」、「克服不自信的自己」和「交

朋友不再困難」等。研究者更進一步分析，成功

經驗、鼓勵、觀摩他人的成功經驗，都強化了參

與者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念，剛好呼應了 Bandura

所指出的自我效能感來源。研究者也認為良好的

人際互動經驗，能提升參與者對自己的信心程度。

體驗教育透過計畫性的參與，讓參與者得以

關注自我關係與人際關係，過程中除可提高參與

者的學習動機、興趣與人格價值外，還能啟動並

改變參與者的思考模式，提升參與者的問題解決

能力，讓其在面對困難的挑戰時不輕言放棄。總

而言之，此種正向的改變知覺歷程，得以協助參

與者增強自我概念與社會互動（許藍尹，2016；

葉任卿，2016）。

（二）體驗教育實施於身心障礙學生之成效

許紋華（2024）認為體驗教育的精神和建構

校園融合支持系統的精神相符，皆強調讓身心障礙

學生「參與」所有教育活動，且能從活動和互動中

獲得「進步」。其與所處資源教室團隊於 2010年

起，每年皆策劃適用於身心障礙生之大型探索體驗

活動，在過程中發現身心障礙學生的人際應對和社

會互動能力普遍需要加強，同時也指出，體驗教育

活動能帶給學生正向轉變。

儘管體驗教育實施於身心障礙大專生之實證

研究仍相對匱乏，目前的文獻顯示出一些相關的

研究成果。例如吳貞儀（2018）對五位高職智能

障礙學生進行每週一節共 12次的體驗教育融入教

學活動，參與者在課堂中表現出高度之學習動機，

雖起初較無法接受失敗易互相責怪，但漸漸能夠

以平常心面對挫折並互相鼓勵，甚至能彼此觀摩

學習以達成團隊榮譽。李芸菁（2013）採教學實

驗之方式探討高職智能障礙學生接受體驗教育課

程後，對參與者人際關係之影響。分析研究資料

後也發現，在參與體驗教育活動時，參與者的態

度比較積極，且能有更多合作互動機會，能協助

參與者學習信任他人、尊重差異等人際互動技能。

葉任卿（2016）使用行動研究法，以國中四名資

源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每週一節共 20次之體

驗式社交技巧團體課程後發現：情緒障礙之學生

負面的情緒與行為減少許多，與同儕也能有積極

的互動；自閉症學生主動進行人際關係的頻率也

有所提升；智能障礙學生漸與同儕有正面的互動

與合作。整體而言，多數成員也能將每單元之主

題連結個人生活經驗作分享，學生對自身的表現

多感到滿意，更認為自己在活動實施中獲得不少

生活經驗也交到好朋友。

綜上所述，自我效能對個體的目標設定和執

行具有重要影響，並且與生活適應的各個方面息

息相關。過去的文獻顯示，體驗教育活動能累積

人際互動、問題解決、同伴支持以及觀察他人成

功等經驗，這些因素均能強化自我效能。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而言，他們在參與體驗教育活動時不

會因其障礙特質而受到顯著限制，反而能通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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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課程培養溝通合作能力，並將活動經驗與日常

生活相連結，對於增進人際互動技巧和自信心展

現了顯著潛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架構

行動研究是由 K. Lewin所提出，將研究視為

包含計畫、行動、觀察與反思步驟的循環歷程，

研究過程中由實務工作者針對遭遇的問題進行研

究、反省與修正，發展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強

調問題解決的立即性（鈕文英，2014；蔡清田，

2000）。為探討參與者在體驗教育課程實施過程

之變化與反應，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依行動

研究循環歷程進行課程的教學與調整，以下分項

進行說明：

（一）計畫歷程

計劃階段首重課程設計，研究者以「人際互

動」及「自我效能」兩大面向為主軸，參考過去

研究和相關書籍，篩選出切合主題、較易實施於

各種場地之體驗教育平面活動。常見之平面活動

大約可分為「分享感受」、「熱身破冰」、「認

識彼此」、「溝通」、「信任建立」、「決策 /問

題解決」以及「緩身」等活動類型（謝智謀等人，

2007）。研究者再根據上述活動性質，將活動類

型簡化、統整為暖身活動、主題活動和緩身活動

表 1
體驗教育課程規劃表

編號 時數 核心面向 課程主題

一 2 人際互動、自我效能 團隊建立與自我定位

二 2 人際互動 溝通表達 -溝通技巧
三 2 人際互動 溝通表達 -合作技巧
四 2 人際互動、自我效能 團隊合作 -團隊意識與信任
五 2 人際互動、自我效能 團隊合作 -團隊互助與信任
六 2 自我效能 問題解決與自我覺察

七 2 自我效能 問題解決與自我覺察

八 2 人際互動、自我效能 自我覺察與突破

三大類，每堂課程皆依序進行三類活動：

1. 暖身活動：以簡單的互動為主，讓參與者熟悉

彼此並提升團隊專注力。

2. 主題活動：依主題選用能培養對應能力之活動，

並藉不同層次提問進行反思。

3. 緩身活動：以靜態活動為主，強調透過課程回

顧及回饋，幫助參與者複習收穫。

初步設計體驗教育課程後，研究者邀請具多

年經驗之體驗教育引導員協助評估課程適切性，

討論後修正課程細節，最後規劃八次體驗教育課

程。整體教學規劃如表 1。

（二）行動與觀察歷程

1.課程實施

行動歷程以課程實施為核心，每堂課程皆以

體驗學習圈模式為基礎，讓參與者體驗對應主題

之情境活動後，接續進行反思環節，鼓勵參與者

分享對活動過程的觀察與個人省思，再透過不同

角度的提問，協助其歸納和應用活動收穫，與個

人生活產生連結，進而改善適應困境。體驗學習

圈模式如圖 1。

2.蒐集研究資料

課程進行時，會由研究者及觀察員同步進行

觀察，記錄課程實施歷程及參與者之反應，並全

程攝影供後續比對。每次課後邀請所有參與者填

寫課程回饋問卷，並抽取一位參與者進行半結構

式訪談，以利分析課程內容之適切性及對參與者

之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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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體驗學習圈模式

註：Adapted from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by Kolb, D.A., 
1984, Prentice-Hall.

圖 2
課程調整循環架構圖

（三）反思與再計畫歷程

反省歷程為行動研究之關鍵環節，著重於實

務經驗的反思與檢討，透過資料分析，發展解決

問題的策略，並作為下一次計劃的參考依據。

每次課程後，研究者與觀察員討論課程實施

狀況，並統整、歸納各項研究資料，快速評估課

程對於參與者之影響與感受。其中人際互動能力

將分為溝通互動技巧、團隊合作能力以及求助技

能等三大向度進行分析；自我效能部分，以自我

覺察與認知、問題解決能力兩大向度進行分析。

因應參與者實際參與狀況及需求，研究者接

續撰寫省思札記，並和體驗教育引導員共同討論

下次課程修正細節，以安排較符合團隊狀況及參

與者需求之課程，持續落實行動研究之循環歷程。

課程調整循環架構圖如圖 2。

二、研究參與者

（一）課程參與者

為符合大專融合情境，本研究招募東部某大

專校院的 7名學生參加課程，年級分布為二至五

年級，共計 5名女生和 2名男生。其中三名具身

心障礙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涵蓋障別分別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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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障礙、自閉症兩類；另外還有四名一般生作為

互動同儕，共同參與體驗教育課程。所有參與者

皆具備基本的溝通與行動能力。

（二）其他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本身為主要課程設計及教學者，在課

程設計與調整時，另邀請體驗教育引導員一同討

論，以協助檢核課程效益；課程介入期間，安排

兩名具體驗教育課程參與和帶領經驗之協同研究

者擔任觀察員，負責記錄參與者參與情形，並在

課程後與研究者進行回饋與討論，藉此更了解研

究對象參與歷程及變化情形。

三、研究工具

（一）課程回饋問卷

研究者依研究目的和專家意見自編回饋問

卷，問卷旨在了解參與者參加體驗教育課程後，

對於自身人際互動、自我效能兩面向之看法，以

及參與課程感受。問卷形式以開放式問題為主，

以獲取豐富的質性數據。

為讓參與者能夠快速評估自己的感受和表

現，問卷另列出與人際互動及自我效能相關的認

知或行為表現，採李克特五點量表讓參與者填寫，

各項得分越高者即表示對該項能力提升的認同度

越高，結果作為快速了解參與者在課程中的變化

之參考。

（二）半結構式訪談表

研究者自行設計「半結構式訪談表」，並於

每次課程後安排一位參與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以更深入的了解參與者之狀態與感受。

（三）觀察紀錄表

觀察紀錄表由研究者自編，記錄者為觀察員，

於每次課程時記下實施歷程及參與者之反應，作

為後續分析與討論之依據。內容共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課程紀錄；第二部分為個別參與者觀

察情形，著重於紀錄個別參與者之回應與反應；

第三部分為特殊狀況與建議。

（四）省思札記

研究者於每次課程後立即與觀察員進行討

論，並將觀察紀錄、課程照片、檔案紀錄等相互

參照後，撰寫「省思札記」，記錄教學內容、策

略、參與者反應等，並探討課程實施效益與問題，

作為下一堂課修正之依據。

四、資料分析與研究信實度

每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會將整理過的訪談

逐字稿及問卷內容與參與者再次確認，以保留修

正錯誤的機會並鼓勵參與者提供更多資訊。所有

研究資料將進行匿名和主題編碼處理，並透過主

題分析法進行初步分析。

為避免主觀因素導致的盲點，研究資料會透

過三角驗證法進行交叉比對，經過多次檢視與排

除後，保留較有信度的資料，並針對不明確之處

進行補充。另定期與體驗教育引導員、特殊教育

學者專家進行討論，以確保行動的適當性，強化

研究的嚴謹度。

肆、結果與討論

一、體驗教育課程實施循環歷程與省思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體驗教育

課程的教學與調整。在課程實施過程中，研究者

依據事先設計的主題課程進行教學，每堂課包括

暖身活動、主題活動和緩身活動。這些活動以體

驗學習圈為基礎，使參與者能夠圍繞核心主題獲

得相關經驗，並後續的反思與歸納環節中，深入

思考核心主題，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中。

持續的觀察與反思是提升學習成效的關鍵。

每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會整理省思札記、觀察

紀錄、訪談稿和回饋問卷，以檢視課程的成效與

不足之處。隨後，研究者將與體驗教育引導員討

論和修正後續課程，以更好地滿足參與者的需求。

以下針對實施過程中觀察到的問題，說明相應的

反思和調整措施。課程實施之循環調整結果與要

點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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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調整後課程規劃與修正要點

編號 時數 核心面向 課程主題 調整要點

一 2
人際互動

自我效能

團隊建立

與自我定位

二  2 人際互動

溝通表達 -
溝通合作技巧

（強化需求表達）

1.暖身活動：建立關係
2.主題活動：加入分工建議
3.安排讚美環節
4.加入視覺提示

三 2 人際互動

溝通表達 -
溝通與互助技巧

（強化求助技能）

1.暖身活動：增加團隊熟悉度
2.主題活動：鼓勵不同分工
3.安排讚美環節
4.加入視覺提示、課程連貫性

四

五
4

人際互動

自我效能

團隊合作 -
團隊意識與信任

1.課程合併同天連續進行
2.加入視覺提示、策略預測環節、課程連貫性設計
3.增加課後目標要求
4.主題活動：
著重挫折經驗與情緒調適

單一主題多階段設計

六

七
4 自我效能

問題解決

與自我覺察

1.課程合併同天連續進行
2.加入視覺提示、策略預測環節、課程連貫性設計
3.增加課後目標要求
4.主題活動：
刪減活動數、提升難度

單一主題多階段設計

動靜態活動穿插

八
4

(增 )
人際互動

自我效能

自我覺察

與突破

1.延長時數
2.加入視覺提示、策略預測環節、課程連貫性設計
3.主題活動：
著重回顧個人變化與成長

刪減活動數、提升難度

單一主題多階段設計

動靜態活動穿插

（一）改善團隊參與度與氣氛

課程實施初期，部分參與者表現出互動不積

極，尤其是自閉症參與者最為明顯，團隊討論氣

氛冷淡。在討論個人或團隊優勢時，身心障礙參

與者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時間，對於他人的肯定

感到不自在。遇到活動困境時，往往以被動觀察

為主，主動解決問題或溝通的意願較低，導致活

動流程陷入膠著。

經過分析，團隊參與度低除了與參與者之間

的熟悉度有關，還可能因為許多身心障礙學生在

校園生活中多次獲得負向經驗，導致他們對自身

信心不足，不習慣接受或給予讚美。為了改善團

隊的參與度，研究者在後續課程中選用了能快速

建立互動的暖身活動，以輕鬆的氛圍增進成員之

間的熟悉度。此外，主題活動中增加了明確的分

工，幫助每位成員更清楚地找到自己的角色與責

任。最後，在每個活動後安排讚美環節，使參與

者逐漸習慣發現他人的優點，並從同儕的肯定中

認識自己的價值，促進團隊的正向氛圍。

（二）身心障礙參與者之特質與需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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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身心障礙參與者共三位，在課程

初期，觀察到這些參與者在某些活動中未獲得充

分支持。例如，聽障參與者在與同儕互動時，由

於聽力問題無法完整接收資訊，影響後續目標的

達成；自閉症參與者則因活動流程的不確定性感

到壓力，或擔心被排斥或不知如何互動，導致投

入度降低。

研究者認為，這些狀況不僅影響了身心障礙

參與者的學習體驗，也削弱了課程目標的達成。

考量這些情況與他們在生活中的困境相似，適當

的支持和調整或許能幫助他們克服挑戰，並從課

程中獲得正面的啟發，因此針對個別需求進行了

一系列調整措施。

首先，研究者在課程中加入了視覺提示，例

如書面展示重要的指導語、活動流程和團隊紀錄。

這些提示不僅幫助自閉症參與者結構化理解流程

和目標，也讓聽障參與者清楚掌握資訊，更有助

於協助團隊的提升目標達成動機。在分享環節中，

參與者可以參考黑板紀錄，完整表達心路歷程，

加強對課程內容的記憶與反思。此外，為更貼近

參與者需求，課程內容也進行了修正。第二堂課

著重於引導參與者表達個人需求，第三堂課則專

注於求助技能的訓練，並促進團隊互助行為的發

展。這些調整幫助身心障礙參與者更快融入團隊，

也使課程對所有參與者更具實用性。

（三）強化學習遷移效果

學習遷移是指將先前情境中習得的知識和技

能應用於不同情境的過程（黃宏嶈，2019；Gass, 

1990）。本研究希望透過體驗學習圈的歷程，為

參與者提供更多機會練習學習遷移。然而，分析

前三次課程的參與者反應和回饋後，研究者發現

學習遷移的成效未達預期。例如，參與者在前一

堂課中學習的問題解決策略未能在下一堂課中穩

定應用；反思和討論不夠深入，且參與者不清楚

如何將課程中的正面經驗轉化為具體的生活行

動。對於身心障礙參與者來說，這些挑戰更為明

顯。有參與者表示，由於過去的經驗，只要遇到

挫折就會情緒起伏，對犯錯也存在恐懼，導致不

敢嘗試新策略。

基於上述原因和回饋，研究者與體驗教育引

導員、特殊教育專家及觀察員討論後，逐步進行

了多項調整措施，分述如下：

1.加強主題的連貫性

研究者使用相似的教材、主題和提問內容，

連結過去的主題活動，以保持參與者對課程主題

的熟悉感，增強學習穩定性和共鳴。例如，在第

一次和最後一次課程中，研究者使用畫有不同形

象人物的角色樹圖，讓參與者進行自我定位，並

在最後一次課程中比較他們的角色樹圖。許多參

與者表示，這種方式讓他們具體感受到個人成長

的變化，並帶來鼓舞的效果。

2.增加策略預測與回顧環節

在新任務開始前，研究者安排時間讓團隊

預測可行的策略或聯想與課程目標相關的生活經

驗，並在任務結束時回顧其效果。這一環節強化

了參與者聯想相似情境和解決方案的能力，幫助

團隊聚焦課程重點，並讓參與者更清楚地理解如

何應用先前的經驗。

3.增加課後目標之設計

研究者根據每次課程的學習重點設計了課後

目標，例如鼓勵參與者應用策略或完成特定任務，

並於下次課程進行分享與討論，增強學習遷移的

實踐性。隨著時間推移，參與者逐漸將不同策略

應用於日常生活問題，團隊的正向氛圍也能給予

參與者鼓勵和支持，進一步促進自我效能提升。

4.安排適當的挫折經驗

研究者認為負面情緒會影響問題解決能力，

尤其身心障礙學生在面對現實挑戰時，可能因不

知如何應對負面情緒而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從

第四次課程開始，研究者提高活動的難度和變化，

讓參與者體驗挫折，並引導他們反思與調適。在

有同儕支持的情況下，參與者共同探討突破的方

法，逐步培養面對挫折的韌性。多次面對挫折並

成功應對後，參與者表示逐漸能意識到個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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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懂得專注於嘗試新的解決策略，增強自

信心。

（四）調整活動時長與設計

隨著課程的進行，研究者注意到參與者的反

思需求逐漸增加，開始主動分享更多個人感受和

生活經驗，並在挑戰性活動中提出多元的解決策

略，嘗試的動機也明顯高於課程初期。因此兩小

時的課程時間顯得不足，影響了學習遷移的延展

性和討論深度。此外，若課程包含大量動態活動，

部分參與者的體力和專注力會下降，進而影響參

與度。因此，研究者決定對活動時長和設計進行

調整：

1.課程時長

將第四、五次及第六、七次課程分別改為同

天連續進行四小時，並將最後一堂課延長為四小

時。總課程時數由 16小時增加到 18小時，提供

更多時間內化學習成果。

2.活動層次設計與順序

活動順序改為動靜態活動交替進行，以避免

連續性動態活動導致的體力疲乏，另一方面刪減

部分主題活動，改為單一主題活動有多階段，使

參與者能在相同情境下發展更多元的解決策略，

並逐步突破更高難度與層次。最後一堂課主要聚

焦於課程回顧和反思討論，給予參與者更充分的

統整學習成果。

經過調整後，課程成效顯著提升。動靜態活

動的交替安排維持了整體專注力，延長的活動時

間使反思過程更加完整。隨著活動時間的延長，

參與者更展現出問題解決力和自信的提升，並對

課程效益給予正面回饋。

二、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人際互

動與自我效能之影響

（一）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人際互動

能力之影響

本研究將人際互動能力分為溝通互動技巧、

團隊合作能力以及求助技能三大向度（人際互動

能力各向度平均數比較圖如圖 3），以下分別就各

向度說明體驗教育課程對於參與者人際互動能力

之影響：

1.溝通互動技巧

人際溝通能力是是一種利用多元方式有效且

正確的將訊息傳達給接收者，促進良好社會互動

之能力（蔡珣琪，2014）。根據課程回饋問卷中

各節次的平均數比較結果，參與者在溝通互動技

巧的平均數上顯示出正向成長。儘管未達顯著差

異，但從觀察記錄和訪談內容中，可以推測參與

者在這方面持續發展出多元的策略和反思能力。

描述者在一開始就陷入瓶頸，發現自己的描述大

家接收不到時，決定改變方式。利用轉動紙的方

向來描述如何繪畫圖形，幫助大家更容易理解。

（觀 C1-02）

B4 稱讚 A1 在溝通時的肢體動作能幫助自己更了

解接收者的狀態（觀 C1-02）

根據研究者與觀察員的觀察，參與者在課程

初期溝通表達技巧較弱，容易在摘要和理解彼此

意思時出錯，這也與他們在生活中與同儕相處的

挫折經驗相符。經過多次溝通類型活動後，參與

者能主動察覺溝通問題，並逐步歸納出需要改進

的溝通技巧。

活動過程中，雖出現許多許多溝通上的誤差，但

在反思時，A1 主動提出 A4 可能是上週沒有參與

活動，因此對溝通表達的方法不熟；B3 提出自己

起初有些生氣，但後來有同理到 A4 的角色，轉為

開始提問，幫助 A4 努力完成目標。（省 03）

在課程最後一週，所有參與者都能主動分

享個人經驗與感受，且更願意表達內心想法，已

不再需要研究者大量引導。同時，課程後期也觀

察到參與者能嘗試將習得的技巧應用於真實生活

中，雖然結果不一定符合他們的預期，但與課程

開始時相比，已經取得突破，顯示參與者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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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圈，逐步實現學習遷移，進而改善生活

中的挑戰。

我覺得這些活動很多都含有良好的溝通，上次也

有說跟我室友的不良溝通。我原先的想法是覺得

沒有那麼必要跟她講這些事情，但是後來覺得如

果跟她講的話她會比較好一點，那她也不會覺得

那麼不舒服，然後她沒有不舒服也不會影響到我。

所以接下來，我們後面的溝通就比較好一些。（訪

A3）

2.團隊合作能力

團隊合作是指兩個以上的人，為達成共同

目標而各自發揮能力，並接納彼此意見，互賴與

互助直至達成目標（Katzenbach & Smith, 1993；

Swezey & Salas, 1992）。在團隊合作能力上，參

與者的後測分數有所提升，尤其在「配合團隊決

定並積極合作」的項目中最為顯著。課程觀察顯

示，參與者隨時間逐漸信任團隊決策，願意嘗試

不同角色，並運用先前的合作經驗來協調意見，

或協助其他人達成目標。在後續反思環節中，參

與者也能舉生活中的事件與活動經驗相互比較，

並自行提出應改進的地方。

T：「自己和團隊做了什麼調整完成目標？」

A2：「考量每個人適合的點，嘗試不同的位置，

找到適合自己的。」

A3：「擔任任何角色，我自己是信任大家，嘗試

可能性。」（觀 C2-06）

T：「這個拼圖活動的過程，有沒有類似你在生活

中的什麼情境？」

A1：「玩遊戲多找了人，遇到事情應該一步步處

理、確認。」（教 04）

其中，自閉症參與者的變化幅度最大。初期

多以在旁觀察為主，後期逐漸開始積極提供意見，

並嘗試以多種方式協助團隊。儘管他們表示對自

己的貢獻仍缺乏自信，但團隊合作的意願已顯著

提升，甚至與其中一位聽障參與者形成合作默契，

能即時相互支援、表達感謝，獲得正面的互動經

驗。

我以往會覺得有些事情自己處理會比較快，就不

會有那麼多的意見，我覺得很多的意見是個好處

也是個壞處，很多意見的話就會做比較久，因為

要聽完之後統整之後才能去把它做出來，但是很

多意見的話就是可能可以比個人做還要更完美。

（訪 A4）

3.求助技能

在校園生活中，若教師或同儕不了解身心障

礙大專生的特質與需求，就很容易對其產生誤解

甚至錯誤歸因，也難以提供必要協助（李育逢，

2010）。研究者認為，若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具體

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個人特質，並樂於接受他人的

幫助，不僅能減少誤解，也能幫助他們適應環境。

這一向度在初期顯示出相對較低的分數，但在後

測中卻位居最高，這可能是因為參與者在生活中

曾遭遇挫折，導致初期缺乏自信並排斥求助，後

續課程中的氣氛、支持，讓他們能自在表達需求。

這一結果與質性觀察和訪談結果相呼應。

我看到 A1 感覺比較辛苦一點，然後雖然有時候會

想幫他，但好像很難幫到他，不過他也很好的是

他也會自己提出來，就是需要幫助的地方。（訪

A3）

A2：「我可以從別人那裡取得意見幫助自己」（觀

C1-05）

部分參與者提到，障礙特質確實讓他們在學

校生活中面臨困難，但在課程中障礙帶來的影響

減少，使他們能更自在的展現自我，並獲得了正

面的互動經驗。儘管在現實中未必能創造出同樣

友善的環境，不過已可看出正向互動經驗能激勵

參與者表達需求並接受他人協助，是突破人際困

境的良好基礎，未來可繼續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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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人際互動能力各向度平均數比較圖

在一般生活中，我可能根本沒做什麼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或者是認為我做了

啥，這種事情還蠻多的，畢竟我的社交能力又不

強，所以就很麻煩。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我的感

覺蠻好的，比較舒服啦，不會要想很多，或是要

特別注意別人對我幹嘛的。（訪 A2）

假如聽不見我就會再問一次，同學也很樂意再說

一次，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聽力障礙對我來說

沒有太大的困擾。在外面的話就不會這樣子，因

為他們不一定有同理心。這次的活動讓我感受是

滿棒的。（訪 A1）

（二）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效能

之影響

依據 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效能是

一種對自身行為進行自我調節的機制，當個體預

期自己有能力完成目標，也在事件中有好的感受

或經驗時，產生的自信心易影響個人在面對任務

時的認知與實力評估（李雅婷，2018；楊瑞蘭，

2014）。本研究以自我覺察與認知、問題解決能

力兩大向度之變化（自我效能各向度平均數比較

圖如圖 4），評估體驗教育課程對參與者自我效能

的影響，以下就各向度依序說明：

圖 4
自我效能各向度平均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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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覺察與認知

研究者認為，建立自我覺察力是個體跳脫負

向思維、分析自身需求並擬定解決策略的前提。

體驗學習圈重視對經驗進行深入反思，這促使參

與者進行自我檢視，練習察覺個人狀態與優缺點，

從而培養自我覺察力。根據課程回饋問卷分析結

果，參與者在自我覺察與認知向度的平均數逐漸

提升，特別是在察覺個人感受及能力方面進展最

為明顯，這與參與者的回饋與改變相呼應。

在課程初期，身心障礙參與者在面對較難克

服的挑戰或合作默契不佳的情況時，常常不自覺

地感到激動或退縮。在第四次課程加入「挫折經

驗與情緒調適」主題活動後，該參與者表示自己

逐漸學會如何意識到並緩解個人情緒，並能夠運

用求助技能，向其他參與者清楚地說明自己的狀

況。

在上次那個棍子的活動後，我在情緒過後我都會

去想要怎麼變得更好。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當

下還是沒辦法，但我有做出的改變就是我已經會

去反思在當下做出的決定有什麼可以更好的地

方。（訪 A1）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地方是我比較會感受到自己的

情緒跟感受，然後也比較容易建立自信心。（訪

A3）

其中自閉症參與者在課程初期幾乎無針對自

身特質與經驗進行分享，最後一次課程時，卻展

現深度的自我覺察，也能在分享環節流暢的敘明

個人特質及感受。其中更提到收到同儕肯定對自

己帶來的影響，此點與黃竹瑩（2017）指出「同

儕」是影響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概念的重要因素

相符，多參加團體活動獲得互動練習機會確實對

其自我概念有正面影響。

我覺得自己比較就事論事、比較謹慎，就我覺得

我的情緒蠻平靜的，比較不會因為有什麼事情就

有蠻大的起伏。反面來說，謹慎就是優柔寡斷，

我比較不敢嘗試，比較膽小。（教 08）

不管是不是在學校，我覺得我就是一個低成就、

低自信的人。活動後可以聽到跟自己比較相見年

齡、比較偏同儕的認同，我會覺得比較少見也會

覺得幫助蠻大的。（教 08）

2.問題解決能力

研究結果發現，參與者在問題解決能力之平

均數整體呈正向成長。參照實際觀察結果，大部

分的主題活動都帶有「決策、問題解決」之元素，

能夠促使參與者跳脫框架思考，或發展從多元角

度思考策略的習慣，並帶來成就感。這些經驗能

幫助參與者產生自信心，預期自己有能力完成目

標，間接提高願意堅持與嘗試解決問題的心態。

三個解決困難的方式，雖然有點多，臨時有點難

想，但是想出來就會發現其實還有很多解決方式，

希望往後自己都能多想想解決方式，不那麼在灰

心的情緒裡！（問 A3-08）

因為像我之前講的，我是個容易放棄的人，但這

裡有很多人，你不能說放就放，這是一個合作的

行為，然後它可以讓我知道，只要一直堅持不懈

的去做就可以成功。（訪 A1）

Kolb（1984）認為，體驗學習的關鍵在於將

所獲得的新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參與者在課程

後，多數認為自己能透過回顧活動經驗，實際運

用解決策略，從而在面對問題時更有信心。其中

更有參與者表示有將在活動中獲得的省思應用於

校園工讀時，顯示體驗教育課程確實對參與者的

學校生活帶來積極影響。

我覺得（課程經驗）有（對生活產生助益），就

是遇到的話我會比較容易想到可能可以怎麼樣解

決，而且也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想要放棄。（訪

A3）

有應用在我在資源教室的工讀，就是看到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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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會比較容易去問他有沒有什麼

需要幫助的，然後也可以很快地去解決他的需求。

（訪 A3）

三、研究者專業知能成長與省思

（一）體驗教育課程的應用

過去不少研究者皆發現體驗教育能對參與者

在自我效能、人際關係等多面向帶來正向影響，

與研究結果相符。其中黃竹瑩（2017）指出「同

儕」是影響身心障礙大專生自我概念的重要因素，

並建議他們應多參加團體活動以增加正面互動的

機會。研究者認為，體驗教育團體課程能營造正

向的同儕互動機會，其中一位身心障礙參與者更

指出了課程能鼓舞自己重新面對困境。

A1：「你們都是最棒的，你們要相信自己，你們

在這裡都可以帶給大家快樂或是安全感，所以你

們回到現實生活當中，也要嘗試努力去做在這裡

有做到的事情，我同時也是對自己這樣說，也是

希望大家能共同做到的目標。」（教 08）

針對身心障礙大專生所面臨的適應困境，可

尋求對應的主題活動，透過體驗學習圈的歷程引

導參與者先發展解決策略與信心，再應用於真實

生活中，改善程度會更高。未來也許可作為大專

身心障礙學生的支持服務。

（二）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專業成長

研究者發現「持續的反思」與「彈性且即時

的調整」是確保課程成功與有效性的關鍵，透過

反覆的課程優化循環，也讓研究者在識別學生需

求上，培養了更深入的專業敏感度。未來在進行

課程設計時，將更重視課程的靈活性與包容性，

以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與需求。另一方面，

在引導學生進行體驗學習圈的歷程中，研究者也

從參與者的反饋中學到了多樣化的問題解決策

略，這不僅豐富了教學經驗，也促進研究者在實

踐解決問題方面的成長，提升了個人適應性。

（三）融合環境中的挑戰

在課程中，參與的身障學生因同儕的友善與

包容，減少了因障礙帶來的影響，這讓研究者意

識到，環境的支持性在他們的成長中扮演著關鍵

角色。然而，參與者也提到，這樣的支持在生活

中往往難以遇見，這也反映出融合環境中的挑戰，

以及目前環境包容度和支援系統完備性不夠全面

的問題。

研究者省思，在討論到身心障礙者的學習與

適應狀況時，CRPD和相關法規在促進平等權利

與包容方面確實扮演著重要角色，未來更應強化

大眾對 CRPD的理解和實踐，創造具包容與支持

性的環境；對於身心障礙大專生，應持續協助他

們尋找並建立支持性的人際關係，培養自我肯定

的能力，唯有不因外在挑戰而限制自己，才能以

積極的態度應對成長路上的各種機會和挑戰。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本體驗教育課程適用於身心障礙大專生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的循環，持續調整課

程以適應參與者的需求。研究結果顯示，身心障

礙大專生的障礙特質在此課程中並未造成太大限

制，反而提供了正向的學習與互動經驗，具有激

勵作用。在體驗學習圈的循環中，參與者不僅增

進了反思與應變能力，也逐步達成學習遷移，將

課程所學應用於生活中，展現出該課程在未來推

廣應用於更多學習情境的潛力。

（二）體驗教育課程對身心障礙大專生人際互動

能力與自我效能之影響

經過體驗教育課程後，參與者在溝通互動

技巧、團隊合作能力、求助技能、自我覺察與認

知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等各向度的實際表現皆有正

向改善，展現出積極進步與分享的意願。雖然各

參與者因為個人特質、生活習慣或環境的不同，

將活動經驗實際應用於生活的形式及程度有所差

異，但皆認為參與本課程對自身有正面助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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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善生活困境有所啟發，顯示體驗教育課程

確實能促進參與者人際互動能力及自我效能之發

展。

（三）研究者專業知能提升

行動研究與體驗學習圈的循環歷程，讓研究

者學習到多樣化的問題解決策略，也對身心障礙

大專生所面臨的困境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啟發；在

教學專業方面，研究者也認為持續反思與靈活調

整是課程成功的關鍵，未來將更注重課程的靈活

性與包容性，以適應不同學生需求。

二、研究建議

（一）體驗教育課程設計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設計具連貫性的主題情境能有

效幫助參與者將活動收穫相互呼應，並延續舊經

驗，加強反思深度，促進學習遷移。另可針對參

與者的生活困境安排課後目標，並邀請他們互相

回饋，進一步強化課程的效益與延續性。

研究者認為，體驗教育課程的成效依賴於教

學者的反應與氛圍營造，教學者應協助創造正向

友善的環境。同時，需隨時關注參與者的需求，

適當調整教學方式，使身心障礙參與者能在支持

性環境中進行體驗。

為促進團隊成長，應逐步提高活動的難度與

變化，適當安排失敗經驗，並提供充裕的時間進

行討論與分享。此外，活動開始前引導參與者預

測活動或聯想相關經驗，並使用視覺提示與記錄

媒材，可協助參與者增強對課程內容的印象。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核心，探究體驗教育課

程對身心障礙參與者在學校適應之影響，並歸納

相關課程設計、實施原則與注意事項，建議未來

可拉長研究期程，長期觀察課程實施對於參與者

之影響，並追蹤參與者在課程結束後之適應情形，

以進一步探討課程實施效益之延續性。

在研究參與者與資料蒐集層面，本次研究參

與者共計七位，身心障礙參與者之障別僅包含兩

種，也未針對參與者之重要他人等第三者進行問

卷調查或訪談，在研究資料與範圍上有所限制，

未來可針對不同障礙類別之學生進行研究，並擴

展研究資料之蒐集範圍，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在課程設計與活動選用層面，本次研究並未

採用高低空繩索、戶外冒險等活動類型，未來可

將各類型之體驗教育課程融入課程方案中，或探

討與平面活動實施效益之差異，以增加研究之參

考價值。

透過課程歷程與參與者的回饋，研究者意識

到環境的支持性對身心障礙學生成長的重要性，

同時突顯了當前環境包容度和支援系統不完善的

問題。未來的研究可深入探討支持性環境對身心

障礙大專生適應能力的具體影響，並分析不同環

境中支持系統的有效性。此外，應評估 CRPD及

相關政策在實際運作中的挑戰與成果，並提出可

行的改善建議。也可發展針對身心障礙大專生的

支持性社群活動，以提供更全面且穩定的支持服

務，並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與挑戰，持續進行實

務上的協助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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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ign a series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onduct action research. The courses were focused on two main topic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self-awareness and breakthrough". The researchers guided the participants to examine their self-efficacy, 

practice teamwork, and go through proces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Through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Transfer" on learned experiences or concepts. 

After analyzing the research data,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eriential education 

courses, both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obtain positiv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and benefit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aspects. 2. The experiential education courses have 

improved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nts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self-efficacy. Participants became more 

willing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needs and opinions and were better at adjusting their emotions. Moreover, through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y were able to develop confidence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3. Through 

the cyclical process of action research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researcher’s professional teaching knowledge 

continues to grow,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curriculum design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provided.

Keywords: experienti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self-efficacy,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ction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