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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通常能完美地示範達成目標所需要

的認知技能，但卻無法促進兒童的自我效

能，經由教師本身接近完美的示範，可能在

無意中傳達一個訊息給學生：「這個任務是很

容易達成的。」因為學生通常缺乏老師所具

有的專業知識技能，以致於自我效能低落，

而教師楷模的示範只能短暫地提升自我效

能，一旦學生遭遇了困難，自我效能又降低

了，因此教師楷模不易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Schunk, 1987；鍾仁貴，2000)。 

    Henker (1991)指出許多行為介入策略可

以減低問題行為與增進教師期望之行為，而

影像自我楷模即是眾多行為介入策略中的一

種。影像自我楷模(Videotaped self-modeling, 

VSM)曾被精神醫師與心理學家用以教導增進

自我瞭解和鼓勵行為改變(Berger, 1970)。使

用觀看影像自我楷模與影像回饋，早已在包

括一般兒童及各類特殊兒童中，廣泛進行研

究(吳永怡、吳慧聆，2003)。 

    王志全 (1995)；Morgan 和 Salzberg (1992)

等認為以視聽媒體工具介入教育訓練能有效

幫助改善智障者記憶力短暫、專注力不足、

類化能力低落等學習缺陷等特性，因此，以

科技輔具介入教學現場是值得嘗試的策略。

而影像自我楷模即為視覺提示策略之運用，

是一種有效的教學策略。視覺提示策略可以

促進學生的組織能力、發展一般技能、輔助

課業的學習、增進溝通的能力、促進學生社

會能力的發展、以及學習自我控制的能力，

善用這些策略可以協助特殊學生學習順利(曾

月照，2002)。 

    Dowrick, Kim-Rupnow 和 Thomas (2006) 

指出影像回饋可以提供正面影像資料，讓教

師或研究者利用自我楷模方法來教導學生新

技能的學習，而運用影像媒體進行自我楷模

研究已是很明確可見。且影像回饋也在身體

活動技能學習、社會技能學習和教室行為學

習等被證實有正面學習效果。 

    因此，本文擬從何謂影像自我楷模學習

談起，輔以楷模學習理論說明，然後整理分

析影像自我楷模介入特殊教育教學的研究成

果，以供教育現場與研究者之運用。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提 供 自 我 楷 模 學 習 之 理 論 基 礎

(Hitchcock, Dowrick, ＆  Prater, 2004 ；

Dowrick, Kim-Rupnow, ＆ Thomas, 2006)。 

一、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理論認為人類行為

方婉真
台南縣仁愛國小資源班教師



 2 特教通訊 民 98 年 7 月 

的獲得與改變，須仰賴學習者的認知能力，

亦即不斷的由學習者所進行的內在化(internal)

認知處理與外在化(external)社會處理之交互

作用所引導，因此整個社會學習的認知歷程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Bandura(1986)提出

觀察學習的認知歷程是由注意(attention) 、

保留(retention)、動作再生(production)及動機

(motivation)四個子歷程所構成。 

(一)注意歷程 

    觀察者注意到相關的環境事件，且正確

知覺到新的行為，才能習得新的行為，由此

可見注意對學習的重要(Bandura, 1977)。讓

觀察者形成對成功結果的預期，而且楷模成

功的行為較易被觀察者注意和編碼。 

(二)保留歷程 

    保留歷程負責將行為的符號轉換成視覺

或語文符碼，存在記憶中，經由此歷程，學

習者方能將所觀察的楷模行為加以編碼保

留，否則一旦楷模不在場，學習者就無法表

現模仿的行為(Bandura, 1977)。 

(三)動作再生歷程 

    動作再生歷程是將被模仿事件的心智概

念（行為的符碼）轉換成實際行為。觀察者

獲得行為之符碼後，是否表現出該習得行

為，須視其動作再生和動機歷程而定。 

(四)動機歷程 

    形成動機的三種方式分別是：直接增

強、替代性增強和自我增強。自我增強是指

學習者透過自我對楷模學習的行為再現結果

所做的自我批判，並進而形成的自我效能。 

二、自我效能 

    Bandura 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出個

人對自身能完成任務的程度，主要受到直接

經驗、間接經驗、他人意見、書本知識與身

心狀況影響。教師為提升學生自我效能，可

以透過不斷提供學生成功經驗、強化學生的

存在價值、成就感與道德感來達成(Bandura, 

1997)。個體可以經由外在的支持與鼓勵來獲

得自我效能感，尤其是經由觀察自我楷模之

成功經驗更能提升自我效能(Bandura, 1986, 

1997; Dowrick, 1983)。 

三、自我楷模 

    Dowrick 的自我楷模(self-modeling)概念

指出當成功的自我影像(self-image)從電視或

是電腦螢幕中播放出來時，自我楷模的效果

是 最 大 的 。 Pigott 和  Gonzales (1987) 及 

Schunk 和 Hanson (1989)也指出自己作為自

己的示範或楷模是最適當的學習楷模。 

 

    楷模(Modeling)是指個體經由觀察他人

行為，而學得或改變行為的歷程；在此歷程

中，先以標準行為指導個體學習，旨在避免

過多的嘗試與錯誤，教導個體直接而有效的

學習(王大延、曹純瓊，1998)。 

    楷模學習是指學習者觀察並模仿教導者

所提供的一個或多個楷模行為示範之後，在

想法、信念、策略和行動上模倣他們，而改

變其原有行為的學習歷程，楷模學習是一個

獲 得 技 能 、 信 念 、 態 度 和 行 為 的 方 式

(Bandura, 1986; Rosenthal & Zimmerman, 

1978)。其主要的目的有三：一為使個體學得

尚未學會的行為；二為促使原已學會的行為

表現出來；三為消除已學會的不適當行為。

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經常提供行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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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來教導學生學習新行為、引導學生將已經

學會的行為表現出來或透過適當的行為示範

來消除學生已學會的不適當行為。 

    Schunk(1989)認為楷模學習的形式包括

認知楷模學習(cognitive modeling)、精熟和競

爭楷模學習(mastery and coping modeling)，以

及自我楷模學習(self-modeling)三種。而自我

楷模學習意指行為的改變源自於一個人觀察

自己的行為，稱之為自我楷模學習(Dowrick, 

1983) ， 常 見 形 式 是 影 像 自 我 楷 模 學 習 。

Dowrick (1986)對影像自我楷模之定義如下：

影像自我楷模可視為學習者觀看自己在錄影

帶上的適當行為或成功行為影像之方式。有

一個典型的例子是：將學習或執行任務的情

形錄影下來，隨後觀看錄影帶。觀察自我楷

模的錄影帶是一個複習的形式，有利於學習

者編碼和反思，而且對於看不到自己表現的

技能特別有效（例如：游泳、舞蹈）。因此，

從上述可知，影像自我楷模即是將學生成功

的行為或是欲讓學生學習之行為透過錄影機

的錄製與後製作之後，將此成功行為錄影帶

介入教學播放給學生學習，已達到讓學生改

變行為或是維持行為或是誘發行為之目的與

作用。 

 

    影像自我楷模學習的相關研究開始於

1970 年代，剛開始是用於社會技能之醫學治

療(Hitchcock, Dowrick, & Prater, 2004)，也曾

被精神醫師與心理學家用以教導增進自我瞭

解和鼓勵行為改變(Berger, 1970)，而在特殊

教育教學領域國外亦在 1970 年代即有相關之

研究成果產生，茲將研究成果整理如下表。 

 
研  究  者 時 間 研 究 對 象 結            果 

Weisbord 1976 
輕度智能障礙

兒童 
結果發現影像回饋介入策略能減少輕度智

能障礙兒童擺頭的行為。 

Meredith,Saxon, 
Doleys,& Kyzer 1980 中度智障 

影像回饋介入，增加正向的社會行為，能

注意到人際交流，同理心，減少負面社會

行為。 

Kehle, Clark, Jenson, 
& Wampold 1986 行為異常學生

以影像自我楷模介入，結果顯示 4 個國小

男孩不適當的行為比率下降，平均從 47%
降到 11%。 

Haring, 
Kennedy, 

Adams,& Pitts-
Conway 

1987 自閉症青年 

使用錄影帶模仿，教導社區中的自閉症青

年一般的購物技巧。研究發現，在自然環

境中的購物訓練結合錄影帶模仿的訓練過

程，有效的提升自閉症青年在住家附近商

店的一般購物能力。 

Charlop & Milstein 1989 自閉症兒童 

以錄影帶模仿研究自閉症患者溝通技巧的

學習。結果顯示自閉症兒童透過錄影帶模

仿，習得溝通技巧，並保持會話超過15 個

月。 

Walter & Beare 1991 
情緒/行為異常

學生 

他們在一個自足式的特殊班，運用影像回

饋介入一位四年級的情緒/行為異常學生。

結果顯示當介入錄影帶回饋時學生專注行

為的百分率增加。 
Dunlap, Dunlap, 1992 嚴重情緒困擾 套裝回饋包括三項：(1)在平時的同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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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 Childs, 
White, & Stewart 

問題的學生 之後觀賞錄影帶。(2)觀賞同儕活動之錄影

帶後，對同儕互動進行自我評量。(3)對於

欲求互動之行為，延遲回饋與增強。結果

顯 示 套 裝 回 饋 (Feedback Package) 介 入 策

略，在二所小學五位受試者間，產生高比

率的同儕互動欲求行為，而同儕互動非欲

求行為則明顯降低。 

Grice & Blampied 1994 智障學生 

以影像提示(Video Prompting)，訓練智障學

生操作教具 (如：電腦、錄音機、錄放影

機、電視)。結果發現以錄影帶提示當做介

入策略，以教導智能障礙學生操作錄影機

成效顯著效果。 

Hitchcock,Prater, & 
Dowrick 2004 閱讀困難 

研究結果顯示運用影像自我楷模介入後可

以提昇閱讀障礙學生之閱讀理解力和閱讀

流暢性。 

Buggey 2005 自閉症 

運 用 影 像 自 我 楷 模 (Videotaped self-
modeling, VSM)介入自閉症多樣化行為（語

言、社會行為、情緒、侵略行為）。結果

顯示影像自我楷模可以改善自閉症學生的

不當行為或失調行為，且可作為自閉症學

生學習與行為改變的有效處理工具。 
Dowrick, Kim-

Rupnow, ＆ Thomas 2006 閱讀困難 結果顯示在影像前饋(Video Feedforward)介
入其間學生閱讀流暢的比率提昇。 

王欣宜 1998 輕度智障 
影像示範教學介入，專心聽人說話、服從

指令、打招呼、適當時機說：請、謝謝、

對不起等工作社會技能。 

吳永怡、吳慧聆 2003 
中重度聽覺障

礙兒童 
觀看錄影帶自我示範能降低聽覺障礙兒童

分心行為。 

 

    綜合上述國內外運用影像自我楷模學習

於特殊教育教學中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研

究對象包含智能障礙、閱讀困難、自閉症、

情緒困擾、聽覺障礙等，涵蓋的特殊教育學

生類別多樣。欲改善的學習行為包含社會技

能學習、分心行為改善、閱讀能力改善、不

當行為改善、溝通技巧改善、購物能力改

善、搖頭行為改善等，介入的學習行為從教

室內行為到教室外行為皆有。因此，可以發

現學生透過影像自我楷模學習的確可以增進

自我學習，經由觀察自己而改變和修正自我

的行為，讓自己能夠很快的產生期望中的新

行 為 。 如 同 Hitchcock, Dowrick 和  Prater 

(2003)所述影像自我回饋介入教學可以改善

或 提 升 社 會 技 能 與 課 室 行 為 。 Hitchcock, 

Prater 和 Dowrick (2004)也指出影像自我楷

模對於學習者本身提供最具效力之楷模。而

楷模的影響力決定於本身的特質(如其身分、

地位)，而這個楷模正是自己本身，所以學習

的成效可以大大的提升(吳永怡、吳慧聆，

2003)。 

 

    觀看影像自我楷模學習是一個很好的方

法，可讓有特殊需求之學生清楚的瞭解自己

在課堂上之行為表現，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

效果或維持學生的學習成效，吳永怡、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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聆(2003)的研究亦指出錄影帶自我楷模能協

助研究者定義目標行為。影像自我楷模學習

之研究在國外近三十年間已有近二百個運用

VSM 進 行 研 究 的 專 案 或 報 告 (Hitchcock, 

Dowrick, & Prater, 2004)，然而國內在此方面

的研究尚屬缺乏，因此，為提升特殊教育教

學之成效，以及提供特殊教育教師有效的教

學策略，本文針對作影像自我楷模學習提出

初淺論述與研究結果探究，期望盡一己之力

達拋磚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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