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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影響視覺障礙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因素，透過文獻分析發現有個

人、家庭及環境三大因素。透過對於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課的調整與修改，利用教

學策略的調整、活動設計的調整和教學環境的調整三大面向，來改善視覺障礙學生

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課的問題。在教學策略的調整做法有教學前導入

（Pre-Teaching）、整體—部分—整體教學（Whole-Part-Whole Instruction）、一致的、

描述性的口語解釋（Consistent, Descriptive Verbal Explanations）、適當的示範

（Appropriate Demonstrations）、觸覺示範（Tactile Modeling）和身體引導（physical 

guidance）及身體幫助（Physical Assistance）等六種；在活動設計的調整做法有修改

設備、規則及界線，還有列舉在跑步、騎自行車和游泳活動設計的一些修改；在教

學環境的調整做法有門球、有聲足球及有聲棒球這三項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運動項

目，讓所有參與者都使用眼罩，可以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競爭環境並創造一個平等

的學習環境，最後並列舉了教導跳繩的物理環境調整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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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視覺障礙學生混合教育」是視覺

障礙學生最早接受回歸主流教育的開

始，也是目前實施融合教育的先驅，所

以普通班安置視覺障礙學生是早已實

施的事實，最重要的是學校的支持系統

是否符合視覺障礙學生的需求，唯有支

持系統符合障礙學生需求，才是真正的

融合。對於視覺障礙學生而言，其先天

身體潛能與一般明眼學生相較，並無太

大的差異，但是當視覺障礙學生達到學

齡時，運動發展經常落後明眼的同儕，

而 Lieberman 等人（2010）研究發現視

覺障礙學生（a）缺乏視覺隨機學習（b）

缺乏行動的動機及（c）缺乏行動的自

信（由於體力問題），這三點是造成運

動發展落後的原因。Lirgg 等人（2017）

的研究顯示體育教師認為視覺障礙學

生是最難接受普通體育教育的人群之

一。因為視覺模仿學習在我們的學習上

佔 80％以上，視覺障礙學生因為失去

視力而影響到學習，僅能以觸覺、聽覺

等其他感官來學習；另外，視力也會限

制人的行動，往往因為看不見或看不清

楚，心中缺乏安全感而不敢行動。因

此，這些視覺障礙學生在校外環境的娛

樂和個人體適能計畫中會遇到身體活

動的許多障礙（Perkins et al., 2013）。

但是當提供平等的機會和鼓勵時，視覺

障礙的學生有可能表現得比同年齡的

同儕一樣好或更好，例如：在 2016 年

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四名視覺障礙運動員在 1500 公尺

跑步比賽中，跑得比奧運會運動員還

快，所以只有教育工作者建立一個充滿

學習機會和高期望，符合視覺障礙學生

特殊需求的體育課環境，提供給視覺障

礙學生調整與修改後的學習內容，與明

眼學生一起學習，這種情形才有可能實

現。為了讓視覺障礙學生未來成為身體

活動且有自我決定權的成年人，他們必

須被提供與同儕相同的、必要的支持機

會，以確保可以充分學習體育課程

（Haegele et al., 2017）。因為體育教師

經常發現視覺障礙學生在上普通體育

課時遇到困難，目前對於視覺障礙學生

在健康與體育領域進行體育課的調整

與修改的文章並不多，激起研究者想依

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

實施辦法》（2022）來探究視覺障礙學

生在體育課的學習內容、歷程、環境或

評量的調整，本文的目的是提供在健康

與體育領域進行體育教育的視覺障礙

學生一些基本的教學策略，使他們能夠

融入體育課，促進體育教育並能充分參

與社會以及在自我決策方面得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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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覺障礙的定義 

在融合教育之下，體育教師會遇到

具有各種視覺能力的學生，有些學生不

會看到任何光線、影子或顏色；有些學

生可能會看到體育設備器材的顏色與

其背景形成鮮明對比；有些學生可能可

以看到大字體；有些學生可能在熟悉的

地方能夠看到足夠的東西去行走移

動，例如：可以繞跑道慢跑，但無法看

到操場上快速移動的小球。茲將視覺障

礙的教育定義與醫學定義分述如下： 

（一）視覺障礙的教育定義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2013），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

覺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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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視力經最

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

視力未達 0.3 或視野在二十度以內。2.

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

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

定。 

（二）視覺障礙的醫學定義 

依據新的 ICF 鑑定標準，視覺障礙

者屬於身心障礙者分類中的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

痛」，其障礙等級 0 為無損傷，1 為輕

度損傷，2 為中度損傷，3 為重度損傷，

相關鑑定標準碼如下（身心障礙者鑑定

作業辦法，2023）： 

1.b210.0：未達下列基準。 

2.b210.1：（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3，或優眼視力為 0.3，另眼視

力小於 0.1（不含）時，或優眼

視力 0.4，另眼視力小於 0.05（不

含）者。（2）兩眼視野各為 20

度以內者。（3）優眼自動視野計

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

大於 10 dB（不含）者。 

3.b210.2：（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1 時，或優眼視力為 0.1，另眼

視力小於 0.05（不含）者。（2）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

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15 dB（不

含）者。 

4.b210.3：（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01（或小於 50 公分辨指數）

者。（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20 dB（不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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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視覺障礙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

因素 

視覺障礙學生先天身體潛能與明

眼學生相同並無太大的差異，但失去視

力會影響到動作模仿的能力，僅能以觸

覺、聽覺來學習動作，也因為看不到或

看不清而缺乏安全感，導致行動上的畏

縮，不敢像明眼孩子一樣自由自在行

動，常以靜態及室內熟悉環境的活動為

主，造成視覺障礙學生身體活動能力較

低的情形。影響視覺障礙學生參與體育

活動的因素很多，以下透過文獻分析整

理，將其分述如下： 

（一）個人因素：研究證明視障孩子因

視力限制帶來的阻礙在基本的

動作技能較遲緩，包括移動、物

體控制以及平衡技能（Wagner et 

al., 2013 ）。 在 Jaarsma 等 人

（2014）的研究結果指出，依賴

他人及視覺障礙程度是阻礙運

動參與的個人因素百分比最高

的前兩名；而 Haegele 與 Brian

（2017）以社會認知理論為研究

基礎，發現視覺障礙嚴重程度是

身體活動量之預測因子；朱嘉華

等人（2020）研究發現「因為視

覺障礙無法運動」是目前有從事

運 動 者 最 主 要 的 個 人 阻 礙 因

素，「害怕受傷」則是目前沒有

從事運動者最主要的個人阻礙

因素；劉盛男與王寅榕（2009）

指出視障兒童參與體能活動的

機會與資源可能受到限制，例

如：視障幼童缺乏與環境互動及

學習基本的動作技巧，如爬行、

跳躍或簡單的物品控制技巧（抓

握、丟擲、揮動等），將影響其

未來參與一般同儕的各類體能

或體育活動的機會與自信心。 

（二）家庭因素：Perkins 等人（2013）

研究發現視覺障礙學生的父母

親很少鼓勵他們參與活動，而且

擔心孩子參與活動會受傷，導致

出現父母過度保護的情形。而生

活在低收入家庭的視覺障礙青

少年與高收入家庭相比，較少參

加 體 育 活 動 （ Cairney et al., 

2015）；Finkelstein 等人（2017）

研究發現視覺障礙學生參與身

體活動往往會遇到與父母工作

時間安排和缺乏興趣的困擾；

Haegele 等人（2019）研究指出

視覺障礙青少年與住在一起的

手足出現相同的中等費力以上

的身體活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

由於兄弟姐妹的支持，例如：同

儕示範和擁有玩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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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因素：Jaarsma 等人（2014）

研究發現交通、缺少運動能力相

當的同儕或夥伴、以及從事身體

活動所需要的花費，則是阻礙視

障者運動參與的環境因素百分

比最高的前三名；Haegele 與

Brian（2017）以社會認知理論

為基礎，研究指出社會支持的環

境是身體活動量之預測因子；

Phoenix 等人（2015）以質性研

究訪談視覺障礙者，探討視覺障

礙者參與身體活動時的阻礙和

促進因素，結果顯示，從事活動

缺乏無障礙環境、交通工具、道

路及環境上的阻礙，都是影響視

障者參與身體活動的環境因素。 

四、融合體育課的調整與修改 

體育教師通常沒有為視覺障礙學

生做調整與修改課程內容的背景或先

備經驗。事實上，體育教師在目前的教

育制度下，通常可能只有修習特殊教育

3 學分，在體育科系教育期間只有一門

適應體育，而他們學習關於為視覺障礙

學生調整與修改課程內容的時間通常

也只有 2~3 學分，所以體育教師需要知

道融合體育課的調整與修改的一些知

識。以下透過文獻分析整理出調整和特

殊設計的教學可能，包括教學策略的改

變或增強，活動設計的修改和教學環境

調整這三個領域並且為融合體育教育

提供實用技巧。 

（一）教學策略的調整 

教學策略是體育教師用來幫助視

覺障礙學生參與、學習、進入課程並在

安全的活動環境中盡可能獨立的技

術。為了盡量減少視覺障礙學生動作發

展遲緩，視覺障礙學生必須被鼓勵並提

供足夠的機會在安全的環境中移動

（Lieberman & Haibach, 2016; Samalot 
et al., 2015）。當體育課包含視覺障礙學

生在內時，有很多教學策略可以融入到

體育教學中，其中許多內容可以作為通

用學習設計方法的一部分，提供給任何

學生，通用學習設計方法包含教學之前

的課程計畫，為了確保大多數孩子能融

入班級，從一開始就提供各種修改和調

整 （ Lieberman & Houston-Wilson, 
2018）。以門球、有聲棒球及有聲足球

為例，明眼學生只要戴上眼罩，都可以

與視覺障礙學生一起進行教學活動，而

且門球、有聲棒球及有聲足球與一般的

球的差別只在球內放置鈴鐺等聲源，外

觀完全一樣，所以具備通用學習設計的

概念，具有教學的普遍性和可應用性。

茲將文獻分析獲得的 6 種策略分述如

下： 

1.教學前導入（Pre-Teaching）：教學前

導入運用了奧斯貝爾有意義學習理

論的前導組織，教學前導入也運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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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的簡化與替代，以及學習環

境的安排，它被定義為學生在為學習

新內容做好準備的一種教學策略，通

常是在全班教學之前為他們提供教學

（Smets & Struyven, 2018）。當實施教

學前導入時，對於老師來說沒有必要

教完整課，教師可以只關注活動、技

能或運動的關鍵要素（McGlynn & 

Kozlowski, 2017）。根據 Pellet 和 Pellet

（2010）研究指出，教學前導入是提

供全盲或者低視力學生在課堂上介

紹關鍵名詞術語、技能和關鍵概念之

前的前導介紹。換言之，視覺障礙學

生的體育概念教學前導入，意味著在

參加普通體育課之前，被個別的教導

重要的身體活動內容或技能，其教學

要 素 包 括 教 學 區 域 的 物 理 環 境 安

排，用於教學的各種設備，與教學或

運動相關的名詞術語，使用的評分系

統，參與這項運動的參與者位置，遊

戲策略，以及與單元、活動或標準相

關的任何其他背景訊息，所以視覺障

礙學生的教學前導入可能包括觸覺

地圖、定向和行動練習以及在基礎的

概念和技能過程中的實際教學和練

習。 

2.整體-部分-整體教學（Whole-Part-Whole 

Instruction）：整體—部分—整體教學

運用了完形心理學部分之合不等於

整體，整體大於部分之合。原因是集

知覺而成意識時，加多了一層心理組

織，所以知覺的心理組織才是最重

要。這種教學方法也運用了學習內容

調整的分解，包括教導視覺障礙學生

先了解整個技能內容並讓他們嘗試

一下，接著教導技能的每個部分以使

其精熟，然後將每個部分組合在一起

並讓視覺障礙學生再次練習整個技

能（Lieberman & Haibach, 2016）。重

要的是要注意，為了讓所有視覺障礙

的學生理解這些部分，必須先教導整

體，例如：整個門球比賽必須在之前

被說明和體驗，然後才能分解為滾動

球、射門和撲救射門球；否則，學生

將缺乏情境脈絡來理解這些技能的

適用範圍。當學生看不到門球的整個

比賽時，只學習一部分而不了解整體

是沒有好處的。 

3.一致的、描述性的口語解釋（Consistent, 

Descriptive Verbal Explanations）：一致

的、描述性的口語解釋運用了 Miller

（1956）的訊息處理理論，它是不能

直接觀察的內在心理運作歷程，這個

策略也運用了學習歷程調整，包括提

供學習策略及多感官教學等。視覺障

礙學生因視力問題常依靠口語解釋

和觸覺教學來獲得學習，體育教師必

須提供一致的和描述性的語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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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進行的示範。教師應該使用這

個策略與觸覺示範連接，然後過渡到

提示，最終過渡到偶爾的提醒和提

示。提供適當口語解釋的第一步是說

明，對於視覺障礙學生必須使用簡單

但描述性的名詞術語，然後使用精

確、明確的描述提供回饋，例如：提

供「從球棒底部往上方一個拳頭處握

住球棒」這樣的說明比「這樣握住球

棒」有更多的回饋訊息。 

4. 適 當 的 示 範 （ Appropriate 

Demonstrations）：適當的示範運用了

Bandura（1977）社會學習論的觀察

與模仿學習，這個策略也運用了學習

歷程的調整，包括提供學習策略、學

習環境的調整包括同儕教導。雖然有

一些視覺障礙學生可以透過一致和

描述性的口語教學學習很多技能，而

其他視覺障礙學生可能會從某些技

能的視覺示範中受益，這種教學策略

是指透過教師、教師助理或同儕教

導，對於有一些低視力的學生，使用

適當的示範。對於低視力學生可以在

他們的視野範圍裡做示範，所以在示

範之前，可以詢問學生示範技能的最

佳位置，而這最佳位置可能會根據照

明條件像是室內／室外、自然光／人

造光、多雲／晴、存在眩光或陰影和

對比度，例如：示範者的裝備和服裝

的顏色與背景的對比或者它可能會

根據視覺障礙者病理情況而每天發

生變化。有些學生將會從他們的外圍

看到最好的，有些從特別的照明形式

得到好處以及有些需要離示範非常

近才能看到。如果教學者或教師助理

的示範在老師和學生之間由於身高

尺寸差異難以複製，讓同儕在視野中

進行相同的示範可能對學生有益，可

以輕鬆的接近。 

5.觸覺示範（Tactile Modeling）和身體

引導（physical guidance）：觸覺示範

和身體引導運用了「鷹架」理論，它

是暫時性的支持或是一種支持的形

式來協助學生，直到學生能自行操作

或學習。這個策略也運用了學習歷程

的調整包括提供學習策略及多感官

教學等，以及在學習環境的調整包括

同儕教導與示範。觸覺示範和身體引

導兩者都被證明可以提高視覺障礙

學生在新任務中的自我效能（O’

Connell et al., 2006）。劉盛男與王寅榕

（2009）指出任何從移動視障兒童的

手臂到整個迴旋動作的引導，或是在

其膝蓋輕觸以提示其跳躍動作，或讓

兒童透過觸覺感受教學者、同儕每個

技巧動作的流程等，以期獲得自己能

執行該技巧所需的資訊，就是運用觸

覺示範和身體引導。對於那些重度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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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障礙學生，雖然可以使用一致的和

描述性的說明和視覺示範，但是如果

提供額外的觸覺示範和身體引導教

學技術，會更有助於學習。觸覺示範

和身體引導是一種教學策略，低視力

學生在技能表現時，透過教師或同儕

觸覺示範和身體引導技能，可以感受

到身體的動作。如果低視力學生無法

僅透過口語說明來執行某項技能或

動作時，觸覺示範和身體引導使學生

更能夠理解整個技能中身體的移動

方式。在動作技能的學習時，可以將

觸覺示範和身體引導與口語提示做

配對，告訴學生何時何地將手放在模

型上並描述動作的名稱。但為了避免

涉及性平事件，體育教師在實施觸覺

示範和身體引導時，請務必記錄老師

或同儕提供了哪些幫助，視覺障礙學

生何時何地使用自己的手去感受到

老師或同儕的動作，以及為什麼要選

擇觸覺示範和身體引導。 

6.身體幫助（Physical Assistance）：另一

種類型的觸覺教學是身體幫助，運用

了「鷹架」理論幫助視覺障礙學生學

習，後面再加上行為改變技術的褪除

策略，這個策略也運用了學習歷程的

調整，包括提供學習策略及多感官教

學等，以及在學習環境的調整包括同

儕教導。教師、教師助理或同儕可以

透過部分身體幫助的動作指導在身

體上幫助視覺障礙學生，例如：在教

導視覺障礙學生自由式游泳時，觸碰

其肘部，引導手的姿勢或在完全的身

體幫助下，例如：透過教導擊球的動

作來移動身體手臂。身體幫助可以從

全面幫助開始，像是指導身體擺位與

姿勢動作，然後逐步褪除到侵入性較

小的支持，例如：帶有口語提示的輕

觸（Cieslak et al., 2015）。但為了避免

涉及性平事件，體育教師應記錄哪些

技能需要身體幫助，包括在視覺障礙

學生身體上提供了多少幫助以及在

哪裡提供了幫助且在提供身體幫助

之前一定要詢問學生，經過同意後及

有其他人像是教師助理員或同儕在

場，再進行身體幫助以免嚇到學生。 

（二）活動設計的調整 

活 動 設 計 修 改 是 教 師 對 設 施 設

備、空間或地面、環境、目標距離，甚

至是遊戲的規則、速度或者在課程中的

活動設計進行的改變（見表 1）。一些

關鍵的活動和體育活動修改可能包括

使用聽覺設備，提供觸覺邊界，使用有

氧健身器材以及跑步活動的引導件或

繫繩。表 2 描述了針對跑步、騎自行車

和游泳活動的一些修改，而這些修改可

以提供給整個班級，使視覺障礙學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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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突出或感到被邊緣化。在修改設備方

面運用了學習內容的替代調整與學習

歷程的多感官教學、學習方法調整及學

習環境的教學設備調整；在修改規則方

面則運用了學習評量的調整；在修改界

線（邊界）方面運用了學習內容的替代

調整與學習環境的情境佈置調整；在跑

步活動設計方面運用了學習內容的替

代調整、學習環境的同儕指導（明眼引

導者）與教學設備調整、學習歷程的教

學場地調整；在騎自行車活動設計方面

運用了學習內容的替代調整、學習環境

的同儕指導（明眼引導者）與教學設備

調整、學習歷程的教學場地調整；在游

泳活動設計方面運用了學習環境的同

儕指導（明眼者使用點頭棒）學習環境

的動線規劃調整、學習評量的計算游動

次數調整。 

 

 

 
表 1  
為視覺障礙學生修改活動設計 

修改的類型 例子 

修改設備 

•使用大球 
•使用明亮或高對比度的球體表面，例如：在排球上貼上高對比的膠帶

•使用較軟的球 
•將球放氣以減慢其速度 
•使用可以在空中停留更長時間的氣球或圍巾 
•在門球、壘球或籃球網後面添加聲源 
•在球裡面添加蜂鳴器或鈴鐺 
•降低目標，或提高目標 
•將塑膠袋綁在球上，讓球滾動時發出聲音 
•將鈴鐺繫在球門網上，讓進球聲響起 
•遊戲時球員穿著明亮容易辨識的無袖連衫裙（pinafore）或背心 
•各種遊戲中標示較為明亮的界線標記 

修改規則 

•讓進攻球員與防守球員之間有更多空間 
•打籃球時僅使用彈跳傳球或滾球 
•比較寬鬆的技術細節 
•打排球時允許更多的彈跳 
•分配運動者角色 
•要求每個人在得分前接觸球 
•在交換控球權之前給每個人輪流的機會 

修改界線 
（邊界） 

•增加或減少遊戲區域的大小 
•將繩子粘在地板膠帶下以形成凸起的邊界 
•將細繩或者有色膠帶貼在地面上以標記遊戲或比賽區域的界限 
•使用警示帶或繩子畫定比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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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類型 例子 
•在目標或其他目標區域後面提供聲源 
•在地板上使用明亮的膠帶或高對比度的顏色來畫定界限 
•使用較大的三角錐來標記遊戲區域 
•使用彩色膠帶增加設備與背景的對比度，例如：跳高的高度標準和桿

子，或平衡木的邊緣 

註：修改自 Haegele, J. A., & Mescall, M.(2013).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Division 
on Visual Impairments Quarterly, 58(3), 7-16. 

表 2  
跑步、騎自行車和游泳活動設計的一些修改 

活動名稱 修改項目 修改內容 

跑步 

明眼者引導 
（Sighted guide） 

視障跑步者以自己最舒服的動作，握住明眼引

導者的肘部、肩膀或手腕。引導者需跑於視障

跑步者前端約半步之距。 

繫繩 
（Tether） 

視障跑步者和引導者分別抓住一條短繩的二

頭，允許視障跑步者進行手臂擺動的全範圍運

動。引導者跑在視障跑步者前端，若遇危險狀

況，引導者需用繩拉近二者距離以免受傷。 

導線 
（Guide wire） 

導線法可在跑道上、體育館內等場所進行，將

登山用鐵環或大約 4 吋的 PVC 管或不鏽鋼管

穿入繩中並將繩的二端拉緊固定，視障跑步者

手持一根連接在固定線上的繩子，獨立地跑短

而直的距離，也可以在二個固定端前約 60 公

分處打結或改變地板材質提醒跑步者減速，以

免撞牆。 
遠處的聲源（Sound source 

from a distance） 
視障跑步者跑向聲源（拍手聲、響鈴聲）。 

聲源 
（Sound source） 

當併肩跑步的時候，引導者搖響鈴聲或者搖動

發聲器 
圓周跑步 

（Circular running） 
視障跑步者拿著一根釘在地上的繩子以大圓

周運動跑步。 
人導衫 

（Human guide shirts） 
低視力（弱視）跑步者在身穿明亮運動服裝的

引導者後面跑。 

騎自行車 

固定自行車 
（Stationary bike） 

視障騎者騎未經改裝的固定自行車。 

協力車 
（Tandem bike） 

視障騎者騎未經改裝的協力車，明眼者擔任前

導（前座）而視障者充當後援（後座） 
併排騎自行車 視障騎者與明眼騎者可以坐在這輛經過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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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修改項目 修改內容 
（Side-by-side bike） 的自行車上併肩騎行，併排騎自行車很少有平

衡或溝通問題。 

游泳 

點頭棒輕敲拍打（Tapper）

當視障游泳者距牆大約 30 公分時，明眼者用

一根輕質的竿子尖端有一個網球套住，拍打視

障游泳者的肩膀或頭部，提醒選手快要抵達岸

邊，作為轉彎信號及避免因看不見而撞到池壁

而增加受傷機會。 

灑水裝置系統 
（Sprinkler system） 

為了向視障游泳者發出接近牆的信號，泳池上

面地板上可設置灑水裝置，這樣水就灑在距牆

大約 30 公分的地方提醒視障游泳者。 
計算游動次數 

（Counting strokes） 
游泳時游泳者記錄從泳池一端到達另一端需

要游動多少次，並計算次數 
泳池邊 

（Side of the pool） 
游泳者可以使用泳池的一邊或者分道線幫助

他們直線游泳 

註：修改自 Hodge, S., Lieberman, L. J., & Murata, N.(2012). Essentials of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Scottsdale, AZ: Holcomb 
Hathaway. 

 

（三）教學環境的調整 

在教學環境的調整方面主要是運

用了學習環境的調整，包括教學設備資

源、動線規劃等物理環境的調整以及學

習歷程的調整教學地點和情境。視覺障

礙學生的同儕和體育老師要相信視覺

障礙學生具有潛能，因為有很多運動，

視覺障礙學生的表現與明眼同儕一樣

好，有時甚至更好。許多視覺障礙學生

在中學和大學的運動團隊中，能夠成功

的與同儕競爭，特別是在越野賽跑、游

泳和田徑比賽。有些運動是專門為視覺

障礙者提供機會的，像是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運動項目的門球就是一個例子，那

是對於盲人或視覺障礙者最受歡迎的

團體運動項目。門球可以與有聲足球一

起納入體育課程中，另一項受歡迎的團

體運動項目是有聲棒球（或者稱為盲人

棒球），是一種調整過的棒球形式，有

聲棒球可以融入適應體育單元或作為

壘球或棒球單元的一部分，這三項運動

對所有參與者都使用眼罩，亦即明眼者

可以帶著眼罩跟視覺障礙者一樣下去

比賽，透過聽覺來判斷球的方向與跑壘

方向，及踩壘包的觸覺感知，讓明眼者

可以更深刻體會視覺障礙者眼睛障礙

造成的不便。因此，可以為每個人提供

平等的競爭環境並創造一個平等的學

習環境。另外，Lieberman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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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跳繩運動能增加敏捷度、平

衡感與肌肉容忍度，提出視覺障礙學生

跳繩教學的物理環境調整，像是將跳繩

剪半，讓視覺障礙學生只運用跳繩的手

臂動作或跳躍動作配合手臂動作；若視

覺障礙學生單手或雙手握繩有困難時

可將繩端綁在手腕上；也可以放置軟墊

可讓視覺障礙學生確保跳繩時在特定

的範圍之內；要讓視覺障礙學生知悉所

處位置與環境之對應關係時，可利用收

音機、CD 音響或節拍器等，聲源若為

音樂，可用來保持跳繩的節拍或跳繩動

作開始與結束的提醒；如果視覺障礙學

生因為伴隨癱瘓或腦性麻痺只能使用

單手，可將繩另一端綁於門把，或請同

儕與視覺障礙學生各握一端在跳繩迴

旋範圍內一起跳，再加上運用口語協助

以協助計時、提醒繩的高度或緊度；在

進行團體多人大跳繩時，可請視覺障礙

學生當握繩者，或是將繩子依靠在視覺

障礙學生腳踝旁邊，之後數「1！2！3！

跳！」。 

五、結論 

當視覺障礙學生獲得適當的工具

來體驗、學習和練習時，他們也能在運

動和體育活動方面表現出色，例如：前

述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的四名視障跑

者，還有國內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也常看見視障者破大會紀錄或者破

全國紀錄的情形。體育教師、教師助理

員和運動教練可以在體育課堂上實施

修改使用本文提到的任何調整方法，讓

視覺障礙學生能夠學習並獲得成功。視

覺障礙學生應該有機會透過同儕示

範、身體幫助或者身體引導結交朋友並

成為體育課或運動團隊的積極參與

者。視覺障礙學生並不需要人家可憐或

同情，但是需要給予接納及幫助的環

境。因此，身為教育工作者就是要保持

正向積極的態度，儘量看到視覺障礙學

生的潛在可能性，而不是視覺障礙帶來

的局限性，這有賴於體育老師和視覺障

礙學生的專業團隊，共同思考創造一個

有助於每個學生充分發揮潛力的環

境。此外，未來的研究者在教學環境調

整上，除了聲音外，也可以考慮其他多

感官參與的方式，例如觸覺或嗅覺，以

提供視覺障礙學生更全面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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