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大學生社會技巧之成效。研究參與者為 3 名自

閉症大學生，針對每位研究參與者安排 3 至 4 名同班之同儕協助進行本研究。研究方法採

單一受試延宕多基線實驗設計，自變項為同儕中介策略，依變項為自閉症大學生社會技巧。

資料蒐集共分基線期、介入期及類化期三階段，所獲資料採目視分析法進行分析。本研究

結果包含：

一、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大學生之社會技巧中「眼神接觸」、「適當表達意見」、「同

儕合作」等目標行為具有立即成效，且具有長期類化之成效。

二、同儕中介策略之運用可增加互動情境，並視需求調整介入時間、過程及評量方式，以

符合個案之現況，並可考慮應用於其他障礙學生之研究。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並針對研究結果，建議大專資源教室強化入班輔導及加強培訓同

儕，並規劃提供自閉症學生相關培訓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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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背景與動機

我國現行特殊教育法（2023）第 25

條第 1 項明定：「各級學校、幼兒園及試

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

幼兒入學（園）或應試。」，藉此保障身

心障礙學生之升學權益，且透過各種支持

服務及身心障礙學生甄試等措施，提供多

元之升學機會，就讀大專校院之身心障礙

學生亦逐年增加。雖入學管道無阻礙，但

對於環境適應與學習上，處處產生問題與

困難，特別是認知行為障礙者在面對課業

學習及人際溝通上，產生無法適應校園之

情況，常見之困難包含學業學習、社交生

活、情緒管理、時間掌控等狀況，但大專

校院中並未配置特殊教育教師或班級，所

有的特殊教育輔導均仰賴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且大專校院為學生擬定之個別化支持

計畫亦有別於高中以下教育階段學校之個

別化教育計畫，其中最明顯之差異之一即

是個別化支持計畫中沒有針對改善情緒與

行為問題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邱妤芳，

2016；鄭浩安，2021；賴淑香，2019）。

依中華民國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大專

校院中自閉症學生從 105 年度 1,614 至 112

年度 3,167 人，顯示進入大學就讀之自閉

症人數不斷攀升（教育部，2016；教育部，

2023）。而大專校院沒有配置特殊教育教

師，且依法擬定之個別化支持計畫不像高

中以下學校個別化教育計畫有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或特殊需求課程可協助學生學習社

會技巧，導致自閉症學生在課堂中學習時，

難以與同儕共同學習，且難以順利建立友

誼 關 係，Laugeson 等 人 （2015） 之 研 究

亦發現社會技巧受損是自閉症者面臨最大

的挑戰，因此如何突破人際互動與溝通，

成為大專校院在協助自閉症學生大學校園

學習與生活適應上的關鍵問題。研究者在

大學特殊教育輔導工作過程中發現，自閉

症學生常因其障礙特質發生無法與他人互

動、無法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且容易打斷

他人的發言，甚至意見分歧時容易情緒失

控等情況。

吳雅萍等人（2015）彙整有關同儕中

介策略之相關研究後指出，同儕中介策略

對自閉症在學業學習及社會互動、社會能

力及融合教育情境等相關發展上，能給予

立即性支持及鼓勵，以利自閉症在校園中

融入適應。但實施社會技巧介入策略眾多，

且大多採用包裹式策略，搭配同儕協助研

究，單一以同儕中介策略文獻不多，且研

究對象年齡層多為兒童，較少以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藉由同儕中介策略的實證研究，

目前只有徐毓秀（2015）一篇是以社會技

巧團體介入大學自閉症學生之研究，該研

究證實社交訓練團體方案對自閉症大學生

之整體社交技巧具有延續性效果，且成效

獲得參與團體成員正向肯定。

因此，本研究希望研究以同儕中介

策略對自閉症在社會技巧之成效，期待能

有效運用同儕中介策略，在自閉症社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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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上給予立即改善及有效介入，幫助自閉

症能適應大學環境及提升學習與社交之能

力。

二、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探究本研

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探討同儕中介策略對三位自閉症大

學生社會技巧之立即成效。

（二）探討同儕中介策略對每位自閉症大

學生社會技巧之類化成效。

三、 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相關名詞包括、「自閉症」、

「同儕中介策略」、「社會技巧」茲解釋

如下。

（一）自閉症大學生

本研究所稱自閉症大學生係指經教育

部特殊教育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依據身心障

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鑑定通過，確

定有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並表現出

固有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且仍在大

學中就讀之自閉症學生。

（二）同儕中介策略

本研究所稱之同儕中介策略為藉由同

儕扮演教學與中介入者之角色，能了解自

閉症在與同儕互動上之困難及問題，並提

供有效的解決策略，改善社會技巧無法突

破的窘境。實施策略共包含五項步驟，分

別為選擇同儕、培訓同儕、同儕支持、在

學校與課堂中實施及拓展主動的機會（鈕

文英，2008；戴沛昀，2015；Sperry et al., 

2010）。

（三）社會技巧訓練成效

相關研究對社會技巧之定義多為個

人面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行為及內在經

驗，在與他人接觸中表現在社會情境下之

結果，或為幫助個人建立社會增強、接納

或是選擇逃避負面情境之模式（洪儷瑜，

2002；徐毓秀，2015）。本研究為幫助研

究參與者在大學環境下，能與同儕學習模

仿正向行為及建立互動，考量大學學習環

境中常以分組討論方式進行課程，因此歸

納常見社會技巧中重疊之能力，將依變項

設定為社會技巧中的「眼神接觸」、「適

當表達意見」及「同儕合作」等 3 個社交

能力，並邀請大學教授與大學普通生共同

針對合作討論與學習時應達成之程度討論

操作型定義。為能準確掌握同儕介入時之

評量數據，透過研究者與協同觀察者以「目

標行為觀察紀錄表」之內容共同評量，探

究依變項 3 個社會技巧與同儕互動之變化，

以下針對依變項中操作型定義分別說明。

1. 眼神接觸

本研究透過眼神接觸練習，期待可以

幫助自閉症改善眼神無法聚焦之狀況，當

同儕互動討論或溝通時，自閉症需要學習

眼神專注於發言者，藉此設定操作型定義

為「眼神接觸」，分為兩點指標之界定，

第 1 點對發言者眼神接觸累積 5 秒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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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點為若有轉換發言者時，參與者眼神

會自然移動到新的發言者身上，若上述參

與者於 10 分鐘內，可自行獨立完成指標，

已達到眼神接觸之社會技巧。

2. 適當表達意見

本研究期待參與者在討論報告的情境

中，能學會給予同儕回應，並適當表達自

己的意見，藉此設定操作型定義，當研究

參與者與同儕討論報告時，分為兩點指標

之界定，第 1 點為 10 秒內清楚回應提問者

表達出完整的句子。第 2 點為回應提問者

內容，能符合主題，過程中適當表達自己

的想法，避免雞同鴨講，回應內容涵蓋下

列六項描述：第一項對授課教師對課程要

求、報告主題、評分標準及注意事項，第

二項對整組工作內容及任務項目，第三項

對工作內容實際執行流程，第四項對分工

的選擇，第五項對分配到工作任務執行重

點及操作方式，第六項對工作任務之可完

成程度及所遇困難等六點，若上述參與者

於 10 分鐘內，能適當回應發言者，已達到

適當表達意見之社會技巧。

3. 同儕合作

本研究設定學期間依照課堂學習的小

組報告之任務情境，觀察自閉症與同儕互

動之學習態度，此操作型定義為研究參與

者與同儕討論報告時，是否能與同儕正向

合作，判定標準分成兩項，第一項積極參

與討論，判斷與同儕討論時是否積極參與，

在 10 分鐘討論時，至少表達 5 次或持續表

達 1 分鐘，第二項與同儕互動時，態度呈

現合適有禮，判斷與同儕互動時，是否會

打斷他人發言、是否友善回應等，在 10 分

鐘討論下，能至少表達出一句禮貌相關語

句，透過在正向友善與同儕互動下進行合

作，若上述參與者於 10 分鐘內，能積極參

與討論及態度呈現友善、有禮貌之回應，

已達到同儕合作之社會技巧。

貳、文獻探討

一、自閉症的定義與核心特徵

自閉症的定義，源自於「情感接觸的

自閉障礙」之研究，肯納（Leo Kanner）

醫師於 1943 年發現部分兒童在語言與非

語言皆出現溝通障礙，呈現廣泛及連續性

的發展遲緩，且嚴重程度和行為能力都出

現個別性之差異情形（賴德聰、劉文信，

2018；Smith, 2008/2013）。 依 照 2013 年

美 國 精 神 醫 學 協 會（America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簡稱 APA）出版之《精神疾

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第一類在多

重情境下，與人持續社交溝通或社會互動

上產生缺損，主要涵蓋「與他人互動時，

較無法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他人

互動時，在語言表達及非語言溝通內容上

產生困難，較難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導

致在溝通內容上產生誤解」及「與他人互

動時，難以主動與維繫正向互動關係，如

無法主動與人建立關係、依據情境彈性調

整自我思考及行為、未主動嘗試經營彼此

關係等情況發生」等三種核心特徵，並且

常伴隨有思考刻板、重複性動作以及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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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或儀式化行為等現象。（王美惠等

人，2003；宋維村，2000；黃俊瑋、羅丰苓，

2004；APA, 2013）。

二、大專校院自閉症社會技巧表現

與影響

我國因為教育政策發展過程中，僅在

高中以下教育階段設有特殊教育教師及班

級，因此大專校院是最接近完全融合的教

育環境，而在此環境中，普遍發現自閉症

不單只有社交、溝通等能力缺損，並伴隨

其他共同併發症之現象，大多是情緒及認

知的困難，導致在學習及社交互動產生阻

礙，造成校園適應、學習認知、資訊接受

與人際互動越發疏離的困境（林幸慧、陳

淑貞，2012；吳佳蒨，2012；鄭浩宇等人，

2022）。

國內外相關文獻更指出，自閉症者大

多自幼兒時期就因為無法理解複雜情境線

索及缺乏類化情境的能力，另外，無法傾

聽他人陳述及給予適當回應，此種不擅表

達或理解情境，甚至偶有出現攻擊或自傷

行為等狀況，導致很難與同儕建立友誼等

社會互動功能缺損，有研究發現超過一半

的自閉症年輕人表示沒有朋友，有超過三

分之一的自閉症者沒有參與任何社交活動，

但是自閉症者與所有人相同，到了青年階

段都會有交友或愛情之渴望，這些狀況都

凸顯出提升自閉症青年社會技巧之重要性

（宋維村，2000；簡意玲，2014；Howlin, 

2000；Jennes-Coussens et al., 2006）。

亦有研究針對 6 至 21 歲自閉症者之眼

球追蹤結果發現，不論自閉症幼兒或青年，

均可能因為無法察覺人臉上之關鍵表情，

失去 90% 之社交情緒訊息。相關文獻則指

出常見的社會技巧訓練內容，包含交談、

表達感覺、同儕合作，處理攻擊與衝突，

或是根據目的區分為教室技巧、基本的互

動技巧、相處技巧、交友技巧及因應技巧。

而討論法、合作學習法或協同教學法均是

教育現場常用之教學方法，尤其教育界近

年著重於培養學生解決問題、溝通及團隊

合作的能力，大專校院中教學方式逐漸翻

轉，例如透過公開討論分享等方式進行，

引導學生自我學習，種種現象均凸顯自閉

症學生在適應上的困難（張添洲，2000；

葉珮玲，2003；羅寶鳳，2021；Klin et al., 

2002）。

相關研究更明確指出自閉症學生就

讀大專校院時因課業學習上相較過往求學

階段有標準答案可參考，大專階段的課程

需撰寫報告、開放和申論題作答、分組合

作完成任務等讓其適應困難，另外在適應

校園環境與同儕的人際相處和互動上亦有

顯著的困難，因此需要更完善的支持方

案、人員的適性介入，達成在校期間以及

未來進入社會的人際網絡維繫（林和姻，

2003；Myles & Simpson, 2003/2005）。

三、同儕中介策略應用在自閉症社

會技巧

「同儕中介策略」亦有學者稱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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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教導」、「合作學習」或「同儕為中

介的教學與介入」交替運用，本研究基

於，因強調實施策略的具體步驟與教學方

式，文中之後的描述，「同儕中介策略」

（peer-mediated interaction and intervention，

簡稱 PMII）（莊臆鈴等人，2013；鈕文英，

2008；Sperry et al., 2010）。PMII 以 系 統

性方式教導普通同儕，讓自閉症能成功地

投入正向社交互動，主要透過能力較好的

同儕來指導個案學習，教師的角色轉變為

教導同儕學會指導方法，再持續監控其進

步情形，可透過社會技巧訓練、社會故事

教學法、遊戲介入等方式進行（陳淑芬，

2013；Sperry et al., 2010；Weiss & Harris, 

2001）。

在不同研究中對 PMII 提出之策略不盡

相同，例如 Utley 等人（2017）建議策略包

含同儕示範、同儕開啟訓練、同儕監控、

同儕落策略、同儕小老師、跨年齡層小老

師、角色互相練習小老師及團體導向制約

等 8 項策略；Carter 等人（2010）的研究

中則沒有納入跨年齡層小老師與角色互換

等策略；Sperry 等人（2010）則是藉由同

儕介入策略教導自閉症兒童及青少年社會

技巧之特性，增進在自然環境中之社交機

會，並在實踐過程中，增加同儕對自閉症

之認識，有效促進自閉症學生的社會互動

發展能力。因此本研究參考大學中學習環

境及落實可行性後，決定參考 Sperry 等人

（2010）之研究，藉由 PMII 之教學方法，

讓教師或同儕能結構化規劃與執行同儕中

介策略，實施內容共有五個步驟如下：

（一）步驟一、同儕選擇

「同儕」是介入策略關鍵的因素，扮

演自閉症在學習社會技巧之重要角色，根

據（鈕文英，2008；林欣樺，2010）表示

同儕挑選條件為樂於助人、較佳專注力及

平日上課出席率高、且有意願與自閉症相

處，有高度意願配合老師的指令等相關特

質，且由導師或特教專業老師推薦之同儕，

為優先選擇之對象進行培訓。

（二）步驟二、培訓同儕

經由教師推薦或找尋班級中，適當的

同儕人選後，該如何培訓同儕，成為同儕

介入重要的關鍵。Chung 等人（2007）提

出培訓的過程，需先教導同儕在教室該如

何與自閉症相互學習，能欣賞彼此個別性

差異與相似之處，改變對特教學生的印象，

並能學會與自閉症相處與互動之方式。

（三）步驟三、同儕支持

吳 淑 敏（2003） 表 示 為 幫 助 自 閉 症

與同儕間達到良好的社交互動，透過教師

給予具體的提示與回饋後，幫助同儕熟悉

與聚焦結構化活動，能有效介入與自閉症

的互動關係，直到教師逐步遞減參與之過

程，此過程定義為同儕支持（supporting 

peers），本研究發現此步驟較能符合介入

期與類化期之需要，則採用同儕支持之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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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驟四、在課堂和學校實施

教師在課堂實施時，為符合活動或課

程之效益，實施內容須考量課程結構化安

排、材料選擇、明確的分工、給適當提示

與鼓勵等因素，並留意實施環境與地點選

擇，是否給予課程達到幫助或成為干擾因

素。Sperry 等人（2010）指出實施結構化

教學課程與熟悉環境安排，易幫助同儕與

自閉症者有效投入自然情境中參與課程。

本研究將安排，學生在熟悉的環境下學習，

以利學生建立穩定性、安全感、儀式感等

情境適應，為達到專注投入學習之成效，

並同時幫助研究者掌握自閉症在社交互動

之狀況。

（五）步驟五、整天擴展主動互動機

會

Sperry 等人（2010）指出從原本例行

性活動外，自由讓同儕選擇介入與練習的

時機，每天至少有三次互動的機會且每次

至少十分鐘以上。李冠瑩（2016）表示可

將課堂活動拓展至未來更多情境，讓自閉

症能在各樣不同的情境中，習得技能且達

到類化轉移之成效。根據上述同儕中介策

略之定義、內涵、執行步驟等，了解此研

究策略可在校園之課室中執行，從選擇同

儕的介入，讓自閉症及同儕能具體明確掌

握資訊與結構化的學習步驟，習得社交互

動技能，以及將經驗類化於不同環境，實

際改善自閉症的社交問題。

為協助自閉症學生就讀大學之困境，

研究者探尋相關文獻，從文中找出適當之

介入策略與方法，同時考量大學校園情境

與實際教學現場之限制，對於自閉症在適

應學習與社交上，能有效提供自閉症的介

入方法為「同儕中介策略」，期能透過適

性方案的介入，幫助自閉症在各種校園環

境挑戰中，獲得良好適應與友善正向和同

儕互動。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意旨探討自閉症透過同儕中介

策略對社會技巧之成效，從相關文獻探究，

發現自閉症在實際教育情境與同儕互動時，

產生人際溝通與社交薄弱之問題，而單一

受試研究法可因應特殊教育的獨特需要，

並在明確的控制變因下，經過介入後獲得

實驗結果（林坤燦等人，2021；鈕文英、

吳裕益，2015；APA, 2013）。因此本研究

實驗設計將採用延宕多基線設計，所有行

為、條件或參與者的基線評量時間不是同

時開始的，並可以依據相似且功能獨立的

參與者，依據變化隨時進行介入研究。

本研究對實驗設計規劃，分別為基線

期、介入期、類化期共 3 個階段，基線期

以拍攝影片方式觀察了解自閉症在自然情

境中與同儕互動時「眼神接觸」、「適當

表達意見」、「同儕合作」之情況，在收

集確認至少連續 3 個資料點並呈現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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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趨勢後即以本研究設計之「同儕中介策

略」進入介入期。當介入期連續收集穩定 3

個資料點其正確率達百分比 80%，並符合

絕對穩定到達 2 次 90% 時則停止介入進入

類化期。類化情境與介入期不同處為轉換

不同討論科目與增加同儕之變化，觀察在

不同情境下與同儕互動之狀況，蒐集 3 個

以上穩定資料點後完成本研究。藉由自變

項與依變項產生的因果關係，帶給自閉症

在社會技巧介入之成效，從基線期到介入

期，觀察介入策略過程中的變化與實施成

效，以下針對本研究的實驗架構及實驗方

法進一步說明，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本研究自變項為「同儕中介策略」，

此策略依據 Sperry 等（2010）提出的「選

擇同儕」、「培訓同儕」、「同儕支持」、「在

學校與課程中實施」、「拓展主動的機會」

5 個步驟，搭配實際教學情境執行。本研究

為幫助研究參與者，透過五個步驟改善與

同儕互動情況，持續提供自閉症與同儕支

持，調整研究執行程序錯誤、提醒同儕創

造目標行為之機會等，每週研究進行後的

邀請同儕會後討論執行狀況與注意事項，

藉此有效提升同儕在介入期時，幫助自閉

症之互動情況，達成本研究之預期目標。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對象設定為本校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及通過大專鑑定輔導委員會鑑

定證明之自閉症，依照本研究期待參與者

之條件，分別描述篩選條件及排除條件為

本研究參與者之挑選，篩選條件為 3 點，

第 1 點為就讀於大學四年級以下之自閉症

者，第 2 點與同儕互動有困難者，包含溝

通時眼神無法聚焦，第 3 點在學習上無法

清楚表達意見或合作者。而排除條件分為 3

點，第 1 點為當學期課程須有分組討論之

情境，第 2 點為參與者必須接受研究過程

錄影，以利後續資料評量，第 3 點為研究

倫理考量，經授課老師、同儕、家長等重

要他人同意後介入。符合上述條件之參與

者，經研究者晤談說明研究目的，徵詢學

生之意願，通過挑選標準後即為本研究參

與者，統整資料如表 1。

註：研究者彙整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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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方案

本研究依據 Sperry 等（2010）之同儕

選擇、培訓同儕、同儕支持、在課堂和學

校實施及擴展主動的機會之五大步驟，分

別依序說明如下。

（一）步驟一、同儕選擇

本研究因參與者與同儕年齡層較大，

將可依照研究參與者喜好、曾經同組或平

時觀察樂於助人、出席率較佳、大多成為

老師協助者為主之同儕，並參考戴沛昀

（2015）及 Sperry 等（2010）之建議，在

經由教師確認同儕在實驗過程中不能常請

假，並透過曾經與自閉症互動了解同儕特

質後，來篩選同儕人選之依據。本研究共

篩選出 9 位同儕，每位研究參與者各搭配 3

項目 研究參與者甲生 研究參與者乙生 研究參與者丙生

性別 男 男 男

年級 四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興趣 看政治、社會新聞 玩手機遊戲、看動漫 玩手機遊戲、看動漫

身心障礙證明 有 有 無

障別程度 輕度 輕度 輕度

鑑輔會證明 有 有 有

優勢能力 遇到困難會去解決它 有邏輯表達之能力、配
合度高

給予機會會主動提問、
很願意學習

認知能力 不容易與同儕溝通、對
自己想法較為固著

觀察與解決問題能力顯
微薄弱、資訊容易忽略

覺察能力顯微薄弱、資
訊容易忽略

溝通能力 容易誤解他人語意、直
接表達自身感受、不理
解他人背後含意

不夠積極參與小組討論 容易述說自己想說之事
物，常忽略或中斷他人
之傳達及理解錯誤

情緒狀態 不易排解焦慮或負向情
緒

難表達當下情緒與焦慮 在人際互動上易感挫敗

社交能力 無法察言觀色、平時較
少與同儕互動

平時較少與同儕主動互
動與社交

無法察言觀色、平時較
少與同儕互動

眼神對焦 無法聚焦 較少與他人對焦 無法持續

適當表達意見 無法理解他人意見及適
當的回應

較少表達自己的意見 無法給予適當的回應或
較難完整理解他人想法

同儕合作 較少參與 較少參與 較少參與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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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儕，並從中遴選一位組長，組長負責

帶領團隊討論與執行研究內容，期待藉由

同儕帶領有效幫助參與者達到社會技巧之

提升。

（二）步驟二、培訓同儕

本研究之同儕培訓分為 3 堂課程，第

1 堂課程規劃收集同儕平時互動情況、討

論報告時遇到的困難、分組報告的模式等，

並對眼神接觸進行教學，第 2 堂課規劃幫

助自閉症適當表達意見及創造良好互動與

討論經驗，第 3 堂課邀請同儕與自閉症利

用課後一小時進行 3 項社會技巧演練。

（三）步驟三、同儕支持

本研究期待在基線期後，研究者除了

提供有效的培訓課程外，過程中實地觀察

同儕與自閉症互動情況，參與每次介入後

給予鼓勵與回饋，與同儕共同討論介入過

程之狀況，並當介入過程中，同儕在給予

研究參與者機會或提示時，若執行上無法

達到 80% 正確率時，研究者將提供同儕重

複訓練的機會。

（四）步驟四、在課堂和學校實施

研究者針對 110 學年度需團隊報告之

課程設計 4 堂社會技巧課程，規劃每次課

程 60 分鐘實施，透過直接教學法的方式，

教導參與者了解每堂課程內容，依據依變

項的三個目標行為，幫助參與者與同儕討

論報告時，藉由同儕介入的策略，提供機

會互動、口頭提示或肢體提醒下，有效提

升參與者的社會技巧，並在不同科目轉換，

能達到類化之成效，研究者在最後一堂課

程扮演同儕，與參與者實際演練，需要通

過 3 次目標行為所設定的標準後，才進行

介入期之施測。

（五）步驟五、擴展主動的機會

當研究介入期結束後，將進入類化期，

研究者依據研究參與者下學期課程要求與

分組報告，替換不同報告科目進行類化，

持續觀察研究參與者在另一個報告情境

中，是否能持續與同儕互動之情況，給予

拓展主動練習社會技巧之機會。

本研究場域安排，為貼近學生分組討

論報告場域，規劃利用學生課後空堂時間，

將研究過程貼近平時上課情境，本研究以

不影響研究參與者在學校作息及課程學習

等設計，各組場地安排為第一組於 A 校區

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如圖 2、第二組於

A 校區教科館電路實驗室如圖 3、第三組

於 B 校區第二教學 N 棟 201 教室如圖 4。

圖 2 
第一組實施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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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進行資料紀錄與分析，設計

以下 4 種表格，並於蒐集資料後藉由圖示

法與目視分析法，有效達到研究過程觀察

與資料處理分析。

（一）同儕中介策略整體規劃介入完

整性評鑑表

本 表 參 照 Sperry 等（2010） 之 PMII

教學中五個步驟，搭配本研究自然學習情

境下，制定「同儕中介策略整體規劃介入

圖 3 
第二組實施場地圖

註：研究者彙整

圖 4 
第三組實施場地圖

完整性評鑑表」之介入完整性。為增加自

變項之觀察信度，除研究者本身入班觀察

外，另安排一位於熟悉自閉症專題、單一

個案研究法等專業領域，並具有特殊教育

研究經驗之博士生擔任協同觀察者。研究

者在研究實施前，向協同觀察者解說研究

過程。觀察過程採錄影觀察方式，請協同

觀察者以「同儕中介策略整體規劃介入完

整性評鑑表」評鑑。協同觀察者首次介入

方案時，作為觀察訓練，直到評鑑結果均

符合觀察信度達 .90 以上，才正式進行觀

察，正式觀察信度指標設定為點對點一致

性比率計算，公式為：兩位觀察者紀錄一

致性次數 / 總次數 ×100%= 整體一致性比

率。

（二）同儕培訓課程介入完整性評估

表

依 Sperry 等（2010） 表 示 PMII 教 學

中，第二步驟中提到培訓同儕，能幫助同

儕掌握介入原則及了解自閉症相關特質。

為達到培訓同儕了解本研究目的及介入策

略，依規劃培訓同儕相關課程。研究者設

計培訓同儕教學課程內容與程序檢核表，

參考林欣樺（2010）制定「同儕培訓課程

介入完整性評估表」評鑑，並邀請協同觀

察者共同紀錄，為檢核教學程序是否呈現

不恰當，直到評鑑結果均符合觀察信度

達 .90 以上，才正式進行觀察，正式觀察信

度指標設定為點對點一致性比率計算，公

式為：兩位觀察者紀錄一致性次數 / 總次

數 ×100%= 整體一致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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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技巧教學介入完整性評估

表

本研究之目標係依研究參與者特性給

予支持，以提升其社會技巧能力。研究者

參考陳瑋婷等人（2020）制定「社會技巧

教學介入完整性評估表」，針對社會技巧

教學執行過程進行檢核，並算成序百分比，

研究者邀請協同觀察者共同紀錄，直到評

鑑結果均符合觀察信度達 .90 以上，才正式

進行觀察，正式觀察信度指標設定為點對

點一致性比率計算，公式為：兩位觀察者

紀錄一致性次數 / 總次數 ×100%= 整體一

致性比率。

（四）目標行為觀察紀錄表

本研究參照洪琪琇（2014）之「人際

互動行為及語言自述觀察紀錄表」編製「目

標行為觀察紀錄表」，並由一位具有特殊

教育行政與法規經驗 15 年並正就讀教育系

特殊教育組博士班之專家，及一位具有 12

年資源教室輔導員經驗之專家檢核內容效

度。考量介入時間接近期末時段，需要搭

配學生上課與討論報告之進度，經研究者

觀察，各組每次討論課程時間為 60 分鐘，

每 10 分鐘記錄一次，採用部分實距觀察，

紀錄一節課同儕提供自閉症共 6 次機會，

只要有達成目標行為設定，立即給予紀錄

分數，計分方式依程度分別，為參與者可

自行獨立完成給予 2 分、需透過口頭或肢

體提示給 1 分、拒絕參與或無反應狀態給 0

分，過程中若有同時出現多種狀況時，如

同儕先給予提示，之後參與者也可以自行

獨立完成時則以高分為主。

本研究依變項分別為「眼神接觸」、

「適當表達意見」、「同儕合作」，考量

三項社交技巧在達成合作學習上相輔相

成，故每次觀察分數採 3 個部分統計分數

平均，研究者將依照研究參與者課程時間，

固定每週進行現場錄影觀察。因本研究目

的期待未來參與者在無研究者情境下，可

獨立與同儕正向社交互動，本次評量將以

有效達到單次就得到滿分。當依變項評量

後，按照每次機會完成項目統計得分加總，

依該次機分除以總項目乘以 100%，計算公

式為：該次機會得分 /（機會滿分 × 提供

次數）×100%。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中因研究資源、參與者挑

選及介入時間等因素，仍遇以下限制：

（一）研究參與者收案標準是挑選平時在

校園無法與同儕社交互動，導致在

學習與適應校園上，產生社交困難

之參與者，參與者特徵需考量學生

參與本研究之意願外，學習情境需

搭配分組討論情境，造成研究者在

選擇參與者時受到限制。

（二）實際演練同儕之角色，在演練過程

中發現與實際臨場同儕發揮仍有些

落差，如同儕需依照分組討論內容

作調整，無法完全依照演練步驟或

腳本發揮，只能依同儕在介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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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與者觀察給予協助，考驗同

儕介入臨場反應，成為介入期階

段之限制。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大學

生社會技巧之成效分析

   

本研究在介入期階段，發現研究參與

者與同儕社交互動時，經在類化期驗證三組

研究參與者與同儕互動時數據，呈現參與者

社會技巧能穩定發揮，並能有效類化不同環

境、時空與科目上，研究成效如圖 5。

研究參與者甲之數據如表 2，圖 5 及表

2 之數據顯示在實驗開始前，對研究參與者

甲在基線期的水準範圍呈現 33 至 50，階段

註：// 代表研究參與者甲、乙間隔一個月後追蹤長期類化成效、代表研究參與者丙間隔一

個月後追蹤短期類化成效；○代表初始探測資料點。

圖 5 
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三位研究參與者社會技巧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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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水準變化為 0，階段內平均水準為 41.5，

水準穩定度與趨勢穩定度呈現皆為 0%，

從數據點發現基線期時平均水準約 50% 左

右，三項社會技巧能力中完全無法眼神聚

焦，雖積極回應討論，但在同儕合作時無

法以合適態度表達意見，評估基線期收集

資料點已達到未改善趨勢穩定之標準，故

進入介入期。

當研究參與者甲進行介入期前，研究

者已完成參與者甲社會技巧之培訓，培訓

後開始進入介入期實驗，從數據中發現前

三點雖已達到穩定 80% 以上之標準，但從

第四點發現研究參與者能主動提問及表達

自己的想法，數據呈現上升情況，雖第五

點後有下降趨勢，但第七點已回到穩定點

且後續有達到兩次的絕對標準，始結束介

入期。從介入期結果發現社會技巧水準範

圍已達到 83 至 100，階段內水準變化上升

至 17，階段內平均水準上升為 85.92，而水

準穩定度高達 92%，趨勢穩定度呈現穩定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類化期

階段長度 6 12 6

水準全距 33-50 83-100 75-92

階段內水準變化 0 17 17

平均水準 41.5 85.92 84.67

水準穩定度 0% 92% 100%

趨向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 －（＝） ／（＋） ／（＋）

趨勢穩定度 0% 100% 100%

階段間變化

比較的階段 介入期 / 基線期 類化期 / 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50 -25

平均水準變化 44.42 -1.25

趨向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無變化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不穩定到穩定 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表 2
研究參與者甲目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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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100%，故進入類化期。

當研究參與者甲進入類化期時，為搭

配學期的時間安排，相隔一個月之久才能

進入類化期，內容亦轉換不同科目、增加

同儕人數及研究者將退除協助等。經觀察

發現，參與者經時間拉長，仍需要適應與

同儕的社交互動，但第二點呈現回升狀況，

並達到三點穩定才結束類化期，從表 2 中

發現社會技巧水準範圍 75 至 92，階段內

水準變化維持至 17，階段內平均水準微幅

下降為 84.67，而水準穩定度高達 100%，

趨勢穩定度呈現穩定狀況 100%，表示類化

期，呈現社會技巧有穩定與正向的趨勢。

從基線期至介入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50，平均水準變化 -1.25，趨向變化與效果

為正向，重疊率為 0%，呈現社會技巧有成

長與增加的趨勢。從介入期至類化期雖已

相隔一個月，但數據顯示社會技巧能有效

轉移在不同科目類化上並呈現穩定趨勢，

仍有效發揮正向社交之技巧。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類化期

階段長度 6 12 6

水準範圍 0-0 83-100 83-83

階段內水準變化 0 0 0

平均水準 0 85.17 83

水準穩定度 0% 92% 100%

趨向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 －（＝） ／（＋） ／（＋）

趨勢穩定度 0% 100% 100%

階段間變化

比較的階段 介入期 / 基線期 類化期 / 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83 0

平均水準變化 85.17 -2.17

趨向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無變化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穩定到穩定 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表 3
研究參與者乙目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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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5 及表 3 之資料點數據觀察，

從參與者甲介入期穩定三點後，進入參與

者乙之基線期，基線期所呈現水準範圍為 0

至 0，階段內水準變化為 0，階段內平均水

準為 0，水準穩定度與趨勢穩定度呈現皆為

0%，顯示參與者乙無法眼神聚焦，也無法

與任何同儕互動，基線期各資料點未改善

趨勢穩定之情況，符合本研究之收案標準，

故進入介入期。

研究者完成參與者乙社會技巧之培訓

後開始進入介入期實驗，從數據中發現前

三點雖已達到穩定 80% 以上之標準，但在

第四點發現研究參與者有主動提問及表達

更多自己的想法，造成數據提升，故研究

者在第五點後看見數據已回到穩定點，且

已穩定及達到兩次絕對標準 90% 以上，才

結束介入期。從介入期結果發現社會技巧

水準範圍已達到 83 至 100，階段內水準變

化持平 0，階段內平均水準上升為 85.17，

而水準穩定度高達 92%，趨勢穩定度呈現

穩定狀況 100%，故進入類化期。

當研究參與者乙進行類化期時，與參

與者甲相同需搭配學期時間的安排，雖相

隔一個月才進入類化期，但經研究者觀察

參與者乙結果發現社會技巧水準範圍 83 至

83，階段內水準變化維持至 0，階段內平

均水準微幅下降為 83，而水準穩定度持平

100%，趨勢穩定度呈現穩定狀況 100%，

表示類化期呈現社會技巧有穩定與正向的

趨勢。

從基線期至介入期，階段間水準變化

為 83，平均水準變化 85.17，趨向變化與效

果為正向，重疊率為 0%，表示從基線期到

介入期，呈現社會技巧有成長與增加的趨

勢。從介入期至類化期，階段間水準變化

為 0，平均水準變化 -2.17，趨向變化與效

果為無變化，重疊率為 100%，顯示從介入

期到類化期雖有微下降趨勢，但仍呈現社

會技巧能有效轉移在不同科目類化上並呈

現穩定趨勢。

從參與者乙介入期穩定三點後，進入

參與者丙之基線期，在實驗開始前，基線

期所呈現水準範圍為 0 至 33，階段內水

準變化為 33，階段內平均水準為 22.17，

水準穩定度為 33%，趨勢已達到穩定度為

83%，從數據中發現，在基線期第一點為0，

但有持續上升到 33% 現象才達成穩定狀

態，顯示研究參與者丙雖可眼神聚焦，但

無法表達意見或以合適態度與他人互動。

仍有符合資料點無法超越 80% 以上之情

況，故進入介入期。

研究者完成參與者丙社會技巧之培訓

後開始進入介入期，從數據中發現第一點

已高達 100%，但開始有下降趨勢到 83%

呈現穩定，符合達三點穩定超過 80% 以

上之標準。在介入期中發現社會技巧水準

有效提升水準範圍達到 83 至 100，階段

內水準變化為 -8，階段內平均水準上升至

86.58，而水準穩定度達 83%，趨勢穩定度

呈現穩定狀況 83%，故進入類化期。

當研究參與者丙進行類化期時，與參

與者甲、乙不同，參與者丙已在學期中，

故立即進行類化，內容規劃則與參與者甲、

乙均相同，研究者需觀察研究參與者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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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延長類化時間，是否能延續介入期之效

果。經研究結果顯示從第一點為 100% 至

第二點時已掉到 83%，並持續穩定到第六

點，表示參與者丙，在沒有提醒下，仍有

效維持與同儕社交互動。從表 4 中發現社

會技巧水準範圍 83 至 100，階段內水準

變化為 -17，階段內平均水準微幅下降為

85.83，而水準穩定度為 83%，趨勢穩定度

呈現穩定狀況 100%，表示類化期呈現穩定

與正向的趨勢。從基線期至介入期，階段

間水準變化為 67，平均水準變化 64.41，趨

向變化與效果為正向，重疊率為 0%，呈現

社會技巧有成長趨勢。從介入期至類化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8，平均水準變化 -0.75，

趨向變化與效果為負向，重疊率為 100%，

表示從介入期到類化期，雖有微幅下降，

但仍呈現社會技巧能有效轉移在不同科目

類化上，並呈現穩定趨勢。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類化期

階段長度 6 12 6

水準全距 0-33 83-100 83-100

階段內水準變化 33 -8 -17

平均水準 22.17 86.58 85.83

水準穩定度 33% 83% 83%

趨向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 ／（＋） －（＝） ＼（—）

趨勢穩定度 83% 83% 100%

階段間變化

比較的階段 介入期 / 基線期 類化期 / 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67 8

平均水準變化 64.41 -0.75

趨向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負向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穩定到不穩定 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表 4
研究參與者丙目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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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大學生

社會技巧之成效社會效度分析

   
研究者在介入目標行為後，開始實施

對目標、程序及結論之社會效度，藉由五

點量表提供給本研究參與之同儕及教師，

以驗證此介入目標、程序及結果是被研究

參與者、及重要他人被認可與接受之方案，

評量表中之選項非常同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普通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

同意為 1 分。

本階段藉由同儕評量本研究實施策略

方案對三位研究參與者之成效滿意程度，

評量結果如表 5，三組同儕對本研究之社會

效度的目標、程序及結論能有效達到 80%

以上，並經研究者詢問，同儕對參與者有

更多的熟悉與認識，有效降低對參與者的

偏見，且適當在討論中提供機會時，有助

於瞭解參與者的想法，因此對本研究均給

予肯定。

另邀請三名參與者之實際授課教師就

本研究之社會效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如

表 6，三位授課教師分別就三組實驗之社會

效度中目標、程序及結論均有效達到 80%

以上，並經研究者詢問老師，教師發現三

位參與者在課堂中與同儕互動中，均有效

發揮正向社會技巧，透過同儕適當提供機

會，有助於參與者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

三組授課教師對本研究均給予肯定。

三、綜合討論

   
（一） 研究參與者

本 研 究 與 洪 琪 琇（2014）、 梁 秀 泠

（2016） 與 Trembath 等 人（2009） 研 究

差異在於研究者介入程度及參與者之教育

階段，因相關研究中，參與者年齡大多為

幼兒或國小兒童，社交學習需研究者或授

課老師按部就班協助，但根據 Sperry 等

（2010）提出之成果，青少年階段仍適用

本策略，且從研究結果發現，介入成效與

其他教育階段之相關研究之發現相同，均

能改善自閉症學生之社會技巧。

（二） 介入策略

洪琪琇（2014）、梁秀泠（2016）、

Bambara 等 人（2016） 及 Laugeson 等 人

（2015）之研究不論是採用團體模式、

PEERS® 社交技巧團體實作等方式，均提

出同儕示範與介入，能有效影響參與者社

交之學習，且同儕人數與特質選擇成為介

入之關鍵。其中，部分研究會考量協助同

儕之性別比率，同時觀察不同性別給予參

與者支持上是否有落差，但本研究無此規

劃，以同儕選擇為參與者可接受研究介入

為主，最終研究結果證實，即使本研究未

刻意安排性別比例，仍可有效提升參與者

之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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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同儕對研究參與者之社會效度

註：研究者修改自鈕文英、吳裕益（2015）。單一個案研究法—研究設計與後設分析（光

碟附錄一）。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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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甲
之教師

參與者乙
之教師

參與者丙
之教師

一、對目標設計

1. 我認為目標行為設定「眼神接觸」是符合期
    待可接受的，且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有幫助。

4 5 5

2. 我認為目標行為設定「適當表達意見」是符
    合期待可接受的，且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有
    幫助。

5 5 5

3. 我認為目標行為設定「同儕合作」是符合期
    待可接受的，且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有幫助。

4 5 5

達成百分比（得分 / 總分）*100％  86% 100% 100%

二、對過程設計

4. 我認為整體的課程內容是可執行的。 4 5 5

5. 我認為執行課程內容中的各項步驟是合理的。 4 5 5

6. 我認為執行課程內容的各項步驟是詳細且不
    繁瑣的。

5 5 5

7. 我認為課程內容中所使用的評估工具是有效
    且可被接受的。

5 5 5

8. 我認為課程內容可以使用在不同的學習情境    
    上。

4 5 5

達成百分比（得分 / 總分）*100％ 88% 100% 100%

三、對結果設計

9. 我認為課程內容的設計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
    有幫助。

4 5 5

10. 我認為課程結果是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有幫
      助。

4 5 5

11. 我認為課程結果是對研究參與者本身是能使
      用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上。

4 5 5

達成百分比（得分 / 總分）*100％ 80% 100% 100%

註：研究者修改自鈕文英、吳裕益（2015）。單一個案研究法—研究設計與後設分析（光

碟附錄一）。心理。

表 6
教師對研究參與者之社會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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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方式

 本研究採用全程錄影及目標行為觀

察紀錄表等工具作為評量方式之設計，

與 洪 琪 琇（2014）、 梁 秀 泠（2016） 與

Bambara 等（2016）之研究相同，但本研

究之研究者非班級授課教師，無法掌握參

與者日常與同儕互動之情況，因此在介入

前，需透過初始探測掌握參與者社交互動

之需求，並依需求設計依變項之目標行為，

此作法或許可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四） 依變項

洪琪琇（2014）、梁秀泠（2016）、

Trembath 等 人（2009） 與 Bambara 等 人

（2016）表示依研究參與者規劃眼神接觸、

適當表達想法、讚美同伴、專注傾聽他人

想法等社交相關之目標行為，透過有效介

入就能改善參與者與同儕互動之關係。本

研究依變項之設計，為符合大學學習環境，

所設計目標行為內容，依實際情境需求規

劃，但從成效中發現讚美同伴或給予同儕

鼓勵，較受限於參與者特質與表達習慣，

同儕難以給予此部分之支持，造成參與者

在與同儕合作溝通時，表達過於直接，容

易造成同儕語言理解與感受不佳。

（五） 社會效度

鈕 文 英 與 吳 裕 益（2011） 認 為 社 會

效度是介入方案實施成效及可應用性之關

鍵。本研究為採用 PMII 介入，其中教師及

同儕與個案長時間接觸，且同儕須直接與

個案合作，因此教師及同儕屬於個案之重

要他人，對於其問題改善成效感受最深，

故此二類人員對於介入策略之目標、過程

及結果之社會效度均給予極高之評價，證

明本研究之成效獲得肯定外，此結果亦提

升研究中採用之介入方式之參考應用價

值。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個案研究法之延

宕多基線實驗設計，藉由同儕中介策略對

三位自閉症大學生社會技巧之成效，研究

規劃平時分組討論報告之情境，對目標行

為中「眼神接觸」、「適當表達意見」、「同

儕合作」之探究。研究者採用目標行為觀

察紀錄表與目視分析方法，評量自閉症大

學生與同儕互動時，參與者社會技巧發揮

之情況，並透過社會效度分析，探究同儕

與授課老師對本研究目標設計、過程設計、

結果設計等方式，以分析本研究結論如下

分述之。

（一）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大學生

           社會技巧具立即成效

本研究藉由同儕中介策略對三位自

閉症大學生之社會技巧中「眼神接觸」、

「適當表達意見」、「同儕合作」等目標

行為，依據圖 5 顯示 3 組已達立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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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與者在介入期階段之社會技巧所呈現

的數據，與基線期階段比較，數據呈現上

升之趨勢，代表透過同儕中介策略介入時，

參與者在社會技巧能有效之提升，從數據

中發現，三個目標行為，眼神接觸、適當

表達意見及與同儕合作都有大幅度的成長

與穩定之發展，研究者現場觀察，參與者

從原本不會互動，進步到當同儕提供表達

機會時已可回應並傾聽他人意見後主動提

問，期間亦發現同儕看見參與者轉變後，

對參與者的態度、語氣及互動情況都達到

正向社交互動，下列分述三項目標行為所

產生的影響。

1. 眼神接觸之成效

在「眼神接觸」之成效方面，研究者

觀察發現，三組參與者平時討論較無自信

或沒有表達時，不太會與同儕有眼神接觸，

但透過同儕提供眼神對焦機會，提升參與

者眼神與同儕之交流，已達到此目標行為

規劃之成效。

2. 清楚表達意見之成效

在「清楚表達意見」之成效方面，據

研究者觀察發現，第一組參與者在基線期

時一有想法就直接表達，但常會產生無邏

輯或跳躍性思考；另外兩組參與者較少與

同儕有語言溝通，但藉由同儕中介策略介

入亦獲得改善。研究者發現除了回應同儕

外，亦可傾聽同儕的想法及向對方提問，

已達到提升此目標行為規劃之成效。

3. 同儕合作之成效

在「同儕合作」成效上，三組在基線

期階段均較少主動表達想法，經同儕中介

策略介入後，研究者發現有效提升參與者

能跟上同儕討論進度，並主動表達自己的

想法超過一分鐘或五次表達，已達到此目

標行為規劃之成效。

經上述三個目標行為，「眼神接觸」、

「適當表達意見」及「同儕合作」都能符

合依變項之目標行為成效，故本研究表示

同儕中介策略能立即有效提升自閉症大學

生社會技巧。

（二）同儕中介策略對個別自閉症大

學生社會技巧具類化之成效

本研究藉由同儕中介策略對三位自閉

症大學生之社會技巧中「眼神接觸」、「適

當表達意見」、「同儕合作」等目標行為，

依據圖 5 類化期階段，顯示兩組已達成長

期成效。經一個月間隔，及更換科目、調

整同儕及場地後，第一、二組參與者與同

儕社交互動上，3 個目標行為均有效維持

穩定水平趨勢。雖第三組因同儕緣故採用

短期類化之方式，但仍相隔一週後才施測，

亦有效維持正向的社交互動能力，故本研

究顯示同儕中介策略能長期有效提升自閉

症大學生之社會技巧。

二、建議

（一）對同儕中介策略之建議

1. 增加互動情境

依研究參與者收案特質掌握之限制，

考量平時無法了解參與者與同儕互動之社

交困難，建議平時多收集參與者與同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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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動之情況，透過入班輔導情境、人際

互動團體、桌遊活動等相關情境，觀察參

與者與同儕互動情況，並持續與授課老師、

同儕、參與者晤談，採用多元方式介入，

以利有效掌握收案對象之特質，明確評估

收案對象之標準。

2. 介入時間之調整

依介入時間與情境之限制，考量參與

者與同儕課後時間之安排、討論方式之安

排、場地規劃安排、討論過程之內容等相

關因素，並同時需要搭配學校整學期的行

程，建議提早規劃，並召開參與研究同儕

之籌備會議，提早協調時間與場地規劃，

避免同儕時間無法配合。

3. 同儕篩選及提供支持

同儕為本研究執行重要靈魂，避免研

究過程產生配合度及執行度之落差，建議

研究前仍需要與授課老師充分討論，了解

同儕特質後進行篩選，以配合度高、出席

率佳、課堂表現良好、熱心助人等條件，

較適合扮演同儕之角色。建議研究中仍需

要提供同儕支持，除了研究者能掌握同儕

協助過程之情況，多給與同儕正向肯定，

提升同儕投入之程度，並若有執行偏差之

情況，可立即提供回訓的支持，避免執行

落差。

4. 實驗介入過程調整

實驗介入過程中基線期階段建議應提

供充足時間來掌握自閉症與同儕互動實際

情況，藉由入班輔導或平時互動觀察等相

關方式，避免有判斷中發生些微誤差。介

入期階段提供參與者在表達禮貌之語句或

鼓勵他人的語言上強化訓練，幫助參與者

有效提升與同儕溝通時，讓同儕感受到尊

重與禮貌，並同儕、參與者培訓及介入過

程可增加提示卡片，避免在流程步驟或語

句表達時有疏漏之情況發生。類化期階段

建議三組長期類化時間達到一致性，讓三

組在相同條件下進行比較，較能掌握三組

類化之情況。

( 二 ) 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1. 對研究參與者特徵之變化

藉由本研究發現對自閉症大學生在社

會技巧上有效提升，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

在不同特質、學校、科系的自閉症，觀察

透過同儕中介策略在不同條件的自閉症之

社會技巧落差，並可挑戰在不同障別仍有

社會技巧需求的學生，可觀察此策略是否

合適在不同障礙類別之變化。

2. 對介入策略之變化

從本研究發現同儕中介策略對自閉症

大學生在社會技巧上有效提升，鑒於國內

對自閉症大學生之研究偏少，建議未來對

自閉症大學生在社會技巧實施之研究，可

嘗試增加圖卡提示，有助於提醒同儕執行

與參與者展現之成效的差異，以強化介入

策略之實施。

（三）對大專校院資源教室之建議

1. 輔導措施之建議

經本研究探究同儕中介策略對大專自

閉症學生社會技巧之成效，研究過程發現

自閉症學生缺乏同儕的支持與協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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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資源教室可落實輔導措施並提供多次

入班輔導，如此有助於輔導員實際了解特

教學生在班級狀態，有效提供適當策略給

予特教學生在校園學習中支持，順利適應

大學多元變化之環境。

2. 同儕培訓之建議

本研究再次證實同儕介入之重要性，

建議未來研究可藉由個別化培訓給予同儕

支持，讓同儕了解自閉症障別及自閉症同

學的狀況，有效提供同儕協助，讓同儕在

學習環境中發揮助人之角色，有效協助自

閉症大學生在校適應，克服各式困難，並

透過入班宣導或特教校園宣導之方式，改

變同儕對自閉症障別的刻板印象，提升同

儕成為助人者之意願。

3. 自閉症大學生培訓之建議

研究者經自閉症參與者培訓後發現，

社會技巧培訓之重要性，建議未來研究將

三個目標行為的培訓內容明確分段教學，

設定課程的 SOP 教學大綱及增加互動式媒

材，讓參與者更容易記住課程內容及流程，

並歷經新冠疫情之經驗，也可思考該如何

在線上進行培訓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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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eer-Mediated I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er-mediated i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utism. Thre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mild 
autism, each with three to four peers from the same clas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was designed as a single-subject delayed multi-baseline experiment with peer-mediated strategi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social skill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data was collected in 
baseline, intervention, and generalization phases.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using vis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er-mediated strategies on the social skill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utis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Peer-mediated i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s showed immediate effects on the target behaviors 

of "eye contact ", "appropriate expression", and "peer cooperation" in the social skill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utism. The results showed long-term effectiveness in the social 
skill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utism.

2. The utilization of peer-mediated strategies increased interactive scenarios and allowed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tervention timing, process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individual 
needs. This flexibility ensured alignment with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and 
suggested potential applicability to research involving students with other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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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college 
resource rooms strengthen entry guidance and peer training, and provide relevant training courses 
for autistic student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adaptation effects.

Keywords: peer mediation i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s, social skill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aut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