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生在拖地清潔技能之成效。本研究對象為特教學校高職部一名中度智能障礙與一

名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研究方法採單一受試研究法跨受試多試探之實驗設計，自變項為自

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依變項為個案清潔技能之習得效果及此項方案之教學訪

談意見，最後將相關資料以視覺分析與 C統計進行分析處理。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清潔技能

具立即成效。

二、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清潔技能

具維持成效。

三、特殊教育相關人員肯定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對增進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

學生清潔技能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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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自我教導結合功能

性動作訓練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生清潔技能之成效。以下就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以

及名詞解釋分別說明。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神經發展理論，不論粗大或精細

動作的發展，有其發展性的原則，例如：連

續性、階段性、順序性、相似性、不平衡性、

個別差異性之原則，所發展的功能性動作與

協調乃為日後學習及適應之基礎（李品靜，

2014；Summers, Larkin, & Dewey, 2008）。

然而，智能障礙學生因先天或後天的腦功能

損傷，導致動作發展遲緩或困難，影響其在

日常生活的表現。鍾旻樺（2008）提出智能

障礙者常見的肢體動作問題有以下特徵：

（一）動作發展遲緩；（二）肌力與肌肉張

力低；（三）缺乏動作動機與經驗及探索環

境的興趣；（四）平衡協調性差；（五）關

節穩定性差。整體而言，智能障礙學生的基

本動作、姿勢控制、手部精細動作、操作性

技能較差，連帶影響職業教育與清潔技能的

表現（林秋每、林坤燦，2009；董奇、陶沙，

2006）。

影響智能障礙者職業工作困難的因

素，常因智能障礙者自身的特質導致在職

場工作技能不足、工作態度不佳、溝通問

題、人際關係差、長期挫折容忍度低、自

信心缺乏與就業意願低等因素（林沛伶，

2007；陳郁靜，2018）。智能障礙學生在

職業技能的學習較為緩慢或困難，但仍具

有不同程度的職業潛能，只要提供適當的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支持輔助，協助解決工

作所面臨的困境，智障學生同樣具有謀生

的能力，仍可從事生產活動（林坤燦，

2001；黃力行，2011）。

為積極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之職業工作

能力，教育部（2000）頒布《特殊教育學

校高中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

本綱要以職業教育為核心，透過適性教學

以達成下列目標：（一）鍛鍊身心，充實

生活知能，發展健全人格，提昇個人及家

庭生活適應能力；（二）了解環境，順應

社會變遷，擴展人際關係，培養學校及社

區生活適應能力；（三）認識職業，培養

職業道德，建立工作技能，增進就業及社

會服務能力。而教育部（2015）頒布《高

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

下簡稱新課程綱要）所指的特教學校高中

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綱要，以職業教育

為核心，透過適性教學達到下列的教學目

標：（一）充實專業知能，培育行職業工

作之基本能力；（二）陶冶職業道德，培

養敬業樂群、負責進取及勤勞服務等工作

態度；（三）提升人文及科技素養，豐富

生活內涵，並增進創造思考與適應社會變

遷之能力；（四）培養繼續進修之興趣與

能力，奠定其生涯發展之基礎。整體言

之，高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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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植基於「職業教育」為核心，著眼於

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以達到職業準備與

獨立自主，維持個人與家庭生活經濟，進

而提高生活素質（李孟芳，2015；陳郁靜，

2018）。顯然，智能障礙學生的職業能力

訓練是影響後續生活的重要指標之一（王

明泉，2017）。如何提升特教學校高職智

能障礙學生在職業技能成效，設計一套適

性化教導方案，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針對特教學校高職智能障礙學生職

業教育與技能學習之規劃，若能提供適當

的調整與職業訓練支持，讓他們發揮職業

潛能，智障學生仍具學得清潔之技能，得

到工作成就（林宏熾，2001；黃力行，

2011）。如何有效運用教學策略，使教學

獲事半功倍成效。從教學策略及理論來增

進各類障礙學生在學習成效之文獻，其中

的自我教導策略結合行為改變技術與認知

理論之研究，能促進學生技能的養成與類

化能力，在學習過程中能讓學生展現獨立

與培養自我管理，都有相當不錯的成效（王

乙婷、何美慧，2003；李孟芳，2015；林

秋每、林坤燦，2009；蔡宛靜，2019）。

運用自我教導作為教學的方法，不論在態

度及行為改善（徐惠玲、何美慧，2005；

張美華、簡瑞良，2010）、學科學習（吳

宜蓁、蕭伊倫，2015；孫珮嘉，2012）及

技能養成（劉薇琳、莊素貞，2012），都

有相當多的研究與成功經驗，已視為具成

效的學習策略。在國外研究中，Browder與

Minarovic（2000）運用自我教導策略與視

覺提示，教導三位不識字的中度智能障礙

青年學習一項競爭性工作有關的技巧，結

果發現，明顯提升工作技巧與自發性工作

的能力；Feldman（2004）以自我教導策略

結合圖片與錄音帶的提示，教導 30位智能

障礙的母親和 3位智能障礙的父親，學習

基礎照顧孩子健康與安全之技巧，結果顯

示智能障礙父母都學會自我訓練技巧並維

持成效達 3.5年之久。但就自我教導策略應

用於職業技能訓練的研究，尤以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生的研究為例仍較少見。故希望

透過自我教導策略提升特教學校高職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職業能力，為本研究動

機之二。

然而，多數的智能障礙學生職業技

能訓練多只針對其認知缺陷而設計，常

忽略亦伴隨動作協調不佳及體適能表現

的問題（林秋每、林坤燦，2009；林諒

慧，2017；陳怡君，2006）。研究者多年

服務於特教學校，從教學實務的經驗發

現，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進行職業教

育的學習，無法習得基本拖地清潔技能，

除了智障者自身學習有注意力缺乏、短期

記憶不佳、類化困難等問題，在肢體動作

的穩定性不佳，致使無法完成固定區域的

拖地清潔，拖地時站姿不穩、身體容易搖

晃。對提升智障學生肢體動作穩定能力，

進而改善職業技能之研究，有文獻指出，

透過動作訓練教學介入確實能改善職業所

需的動作技巧並提升工作效率（傅潔芳，

2013）。教育部（2019）公布《身心障礙

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以下簡

稱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其中的功能性



˙ 4 ˙ 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
對增進高職智能障礙學生清潔技能成效之研究

動作訓練的學習重點，強調肢體活動、功

能性動作技能及運用功能性動作技能參與

日常生活。顯然，肢體活動是功能性動作

技能之基礎，有助於參與日常生活的粗大

動作、精細動作、序列性動作及職業技能

之執行，例如：拖地技巧。故研究者嘗試

以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以

下簡稱本方案），探討特教學校高職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是否具學習

效果及維持之成效？最後，由研究者進行

訪談了解校內的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對本方

案教導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

技能成效之意見與看法，作為未來智障學

生職業教育清潔工作訓練之參考，為本研

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綜合上述之三項動機背景，本研究目

的如下：

（一）探討本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

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

立即成效。

（二）探討本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

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

維持成效。

（三）探討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對本方案教

導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

能之學習滿意情形。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

究的問題為：

（一）本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立即

成效為何？

（二）本方案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維持

成效為何？

（三）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對本方案教導中

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

學習與維持成效的看法？

三、名詞解釋

茲就本研究之重要相關名詞，做以下

的名詞解釋：

（一）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

案

本研究所指「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

作訓練方案」，參考 Browder與Minarovic

（2000）運用的自我教導訓練，訓練個案

從「認知示範開始」，再「外顯的外在引

導」、「外顯的自我引導」、「褪除外顯

的自我引導」、「褪除內隱的自我教導」，

以增進自我控制與教導能力。訓練過程包

含下列五個步驟：步驟一，由研究者同步

口頭提示與示範自我教導的內容並完成工

作，個案只在旁觀察；步驟二，個案依照

研究者口頭提示與自我教導的示範下，完

成工作；步驟三，個案大聲說出口頭的自

我教導內容，完成工作；步驟四，個案低

聲說出口頭的自我教導內容，完成工作；

步驟五，個案不發聲音在心裡默唸自我教

導內容，完成工作。同時，將清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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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工作分析後的主要動作，依據教育部

（2019）公布《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之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評估智能障礙學

生的能力現況與特殊需求，設計適切的功

能性動作訓練，以達循序漸進發展。此項

結合的功能性動作訓練包含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分別是學習表現具備：1.維持身

體姿勢技能；2.改變身體姿勢技能；3.移

動技能。所對應之學習內容具備：1.身體

姿勢維持，具備維持下肢站或蹲的姿勢平

衡；2.身體姿勢的轉換，具備站姿與蹲姿

的轉換；3.移動能力，下肢具備在單一台

階的踏上或踏下以及橫跨的動作。

（二）智能障礙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

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

者。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

列各款規定：

1.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

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2.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

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

向度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

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本研究的智能障礙學生，係指經醫學

鑑定為智能障礙學生且領有智能障礙手冊

並經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會議，

安置於國立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

（三）清潔技能

智能障礙者的職業技能是一項經由訓

練與學習到簡易的謀生技能，對於未來的

就業及獨立生活有重要的影響（蔡宛靜，

2019）。職業教育的廣義定義係指為使個

體具備從事某種工作技能的教育，包括職

業準備教育與職業訓練；職業教育的狹義

內涵則僅指職業準備教育，為目前國內高

職學校所實施的教育與訓練之方式（黃力

行，2011）。

本研究所稱「清潔技能」係指對特教

學校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實施職業教

育時，所欲教導的清潔類「拖地」目標行

為，改編於勞工局技術士技能檢定門市服

務職類丙級術科測試評審表之地板清潔項

目，用於訓練學生獨立完成該項工作技能，

該項拖地清潔工作經工作分析法細分步

驟，訓練該項清潔工作的分項技能，最後

進行實驗教學。

貳、文獻探討

根據本篇的研究主題來探討相關文獻，

從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徵、職業教育與

相關研究以及自我教導與功能性動作訓練

策略在教學上的相關探討，分別說明之。

一、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徵

智能障礙學生的特殊身心發展相較於同

齡兒童有明顯遲緩或落後，主要特徵如下：



˙ 6 ˙ 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
對增進高職智能障礙學生清潔技能成效之研究

（一）生活自理特徵

一般而言，生活自理的發展包括以下：

1.居家技能，例如：穿衣、理容、如廁、

飲食、刷牙、洗澡及處理家務等技巧；2.社

區生活技能，例如：逛街、休閒、購物、

外食、公共設施之使用等技能（洪清一，

2019）。然而，智障學生在自我照顧及日

常生活的自理能力相較於同儕明顯遲緩或

不足，需要大人的特別協助，故常發現智

障學生的行為特徵，諸如：不擅使用衛生

紙擦屁股、無法正確刷牙、個人衛生習慣

差、無法依據情境或天氣穿著合適的衣物、

不會正確使用生活用品，如：家電、廚具、

清潔用品等（林秀儀，2015）。

（二）知動能力特徵

智障學生知覺動作能力的發展，普遍

有四個基本問題，包含：1.身體姿勢：步

態無法保持平衡，直立姿勢的穩定性較弱；

2.移動能力：匍匐跪爬、走、跑、跳、抬

腿或使用腳跟、腳尖做正確的步行姿勢與

力量的使用，相較於同儕能力較弱；3.抓

握與投擲能力：運用手部或手指及伸展或

彎曲上臂的活動能力較差，導致操作性動

作能力差；4.協調適應能力：肢體協調、

精細動作、動作反應常出現問題，人際關

係或與社會群體活動有關的適應能力亦差；

5.其他能力：柔軟度、肌耐力、反應速度、

視知覺動作控制與一般學生的發展較為遲

緩，部份肌肉力量較弱，甚至有時伴隨癲

癇（黃怡臻，2018；劉怡君，2003；潘正宸、

林珊如，2012；鍾旻樺，2008）。研究也

指出，隨著智能障礙程度愈重，其動作表

現愈差。例如：進行上階梯的動作評估，

重度智能障礙者的下肢肌力、平衡能力明

顯低於中度智能障礙者，影響重度智障者

在上階梯之手部動作、身體姿勢、上階速

度明顯差於中度智障者。進行下階梯的動

作評估，中度障礙與重度以上障礙在手部

動作、身體姿勢、下階速度、下階步數及

下階步伐之表現，相較於同儕均有顯著低

落（林大衛，2005；黃湘如，2002；曾志

明，2006）。

（三）語言溝通特徵

智障學生在溝通上的主要問題為語

言發展緩慢、字彙的理解與使用有限及語

彙表達能力相較同儕明顯遲緩或落後；其

中，智能障礙的程度愈嚴重，其語言發展

遲緩或語言障礙的程度也愈高（林寶貴，

2004）。主要語言溝通障礙特徵，包含：1.構

音困難：是智障者中相當常見的問題，例

如：「褲子」說成「兔子」；「弟弟」說

成「ㄍㄧˋㄍㄧˋ」；「泡泡糖」變成「爆

爆檔」；「飛機」變成「ㄅㄟ機」，影響

在學校與社會互動時的口語表現（林寶貴、

錡寶香，2006）；2.語彙發展障礙，智障

學生語彙量較少外，說話也常用娃娃語、

單字或短句，以主語、述語、賓語出現的

次數最多，抽象語彙出現的次數較少，且

不會連結成字句，常用一個語詞表達不同

的事物或概念，例如：以「球」表達所有

各種不同的球；在詞性上，也少用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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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連接詞與抽象的名詞或動詞語彙，

常使用具體性的名詞或動詞語彙並出現仿

說現象，在面對社交情境時，所表達的詞

彙常是不恰當（胡汶佩，2018；孫淑柔，

2016）；3.在語用表達方面，以要求物品、

要求活動、尋求注意為出現頻率最高的三

項表現，在表達問候、意見等社會性語用，

則較少出現且常處被動的反應，自發性語

言也較少出現（錡寶香，2009）。

（四）社會情緒行為特徵

智障學生在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的發

展，相較於同儕有明顯遲緩或表現困難，

主要特徵：智障學生無法辨別與察覺他人

的情緒變化與臉部表情，或臨機應變能力

不足，常表現不合宜的社會行為；與人相

處沒有適當的人我分際，不懂保持適當的

說話距離、音量等，導致自信心缺乏、退

縮、被動與人相處、拒絕等行為，障礙程

度越重者越為明顯（鈕文英，2003）。林

惠芬（2013）彙整特教學校（班）智障學

生問題行為，可分為：暴力行為、不當行

為、反抗行為、退縮行為、刻板行為、怪

異行為、自傷行為等七項的情緒行為問題。

而安置於特教學校大多招收中重度智障學

生為主，受到功能限制的影響，常出現較

為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可分為：固著行

為、自傷行為、攻擊與干擾行為、不適當

社會行為等（教育部，2019）。

（五）認知學習特徵

智障學生的認知發展，包括：專注、

記憶、理解、推理、組織、一般概念學習，

相較同齡者明顯遲緩或落後。整體而言，

其接收一般知識與訊息有限、偏重具體思

考、學習動機與成就低落、學習速率及反

應較緩慢，對新事物或技能的學習，無法

實際應用到現實中，在學習的遷移及類化

能力較同儕弱（林惠芬，2005）。同時，

智障學生的運作記憶能力較差，需長時間

和重複多次的練習方能習得；對抽象概念

學習能力不佳，想像力或創造力薄弱，概

念化差，無法有效統整外在的刺激與訊息，

需配合圖片、實物、影片訊息和情境呈現，

再與日常生活經驗做連結，則可提高學習

效率（陳心怡、林坤燦、廖永堃，2005；

蔡宛靜，2019）。

（六）職業適應特徵

智障學生的學習特徵，因功能性的缺陷連

帶影響工作表現的困難，有下列障礙特徵，

包含：1.容易分心，無法注意工作技能的

順序及動作；2.缺乏判斷力與隨機應變能

力，面對挑戰性的學習或工作情境時，常

表現出刻板與缺乏彈性；3.固執性與不願

聽從指令；4.沒有準時上班的觀念，常有

不良出勤記錄；5.缺乏自信、學習動機、

興趣、工作持續力，往往還沒嘗試就退縮

或過分依賴別人的協助；6.自我監控能力

不佳，需經常督導；7.情緒管理不穩或不

能控制情緒，無法與工作伙伴相處；8.要

求立即的工作酬償；9.其他因素：缺乏合

宜的互動和舉止怪異的行為特徵（林坤燦，

2001；林秋每、林坤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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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智障學生的學習特性，如：注意

力不易集中、短期記憶差，學習遷移及類

化的能力較弱，缺乏學習的動機等，使智

障學生在整體學習的表現相較於同儕有顯

著困難，也影響智障學生在職業技能的學

習。

二、智能障礙學生的職業教育與相

關研究

透過適當的職業教育訓練，智能障礙

學生在未來有機會提升就業機會。以下就

職業教育課程及職業教育的相關研究進行

說明。

（一）智能障礙學生的職業教育課程

智能障礙學生雖受限於障礙，仍有不

同程度的職業潛能，如能給予合適的支持

輔助及適當的職業教育與訓練，協助排除

就業上所面臨的困境，增進職業技能與適

應，智能障礙者同樣可從事生產活動而發

展不同程度的職業潛能與技能，不僅提升

就業轉銜與職場適應，也具備謀生的能力，

相對減輕對家庭及社會的負擔與依賴（林

坤燦，2001）。在十二年就學輔導安置實

施後，高中職階段的學習以培養就業及獨

立生活能力為重點，特殊教育之職業教育

目的在提升就業的基本技能，使身心障礙

學生能有適性的職業生涯發展以達到自主

生活（蔡宛靜，2019）。因此，從特殊教

育的實務層面來看，在職業教育課程強調

特殊需求學生以發展未來就業與基本職業

相關能力為關鍵因素，若能在畢業前做好

上述能力的準備，將提升獨立生活及就業

表現，並提高社會接納、增加經濟獨立、

減少家庭負擔與對政府福利補助的依賴，

提升生活品質（李孟芳，2015；蔡宛靜，

2019；Wadsworth, 2004；Wehman, 2013）。

根據新課程綱要指出高職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課程大綱之修訂植基於讓每位特殊

教育學生都有充分參與普通課程的機會並

獲進步之理念，規範符合所需之課程調整

為原則，設計符合所需之補救、功能與充

實性課程。綱要指的特教學校高中職教育

階段智障類綱要則以職業教育為核心，以

適性化的教學達到下列目標：1.充實專業

知能，培育職業工作之基本能力；2.陶冶

職業道德，培養敬業樂群、負責進取及勤

勞服務等工作態度；3.提升人文及科技素

養，豐富生活內涵，增進創造思考及適應

社會變遷之能力；4.培養繼續進修之興趣

與能力，奠定其生涯發展之基礎。至於，

現有普通教育之職業學校的科別分屬於家

事、海事、農業、商業、工業與藝術六大

類與 15個群組，因應特殊教育學生需求

另加設服務類，其下再分設健康服務、環

境服務與生命服務 3個群組，各校可依學

校狀況、地區特性與市場需求，在每群組

下設置不同的科別。對於課程綱要之適用

對象，依身心障礙學生在各領域的認知或

學習功能，可區分為認知或學習功能無缺

損學生、輕微缺損學生、嚴重缺損學生，

參照學生個別需要，根據其個別化教育計

畫會議之決議，提供其學習困難領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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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補救教學或調整其各領域之學分數，以

及提供在原普通班或特教班所需之學習輔

具、環境與評量調整、行為介入方案與其

他支持策略或相關服務，可彈性開設普通

教育課程缺乏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整體而言，特教學校高中職智能障礙

類職業教育課程綱要，因應學生之障礙程

度與能力的差異性，各項基本能力之培養

應以學生既有能力、日常生活經驗出發，

配合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彈性調整目標

與課程設計。

（二）智能障礙學生職業教育的相關研

究

為讓智障學生能發揮所長，訓練其職

業能力，職業教育往往運用教學策略以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下就職業教育相關

的研究進行說明。

對智障學生的職業教育常採用工作分

析法（Task Analysis）進行教材的編製，

將訓練內容分為數個小步驟，再依據學生

的學習能力設計適性的教學策略與方法，

若搭配各種增強及其他輔助的教學技巧，

如：提示、類化、示範模仿、結構式教學

等，更能發展有效的教學策略，進而增進

智障學生的職業技能及工作效率（林坤燦，

2001）。

由於職業教育多屬技能性的學習，係

經多步驟及程序組成，在適性教學與策略

介入下進行職業技能訓練，皆能提升其學

習成效，如：清潔工作、烹飪、中餐烹調

檢定的衛生技能，透過工作分析法搭配圖

片的提示，能增進智障學生清楚掌握工作

步驟的教學重點，亦提升獨立自主的工作

能力（洪珮妤、林惠芬，2012；許靜娟，

2003；陳怡君，2006）。而結構式教學策

略亦有助於資源班學生在餐飲製作技能學

習之成效（吳蜜莎，2005）。若能搭配運

用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可依據學生個別

差異，彈性調整學習內容及速度，提供重

覆練習機會以達循序漸進的效果，同時電

腦多媒體的互動式聲光效果亦增加學生主

動學習與立即互動的回饋，不僅有效學習

職業技能，也降低學生的依賴性（林秀

雲，2007；蔡宛靜，2019；Van Laarhoven, 

Johnson, Van Laarhoven Myers, Grider, & 

Grider, 2009）。

綜觀上述研究，相關策略介入對於智

能障礙學生在職業技能之學習有著不錯的

成效。

三、自我教導與功能性動作訓練策

略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

多數職業教育對智能障礙者的認知缺

陷而設計，透過協助與相關策略的提供，

雖能提升學生的技能學習，但仍缺乏主動

學習的獨立性；甚至忽略智障者常有動作

能力不佳的問題，以下將自我教導策略與

功能性動作訓練對於職業技能之研究進行

探討。

（一）自我教導策略

美國智能與發展障礙協會在 2010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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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對智能障礙之定義，於適應行為的內涵

增加自我決策的向度，顯示自我管理能力

對智能障礙者在生活及就業具有重大意義

（蔡宛靜，2019）。國內外研究指出，應

用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介入，能促使學生

有效達成職業技能目標行為，包含操作收

銀機、清潔工作等技能，均有明顯的訓練

成效，且在有系統性自我教導策略逐步褪

除提示的步驟後，能提升學生的主動性及

自我管理能力，具維持學習的成效（邢詩

涵，2013；劉映伶，2012）。甚至，自我

教導策略結合相關提示策略的方案，對於

餐桌擺設、清潔工作、大型清潔機具操作

或其他的學習，同樣具有立即與維持成效，

並有助於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李孟

芳，2015；林秋每、林坤燦，2009；林家麒，

2013； 郭 宜 芳，2010；Agran, King-Sears, 

Wehmeyer, & Copeland, 2003；Bambara 

& Gomez, 2001；Browder & Minarovic, 

2000）。

綜覽上述國內外的實證性文獻，教導

智能障礙學生在職業能力的訓練，除了提

示與相關策略的介入，自我教導策略介入

也能提高智障學生於職業技能的學習成效。

（二）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

智能障礙學生除了認知障礙外，普遍

也伴隨功能性動作發展方面的障礙，例如

手眼協調能力差、動作協調性較差、關節

靈活度不好、平衡能力不佳，其肌力及肌

耐力表現與一般同儕相較明顯不足（何華

國，2001；林素華，2003）。本研究的兩

位個案為中重度智障者，普遍認知程度、

專注力、肢體動作的協調性和穩定性不佳，

無法完成固定區域的拖地清潔，拖地過程

常站姿不穩、身體搖晃。

為了提升智障學生功能性動作之能

力，教育部於 2019年 7月公布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綱要中的「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

包含：強調肢體活動、功能性動作技能及

運用功能性動作技能參與日常生活等三個

向度，研究者彙整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的

學習重點與學習內容之相關性，詳撰如表

2-1，再視學生的特殊需求，選擇、調整、

簡化或增加內容，作為教學依據。

本研究之設計方案的功能性動作訓練

包含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具備：

1.維持身體姿勢技能；2.改變身體姿勢技

能；3.移動技能。所對應學習內容具備：1.身

體姿勢維持，具備維持下肢站或蹲的姿勢

平衡；2.身體姿勢的轉換，具備站姿與蹲

姿的轉換；3.移動能力，下肢具備在單一

台階的踏上或踏下，以及橫跨的動作。

綜合上述所言，功能性動作訓練課

程的設計乃採用新修訂完成高中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發展與設計之主要理念

「以學生特殊需求為本位」為基礎，教學

者可依學生的身心特質、特殊需求與個別

差異，選擇適合的學習重點，彈性調整為

學年或學期目標，以發揮教學自主與課程

鬆綁的精神（盧台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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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肢體活動
具備四肢與軀幹的
關節活動能力。

左 /右上肢的關節活動。 
左 /右下肢的關節活動。
軀幹的關節活動。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維持身體姿勢技能。

頭頸直立姿勢的維持。
前臂支撐下俯臥姿勢的維持。
手掌支撐下俯臥姿勢的維持。
四足跪姿的維持。
高跪姿的維持。
地板坐姿的維持。
座椅坐姿的維持。
站姿的維持。
蹲姿的維持。
單腳站姿勢的維持。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改變身體姿勢技能。

翻身。
躺與坐姿的轉換。
地板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座椅坐姿與站姿的轉換。
蹲姿與站姿的轉換。
彎腰拾物。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移位技能。

躺臥下的身體挪動。
地板坐姿下的身體挪動。
相同高度設備間的移位。
不同高度設備間的移位。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移動技能。

連續翻身。
腹部貼地的匍伏前進。
腹部離地以手和膝蓋的爬行。
扶物側走。
室內行走。
室外行走。
不同路面的行走。
單一台階的踏上或踏下。
障礙物的跨越。
兩腳一階或一腳一階的上下樓梯。
跑步。
雙腳或單腳的原地跳。
雙腳或單腳的向前跳。
雙腳或單腳的連續前跳。
攀爬。
同樓層的移動。
繞過障礙物。

表 2-1

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的學習重點與學習內容彙整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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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移動技能。

狹窄走廊或擁擠校園裡的移動。
不同樓層間的移動。
不同建築物間的移動。
不同情境下安全移動的速度調整。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舉起與移動物品技能。

物品的舉起或放下。
物品的搬移。
物品的踢或推。
踢球。
腳踏車踏板的踩踏。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手與手臂使用技能。

伸手及物。
推或拉物。
伸手取物。
物品的轉動或扭轉。
物品的拋丟或接住。
物品的抓握或放開。
手指耙起小物。
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及手掌的抓握。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手部精細操作技能。

前三指指腹的抓握。
拇指及食指尖的撿拾。
逐頁翻書。
開關按壓。
大拇指依序與其他四指的互碰。
單手連續撿起小物並移至掌心。
單手連續把掌心小物移至手指處放
掉。
握筆位置的調整。
不同大小瓶蓋的旋開。
餐具的使用。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雙側協調與眼手協調技
能。

雙手持物。
換手持物。
雙掌互擊或拍手。
物品的接合或拔開。
握筆塗鴉。
疊高積木。
食物外皮或包裝的剝除或拆開。
串珠子。
前三指正確握筆。
紙張的對摺及摺痕的壓捏。
剪直線或曲線。

表 2-1

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的學習重點與學習內容彙整表（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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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雙側協調
與眼手協調技能。

圓形、十字形、正方形或三角形的
仿畫。
直線或曲線的描畫。
範圍內的著色。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雙側協調
與眼手協調技能。

數字或國字的描畫。
範圍內的書寫。
文具及學習材料的使用。
綁鞋帶。
電腦周邊裝置的操作。
滑鼠的使用。
有目的的依序按壓鍵盤。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動作計畫技能。

簡單或單一動作的模仿。
複雜或連續二個以上動作的模仿。
指令下簡單或單一動作的執行。
指令下複雜或連續二個以上動作的
執行。
序列性動作的執行。
個別需求之動作執行與整合。

功能性動作技能
具備乘坐
與駕駛交通工具技能。

人力交通工具的乘坐。
動力交通工具的乘坐。
騎腳踏車。

日常生活參與
參與生活作息。
參與學習活動。
參與非經常性活動。

表 2-1

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的學習重點與學習內容彙整表（續）

（三）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的

相關研究

吳劍雄與陳靜江（2007）調查智障者

所從事職務的類型，舉凡有清潔員、作業

員、廚房助手、烘焙助手、洗車助手、超

商助手與包裝員等七類，這些職務在功能

性動作的操作上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如：

1.在生理條件的要求，有站立、走動、搬

動、彎腰、雙手操作、伸手、持握、抓取；

2.在工作環境要求，需要接觸水或清潔劑；

3.在工作表現上則強調體耐力、操作材料

器具技能、配合調整工作步驟。雖然在不

同職務的要求有所差異，但智障學生的認

知與肢體障礙之限制以及從事工作時的姿

勢控制，如：坐、站、蹲伏、維持身體平

衡；或動作技巧，如：抬舉、彎腰、攀爬、

拉、推；移動能力，如：行走、轉身、跑

步；以及協調度，如：伸手、雙手操作、

手眼協調等，都是影響職場工作的表現（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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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慈，2009）。綜合智障者從事的上述職

務都需建立在走動、移位及站立的基本能

力，顯示四肢功能性對於職業技能訓練的

重要。

然而，多數職業教育僅針對智障者的

認知缺陷而設計，常忽略其亦有粗大或精

細動作不佳問題，甚至極少有一套認知自

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的訓練方案。

本研究的兩位中重度智障學生在拖地清潔

時常站姿不穩、身體搖晃，無法完成固定

區域的清潔工作。為建構符合學生身心特

質、個別差異與職業技能現況之教學方案，

研究者與校內職能治療師進行綜合評估，

採取認知策略介入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之

方案，冀望能提升智障學生於職業技能學

習的自我管理能力與職業技能所需要的基

本動作能力，最終能提升其拖地清潔技巧

之成效。

研究指出，透過動作訓練的介入，能

提升智障學生在職業技能的成效，如：將

職業教學結合任務導向式的動作訓練，可

改善擦拭清潔所需要的動作技巧並加強工

作效率（傅潔芳，2013）。有文獻提出在

應用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時，可參酌適應

體育之精神，針對學生的個別特殊需求與

學習現況，調整教具器材、教學方法與課

程內容，讓學生更能獲得適性的發展（張

芷榕，2018）。其中，有氧舞蹈是結合舞

蹈、音樂與肢體律動，能提升智能障礙學

生的職業能力，並增加未來就業的能力（林

諒慧，2017）。若針對智障學生的認知缺

陷及功能性動作不足之現況，結合跳舞墊

之自我教導訓練方案介入，透過跳舞墊提

供個案手與腳直覺動作的操控訓練，再搭

配結合自我教導的學習方式，則有效並維

持智障學生在職業技能訓練的成效（李孟

芳，2015）。綜觀相關的研究，自我教導

與功能性動作訓練策略方案，能增進學生

在職業技能學習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具

備職業技能所需的動作能力，也提供本篇

研究介入方案的參考方向。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多試探設

計，探討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

案對智障學生職業技能之學習成效。以下

擬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設計、研

究工具、資料處理與分析，分節說明之。

一、研究架構

為探究本方案介入，對增進特教學

校高職中重度智障學生拖地清潔技能之成

效，本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本研究採

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 subject research）

跨受試者的多試探設計（multiple probe 

across subject research），為避免因基線期

過於冗長易造成負面效應及評量資料的時

間浪費，採用間斷式蒐集基線期的評量資

料；同時研究過程安排兩位學生進行教學

實驗，探討不同受試對象在接受相同的實

驗介入後，是否能有相同的學習成效，提

升研究之內在效度（杜正治，2006）。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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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究架構，包括：（一）自變項為自我

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二）研

究對象為兩位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障學

生；（三）依變項為個案拖地清潔技能之

學習成效；（四）控制變項包含教學方案、

教學時間與地點、相關人員、使用的清潔

工具與受試者流失。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由研究者與

校內職能治療師共同選取功能性動作明顯

不穩、拖地清潔技能不佳的兩名安置在特

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障學生（以下簡稱個

案 A、個案 B），茲將相關研究背景分別

整理如表 3-1、表 3-2。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的跨受試者

多試探設計，探討實施本方案對中重度智

障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成效。本研究設計有

以下幾點說明：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特教學校的多功能教室作為

實驗場地，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進行本方

案的實施。實驗設計分為基線期（A）、處

理期（B）、維持期（A’）三個階段，以下

分別說明：

1.基線期（A）

本階段收集至少三個趨向穩定之數據

資料，供研究者了解個案在未介入教學前，

其目標行為的表現。以自編的清潔類工作

技能評量表對個案評分，待趨向穩定後則

進入實驗處理期。

2.處理期（B）

本階段介入頻率為每週兩次，每次三

節的職業教育課程，共計 12次的方案教學

介入處理。於每次教學後，以自編的清潔

類工作技能評量表對個案評分，記錄所得

（控制變項）
1. 教學方案
2. 教學時間與地點
3. 相關人員
4. 清潔工具
5. 受試者流失

（自變項）
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
動作訓練方案

（研究對象）
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

（依變項）
清潔技能
學習成效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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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況能力

障礙類別 重度智能障礙，年齡（17歲）。

認知
無法識字，不會仿寫；能聽理解師長的指令與班級規則並做出反應，例如：
聽懂洗碗、刷牙、洗臉等指令；動作模仿困難；專注力差，易受干擾；理解
力差；提示下可數 1-100；對大小、顏色、重量、數字運算…等概念性差。

溝通
具單詞口語表達能力，如：尿尿，表示想上廁所；可運用肢體動作表達，如：
點頭表示謝謝。

生活自理
大便時需協助擦拭屁股；可自行刷牙或洗臉、洗澡，但動作不確實；可用湯
匙吃飯，但飯菜會掉出餐碗。

動作能力

坐姿平穩；姿勢轉換時由站姿至蹲下的動作易重心不穩而後倒；平地行走移
動時身體會左右搖擺；平衡感差，上下樓梯時須扶著扶手，整體粗大動作緩
慢。精細動作的手指操作能力不佳，不會寫字；可自行脫襪子或穿衣，但常
將衣服穿反或亂穿；不會手持剪刀沿著線條剪出圖形。

情緒行為 對新環境適應較慢，不會主動與人互動，會依附主要照顧者；情緒多為穩定。

職業技能
動作協調困難，導致操作清潔工具的手勢不正確；掃地或拖地時站姿不穩、
身體容易搖晃，無法完成指定清潔區域。

表 3-1 

個案 A的現況能力

項目 現況能力

障礙類別 中度智能障礙，年齡（16歲）

認知

能說出生活常見用品名稱；能理解簡單的運動規則及師長指令，並完成動
作，例如：能聽懂去刷牙洗臉等指令；會簡單圖字卡與實物配對，專注力差，
易受干擾；可數數 1-100；能說出顏色、形狀、大小概念；容量、長度、重
量的概念與比較。

溝通 能自行簡單語句表達需求，能主動與他人交談，但缺乏邏輯性的回答。

生活自理
可自行使用湯匙用餐、大小便、刷牙、洗臉、洗澡、穿衣褲…等多項生活部
分，但須加強確實度，例如：大便無法自行擦乾淨。

動作能力

坐姿及站立時易身體歪斜；姿勢轉換時由站姿至蹲下的動作易重心不穩而後
倒；平地移動時身體易左右搖擺；平衡感差，上下階梯動作緩慢，整體粗大
動作緩慢。對精細動作不佳，不會沿著線條剪紙，手指之抓握、撕貼、對應
能力不佳；可自行穿衣脫襪；不會使用剪刀沿著線條剪出不同圖形；無法寫
字。

情緒行為 對於新環境的適性力能在鼓勵下融入團體活動，情緒大致穩定。

職業技能
能抓物放取、對掌動作，但受限於手指操作不佳及動作協調困難，導致操作
清潔工具的手勢不正確，無法擰乾抹布及操作清潔劑的噴霧；掃地或拖地時
站姿不穩、身體容易搖晃，無法完成指定清潔區域。

表 3-2

個案 B的現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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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數資料，作為本方案介入後目標行為

學習成效之數據資料。當個案在清潔工作

表現連續三次呈穩定趨勢，即結束實驗教

學，進入維持期階段。

3.維持期（A’）

本階段收集維持期的資料點，分析個

案在撤除本方案教學後，其目標行為學習

保留情形之依據，以自編的清潔類工作技

能評量表對個案評分，待趨向穩定後則停

止評量與觀察。

（二）研究變項

1.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自我教導結合功能

性動作訓練方案，與校內職能治療師共同

綜合評估個案身心特質、個別差異與職業

清潔技能現況，設計此方案以期增進學生

拖地清潔技巧之成效。

本方案的內涵主要在進行自我教導策

略的同時，亦介入功能性動作訓練。在功

能性動作訓練的項目包含：（1）登階訓練：

所使用的登階為 16公分高的臺階，一上一

下為一次的登階，連續登階 50次休息 5分

鐘，再登階 50次，總計登階 100次訓練；

（2）深蹲訓練：所訓練的深蹲標準須於雙

手不能扶任何桌面或攙扶物的情況下，臀

部低過膝蓋以下算為一次的深蹲，連續深

蹲 10次休息 1分鐘，再深蹲 10次，總計

深蹲 20次訓練。接著，自我教導訓練的過

程，以工作分析可細分三項拖地清潔步驟

（站穩、拖地五下、橫跨），搭配簡單易

懂的口訣，包含下列的五個步驟：（1）示

範認知模式：教師邊示範動作（手拿拖把

連續拖地五下，再橫跨一步）邊大聲說出

口訣（1、2、3、4、5，橫跨一步），個案

只在一旁觀察；（2）外在的引導：個案依

教師口頭的自我教導與示範（教師說：1、

2、3、4、5，橫跨一步）完成相同的工作；

（3）外顯的自我引導：個案大聲說出口頭

的自我教導內容（1、2、3、4、5，橫跨一

步）並完成工作；（4）逐漸去除外顯的自

我引導：個案低聲說出口頭的自我教導內

容（1、2、3、4、5，橫跨一步）並完成工

作；（5）內隱的自我教導：個案做動作時，

不發出聲音改以內在語言，在心裡默默自

我引導並完成工作。

2.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拖地清潔技能學習

之實質成效及維持效果，拖地清潔技能係

以完成多功能教室內每塊地板面積（長 90

公分、寬 85公分）的拖地表現，每一排共

有 5塊拖地面積，將教室內的中央劃分為

左、右兩側，分別各有 6排的拖地面積，

兩側各有 5X6=30塊的拖地面積。亦即，

進行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動作訓練方案教

學後，評估兩位個案分別在左右兩側都有

30塊拖地面積中，能完成幾塊的拖地面積，

用以評估拖地清潔技能的表現。 

（三）控制變項

1.教學方案：個案在實驗介入時間外，

不論以往的學習經驗、家庭生活或學校課

程，均未實施與本研究相同或類似的教學

活動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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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時間與地點：本方案教學時間

訂於每週兩次，每次三節的職業教育課程。

教學地點是個案熟悉的多功能教室，為避

免研究過程，個案受到班級情境改變的影

響，研究期間維持班級內之物理環境，例

如：個案的座位、物品的擺設。

3.相關人員：本研究之相關人員皆服

務於同所特教學校，研究者為個案部分課

程的授課者，於該校服務年資十年，熟悉

班級經營與特教理念；職能治療師的服務

年資有兩年，與個案接觸有兩年時間，了

解其動作學習狀況。個案導師於本校服務

超過十年，教師助理員的服務年資亦有 10

年，都與個案接觸 2年的時間。

4.清潔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清潔用

具包含：棉線拖把、腳踩式拖把擰乾桶。

5.受試者流失：進行研究前，研究者

先取得個案的班級導師與家長之同意，確

保個案在實驗期間的出席狀況，避免缺席

或轉學情形。

（四）觀察信度

本研究採用「觀察者間一致性」考驗

來增加評分之客觀性。研究者擔任主要的

觀察員，為提升研究的信度，邀請校內職

能治療師擔任副觀察員，紀錄個案是否有

達成學習目標。研究之初，研究者向副觀

察員解釋「清潔類工作技能評量表」的內

容，釐清行為目標的定義，分別於基線期、

處理期、維持期的現場觀察或影片觀察，

以達成觀察一致性共識。兩位觀察者在不

同階段的觀察評量 22次，對個案 A的一致

性次數為 21次，不一致性次數為 1次，一

致性的百分比為 21/22×100％ =95.5%；對

個案 B的一致性次數為 20次，不一致性次

數為 2次，一致性的百分比為 20/22×100％

=90.9%。經由觀察一致性考驗的數據，兩

位觀察員間的觀察者信度非常高。

（五）社會效度

1.研究目標的社會效度：選擇此目標

行為符合個案目前的生活發展及身心發展

需要，訪談導師、教師助理員也對本目標

行為的期待。

2.研究程序的社會效度：與個案導師

進行訪談，實驗過程在學校地點進行，對

於實驗介入程序是否適切性、教學花費、

實驗成本（人力、物力與財力）、相關他

人生活及工作環境之影響，確保所有程序

皆符合適當考量及方案設計之原則；本實

驗針對個案在職業教育課程的實際所需，

也符合個案的學習條件與實用性。

3.研究結果的社會效度：與個案的導

師、教師助理員與職能治療師訪談，並填

寫教學意見回饋表與訪談大綱，以了解導

師、教師助理員與職能治療師之看法是否

認同本方案的教學成效。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工具有三項，包含：

評量職業學習成效的清潔類工作技能評量

表、清潔類工作觀察紀錄表、教學意見回

饋表與訪談大綱，以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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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潔類工作技能評量表

本評量表為研究者自編，改編勞工局

技術士技能檢定門市服務職類丙級術科測

試評審表之地板清潔檢核項目。進行本方

案教學後，評量個案在多功能教室內能完

成地板上幾塊的拖地面積，以 30塊地板總

面積為標準，於一節課 50分鐘完成拖地一

塊地板面積則計分 1分，最高累計 30分，

用以評量拖地清潔技能的表現。評量表包

含觀察日期、姓名、觀察得分、整體表現

及特殊行為紀錄。此評量表在初擬後，經

校內職能治療師及兩位特教教師審閱並根

據其具體建議修正內涵（見附錄一）。

（二）清潔類工作觀察紀錄表

此觀察記錄表是由研究者觀察個案的

行為表現，紀錄拖地清潔的表現狀況，例

如：站立及橫跨的穩定性、工作熟練度、

工作速度、無法聽取指令、胡亂拖地，拖

過的地又會踩到等。此紀錄表之內涵亦經

校內職能治療師及兩位特教教師提出具體

建議，並由一位特教專長之教育博士候選

人審閱修正完成（見附錄二）。

（三）教學意見回饋表與訪談

本意見回饋表由研究者與一位特教專

長之教育博士候選人共同編訂，在實施本

方案教學後，經由個案導師、教師助理員

與職能治療師填寫對本方案教學的評價及

意見，並訪談其對學生的學習效果與本方

案實施的認同看法。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個案於基線期、處理期、維

持期的「清潔類工作技能評量表」之得分

表現，繪製成曲線圖；變化摘要表進行目

視分析，分析重點為階段內變化分析及相

鄰階段間變化分析，目視分析之重要組成

要素，包含有階段長度、水準、趨向及重

疊百分比。另以 C統計輔助目視分析，分

別考驗各階段內及階段間數值的變化趨勢

是否達到顯著水準；當基線期與介入期間

的 Z值達顯著差異，則可證明實驗介入有

效果；而介入期與維持期間的 Z值則能看

出處理效果是否得以維持成效。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我教導結合功能性

動作訓練方案對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

能之成效，研究方法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

跨受試多試探之實驗設計。本節分為三部

分，首為拖地清潔技能學習成效及維持分

析，次為社會效度分析，最後為綜合討論。

一、拖地清潔技能學習成效及維持

分析

   
研究者將二位觀察者對個案 A、B分

別在基線期、處理期、維持期的「清潔類

工作技能評量表」之表現得分結果，分析

整理為以下圖表：圖 4-1為拖地技能學習

曲線圖、表4-1為階段內分析摘要表、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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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鄰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再分別說明個

案 A、B在相關階段的學習情形。由圖 4-1

所示，橫軸為評量的次數，縱軸為個案完

成拖地面積的次數，可以看出在不同階段

的得分情形與學習狀況；再以視覺分析方

式，進行階段內、階段間之分析，並透過

C統計考驗，說明兩位個案在各階段的表

現情形。從圖 4-1可知，於基線期有 4次

的評量與工作觀察，個案 A、B未實施本

方案教學介入的拖地清潔表現普遍低落，

拖地技能明顯較差，無法步驟化完成拖地

清潔，觀察其清潔行為常站姿不穩、隨意

拖地之行為發生，無法完成指定拖地的區

域面積。接著進入處理期有 12次的觀察，

個案 A、B透過本方案教學介入，明顯逐

步提升拖地清潔技能成效。而在維持期有

6次的觀察，個案 A、B亦維持正確拖地清

潔技能的效果，顯示此方案教學介入具維

持成效。

（一）個案 A在各階段內與相鄰階段
間「拖地清潔技能」之表現分

析

1.階段內變化分析

（1）基線期

由圖 4-1、表 4-1所示，在 4次基線期

的觀察評量中，拖地清潔技能的評量結果

之水準範圍為 4～ 6，階段平均值為 5。在

取 15%為穩定性決斷值的條件下，趨向估

計穩定，趨向穩定度穩定，水準穩定度多

變。可知，在基線期的評量結果已達穩定

狀態，即開始進行處理期的方案教學。

（2）處理期

本階段有 12次的觀察評量，拖地清潔

技能的評量結果之水準範圍在 11～ 30，階

段平均值為 23.25。在取 15%為穩定性決

斷值的條件下，趨向估計為明顯升高趨勢，

整體趨向穩定度及水準穩定度是多變的，

茲因拖地技能不斷進步。可知，在處理期

的水準範圍較基線期的水準範圍高，顯示

本方案的實施確實能增進個案 A在拖地清

潔技能成效。

（3）維持期

此階段有 6次的觀察評量，拖地清潔

技能的評量結果之水準範圍為 29～ 30，其

階段平均值為 29.83。在取 15%為穩定性

決斷值的條件下，趨向穩定度及水準穩定

度皆穩定。結果顯示，在撤除方案後仍保

有拖地清潔技能效果。

2.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從表 4-2所示，本方案對拖地清潔技

能的學習具正向的效果。在基線期進入處

理期時（B / A），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

值升高 18.25，階段間水準變化由 4升高

到 30，升高 26；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兩

階段間的差異非常大，代表實施方案後，

拖地清潔技能明顯升高。C統計的 Z值為

4.10，達非常顯著水準（**p <.01），代表

個案 A在拖地清潔技能具顯著成效。由處

理期進入維持期（A’ / B）時，拖地清潔技

能的平均值升高 6.58，階段間水準變化下

降 1，重疊百分比為 100%，C統計的Ｚ值

為 4.29，達非常顯著水準（**p <.0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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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個案 A、B在拖地清潔技能學習成效及維持效果曲線圖

評量次數

基線期
M=5.00

基線期
M=4.25

處理期
M=23.25

處理期
M=19.00

維持期
M=29.83

維持期
M=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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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順序 A / 1 B / 2 A’ / 3

評量觀察次數 4 12 6

趨向估計
\

(-)
/

(+)
--

(=)

趨向穩定度 75% 16.67% 100%

趨向穩定 穩定 多變 穩定

水準範圍 4-6 11-30 29-30

階段平均值 5.00 23.25 29.83

水準變化
5-4 11-30 29-30

-1 +19 +1

水準穩定度 50% 0% 100%

水準穩定 多變 多變 穩定

表 4-1

個案 A拖地技能各階段內視覺分析摘要表

註：A代表基線期，B代表處理期，A’代表維持期

階段順序 B / A A’ / B

趨向估計
/              \

(+)            (-)
/              --

(+)           (=)

平均值變化
23.25-5.00 29.83-23.25

+18.25 +6.58

水準間變化
30-4 29-30

+26 -1

重疊百分比 0% 100%

C值 0.96 0.96

Sc 0.23 0.22

Z值 4.10 ** 4.29**

表 4-2

個案 A拖地技能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註：A代表基線期，B代表處理期，A’代表維持期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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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撤除方案教學後，個案 A在拖地清潔技

能仍具有很好的維持成效。

（二）個案 B在各階段內與相鄰階段
間「拖地清潔技能」之表現分

析

1.階段內變化分析

（1）基線期

由圖 4-1、表 4-3所示，在 4次基線期

的觀察評量中，拖地清潔技能的評量結果

之水準範圍為 4～ 5，階段平均值為 4.25。

在取 15%為穩定性決斷值的條件下，趨向

估計穩定，趨向穩定度穩定，水準穩定度

穩定。可知，在基線期的評量結果已達穩

定狀態，即進行處理期的方案教學。

（2）處理期

本階段有 12次的觀察評量，拖地清潔

技能的評量結果之水準範圍在 9～ 27，階

段平均值為 19。在取 15%為穩定性決斷值

的條件下，趨向估計為明顯升高趨勢，整

體趨向穩定度及水準穩定度是多變的，因

為拖地技能不斷的進步。由此可知，在處

理期的水準範圍較基線期的水準範圍高，

顯示本方案的實施確實能增進個案 B在拖

地清潔技能成效。

（3）維持期

此階段有 6次的觀察評量，拖地清潔

技能的評量結果之水準範圍為 26～ 26，階

段平均值為 26。在取 15%為穩定性決斷值

的條件下，趨向穩定度及水準穩定度皆穩

定。得知，在撤除方案後仍保有拖地清潔

技能效果。

階段順序 A / 1 B / 2 A’ / 3

評量觀察次數 4 12 6

趨向估計
\

(-)
/

(+)
--

(=)

趨向穩定度 75% 16.67% 100%

趨向穩定 穩定 多變 穩定

水準範圍 4-5 9-27 26-26

階段平均值 4.25 19.00 26.00

水準變化
5-4 9-27 26-26

-1 +18 0

水準穩定度 75% 16.67% 100%

水準穩定 穩定 多變 穩定

表 4-3

個案 B拖地技能各階段內視覺分析摘要表

註：A代表基線期，B代表處理期，A’代表維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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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順序 B / A A’ / B

趨向估計
 \              \

( \ )           (-)
/              --

(+)           (=)

平均值變化
19.00-4.25 26.00-19.00

+14.75 +7.00

水準間變化
27-4 26-27

+23 +1

重疊百分比 0% 100%

C值 0.97 0.96

Sc 0.23 0.22

Z值 4.13 ** 4.33**

表 4-4

個案 B拖地技能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註：A代表基線期，B代表處理期，A’代表維持期   **p <.01

2.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從表 4-4所示，本方案對拖地清潔技

能的學習具正向的效果。在基線期進入處

理期時（B / A），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

值升高 14.75，階段間水準變化由 4升高

到 27，升高 23；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兩

階段間的差異非常大，代表實施方案後，

拖地清潔技能明顯升高。C統計的 Z值為

4.13，達非常顯著水準（**p <.01），代表

個案 B在拖地清潔技能具顯著成效。由處

理期進入維持期（A’ / B）時，拖地清潔技

能的平均值升高 7，階段間水準變化上升

1，重疊百分比為 100%，C統計的 Z值為

4.33，達非常顯著水準（**p <.01），表示

撤除方案教學後，個案 B在拖地清潔技能

仍具有很好的維持成效。

二、社會效度分析

   
茲將校內特教相關人員，包含職能

治療師、個案導師、教師助理員等三人進

行訪談，依據教學意見回饋表內容，對本

方案實施後的主觀看法與意見，整理如表

4-5。

三、綜合討論

本方案對增進高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在拖地清潔技能成效與維持分析、社會

效度分析之結果進行討論，如下所示：

（一）本方案能增進智能障礙學生在拖
地清潔技能成效與維持效果

從研究結果顯示，兩位個案在基線期

進入處理期，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值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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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升高，代表實施方案後拖地清潔技能明

顯進步；經 C統計分析的結果都達非常顯

著水準，代表兩位個案在拖地清潔技能的

學習具顯著成效。可知，本方案對增進特

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障學生清潔技能具立

即成效。另外，兩位個案由處理期進入維

持期，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值都仍處於高

分，C統計分析亦達非常顯著水準，表示

撤除方案教學後，兩位個案在拖地清潔技

能都仍有很好的維持成效。顯然，本方案

對增進特教學校高職中重度智障學生清潔

技能具維持成效。

而本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探討自我教

導與相關策略之方案對職業技能的養成具

立即、維持與類化的成效，並有助於培養

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有一致結果（李孟

芳，2015；林秋每、林坤燦，2009；林家麒，

2013；郭宜芳，2010；Bambara & Gomez, 

2001；Browder & Minarovic, 2000）。本研

究結果亦與結合跳舞墊之自我教導訓練方

案，提供動作訓練與自我管理策略，提升

並維持智障學生職業技能訓練之成效，有

一致結果（李孟芳，2015）。

（二）本方案教學獲得特教相關人員在

社會效度的支持

特教學校相關人員肯定以清潔類工作

技能的訓練做為教學目標，符合學生現況

對象 對實驗教學的看法與意見 對個案學習成效的看法與意見

職能
治療師

能實際評估個案身心特質、
個別差異與職業清潔操作技
能現況，並以「清潔類工作
技能」為教學目標，符合個
案生活管理及職業教育的特
殊需求之發展。

個案的清潔動作表現均有改善，提升了
個案的站立及橫跨的穩定性；加上提供
充足的練習機會，很適合中重度智障學
生；個案的工作熟練度及工作速度也增
進不少，學生較能主動完成指定的拖地
區域，確實提升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成
效。

導師

能考量智障學生在職業技能
所需的肢體動作能力，再經
由工作分析將每項清潔步驟
都能清楚示範，教學中亦搭
配條理分明的口訣提示，讓
學生清楚了解清潔步驟，有
助於學生學習。

未實施本方案教學前的拖地清潔表現普
遍低落，拖地技能明顯差，無法步驟化
完成拖地清潔，觀察其清潔動作的表現
常站姿不穩、身體搖晃、隨意拖地等情
形，無法完成指定拖地的區域面積。本
方案的教學介入後，除了提升拖地清潔
學習的立即成效，也維持拖地清潔的技
能表現。

教師
助理員

本教學方案的設計不難，容
易協助老師進行教學並透過
充足練習，非常適合中重度
智障學生，更能提升學生拖
地清潔技能成效。

個案拖地清潔工作的獨立性提高，不會
過度依賴教師的提示與協助；工作的主
動性亦提升，完成每塊拖地面積清潔
後，會主動拖地下一塊的拖地區域，增
進拖地清潔表現的完整性。

表 4-5

特教相關人員對本方案實施的看法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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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實際需要，相當適合個案生活管理

及職業教育的特殊需求之發展。整體而言，

本方案考量智障學生在職業技能所需的肢

體動作能力，透過本方案實施，觀察到確

實提升個案清潔工作所須站立及橫跨的穩

定性，經工作分析將每項清潔步驟做清楚

示範，搭配條理分明的口訣提示，有助於

個案的學習並幫助其清潔工作的完成；同

時，也增進個案的工作熟練度及工作速度，

較能主動完成指定的拖地區域，教師則不

需花費以往過多的時間與精力，可提升學

生拖地清潔技能的工作成效。而本研究結

果在相關文獻中，運用自我教導策略能提

升職業工作成效，有一致結果（郭宜芳，

2010；劉映伶，2012）。

伍、結論與建議

將本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出結論與

研究限制，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一、結論

在整體的研究中，提供以下的研究結

論：

（一）實施本方案教學能提升智能障礙

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成效

在本方案介入中，兩位個案於基線期

進入處理期之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值明顯

升高，階段間水準變化有顯著的向上趨勢，

經 C統計分析的結果達非常顯著，代表實

施本方案後，對兩位智障學生在清潔技能

的學習具有顯著成效。

（二）實施本方案教學能維持智能障礙

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成效

在本方案撤除後，兩位個案由處理期

進入維持期之拖地清潔技能的平均值仍處

高分，階段間水準變化有顯著的向上趨勢，

經 C統計分析的結果達非常顯著，表示撤

除本方案後，對兩位智障學生在清潔技能

仍有很好的維持成效。

（三）特教相關人員肯定本方案對增進

智能障礙學生拖地清潔技能成效

特教相關人員均肯定本方案的實施，

確實能提升學生拖地清潔技能的成效。同

時，觀察到本方案提升智障學生清潔動作

所需的站立及橫跨之穩定性，增進學生的

工作熟練度及工作速度，學生更能主動完

成指定的拖地區域。

二、研究限制

在整體的研究中，有下列的研究限制

提供未來研究的參考：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安置於特教學校的學

生，指招收中重度智障學生或以智能障礙

為主的中重度多重障礙學生為原則之學

生，然而不同障礙類別及教育階段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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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及特殊需求也有所不同，故本研

究結果無法全部類化至其他學生的教學模

式，但可做為相關教學之參考。

（二）教學評量的限制

本研究的教學目標僅探討職業技能之

清潔類拖地項目做研究，然職業技能的種

類及工作流程之差異性相當大，對中重度

智障學生而言，有類化學習的困難，故以

單一職種的實驗研究並無法全然推論至其

他技能與職種的訓練。未來可選擇不同情

境和工作技能的學習內容，嘗試將本方案

教學運用至其他種類及技能的學習，了解

相關職業技能學習的成效。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整體研究中，有下列的研究建議：

（一）擴大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特教學校高職智障學生

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可選取

其他不同安置班型、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本方案對不同

研究對象於職業清潔技能的學習成效，是

否也與本研究結果具相同的成效。

（二）擴大研究的範圍

未來研究範圍可針對不同職種課程

做研究，例如：園藝、烘焙、洗車等其他

職業類科做研究，探討本方案對上述之不

同研究範圍是否也與本研究結果有相同成

效，以作為選取本校發展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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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Improving the Clean Skills on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for improving the clean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a special school. The participants sampled for the study 
were a moderat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 and a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 in the senior 
vocational department of a special school. A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study of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subjects was used.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w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effects on the skill in cleaning work and interview 
results were dependent variables.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Rating Scale of Skills in 
Cleaning Work.” Data were analyzed mainly using visual inspection and Tryon’s C statistic.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was able to 

enhance the effect on the skill in cleaning work of the stud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2. The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was able to 
maintain the effect on the skill in cleaning work of the stud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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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faculty in special school expressed positive response on the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effects on the skill in cleaning 
work of the stud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a special school.

Keywords: self-i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motor training approach,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clea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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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清潔類工作技能評量表

★得分說明：

此評量表在於評量個案能完成地板上幾塊的拖地面積，每塊地板面積為長 90公分 x

寬 85公分，總面積有 30塊地板面積。每完成拖地一塊地板面積則計分 1分，最高累計 30

分，用以評量拖地清潔技能的表現。評量日期依據實際的基線期、處理期與維持期來勾選。

1. 基線期評量總分：

2. 處理期評量總分：

3. 維持期評量總分：

個案姓名 評量者

拖地技能
觀察得分

評量日期

□基線期              □處理期              □維持期

特殊行為觀察
如：發脾氣、
隨意亂跑…

附錄二：清潔類工作觀察紀錄表

★評量說明：

此觀察記錄表用於觀察個案在拖地清潔的行為表現，以行為表現代號表示，如：1-站

立及橫跨的穩定性、2-工作熟練度、3-工作速度、4-無法聽取指令、5-胡亂拖地，拖過

的地又會踩到。觀察日期依據實際的基線期、處理期與維持期來勾選。

學生姓名 評量者

拖地清潔
表現情況

（填入行為表現
代號，可複選）

觀察日期

□基線期              □處理期              □維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