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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融合教育在當前已是一種主要的潮流

和趨勢，其理念是希望在融合教育的環境

下，讓特殊學生與一般學生有更多互動，

以增加學生學習的機會，也是基於對基本

人權的尊重與貫徹教育均等的理念。然而

根據 Gresham 和 MacMillan 研究（引自王

欣宜，2006）指出，身心障礙學生要從融

合教育情境中獲益，需要擁有良好的社會

行為，他們在普通班不被同學接納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被貼上「障礙」的標籤，而是

他們表現出不適當的社會行為導致同學對

他們的排斥，這樣不但影響身心障礙學生

參與社交活動的意願，也容易產生問題行

為。另外溫惠君(2000)提到融合教育情境

中智能障礙學生的適應與智商沒有顯著的

關係，但與學生本身行為問題與同儕正向

互動情形有顯著相關。由上述可知社會技

巧是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情境中適應

與否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蕭敏華（2006）
指出故事繪本可以引發兒童的興趣，藉著

與書中角色情節的認同，與自己的經驗相

比較，了解書中內容所要傳達的訊息，並

進而領悟出新的概念、方法，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因此，筆者在實務教學經驗中，

試著運用繪本融入於社會技巧教學，透過

繪本引導方式，帶領學生探討問題與演練

社會技巧，以期提昇學生人際互動和活動

參與的能力。 

貳、社會技巧訓練重要性 

社會技巧是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

情境中適應生活的基礎，Gresham （1986）
認為其內涵包括學業表現技巧(教室生存

技巧)、合作行為、社會主動行為、肯定行

為、同儕增強行為、溝通技巧、問題解決

技巧、及社會性的個人能力。而身心障礙

學生因生理因素限制，無法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表現出合宜的行為。吳訓生（引自佘

育嫦，2006）認為智能障礙學生缺乏社會

技巧的原因是： 
1. 由於認知及行為上的限制：例如基本口

語溝通能力（如：說「你好嗎？」）、

動作反應（如：揮手打招呼）、或有效

辨識社會刺激的能力較弱。 
2. 由於環境上的影響：因為智能障礙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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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常常是屬於隔離式的教育及養

護方式，較缺少與常人有互動的機會。 
3. 外界負增強的惡性循環：智能障礙者與

人互動時，常顯得不得體，導致他人的

眼光、評語也變成負向刺激，於是智能

障礙者建立起迴避反應（ avoidance 
response），以降低不愉快的社會互動。 
郭慧真（2000）整理文獻提出在人際

互動過程中，智能障礙兒童在情緒辨認和

表達技巧上都有缺陷，而且有行為問題或

智力愈低的學生，在情緒的辨認與表達上

更加困難。而孟瑛如（2000）提到社交缺

陷的學生，通常無法辨識社會線索，如肢

體動作、臉部表情與非語言溝通等，因此

無法瞭解對方情緒表現，而情緒的管理最

重要為需要有情緒辨識能力，故情緒辨識

為社交技巧的基礎。能夠辨識自我情緒與

與他人的情緒，才能進一步紓解或控制情

緒。 
綜合上述論述，社會技巧對身心障礙

學生融入於普通班教室情境中是十分重要

的，具備適當的社會技巧，能增進身心障

礙學生與同儕互動的能力，正確判斷他人

表達的社會訊息並依此回應出合宜的行為，

才能提昇在班級中正向互動行為。 

參、社會技巧課程理論 

社會技巧訓練多採直接教學的方法進

行，主要教學程序有示範、角色扮演、增

強自我管理，這些程序可以歸納為行為與

認知學派，前者強調步驟的分析與演練，

其中常用的技巧包括示範、角色扮演、教

練（邊做邊提示），與實際提供環境練習

的機會（洪儷瑜，2002），認知學派則強

調個體可透過自己判斷及監控促進社會技

巧能力發展（簡培如、陳琬潔，2010），

而王欣宜（2006）提出在社會技巧的教學，

行為學派只重視單項行為的養成，無法將

行為加以類化，而認知學派企圖從認知觀

念上來改變學生，但仍需要行為學派的輔

佐，因此認知行為學派的理論顯得較為折

衷，同時較適合智能障礙者的學習特質，

不僅可解決類化遷移問題，亦可透過適當

的示範、演練及增強，增進學習效果。 
在筆者實務的經驗中，以認知行為學

派理論為基礎，並於設計過程中以多種評

量方式，透過家長與老師訪談、日常上課

實際觀察與安排入班觀察，以了解學生目

前社會技巧能力現況來擬定教學目標與評

量標準，並以洪儷瑜（引自王欣宜，2006）
提出教學流程為主，其說明如下： 

(一)引起動機 

利用故事、玩偶、影片或活動等方式

說明技巧之重要性、或複習舊技巧來連結

新技巧等技術，引起學生動機。 

(二)教導新技巧 

1. 確定演練情境：如果教師事先已準備情

境，可省略此步驟。 
2. 確定技巧之成分步驟：教師可以事先準

備好，或利用引導方式確定成分步驟。

教師將技巧之成分步驟寫在黑板，或以

海報或提示卡方式提示，以增加學習成

效。 
3. 示範：教師利用上述步驟以放聲思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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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示範教導的技巧。 
4. 情境演練：讓學生利用所討論的情境、

自己的情境或教師預先準備好的情境，

演練出所教的社交技巧。 
5. 回饋：對於學生演練給予回饋，以增進

正確的學習經驗。 
6. 修正演練：如果需要加強的步驟，可以

讓學生再修正演練一次。 

(三)練習與類化 

為幫助學生類化教學情境所得的學習

成效，可以安排綜合活動讓學生在教室內

多練習各種情境或討論可運用的機會，或

讓學生在課堂外找機會練習所教導的技

巧。  
 

肆、繪本融入社會技巧教學

設計實例 

筆者依據教育部新修訂之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綱要中社會技巧分段能力指標，在

確定學生需求後，選擇適當的繪本，運用

繪本融入於社交技巧教學中，其課程設計

內容說明如下：  

一、學生現況能力分析     

透過個別化教學計畫座談會與班級教

師及家長討論學生教學需求，並觀察學生

平時與同儕互動情行等方式來收集資料，

以決定社會技巧課程的教學目標。學生基

本資料與社會技巧能力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生基本資料與社會技巧能力分析 

對象 
項目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個案丁 

性別年級 男，三年級 男，四年級 女，四年級 男，五年級 
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輕度 智能障礙輕度 智能障礙輕度 智能障礙輕度 

社會技

巧能力

分析 

優勢能力
能充分表達自

己的意思。 

情緒穩定，在

班級中很少有

情緒化行為。

文靜柔順，情

緒穩定。 
能主動表達自

己的意思。 

弱勢能力

喜歡以捉弄同

學或罵髒話的

方式和同學互

動。 

態度被動，安

靜，在班上幾

乎沒有朋友。

缺 乏 社 會 技

巧，在班上沒

有朋友。 

表達語意不完

整，缺乏社交

技巧，常與人

發生衝突並會

動手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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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設計內容 

筆者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社會

技巧分段能力指標為課程設計主軸，從表

1 綜合分析可以看出，該四名學生在「基

本溝通」、「人際互動」、「處理情緒」等方

面缺乏適當的技巧，因此在班級中常以被

動退縮或不適當的攻擊行為來表達想交朋

友的意願，因此依上述三個領域選取課程

分段能力指標，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領域與分段能力指標 

領域 社會技巧分段能力指標 
基本溝通技巧 2-1-1-1 能適當使用非口語方式與人溝通 

2-1-2-1 能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主動打招呼 
2-1-2-2 能適當回應他人的問候 

人際互動技巧 3-1-1-5 能遵守教室規則 

處理情緒技巧能 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1-2-1-2 能表達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根據上述三個領域的分段能力指標，

筆者以繪本「我們來做好朋友」、「超人氣

微笑」、「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設計每週

一節，為期十二週教學。因受限於篇幅關

係，僅就期四週之「溝通技巧」領域課程

設計做說明。「溝通技巧」領域教學目標如

表 3 所示。 
在社會技巧分析的部分，筆者將與人

互動的基本溝通技巧分析為五個步驟，希

望藉由明確的步驟與提示，協助學生將技

巧融入於日常生活中，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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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溝通能力單元學習目標 
類別 學習目標 具體行為目標 

認知 

能瞭解基本溝通技巧於交友中的重

要性 
1-1 瞭解面帶微笑的重要性 
1-2 瞭解眼神接觸的重要性 
1-3 瞭解點頭的重要性 

情意 

能具有適當回應他人問候的意願與

態度 
2-1 能具有回應他人問候的意願 
2-2 能具有以適當行為回應他人問

候的態度 

技能 

能主動與他人正向互動 
 

3-1 能主動確認情境 
3-2 能依指示表現出合宜的眼神接觸 
3-3 能依指示表現出面帶微笑的表情 
3-4 能依指示表現出點頭的行為 

表 4   
基本溝通能力步驟與提示 
步驟 技巧內容 提示 

1 確認情境 同學在玩遊戲或聊天時，我想要一起加入嗎 

2 選擇適當的溝通技巧：眼神接觸
聽到同學的邀請或詢問，要放下手邊的工

作，眼睛看著對方的眼睛 

3 選擇適當的溝通技巧：微笑 
聽到同學的邀請或詢問，不要面無表情或擺

臭臉，要面帶微笑回應別人 

4 選擇適當的溝通技巧：點頭 
聽到同學的邀請或詢問，不要沒有反應，要

點頭表達自己已經知道別人的邀請 

5 做出適當的行為  

 

本課程分為三部分，一開始以「超人氣微笑」繪本作為引導，說明「眼神接觸、微

笑、點頭」技巧對增進友誼的重要性，接著說明技巧的步驟與提示，讓學生練習眼神接

觸、微笑、點頭的技巧，最後並透過問答與演練的方式，讓學生熟悉此技巧與步驟，以

期將行為內化並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以下說明課程進行過程： 
1. 引起動機：教師事先將繪本《超人氣微笑》製作成 PPT，由老師講述故事，並要求學

生專心聆聽，故事講述完後，會有問題討論，答對問題的孩子可以獲得計分獎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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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內容:故事中凱玲來到新學校，她希望可以交到許多新朋友。但是第一天上美術課

時，她不小心撞到了同學的手，同學對她好生氣。下課時，同學在操場遊戲時，沒有

人想要跟凱玲玩，她只好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站在旁邊看。媽媽教她帶水果與同學分享，

大家吃完了就跑掉了。爸爸教她帶球去學校和同學玩，結果凱玲與同學搶球，還是交

不到朋友。凱玲好傷心，告訴爺爺她不想去上學了，爺爺告訴她：「微笑最迷人了！」

並教她超人氣微笑的方法，凱玲運用了超人氣微笑的方法，成功的與班上的同學成為

好朋友。 
問題一：「同學在操場邊玩，為什麼沒有人想跟凱玲玩？」 
問題二：「凱玲帶水果或球到學校與同學分享，為什麼大家還是不和她玩呢？」 
問題三：「想一想大家不跟凱玲玩的原因有哪些？」 
問題四：「爺爺超人氣微笑的方法為什麼有用？你是否曾經有相同的經驗？」 
問題五：「如果你是凱玲的同學，你認為凱玲交朋友的態度是什麼？你喜歡或不喜

歡？」 
問題六：「分享你交到朋友的方法？」 

2. 展開活動： 
（1）說明新技巧：從上節的討論中，同學都認為凱玲的態度的太冷漠，對別人的表達

好像都沒有反應的樣子。老師說明與同學互動的基本溝通技巧有那些： 
步驟一：確認情境，同學在玩遊戲或聊天時，我想要一起加入。 
步驟二：選擇適當的溝通技巧，面對同學的邀請或詢問，可以用「眼神接觸、微笑、

點頭」等肢體語言表達想要加入的意願。 
步驟三：當自己表現出適當的行為，再觀察同學的反應是什麼 

（2）教師示範基本溝通技巧與同學練習：教師與助教教師示範基本溝通技巧的表現方

法，由助教教師飾演同學，教師依情境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例如以下的情境：同學

在討論掃地工作的分配，同學向我招手，我如何表現出適當的行為?教師示範適當

的行為：當同學跟我說話時，要將頭抬起，眼睛看著對方的眼睛，並面帶微笑回應

別人我已經聽到了，思考同學的問題之後，可以用點頭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教師

示範完後，同學抽情境籤練習基本技巧。 
（3）情境練習：同學兩兩一組，抽情境籤練習。 

情境一：同學問我可不可以陪他去影印。 
情境二：同學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圖書館借書。 
情境三：上美術課，同學問我可不可以借他水彩筆。 
情境四：自然老師問我要不要一起加入實驗。 
情境五：同學問我要不要和他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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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師回饋：老師看學生的練習，與學生一起討論練習結果，如果有不適當的行為，

提示後請同學再將行為修正。 

3. 結束活動：老師與學生一起複習基本溝通技巧，進行單元評量，並發給學生學習單複

習。 

伍、結語 

透過繪本的引導來進行社交技巧課程，讓學生從故事討論過程中去學習問題解決的

方法，不但跳脫了傳統教條的教導方式，使所學能應用在生活的情境中，提昇學生類化

技巧的能力，也增加了學生學習過程的樂趣。期待透過適性的社會技巧課程，讓學生學

習以正向積極的態度與同學互動，並進而從融合教育情境中獲得最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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