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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利用多感官室的設備用來設計多感官課程以提高特教班學生學習成

效，研究設計以單一受試研究法中之 A-B 設計來驗証多感官課程在促進學生專注

於課堂參與之成效，研究對象為三位特教班多重障礙學生，每位學生接受 8 次的

多感官課程方案。本研究蒐集之資料以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視覺分析法，瞭解融

入教具改造之多感官課程是否能有效提高多重障礙學生在課堂中抬頭注視行為的

發生率。三位受試者在目視分析結果顯示多重障礙學生在多感官課程方案中，其

抬頭注視行為明顯增加，並以實際之多感官課程教案分享課程設計的經驗，提供

特殊教師及家長進行輔導之參考。 

 

關鍵字：多感官課程、多重障礙、特教班、單一受試實驗 

 

壹、前言 

一、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多重障礙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意願低

落，特教老師必須經常轉換不同教學方式來

吸引及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多感官環境與

課程目前應用在多重障礙者和自閉症甚多，

改善的部分包含了活動參與度的提高(Ashby, 

Lindsay, Pitcaithly, Broxholme, & Geelen , 

1995)， 選擇性注意力的促進(Schaefer, Tewes, 

Münte, & Johannes, 2006)，攻擊行為的減少

(McKee, Harris, Rice, & Silk, 2007; Shapiro, 

Parush, Gree, & Roth, 1997)。但是多感官室的

造價需數十萬甚至百萬，導致特教老師雖想

從事多感官教學但礙於經費考量而無法進

行。本研究考量利用現有教具改造並增加其

聲光效果，且節慶教學活動較容易搭配現有

多感官器材(如五彩聖誕燈、鞭炮聲效)，來設

計多感官課程，會使學生更有參與課程的動

機，而且在特教班實施教學，一周一節課，

並不會影響其正規教學課程進度。而且利用

錄影和觀察，來評估融入教具改造之多感官

課程對特教班多重障礙學生的課程參與成

效，結合教具改造之多感官課程實例，研究

的經驗還可提供特殊班級教師及家長進行簡

易多感官課程之參考。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問題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欲

探討結合教具改造之多感官課程是否能有效

提高特教班多重障礙學生在課程參與的發生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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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多重障礙者的身心特徵 

多重障礙因為障礙的嚴重度或複雜性不

一，其造成的障礙情形也不一致，障礙並非

單一或多種障礙缺陷同時累加存在而已，反

而常是各種障礙的相乘結果，所以多重障礙

的異質性相當大，其身心特質也很難有一定

的表現，身心特徵值得我們多加留意，以設

計符合他們需求的教學活動，達成有效教學

的目的(許天威，徐享良，2007)。多重障礙，

係指具有兩種以上不具連帶關係且非源於同

一原因造成之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教育部，

1999)。大部分重度肢體障礙兒童因肢體畸形

或因未持續物理治療而惡化，行動因而受到

限制，有的無法行走、有的無法坐或站立，

因此大都依賴其他行動輔具，不只行動上諸

多困難，在動作上也表現的十分遲緩(李翠

玲，2009)。且多重障礙的孩童由於腦部或脊

髓受傷，常會有不自主性的反射動作與姿勢

異常，進而影響了他們的動作發展；有些則

有視覺、聽覺或兩者以上的感官障礙或損傷

等，也會影響了他們的感覺能力。而大部分

的多重障礙者常見的感知障礙就是感覺與知

覺的不足(需要很大的外界刺激才能引起反

應)或過度敏感(對於細微的外在刺激反應強

烈) (李翠玲，2009; Hagger & Hutchinson, 

1991)。 

因為他們的認知能力、口語溝通能力、

肢體動作能力的限制，大多數多重障礙兒童

在接受、理解、表達等溝通能力相當缺陷，

甚至沒有口語能力，無法表達自己的需要，

或無法了解他人的意思，也不像一般人會主

動與他人互動，或主動尋求周遭的各種訊

息，而以不適當行為，包括刻板與自傷行為，

例如一直在眼前揮手或前後搖晃或旋轉身

體、咬牙、出怪聲、尖叫、哭、咬人、推人

等 表 達 自 己 的 需 求 或 情 緒 (Matson, Jay, 

Bamburg, & Smalls, 2004)。甚至出現自傷行

為，像是不斷地打自己的臉、拉頭髮、用手

擠壓眼睛、推人、咬自己的手、嘴唇、手臂

或以自己的頭去撞牆、撞桌子等行為，因而

影響其獨立生活適應與人際間的關係，幾乎

與外界隔離，少與正常同儕互動(李翠玲，

2009)。 

從以上的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特徵中，我

們可以發現重度與多重障礙學生因其感覺動

作功能障礙，使得他們在生活、學習等各方

面皆受到相當大的影響，而多感官環境的概

念 運 用 於 多 重 障 礙 教 育 多 年 (Glover & 

Mesibv, 1978)，本研究希望透過融入教具改

造的多感官課程訓練，以充滿感官刺激來增

進學習的參與性，幫助他們專注於課堂活動。 

 

二、多感官環境的基本概念 

多 感 官 環 境 ( Multi-Sensory 

Environment：MSE )，或被稱為「史露西倫

室 」 ( Snoezelen room ) 、「 多 感 官 室 」

(Multi-sensory room )、「多感官(功能)教室」、

「多感官訓練室」等，儘管有許多相似的名

稱，但其實都是指一種藉由聲音、彩光等外

在刺激以喚醒個體之感覺，並引起注意，激

發其學習興趣的環境或空間。對於感知反應

低下或感知反應不足的重度與多重障礙者而

言，如果不設法喚醒他們的感覺，就無法開

始學習(李翠玲，2003)。因此，多感官環境透

過大量的聲光刺激，打造一個足以促進多重

障礙者的感官輸入與接收的環境，進而幫助

他們開啟學習之門。 

多感官環境的概念是由荷蘭的 Hulsegge

和 Verheul 開始的，他們為了要讓 Hartenburg

教養院內重度及多重障礙的住宿者有更多變

化的休閒場所而設計了人工化的多感官環

境，希望能在沒有失敗與壓力的環境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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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信任與放鬆的氣氛。後來「Snoezelen」

流傳到英國後，英國人取其意義，以「多感

官環境」（Multi-Sensory Environment）來稱

呼，並將其應用於特殊教育中 (李翠玲，

2009)。而多感官環境的基本理念就是打造一

個沒有威脅性的環境，透過各項人工產品或

者是特殊設備提供一個充滿各項感覺，如視

覺、聽覺、嗅覺、觸覺等的感官刺激，讓使

用者獲得愉悅的感受與經驗，以激發個體的

主動性，並且有助於降低個體的焦慮或不適

當行為(Thompson & Martin, 1994)。多感官課

程的設計理念主要是希望能透過多元且豐富

的感官教具幫助多重障礙者開啟接收各種感

覺的能力。 

（一）多感官環境之功能 

最初多感官環境的設置是為了要豐富多

重障礙者的休閒環境，因為成功打造出一個

具備有輕鬆、休閒且外在刺激多元的環境，

後來才用於情緒困擾者、自傷行為者、多重

障礙者、自閉症、其他各類障礙或有需要感

覺刺激的人。(李淑玲，2008a)，而多重障礙

者礙由於本身智力、體能或心理健康的問

題，從感官體驗引發的學習不若普通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感官經驗的機會也較缺

乏，若能透過多感官環境的感官刺激活動，

讓學生可以從中學習主動參與，並依興趣探

索環境，除了可以藉由他們自己操控各類觸

控裝置而獲得獨特和印象深刻的感官體驗，

更可以增加其感覺輸入的刺激量，開啟學習

之門(Martin, Gaffan, & Williams, 1998)。多感

官環境對多重障礙兒童教學有多項助益，研

究者將多感官環境所能提供之功能統整如表

一(石筱郁、唐榮昌，2006；李淑玲，2008b；

李翠玲，2003；Schofield & Payne, 2003) 。 

 

表一 多感官環境功能分析 

功能 內涵 

放鬆 多感官環境能提供一個信任與放鬆的氣氛，藉由輕鬆、沒有失敗或壓力

的環境和適當的活動，讓學生進入放鬆狀態。 

刺激 藉由多感官環境的佈置，引導學生使用室內的各項器材，以獲取視覺、

聽覺、嗅覺、觸覺等多元的感官刺激，藉以提升他的各項感官發展。 

溝通 在有趣的環境中營造出學習的氣氛，透過多感官器材的聲光回饋，增強

學生的溝通能力。 

互動 透過聲光效果和互動性佳的多感官環境的設備，吸引學生的好奇心，進

而主動探索身邊事物。並透過多感官器材操作的選擇與喜好，讓學生主

動與環境和人互動。 

治療 藉由多感官環境的各項刺激，消除或減少學生因缺乏外在刺激的自傷行

為；透過吸引人注意的聲光刺激，增加治療或訓練時的趣味性。 

教育 透過有趣的動態器材，可以提高學生的注意力、掌控感與手眼協調的能

力，並且培養他控制環境的能力，教師更可以延伸課堂活動至多感官環

境中進行，以配合學生學習目標，加深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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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擬以強調刺激，互動和教育

功能設計之多感官課程，透過大量的外在刺

激以喚醒多重障礙者的感官能力，以互動式

的回饋誘發並培養他們主動探索環境、嘗試

適應環境的變化、積極參與活動、和體驗各

項身邊轉變。 

（二）多感官環境之佈置 

多感官環境的設計包含各種技術性或功

能性的資源，藉由一系列的感官刺激設備，

以提供個體多重刺激的機會。雖然多感官環

境的理念簡單明瞭，但多感官環境的設備與

器材皆相當昂貴，要設計一個多感官環境所

費不貲，相對的就降低了多感官環境實施的

可行性。然而，在瞭解多感官環境的背景與

基本理念後，如何應用其理念並善用其他替

代資源，找出適合多重障礙學生的喜好，以

打造一個小規模且類似多感官環境的空間，

能達到學生在多感官環境中的效果，才是值

得思考的重點。。 

1.多感官環境的空間 

依照多感官環境的不同設計理念與應

用，從文獻中可以分析出表二多感官環境的

設計類型 (李淑玲， 2008b; 李翠玲， 2003; 

Lancioni, Cuvo, & O'Reilly , 2002; Minner, 

Hoffsetter, Casey, & Jones, 2004; Pinkney, 

2000)： 

 

表二 多感官環境設計類型和原則 

類型 設計原則 優點 

白屋 教室的四周鋪上白色軟墊，天花板

上的鏡球透過四色旋轉投影機的

照射，反射出不斷移動的光點於白

色地板及牆面上 

學生可以舒適地躺臥，教師引發孩子主動觸

摸或追逐光點，對於有自傷傾向者，有助於

轉移他們對身體的注意力 

黑屋 在漆黑的教室內利用黑色會將光

線吸收並凸顯有光線部分 
適合應用於視覺追視的活動，在一般教室可

於教室內加裝不透光的窗簾，以達到黑屋的

效果 

有聲屋 以製造出一個充滿聲音的環境進

行的聽力評量、聽覺刺激和聽能訓

練活動中延伸而來 

適用進行聽能訓練或利用聲音玩遊戲，或可

達到舒緩學生情緒的效果 

互動屋 在環境中佈置多種互動式或可操

控的多感官設備 
學生可藉由操弄特殊開關以發展自己主動

控制環境的能力或可激發學生的知動能

力、自我選擇與做決定能力的發展 

水屋 以嬰兒在媽媽子宮中的安全感為

奇想，讓學生在適當的溫水中將他

的身體包裹著，以營造有如回到母

親子宮中的舒服與溫暖感 

水有浮力以支持學生的體重，可讓多重障礙

的學生更容易移動身體去探索因果關係或

可以搭配不同大小水柱的刺激和按摩，讓孩

子感到放鬆 

探險屋 設置帳篷或花園中，利用各式材料

以做成有聲的雕塑 
此空間可讓兒童自由進行各項探索活動 
 

溫和的 

玩具屋 

各項能夠激發學生視、聽、觸、嗅

覺的設備，如球池、玩具、或硬塑

膠積木 

可以讓身障兒童去從事建構、攀爬、跑、跳、

滾、滑等活動或藉由各種遊戲或主動探索的

活動，提供愉快且沒有壓力的安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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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多感官課程的設計教師可以

視需要與空間的安排來決定環境之大小，但

基本上仍建議以獨立的空間作為環境設計的

基礎。室內的設計可以白色、簡單為主，搭

配各項多感官器材或設備，但須特別注意保

持通道的暢通，以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多

感官課程的理想時間應以不超過四十五分鐘

為原則，且可視學生的需要與情形，安置楔

型板、滾筒等於空間中以供擺位使用或脫下

矯正支架使其可以無拘無束的在完全鬆弛的

狀態下自由活動。本研究擬以開、關電源和

窗簾控制，產生黑白屋效果，但為了使學生

適應環境中光線的轉變，會依序逐漸開、關

燈光，以避免學生產生恐懼或不安，也會避

免突然的強光而使得學生不舒服或被突如其

來的聲響嚇著，引發癲癇發作。 

 

2.多感官環境中的設備 

多感官環境因為透過多樣化的感覺刺激

而營造出愉快的氣氛，能夠有效提高重度與

多重障礙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研究者搜集相

關文獻後(石筱郁、唐榮昌，2006; 李淑玲，

2008a ; Hsieh, 2008; Pinkney, 2000)，整理出以

下的多感官環境設備或器材外，也會提供一

些市面上可以製造出多感官環境的材料與物

件，以供特殊教師使用於教學中。

 

表三 多感官環境設備和教具改造方法 

功能 多感官器材/多感官設備 本研究採用之多感官教具改造方法 

聽覺 1. 音樂復健水床：藉由躺在水床上的

舒適感，減低情緒障礙孩子的焦

慮，並且有音樂可以幫助其放鬆 

2. 聲控燈箱：學生透過麥克風輸入聲

音，燈箱上即會根據其音量的大

小，顯示出不同反應程度的圖案。

這種視覺效果的訓練，可以增進孩

子的專注力，同時對於發聲意願較

小的孩子，也可藉此激發他的發聲

或表達意願 

透過多媒體音響或器材的應用，製造充滿

韻律的音樂、配合不同的拍子、抑揚頓挫

的音調，隨著多感官環境的主題選擇各式

音樂做為搭配再加上如鳥叫聲、海濤聲、

或不同樂器發出的聲音，以提供多樣化的

刺激。也可以在窗戶邊佈置鈴鐺，或者以

不同材質的罐子裝入各式小物，如沙子、

豆子、鈕扣、硬幣等，讓學生玩變音配對

的遊戲 

視覺 1. 彩色光帶：主要提供安全可接觸光

的感覺，不發熱、不導電、可彎曲、

可觸摸、不怕水等特性可從事多項

活動設計，適用於多重障礙或手部

動作不佳的腦性麻痺者進行手部

操作能力，藉由多感官刺激的搜

尋，減少不正常的張力變化 

2. 彩色旋轉輪放映機：藉由燈光與背

景的對比，增加重度與多重障礙孩

子的感官刺激 

3. 泡泡水柱：持續移動的泡泡能夠訓

可運用的工具非常多，如黑暗中最能引人

注意的-光，手電筒的應用在多感官環境中

可以製造出許多活動，同時將手電筒搭配

各種顏色的玻璃紙就能製造出五彩繽紛

的顏色。而市面上也有許多螢光棒、螢光

粉、螢光色筆(蠟筆)等可以讓教師自由的

設計圖形或應用，就可以運用於多感官環

境中。更方便的還有現成的螢光貼紙，隨

手即可使用來佈置環境，也可製造出令人

驚奇的效果。投影機、電腦等科技產品，

能由教師自由選擇圖形、顏色、快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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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學生注視能力、主動進行追視的

能力，並且也能夠加深色彩的概念

4. 太陽燈、隧道燈：刺激學生目光之

追視轉動與凝視的能力 

換等，也能幫助教師更輕易地打造出豐富

的多感官環境 

嗅覺 1. 香精：透過各種不同香味以增加學

生嗅覺的區辨力 

2. 氣味選擇機：機器內裝入各種味道

的精油，孩子根據不同顏色的按鈕

啟動機器，即會散發其所選擇的香

味，不僅可舒緩情緒，並兼具主動

學習色彩認知的功能 

以自製乾燥花，做成芳香袋，隨機佈置於

環境中，讓學生自由尋找與發現，同樣也

可進行配對及尋找不同味道的香包活

動。另外，嗅聞可以讓孩子有放鬆或警醒

效果，利用小塑膠瓶罐放入不同味道的固

體或液體物（也可用棉花沾著液體放

入），剛開始以孩子生活中熟悉的味道開

始進行，像是不同口味的食物、常吃的水

果、媽媽身上的香水味等，讓孩子說出聞

到該味道的感覺。教師也可以使用市面上

的水氧機，透過搭配各種香精油的方式，

達到嗅覺刺激的效果。 

觸覺 1. 透明球池：隨著池內的燈光變

化，池底會產生不同的振動變

化，進而帶動池內數百個塑膠透

明球的振動，以提供有如按摩般

的不同觸覺刺激以增進觸覺能力

2. 散狀光纖束：其尾端或屈區處會

發出彩光，可提供視覺能力不佳

者視覺刺激，也因為它摸起來相

當柔軟的特質，可讓學生增加其

觸覺刺激，更可以進行長短、多

少、顏色辨別等的學習活動 

3. 觸覺光板：透過互動，培養學生

獨立的能力，並且從中訓練學生

對色彩的認知 

4. 泡棉搖椅：藉由不同材質所提供

的觸覺感受，讓學生在放鬆的情

境下，跟隨教師引導發揮想像力

5. 甲蟲振動墊：透過墊內 3 個感應

器的振動，讓坐在墊上的孩子感

受觸覺的刺激，以及甲蟲的螢光

色觸角與眼睛所引發的視覺刺激

舉凡各種材質或觸感的物品，皆是增進學

生觸覺能力的可用資源，如毛毯、瑜珈

墊、地毯、任何可震動的玩具，如簡易按

摩坐墊、可震動嬰兒玩具、不同觸覺或按

壓式可發音的絨毛玩偶、有不同觸感的美

勞材質，如砂紙、棉紙、不織布、厚紙板、

瓦楞紙、保麗龍等，皆是教師可利用的於

環境中的物品，透過相關的活動設計，將

能讓孩子在多感官環境中感受不同觸覺

的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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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即使沒有龐大的經費可以購置一

個理想中的多感官環境，本研究擬以融入教

具改造並把握住多感官環境的設計理念，在

特教班中，佈置充滿視覺、聽覺、嗅覺、味

覺、觸覺等各項感覺刺激的課程，透過改造

的教具和自製的多感官環境以引導出學生參

與課程的動機。且透過專業團隊和特教老師

精心的教具改造之下，找出學生的喜好與需

求。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三位受試對

象是在特教班，就讀國小三年級多重障礙學

生，在平時課堂參與度差，幾乎不看黑板，

偶有簡單注視也很短暫。研究對象能力分

析，請參見表四。 

 

表四  研究對象能力分析 

   個案 
較差 
能力 

甲 乙 丙 學生優勢和弱勢能力說明 

注意力 ● ● ● 
記憶力  ●  
概念能力  ●  

認 
知 
能 
力 推理能力 ● ● ● 

1. 三位學生皆有注意力不易集中，缺乏學習動

機，易受同學的影響。丙生喜歡在上課時引起

其他學生的注意(如:拿同學東西、破壞教具等) 
2. 三位學生皆無法理解抽象概念。 

視覺能力    

聽覺能力    

嗅覺能力    

味覺能力    

感 
官 
知 
覺 

觸覺能力 ●  ● 

1. 三位學生視覺、聽覺、味覺、嗅覺皆屬正常  
2. 甲和丙在觸覺上較敏感 
 

說話能力  ● ● 

聽語能力    

溝 
通 
能 
力 

肢體語言 ● ●  

1. 甲和乙肢體語言部分較少出現，但對於老師的

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暗示，接受度非常強。 
2. 乙有時無法理解指令，需配合手勢來引導學

習，詞彙缺乏不會表達需求，會用眼神來表達。

3. 丙會說簡短的語詞，需協助其說出完整的簡短

句子 

語文能力  ●  學 
業 
能 
力 數學能力  ● ● 

1. 甲和丙可以跟著老師唸誦課文，也會認讀很多

的生字，乙需要完全的協助 
2. 甲能夠自行認念數字 1-20，也能進行 20 以內數

與量的配對。乙和丙能跟老師唸數 1-10，但自

己無法獨自念出數序 

進食部分 ●   
穿衣部分 ● ●  

生 
活 
自 

物品歸位 ●   

1. 甲和乙穿著、盥洗方面，完全需要協助。甲在

校上課需要包尿布 
2. 甲咀嚼功能不佳，需將食物剪碎方面進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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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身體清潔 ●  ● 需要餵食，無法自行用餐。 

粗大動作 ● ●  知

動 
能

力 精細動作 ● ● ● 

1. 甲和乙行動需要完全協助，完全無法獨立行

走，課堂中有使用擺位椅、矯正鞋、站立架來

輔助 
2. 三位學生皆有握筆等精細動作問題 
 

情緒控制 ● ● ● 

同儕互動  ●  

社 
會 
情 
緒 

社會互動  ●  

1. 三位情緒大致穩定，但遇到不如意的事，易生

悶氣，低著頭不肯說話。 

2. 乙生由於能力較差，和同學互動主動性差，較

少主動接觸人群。 

註: “●”表示該生在此能力表現上有障礙 

 

二、研究設計和步驟 

（一）研究流程和資料分析 

第一階段先對所有受試學生進行基線期

測試，在基線期老師依其原本教學方式進行

課堂活動。進入介入階段後，學生將於每週

接受一次由研究者所設計的多感官介入方

案，每次約 40 分鐘。三名受試者於介入期資

料點穩定後，將停止介入。各階段資料將登

錄且繪製成折線圖，之後進行目視分析。 

（二）研究人員的訓練 

在介入活動訓練上，由研究者和教師討

論介入方案活動內涵和引導規則，研究者會

實地示範操作。研究地點為竹縣某國小特教

班，由老師執行，並全程錄影。在錄影資料

分析上由三位研究者經彼此意見溝通取得共

識後，再進行獨立評分。 

（三）進行多感官課程 

1. 完成基線期評量時，會另請教師依多感官

教具改造方法為學生設計課程，而多感官

教具改造原則是包含文獻中提到以功能

性、回饋性為考量，輔以學生現有能力分

析，透過多感官教具的調整或自製，經過

課堂演練來帶領學生參與操作。研究實施

流程是在個案所就讀班中，由教師進行每

週一次，一次 40 分鐘並為期八次多感官課

程活動。 

2. 本研究之多感官課程設計，是利用節慶教

學搭配多感官環境的概念，來進行教學。

研究者首先製作不同媒材(棉花、毛根、紙

板)來表現多感官特性，希望同時給學生視

覺和觸覺上的不同感受。教學上會搭配節

慶的歌曲引起動機，並利用多感官器材如

聖誕樹和五彩燈泡的燈光效果來吸引學生

的學習動機，並增加學生的視覺搜尋能

力。並用 LED 燈當成教學中的視覺提示，

增加個案抬頭注視和參與活動的機會。 

3. 抬頭注視行為的記錄，是採「抬頭注視發

生率」，係各指受試者在 40 分鐘內，發生

抬頭注視行為的總時間的頻率。行為的記

錄不是採次數計，而是記錄每次課程中行

為發生至結束的持續時間，再將 40 分鐘活

動期間共發生多少時間的抬頭注視行為加

總起來除以 40 分鐘再乘以 100%。 

（四）實驗的控制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在實驗設計

上採 A-B 設計，並盡量控制影響實驗內在效

度的因素，故實驗設計上控制內部效度威脅

的方法如下: 在個體因素的控制上，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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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中受試者生理能力(如精細動作)相仿，在

成員耗損因素的控制上，利用短期八次的介

入避免個案的流失。 

肆、結果 

本研究採 A-B 實驗設計，三名受試在基

線期和介入期的資料點分布以圖一「抬頭注

視行為發生率的曲線圖」呈現。「抬頭注視行

為發生率」係指各受試者抬頭注視教具的總

時間除以課程進行之總時間再乘以 100%。而

為了能進一步分析研究結果，將受試者接受

多感官課程方案所得的「抬頭注視發生率曲

線圖」進行目視分析。研究者將圖一的資料，

整理後以表五「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表」。由

於曲線圖上資料點數少於 25 點，因此穩定標

準設為 20%。大致上三位受試者在介入期

中，抬頭注視行為發生率明顯上升。三位受

試者在介入期的水準變化為+30~+70%，但趨

向穩定性為 38~87％，可見三位受試者在介

入期的介入效果。只有受試丙在介入期的階

段平均發生率為 12.81%，表現呈現水準和趨

向不穩定狀態。在介入期的第五個資料點呈

現下降狀態，研究者推論這是由於受試丙在

該次介入時感冒用葯導致上課反應不佳，因

此，可能導致介入方案效果不佳的原因。也

由於三位受試者在同一班級中接受介入，故

該次課程進度無法因受試者生理狀況不佳而

中止。在介入期和基線期重疊率的表現上，

受試甲為 12.5%，受試乙為 25%，受試丙為

37.5%，三者的重疊率皆低於 50%，此表示三

位受試者在介入期抬頭注視表現確實是有別

於基線期的抬頭注視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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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 多感官課程介入 

週次 

基線期 多感官課程介入 

基線期 多感官課程介入

甲 

乙 

丙 

抬 

頭 

注 

視 

發 

生 

率

% 

抬 

頭 

注 

視 

發 

生 

率 

% 

抬 

頭 

注 

視 

發 

生 

率 

% 

圖一 抬頭注視行為發生率的曲線圖 

週次 

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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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抬頭注視行為總時間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表 

 

 

 

 

 

 

 

 

 

 

 

 

 

 

 

結論與建議 

在研究限制上，由於本研究實驗人數上

的限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在結果解釋可

較直接，唯無法推論於所有特教班多重障礙

學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此外，在研究結

果的推論上，由於受到 A-B 設計在實驗結果

之效度上的限制，實驗結果之發現僅是測量

多重障學生在參與多感官課程時的抬頭注視

行為，故在研究結果的推論上，僅代表多重

障礙學生在參與多感官課程中個案抬頭注視

行為的增加。以下就多重障礙學生在多感官

課程在研究和實務上提出建議： 

本研究嘗試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學生課

程參與度上有明顯的改變。學生的接受度很

高，也覺得很新奇，對於老師所提問的問題

也較平常有反應。此外，研究者發現某些學

生原本都不看老師教學，因為在全黑環境

中，教學的重點只有一個，反而讓學生會主

動去視覺搜尋。學生會主動抬頭觀看影片，

會對老師的教學表示興趣並詢問問題。學生

多了一些節慶上的口語能力，同樣的對於影

片和聲光效果也很有興趣。而多樣的聲光效

果更能抓住學生的注意力，對於特教班的老

師而言不失為另一個教學模式的選擇。但在

教學省思上：多感官環境及課程，雖然不能

當成上課的主要模式。但是可以作為教學轉

換上的教材，讓學生可以練習適應多感官環

境和訓練自己的感官知覺。尤其對於多重障

礙學生，多多利用不同的教學模式，可以引

起學習動機並增加學生的認知表達能力。不

過，在教學課程中，研究者建議可以在課程

中加進促進嗅覺部份，讓學生充分運用自己

的感官知覺來學習和練習。對於多感官環境

的塑造，礙於經費限制，可能無法面面俱到。

但是老師可以利用本研究所提之其他替代方

案，自製教具、善用多媒體，同樣也可以達

到多感官課程的精神。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可運用黑暗房間

(Dark Room)作為教學環境，但研究者發現學

生對於此項環境可能會有害怕和無方向感。

研究者或教師可能需要多加注意當學生有此

 受試甲 受試乙 受試丙 
階段順序 基線 A 介入 B 基線 A 介入 B 基線 A 介入 B 
階段長度 3 8 3 8 3 8 

趨向走勢 
― 

（＝） 
/ 

（＋） 
― 

（＝） 
/ 

（＋） 
― 

（＝） 
/ 

（＋） 

趨向 
穩定 

穩定 
 100﹪ 

穩定 
 87﹪ 

不穩定 
0﹪ 

不穩定 
 50﹪ 

穩定 
100﹪ 

不穩定 
 38﹪ 

平均值 0 41.5 0.83 26.56 0 12.81 
水準 
穩定 

穩定 
 100﹪ 

不穩定 
 13﹪ 

不穩定 
 0﹪ 

不穩定 
13% 

穩定 
100﹪ 

不穩定 
13% 

水準 
範圍 

0 0-70 0-2.5 0-45 0-0 0-30 

水準 
變化 

0-0 
（0） 

0-70 
（+70）

0-2.5 
（+2.5）

0-42.5 
（+42.5）

0-0 
（0） 

0-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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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反應時，需要適時給予關心並事先說明教

學環境轉變和課程變化。未來研究也可運用

多感官器材的改造及課程設計調整來驗証多

感官課程在各障礙類別學生的成效，來讓特

教老師有更多使用多感官課程和教具的課程

選擇。尤其是對不同障礙類別學生的上課後

的反應。但是提供給孩子的刺激必須要符合

三項原則：有趣、愉悅、並引導出孩子的未

來發展的可能性(李翠玲，2009)。多重障礙學

生原本在教學上就有許多無法突破的限制，

多感官課程提供了放鬆、刺激、溝通、互動

等效果，給了特殊教育課程設計上多了另外

一項選擇，學生也多了一條管道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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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範例教案 1 

課程主題  大家一起歡慶聖誕 時間：40 分鐘 設計者：汪姿伶 

教學目標 1、認識聖誕節 

2、增進多重感官能力 

 

 

 

 

所需教材 散狀光纖束、彩色旋轉輪放映機多感官設備、聖誕樹、五彩燈泡、聖誕花圏、

聖誕老公公海報、雪人海、、led 手電筒 

活動流程 

 

1. 準備活動 

播放(叮叮噹)音樂，並將聖誕花圏發下，讓學生摸摸花圈的觸感 

2. 發展活動 

 利用聖誕樹和五彩燈泡將教室營造出聖誕節氣氛 

 老師將聖誕節會看到的應景東西，透過打燈方式一一介紹 

 將海報貼在白板上，讓學生用手觸摸海報上的各種佈置 

 利用投影機播放影片，重複提示影片中的聖誕節應景佈置 

3. 綜合活動 

老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著色，並發表自己最喜歡聖誕節佈置中的哪一種 

 範例教案 2 

課程主題  迎新年—咚咚嗆 時間：40 分鐘 設計者：汪姿伶 

教學目標 1、認識農曆新年 

2、增進多重感官能力 

所需教材 觸覺光板、春聯、五彩燈泡、鞭炮、聲控燈箱、金元寶、紅包、新年海報(中

間需有免子圖案)、投影機(播放新年影片)、橘子、鳳梨、蘿蔔、燈籠、led 手

電筒 

活動流程 

 

1、 準備活動 

播放(恭喜恭喜)音樂，並將鞭炮和紅包發下，讓學生說說看是什麼節日 

2、 發展活動 

 利用鞭炮聲和五彩燈泡將教室營造出新年的氣氛 

 老師將新年會看到的應景東西，透過打燈方式一一介紹 

 老師將海報貼在白板上，讓學生用手觸摸海報上的圖案並猜猜看是哪

一種吉祥動物 

 老師利用投影機播放影片(舞龍舞獅)，並重複提示影片中的新年應景

佈置 

3、 綜合活動 

老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著色，並將圓筒剪下串成一串鞭炮，做為教室

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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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multisensory equipment to design multisensory program to improve study 

effect of students in special education classroom.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and A-B design was 

applied. Three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ree subjects all got 8 

times of training in the intervention phase. Visual analysi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involvement during multisensory sessions. The target behavior was 

the occurrence of look up at the target in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The videotape recorded 

these head up behaviors of these three subjects. After analyzing these data, these subjects showed 

the improvements on looking up at the target equipments and participating in class. The teaching 

plan listed in Appendix provided an example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design multisensory 

program. 

 

Key Word: multi-sensory program, multiple disabilities, special education classroom,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