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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人注重生活品質，週休二日的實施

也讓社會大眾對於休閒生活漸趨重視，無論

是靜態或動態、戶內或戶外、個人或團體的

休閒型態，多元化的休閒趨勢已蔚為風潮（汪

茂鈞、李連宗，2007；Regina & Airi, 1995）。

人們藉由參與社交休閒活動使身心得到舒解

與滿足，身心障礙者由於先天的限制，使得

生活上處處受限與不便，尤需藉由休閒或社

交活動的參與，釋放心中緊張及壓力，促進

身心健康。是故，洪榮照（1995）就指出基

於平等的理念，身心障礙者也應享有休閒的

權利，而身心障礙者休閒治療與服務的聯邦

法案（1990）也擴大公民權利的領域，包括

就業、公共調整措施、公共服務、交通、及

電信，使身心障礙者能藉交通及服務設施等

調整，使其能更便利享受休閒娛樂，與常人

一樣的無差別待遇（引自 Heyne & Schleien , 
1999）。再者，提供身心障礙者符合年齡適

當的休閒活動，有助於他們增加生活樂趣，

提高生活品質及對社會之適應，亦即藉由參

與休閒活動，多重障礙者可以與人發展良好

的社會互動關係，提昇其社交生活的技能，

而優質的休閒生活可以帶給多重障礙者喜

悅、活力與希望（洪容照，1995）。 
然而，身兼兩類以上的多重障礙者，其

限制更甚於單一障礙者，再加上刻版印象觀

念的影響，使得有關多障者的休閒活動規劃

較受忽視，也較趨於室內與靜態方面，而非

如常人般的多元休閒型態（陳韻淳，2002）。

相對的，多障學生的休閒教育的課程規劃及

教學上也有如上述般之情況與困難，因此，

郭孟愉（2007）就指出融合式休閒互動的鼓

吹，無障礙環境設施的加強改善，休閒支持

系統的提供，以及休閒品質的提昇等理念，

儼然成為多重障礙者之休閒參與的重要議題

和發展趨勢。雖然多重障礙者在從事休閒活

動的技能，在質或量的方面皆未達一般人的

標準；但其重要性卻是不容忽視的，因此，

如何教導多重障礙者建立正確的休閒活動觀

念，增加休閒參與的能力、技能，從事有益

身心的休閒娛樂活動，是現今需要重視的課

題。因此，本文在於呈現多障學生休閒技能

之教學與設計，以供師及家長在教導多障學

生或身心障礙學生參與休閒活動概念及技能

上之參考。 

貳、休閒教育與多重障礙 

一、休閒教育意涵 

休閒是人們在工作之外的自由時間，以

自己為中心，從事自己感興趣，且可以輕鬆、

愉快、滿足、提振精神的娛樂活動，而進行

休閒活動時所應具備的能力則稱為休閒技

能。然而，休閒技能並非與生俱來的，是可

藉由系統的教育安排，使個體從中學習成功

參與休閒活動之知能。Bullock 和 Mahon
（1997）提出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休閒教育

定義：「休閒教育是個別化和脈絡化的教育

過程，個體發展對自我和休閒的認識，界定

和學習參與自由選擇活動所需的技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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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滿意的生活」（引自麥秀茹，2007）。

洪榮照（1997）則認為休閒教育是指藉由有

計畫的一系列的安排引導，幫助個人在休閒

領域上學習適當的自我認知，認識休閒價

值，建立正確的休閒態度，習得休閒技能，

達成良好的社會互動與社會適應，進而提昇

個人休閒品質及生活品質的系列教育課程。 
綜上述，要使個體能成功參與休閒活動

應俱備休閒認知、休閒需求、休閒價值、休

閒態度、休閒資源的整合等五方面的知能，

且這些技能需持續不斷的透過終生學習歷程

來獲得，而上述五方面為休閒教育之重點項

目及課程規劃與設計之目標。 

二、休閒技能對多重障礙者的重要性 

多重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需要適度的休

閒來紓解壓力，增加生活樂趣，減少行為問

題的產生。為使多重障礙者更能融入社會與

一般人共同生活，教導休閒技能之重要性如

下（麥秀茹，2005 黃淑吟，2002；賴育慧，

2002；鄭麗月，1998）： 
(一)協助融入社區生活     

多重障礙者是否能成功融入社區與休閒

技能有直接關係。多重障礙者因缺乏休閒技

能，很少或有效與其他正常人互動，也很少

拜訪鄰居，而造成社會參與或關係不佳。因

此，應透過教育和訓練，並多提供參與的機

會，提高其參與社會的社區活動的可能性，

可促進發展自我意識和自我決定的能力，達

到正常化的社會生活。 
(二)促進社會發展及人際接納 

藉由參與休閒活動的機會學習人際關

係、社交和溝通的方法，以獲得友誼促進社

會能力。 
(三)增進自尊及自我概念 

提供多重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可增加

其社會互動的機會，促進正向的心理成長，

提升滿意與自尊；另外，參與具娛樂趣味的

休閒活動，能改善多重障礙者對自我的接納

與自信心。 
(四)提供身心調劑的機會減少對照顧者的

依賴 
許多的重度障礙者對個人自由的時間無

法做適當的安排。學會了休閒的技能和方

法，可以使他們依自己的興趣和喜好在自由

的時間理安排自己的活動，不但可以調劑身

心，亦可以減少他們對照顧者的依賴。 
(五)減少不適當的行為產生 

經教育與訓練，使身心障礙者學得休閒

技能而能多參與一般人的休閒活動，在動作

及歡樂之餘，可降低其不安感，也可減少不

適當或過度的行為（如自虐、異食癖等）。 
(六)可提升其他方面的技巧或能力 

教導休閒活動能增進學業、社會及溝通

能力的發展。 
由以上可知，休閒教育可使得多重障礙

學生減少不適當的過度行為，增進休閒技

能、社交、人際溝通與互動及學科學習等方

面的能力，進而成功融入社區，並提升其生

活品質，基於此，多重障礙學生的休閒教育

有其重要及迫切性。 

參、多重障礙者參與休閒活動之

阻礙及因應之道 

一、多重障礙者參與休閒活動之阻礙 

多重障礙者參與休閒時可能面臨的休閒

阻礙約略可歸納成以下幾項：（陳雅檸，

2006；黃惠珍，2006） 
(一)障礙者本身的限制 

個體本身知識的缺乏、社交效能低、健

康問題、生理與心理的依賴、接受訊息與表

達、對技能或挑戰產生心理上無法跨越的鴻

溝等內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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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人及社會對多重障礙者態度上的阻

礙 
家人的支持鼓勵一向是個人成長學習的

動力，因此家人過度保護而不支持的態度會

影響多重障礙者參與休閒活動的意願與，另

外，一般人的負面態度，亦會限制多重障礙

者的休閒選擇機會及休閒參與度。 
(三)環境的阻礙 

如建築物的阻礙，學校的休閒空間不足

和設備質量不佳，以及社區的休閒場地設施

不良、安全性不足及治安不佳等因素，皆會

影響多重障礙學生的休閒參與。  
(四)教學上的阻礙 

教學者如果未受過適當的訓練極可能提

供多重障礙者錯誤或不適當的休閒技能策

略。 

二、多重障礙者參與休閒活動阻礙之

因應 

針對上述之休閒阻礙提出數項降低障礙

者休閒生活阻礙的建議（陳雅檸，2006；黃

惠珍，2006）。 
(一)提供一般人有關障礙者的正確資訊，增

加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了解；並提供一

般人與障礙者建立友誼的方法，鼓勵障礙者

與非障礙者間合作互動，一起解決問題，促

進融合的機會。 
(二)休閒活動之提供，要考量是否適合不同

程度的身體與認知障礙者參與。 
(三 )解決障礙者參與休閒活動的交通問

題，建築設施亦要考量障礙者的需求。教師

在教學前可分析環境以認定肢體上可能有的

阻礙，提供可行的調整以減少阻礙。 
(四)提供計畫人員的在職訓練，以協助其習

得完整且有系統的教學技巧，設計多元且適

合多重障礙者年齡、興趣及能力的休閒娛樂

活動，是解決教學者規劃上的阻礙之道。 

綜上述，身心障礙者由於自身生、心理

的限制，再加上外在無障礙環境的不足，會

使其與照顧者參與休閒活動的動機不高，因

而除了接納環境的營造及無障礙設施的加強

外，更重要的是，專業教育人員應規劃全方

位之休閒教育課程或方案，予以障礙者在休

閒認知與技能上的教導及訓練，才能促進障

礙者休閒活動之參與，進而提升其生活品

質，邁向完全融合的目標。以下就針對教師

在實施休閒技能教學或訓練時應注意之事

項、原則及實施步驟，作一摘要說明。 

肆、多重障礙學生休閒技能教學

之實施與建議 

要促進障礙者參與多元的休閒活動，教

育及訓練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以下歸

納相關文獻（陳韻淳，2003；  Heyne & 
Schleien, 1999；Westling & Fox, 2003）說明

教師在進行休閒技能教學時宜考量之原則： 

一、安全原則 

安全是從事休閒活動的基本原則，教學

者必須確保活動空間及設施是安全無虞的。 

二、尊重個人興趣原則 

進行休閒技能教學前，必須了解及確認

個別學生的喜好和興趣，這樣才能維持學生

的高度學習動機。 

三、適齡原則 

教學者除選擇學生喜愛的活動之外，仍

須考慮教導與其年齡水平相符的活動（例

如：國高中學生不宜選擇幼教影片觀賞，或

玩積木堆疊及著色畫）。選擇之技能可以促進

學生生活適應、融合於正常社會為佳。 

四、適性原則 

考量學生的特殊需求，並參酌其身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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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程度，安排合理的活動時間、技能難易度

以及活動頻率。 

五、社交互動原則 

與非障礙同儕互動不僅能獲得正向模仿

模範及溝通技巧，且能發展友誼，並能使非

障礙者也能學習如何照顧與關懷，所以提供

異質團體的休閒互動是非常重要的。 

六、類化原則 

休閒技能除了要能配合其他領域表現，

亦須強調多樣性，在不同的情境實施。協助

學生能將習得的技能，類化到不同的情境及

社區生活當中。 

七、易達性 

囿於多重障礙學生天條件的限制，進行

社區休閒技能教學時，應考量交通的便利

性，以及能否獨立進行。 

八、經濟實惠原則 

配合家庭的經濟情況，選擇家庭能夠負

擔的休閒技能。 
教學者應謹記及遵守上述休閒技能教學

的八項原則以進行休閒技能教學或訓練，以

下即針對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說明如何進行

休閒技能之教學： 
(一)實施生態評量收集其目前及未來的生

態環境中之相關資料，以了解學生的生態環

境及進行基本能力分析，而能擬定適宜的教

學目標。 
(二)進行休閒興趣評量：多重障礙學生往往

無法適切地表達自己的意向，可由主要照顧

者及教師方面取得資料，以確認及辨識學生

的主要學習興趣，並針對個別學生狀況加以

規劃和調整教學與評量之內容。 
(三)分析上述所得資料，依學生的需求及程

度，擬定適性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四)利用工作分析法編列出技能教學訓練

的內容，並據以實施社區本位之教學，即能

在真實情境下，融入社區進行休閒活動。 
(五)盡量使用自然提示，且提示上應由最多

減到最少。 
(六)定期給予評量，以確實掌握學生的學習

成效。 
(七)休閒輔具與多媒體的使用：重度及多重

障礙學生對於輔具的需求更甚於其他障別的

學生，因而為這類學生進行休閒技能訓練

時，應依其學習需求選編與應用輔具及多媒

體教材，以增進教學效果。 
(八)依據障礙學生之能力與誠度設計教學

活動，以讓所有學生皆能全程參與活動，落

實部分參與的原則。 
(九)教學活動的設計應盡可能的讓學生家

庭或家長能參與其中。 
(十)跨專業合作的運用：重度及多障學生的

障礙類別及情況繁複，需要各類專業團隊及

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協助提供作適性的服務。 

多重障礙學生由於受限於本身的能力，

在學習及生活上有其特殊需求。教師在從事

休閒技能教學時，有時會忽略了學生的興

趣，或教導學生進行一些在該社區中根本不

存在的休閒活動，導致為教學而教學，對於

學生並無實際意義。所以在為多重學生選擇

休閒技能時，應該本著生態評量、功能性分

析、個別化重要技能模式之原則，為多重障

礙學生進行最適性的休閒教育，進而促進身

心健康，更能向一般大眾展現身心障礙者的

無限潛能，達成融合及回歸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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