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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教學在智能障礙學生的應用 
 

                  

       

 

摘      要 

本篇主要在探討多感官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之應用。文中先說明多感官教學的意義與特色，

藉由蒐集多感官教學的相關研究後發現，多感官教學對於智能障礙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最後

依據多感官教學的特色，提出教師在實施多感官教學時應遵循的應用準則。 

 

關鍵詞：多感官教學、智能障礙學生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ensory approaches to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This article firstly explained the meaning and features of 

multi-sensory approaches. Relevant studies suggested that multi-sensory approaches was effective 

with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Empirically,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multi-sensory 

approaches the writer proposed the applied guides of multi-sensory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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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Leu 和 Kinzer (1999)指出智能障礙學

生在學習能力上普遍出現注意力短暫

（ short attention span ） 、 容 易 分 心

（distractibility）、短期記憶較弱（poor 

short-term memory）、對抽象概念理解有

困 難 （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abstract 

ideas）等特性，因此智能障礙學生常在學

習上出現困難。吾人在教導智能障礙學生

時，需要費心找出適合學生學習的方法，

以期達到學習的最大成效。Staley（1997）

發現兒童時期的教師皆認同感官刺激的經

驗能幫助兒童認知功能的發展；梅錦榮

（1991）談到多感官的回饋將比單一感官

更有助學習，且重複的刺激對腦部記憶儲

存和記憶形式是非常必要；Katai 和 Toth

（2010）也認為利用多感官教學能增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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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抽象概念的理解及提升記憶的效能；

朱經明（1999）提到智能障礙學生需要多

感官、具刺激性的教學方式才能增進其記

憶並維持注意；國內研究(曾于娟，2009；

鄭靜秋，1998；謝慧如，2009)發現使用多

感官教學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在學業學習都

有顯著成效。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觀點

可知，多感官教學應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

學生在認知功能發展、記憶空間儲存及學

科學習的成效。由此可知，多感官刺激的

教學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應有其正面

的幫助。 

本文先介紹多感官教學(multi-sensory 

approaches)的意義、多感官教學的特色、

多感官教學的相關研究、接著提出多感官

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的應用準則，最後是

結語。 

貳、多感官教學的意義 

Shams 和 Seitz (2008)指出早在西元

1912 年義大利教育家瑪麗亞‧蒙特梭利

(Maria Montessori)已倡導用多感官來進行

學習。廖淑伶（2006）發現蒙特梭利強調

孩童的早期教育應以感官訓練（sensory 

training）為主，讓每個孩童可以透過感官

來探索或認識周遭的世界，蒙特梭利亦指 

出「智能的培養首先依賴感覺，感覺可獲

致真實經驗，透過感官訓練（視覺、聽覺、

觸覺、味覺、嗅覺等感覺）可及早發現被

人們忽略的感官能力缺陷」。蒙特梭利所

倡導的感官訓練旨在讓孩子的感覺器官變

得更加敏銳，並且培養孩子的專注力、意

志力、觀察能力及判斷能力。Salend (1998)

指出 Fernald 在 1943 年提出 VAKT 策略

（ Visual Auditory Kinesthetic Tactile 

Strategy），旨在讓學生能同時透過視覺

（Visual）、聽覺（ Auditory）、觸覺

（Tactile）、和動覺（Kinesthetic）多種管

道進行學習，多管道的學習將比單一管道

的學習有效得多。Fernald 以視覺、聽覺、

觸覺、和動覺等感官做為多感官教學的基

礎，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熟知的 VAKT 策

略。Murphy ( 1997 )談到多感官教學也被稱

為 VAKT 教學法，Mercer 和 Mercer(1993)

說明當訊息能以不同的感官通道呈現時，

學生的學習自然而然就能獲得更多的成功

經驗，減少學習的挫敗感，進而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由此可知，多感官教學即是利

用多重感官，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動

覺 等 多 種 通 道 教 學 （ multi-modal 

teaching），來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

習成效。 

參、多感官教學的特色 

多感官教學強調視覺、聽覺、運動覺、

及觸覺的多通道教學，也強調感官的訓練 

可以從孩童時期即開始訓練。教師應該在

教學中設計多重感官的教學活動予智能障

礙學生進行學習，期望藉由多感官的接收

訊息，能使學生發揮學習潛能，減少學習 

無助感。在這過程當中，學生將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而非被動地接受刺激並做出反 

應。因此，多感官教學的特色有： 

一、 真實性 

Katai 和 Toth (2010)指出在真實生活

的情境中，大腦經常性地會接觸到多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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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而且人類的大腦若處在資訊透過

多感官型式出現的環境下，學習表現將更 

有成效。由此可知， 多感官教學將可在充 

提昇個體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並願意參與

課程獲致成功經驗。 

斥多感官刺激的自然情境下實施，如此也

將能減少智能障礙學生因遷移類化能力較

弱所產生的學習困難。 

二、 主動性 

Staley ( 1997 ) 認為多感官教學提供

學生主動建構自身知識的機會；游俊遠

（2008）也指出進行多感官教學時，教師

可提供學生親自探索、操作、體驗的機會，

使得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由此可知多

感官教學將可使學生在學習上扮演較為主

動的角色。智能障礙學生普遍的學習特性

較為被動( Strichart & Gottlieb, 1982 )，教師

若能藉由多感官教學引導智能障礙學生親

身操作與體驗，並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

將可使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動機上趨於內

控(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 

三、 整合性 

Katai 和 Toth ( 2010 )指出，傳統上都

將知覺的領域，像視覺、聽覺、嗅覺、觸

覺等感覺視為各自運作，但在神經科學上

的發現已經推翻了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

感官知覺間彼此都會互相交互影響。多感

官教學的特色在於整合了多通道的感官刺

激，並且藉由感官間的交互作用幫助學生

學習新的事物。 

四、 多樣性 

王憶菁（2005）指出，在實施多感官

教學時教學材料及教學環境的安排必須符

合多樣化與多變性。藉由多感官教學多樣

的教學素材及多重感官的學習通道，應可 

五、 個別性 

王憶菁（2005）指出多感官教學可以

依據不同學生的發展能力與需要性來設計

教學。智能障礙學生之間存在有很大的異

質性（林惠芬，2006），並且每個個體的

認知發展能力及未來進入社區生活所需的

活動技能皆不盡相同，教師在使用多感官

教學時需考量個別學生的能力現況及所需

要學習的活動技能來設計教學。 

六、 便利性 

Hawkins (1991) 指出多感官教學的實

施相當容易，僅需留意教學的呈現上須設

法以多重感官刺激的方式進行設計。若能

有效利用各感官間的交互運用來進行學

習，每位學生都將是多感官學習者。 

 

由上述可知，多感官教學因教材呈現

的多樣性及多重感官的學習通道提升了學

生的學習動機，也考量到學生的個別差

異，使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達到最大

效益。多感官教學適合在真實情境下實

施，因此也減少學生在遷移類化上的困

難，也可讓學生藉由親自探索、體驗、和

操作，使得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肆、多感官教學的相關研究 

筆者閱讀多感官教學的相關研究（丘

愛鈴、莊淑閔，2005；李麗芬，2006；游

美如，2009；黃玟瑜，2003；廖淑伶，2006； 

Katai & Toth, 2010 ; Murphy, 1997），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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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感官教學實施在一般學生時可廣泛運

用在不同學習領域，例如增進國小學童藝

術欣賞及創作能力（丘愛鈴、莊淑閔，

2005；李麗芬，2005；黃玟瑜，2003）、

提升國小學生寫作能力及興趣（廖淑伶，

2006）、促進社區大學英語班學習表現（游

美如，2008）、增進國小學生拼字學習成

效（Murphy, 1997）、和提升大學生程式

設計的能力（Katai & Toth, 2010）。 

多感官教學除了用於普通班學生外，

研究也發現多感官教學可以幫助身心障礙

學生提升學業成就（許瑞蓮，2007；曾于

娟，2009；鄭靜秋，1998；謝慧如，2009）。

許瑞蓮（2007）的研究發現以多感官教學

法對國小聽覺障礙學生進行英語教學，可

增進聽障學生英語學習成效。曾于娟

（2009）發現以多感官教學策略對國小中

重度智障及自閉症學生進行數學教學，實

驗組在教學結束後有明顯進步。鄭靜秋

（1998）探討跨感官語言訓練模式對國中

階段身障學生進行國語教學，結果發現智

能障礙學生在國語的學習表現呈現百分之

百的學習效果。謝慧如（2009）以圖卡教

學與多感官教學對國小啟智班學生國語學

習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多感官教學在

語彙聽辨的立即效果、語彙表達的立即效

果及保留效果皆較明顯，而且在教學結束

後不論學校或在家庭口語表達皆有進步且

情緒穩定。上述研究支持多感官教學可以

幫助身心障礙學生提升他們的學業表現。 

上述多感官教學的相關研究中，不管

是運用在一般生或是身心障礙學生上，多

以國小階段的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筆者

推測此現象可能與義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

等學者認為感官訓練應由幼童期開始訓練

有關。上述國內有關多感官教學的研究大

多都在西元 2000 年以後，由此可知多感官

教學在最近 10 年仍持續有研究者進行研

究更深入的研究。從上述國內外多感官教

學的相關研究也可發現，多感官教學不僅

在提升一般生的藝術欣賞及創作能力、語

文寫作、和語文學習有明顯成效，更在提

升身心障礙學生的語文學習及數學學習也

有很好的效果。 

伍、多感官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    

    的應用準則 
Stange 和 Ponder (1999)曾以「special 

need」為核心提出教師在為特殊需求學生

設計教學時所應依循的準則（psychological 

guide），經筆者根據多感官教學的意義及

特 色 修 改 後 ， 嘗 試 以 英 文 單 字

「S-P-E-C-I-A-L」依序說明教師在實施多

感官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教學時的應用準

則。SPECIAL 單字的七個字母分別代表此

七點應用準則，S: Sensitive to student’s 

needs(敏銳察覺學生學習需求)；P: Patient 

with students(耐心教導學生)；E: Emphasize 

realistic situation(強調在真實情境下教

學)；C: Carry out diverse instruction (實施多

樣化教學活動 ) ； I: Individualizing the 

instruction(設計個別化的教學)；A: Accept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培養學生自我

接納)；L: Learning life/survival skills(培養

學生適應社會的技能)。以此七點應用準則

的第一個字母組合而成 SPECIAL，英文有

「特殊」之意，旨在讓教師教導這群在學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8%B1%E7%91%9E%E8%93%AE&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8%B1%E7%91%9E%E8%93%AE&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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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上有「特殊」需求學生（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時能方便記憶使用。分別說

明如下： 

 一、教師應敏銳察覺學生的學習需求

（Sensitive to student’s needs） 

Gardner 指出多感官教學運用多元的

教學方法，切入其有困難的學習項目（引

自鈕文英，2003）。因此，教師在教學前

可以運用多元評量方式，例如:觀察、實

作、訪談等，敏銳察覺學生的學習困難與

需求，應用多元感官的教學方式，例如:圖

（影）片、聲音、操作、觸覺等方式輔助

學習（丁凡譯，1998），以利學生獲取成

功經驗。 

二、教師需耐心教導學生（Patient with 

students） 

洪儷瑜（1985）指出要提升智能障礙

學生的學習成效，除了教材要能以多感官

呈現刺激外，也需提供重覆練習的機會。

由上可知，教師在運用多感官教學法教導

有學習困難的智能障礙學生時，除了儘量

提供多重感官的刺激外，還應抱持 至聖先

師孔子「人一能之，己百知；人十能之，

己千知」的信念，鍥而不捨地鼓勵學生學

習。 

三、教師應強調在真實情境下教學

（Emphasize realistic situation）： 

Katai 和 Toth (2010)指出在真實生活

的情境中，大腦將較常接觸到多感官的刺

激，而大腦若處在訊息透過多感官型式出

現的環境下，學習表現將更有成效。由此

可知，自然真實情境是實施多感官教學時

最適合的教學場所，如此一來符合零推論

(zero inferences)原則，也改善身心障礙學

生學習遷移類化的困難。 

四、教師應實施多樣化教學活動（Carry out 

diverse instruction） 

洪儷瑜（1985）和王憶菁（2005）皆

表示多感官教學所呈現的教學材料需符合

多樣性。如此將使教學活動進行起來較生

動、活潑、且有變化，並提高學生的學習

意願。 

五、教師應為不同學生設計個別化的教學

（Individualizing the instruction） 

美國在西元 1975 年所通過 94-142 公

法中已規定：六到二十一歲之身心障礙兒

童，政府應提供適當教育，且在鑑定後一

個月內由父母、教師、學區代表共同研擬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我國《特殊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教育部，2009）也

說明運用專業團隊合作，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個別特性擬定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

畫。由此可知，吾人在運用多感官教學教

導智能障礙學生時，也應本著 IEP 的宗

旨，針對個別學生學習特性與需求設計教

學。 

六、教師應提供成功經驗，培養學生自我

接 納 (Accept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何華國（2004）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的

自我觀念較普通人消極，也因長期的失敗

經驗導致對自己缺乏信心，遇事偏於外在

導向（outer-directedness）。教師在教導智

能障礙學生時應接納其身心特質，一旦當

他們感受到被接納時，他們也將會接納自

己（self-acceptance）。Longhorn (1988)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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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感官教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藉著整

合個體的感官回饋，破除障礙所帶來的限

制，使得智能障礙者能獲得成功的學習經

驗，進而自我接納。每位特教教師都應設

法發現學生的潛能，提供給學生成功的學

習經驗。 

七、 教師應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技能，以

利融入社區（Learning life/survival 

skills） 

Stange 和 Ponder 認為教師必需教導能

夠讓學生適應社會且成為對社會有所貢獻

之公民所需要的技能。多感官教學讓學生

經由親自探索、操作、和體驗的機會，建

構自身知識，使得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 Staley, 1997；游俊遠，2008)，並獲取生

活及社會適應技能，以利學生轉銜融入社

區生活。 

筆者認為上述七點多感官教學的應用

準則可以分別在教學前、教學中、和教學

後實施之，教學前教師應敏銳覺察學生的

學習需求，並為每位學生設計個別化的教

學內容；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自然的情境

下進行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並且要耐心教

導學生，多給予學生成功的經驗，讓智能

障礙學生能達到自我肯定自我接納；教學

後，教師應鼓勵學生學習適應社會的技

能，以利學生未來轉銜並進入社區生活。

筆者將七點多感官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的

應用準則依教學前、教學中、和教學後整

理如表 1。教育現場的工作者，在實施多

感官教學時，若可以依照多感官教學應用

準則進行教學，必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表 1 多感官教學於智能障礙學生的應用 

準則 

教學 

階段 

多感官教學法應用準則 

教學前 ●教師應敏銳察覺學生的學習需

求（Sensitive to student’s needs） 

●教師應為不同學生設計個別化

的 教 學 （ Individualizing the 

instruction） 

教學中 ●教師需耐心教導學生（Patient 

with students） 

●教師應強調在自然情境下教學

（Emphasize realistic situation） 

●教師應實施多樣化教學活動

（Carry out diverse instruction） 

●教師應提供成功經驗，培養學

生自我接納（Accept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教學後 ●教師應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技

能，以利融入社區（Learning 

life/survival skills） 

陸、結語 

智能障礙學生之所以容易有學習動機

低落、預期失敗感、人格特質較為外控等

現象，有很大的可能是因為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一直面臨挫敗的情況。換句話說，教

師對這群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並沒有使用適

合他們的教學策略來進行教學，也未設法

提供他們成功的學習經驗。多感官教學提

供多樣化與多變性的教學材料與教學方

式，並藉由引導學生運用多重感官進行學

習，期能獲致成功經驗，並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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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相信每個個體與生俱來都有學習

的潛能，智能障礙學生亦不例外，但關鍵

在於教師是否願意扮演學生成長過程當中

的貴人。只要教師能找出適合學生的學習

方法，藉由不同的學習管道呈現學習內

容，並在教學過程中給予學生成功的經

驗，如此學生的學習將會成功，家長就能

放心，教師也能感受到作育英才的成就感

與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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