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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體對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	
社會適應能力之研究

謝彬彬1　曾淑賢2　陳錦茗3　歐麗玲4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體所
建構之人際互動情境，對國小自閉症學童人際互

動、溝通、社會化能力，以及在學校類化習得能

力之影響。研究設計為前後測準實驗研究設計，

實驗介入於台灣北部一家精神專科醫院進行，研

究對象共為49位自閉症學童，其中25位為實驗
組， 24位為對照組。實驗組參與進行每週一次，
一次75分鐘，為期12週的遊戲團體。資料收集工
具為「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社會適應行為檢

核表」，資料分析採共變數分析，以前測做為共

變因子，進行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實驗介入之成

效。研究結果支持「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

體之互動情境」對國小自閉症學童溝通、社會適

應能力，以及在學校類化習得能力具有顯著影

響。

關鍵詞： 遊戲團體、自閉症、社會適應能力、情境教學。

前　　言

根據教育部的特殊教育統計年報，九十二年自閉

症學生共有2491名，佔特教學生的3.5%，到了九十六
年增加至3816名，佔特教學生的6%（教育部特殊教
育工作小組，2007），由此資料得知，被診斷為自閉
症學童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自閉症兒童的最主要特徵在於社會互動困難

（楊，2005）。他們難以區辨他人細緻的情感，不易
認知他人的情緒，更提升其與人建立關係的困難度

（Wolfberg, 2003）。自閉症兒童的社會適應能力缺
陷，會隨著時間增加而問題日漸嚴重，一直持續到成

人。因此，社會適應技能訓練對自閉症者十分重要。

近年來自閉症介入領域強調合乎自然的教學

方式，以兒童的動機為導向，製造情境，進行相關

教學，來提升兒童的學習動機及類化能力（倪，

1997）。情境教學法（milieu teaching）即是其中重
要的一種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能提供自閉症兒童

在教學情境中足夠的線索與支持，並能有效降低異常

的溝通行為，提升障礙兒童的溝通能力，進一步達到

學習的成效。運用情境教學法進行介入的實徵性研究

有許多，研究結果發現，情境教學法能有效提升自閉

症兒童的溝通或社會互動能力，且具有保留及類化效

果（林，2005；賴，2006；Hancock & Kaiser, 1996；
Hancock & Kaiser, 2002）。

另外，遊戲對兒童來說是一種最自然的生活情

境。遊戲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是一種行為、也是

一種情境（梁，2002）。Eisner於1982年提到，遊戲
可以讓兒童探索可能發生的經驗，是瞭解世界的途

徑，是自然的童年活動。兒童以遊戲為生活中心，

透過遊戲體驗生活，從中獲得適應社會的各種能力

（林，2006）。因此，遊戲團體特別適合用來訓練自
閉症兒童社會適應技能。以遊戲團體為媒介的情境教

學除能提供自閉症兒童多元化的社會互動機會，更給

予其足夠的線索與協助。然而，目前國內針對自閉症

兒童所做的遊戲團體，多以提升自閉症兒童的遊戲能

力、遊戲層次及提升口語溝通能力為主（胡、楊，

2003），針對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和適應為主題所
進行的相關研究較少。

因此，本研究目的欲了解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

遊戲團體，對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社會適應能力之影

響。希望藉由探討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體，對提升

國小自閉症學童社會適應能力之影響，進而廣泛的將

情境教學策略運用於更多不同的教學領域中，期望能

提供教師及不同障礙類別學童更多元的學習策略與機

會，並成為學習人際互動及社會適應能力一條新的學

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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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為參與「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體

之互動情境」介入的實驗組國小自閉症學童：

一、 其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和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量
表的得分，是否高於對照組？

二、 其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分測驗的得
分，是否高於對照組？

三、 其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和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社
會化能力分測驗的得分，是否高於對照組？

四、 其老師評定（在學校類化習得能力）社會適應表
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分測驗的得分，後測與前測

是否有顯著差異？

五、 其老師評定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和社會適應表現檢
核表之社會化能力分測驗的得分，後測與前測是

否有顯著差異？

文獻查證

自閉症兒童為廣泛性發展障礙的一種，主要障礙

呈現在溝通、社會互動及刻板而狹窄的興趣及行為等

（楊，2005）。自閉症兒童的人際互動缺陷，會隨著
時間增加而問題日漸嚴重，一直持續到成人。因此，

人際互動技能訓練對自閉症者十分重要。

近年來自閉症介入領域強調合乎自然的教學方

式，強調運用自然的情境，以兒童的動機為導向來

製造情境，進行教學。這樣的教學方式有助提升兒

童的學習動機及類化能力（倪，1997）。情境教學
法即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教學方法。其源起於1968年
Hart及Risley提出的「隨機教學策略」（Kaiser, Yo-
der & Keetz, 1992）。之後由Kaiser等人延伸使用，
再加入示範、提問—示範、時間延宕三個教學技

巧，成為今日的情境教學法（Kaiser, Hendrickson & 
Alpert, 1991）。在1993年，Kaiser、Ostrosky和Alpert
修改「情境教學法」，提出「加強式情境教學法」

（enhanced milieu teaching），除情境教學法四個策
略外，再加入環境安排及回應互動策略（responsive 
interaction strategies）。在運用這些教學技巧之前，
必須先以兒童興趣的焦點，建立共同注意力。以下簡

述「情境教學法」的教學技術：

一、 「示範」是教學者對兒童有興趣的內容進行示範
教學，若兒童反應正確，教學者立即給予稱讚，

若兒童反應不正確，教學者示範正確反應。

二、 「提問—示範」：提問是一種口語行為，功能包

括命令、教學指令或要求。教學只提問後，若無

法正確操作，再進行示範。

三、 「時間延宕」是指教學者呈現教學指令後，不立
即提供協助或呈現教材，而是延宕數秒後（例如

五秒）才進一步給予反應或提示。

四、 「隨機教學」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當兒童表現出
對某物或某活動有興趣時，教學者藉由此情境使

用上述三種策略來教導兒童。

五、 「環境安排」是指適當的安排環境以提升兒童學
習動機與效果，如：建立共同注意力，提供部

分、不完整的教具引發兒童想要更多，或製造愚

蠢情境等等。

六、 「回應互動策略」是指跟隨兒童引導，並且教
學者與兒童輪流平衡。例如：維持兒童的話題 
（劉，2001；倪，1997；黃，2002; Hancock & 
Kaiser, 2002; Kaiser & Hester, 1994; Kaiser et al., 
1993）。
在國外的研究，Kaiser等人（1993）曾探討教師

使用情境教學法對學生使用手語、擴大性溝通輔具的

整體性溝通能力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訓練教師學

會使用情境教學法於教學上，能提升特殊幼兒使用擴

大性溝通輔具的能力，並能支持情境中普通幼兒與特

殊幼兒學習功能性溝通能力。Hancock及Kaiser於2002
年探討情境教學法對提升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能力

的影響，此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為，接受情境教學法

的介入後，自閉症兒童的言語表現及溝通技巧改變為

何，此變化能否保留及類化到其他情境及對象，研究

結果發現，實驗介入後，所有孩子在目標語言上都有

進步，四位研究對象在保留期也都可以持續使目標語

言，其中三位研究對象能自發性的使用目標語言。類

化到家庭部分，四位研究對象中有三位研究對象的進

展比6個月追蹤還高，其中二位有很大的進步，家長
部分對實驗結果多為正向回應。

此外，研究發現情境教學法能提升受試者語言

的使用與發展、增加語句語詞的變化、語言的複雜

度、提升習得語意的關連性與類化、語言表達及增進

手足間正向的互動、提升主動溝通的意圖、行為及能

力（Kaiser et al., 1993; Warren & Yoder, 1993; Kaiser, 
1994; Kaiser & Hester, 1994; Hancock & Kaiser, 1996; 
Hancock & Kaiser, 2002）。

國內部份，研究指出情境教學法能提升不同身

心障礙程度的學童語言表達的句型發展能力、句子平

均長度、提升自發性溝通行為和類化溝通行為，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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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家長及教師的認同（曾，2005）。林（2005）進
行「自然情境教學法對增進中度自閉症學生自發性語

言成效之研究」，探討受試者在三種不同的情境（午

餐、早自習及活動課程）下，自發性語言的正確率、

主動溝通及被動回應的自發性語言，佔口語表達比例

的變化、主要溝通類型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情境

教學法能增加中度自閉症學生使用自發性語言的正確

率，在情境教學法褪除後，中度自閉症學生使用自發

性語言亦能維持。

綜合上述可知情境教學法在提升研究對象語言

表達能力及使用自發性語言的之成效。唯研究方法多

以單一受試研究法為主，且以語言為主要的介入領

域，應用於語言障礙或語言遲緩兒童，較少研究針對

自閉症兒童。但在部分研究發現情境教學法能有效提

升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能力，且具有保留及類化效

果（林，2005；賴，2006；Hancock & Kaiser, 1996; 
Hancock & Kaiser, 2002）。

另外，遊戲是一種十分適合自然情境教學法可

運用的平台，因為遊戲是一種兒童與生俱來的傾向，

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情境（梁，2002）。Eisner
（1982）認為遊戲可以讓兒童探索可能發生的經驗，
是瞭解世界的途徑，是自然的童年活動。兒童以遊戲

為生活中心，透過遊戲體驗生活，從中獲得適應社會

的各種能力（林，2006）。由多數人所組成的遊戲團
體是一個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除了能提供學習環境

外，更具有多種功能，包括：可讓成員獲得歸屬感、

自在感、真實感和情感支持，並且，能提供給兒童多

元化的社會互動機會和拓展其經驗範疇以協助完美人

格的培養（郭，1999）。藉由團體的動力、同儕示
範、角色扮演等過程，可使兒童更了解他人及自己，

可學習、模仿到新的社交技能，並獲得頓悟及表達情

感。當兒童在遊戲團體中，使用適當、合宜的社交技

能，能獲得同儕的認同及稱讚；使用不適當的社交技

能時，也能藉由同儕的提醒、示範，進而學習、獲得

適當合宜的社交技能。尤其對自閉症兒童而言，遊戲

所創造出的人際互動情境可以讓其充分練習學習到的

新社交技能，進而增進人際互動能力，提升人際互動

關係。以遊戲團體為媒介的情境教學能提供自閉症兒

童足夠的線索與協助，對提升其人際互動能力，具有

相當的重要性。因此，遊戲團體所創造的情境頗適合

用來訓練自閉症兒童社會人際技能。

目前國內針對自閉症兒童所進行的遊戲團體，主

要用以提升自閉症兒童的遊戲能力或遊戲層次，以及

提升其口語溝通能力（胡、楊，2003）。針對自閉症
兒童的社交技能及人際互動為主題所進行之遊戲團體

的研究則不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探討以遊戲團

體方式，並運用情境教學法的技術，對國小自閉症兒

童的社會適應能力之影響。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團體之互

動情境」對國小自閉症學童社會適應能力之影響，採

準實驗研究設計。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實驗

介入等部份分別說明。

ㄧ、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取樣於第一研究者所任職的台灣北部一

家精神專科醫院兒童精神科門診。由於人數的限制，

部分對照組學童又經由多重管道徵求，例如：透過家

長團體、與研究者相識之專業人員轉介等。

所有研究對象經由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依據DSM
診斷為自閉症（含亞斯伯格症）之6-12歲學齡期兒
童。一共選取49位自閉症學童參與本研究，其中24位
由於家庭因素（因課程於週三進行），部分家長工作

時間限制，故無法帶受試者參與實驗介入，而成為本

研究之對照組。其餘25位可配合接受「運用情境教學
技術於遊戲團體之互動情境」之實驗介入者則為此研

究之實驗組。對照組兒童一年內未參與相關團體治

療。本研究通過行政院衛生署精神專科醫院之倫理委

員會，取得同意臨床研究證明書一份。並獲得研究對

象之監護人同意，簽署研究同意書。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收集工具為「文蘭適應行為

量表」及「社會適應行為檢核表」，詳述如下：

(一)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
本研究採用由吳、張、盧及邱於2004年根據

1984年Sparrow、Balla、Cicchetti及美國輔導服務社
（American Guidance Service）所修訂的文蘭適應行
為量表（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re）中文版為
研究工具。「文蘭適應行為量表」適用於三至十二歲

兒童，是目前評量兒童生活及社會適應行為最具代表

性，且具良好信效度之評量工具。其內容包括四個領

域，為溝通、日常生活技巧、社會化及動作技巧等。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四個領域及總量表之折半信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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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89-.98，在詳細晤談版，則介於.94 -.99。評分者間
信度，調查版四領域介於.62 -.80之間，以二到四週為
間隔的重測信度介於.77 -.92。在效度方面，在效標關
聯效度的考驗上，新版與舊版的文蘭社會成熟量表的

相關為.97，與由美國智能障礙協會所發展的適應行
為量表的相關在.40 -.70之間。另外與智力測驗K-ABC
的相關為.52。
(二) 「社會適應行為檢核表」

社會適應行為檢核表由盧、鄭、史及林於2003
年所共同編製，適用於五至十五歲兒童，是目前評量

兒童生活適應行為具代表性，且具良好信效度之評量

工具。內容分為：自我照顧、動作、溝通、社會情緒

及學科學習領域。在信度部分：總量表α係數.98，各
領域分量表α係數在.82 -.98間；重測信度部分，總量
表.99，各領域在.86 -.99間，信度佳。在效度部分：
本量表效度考驗以建構效度為主，依據量表內部一致

性探討之。各領域間相關均達到.01顯著水準，其中
除溝通及學科學習領域之生活常識與其他領域相關

低，其餘領域均在.50 -.97之間，顯示全量表具有內部
一致性。

實驗介入前後，實驗組及對照組分別進行前後

測。由家長填寫「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社會適應

行為檢核表」之全量表。學童的學校老師則協助填寫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能力分測驗及「社會

適應行為檢核表」之溝通、社會化能力分測驗，以了

解研究對象在實驗介入前後之社會、人際互動能力的

差異。

三、	實驗介入
前測後，實驗組進入實驗介入期，接受每週一

次，每次75分鐘，為期三個月，自2007年3月7日起，
至2007年5月23日止，共12次的實驗介入。在實驗階
段，對照組未於其他醫療或教育機構接受相關的團體

治療課程，包含：兒童心智科或特教機構的遊戲治

療、感覺統合治療或藝術治療等。

由於本研究實驗團體課程屬治療性團體，團體

成員應為8-12人較適合（黃，2004）。本研究實驗對
象共有25人，依年齡區分為三個團體（低、中及高年
級）進行實驗介入，三個團體所介入的時間、情境、

教學者及情境教學技術均相同，唯高年級組在實驗過

程中，會引導受試者多運用言語表達需求。介入內容

概述如下： 
1. 遊戲總目標：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是目前評量兒童生活及

社會適應行為最具代表性之評量工具。其內容包括四

個領域，為溝通、日常生活技巧、社會化及動作技巧

等。而本研究之團體總目標乃由研究者與治療團隊成

員以「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內容中四個領域、實驗組

研究對象特質，並與家長和教師討論對研究對象之人

際互動能力的期待，擬定下列團體總目標。

(1) 研究對象與人合作之動機及能力提升。
(2) 研究對象問題解決能力及挫折忍受力增加。
(3) 研究對象情緒理解能力及情緒表達能力增加。
(4) 研究對象社交技巧及模仿能力提升。

2. 遊戲團體內容設計：
本研究依團體階段可分為三期，分別為開始期、

工作期及結束期。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目標，開始期

之主要目標為研究對象能認識團體成員、彼此互動次

數增加。工作期之主要目標為研究對象彼此合作能力

提升。結束期之主要目標為研究對象之挫折忍受力提

升，問題解決能力增加。目標(3)研究對象情緒理解能
力及情緒表達能力增加和(4)研究對象社交技巧及模仿
能力提升則為團體的附目標。遊戲團體的遊戲主題由

研究者與治療團隊成員依每一階段目標，參考實驗組

成員特質、治療團隊成員的實務經驗及參閱團體活動

書籍、遊戲教案，加以討論後制定（表一）。

3. 執行：
本團體屬於半結構式團體，一個團體有13位成

員及2位兒童青少年治療師共同組成，因本實驗介入
於臨床工作時間內，需配合醫院服務政策，故仍須接

受部分非為實驗組學童參與於實驗情境中，三個團體

中39位成員，扣除8位個案互動特質接近ASD，但診
斷非確定為ASD的個案，再加上6位診斷為ASD，但
無法參與研究的個案（家長因時間因素而無法完成量

表填寫），故僅有25位成員為本研究的受試者。兒童
青少年治療師成員，包括：護理師與社工師，上述人

員需接受每週一次，每次50分鐘之團體治療課程（包
含情境教學技術訓練、檢核及團體特殊個案討論訓

練），透過定期討論及示範教學、回覆示教以確認團

體治療師介入策略的一致性。此外，團體治療師每年

必須接受30小時以上的兒童青少年相關專業在職教
育，並定期接受訓練與考核。本團體之兒童青少年精

神科治療師成員年資為一至十年以上。

地點於醫院兒童青少年治療室，為一5×8及4.5
×8公尺之空間。時間分配自13：30起至14：45止，
共75分鐘。劃分為暖身活動、主要團體活動、分享討



精神衛生護理雜誌　4卷2期．中華民國98年12月

30     Milieu Teaching in a Play Group to Improve Social Adaptation among Children with ASD

表一　遊戲團體內容設計表

團體階段 團體分期活動目標 遊戲名稱

開始期
（1-4週）

一、主要目標：
1. 研究對象能認識團體成員、研究對象彼此互動次數增
加。

2. 研究對象能共同建立團體規範，並提升團體凝聚力。
二、附目標：
1. 研究對象參與動機提升。
2. 研究對象增加語言表達能力、提升專注力及動作能
力。

3. 研究對象社交技巧練習及模仿次數增加。
4. 研究對象情緒理解能力及情緒表達能力提升。

1. 自我介紹、認識新朋友。
2. 學生（老師）點名。
3. 棒打薄情郎。
4. 環遊世界（環遊台灣）。
5. 拍球呼名。
6. 小小記者。
7. 我的好朋友。
8. 猜猜我是誰？
9. 誰是好孩子？
10.制定團體規範。

工作期
（5-8週）

一、主要目標：
1. 研究對象彼此合作能力提升。
2. 研究對象社交技巧、模仿，情緒表達能力提升。
3. 研究對象的語言表達能力增加，提升專注力。
二、附目標：
1. 研究對象能共同建立團體規範，並提升團體凝聚力。
2. 研究對象之手眼協調及動作能力提升。 
3. 研究對象參與動機提升。

1. 合作運球（傳球、疊積木、運筆…等）。
2. 大風吹（小風吹）。
3. 1.2.3.木頭人。
4. 搶救雷恩大兵。
5. 支援前線。
6. 合作大富翁。
7. 口香糖黏哪裡？
8. 製作感謝卡。
9. 接畫。
10. 兩人三腳。
11. 猜領袖。
12. 優點轟炸。
13. 情境話題：傷心的時候，我會…（開心的時候，我
…；看到有人受傷的時候，我會…；生氣的時候，我
會…等）。

結束期
（9-12週）

一、主要目標：
1. 研究對象之挫折忍受力提升。
2. 研究對象之問題解決能力增加。
3. 研究對象之自我約束力及榮譽感提升、觀察他人行為
及讚美他人次數增加。
二、附目標：
1. 研究對象能共同建立團體規範，並提升團體凝聚力。
2. 研究對象情緒理解能力及情緒表達能力提升。
3. 研究對象之手眼協調及動作能力提升。 
4. 研究對象的語言表達能力增加，提升專注力。
5. 研究對象社交技巧練習及模仿次數增加。
6. 研究對象參與動機提升。

1. 音樂椅。
2. 疊積木（運球、傳球…等）競賽。
3. 搶救雷恩大兵競賽。
4. 支援前線競賽。
5. 兩人三腳競賽。
6. 九宮格。
7. 傳橡皮筋競賽。
8. 嘴巴手指都一樣，分組競賽。
9. 優點轟炸，分組競賽。
10. 情境話題：和…在一起時，我覺得…（和同學或手足
吵架時，我覺得…；收到禮物時，我覺得…等）；想
上廁所，找不到廁所時，我會…（有人碰到我，我生
氣了，我會…；有人向我借鉛筆，我會…；有人找我
一起玩，我會…等）。

論及頒獎等四個部份。暖身活動多以簡單的肢體活動

及音樂律動居多，藉由暖身活動提升成員的專注力、

動作能力及對遊戲的興趣後，隨即進入主要活動。

在主要活動進行前，治療師會在白板上，寫下本次團

體遊戲的名稱，講解遊戲進行方式，說明遊戲規則，

並請研究者或團體成員其中之一進行示範後，給學童

時間思索自己是否了解遊戲進行方式及遊戲規則。若

仍不了解提問時，研究者會進一步去了解成員疑慮之

處，進行澄清，並再進行一次示範。若成員已能了解

遊戲進行方式及遊戲規則，隨即進入遊戲階段。當主

要遊戲告一段落時，進行分享、討論及說好話，研究

者先摘要此次團體活動名稱及目標，示範說明參與遊

戲的心得及感觸，再請成員發表其心得及感觸。

4. 情境教學技術：
團體進行中，研究者會隨機運用情境教學法之示

範（model）、提問—示範（mand-model）、時間延
宕（time delay）、隨機教學（incidental teaching）、
環境安排及回應互動策略（responsive intera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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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等技術。以搶救雷恩大兵，將繩子牢固的
捆綁於玩偶活動為例，說明情境教學技術之運用（表

二）。

四、	資料分析
將家長及老師填寫之資料加以統計，運用SPSS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由於本研究樣本取得

不易，無法進行隨機取樣及受試者配對，故採用統計

學的控制方法來排除受試者間個別差異。我們採用前

測分數作為共變因子，進行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實驗

介入之成效。前測分數指的是實驗介入前一週，由受

試者家長及老師填寫研究工具（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

社會適應行為檢核表）完成資料所統計得來的分數。

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分析
實驗組有5人就讀於低年級，12人就讀於中年

級，8人就讀於高年級；對照組有9人就讀於低年級，
10人就讀於中年級，5人就讀於高年級。就讀班級
部份，實驗組有11人就讀於普通班，8人就讀於資源
班，6人就讀於特教班；對照組有4人就讀於普通班，

10人就讀於資源班，10人就讀於特教班。將實驗組
與對照組之性別、年級及就讀班級資料進行卡方檢

定，以了解兩組間受試者是否有差異存在，在性別部

份，實驗組與對照組有統計上顯著差異（χ2＝13.5，p
＝.000＜.05），在年級及就讀班級部份，實驗組與對
照組皆未有統計上顯著差異（表三）。

由於個案來源不易，故研究者著難執行受試者

配對。研究人類發展學學者曾提出，父母的教養態

度、人格及教養孩子的方式，會影響孩子的學習與

社會適應，而父母的教養態度、人格及教養孩子的

方式深受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所左右（Judith 
1998/2004）。故本研究除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共變
數分析）排除受試間的個別差異外，再確認實驗組與

對照組之家庭經濟地位指數無顯著差異。我們採用林

（1977）根據Hollingshead所修訂之公式，將職業等
級與教育程度加權合併，做為個體社會經濟地位指

數。

實驗組父、母分別及合併之社會經濟地位分數與

對照組父母未有統計上顯著差異，顯示實驗組與對照

組家長社經地位並無明顯差異（表四）。

二、針對本研究的目的為「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

團體之互動情境」對自閉症學齡兒童社會適應能

表二　情境教學策略運用於搶救雷恩大兵

項　目 內　　容 範　　例

示範（model） 教學者對兒童活動內容進行示範，若反應正確，立即
給予稱讚，若反應不正確，示範正確反應。

在搶救雷大兵遊戲前，教學者製造搶救對象及示範將繩
子牢固的捆綁在大玩偶上，依兒童反應回饋。

提問—示範（mand-
model）

示範後，兒童進行操作，若無法正確操作，教學者會
提問進一步了解疑惑處，再進行一次示範。

兒童拿著繩子站立在玩偶前未出現任何動作，教學者
會詢問：「你要做什麼？」、「要用繩子綁住玩偶
嗎？」、「不知道怎麼綁才好嗎？」，依兒童反應回
饋。

時間延宕（t ime de-
lay）

在進行上述步驟後，給予五至十秒的時間去思考、練
習。

在進行上述步驟後，給予五至十秒的時間去思考、練
習，如何將繩子牢固的綁在玩偶上，依兒童反應回饋。

隨機教學（incidental 
 teaching）

指在日常生活中，當兒童表現出對某物或某活動有興
趣時，教學者藉由此情境來隨機使用上述策略。

教學者觀察兒童興趣、讓兒童討論，隨機提問如「如何
能綁的緊一點呢」，兒童回答「要用力拉緊」、「要打
死結」、「要多綁幾次」、「繩子留短一點」等，隨機
運用上述三種策略，依兒童反應回饋。

環境安排 適當的環境安排，讓兒童選擇有興趣的教材，提供部
分、不完整的教具讓兒童想要更多及和兒童一起參與
活動…等。

在活動開始前，確立學童的興趣與注意力。
在搶救雷恩大兵活動時，製造困難情境等如繩子不夠長
等，並依兒童反應引導語言互動及回饋。

回 應 互 動 策 略
（responsive interac-
tion strategies）

在活動進行中跟隨兒童引導，教學者與兒童輪流平
衡，維持兒童的話題及教學者示範語言、選擇適當的
話題…等。

應用適當策略延伸互動。如兒童提出：「老師，我覺得
這樣可以把繩子綁的很緊，別人拆不下來。」教學者：
「×××很棒，因為他有好方法可以綁繩子，技巧很
好。大家再想一想，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將繩子綁好，不
容易讓對方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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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影響，由家長填寫量表之研究結果（表五）

(一)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
量表結果顯示，參與學童的文蘭適應行為量

表全量表得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達顯著差

異（t＝4.522，p＜.05）。同樣地，在社會
適應表現檢核表全量表得分，實驗組高於對

照組達顯著（t＝12.412，p＜.01），表示實
驗介入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在文蘭適

應行為量表及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量表的

得分。

(二)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分測驗的結
果顯示，參與學童的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

通分測驗得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達顯著差

異（t＝15.539，p＜.001），表示實驗介入
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在社會適應表

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的得分。此一結果與

Kaiser（1993）研究結果相同。
(三)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
社會化能力分測驗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參

與學童的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分測驗

得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但未達顯著差異。

表示實驗介入雖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

在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分測驗的得

分，但卻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此一結果

與林（2005）研究結果不同，可能是家庭情
境與研究情境不同，家庭情境未有足夠的同

儕，因此較無法觀察出受試者的行為改變。 
同樣地，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社會化分測驗

得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達顯著差異（t＝8.946，p
＜.01）表示實驗介入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在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社會化能力的得分。

三、	針對本研究的目的為「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遊戲
團體之互動情境」對自閉症學齡兒童社會適應能

力之影響，由教師所填寫量表之研究結果（表

六）

(一)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分測驗結果
顯示，參與學童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通分

測驗得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達顯著表示實

驗介入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童在社會適

應表現檢核表之溝通能力的得分。此一結果

與陳（2004）及Hancock及Kaiser（2002）研

表三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實驗組（n＝25） 對照組（n＝24）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χ2 p
性別 13.5 .000
男 24 96 21 87.5
女 1 4 3 12.5

年級 1.750 .417
低年級（1.2.年級） 5 20 9 37.5
中年級（3.4.年級） 12 48 10 42
高年級（5.6.年級） 8 32 5 20.5

就讀班級 1.520 .486
普通班 11 44 4 16
資源班 8 32 10 42
特教班 6 24 10 42

診斷ASD（DSD-IV代號為299） 25 100 24 100

表四　受試者家長社會經濟地位t檢定分析表

n
父 母 父與母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25 24.24 7.34 22.4 6.14 23.32 6.19
對照組 24 29.17 10.26 24.08 7.91 26.54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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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相同。

(二)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之社會化能力分測驗結果顯示，參與學童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分測驗得分，

實驗組高於對照組達顯著差異（t＝8.764，
p＜.01），表示實驗介入有助於提升國小自
閉症學童在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能力

的得分。此一結果與林（2005）研究結果相
同。

同樣地，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社會化分測驗得

分，實驗組高於對照組但未達顯著差異（t＝2.526，
p＞.05），表示實驗介入雖有助於提升國小自閉症學
童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社會化分測驗的得分，但

卻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此一結果與林（2005）研
究結果不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

社會化分測驗的得分明顯不同，但在社會適應表現檢

核表社會化分測驗的得分卻沒有明顯不同，是否為評

量工具較缺乏敏銳度所致，尚需深入探討。

討　　論

研究結果顯示，接受遊戲建構人際互動情境的

介入方式之國小自閉症學童，請父母填寫之文蘭適應

行為量表與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量表及社會適應表

現檢核表之社會化及溝通能力分測驗的得分高於對照

組，達顯著差異。實驗組之學童，教師評定其文蘭適

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能力分測驗及社會適應表現檢核

表之溝通能力分測驗的得分高於對照組，達顯著差

異。

根據國外有關情境教學法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

情境教學法介入處置後，能提升受試者語言的使用與

發展、增加語句語詞的變化、語言的複雜度、提升習

得語意的關連性與類化、語言表達及增進手足間正向

的互動、提升主動溝通的意圖、行為及能力（Kaiser 
et al., 1993; Kaiser, 1994; Kaiser & Hester, 1994; 
Hancock & Kaiser, 1996; Hancock & Kaiser, 2002）。
在本研究中，情境教學法乃是作為教學策略，介入的

目標與內容則為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能力。由本研究

結果證明，情境教學策略確實能增加溝通能力，除此

之外，在運用於提升社會適應及人際互動能力也是有

效的。此與國內學者研究發現情境教學法能有效提升

自閉症兒童的社會互動能力，且具有保留及類化效果

的研究結果相同（林，2005；賴，2006；Hancock & 
Kaiser, 1996; Hancock & Kaiser, 2002）。

另外，在教師所填寫的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

表五　家長填寫之量表

變　　項

實驗組（n＝25） 對照組（n＝24）
t p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全量表 298.88 61.67 324.44 64.94 213.42 104.36 223.92 106.32 4.522 .039*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社會化分測驗 51.4 16.29 58.28 17.78 32.42 21.8 35.5 23.51 2.188 .146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量表 305.2 81.6 328.44 72.05 220.16 111.56 216.33 101.69 12.421 .001***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通分測驗 27.32 8.18  29.32 5.63 19.5 10.62 18.54 10.24 15.539 .000***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社會化分測驗 33.36 7.99 36 7.54 24.42 10.51 27.08 9.47 8.946 .004**
註：*p＜.05　**p＜.005　***p＜.001

表六　教師填寫之量表

變　　項

實驗組（n＝25） 對照組（n＝24）
t p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社會化分測驗 50.52 17.04 55.52 17.73 34.79 20.86 35.50 21.34 8.764 .005**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通分測驗 25.04 7.46 26.64 7.46 19.46 10.94 19.96 10.71 8.746 .005**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社會化分測驗 31.08 8.86 55.52 17.73 23.08 10.27 23.92 9.70 2.526 .119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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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分測驗部份，實驗組與對照組達顯著差異；在

家長所填寫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之社會化能力分測驗部

份的得分雖高於對照組，卻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社

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社會化分測驗部份卻呈現相反的

結果，研究者推論是否因工具在不同情境中的敏銳度

不同所致，尚需更多進一步的實証性研究。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實驗組與對照組是有顯著

差異的，但也許介入時間可以更長，才能在標準化量

表中呈現顯著變化。此外，根據我們臨床上的觀察發

現，在初次參與實驗介入時，多位受試者在遇到人際

衝突（困難）時，會出現逃避、抗拒或攻擊的行為，

但是經過實驗處理後，受試者遇到相同情況時，會以

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例如：我想和○○○同組，不

要和你同一組）、會尋求資源協助（例如：受試者會

向研究者提出：「老師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在

實驗過程中，可明顯發現受試者彼此間從一開始紛爭

不斷，到最後可以共同合作、討論，完成活動目標及

任務。

結　　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參與「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

遊戲團體之互動情境」之實驗組的自閉症學童，由家

長填寫之文蘭適應行為量表與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全

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

通及社會化分測驗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但在文蘭

適應行為量表社會化分測驗部份，則與對照組沒有顯

著差異。

另教師評定（在學校類化習得能力）受試者在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溝通分測驗及文蘭適應行為量表

社會化分測驗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但在社會適應

表現檢核表社會化測驗部份，則與對照組沒有顯著差

異。

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運用情境教學技術於

遊戲團體之互動情境」之介入對自閉症學童社會適應

能力具顯著的正面影響。經由本研究結果證明，情境

教學策略除了提升溝通能力之外，對於提升社會適應

及人際互動也是有效的。因此，若能廣泛的將情境教

學策略運用於更多不同的教學領域中，提供教師及學

童更多元的學習策略與機會，並可作為相關實務的參

考。另外若能把情境教學策略運用於不同障礙類別之

學童（如：智能障礙），將能提供在人際互動及社會

適應能力方面一條新的學習路徑。

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樣本取得不易，無法進行隨機取樣及受試

者配對。此外，研究對象，年齡涵蓋6-12歲，範圍較
大，由於實際執行的困難，研究設計未能有另一組不

同方式的介入來做比較，所以不能得知此介入方式與

其他方式的效果是否有差異。另外，實驗介入安排於

研究者之臨床工作時間中，須配合醫療業務服務政策

進行，故仍須接受部分特質接近ASD但尚待確立診斷
之非實驗組學童參與於實驗情境中，以上皆為本研究

之限制。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若有足夠樣本數，建議僅

接受ASD診斷之兒童為參與團體對象，並進行受試者
配對。將研究對象年齡範圍更為集中，如：學齡中年

級（指國小三、四年級），則能精確的設計適合的活

動，應該會有更好的研究成效。研究設計可以加入另

一組不同取向的介入方式來做比較，以瞭解不同介入

方式的效果是否有差異。實驗情境可推廣到實際校園

情境，介入時間可以更長，在融合的學習情境中，更

符合兒童生態環境，有助兒童習得社會技能之運用。

此外，可以用更敏感或非正式的研究工具，如行為次

數觀察等，以呈現研究對象行為的改變，則對實驗介

入之成效，更具實証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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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of the Use of Milieu Teaching in a Play Group 
to Improve Social Adaptation among Children with ASD

Pin-Pin Hsieh1  •  Shu-hsien Tseng2  •  Chin-Ming Chen3  •  Li-Lin Ou4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icacy of the use of milieu teaching in a play group to improve social 
adaptation among children with ASD. Forty-nine elementary students with ASD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wenty-five students comprise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24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hospital in northern Taiwan. The intervention sessions were given once a week for 12 weeks and each 
session lasted 75 minutes. The study adopted pre-post design. The 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 and 
Social Adaptation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efficacy of 
using milieu teaching in a play group to increase social adapt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SD.

Key Words:	 play	group,	children	with	ASD,	social	adaptation,	milieu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