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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故事應用於非語文學習障礙學生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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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立明義國民小學教師 

 

壹、前言 

小維，經鑑定為非語文學習障礙學

生。下課時，常見他在走廊上與同學扭打

成一團，是學務處的常客。每周的升旗、

團體活動，看著其他孩子開開心心的參

加，但小維卻是準時到資源班報到：「老

師，我可不可以晚點回教室？」這句話，

也常常掛在嘴邊。仔細詢問，才發現小維

認為同學喜歡找碴、與他為敵，資源班成

了他的避風港。面對這樣的現象，不禁讓

人反思非語文學習障礙者的社會適應和人

際互動，在融合教育的脈絡下所出現的問

題，我們應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 非 語 文 學 習 障 礙 」 (Nonverbal 

Learning Disabilities, NLD)是涉及大腦右

半球功能不全的一種神經心理症候群，被

視為學習障礙的亞型，常顯現在處理新奇

或複雜社交情境與詮譯面部表情上的困難

(張世彗，2008)。目前資源班的課程設計，

大多針對語文和數學學習障礙者之課業學

習問題進行補救教學，但對非語文學習障

礙及人際互動之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在

融合教育理念的推動下，非語文學習障礙

學生除了課業上需要協助外，因先天人格

特質和後天的學習環境所形塑人際間的樊

籬，對自我概念及價值觀產生嚴重影響，

和學業成就形成的惡性循環，已然成為關

注焦點。 
社會故事闡釋人與人互動時快速交換

的社會訊息，將複雜多變的社會互動情境

視覺化及結構化，同時指出重要的社會線

索和合宜的反應，促進社會訊息的理解，

藉此降低不適應的行為，增加適應行為(柯
香如，2011)。過去有許多研究將社會故事

應用於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者，顯示社會

故事能協助建立適應行為。而非語文學習

障礙者在對社會互動情境線索的知覺與亞

斯伯格症者有些相似，因此，若將社會故

事應用於非語文學習障礙者身上，是否也

能有效增進社會技能，希望能夠進一步探

討之。 

貳、社會故事之基本概念 

社會故事由 Gray (2000)提出，主要對

象為自閉症和亞斯伯格症者，是指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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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老師觀察，發現兒童在某些情境有認知

與表達困難，便可針對兒童學習需求撰寫

簡短故事，內容描述社會情境，以及涉及

之相關社會線索，並透過自己朗讀，或由

老師、父母朗讀的方式，使兒童能將社會

故事內容轉化成內在語言，以發展合適之

社會技能。而社會故事固定的編寫格式，

能協助學生結構化地建構社會故事所傳遞

的訊息，促使其理解複雜的社會信息(柯香

如，2011)。以下分別就社會故事之編寫步

驟及原則分述之。 

一、社會故事的編寫步驟 

綜合專家學者(江婉寧，2008；楊蕢

芬，2005；陳慧茹，2010；Gray, 2000)對
社會故事的研究，整理出以下四個社會故

事的編寫步驟： 

(一)確定目標行為 

目標行為指選擇改善學生表現困難的

社會行為和社會情境，或是需要學習社會

的技巧，融入社會故事中。使學生能藉此

瞭解正確的社會訊息，降低不適應的行

為，增進人際互動的正向行為。 

(二)蒐集相關資訊 

社會故事應從學生的觀點描述目標情

境，並蒐集行為問題之發生時間、地點、

人物及發生原因，才從正確的角度切入提

供有用訊息。因此，若能仔細搜集行為問

題發生情境之各項線索，將有助於社會故

事從適切的角度切入，提供正確的訊息。 

 

(三)撰寫文本 

社會故事利用固定的句型以及句型與

句型之間的比例，將社會故事的內容結構

化，提供學生可以預期的格式，降低社會

訊息交換時的複雜程度，因而在社會故事

編寫時會使用六大句型，分別為描述句、

觀點句、指示句、肯定句、控制句和合作

句；句子間的比例為 0 到 1 個指導句或控

制句搭配 2 到 5 個描述句、觀點句、肯定

句或合作句。 

(四)設立故事標題 

標題代表故事內容所要傳達重要的社

會訊息，也可看出此篇故事主要的教學目

的。通常故事標題會是一個問題，而學生

可以透過閱讀社會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

由此可知，社會故事中目的與主題的撰寫

必須符合學生的真實生活適應情境，且故

事內容是透過全方位搜集資料後，針對學

生具體的行為問題之改進，提供具體應用

在生活情境當中之社會技能，才能使學生

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成功經驗。 

二、社會故事的編寫原則 

社會故事的編寫除了按照上述四個步

驟外，在撰寫的過程中，參考學者(陳慧

茹，2010；謝堉梅，2011)提及幾項須要把

握之原則，以下分別說明。 

(一)賦予社會故事正向支持的意義 

社會故事主要是針對學生所表現社會

技能之困難，提供社會情境中適切的應對

方式，故事內容應該要符合學生需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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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題 好只表達一個核心的概念或技

巧，才不致於造成學生的負荷。此外，故

事內容也應避免絕對性的字眼，例如以「通

常」取替「總是」，以「我將試著」或「我

可以」代替「我要」，避免故事流於僵化

及造成壓迫感。 

(二)故事呈現方式多元化 

社會故事除了以文字描述外，還可以

搭配相片、圖表、繪畫等，減少因文字訊

息解碼帶來的負荷感，又可增添趣味性。 

(三)彈性調整內容或閱讀頻率 

編寫故事時應注意學生的語言理解能

力，或者是教學實施情況調整文句；且指

導學生閱讀的情況仍須視學生當時情緒、

故事的目的或時間表的配合保持彈性。 
由此可知，社會故事之設計應該以學

生觀點出發，根據學生當前所遇到之困

難，撰寫實惠的故事內容，使學生得以即

刻運用在生活當中。此外，在編寫及執行

時，應根據真實情況作彈性調整，減少學

生的閱讀負荷，才能促進學習效果。 

參、非語文學習障礙之特質 

非語文學習障礙可說是學習障礙的一

種亞型，因為右半腦神經心理上的缺陷，

導致在社會、人際交往上有顯著的困難，

對新的、非語文情境的適應、非語文符號

和線索的辨識，以及人際之間的溝通訊息

有理解上的困難。以下說明其主要特徵(洪
儷瑜、李瑩玓，2000；張世彗，2008；秦

麗花，2001；Margaret & Kimberly, 2008)。 

一、智力方面 

以魏氏智力測驗第三版測驗結果而

言，非語文學習障礙這在語文量表(VIQ)
表現分數大於作業量表(PIQ)表現分數，一

般而言兩者差距越大則診斷的準確性越

高；且在語言理解和知覺組織也會有顯著

差距，這也是區別非語文學習障礙與亞斯

伯格症之鑑定參考。 

二、視覺空間能力 

對於非語文學習障礙者而言，視覺空

間組織的困難是常見的現象，包括缺乏想

像、視覺回憶差、空間知覺差、以及空間

關係困難等。知覺組織的困難使兒童缺乏

方向感；空間知覺的困難也會使學生在數

學運算過程中放錯數字的位置，造成數學

學習的困難與低成就。 

三、知覺及動作方面 

無論粗大動作技巧或是精細動作技

巧，非語文學習障礙兒童皆有執行上的困

難，例如在使用剪刀、針線等工具有困難；

在進行畫圖與寫字時，常會超出界線，同

時寫字的字跡很潦草，寫字以及使用橡皮

擦時力量大；走路時步伐或姿勢很怪異，

在跳繩、跳躍、以及攀爬等活動有顯著困

難。且上述這些困難造成兒童在體育課、

美勞課等非學科性課程的表現產生低成就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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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能力方面 

非語文學習障礙兒童有社交知覺不足

之問題，包含對聲音語氣、臉部表情、動

作姿勢等非語文線索的解讀與表達有所困

難。雖然他們具有流暢的語文能力，與人

談話時，通常專注於自己要說的主題，而

忽略說話對象是否有興趣，或是否與目前

談話內容一致。亦即，這類兒童無法猜測、

預期、評估環境中某些線索的重要性，以

及理解臉部表情、姿勢或情緒微妙的意

涵，且問題解決能力差，易造成與他人互

動上容易產生誤會、發生衝突。 

五、情緒方面 

非語文學習障礙兒童因為社會化的困

難及學習上屢遭挫折，在情緒方面容易焦

慮、憂鬱，是自殺的高危險群。此外，非

語文學習障礙兒童通常自我概念偏低，缺

乏自我價值，無論是課業學習或是人際關

係顯得欲振乏力、無所適從，這樣的焦慮

感造成他們情緒起伏不穩定，因而使用錯

誤的宣洩方式，在社會互動上又蒙上一層

陰影。 
由上可知，非語文學習障礙兒童因為

神經心理方面的異常，主要在非語文情境

辨識、理解上有顯著困難，因而比起一般

學習障礙兒童，在社會能力和情緒方面更

需要輔導策略之介入。而社會故事主要幫

助學生面對及解決社會互動上的困難，因

而希望藉由探討社會故事應用於非語文學

習障礙者身上，期盼能促進他們社會互動

的能力。 

肆、實施案例 

小維被鑑定為非語文學習障礙學生，

除了課業表現一落千丈外，在人際互動上

常有衝突發生，除讓導師十分頭痛、同學

排擠外，小維自己也不喜歡這樣的學習環

境，間接對學習失去動力。在老師及心理

諮商師的配合下，希望能運用社會故事，

協助小維發展合適的行為，減少衝突發生

的次數。 

一、個案基本資料 

小維是個 11 歲的小男生，現就讀國小

五年級，於小學三年級時經高雄市鑑輔會

鑑定為非語文學習障礙，安置於不分類資

源班。從小母親就發現小維和姐姐不太一

樣，尤其常會曲解別人的意思，情緒控制

能力差，會因小事抱怨不停，甚而大發雷

霆，搞得家人不知所措。在母親的督促下，

課業上花費許多心力卻仍成效不彰，以致

於到國小四年級開始，呈現半放棄狀態，

而母親的焦慮也使他承受許多壓力，對學

習產生排斥感。方向感差，左右的空間概

念常常混淆。在動作發展上，小維的協調

能力差，走路和跑步時常跌倒，以致雙腳

膝蓋處常有瘀青；上體育課時，無法順利

的丟接球，此外，體育老師也反應小維似

乎會刻意破壞遊戲規則，並蓄意挑戰老師

權威。 
人際互動一直讓小維十分困擾。因父

母工作關係，小維每兩三年轉學一次，亦

即才剛適應學校生活後，又馬上要換新的

學習環境，不安的情緒使他每到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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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此外，小維也

常和同學發生衝突。有時候小維會故意捉

弄同學，例如拿鉛筆戳人家，等同學生氣，

便會看他一臉無辜的說：「我在跟同學玩，

不曉得他們幹嘛那麼生氣？」有時，他誤

會了同學的意思，例如當同學聚在一起談

天說笑，他以為別人在取笑他而動怒；或

者當班上老師、同學正安慰著跌倒受傷的

學生時，小維會經過同學身邊，笑笑的說：

「誰叫你不小心！」在同學眼中，小維是

名副其實的「白目」，也是讓老師十分頭痛

的學生。 

二、資料收集與行為問題分析 

分析小維在魏氏智力測驗第三版的表

現，語文量表智商為 101，作業量表智商

為 79 ，全量表智商為 89，由此可以發現

語文量表分數和作業量表分數有顯著差

異，且語文量表得分高於作業量表；在四

個因素指數分述上，語文理解智商 103 ，
知覺組織智商 81 ，專心注意指數 82 ，訊

息處理速度指數為 92 ，表示知覺組織和

專心注意為小維之弱勢能力。此外，透過

觀察與訪談，發現由於生理因素和心理因

素交互影響，使得小維有以下的行為問題： 

(一)無法正確理解非語文情境線索 

因缺乏正確判讀非語文溝通線索之能

力，使小維常常誤會別人的臉部情緒、聲

音表情、肢體動作和溝通話語，導致衝突

不斷，且小維因為無法將心比心，當班上

同學傷心難過時，總是以訕笑的方式應

對，缺乏同理心的行為受到同學排斥。此

外，注意力不集中也使得小維常忽略生活

中的重要訊息，顯得總是在狀況外。 

(二)情緒控制能力弱 

受到家庭的壓力以及學校生活不順心

的影響，感受到小維的情緒猶如滾水中不

斷沸騰的蒸氣，欲突破鍋蓋往上噴發。當

枝微末節的小事被挑起，壓抑的怒氣便滾

滾而來，有時候會以摔東西洩恨，甚而用

暴力解決衝突。雖然學校方面已有請心理

諮商師介入輔導，但因為來自家庭的因素

難以消除，因此情緒問題讓導師不知如何

是好，也嚴重影響社交能力。 

(三)自我概念低落 

由於在學習和人際相處方面遇到困

境，產生習得無助感，因而學習動機低落，

作業常缺交，甚至覺得上課無聊所以會搗

亂，例如故意把垃圾丟在同學的書包裡，

被老師責備還一副無所謂的態度。參與團

體活動時，會刻意與群體疏離，躲在一旁，

且會故意說：「有什麼好稀罕的！」、「我才

不想參加。」等反話，事實上，兩眼則是

不停的盯著台前活動。心理諮商師在輔導

的過程中，也發現小維其實很想要融入群

體，但囿於過去總是被拒絕的經驗，使小

維在人際關係上顯得退縮與無助。 

(四)缺乏社交技巧 

在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小維渴

望結交朋友，但所運用的方式卻常讓人無

法理解。例如剛轉學到新班級時，小維會

故意站在椅子上舞動身體，逗得同學哄堂

大笑，使他以為成功吸引到同學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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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常在課堂上故技重施，久而久之，同學

覺得相當厭煩；體育課或下課時，同學在

操場玩籃球，他想加入卻未事先詢問，拿

到籃球後自行運球投籃，因而引起公憤；

有時會故意將同學的鉛筆折斷，橡皮擦藏

起來，看到同學被捉弄的表情，心情愉悅，

以為是在「玩」。這些行為皆顯示，小維很

想要與同學互動，但總是會錯意、用錯方

式，以致於受到大家的排擠。有鑑於小維

的行為問題，與導師和諮商師討論之後，

發現小維因為無法正確理解非語文情境線

索、情緒控制能力弱及自我概念低落、缺

乏社交技巧等因素，造成人際互動上的困

難。其中，又因為缺乏社交技巧引發同學

反感的情況最為嚴重，因此社會故事決定

從協助增進社交技能的面向著手。 

三、社會故事之編撰與實施 

由於和導師、諮商師及體育老師討論

後，發現小維在籃球場與同學發生爭執的

次數 多。起因是小維體育課時想和同學

一起打籃球，卻因為缺乏社交技巧，不知

如何開口詢問同學，因而會先在場邊發出

怪異的聲音，拿到同學漏接的球不願意還

給他們，或是故意說：「○○○都投不進!」

等話，想藉此吸引大家注意，有時甚至故

意到球場中間搶球，因而發生爭執，使同

學和自己受到傷害。故針對「如何加入同

學打籃球」此一行為擬定社會故事，希望

藉此能增進小維和同學的互動，減少被拒

絕的機會。以下就所擬定之社會故事文

本、實施方式和目標行為觀察方式說明之。 

(一)社會故事文本 

如何加入同學打籃球？ 

體育課及下課時，同學們都會一起到

籃球場打籃球，我也很喜歡跟著他們一起

去。但是每次打籃球時，同學們早已分好

隊，我無法加入，只能在旁邊看他們打球，

心裡有些難過。 
我因為想玩，又不知道該如何尋問同

學，所以做一些奇怪的動作，發出奇怪的

聲音，故意嘲笑同學，甚至還拿他們的球。

我以為同學會注意到我，讓我玩球，但同

學卻以為我故意搗蛋，我們就這樣吵了起

來。 
其實，我站在旁邊的時候，同學也不

知道我也要玩球。所以，我可以有禮貌的

問問他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玩嗎？」這

樣同學就會讓我一起玩球。如果同學表示

人數已經滿時，我也可以在一旁欣賞他們

打球，為他們加油，等到有人不玩時，我

再下場玩。 
和同學一起打籃球是快樂的事情，在

旁邊為同學加油，也是一件快樂的事。當

大家都能夠有禮貌，並遵守遊戲規則，爭

吵就能少一點，歡樂就能多一點！ 

※問題： 

1.同學未邀請我一起打籃球，我卻故意把

球拿走，這樣的行為會產成什麼結果？ 
2.我應該怎麼做，同學才會讓我一起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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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方式 

利用每星期一、三和五的晨光時間，

請小維到資源班教室朗讀社會故事一次，

之後老師會問小維問題，並將反應及提示

程度記錄於社會故事實施紀錄表上 (表

1)，藉此瞭解小維對社會故事的理解。另

外，也請導師於小維因相同事件發生衝突

處理後，再請他唸過一次，實施為期兩週，

共計八次。 

 
表1.  
社會故事實施紀錄表 

問題 日期 

1.同學未邀請我一起打籃 

  球，我卻故意把球拿走， 

  這樣的行為會產成什麼結 

  果？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2.我應該怎麼做，同學才會 

  讓我一起玩球？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回答正確 

□口頭提示 

□動作提示 

□直接告知 

老師簽名 
 

 

 

 

 

 

 

 

特殊反應紀錄 

 

 

 

 
(三)目標行為觀察方式 

本 研 究 採 用 單 一 授 試 法 之

「A—B—A」研究設計，共進行四個星

期，觀察行為是小維「加入同學一起打籃

球的次數」和「與同學發生爭吵的次數」，

觀察時間為每週一第二節體育課，週三第

七節體育課，以及第二大節的下課時間，

共計 16 次。進行社會故事的四個星期中，

第一個星期為基線期，統計小維加入同學

一起打籃球的次數，以及與在籃球場上發

生爭吵的次數，共計五次，第二、三星期

為介入期，共計八次，第四星期為撤回期，

共計三次。 
觀察者為研究者本身和小維的體育老

師。兩位觀察者輔導小維皆有兩個學期，

對小維有一定的瞭解。由於考量研究者擔

任資源班之教學工作忙碌，為兼顧觀察者

間之一致性，在無法親自觀察時，委請體

育老師協助攝影記錄小維的行為表現，事

後再透過影帶對小維的目標行為進行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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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察者間的一致性考驗過程中，先

向體育老師說明欲觀察的目標行為。在教

學研究開始前，分別觀察「與同學發生爭

吵的次數」和「加入同學打籃球次數」兩

項行為，並記錄在紀錄表上，總共觀察三 
次，在「與同學發生爭吵的次數」的一致

性平均結果分別為 90% 、90%、 100%；

在「加入同學打籃球次數」的一致性平均

結果分別為 90% 、90%、 100%。研究期

間，小維「與同學發生爭吵的次數」在基

線期、介入期和撤回期的觀察者一致性平

均分別為 95% 、95% 、100%；「與同學

發生爭吵的次數」在基線期、介入期和撤

回期的一致性平均分別為 100% 、100%、

95%。 

 
 
 
 
 

四、實施成效 

將研究期間所觀察之目標行為發生次

數記錄下來，並畫出行為改變之趨勢，如

圖 1。 

(一)小維加入同學打籃球的次數增加 

由圖 1 可看出，在基線期時，同學都

不願意讓小維一起打籃球。進入介入期

後，小維和同學一起打籃球的次數有顯著

的成長，且在撤回期發現，即使沒有社會

故事輔助，小維也已將故事內容轉化成內

在語言，因此加入同學打籃球的次數維持

穩定。 

(二)小維與同學發生爭吵的次數減少 

由圖 1 可看出，在基線期時，小維常

因無法打籃球和同學發生爭吵的次數有

2—3 次；社會故事介入後，一開始仍會與

同學發生衝突，但後期有下降趨勢，且在

撤回期的爭吵次數降到 0—1 次，表示發

生爭吵的次數明顯減少，且效果能夠維持。 

 

 
 

 

 

 

 

 

 

 

 

 

 

 

A 
基線期 

B 
介入期 

A 
撤回期 

圖 1. 社會故事介入期間學生行為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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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學反應小維有顯著進步 

在社會故事實施期間，研究者挑選三

名同班同學進行訪談，訪談的問題包含： 
1.小維現在是否會主動詢問同學能不能加

入打球？ 
2.同學發現小維在籃球場上的行為有哪些

轉變？ 
整理同學的回饋，同學們表示小維剛

開始會羞澀的詢問他們能否一起打球，當

他們拒絕小維，小維嘴裡會唸唸有詞，但

頻率越來越少。有一次他們看小維一個人

孤單的站在籃球場旁，覺得很可憐，便邀

他一起打球，自此，小維便知道如果安靜

的在旁邊觀看或幫忙撿球，還是有機會加

入同學，所以怪異的行為明顯減少。一起

打球時，同學也發現小維會等待與輪流，

不會霸占球不放了。此外，小維在籃球場

旁邊觀看時，與同學叫囂或說諷刺話的次

數也有降低，只是有時會莫名大笑，但同

學認為無傷大雅，便不以為意。 

(四)小維自己的發現 

每次讀完社會故事後，都會詢問小維

問題，並統計反應及提示程度之次數，繪

製成圖 2 。從圖 2 可知，小維在社會故事

介入的第一個星期回答問題時，需利用動

作提示和直接告知的方式，但在第二星

期，直接告知和動作提示的次數下降，口

頭提示和自己回答正確的次數上升。此

外，研究者也記錄了小維回答的內容，剛

開始，小維會自顧自的回答，例如「同學

都是自私鬼，都不讓我一起玩。」、「我

站在旁邊很久了，都沒有人理我……」、

「籃球場又不是他們的……」、「又沒人

規定我不能在旁邊跳來跳去……」等偏向

自我中心的話語。經過老師口頭提示、角

色扮演及機會教育等方式，小維才逐漸發

現原來表現出的舉止在別人眼中是「怪

異」、「不恰當」的，回答問題的內容也

逐漸轉變成「我拿同學的球，他們會很生

氣，然後我們就吵了起來，我並不喜歡這

樣！」、「我討厭和同學吵架，吵架好

累……」、「我會有禮貌問同學能不能一

起打球，如果不能就算了……」，可見小

維在社會故事的薰陶下，學習到正確的社

會技能，且實際應用在生活中，發現同學

們也都給予正向回饋，讓他十分高興。 

伍、結語 

由本次教學研究所得之行為觀察數

據、同學訪談內容和小維態度的轉變，發

現社會故事能夠幫助小維說出自己的感

受、了解他人觀點，更可以從中學習及發

展適當的社交技能，協助他突破人際互動

的困境。不過，在研究中也發現，當學生

對於語意理解有困難，或無法體會社會故

事中描述的情境線索，此時若能搭配角色

扮演的方式，讓故事情境具體化，便能增

進學生對社會故事的理解。總之，社會故

事應用於亞斯伯格症和自閉症者身上有顯

著成效，也為非語文學習障礙者打開一道

人際互動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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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小維回答問題之反應及提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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