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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提升自閉症學生敘事能力之實務分享 
陳筱璘/台南市麻豆國中 

壹、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口語是我們傳
遞訊息、溝通情感時最便捷的橋
樑，也是每個人都必備的能力(張
淑娥，1993)。自閉症在溝通、敘
事能力上的缺乏，讓他們難以準確
表達自己需求，進而阻礙其與環境
間的互動，更因此產生挫折感，而
讓他們以不當的方式表現，造成家
庭、學校與周遭環境的困擾（許素
彬，1997）。敘事能力是在情境中，
使用一句以上的話，表達自己的需
求、想法或事物的狀態或關係，且
為了清楚呈現，說話者必須注意自
己句子和句子之間的聯結 (錡寶
香，2003)。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
多 數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表 達 自 己 觀
點、需求或描述事情等方面都有顯
著困難，且已造成其在人際相處上
的障礙，因此提升自閉症學生的敘
事能力便相當重要。遊戲是在語言
發展上的重要角色，在遊戲過程可
以 提 供 參 與 者 許 多 語 言 互 動 機
會，是增進語言發展的媒介之一
(江麗莉譯，1997)。期望能透過遊
戲的介入，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
機，進而提升學生的敘事能力，而
桌遊是近年來相當盛行的遊戲，規
則簡單，適合融入課程進行教學。
故本文將探討桌遊在提升自閉症
學生敘事能力之應用。 
貳、自閉症學生的語言特徵 
    溝通上質的缺陷是自閉症的
核心障礙之一，影響甚廣 (鄒啟
蓉、張顯達，2007)，以下將針對
自閉症的語音、語意、語法、語用

作逐一探討。 
一、語音 
    自閉症常見咬字困難、音調單
調、語調平板、節奏缺乏變化、音
量和他人不同等問題，而自閉症語
音上的異常，亦影響到他人理解其
表達之內容，而減少與自閉症互動
的機會，並間接影響自閉症主動溝
通的機會和動機(宋維村，2000；
劉羽珊，2011；Siegel, 1996)。 
二、語意 
    自閉症語意理解的困難主要
展現在其對抽象語彙、語句理解
上，他們對語言的理解常是不完整
的，需要靠情境的提示來協助理
解，因此自閉症在語意理解上常出
現以下問題: (1)語意理解困難造成
聽不懂指令(2)語意理解困難導致
和他人溝通時常文不對題或與情
境不符 (陳明瑜，2009；黃金源， 
2008)。 
三、語法 
    自閉症語法發展和一般學生
相較較為遲緩，大多使用名詞，而
在動詞變化、冠詞和介系詞的使用
上皆有困難，因此表達的句子多不
完 整 ( 廖 陳 時 ， 2 0 0 8 ) 。 
四、語用 
    近年來，語用被認為是自閉症
者最嚴重的語言問題，語法和語意
等雖亦造成自閉症溝通困難，但未
有語用之大。而自閉症的語用問題
有以下兩種:(1)缺乏社會性的溝通:
大多數自閉症語言的使用上多以
工具性的用途為主，如要求、拒絕
等類型的表達，卻缺乏像請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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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訊息及資訊、表達情意等的社會
性溝通；(2)缺乏溝通意圖:指不會
主動運用語言和他人分享事情(莊
妙芬，1997；黃金源，2008；Tager- 
F l u s b e r g ,  1 9 9 6 ) 
    綜合上述內容可知，自閉症的
語言問題，對和他人互動、學業都
有極大影響，其中自閉症的語用問
題更是影響其人際關係和表達的 
重要因素。 
参、設計理念及教學策略 
一、設計理念 
    筆 者 主 要 教 授 社 會 技 巧 課
程，在教學過程中常聽到剛來上課
的自閉症學生對於社會技巧課程
的第一句就是：「上這幹嘛?好無
聊!」，學習動機低落及對學習內容
不感興趣是目前在教學上常面臨
的狀況，而這也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情形，因此筆者開始在課程中加入
不同的活動和遊戲，透過遊戲教學
的策略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意願，在
進行課程時，發現不同的桌遊對於
學生的專注力、語文能力、數學計
算、敘事能力等都有幫助，因此決
定運用桌遊融入自閉症學生的敘 

事能力課程。 
二、教學策略 
    本次教學採用遊戲教學法，遊
戲教學法是指將遊戲的概念融入
教學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具的發展
與設計中，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與動機 (林雨嫻，2012)。沈姿蓉
(2006)整理多位學者觀點，認為遊
戲教學有以下功能: (1)能激發學生
學習的興趣與動機(2)提供及時回
饋與學習輔導(3)增進學生適應社
會的能力(4)增強學生的自我發展
(5)對於學生學習達到良好效果。 
    而在遊戲教學法中，需選擇適
當的遊戲在課程中使用，平時學生
對於桌遊便很有興趣，加以桌遊規
則簡單並可適當修改，因此選擇桌
遊以運用在課程中。 
肆、教學應用 
一、個案簡介 
    本次課程運用故事骰和兩名
國中自閉症學生進行教學，此兩名
學生在敘事能力皆有問題，甚至因
其敘事能力不佳而在和同學相處
遇到困難，個案介紹如下表一 : 

表 1  
個案介紹 

個案介紹 

小成 國中二年級自閉症學生，對老師及同學都有極高溝通意願，有主
動和他人對談的行為；但受限於其敘事能力不佳，談話內容常斷
斷續續或無法正確表達其想法。在班上，同學們在和小成對談時
常因此容易感到不耐煩。 

小睿 國中一年級自閉症學生，熱於表達，在課堂時常主動舉手發言，
但同樣因其敘事能力不佳的影響，在發言時常需花較多時間且在
任課教師協助才能講到重點，同學對於此現象感到不滿，並希望
能限制小睿的發言次數，小睿對於自己無法在課堂表達自己想法
而感到生氣，常因此和同學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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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 
(一) 分析個案能力以進行課程設

計及調整 
    由於兩名個案都無太高之學

習動機，因此在教學活動使用遊戲

方式增加參與意願，藉此達到在遊

戲中學習的目的；故事骰之玩法除

開頭語句的設定外，其他多為玩家

自行發揮，而由於本堂課中兩名自

閉症學生需要明確規則才能進行

遊戲，因此會調整故事骰之規則，

並將規則步驟化進行教學。而關於

個案之敘事能力部分，因個案平時

說話或敘事時，常無法抓到重點，

在課程中將設定主題讓兩名個案

先從和主題相關的關鍵句開始練

習，進而慢慢擴充句子內容，讓個

案學習如何在敘述內容時能增加

與重點相關內容；而個案在和同學

相處過程中，有因無法接受同學的

不同意見而產生衝突之情形，為了

讓個案學習如何接納他人意見，因

此在課程設計中會讓個案有機會

傾聽他人的意見，並練習針對他人

意 見 給 予 適 當 回 應 。 
(二)桌遊之應用 
   本次課程採用之桌遊為故事

骰，依學生能力將規則進行調整後

如圖 1 圖 2。 
 
 

 

 

 

 

 

 

 

 

 

 

圖 1   故事骰外觀   

    
     
 
 
 
 
 
 
 
 
圖 2      故事骰圖案 

 
故事骰的遊戲規則為以下四

點：1.投擲九顆骰子 2.以「很久很
久以前」作為故事開端 3.聯結九顆
骰子的圖案以編織故事，從最吸引
你目光的骰子開始故事 4.故事長
短、內容不限。調整後規則：1.故
事開頭由學生自行決定，不需使用
「從前從前」等特定內容作為開頭
2.將九顆骰子骰出，由學生挑選自
己可以進行發揮的骰子 3.先由兩
顆骰子的圖案組合成句子開始進
行，再慢慢遞增 4.骰子先後順序可
自己決定 5.教師設計主題，並提供
協助。 

 



桃竹區特殊教育 

                                 第二十五期，33   

 
 
 
 
 
 
 
 
 
 
圖 3  選擇骰子 
根據學生能力調整規則後，讓學生

將骰子骰出，一開始先從九顆骰子

的圖案中挑選兩顆自己較能進行

發揮的骰子圖案進行練習。 
 

 
 
 
 
 
 
 
 
 
 
圖 4  發想內容 
根據所選擇的骰子圖案進行內容
發想，並練習將其組合成句子，當
學生已能組合後，可逐步增加骰子
數量讓學生練習使用更多圖案組
合句子。 

 
 
(三)教學設計(以下提供一個把故事骰用在特殊需求-社會技巧領域的教學

活動設計當為參考) 
表三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社會技巧領域 

教學單元 故事遊我口 

教學對象 自閉症學生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2-3-1-1 能接受他人不同的意見或

感受 
2-3-1-2 能以他人可接受的方式提

出自己的意見 

2-3-1-1-1 能理解同學不同的意見 
2-3-1-1-2 能理解同學所表達的感受 
2-3-1-1-3 能針對同學的意見或感受給予

回應 
2-3-1-2-1 能了解適當的表達方式 
2-3-1-2-2 能針對不同的主題以適當方式

進行表達 
教學重點 1.運用故事骰，藉由不同的主題，帶領學生將欲講述的重

點放入句子，讓學生練習如何在說話過程中以適當的方式

講出自己所要講的重點內容。 
2.能接受同學對自己創作之內容所提出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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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評量方式 

 
 
 
 
 
 
 
 
 
 
 
 
 
 
 
 
 
 
 
 
 
 
 
 
 
 
 
 
 
 
 
 

壹、引起動機 
一、詢問學生是否有玩過桌遊的經驗，並請有玩過

的學生作分享。 
二、說明今日課程:運用故事骰讓學生練習講出自己

想表達的重點內容。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講解故事骰玩法並說明會提供之協助 
除說明玩法外，教師會在過程中，提供學生主題協

助學生開啟方向，而在組合句子時，則提供學生適

時協助，幫助其想出內容進行組合。 

 
         圖五 故事骰規則說明 

 

   圖六 故事骰規則說明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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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1  
2-3-1-1-2  
 
 
 
 
 
2-3-1-2-1  
2-3-1-2-2  
 
 
 
 
 
 
 
 
 
 
 
 
2-3-1-1-1  

 

  圖七  教師提供組合之協助 
二、將多顆故事骰進行連結 
1.請學生分別說出故事骰每一面的圖案中角色的動

作和情緒為何。 

 
為了避免開始句子串連時，學生對圖案的動作無法

清楚定義，因此先進行此活動，讓學生對每個不同

的圖形明確定義。 

 
2.教師先進行示範，而後請學生輪流將兩顆故事骰

骰出後，運用圖案的動作練習將兩個重點串連成一

段話後進行分享。 

 

圖八  教師示範如何組合 
 3.教師和同學間彼此對該段內容表達看法，並討論

是否需要修正。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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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  
2-3-1-1-3 
 
 
2-3-1-2-1  
2-3-1-2-2  
 
2-3-1-1-1  
2-3-1-1-2  
2-3-1-1-3 
2-3-1-1-1  
2-3-1-1-2  
2-3-1-1-3 
2-3-1-2-1  
2-3-1-2-2  

讓學生檢視彼此的句子是否有將重點納入後，請學

生討論句子是否通順，如何修改會成為更棒的句子。 
4.學生輪流將三個故事骰骰出後，運用圖案的動作

練習將三個重點串連成一段話後進行分享。 
5.教師和同學間彼此對該段內容表達看法，並討論

是否需要修正。 
讓學生檢視彼此的句子是否有將重點納入後，請學

生討論句子是否通順，如何修改會成為更棒的句子。 
参、綜合活動 
一、教師設定主題-學校，請學生根據主題運用四個

骰子骰出不同的圖案後選擇運用接力方式或自行完

成故事。 
二、統整今天上課使用故事骰所創造的句子，複習

敘述事情時如何將想描述之重點納入。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四)教學成效 
在故事骰課程進行後，可發現學生
的改變如下: 
1.小成 
    小成原本在敘事上常出現斷
斷續續、講不到重點的情形，透過
故事骰教學，從使用簡短句子開
始，讓小成能練習直接講出重點且
避免因想講內容太多而無法順暢
講出，而在教學後可發現，透過故
事骰和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讓小
成慢慢可以順暢的講出主題相關
內容；此外，小成在遊戲過程中對
敘述故事產生自信心，進而主動協
助同學完成故事。 
2.小睿 
    介入前小睿在敘事能力上有
很大問題，無法敘述與主題相關的
內容，經過課程中不斷練習如何根
據敘事的重點，使用適當方式進行
表達後，可發現小睿和主題相關的
語句雖然仍不多，但開始逐漸增
加，也慢慢能接受同學和教師所提

供的意見和協助修正自己的故事
內容。 
 伍、結語 
    特殊學生在融合教育下面臨
了許多困難與挑戰，因此，如何運
用策略幫助學生克服這些困難顯
得相當重要。透過遊戲融入課程
中，對學生能力及動機的提昇上都
有相當成效，此外，在遊戲過程中
也能和同儕產生良好人際互動，由
此可見，遊戲的適當應用對於課程
的進行頗有幫助，期望透過此次分
享，讓更多人對桌遊融入課程有更
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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