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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障礙學生能與他人適當的互動是融合教育中重要之技能。研究者蒐集與參閱

社會技巧教學的文獻、教材內容與相關實徵性研究，綜合歸納社會技巧教學的方法包

括：特教班抽離式社會技巧課程、資源班抽離式社會技巧課程、小團體互動課程、同

儕互動性課程與自然支持者互動課程。本文針對自然支持者互動課程進行探究，並提

供相關建議。 
關鍵字：自然支持者、智能障礙、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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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skill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for mi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After referring couple books, dissertations, and research papers about teaching 
social skills, researchers concluded some methods, including centralized special education, 
resource class, small group class, peers interactive class, and natural supporter interactive 
class.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natural supporter interactive classroom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Keywords: social skill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clusive education 
 
壹、前言 
    筆者在教學現場中，發現許多發生於

學生間的吵架、衝突、交友狀況、情緒起

伏等問題，大多是因為智能障礙學生缺乏

良好的社會技巧所導致人際關係較差。筆

者在學校場域中也觀察到智能障礙學生

在與他人互動時，時常運用錯誤的互動技

巧想吸引他人的注意，導致智能障礙學生

與同儕間的互動易產生摩擦。 
    然而，普通班的教師時常因為不知如

何教導特殊生正確的社會互動技巧，也不

知道該如何引導班級的普通生和融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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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導致班級中同儕與融合生無法產生

良好的互動關係。國內特教老師們也發現

這個問題的癥結，因此開始推動社會技巧

課程。綜觀國內的社會技巧研究不少，但

對象大多是針對特教班或是資源班的學

生設計，缺乏針對普通班級中的融合生，

特別是在與他人互動較有缺陷之輕度智

能障礙學生上，社會技巧的相關研究與課

程設計更是寥寥可數（盧玉真、李翠玲，

2013；陳秉均，2010；周珊儀，2009；余

育嫦 2007）。 
    許多社會技巧訓練的相關文獻顯

示：教學情境多在資源班或是特教班，透

過單獨教導融合生或是讓融合生與其同

儕進行互動，對於融合生在普通班與同儕

的互動影響效果有限，較難將所學習的社

會技巧運用於自然情境中。筆者蒐集國內

的研究，發現國內大多數自然支持者的研

究將重點著重於就業與生涯發展的協

助，目前只有林純惠（2009）將自然支持

者的觀點運用於社會技巧教學中。同儕的

角色在社會互動的課程中是智能障礙學

生很好的楷模學習，但是當智能障礙學生

回到班級中時，時常會因為沒有楷模的學

習與提醒，而出現不適當的互動行為。花

敬凱（1998）提到自然支持是指自然情境

下老師和同學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任何

協助，可幫助其學習其學業與生活相關技

巧，以維持良好的狀態。Martin 與 Klein
（1998）也提出自然支持的同儕給予智能

障礙學生的協助是無價的，從互動中不僅

可以促進關係的建立，也可以增進智能障

礙學生的互動技巧。Stevens（2010）也提

到透過自然支持的策略，可以給予學生最

自然且必須的協助，透過自然支持者的協

助，同時也可以促進同儕與障礙學生關係

的建立，更可以在情境中學習提供協助和

與他人合作。Kauffman（2005）指出透過

有系統的教導社會技巧，可以幫助身心障

礙學生發展正向社會互動、友誼關係和社

會支持性網絡，以及有效的應對社會環境

的技能。 
    本文即透過文獻分析，探討自然支持

者對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社會技巧的影響，且

探討自然支持者應如何協助智能障礙學

生。 
 
貳、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特徵 
    智能障礙為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次多

之類別，但是由於心智和認知發展遲緩，

導致學習速度及反應較同年齡兒童緩

慢、學習類化及遷移的能力也較困難，進

而影響智能障礙學生無法在適當的場合中

運用合適的社會技巧。其主要的社會技巧

特徵如下（林惠芬，2004、洪麗瑜，1999、
鈕文英，2003、盧玉真、李翠玲，2013)： 
 
一、社會技巧缺陷 
    智能障礙學生最主要的社會技巧缺

陷問題，是因為其在生活中從未習得某項

社會技巧，所以沒辦法表現技巧；或是技

巧表現的缺陷，也就是雖然已經習得社會

技巧，卻不知如何表現；或甚至因社會技

巧表現不熟練而產生社會技巧流暢度之

缺陷。 
 
二、缺乏適當的溝通能力 
    部分智能障礙學生有口語溝通障礙，

如構音困難、語暢不順以及反覆的口語行

為等，這些語言方面的問題會直接影響智

能障礙學生社會互動的品質。也因為語言

缺陷的緣故，使得智能障礙學生在團體中

也容易受到同儕的排斥。 
 
三、認知發展遲緩 
    由於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發展遲

滯，會導致學習的吸收能力較差，在學習

上也較難運用所學習的互動策略，且缺乏

表達社會技巧的知識和能力，導致其在社

會技巧互動表現上欠佳。智能障礙學生較

困難將學習到的知識或技能運用到生活

情境中，也無法應用舊有的經驗來解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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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情境中所遇到的問題。 
 
四、不適當的行為問題 
    日常生活中不適當的行為問題會造

成他人的排斥，而智能障礙學生時常出現

不適當的干擾行為，如無法遵守規範或遊

戲規則、表現好動或是坐立難安等行為，

也容易出現拒絕、退縮、固執、壓制等行

為。許多智能障礙學生會以負向的社交行

為來示好，如打人、罵人、中斷他人談話

等，錯誤的互動方式較難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五、缺乏適當的衝突處理能力 
    處理衝突的能力是與他人互動中重

要的能力，智能障礙學生在處理衝突時的

能力較差，當面對問題無法解決時，較少

主動的尋求他人協助。智能障礙學生在處

理問題上，也較缺乏彈性，也無法適當的

應用策略處理衝突，導致衝突不斷發生。

因此，教導智能障礙學生適當的衝突處理

能力是重要的，也有正向的意義。 
    智能障礙學生也因為認知學習、行為

學習與社會中的適應能力較弱，因而出現

許多社會技巧學習的需求。 
 
參、自然支持者如何協助智能障礙

學生社會技巧的表現 
    自然支持指的是在自然情境中給予

身心障礙者提供任何協助，幫助其課業的

學習、人際互動與活動參與，期望透過自

然情境中的協助，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的學

習，與提升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

在運用自然支持者的策略，應採用下列的

項目以獲得最大的成效。 
 
一、提升普通生對特殊生的認識與瞭解 
    臺灣目前的教育環境中，普通班較難

有足夠的特教人力資源幫忙，目前教育現

場則是需要導師獨當進行教學居多，因此

可透過自然支持者的幫忙，使智能障礙學

生可以獲得立即性的學業、技能與社會技

巧，而同儕支持者也可以從協助中，獲得

技能的提升與有能力協助他人的快樂。 
    Downing 與 Peckham-Hardin(2007)的
研究顯示，學生間可以在學校的環境中形

成一種互助的團體，無需要老師的鼓勵與

要求，學生們會主動的協助班級的障礙同

學。除了班級學生單方面的協助智能障礙

學生，Downing (2008)認為教師應幫助學

生了解身心障礙的學生，透過相互的認識

障礙學生的特性，以消弭因不了解而產生

的不認同和排斥。Grubbs 與 Niemeyer
（1999）也認為透過提升同儕的特教知

能，可以促進一般同儕與智能障礙學生互

惠的互動。 
    因此，在普通教育中，智能障礙學生

若要增進社會技巧的能力，必須同時幫助

普通生了解智能障礙學生，透過改變普通

生對智能障礙學生的刻板印象，以及教導

普通生與他們的互動方式，才能讓智能障

礙學生能夠練習與維持所習得的社會技

巧。 
 
二、指導普通生增進與特殊生的互動技巧 
    由於班級導師需要關注的學生人數

過多，因此在融合教育中，同儕是最好的

自然支持者。許多研究發現抽離式的社會

技巧課程雖然能教導智能障礙學生正確

的應用社會技巧與他人互動，但是沒有教

導普通生，因此導致普通生不知道運用適

當的方法與智能障礙學生互動。 
    根 據 上 述 的 問 題 ， Nestler 與 
Goldbeck (2011)在研究中先指導同儕進行

技巧的學習，再進行同儕互動社會技巧訓

練，發現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問題解決能

力和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能力有顯著的提

升，顯示同儕的互動可以提升學生的社會

技巧與互動能力。 
    社會技巧訓練的方案可能因實行的

對象與目的之不同而有差異，但歸納研究

的教學理論基礎，大多以認知行為學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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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主要的步驟為：示範、教導、增強、

回饋、角色扮演及家庭作業等（洪儷瑜，

2002）。透過先教導同儕社會技巧，再依

序讓同儕進行社會技巧的示範和社會技

巧的指導。但是在過程中如果智能障礙學

生的學習與回應的能力較慢且缺乏時，同

儕可以適時的運用鼓勵的方式與智能障

礙學生進行互動。 
    許多學者發現同儕互動與自然情境

下指導社會技巧，有顯著的學習成效，從

社會技巧訓練中，可以降低身心障礙學生

的問題行為發生率，讓問題行為受到控

制。張雅惠（1998）在研究中發現，目前

有許多研究採用社會技巧訓練的模式，雖

然輔導結果並未一致，但都是能改善社會

技巧、增進自我概念的方式。因此，小團

體同儕間內部的溝通不但可產生正向互

動，而且在學習這些社會技巧的同時，對於

團體間友誼的形成也是一種鼓勵，而運用

小團體的社會技巧訓練目的即是改善兒童

社會互動技巧，提升更正向的同儕關係。 
 
三、自然支持者在實際情境中提供協助有

助於智障者的社會互動 
    自然支持者的策略不僅適用於教學

情境中，在智能障礙學生就業的服務上也

是有利的策略之一。根據關婉珍、陳靜江

(2001) 對智能障礙者在就業中所提供的

支持策略包含：口語提示與指導、動作示

範、調整工作與生活相關因素、提供視覺

線索、就業服務員或他人陪同、尋求自然

支持者、行為演練、後果處理與口頭讚

美、申誡及提供輔具與良好典範等分類。

王欣宜(1998)也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進入

職場後，應變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學習

力、人際互動能力與生活適應力若能透過

社會技巧的學習，與職場教師和同儕的自

然性支持，可以發展出良好的就業力與社

會互動能力。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透過自然支

持者的協助，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

社會互動能力與社會表現。 
 
肆、實際教學經驗分享 
    研究者運用實際的社會技巧教學於

高年級智能障礙學生與同儕的社會技巧

教學，發現該名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

表現及類化能力較弱，導致人際互動關係

未改善，經過融入自然支持者的教學後，

結果顯示智能障礙學生在自然情境中接

受自然支持者的提醒與協助後，能有效的

改善與提升社會互動能力，更進一步的提

升同儕接納度，相關論文限於本文篇幅關

係，請見謝皓衡（2015）。由此可知，自

然支持者的協助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學

生的社會技巧能力。 
 
伍、結語 
    從上述的資料分析中可以得知自然

支持者的策略應用於智能障礙者的教學

與就業服務中，不僅可以提升普通生、業

主與同事的接納度，更可以透過良好的社

會技巧與他人建立人際網絡，在結果中可

以看到良好的學習成效。 
    但反觀目前臺灣的特殊教育，運用抽

離式的社會技巧教學策略，雖能在課堂中

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互動能力，但是

當智能障礙學生回歸於融合教育的情境

中時，未能完全的將所學習的技巧類化運

用於自然情境中。國內目前只有一篇文獻

說明自然支持者的策略可以有效提升國

中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互動能力（林純

惠，2009）。因此，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朝

向運用自然支持者的策略於社會技巧學

習中，讓智能障礙的學生在自然情境中能

有同儕的提醒與楷模學習的機會，更加落

實臺灣的融合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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