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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身心障礙學生在身體機能、成

長發育、心理發展和運動經驗上，

均較正常學生有發展遲緩或不足的

現象，而體育、運動訓練正扮演促

進身心障礙學生多方面發展的功能

性角色。藉由適應體育課程的教學

與活動，可達到身體鍛鍊、身體復

健、心理建設、社會人際關係建設

等功能。為尊重保障身心障礙學生

運動學習的權利，適應體育相關人

員宜本著愛心、耐心與恆心，盡其

在我，發揮創意，就現有的教具、

環境及遊戲規則做必要的修改，塑

造適合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環境，

不給身心障礙學生失能的標記，重

視其能力與優點，幫助其從參與體

育活動中進行全面的學習，享受運

動的樂趣，建立信心、培養規律的

運動習慣，進而增進運動能力與休

閒活動能力，提升健康體適能，進

而改善生活品質。

適應體育的重要

體適能和健康生活型態是適應

體育教學主要的目的之一，而培養

學生自我實現的能力則是適應體育

的最高理想。Sherrill（2004）指出適

應體育是藉由改善心理動作問題，

以利個人達成其成就目標與自我實

現，並建立積極、主動的健康生活

型態。林曼蕙、張翠萍（2001）認

為適應體育是指針對身心障礙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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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有組織化的身體活動，其範

圍涵蓋了學校體育、競技運動、休

閒活動及治療和矯正運動。

基本而言，適應體育與一般體

育是一樣的，只是基於身心障礙者

個別需求之原則下，應考慮教學目

標的擬定、課程內容的選擇、教具

教材的應用和教學方法的變通，加

以適當的修正與應用（闕月清、游

添燈，2000）。身心障礙者由於本

身在動作及認知上的限制，需要特

別的運動器材、規則及課程目標，

因此適應體育的重點不在於他能完

成多少，而是在運用目前的優勢能

力，使其充分參與運動，體驗運動

的成就感，培養自我正向的心理態

度。

Sherrill（2004）認為適應體育

是多元化的體能活動設計，內容包

括發展活動、訓練、遊戲、韻律及

運動，且儘量符合個體的興趣能力

限制等特殊需求，藉由身體活動獲

得成功經驗和活動的樂趣。沒有人

喜歡失敗，對沒有興趣的活動往往

就不願意參與，適應體育就是要讓

活動變得更有趣，大家都可以參

與，排除身體上的限制，並且可以

獲得成功的經驗。

陳啟森、林曼蕙（2001）的研

究也指出智障者由於認知功能的缺

損，導致在各種事物的學習方面

成效不易顯著，日常生活技能較

差，且自我發展遲滯，缺乏自制、

自知，常順著慾望衝動行事，故

難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尚憶薇

（2003）的研究中發現，透過體育活

動的參與可增進身心障礙者與同儕

溝通的能力，同時也改善了動作協

調技巧。學生能否在其學校畢業後

順利參與社會，一直都是家長與教

師所擔憂的，若能加強此區塊，對

於未來的社會生活相當有幫助。

綜合以上所述，適應體育對於

身心障礙者來說，不僅是需要而是

必要，除了對身體適能、動作發展

可以帶來成長，對於正向積極心態

的建立、自信心的加強等，都能帶

來實質上的幫助。

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與推展

每所學校的教學型態與人力

資源皆不相同，校園環境及教學設

備更是各校不一，如何落實學校本

位的適應體育課程，是一件相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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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業務，需要詳細考量規劃。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是多元化

的，以最少限制環境基準，對身心

障礙學生進行適性的教育安置，從

最隔離的教育環境到一般常人所接

受的普通教育環境，都有可能安置

到身心障礙學生。為因應融合教育

的趨勢，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就有

了合作與互動的必要性，各自結合

自己本身的教學專業，規劃身心障

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在規劃

與推展學校本位適應體育課程時，

宜注意五個面向： 

一、成立適應體育教學團隊

身心障礙的學生在教學指導

上，人力的調配是一大難事，從事

適應體育指導的教師，不僅需有特

殊教育的執教能力，在適應體育課

程規劃上，更須有相當的專業性，

然而身具兩種身分的教師，確是屬

於少數，因此，在人力資源的尋找

上，就需仰賴專業團隊的支持才能

圖1　改造教材、調整規則、用心教學，讓學生享有運動參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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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以普通學校而言，在進行適應

體育教學時，必須藉由特教老師與

體育老師雙方緊密的聯繫及合作、

善盡並融合個人教學專長，是適應

體育課程能否成功的關鍵。以特殊

教育學校而言，校內有各種不同專

長的特教老師，更設有專業治療師

的配置，在有特殊復建需求的學生

服務上，人力雖較為充足，但如沒

有專責單位進行統籌規劃，亦將無

法展現團隊資源的效益，所以適應

體育教學團隊的建立，有其必要

性。我國即訂有《身心障礙教育專

業團隊設置與實施辦法》，學校應邀

集有興趣及相關專長之教師，積極

成立適應體育教學團隊，確實落實

此辦法。

二、規劃適應體育發展目標

適應體育課程之運作，需針對

學生個別進行調整，課程方向須集

思廣益，排定教學目標，訂定適應

體育活動發展計畫，提供教學團隊

設計教學與活動的依據，並應定期

圖1　改造教材、調整規則、用心教學，讓學生享有運動參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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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校足球隊於2011年希臘夏季世界特奧運動會與賽普勒斯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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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教學研究會議，檢視發展的目

標方向是否正確，適時調整課程及

增列新的目標。尤其學校要推展此

項業務，一定要整合校內教師和相

關資源，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三、積極參加適應體育研習活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適

應體育教師必須不斷精益求精，隨

時因應需要進修，增進個人的軟實

力，並於返校之後進行研習心得分

享，讓團隊也能得到相關資訊，教

學相長。目前針對身心障礙者所辦

理運動賽事的協會團體，皆經常性

的開設教練研習課程，學校應推派

適應體育團隊的教師前往參加。

四、社區互動之結合

各校所處地理位置不同，周

邊環境型態不一，要發展具有學校

特色的適應體育模式，可考量與學

校附近的相關團體合作，比方與鄰

近學校進行結合，規劃融合式的體

育課程，不僅能發展與普通生的互

動，增加學生自信心，對於品德教

育的影響也相當大，未來校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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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若有人力上的需求，即有合作

的伙伴學校可以協助。

相關合作的型態不應侷限於學

校單位，各校可依學校當地的社區

環境詳加規劃，積極向外拓展，獲

得所需要的資源。

五、全力參加相關競賽

推展適應體育是一項相當辛苦

的工作，其所需的人力跟經費資源

得來不易，但各校若能積極運作，

對學生及教師本身都能帶來最大的

收穫。

參與校外或國際運動競賽，可

提供教師和學生與社會或世界接軌

的經驗；學生在參與運動訓練的過

程中，可增長相關技巧、基本體適

能，並提升指令的理解力和遵守規

範的能力；教師在規劃和實際從事

訓練課程、設施器材的準備和參加

比賽等過程的相關業務能力方面也

將會成為自己的寶貴經驗。

結　語

適應體育課程強調積極的參

與，學生因為自身能力上的限制，

造成其動作發展落後、認知能力無

法跟上學習，這些不該成為無法享

受體育樂趣的藉口。學校單位應秉

圖3　教師應多參加適應體育相關的研習會，充實自身的專業度

學校本位適應體育課程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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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有教無類的多元教育精神，統

整校內所有教育資源，運用在有特

殊需求的學生身上，進而提升到全

校性、社區性的融合式體育，創造

屬於自己學校校本的適應體育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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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學校和教學團隊的用心，讓身心障礙學生也能開心地與世界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