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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聰班學生的學習適應情形

魏翊如　桃園縣興南國民中學體育老師

前　言

近年來國內特殊教育發展主要

以「融合教育」為主流，許多身心

障礙學生被安置在普通班級中與一

般學生共同學習（羅健榮，2006）。

融合教育是一種零拒絕的理念，強

調社會的多元價值，所有的學生不

論其心智能力的高低、家庭社經地

位的差異、文化背景的不同，均有

權利在同一環境下共同學習，提供

特殊學生正常化的教育環境，而非

隔離的環境（林宜君，2010；陳明

宏，2008）。希望能藉此提升自我價

值和信心以及增長社交能力，並且

滿足特殊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李

昀穎等，2009）。透過班級內的普通

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的

協同合作，讓特殊需求的學生能在

正常的環境下學習。

本篇著重在實施融合式體育課

程的教學現場，從課程實施的方式

及啟聰班學生學習適應情形，了解

啟聰班學生在普通班級中是否能夠

達到良好的學習和成長，期能有助

於未來實施融合式體育課程教學者

的參考。

啟聰班學生參與融合式體育課程

實施情形

本篇所指融合式體育課程，指

啟聰班學生由啟聰班專任教師從旁

協助，融合於國中普通班級進行體

育課程，每周兩節課。參與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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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的啟聰班學生基本資料如

表一，筆者經過一年多的上課過程

中不斷的摸索與修正後，將教學實

施情形整理歸納如下：

一、課前了解及宣導

進行體育課程之前，透過特教

老師了解學生狀況，其中包括聽障

程度、身體狀況、運動能力及興趣

等資料，以利課程的安排。對普通

班學生做宣導，增加一般生對聽障

生的了解，進而接納與協助學習。

二、全方位課程設計

依照學生的能力設定適合的

學習目標，針對運動能力較差的學

生，降低學習目標、標準或是調整

運動規則，提昇學生上課參與感，

降低挫折，再逐一增加課程難度，

讓所有的學生在融合式體育課程中

都能有所收穫。

三、編排小組進行活動

安排和普通生進行分組練習

及競賽，經由互動的過程中培養社

交能力。讓學生在競賽中展現自

我，獲的成就感和自信心，進而提

升自我價值。透過異質能力分組，

教學相長，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培

養表達溝通能力；透過同等能力分

組，同儕間互相學習模仿，增加自

信心，降低因能力差異過大的挫折

感。

四、學生示範及回饋

針對學生表現良好的部份適時

給予稱讚及肯定，安排動作示範表

現機會，提高對自我的認同感，增

加普通班學生的接納程度。

學習適應情形

筆者透過訪談啟聰班專任老

師，請老師提出學生參與融合式體

育課程的看法及感受，同時針對學

生的反應及改變做相關的描述。加

上教學現場的觀察、學生個案資

料、學生意見回饋表及測驗資料等

進行分析，整理相關資料後發現學

生對融合式體育課程的學習適應情

形包括：運動能力、參與態度、人

際關係、社交能力、自我認同、自

我肯定挑戰、勇於嘗試及良性競爭

等。相關分析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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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技能提升

在國小時期體育課程是由特

教老師教授或在普通班因為溝通能

力的問題，無特教老師在旁協助而

常被忽略。因此，在動作技能學習

上，國中階段對他們來說是比較正

式有系統的學習。在動作學習上沒

有太大的問題，只是體能狀況上比

較差一點，雖然一開始他們動作上

比較生疏，可能沒接觸過，或是比

較少運動，但是練習幾次之後就能

慢慢上手。在體育課程中和普通生

一起學習籃球、排球、羽球、足

球、拔河及大隊接力等課程，漸進

地學會多種運動技巧，達到和普通

生一樣的學習標準。

他們對於經過學習和練習之後

學會運動技巧感到非常喜悅，並且

樂於學習。八、九年級聽障生因參

與的時間較久，在運動學習表現上

較七年級的聽障生佳，對於各項運

動的基本技巧及動作標準上掌握度

表1　啟聰班學生背景資料

項  目 情  形

性別 1 男，4 女

聽力狀況

皆配有助聽器，重度 1 人；極重度 4 人
小佩：可聽辦語意
小安、小如： 配戴人工電子耳，聽力佳，但語

言理解能力弱
小渝、小容：聽覺能力僅能察覺聲音有無

溝通能力
小佩有較佳的口語能力，能以簡單口語溝通，
其餘學生均須手語輔助溝通

智能狀況 皆正常

國小就讀班別
小渝、小安：就讀普通班，無特教老師協助
小佩、小容、小如：就讀啟聰班

融合時間
小容 ( 九年級 )：99 學年度開始
小安、小佩 ( 八年級 )：100 學年度開始
小渝、小如 ( 七年級 )：101 學年度開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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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達到每堂課體育老師設定的

學習目標。

二、上課參與態度

八、九年級聽障生熟悉體育

教師上課流程和模式，上課參與度

高，老師講解示範完畢後，就能開

始自己練習，甚至主動找普通生一

起分組。七年級聽障生因第一次參

與融合式課程表現上較為畏縮，學

習上較為被動，需要特教老師在旁

指導，才會開始練習，遇到困難不

敢主動提出，需要特教老師細心觀

察協助。在練習的時候如果體育老

師或是同學稱讚他們剛剛那個動作

做得很好，他們就會很開心，然後

會想要繼續練習，或是想要趕快再

作一次給大家看。

聽障生在上課參與態度上從

退縮到積極參與，當老師及同學給

予立即性的稱讚之後，會更熱絡的

想要參與練習，積極想要表現，希

望他人注意到他們的進步。他們對

於能和普通生一起分組進行小組競

賽非常有興趣，透過得分和贏得比

賽，增加他們對自己的認同和自信

心。並且透過在比賽的過程中擔任

記分員或是場邊裁判來增加課程中

的參與。

三、社交能力提升

身心障礙者往往缺乏運動或

偏向靜態的生活方式，失掉許多社

交活動機會，身體活動與運動比賽

是增進人際互動最佳的媒介，近年

來提倡融合式體育的理念就是藉由

更多的身體活動參與增進社交機會

並改善體能與健康（陳張榮、周俊

良，2012）。 陳 志 佳（2006） 也 指

出，融合教育實施時應儘量安排身

心障礙的學生和同儕一起進行相同

的活動，獲得的學習效果較好。

從一開始是由老師指定分組進

行練習，到自己找固定的普通生一

組，進而到會主動找不同的普通生

進行分組練習。融合的時間越久的

聽障生，越喜歡和普通生一起練習

和活動。學生覺得，在上課的過程

中同學對他們都很好，不會排斥他

們，一開始覺得有點怕怕的，但是

後來認識了之後，就覺得他們人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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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生在融合體育課程中和同

儕關係漸入佳境，參與融合時間越

久的聽障生和普通班學生的互動情

形就越好，能夠用比手畫腳的方式

互相溝通，參與融合式體育課程後

在人際關係方面皆有明顯的改善。

聽障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主要是

仰賴手語作學習和溝通，但是面對

社會的一般環境，大多數的人並不

會手語，容易造成對於一般生活適

應的困難。剛開始學生會反應普通

班老師和同學看不懂手語，不知道

他們要表達什麼，常常會求助於特

教老師，但是後來他們都可以利用

簡單的手勢或是讀唇語來互相猜測

意思。透過融合課程的實施，不管

是用簡單的手勢、口語發音或是手

寫，讓聽障生有更多的機會能夠學

習如何和一般人作溝通，敢於去表

達。

四、心理素質提升

從陌生到熟識，從害羞到一起

參與分組活動，透過頻繁的接觸，

聽障生開始轉變以往依賴手語的表

達方式，開始使用不敢啟齒的口語

表達，學習用不同的方式和一般人

作溝通，這也為將來能夠適應一般

社會環境溝通作準備。學生覺得自

己因為上了體育課之後變得勇敢，

因為他們敢和普通班的學生講話，

和普通班的學生一起玩。

以前他們會排斥學習新的東

西，但是上了體育課之後他們變得

敢去嘗試、探索，對於其他課程的

學習也比較有興趣。藉由體育課程

不同學習目標的設定，透過學習和

練習獲得許多成功的經驗，讓他們

對於其他事物也能抱持著積極的態

度去學習，去勇於嘗試。

雖然一開始學習運動技能會有

許多挫折和拒絕學習的情形出現，

但是透過課程的調整和不斷的鼓勵

及對每一次小小成功的肯定，他們

也開始相信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

表現並不差，慢慢建立自信心，肯

定自己的表現。甚至主動希望能夠

參與普通班學生的小組競賽，展現

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

融合教育在體育教學現場─啟聰班學生的學習適應情形



10�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36
2013年‧6月

課程教學
TEACHING

結　語

在融合式體育課程之中，依

照學生的狀況及需求為前提，以多

元彈性的方式呈現課程內容，不斷

的調整上課方式、運動規則，降低

挫折感，透過適合的學習管道去經

驗體育課程，讓學生能夠循序漸進

的學習各項體育活動，以達成聽障

生的體育教學目標。在參與融合式

體育課程之後，不僅是運動技能提

升，在心理素質上也有許多的改

變，最明顯的是自我肯定、自信心

提高、敢於用口語溝通、勇於嘗試

學習及學習動機變強。透過體育活

動及運動比賽的情境之下，增加社

交機會，並學習和一般人互動及溝

通。冀望他們透過參與融合式體育

課程獲得的各項經驗延伸應用類化

到一般生活上，更能適應一般社會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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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和普通班學生分組練習 圖2　拔河比賽

圖3　和普通班學生討論 圖4　滾輪胎

融合教育在體育教學現場─啟聰班學生的學習適應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