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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在國

際體育運動憲章中強調：「體育是所

有人類的權利，尤其對身心障礙者

而言，體育更是促進其健全人格的

教育方式。」（UNESCO, 1978）各國

政府除不應拒絕人民參與運動的權

利，更應營造符合各個別差異群體

參與運動的友善環境，並透過體育

政策和教育的手段，促使人人能養

成終生運動習慣，建立健康的生活

型態，以締造祥和的多元社會。

適應體育的目的

適應體育是以身心障礙者為

對象，針對其個別差異，設計有組

織化及具教育、治療和矯正功能的

休閒或競技運動之個別化的體育教

育方案（IEP），目的在於改善心

理動作問題、紓解身心壓力、增強

身體適能、促使協同合作、體驗成

敗經驗、享受競賽過程重於奮力得

名，以培養良好社會化行為，促進

人格健全發展，強化身體動作技能

及面對與解決問題能力，使之有自

信心的融入社會生活，以利個人達

成其成就目標與自我實現，從而提

升生活品質，並建立積極、主動的

健康生活型態（林曼蕙、張翠萍，

2001；闕月清，1996、2002；Sherrill，

2004），它已是展現祥和社會的重要

組成部分。

適應體育是培養無形學力

日本教育學者岸本裕史將學

力分為有形學力與無形學力，前者

指能以分數量化、測量的學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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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字讀寫、數字計算等和升學、

升等考試有關的能力；後者則是由

「語言能力」( 如聽懂講解內容、看

懂教材內容等 )、「教養」( 如專注

力、堅毅力、耐力等 )、「社會活動

體驗」三大要素組成，是能否融入

社會生活的關鍵，因此無形學力是

真正的實力（鄭曉蘭，2013）。對在

起跑點即落後的身心障礙者而言，

適應體育可說是培養無形學力的不

二法門。 

適應體育有賴群策群力

基於適應體育的專業性與特殊

性，政府除應重視其師資培育和進

修增能的管道，也應支持學校營造

友善運動環境。學校更應以「學校

本位」完善規劃軟硬體設施，結合

學校、社區、師資培育機構及適應

體育有關學（協）會的資源，組織

集行政、教師和社工、志工合一的

執行團隊，以設定多元兼具開創性

的教育目標，並擬訂教學和活動計

畫。

而稱職的適應體育老師，除

必須涵養個人專業能力與精神外，

尤應主動透過政策或團隊的管道，

不斷地自我進修增能和善用組織資

源，用耐心、愛心、恆心的寬容態

度，和相互鼓勵、自我勉勵的打氣

技巧，透過親切地溝通和對話，及

與學生共同體驗事物，以培養學生

勇於嘗試、不畏失敗的精神，體驗

練習與訓練的辛苦過程和達成目標

的快樂，建立獨立學習和自主生活

的習慣，有自信心的融入社會生

活。

學校適應體育的發展現況

本期以「適應體育」為主題，

特邀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系所、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高雄

啟智學校及嘉義大學體育特別班等

第一線的行政和教師，分就教師培

訓和增能、學校本位適應體育課程

和教學、適應體育之競賽與活動、

高雄世運採訪工作坊、大學體育特

別班教學實務等子題邀稿，應有助

於國人對我國特殊教育學校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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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應體育方面發展現況的了解。

筆者也親自走訪前述特殊教

育學校，發現：無論是學校校長、

行政人員和教師，對適應體育在學

生情緒控制、人格發展和身體活動

能力多持正面肯定態度，而給予全

面且全力的支持，學校硬體設計、

設施的興設，均考量教學、競賽和

活動空間的安全、友善與寬敞、舒

適。新北特殊教育學校的水療泳池

教學和競賽訓練、高雄啟智學校上

午九時的全校環 8 字走廊健走和希

望學園組織的運作、臺中特殊教育

學校的獨輪車教學和環島活動，處

處展現參與者以用心、愛心與耐心

投入的服務奉獻和協同合作精神，

及不落俗套和不自我設限的友善運

動環境與教學和活動創意，實令我

等感佩且值得獻上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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