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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中特殊教育學校（臺中特

教）這幾年積極推動學生適應體育

教學活動，活動與教學過程中可以

感受到大多數的身心障礙學生，對

於適應體育教學活動的熱愛，且從

過程中得到許多的成長。部分學生

更能發揮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精

神，向自己的極限與理想挑戰，努

力的過程與挑戰的結果，可說是深

深撼動了所有看過他們傑出表現的

人。然而，所有的特殊教育人員最

終的希望是：學生回到社區能夠參

與社區生活和休閒活動，與一般人

能有良好的互動。因此學校適應體

育活動與競賽的推廣，也要考量學

生是否能習得技能或養成習慣，未

來能否參與社區休閒活動，達到促

進其身體健康與增進其社區生活的

適應能力。

適應體育有益於特殊學生的

身心發展，闕月清（1996）指出身

體活動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健康體適

能、動作技能與情意方面的發展都

有正面的效益，更能提升生活品

質。且臺中特教（2010）對騎獨輪

車的學生進行研究，結果得知獨輪

車方案對學生的情緒管理、增加耐

性、降低問題行為與提升專注力是

有幫助的。可見推動適應體育對於

特殊學生是有正面幫助的。而學校

的活動如果能和競賽或賽事結合，

可以給學生一個努力的方向與目

標，最重要的是能提供他們表現的

舞臺，藉由這種經驗，提升了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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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自信，也促使他們更能融入

社會人群。本文將介紹臺中特教為

學生規劃的適應體育相關課程與活

動，及目前學生參與的各項競賽。

適應體育相關課程與活動

配合學校課程，教師通常會

在學生的 IEP 中擬定適應體育相

關之教學內容，這個部分由任課老

師主導，依據每一位學生的能力，

設計符合其學習的適應體育教育計

畫，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和能力參

與適應體育活動，從中得到樂趣。

例如，教師會以修改規則的方式，

或使用輔助器材，或是給予肢體協

助，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或完

成教師所設計的動作。

特教學生的個別差異很大，為

滿足各個學生的需求，本校設計內

容非常豐富且具多元加值的學習方

案，其內容包含適應體育、多元社

團活動、獨輪車學習方案、魔法音

樂精靈、成年禮、牙齒保健、家事

達人、法制講座、孝親按摩、環保

達人、多元生命教育及週一無肉日

等十二項。本學習方案可以說幾乎

滿足所有不同類型的學生的需求，

執行成果榮獲教育部 101 年品德教

圖1　直排輪社學生專心練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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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色學校的殊榮，得到教師及家

長的肯定。其中適應體育、多元社

團活動和獨輪車學習方案為適應體

育相關活動，分別說明如下：

一、適應體育

為使學生能有合適的體育活

動，強化其身心健康及自我價值，

本校推廣之適應體育為田徑、羽

球、足球和特奧滾球等四個項目，

參加的學生即為學校校隊，實施方

式為每週練習一次，以抽離班級的

方式進行，一次二至三節課，各項

目練習時間不同，以配合教練的時

間為主。學生每人最多以選擇一項

參加為原則，目的在使大多數的學

生都有參與之機會。

二、多元社團活動

本校社團活動分為體育、藝術

創意及藝文休閒等三大類，其中體

育類有田徑、羽球、籃球、桌球、

投籃機、直排輪及飛盤等社團；藝

術創意類有美勞、電腦資訊、美姿

圖2　「特力獨行」環島傳愛活動全體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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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儀及陶藝等社團；藝文休閒類有

氣功瑜珈、韻律舞蹈、XBOX、動

漫、WII、儒學等社團。社團活動是

在聯課活動課程中實施，是學校課

程的一部分，

全校同一時間進行。多元社團

活動，其目的也同樣是考量學生不

同的能力與需求，且選擇社團交給

學生自我決策，無法自己選擇的則

由家長或老師代選。因此，對於適

應體育有興趣的學生，除了班上的

課程或是加入校隊外，又多了社團

活動的選擇機會。

三、獨輪車學習方案

本校臨床心理師於 2008 年觀賞

「飛行少年」影片深受感動與鼓舞，

所以自學會獨輪車後，即思考如何

將自己的經驗傳達給學生，甚至想

讓學生將練習騎獨輪車所獲得的信

心與堅持到底的態度，應用在日常

生活，及未來的就業職場，進而提

升其生活能力與改善生活品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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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自由時報（2007）報導指出：日

本早在 1987 年就將獨輪車納入學校

體育課程。醫界更發現，透過全身

肌肉運動，騎獨輪車除可使身體處

於放鬆狀態，促進小腦的發育從而

促進大腦的發達外，長期騎獨輪車

且可以鍛鍊平衡及神經反射能力。

可見獨輪車是一值得推廣的活動項

目，而臺中特教的經驗告訴我們，

智能障礙的學生也有能力學會獨輪

車，也能完成多樣的獨輪車技能，

例如：定輪、自由上車及騎車投籃

等。

本校計有超過 40 位學生參與

獨輪車學習方案，教師則有 7 位參

與學習獨輪車，最初學生學會獨輪

車之後，是以進行生命教育宣導活

動為主軸，到臺中市十所國中小進

行生命教育宣導及交流，與一般生

的互動非常融洽，且得到熱烈的回

響。然而在自我挑戰、完成夢想和

自我實現的驅使下，學生們於 2011

年 4 月挑戰日月潭環潭環島成功，

以及 2012 年 6 月的挑戰金門，皆證

明智能障礙的學生也有夢想，也能

實現夢想。2013 年 6 月 27 日起，不

圖3　班際桌球賽暨桌球趣味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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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挑戰環島約一千公里路程，展

現超人的毅力與決心外，更要展現

智能障礙學生也有能力幫助他人的

一面。

除了上述適應體育相關活動

外，學校每年也會固定舉辦田徑、

桌球、羽球、籃球及足球比賽，這

些校內的競賽活動會以能力分組的

方式實施，讓每一位學生依自己的

能力參加競賽，和特奧競賽的精神

是一致的。讓每一位參賽的學生能

體驗競賽過程也能享受比賽的樂

趣。

本校學生對外參加的各項體育競

賽

平時校內有多元和多樣的適應

體育課程或活動設計，學生可經由

各單位辦理的體育競賽來驗收學習

成果，或將競賽作為平時努力的目

標。通常學生會參與的競賽項目說

明如下：

一、�中華臺北特奧會辦理的各項賽

事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

會 / 中華臺北特奧會，以「勇敢嘗

試，爭取勝利」作為智能障礙學生

參與競賽的口號，每年都會辦理多

項賽事及活動，部分特奧運動員甚

至有機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賽事，

為國爭光。其主要辦理的競賽內容

說明如下：

（一） 世界夏季特殊奧林匹克賽事選

訓

中華臺北特奧會每四年在國

內辦理一次「世界夏季特奧選手選

拔」，選拔代表參與國際賽事。夏

季特奧運動項目有水上運動、自行

車、馬術、滾球、桌球、輪鞋溜

冰、排球、田徑、保齡球、帆船、

籃球、體操、高爾夫球、壘球、足

球、網球、手球、羽毛球、舉重及

機能活動訓練等。符合資格之特奧

運動員皆可參加選拔賽，包括本校

的學生也能參加，比賽採能力分組

方式進行，以預賽成績作為分組之

依據。其目的在使各個能力的智能

障礙學生或人士皆可參加，藉此提

倡每個特奧運動員都能參與運動，

促進身心平衡發展與健康。

（二） 世界冬季特殊奧林匹克賽事選

訓

同樣的中華臺北特奧會每四年

也辦理一次「世界冬季特奧運動員

選拔」，其項目有高山滑雪、越野滑

雪、花式滑冰、地板曲棍球、雪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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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雪鞋及快速滑冰等。同樣的，

獲選的運動員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

賽事，爭取個人榮譽並為國爭光。

（三）國內及其他賽事選訓

中華臺北特奧會舉辦經常性

的游泳 ( 水上運動 )、直排輪、桌

球、羽球、高爾夫、保齡球、地板

曲棍球、網球、籃球、滑冰、滾球

等訓練，也不定期舉辦教練培訓。

例如，今（2013）年 4 月剛完成的

「102 年全國特殊奧林匹克融合足球

競賽暨選拔賽」，由臺中特教、臺灣

體大和惠文高中學生共組的融合足

球隊榮獲冠軍，將於今年 10 月至青

島參加亞太賽。而參加亞太賽的選

手則是分別從進入決賽的四支隊伍

中，依競賽辦法選出運動員代表參

賽。

圖4　本校奪得「102年全國特殊奧林匹克融合足球競賽暨選拔賽」冠軍

�� 學校體育‧1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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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賽事

除了中華臺北特奧會辦理的競

賽，本校學生皆可參加之外，學生具

有資格參加的競賽還有：全國中等學

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田徑錦標賽、全

國身心障礙者運動會、臺中市身心障

礙者國民運動會、臺灣中南區亞特盃

運動會、全國地板滾球運動會、全國

特殊教育學校「特教盃」羽球錦標賽

及全健傑人盃保齡球錦標賽等。可見

智能障礙學生可參加的競賽活動很

多，有非常多的機會展現平常努力的

成果，所以特教學校在適應體育課程

和活動的規劃上，應該重視每一位學

生的身心平衡發展，同時也要培養其

基本的競技能力，才有助於在屬於他

們的舞臺上發光發熱，開創自己的一

片天地。

結　語

因為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比較

慢，平衡感、協調性也比較弱，通常

需要老師或教練有耐心且細心的指

導，不斷的提示、示範甚至協助，才

能幫助他們及早學會各項運動技能，

所以可能有人會認為這麼做，教師會

不會太辛苦？或認為這樣做值得嗎？

也或許有人會認為教他們騎獨輪車挑

戰環島，對學生的要求會不會過高？

假如您看過他們騎完車臉上堆滿的笑

容，就會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也

會對他們充滿信心。筆者曾經深深地

被學生騎獨輪車出場時的笑容所感

動，因為他是一位自閉症的學生，且

當下心中許諾要為孩子做得更多，更

多他們所感到快樂的事。相信很多老

師也有同感，當學生在從事適應體育

活動或競賽時，寫在臉上的那種喜

悅，會讓大家忘記所有的辛勞並感到

所有的努力與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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