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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以倡導推展適應體育 

前言

我國因為特殊教育的發展

時間較歐美日等國起步時間晚，

因此在適應體育的發展更晚受到

重視（施敬洲、劉佳哲、張碧

峰、詹益欣，2011）。最早的適

應體育發展可以追溯到1974年臺

灣省教育廳在臺北縣永和國中、

彰化縣二林國中與屏東縣潮洲國

中為「國中肢體殘障學童體育實

施方案實驗研究」的實驗學校開

始，我國逐漸開始推展特殊學生

的體育課程與教學。若以此時間

點開始計算，我國推動適應體育

的歷史已經超過四十年，然根據

2015年「精進我國推動適應體育

政策公聽會計畫」的成果仍可發

現，目前我國一般國人、普通教

師與特殊學生及其家長普遍對於

「適應體育」一詞相當陌生，

而特殊學生與家長對其參與體

育課的權利或參與運動的權益

仍不甚了解（教育部體育署，

2016a）。因此，本文將透過倡

導公民力量的觀點，闡述未來應

如何推動適應體育，以讓「適應

體育」這四字，成為國人普遍熟

悉的字眼。

適應體育推展策略演進

我國雖於1974年開始注意到

特殊學生的體育課權益，但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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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20年間，教育主管單位陸續

頒布針對特殊學生受教權的相關

法令中，均未針對適應體育有重

大的計畫與推動政策，直到1993

年教育部頒佈「發展與改進特殊

教育五年計畫」其中的第十一項

子計畫「推廣特殊體育及殘障

運動計畫」（教育部體育署，

2016）。1994年教育部特殊教育

委員會也提出「請體育司加強特

殊體育教學規畫與推展」，並規

畫出「研修特殊體育法規」、

「改進特殊體育課程、教材教

法與教學指引」、「健全特殊

體育教學評量制度」、「加強

特殊體育教學之師資培育及進

修」、「改進特殊體育教學環境

設備」、「建立強化特殊體育輔

導網」與「加強特殊體育研究發

展等工作項目」等七項重點工作

方向，同年第一階段為期四年的

「改進特殊體育教學計畫」開始

實施，從開始調查當時國內的特

殊體育教學現況，並探索各級學

校特殊體育教學的困難和需求，

並以系統方式釐清問題，以訂定

相關計畫和推展重點（教育部體

育署，2016）。在該計畫執行時

期，除了舉辦了一系列研習會、

發表會與國際適應體育教學研討

會，廣納適應體育國內外學者專

家的理念和建議，完成「教育部

獎助特殊體育論著及編制特殊體

育教材、教具實施要點」，「特

殊體育教學場地設備、器材設置

標準」，「特殊體育教師在職進

修實施辦法」等階段成果。由此

可知，第一階段尚屬萌芽階段，

發展策略多著重於專業發展、充

實教學知能與改善教學環境為主

（教育部體育署，2016）。

由於1999年「改進特殊體育

教學中程發展計畫」第一次委員

會議考量因應國際專業領域名詞

的更改，於是將國內過去慣用的

「特殊體育」修正為「適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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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並將「改進特殊體育教學

中程發展計畫」更名為「改進

適應體育教學中程發展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2016）。當年

10月所公布的第二階段「適應體

育教學中程發展計畫」中，確立

以「教學與策略」、「教材與教

具」、「輔導與評鑑」、「研究

與發展」、「進修與考察」、

「場地與設施」，與「活動與資

訊」之七大推展方向，其計畫成

果包括持續辦理的研習會，也完

成了編製「適應體育教學」與

「適應體育融合式教學」、「適

應體育教材與教具」……等書籍

與多媒體教學資料，發行至國內

各級學校，提供教師教學參考。

同時，教育部也訂定「適應體育

教學訪視及獎勵要點」與「適應

體育教材與教具優良製作獎勵要

點」，獎助優良的教材教具設計

與推展適應體育績優單位，並鼓

勵各級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體適

能活動訓練營、冬令營、夏令營

或校際發展活動，以增加身心障

礙者參與適應身體活動的機會。

依據上述，第二階段的發展仍集

中於專業適應體育教師成長、教

材豐富化，並開始著重於直接提

供特殊學生與身心障礙者的直接

服務，鼓勵其參與適應身體活動

（教育部體育署，2016）。

2004年教育部啟動第三階段

「增進適應體育發展方案」，並

且以「加強適應體育活動之推

廣」、「健全適應體育師資進修

和培訓」、「強化適應體育課程

與教學」、「改善適應體育學習

環境」與「落實適應體育輔導機

制」五大重點進行發展，該階段

仍持續辦理研習、課程教學、獎

勵教材與教育……等以往工作

外，也可發現加入建立適應體育

人才資料庫、研發專業證照與建

教合作制度、建立適應體育教育

輔具資料庫、建置適應體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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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與輔導網等機制，值得關注的

是為因應我國融合教育實施與推

廣，特殊學生人口逐漸往普通學

校移動，此階段計畫終於開始進

行結合媒體資訊宣導適應體育理

念與出版「適應體育簡訊」，以

推廣適應體育給一般國人認識

（教育部體育署，2016）。

然根據教育部於2012年「推

動適應體育教學方案」中指出，

雖歷經將近三階段的適應體育推

動計畫，我國仍需面對「身心障

礙人口逐年增加，此一趨勢短期

不會改變」、「少子化影響之

下，普通班持續減班，特教班不

減反增」、「從學齡階段養成規

律身體活動的必要性」、「為滿

足特殊學生身體活動需求，必須

重視適應體育專業養成，增強教

師知能，提昇適應體育教學研究

與執行實務的能力」等四大挑戰

（教育部體育署，2016）。雖提

出上述陳述合理之挑戰，但相當

可惜的是，後續推動工作並未傳

承過去前三階段之發展成果，反

而將後續的適應體育推動方案，

多集中於相對較小規模之研習

會、焦點學校輔導、建置不同障

別教學模式……等，並再度將焦

點放回至特殊教育學校、個別障

別與教學模式的研發，原於第三

階段逐漸開始著手進行針對一般

國人所進行的宣導與倡議工作、

適應體育網站、網路數位資料、

適應體育簡訊、資料庫、輔導機

制、證照制度……等發展重點均

未見被列為持續的發展方向，殊

為可惜。

根據張蓓莉（2009）在〈臺

灣的融合教育〉一文中指出，

1999-2009年間，我國高中職教

育以下，辦理特殊教育的普通學

校逐漸增加，而身心障礙學生的

融合率雖自2001年變動減少，仍

穩定維持於九成以上。其中，國

小資源班與普通班加間接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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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張蓓莉，2009）。自

足式特教班的比例逐年下降，巡

迴輔導者逐漸增加，國中方面亦

有相同的趨勢；然高中職學校則

是以普通班加間接服務與自足式

特教班為主（張蓓莉，2009）。

由此可見，由於身心障礙學生絕

大多數均已回歸普通學校，有大

量機會與一般老師與同學相處，

也因此普通學生與老師接納身心

障礙學生成為融合教育是否成功

的樞紐，因此對於適應體育的推

展，當然也是重要的關鍵。

以倡導推展適應體育

所謂倡導（advocacy）就是

指一個個體或群體藉由一些有目

的性的活動去改變當前或研議中

攸關特定個體或群體權益的公共

政策、經濟或社會系統，亦或間

接促成社會環境改變以更符合

特定個案或其群體的相關需求

（Obar, Zube & Lampe, 2012）。

對適應體育的倡導而言，就是以

適應體育主責政府機關、專家學

者、人民團體等產官學之合作推

動，促使一般民眾與特殊族群、

相關政府部門、民間組織與學術

機構對於適應體育相關政策、推

動工作的支持與了解，並願意共

同協力適應體育的推動工作。一

般而言，倡導可以以個體或群體

所主導的媒體宣傳或造勢活動、

公開演講、發表調查或研究、

舉辦遊行或民調，更積極的則

有至行政單位訴願、請願或陳

情、至立法單位遊說立法或修法

（Ezell, 2001）。

倡導的目的為以各種形式

保護和維護個體或群體（尤其是

弱勢族群）的權益，讓他們的聲

音或意見能納入對他們重要政策

的考量，以及給該個體與群體能

夠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得到充足

的資訊、捍衛與促進自身的權益

與責任，並給予可能的選擇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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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Ezell, 2001）。因此，適應

體育相當適合以倡導的概念來推

展，因為其符合了倡導概念的基

本假設，其中包括：（一）所有

人皆享有合理生活品質之基本權

利，包括免於傷害以及獲得充分

發展的機會；（二）社會正義尚

未真正實現，倡導者仍然不能接

受目前的社會現況；（三）目前

的社會問題起源於制度，而制度

是可以改變的；（四）倡導的焦

點應是改變價值觀與態度，而非

行為本身；（五）政府應回應該

個體或群體的需求；（六）政策

或組織的決定或改變，務須過程

透明化，前後一致；（七）政策

改變主要是促使服務、權力與利

益的改善；（八）倡導活動通

常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

（Ezell, 2001）。

進行一個議題的倡導時，

通常以「獲取公認」、「使其修

正」與「促進提昇」三個階段，

因此，若要進行適應體育的倡導

也不例外。以下茲就三大類的倡

導類型說明如何透過這三個階段

進行適應體育的倡導工作。

一、個案倡導（case advocacy）

通常個案倡導積極將正面

臨不利情境的特定個體或群體的

消息釋出，例如沒有機構回應、

缺乏服務提供或已承諾的服務不

兌現等，並透過相關的聲援行

動，以確保或提昇為其所需的

服務、資源或權益（Lewis et al., 

2003）。一般來說，個案宣導的

方式有自助團體、去標籤化、促

成積極回應的協助網絡等，這些

多數屬於間接服務。若以適應體

育的倡議為例，應鼓勵目前沒有

獲得妥善或合理適應體育課程的

身心障礙學生透過媒體或網路方

式取得大眾的「公認」，並透過

相關管道進行其課程安排的合理

「修正」，進而促進未來類似狀

況或案例的妥善安排。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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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些目前接受良好適應體育

的個案也可以透過媒體或網路的

訊息傳播，獲得一般大眾對於適

應體育課程效益或成果的「公

認」，以鼓勵社會形成一「修

正」目前尚未提供合理適應體育

課程的學校，進而「促進」其他

學校或教師願意主動安排適應體

育課的意願。

二、系統倡導（system advocacy）

其中包括如階層倡導（class 

advocacy）或是社區倡導（com-

munity advocacy），乃在說服或

教育被界定及證實有某問題的

系統，並且協助該系統進行組

織，以改善其現況（Lewis et al., 

2003）。系統倡導有兩個重要的

步驟，首先是找出目前政策背

後所隱藏的信念、態度、錯誤

訊息與意象，接著是以新的思

維取代或做些微改變，來消除

或抑制原先想法的持續發展。若

以適應體育的倡導而言，其中系

統可以包括體育老師系統、特教

老師系統、學校系統、政府教育

相關單位系統、家長團體系統、

身心障礙族群或病友系統……

等，認為身心障礙學生是「無法

上體育課」、「上體育課無法獲

得效益」、「上體育課太危險或

浪費時間」、「不用上體育課在

教室自修是福利，將有利於升

學」……等對適應體育的錯誤認

知或態度，應加以釐清並獲得其

系統的「公認」，接著進行相關

教育課程以「修正」其觀點，並

鼓勵其主動要求或參與適應體育

課程以「促進」其對於適應體育

的推展。

三、政策倡導（policy advocacy）

政策倡導是指針對政策和

立法的改革的宣傳策略、戰略和

倡議（Lewis et al., 2003）。由於

政策一般指社會公共政策，而政

策倡導通常需要尋求與政府的各

個部門接觸，包括：公務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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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政務官、民代、和立法者。

所以此類倡導需要致力於影響那

些擁有法律、公共方案或法院判

決等決定權的人。政策宣導與

系統宣導（systems advocacy）類

似，其目標皆為廣泛地改變眾多

的個案對象或群體。若以適應體

育的倡導而言，這類型倡導應著

重於鼓勵適應體育相關專業人

士，戮力於尋求政府的各個部門

接觸，如行政院教育部、立法

院、各縣市地方政府與議會，致

力於影響和推動有助於適應體育

工作推廣的政策、方案、修法或

立法。以我國為例，可由憲法

159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

平等」、特殊教育法中「相關服

務及設施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及

融合之精神」。  國民體育法中

「鍛鍊國民健全體格」、  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保障教

育權益」與教育部102年所訂定

之「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等依

據，獲取上述相關部門或單位的

「公認」，「使其修正」目前仍

未達到或滿足相關法令的現況，

進而監督其「促進提昇」我國適

應體育的相關工作。

結語

適應體育在我國過去推廣

已經超過40年，不論是在學術研

究、師資培育、研習與進修教

育、教材教具，乃至於活動推廣

均有一定程度以上的進步與進

展，然殊為可惜之處為國人對這

些進步卻渾然不知，不論是媒體

或者輿論也似乎不關心這議題，

政府相關部門的作為也仍有進步

的空間。如今網路科技發達，訊

息傳播快速，也該是適當時機，

透過倡議推展適應體育，以造福

身心障礙學生，提昇其生活品質

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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