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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障礙者由於先、後天因素影響，導致

在動作發展及智能發展上有低於正常功能的現

象。由於身體發育遲滯，而產生機能性與運動神

經的障礙，加上過份保護、環境或教育條件不足

等可能因素，造成他們常有動作發展遲緩、運動

學習能力不佳等現象。此外，智能障礙者向外探

索的能力較低，所接受的刺激相對減少，導致動

作技能發展深受影響。但個體仍可透過動作學習

與環境產生互動，來瞭解自身和周遭環境的關

係，增進身體各部位之位置的知覺能力，並改善

動作缺乏正確性的狀況（朱敏進，1986；楊文

凱，1993）。

智能障礙者的運動學習特徵

進行教學前，應先瞭解智能障礙者的需求

及能力，以及本身身心發展狀況，並針對其設計

體育教學策略。由於智能障礙者的認知及身體特

質常較同年齡學生不佳，其差異性會隨著年齡而

逐漸增大，對其空間方向及平衡的感覺也較一般

學生差，運動機能的發展較慢，相對的運動能力

智能障礙者的慢壘教學

張秋莉 |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較為遲緩（鄭麗媛，2000）。而對於自己習慣

性的反應，則不會採取隨機應變的能力，往往固

執於自己的想法，因此對於新經驗的學習及接受

較容易產生排斥並感到不安與煩躁。在學習與活

動過程中，智能障礙者經常有受挫的經驗，而導

致缺乏自信心及高度的自卑感。面對問題或困難

度較高的技能學習，則有害怕畏縮、逃避失敗的

動機，進而形成退縮的心理，而不願再嘗試及突

破現狀。

智能障礙者在解決平常事物或運動技能

時，往往較少自發性地想出對策及運用策略解

決，大多仰賴他人的指導來有效組織資料的技巧

及處理事情，無法主動地安排工作，因此時常處

於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狀態之下。此外，智能障

礙者在注意的廣度顯得拙劣，無法瞬間記憶一個

概念，而在短時間內接受的刺激印象較少，較容

易有分心的現象產生，相對的注意力分散會減少

學習成效及內容（夏淑琴，2000）。

智能障礙者的體育活動教學策略

體育活動有助於智能障礙者的身心健康及

動作技能發展，同時增加與社會接觸的學習機

會。因此，老師們應該提供適性的體育教學方式

及策略，以增進特殊學生身體活動的機會，並達

到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在教學上，若能靈活運

用教學方法與策略，將創意融入課程、生動活潑

的教學，將有助於智能障礙者生心理發展，並享

受運動的樂趣。因此，針對智能障礙者的表現，

提出以下幾種常用的教學策略：

一、工作分析法

工作分析法（task  ana l y s i s）強調教材

編排的分化，每個動作技能是由若干個技能銜接

組合而成，其前後串連、上下銜接起來，而成為

所謂的連結學習（夏淑琴，2000）。將每一動

作細分成小細項，在教學過程中對每一個動作進

行指導及練習，再逐一銜接組合成活動目標。而

在運動技能學習內容安排上，掌握由易到難、由

慢到快、由近至遠、由單一到聯合等原則，並從

學生已具備的能力中漸進式、順序性的安排教學

內容（鄭志富，1995）。

二、降低講解時間，多加利用示範

智能障礙者的注意力有限、記憶力較

差，其訊息處理的速度及能力欠佳（董媛卿，

1994）。在進行教學及講解時，應減少講解時

間，使用簡易的口訣及淺顯易懂的文字表達，多

安排示範及動作分解，以加強智能障礙者對動作

的印象。

三、運動遊戲化、遊戲簡易化

智能障礙者較難理解複雜的運動及遊戲規

則，應該儘量簡化運動規則，使每位智能障礙者

不受規則規範而抗拒運動。若將活動簡化，則可

使學習者在有限時間內，雖無法完全習得技能

卻可達到某種水準，甚至上場比賽（徐易男，

2002）。

四、適時給予鼓勵、容許錯誤中學習

在體育課程中，體育教師可提供各種運動

技能讓智能障礙者嘗試學習，容許學習者從嘗試

錯誤中自我學習的機會，並儘量避免因受挫折而

立即給予幫助。當智能障礙者努力嘗試以達教師

所要求的標準時，可多使用口頭回饋及讚美，鼓

勵他們不要半途而廢應繼續練習，從錯誤中繼續

學習，同時增加學習者的自信心。



068

課程教學 | T e a c h i n g

069

 學校體育‧第120期‧2010年‧10月號

壘球的教學技巧及活動

壘球是需要經由投、打、傳、接、跑的團

隊運動，而慢壘的節奏較慢，其娛樂性遠高於快

速壘球與棒球。傳、接球為慢壘最基本的守備技

術，包含滾地球、平飛球、高飛球及內外野的傳

接球。因此，在壘球教學中，教授進度的快慢應

考量學生的程度，儘量讓學生有時間反覆練習，

以致達成精熟的境界。另外，為適應個體生、心

理發展程度不同，可透過個別指導或分組教學以

趣味性、活潑生動的方式進行教學，並瞭解學習

者之間的個別差異性。以下的教學內容是針對不

同程度智能障礙者所設計的慢壘學習課程，主要

是以簡單的口訣或生活用語，讓初學者能輕鬆記

憶及學習。

進行慢壘教學前，智能障礙者會有弄不清

楚手套應該配戴於哪一手以及不知道如何戴手套

的情形。此時，老師可以請學生進行單手撿球、

丟球的連貫動作來判斷學生的慣用手後，再告知

學生將手套戴於剛剛丟球的另外一隻手，教導學

生配戴手套並反覆穿脫手套幾次，增強學生用哪

隻手配戴手套的記憶，而單堂課程結束之後以及

下堂課程開始前，也可再次考驗學生是否正確配

戴手套，反覆刺激與加強記憶；一般大約經過二

至三堂課程後，學生對於配戴手套的感覺與記憶

就能漸漸熟悉了。

在瞭解如何配戴手套之後，緊接著就開始

學習撿球、握球、滾球、傳球、接球的基本動

作，因為打擊技巧及比賽策略為較高難度的課程

內容，且較具動作技巧與需要一定認知上的瞭

解，對於較低程度智能障礙者的訓練上是有所困

難的，所以本文僅針對技巧性較低、同儕互動性

較高的傳接球技術進行介紹。此外，為了減少智

能障礙者對於接球的恐懼，以及避免因傳球動作

控制不佳、手眼協調不好或反應速度較慢，而不

小心被球砸到的安全問題，在教學過程甚至進階

比賽中，強烈建議將一般慢壘硬球改換為較軟的

泡棉球，以減低智能障礙者在學習與練習時的危

險性。以下分別為個人與小組的傳接球教學課

程，以及團體遊戲活動介紹：

一、壘球傳接球之個人與兩人教學

（一）徒手抓握球（圖1）

讓學生徒手抓握軟球，使學生懂得手指的

抓握及施力。教師可以抓學生手中的軟球，回饋

給學生瞭解是否有實際做到抓握動作。

抓握球時，智能障礙者容易把球握得太

死，即整個手掌緊貼球，要特別提醒他們以五根

手指張開的方式把球抓住，且球的邊緣跟手掌心

之間要有『洞』（洞的大小，以能看的到掌心為

原則），之後持球、手腕前後擺動，進行手腕熱

身及學習扣腕動作。

（二）戴手套夾球及撿球

倘若都能體驗到抓球的感覺後，接著進行

虎口開、夾動作練習。一開始練習利用虎口開、

夾動作時，可讓學生徒手練習五指自然張開與快

速收夾的反覆動作，也可配合聲音或指令進行練

習（例如聽到拍手聲時，快速做出虎口收夾動

作）。徒手練習可讓教練清楚看到學生的動作是

否正確，並適時地給予指導修正。當學生知道如

何進行虎口開夾動作之後，便開始學習戴配手套

動作，並告訴學生戴手套撿或接球的技巧，是利

用大拇指與食指之間的手套虎口進行撿或接球，

接著帶著手套再次重複剛剛開夾動作，加強學生

對於手套操作的記憶。之後，讓學生將球夾在手

套虎口處進行甩擺動作，確定是否將球夾緊以及

夾球位置是否正確。接著，讓學生將球丟在地

上，練習利用手套將球檢起的動作（如圖2）。

戴手套撿起地上的球時，智能障礙者常常

會以掌心向下的「蓋球」方式，試圖將球撿起。

教練可以先教導學生戴手套之後，將手套前緣觸

碰地上、手套立在地上，再利用手套夾收動作將

球檢起。

（三）接球動作講解示範

1. 預備動作：屈膝且雙腳約與肩同寬、手套與

擲球手放置在胸腹之間預備。

2. 定點接球位置練習：分別練習胸前接球、頭

頂接球、左右接球及滾地球等之動作（如圖

圖1徒手抓握球 圖2  戴手套撿球 圖3  定點接球位置練習 圖3-1  移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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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可拿球擺出接球位置，讓學生適

時反應出接球位置。

3. 移位練習：等定點動作熟練後，可加入前

跑、併步或跨步等位移，讓學生做出往前接

球、往後及往左右之身體重心位移及腳步移

動之動作（如圖3-1）。

當身體進行位移時，他們會記得移動身體

卻容易忘記後續的預備動作。此時，可不斷的提

醒或示範學生預備動作，以反覆增強學生記憶。

（四）滾地球練習

1 .教師拋滾：由教師作拋球或滾地球讓學

生實際接球，並將接到的球拋滾回（如圖

4）。

2. 分組進行：一人拋丟滾地球，而另一人接球

後再將球滾回。

3. 左右移位接球：熟練直線定點拋接後，進行

左右及正面的滾地球拋接。

4. 行進間接球：以分組進行，練習過程以口語

提醒學生要往前跑去接球或移動腳步。

在沒有球的狀態下，反覆進行位移動作練

習，大多數的學生皆能熟悉此動作。但一旦位移

搭配實際接球時，學生就會容易忘記接球動作或

是做出錯誤的動作，如雙腳併腿蹲下接球、遲疑

自己位移方向等情形。此時，老師需要口頭提示

動作並肯定學生的判斷，以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而練習行進間接球時，智能障礙者對於判斷來球

的方向及身體的位移容易有分辨不清楚的情況，

容易慌了手腳而不知所措，而反應較慢的學生則

可能會站在原地等待，甚至看著球從他面前滾

去，假使協助人員足夠，可採一對一的方式提醒

學生位移及做出接球動作。

（五）彈跳球及低手拋接球練習

1. 彈跳球接球練習（圖5）：

兩人一組，一人以高手往下的方式，朝地

面投出彈地球，讓另一人往前接彈地球。

高手往下投彈地球時，學生容易做出胸前

投球或隨性的直接將球丟於地面，會造成球滾的

路線過短或直接落地，導致對方無法進行接球練

習。因此，老師需要求學生做好投擲動作，並將

球投至一定的距離。

2. 低手拋接球練習（圖5-1）：

兩人一組，一人以低手往上的方式將球輕

輕拋出，讓另一人往前接低手球。

反應較慢或較不熱衷球類活動的學生，會

站在原地等待對方將球直接投入手套中，或是等

球落地不再滾動時才撿球，老師可以適時的請學

生做自拋自接的接球動作，等到學生練習覺得枯

燥乏味後，再與學生溝通，並回復兩人練習。

（六）高手接球動作說明與示範（圖6）

1. 頭頂上接球動作模擬練習：

非慣用手戴手套置於額頭前上方，距離一

個拳頭距離，其慣用手放在手套下方輔助並防止

球掉出來。

由於智能障礙者鮮少接觸在頭上往下掉的

球，因此會害怕球擊到頭，而完全將手套擱置頭

頂上而擋住視線，亦有學生眼睛是直視前方而不

知看球做應變動作。所以，可先使用泡棉球讓學

生練習自己上拋接球，先由往上低拋接球，漸漸

熟習接球動作之後在慢慢加高上拋高度，如果學

生反覆練習之後，學生仍無法做出頭頂接球動

作，則不可勉強。

2. 左右接球模擬練習：

當接球時，重心移動且左（右）腳跨出伸

手接球。接球的軌跡就像是say byebye左右揮

手，以協助學生記住上手左右接球的動作及手套

朝向面（圖6-1）。

 於左右接球時，學生的雙腳容易定住於地

面而不知移動接球，所以練習前可以增加學生小

碎步的前後左右移動以及瞬間反應之動作。

（七）頭頂上接球練習（圖7）

1. 自拋自接：

自己先練習徒手（不戴手套）向上拋球過

頭並將球接住的動作。等動作熟悉之後，再配合

手套做出向上自拋自接動作。自拋動作，教師需

圖4  滾地接球練習 圖5  彈地球接球練習 圖5-1  低手拋接球
圖6  高手接球動作模擬練習 圖6-1  左右接球軌跡

圖7  頭頂上接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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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學生是否可以拋出直上直下的球路，以避免

球亂飛而不慎打到其他同學。

訓練自拋自接動作前，應先訓練學生往上

拋球的動作，以避免因手指彎曲會導致球往前拋

去之可能性，而無法做到直上直下的拋接。

2 .兩人一組拋接：可用肩上拋球或低手拋球

分別練習。

（八）上手投擲動作講解示範（圖8）

1. 動作講解：

慣用手持球置於胸前作準備動作。戴手套

的同邊腳往前跨出。持球手往後拉高於肩膀，使

身體方向與投擲方向成垂直。轉動腰，使身體轉

向投擲方向擲出球，完成投擲動作。

2. 動作練習：

學生一起做分解動作及整個完整動作。

學生對於跨步、轉腰及投擲的連續動作不

熟悉，因此剛開始需要老師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的指導並糾正學生，由1、2、3 → 1+2、3 

→ 1+2+3的循序漸進練習，使學生的動作更熟

練。此外，如果學生不清楚腰部轉動的感覺，教

師可以雙手扶住學生腰部輔助做出轉動，甚至可

以在地上畫出跨步落地時的腳印，讓學生清楚該

踏出哪一隻腳。

（九）分組投擲

1. 分成兩組站前後排練習投擲

在投擲過程口語告知學生動作要點。透過

鏡子可以讓學生注意自己的動作要領是否都有做

到。再者，可請另一組學生告知投擲者的動作優

點及疏忽處（圖9）。

雖然投擲的連續動作很熟練，但學生拿到

球往往容易忘記動作，一心想將球丟出去。所

以，藉由老師的口語提示及哨音，每個步驟慢慢

實施，並提醒學生看球的去向移動撿球，藉此訓

練位移接球。

2. 兩人一組進行投擲練習（圖9-1）：

（1）徒手接球：一人肩上投擲，另一人徒手接

球。

（2）戴手套接球：一人肩上擲球，一人用手套

接球。

投球的準度、高度、遠度，都會影響彼此

的練習及默契，隨時要提醒學生力道的大小及投

擲動作。

（十）擲準練習（圖10）

將報紙揉皺並用膠帶貼於牆壁上，讓學生

投球至報紙，透過報紙發出的聲音給予學生回

饋。練習方式如下：

1. 各自練習投球至報紙區域。

2. 自行投擲並接滾地球。

3. 距離加遠：讓學生訓練投擲的遠度及準度。

4. 距離加遠後，進行自行投擲及接反彈滾地

球。

5. 準度練習：將報紙的區域減少，讓學生練習

投擲準度，甚至可增加投擲距離。

投擲目標的準度及動作，如果學生丟不到

目標物，可以增加目標物的範圍及縮短投擲距

離，以增加學生的自信心，亦可縮小目標範圍及

增加距離，以提高投擲的挑戰性。

二、壘球之團體活動

在練習壘球的撿球、接球、傳球與不同方

向移位時，可加入一些團體性的活動，提高學生

對於壘球活動的興趣，增加同儕彼此之間的互

動，提升課程的豐富與活潑性。以下為針對壘球

傳接球所設計的團體活動：

（一）楚河漢界

讓學生練習投擲動作及擲遠，並透過競賽

方式增加學生參與的動機及趣味性。

1. 兩兩互拋接軟球。

圖9     分組投擲練習 圖9-1  兩人投擲練習圖8  上手投擲動作 圖10  擲準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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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競賽：兩組皆站於線後，手持軟球擲向

對方區域，切勿針對對方身體或頭部攻擊。

其結果判定方式，於結束鳴笛聲響起後，兩

隊皆不可再投擲，犯規隊伍需增加球數。於

區域剩下的球數最少者，即為獲勝隊伍，活

動方式（如圖11）。

進行此活動時，學生常常只會看見視線以

內的球，而不會主動去尋找多餘的球，甚至有時

候會為了拿球而忽略與隊友的安全，所以進行團

隊活動時，除了先告知學生注意彼此安全以外，

也需要較大的活動範圍，以避免不必要的衝撞及

傷害發生

◎ 因為此活動是以球數最少為獲勝，所以

學生容易拿到球就往前丟，甚至用滾、用踢等任

何方式將球弄到對方場地，所以需適時的提醒學

生投擲動作。

如團體中有暴力傾向或是力量控制不佳的

學生，也可以將軟球改為報紙團，以避免危險。

（二）擲遠比賽（圖12）

三人一組並依性別分組，以肩上投擲方式

練習投擲動作。透過擲遠動作讓學生瞭解自己投

擲的實際距離及姿勢。

1. 三人一組，分別進行投擲比賽。

2. 自行丟球並追球：當球擲出後，學生盡可能

以最快速度將球撿回至投擲線。

自行丟球與撿球過程中，有些學生較懶

惰，會因為不想跑太遠而不盡力丟球，老師可以

限定投擲距離，強迫學生將球丟到距離之外或一

定要跑到限定距離再回原點，以達到運動效果。

（三）跑壘練習（圖13）

本練習主要是讓學生瞭解壘球跑壘的方

向。

1. 先由老師帶領學生跑壘，並喊出經過的壘包

名稱（一壘、二壘、三壘及本壘）。

2. 傳球追逐賽：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排在本

壘後方，另一組則排在二壘後方。兩組的第

一位跑者皆持球，必須沿著壘包順序跑回剛

剛起跑的壘包之後，再將球傳給同隊的下一

位跑者，而1號跑者應儘速跑，以避免讓2

號跑者追上。

跑壘追逐時，學生會為了追過對方而忘記

依順序跑壘，所以常會出現一、三壘連線之斜線

的跑壘，或是忽略踩壘的動作。因此，為了避免

學生不清楚跑壘順序，可以在地面上標示方向的

箭頭，以增加學生對跑壘的記憶。

（四）足壘球競賽（圖14）

透過有趣的足壘球比賽，讓學生瞭解壘球

的跑壘及規則。由足球代替壘球進行比賽，而所

有規則皆遵循壘球規則進行。

進行足壘球比賽前，再次叮嚀跑壘的順

序、傳接球等動作，使比賽進行的更順利。在跑

壘中，提醒學生不可超越前面的那位跑壘者，否

則得分無效。

學生對於來球的空間及方向感尚未熟悉，

而對於區域守備之責任心也不高，所以需要協助

人員從旁告知並指導學生。

比賽過程中，由於不同程度智能障礙者對

於規則瞭解程度不同，所以在分組時盡量安排每

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學生，並由程度較佳者擔任

投手與一、二壘手，只需先告知他們接到球之

後，傳一壘即可。此外，投手亦可由教師擔任，

可方便指導學生防守時的移位與傳接球。

結語

對智能障礙者的體育教學策略，應依據學

習者的能力及程度來評估，設計具有其特色及趣

味性的活動內容。透過同儕及團隊的訓練，不僅

可以刺激感官刺激，獲得生活上最基本的休閒活

動參與、促進生心理健康，及與社會互動的適應

力。在活動過程中，適時給予正面的口頭讚美以

提昇智能障礙者的自信心、降低自卑感。而體育

教師應秉著專業、愛心、耐心與恆心，發揮創意

圖12  擲遠比賽 圖13  跑壘練習 圖14  足壘球競賽圖11  楚河漢界分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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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適合智能障礙者的運動課程，我們無須過度

期待他們能完全學會所有技能，只要能讓他們藉

由活動中達到身體運動的效果、同儕間的互助合

作，甚至增進自我信心及享受運動的樂趣，這一

切的付出及用心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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