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8

課程教學 | T e a c h i n g

079

 學校體育‧第120期‧2010年‧10月號

前言

運動能讓人身心愉快，也能促進身心健全

的發展，更能藉由學習運動技能讓人培養自信

心。所以如何安排合適的體育教學活動，讓學生

體驗運動帶來的愉快經驗，是身為體育教師重要

的工作。周宏室（1994）便指出：「體育教學

是一個有計畫、有目的之師生互動過程，教師依

據學習的原理原則，透過各種具有意義與價值的

運動項目、設施為媒介，以有效的教學策略指導

學生學習，以培養健全人格的一種學習歷程」。

上述是一般學生體育教學的歷程，但在現今強調

回歸主流及融合教育的教學現場，越來越多視障

的學生被安置於普通班級進行學習，如何安排合

適的適應體育課程以因應，更考驗體育教師的能

力。蔡貞雄（1994）指出：「體育教學是根據

學生的身、心理特徵和需要安排適當的教學情

境，提供合適教材，運用妥善教法，在有目的、

有組織、有計畫的身體活動中，因勢利導，循循

善誘以期達到教育的目標」。所以在實施視障生

體育教學時，必須考慮學生特殊性，適時的調整

教材、規則或活動方式，以提升視障學生的參與

視障融合班之適應體育教學
――以五常國民小學為例
曾國基 |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體育教師

程度與體適能；同時增加一般學生對身心障礙學

生的瞭解，進而接納、關心與協助學習。

視覺障礙學生適應體育教學的意涵

國外稱身心障礙體育為Adap ted  Phys i -

ca l  Educa t ion，國內則翻譯為適應體育，並

將適應體育定義為針對身心障礙者所設計之有組

織化的身體活動，其範圍涵蓋了學校體育、競技

運動、休閒運動及治療和矯正運動（林曼蕙、張

翠萍，2001）；也認為適應體育是考量學生的

需要與個別差異的原則下，在課程內容的選擇、

教具器材的應用上，應該加以適當的修正與運

用（闕月清，2002）。在教育部特殊教育學校

（班）國民教育階段視覺障礙類課程綱要中（教

育部，2000），也將國民小學體育科課程綱要

總目標分為下列幾項：

一、提高運動知能，增進身心發展。

二、啟發運動樂趣，充實康樂生活。

三、培養運動道德，發展社會行為。

四、增進保健知能，實踐健康行為。

同時依據低、中、高不同年段建立分段目

標，分別為：

一、低年級目標

 （一）能具有操作身體的能力。

 （二）能主動參與各種遊戲，享受運動樂趣。

 （三）能表現遵守規律的精神和友愛的態度。

 （四）能注意遊戲活動的安全。

二、中年級目標

 （一）能具有控制身體的能力。

 （二）能積極參與各種運動，養成運動習慣。

 （三）能表現守法的精神和合作的態度。

 （四）能遵守運動的安全。

三、高年級目標

 （一）能具有運用身體的能力。

 （二）能愛好運動，建立終身運動生活基礎。

 （三）能表現負責的精神和服務的態度。

 （四）能表現健康的運動行為。

綜合上述得知，國民小學視障學生適應體

育教學的內涵為考量學生需要與個別差異，調整

教學活動與內容，或是在教材的應用與評量方法

上加以修正，以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並融入團

體生活。

五常國小視覺障礙學生體育教學實施情形

本校視障學生分為全盲與弱視，學生人數

與視障程度如表1所示。視障生在校學習採用融

合教育的方式，也就是說，這些學生均被安置於

普通班進行學習，當然也包括體育課。

剛分發至學校時，被告知授課班級中有視

障生的當下，腦海頓時出現疑慮：「眼睛看不到

怎麼上體育課？我該如何進行體育教學？……」

因為這可是頭一遭。但在經過短暫的摸索與學習

之後，筆者也逐漸理出一套教學模式。以下便將

平時與視障融合班學生互動的心得進行整理，將

教學流程歸納分為以下部分：

一、清楚地瞭解學生

進行體育課程前，透過與視障班老師或導

師的對談來瞭解學生的狀況，其中包括障礙程

度、運動能力、體能水準、態度、興趣、人格特

質等重要資料。事先了解這些訊息，將有助於日

後體育課程的安排與實施。

二、安排合適的課程

暸解學生的狀況後，便依據學生的障礙程

度、教學資源與教育單位的規定編排課程。以本

表1 五常國民小學近5年視障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93 94 95 96 97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全盲 3 4 5 3 6 3 8 2 9 2

弱視 4 4 2 5 5 5 2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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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為例，游泳與體適能檢測為教育部（局）規定

的部分，而排球是本校發展的重點項目，高年級

學生則喜好樂樂棒球與籃球；若考量學校場地設

施，羽球與桌球也是可以充分運用的項目。透過

妥善的安排與規劃，不僅能讓視障學生有安全的

學習環境，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有充分活動的機

會。

三、設定學習的目標

課程確定後，接著便是設定教學目標。學

生的能力有多少？希望他們學到什麼？這些都須

仔細評估。盲眼人建構世界的方式跟明眼人不一

樣，他們大多靠觸覺、聽覺以及方位感、空間感

與環境互動，因此設定目標時必須考量這些因

素。以樂樂棒球為例，僅要求全盲學生能單手揮

棒擊中球即可，而弱視學生因為空間感覺較佳，

可以要求較正確的揮擊動作；籃球部分要求視障

生只需能單手運球或投中籃板即算得分等……。 

四、尋求可協助的資源

資源可分為人與物兩個部分。人的部分：

視障生進行體育課時，均會安排助理人員協助。

雖然助理人員對於體育教學有相當大的幫助，但

受限於某些因素，必須尋求助理人員以外的人力

支援。譬如進行游泳教學時，並非每位助理人員

均能適應水性，此時需要班上同儕的協助。因此

在融合班級中，必須依據不同項目安排不同的同

儕或團體進行協助。而物的部分包含場地設施與

輔具：場地儘量選安全性較高的環境，以防止學

生發生傷害。輔具部分應儘量使用能夠發出聲響

的器材：例如在球體上加鈴鐺，讓學生清楚相對

位置；或選用較鮮艷或較大、硬度較軟的球具；

或使用布條、繩索等引導學生跑步的運動方向。

五、設計特殊的規則與策略

表2便是筆者在適應體育教學過程中，於視

障融合班教學的情形，內容包含教學活動目標的

建立、如何運用協助資源及調整特殊規則與策略

的實施情況。

依國外學者的分類（Downs ,  1995），

融合式的體育方案可分五種參與的層次： 

（一）正常性體育活動：完全的投入正常體育

課，沒有做任何體育活動上的修正。

（二）修正式體育活動：做彈性的修正讓普通學

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可以一起活動。

表2 設計特殊的規格與策略
體育活動 學習目標 可利用資源 調整規則與策略

籃球

1.單手運球（全盲）  
2 .換手運球（弱）     
3 .籃下投籃

1.使用軟球或較大、較
輕的球

2.助理、同儕
3.長竹竿

1.使用長竹竿敲擊籃板標示目標。
2.投中籃板便算得分。               
3 .進行籃下投籃比賽。

樂樂棒球

1.傳球
2.雙手全力揮（弱）  
3 .單手揮擊（全盲）   
4 .跑壘

1.助理、同儕
2.較短的球棒
3.顏色較亮的球

1.採雙捕手制，視障生僅負責將球
放置於擊球座上，另一名捕手擔
任接球與傳球工作。      

2 .無界外球，球棒揮擊中球即算安
打上一壘。

3.跑壘時由同學或助理協助領跑。

排球

1.低手發球      
2 .低手接球

1.助理
2.軟式排球
3.降低球網

1.使用軟式排球練習低手發球，降
低高度增加成功率。             

2 .由助理發令與拋球練習低手接
球。         

3 .反覆練習發球的技巧。

游泳

1.換氣游泳5公尺
2.持浮板打水練習

1.同儕
2.浮板、浮條 1.游泳過程中，由同儕透過手掌的

牽引導引正確的方向。         
2 .由老師於前進方向移動浮板
（條）導引方向。

體適能
與一般學生相同 1.同儕、助理

2.短繩
1.800公尺跑走由助理或同儕使用短
繩導引正確的方向。           

2 .立定跳遠允許單腳跳。

羽球
1.低手發球練習
2.揮拍練習

1.助理
2.綁上鈴鐺的羽球
3.較短的球拍

1.由助理將綁有鈴鐺的羽球懸於發
球位置供學生練習發球。         

2 .反覆練習發球的技巧。

田徑

1.短距離跑步    
2 .接棒動作練習

1.同學、助理      
2 .紙張捲成之接力棒

1.由助理協助領跑進行30公尺短距
離跑步。   

2 .利用分組練習進行原地交接棒轉
換手練習。

墊上運動

1.匍匐爬行      
2 .側滾翻

1.足夠的軟墊
2.同儕、助理 1.以匍匐爬行的動作代替前滾翻。         

2 .以側滾翻代替後滾翻。    
3 .由助理或同儕於終點發出聲響指
引方向。

飛盤

1.擲遠5公尺 1.同儕、助理
2.護網
3.加油棒

1.由助理或同儕站在護網後方，利
用加油棒發出聲響以利學生判斷
方位。                 

2 .準備足夠的飛盤進行反覆的練
習。

跳繩

1.單手甩繩  
2 .跳繩跳躍3次

1.同儕、助理
2.長跳繩

1.讓視障學生在外側擔任甩繩的工
作。        

2 .於內側跳繩時，由助理、同儕或
老師發出跳躍口令，同時配合甩
繩頻率完成跳繩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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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行的體育活動：障礙學生參與同樣的活

動但有他們自己的活動方式。

（四）融合式的適應活動：普通與障礙的學生一

起進行適應性的活動。

（五）隔離式的適應活動：身心障礙學生在隔離

環境參加體育活動。

由上述參與層次的區分標準可以清楚發

現，融合班通常較少有正常性的體育運動，而修

正式、平行式與融合式的體育活動則是佔大部

分；如表3所示。

困難與挑戰

在與視障融合班互動的過程中，時常遇到

許多挫折與考驗，但透過不斷的溝通與學習，終

能獲得改善與成長。譬如說，偶爾會聽到融合班

的一般學生抱怨與視障生共同活動時限制太多；

或視障學生不喜歡教師安排的活動而缺乏活動意

願；但最常出現的情況則是教學時缺少輔具的協

助。

每當一般學生出現抱怨時，筆者定會立即

給予指正，同時藉由溝通給予適時的引導，使其

了解融合教育的精神。這不僅能養成學生對於弱

勢族群的關懷，也更能體認多元社會的價值。而

遇到視障生不喜歡上課內容的狀況，也會運用鼓

勵或修正規則等方式，讓視障學生樂於參與，以

增加與同儕互動的機會。而在融合式體育的教學

現場，雖然器材或輔具的支援無法像全盲生的環

境（啟明學校）來的成熟，但透過助理人員的協

助，同時藉著輔具（羽球、毽子）的輔助，或尋

找適合的替代器材，亦解決許多輔具不足的棘手

問題。

結論與建議

Moss ton (1994 )提到：「教學活動是由

教師、學習者和目標三大元素構成。」因此，體

育教師必須妥善規劃場地設施、修正器材、遊戲

規則或教學策略，讓視障學生與普通學生一樣循

序漸進學習各項體育活動，以達成視障生體育教

學的目標。同時儘量安排修正式、平行式與融合

式的活動課程，讓每位視障學生都能盡情參與運

動，享受它所帶來的愉悅感受與成功經驗。

除了調整教學方式與活動外，體育教師亦

表3 運動項目參與的層次分類表
參與的層次 項目

修正式的體育活動 跳繩、體適能、游泳、樂樂棒球

平行的體育活動 墊上運動、田徑、籃球、排球、羽球

融合式的適應活動 跳繩、樂樂棒球、墊上運動、游泳、體適能

隔離式的適應活動 飛盤

需借助相關的輔助器材來進行教學。除透過適當

的管道提出申請外，亦可針對授課學生的狀況，

自行設計合宜的教具，讓每位視障學生都能獲得

充分的身體活動，進而喜愛運動而建立自信心與

肯定自我，最終改變其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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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透過發出聲響協助辨別方位 圖2  使用較大或硬度較軟的球體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