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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對特教學校高職部智能障礙學

生自我保護概念之成效。研究對象為三名特教學校高職部輕度智能障

礙女學生，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多探試跨行為實驗設計。自變項為研

究者自編之多媒體自我保護教學方案，依序介入「人際互動的身體界

限」、「性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三大單元，為期六週，共二

十四節課之實驗教學活動。依變項以研究者自編之自我保護認知評量

表、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度問卷等工具，評量學後自我保護

認知的立即、保留成效，與對教學方案的滿意度。研究結果以視覺分

析方法進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念的立即效果。 

二、 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念的保留效果。 

三、 受試學生滿意實驗教學與課程。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供參考。 

 
關鍵字：多媒體教學方案、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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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ultimedia teaching plans to students’ 

self-Protection cogni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Yu-Chen 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discuss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plans to the intelligence barrier students’ 
self-protec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y on the 
three female students, from Special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hey are individually tested with the cross behavior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variable plans of the multimedia Self-protection teaching which 
are made by the author’s own are arranged by the order: “the body 
boundaries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 “the natural violation prevention” 
and “the judgment of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the plans would have 
three units taking six weeks with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in 
24 lessons. There are still sheets made by the author’s own: assessment 
of self-protection recognition, the question air of the satisfaction sheet of 
self-protection multimedia teaching plan, the instant and reservation 
efficiency of self-protection recognition after assessment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o the teaching plans. The findings carry on the analysis by 
the visual analysis method. The findings are followed: 
 
1.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plans can promote the students’ concept of 
self-protection instantly. 
2.the multimedia teachings can make the students keep the concept of 
self-protect. 
3.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ested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Key words: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plans, Special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cognition of self-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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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問題背景與動機問題背景與動機問題背景與動機 

    回歸主流的趨勢下，身心障礙者與社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

由於開放多元的社會風氣，智能障礙者常因認知判斷力弱、適應

環境能力較為不足、欠缺解決問題的能力、自制力較差、缺乏保

護自我的意識，很容易受到錯誤的兩性價值觀所影響或成為性犯

罪受害者(杜正治 2000；林秀珍，2000；陳彩雲，2000；陳寶珠，

1999)。 

    劉文英，陳慧女(2006)針對一百六十四份心智障礙者遭受性侵

害的個案紀錄分析指出，多數的受害者為女性，處於 12 至 30 歲

的青少年，受害者的比例會隨障礙程度增加而有所減少，但是令

人震撼的是受害者在受害當時毫無抵抗居多，這意味著智能障礙

者遭受性侵害時，大多數完全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研究者從實務的教學經驗得知，高職階段的智能障礙學生正

處於青春期的階段，「性」的話題對他們而言是感到好奇的，比如

說看到社區中穿著清涼的辣妹、報紙上刊登的色情圖片，課堂中

討論到相關話題，他們興致盎然發表意見的同時，也暴露出許多

不正確價值觀念，比如說看到明星穿著暴露就想模仿而不會考慮

到安全上與適齡的問題、認為只要喜歡就可以擁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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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榮眞(2005)曾針對某一地區高職特教班老師進行訪談後發

現，受訪教師表示：「高職智能障礙學生即將畢業，首當其衝就是

要教導學生一些自我保護策略」、「學校應教導學生正常化生活，

訓練社交禮儀與自我保護能力」。在此研究中，也發現到特殊學校

高職部智能障礙學生若未具備自我保護的能力，則不但會讓他們

在職場上無法展現在學校所學習的職業技能，而且還是職場上的

受害者。 

    因此，如何透過教學，讓即將走出校園，步入社區的成人智能

障礙者，激發出安全需求的動機，習得能力去判斷危險，擁護自我安

全權利，是本研究動機之ㄧ。。 

    「自我保護」的課程，大抵會歸屬於性教育裡面的ㄧ環。針對即

將離校的大多數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教育部( 2000b )編印「高級中

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之「兩性平等教育」內容如下：

「生理的發展與保健」、「兩性的交往」，以及「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

在「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方面包含有分辨各種性騷擾、防範及應變

方式。雖然在課程名稱上是以「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命名，但「性

安全防衛」含有性侵害的辨識與預防，處理與應變的教學內容，已經

隱含了如何避免遭受性侵害危險的「自我保護」概念。 

    而「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課程綱要」( 2000a )教材

所列「性教育」，包含「性生理的發展與保健」、「兩性交往」、「婚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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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以及「性安全防衛」。「性安全防衛」也同樣包含分辨關係、分辨

安全或不安全的觸摸、分辨危險的情境、堅決態度的訓練、揭發虐待

等內容，與「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之「性教

育與性安全防衛」內容有異曲同工之妙。 

    吳勝儒(2007)指出「自我保護」大多歸類於「性教育」下的子題，

且「自我保護領域」包含有六個具體教學內容：身體的界線、分辨人

際距離、危險的情境判斷、預防性騷擾、預防性侵害、說「不」的堅

定態度。 

    美國洛城教育署所做「性教育教學」的也是先教導認識危險關係、

指認安全及不安全的接觸、危險的情境、決斷訓練、說出受侵害的情

形，與國內課程統整的「自我保護」課程內容大同小異(吳勝儒，2007；

胡雅各，2002) 。 

    基於上述，智能障礙者的自我保護課程大都以教導智能障礙者如

何避免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為教學目標。因此，在「自我保護」的主

題上也是以教導智障學生人身的自我保護為目標，如何考量就讀於特

殊教育學校之智能障礙學生的障礙類型與程度，進行課程內容的彈性

調整，設計適用的自我保護課程方案，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時代的進步，科技的日新月異，從早期課堂上傳統的大型幻燈機、

布幕就可以稱得上高科技，到中期談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為 CAI )到現在強調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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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edia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為 MCAI )，除了具有電

腦輔助教學的特性及優點，因為它將文字、動畫、圖片、聲音、影像

等不同媒體整合成教材內容(軟體)，可讓學習者經驗更生動的感官刺

激。多媒體應用在特殊教育教學上有其優點，如：能引起學生動機、

增強學生記憶力、使教學活潑化等等。陳明溥(1992)指出多媒體教學

能將教材以最佳方式呈現，若採用核心課程設計，主題以連貫式呈現，

學生可以同時接收不同的相關訊息，而得到完整概念。因此研究者想

藉助多媒體生動的呈現不同情境的模擬，來引起智能障礙同學的學習

動機與注意力，並重複練習，以加深認知記憶，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

能否增進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的自我保護認知成效，為本研究動機之

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是以就讀某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的三名女性輕度智能障礙

學生為對象，應用多媒體製作的教學方案進行教學實驗，探討多媒體

教學方案對於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概念之學習成效。 

    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在增進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

概念之立即效果。 

二、 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在增進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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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保留效果。 

三、 探討受試學生對實驗教學與課程的滿意度。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接受多媒體教學方案的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在自我保護概念

上是否有立即效果？ 

二、 接受多媒體教學方案的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在自我保護概念

上是否有保留效果？ 

三、 接受多媒體教學方案的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對自我保護多媒

體教學方案滿意度為何？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節將針對「多媒體教學方案」、「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及

「自我保護認知」等三個名詞加以解釋。 

一一一一、、、、多多多多媒體教學方案媒體教學方案媒體教學方案媒體教學方案 

    多媒體是由英文”Multimedia”翻譯而來，就是「多種媒體的意

思」。多媒體教學就是使用語音、文字、圖形、動畫或影像等不同媒體

形式，進行媒體間的整合運用在敎師教學之中 (鄭惠珍、呂春嬌，

2003) 。 

    本研究所指多媒體教學方案係指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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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特殊教育「性侵害─自我保護」教材，調整、擴充教材內容，

以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投影片，藉以呈現出自編教材，

教導特教學校高職部智能障礙學生包含「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性

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共三大單元。在每一個實驗階段中，

依序介入這三大單元的教學活動。 

 

二二二二、、、、特教特教特教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學校高職部學生學校高職部學生學校高職部學生 

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2003)第三條所規定：本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稱特殊教育學校，指為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者專

設之學校。1998 年以後，特殊教育學校已經不再以障礙類別劃分，一

律以特殊教育學校來命名。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是以智能障礙為

主，也招收嚴重情緒障礙、腦性麻痺、自閉症、多重障礙等各類型中

度障礙以上身心障礙青少年，施以生活自理及社會適應、人際溝通準

備，以達獨立生活回歸社區目的。 

本研究所稱之「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係指就讀國立基隆特殊教

育學校高職部學生，共計 3 名。取樣原則如下：1.障礙類別為智能障

礙 2.性別為女性。3.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 4.具備口語接受及表達能

力 5.未伴隨其他障礙，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有必要接受自我保護

教學的個案，並經家長同意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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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自我保護概念自我保護概念自我保護概念自我保護概念 

    黃榮眞(2006)指出有關「自我保護」包含人身的自我保護、個人

財產的自我保護等，就自身的自我保護而言，要讓學生學會兩個基本

的概念：(一)保護自己的身體，例如如何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學習

認識自己的身體、學會分辨自己的隱私部位是不可以讓人觸摸等內

容；(二)因應危害自己安全的狀況：舉例來說學習如何分辨與因應突

發的危險狀況、理解與應用最基本的性侵害危機處理等內容。 

本研究所指之自我保護概念係指受試學生在研究者自編之「自我

保護認知評量表」於基線期、實驗處理期、及維持期測量之得分。在

基線期得分的平均水準甚低，代表受試學生認知學習之起點行為甚低

且穩定；但在教學介入後，實驗處理期的得分節節上升，代表認知學

習成效，維持正向且穩定的發展；在維持期，即使已經撤除介入教學，

其得分仍維持高分，亦說明學習成效的保留效果。 

   「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依據教學單元共分為三份，依序為「單元

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評量內容為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身體

的隱私處？辨認人我關係及所配對互動方式的圖片是否適當？ 

   「單元二：性侵害防治」：評量內容為呈現新聞報導後，由施測者

口述，讓研究對象判別這是否為性侵害或是性騷擾？挑出一個性侵害

的案例，讓研究對象排列或說出遇到性侵害時該如何處理？以圖卡讓

研究對象指認或說出如何表達「生氣」及「請求別人幫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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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評量內容為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

危險情境？並能說出如何避免發生這樣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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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多媒體教學與智能障礙者之自我保護問題進行深入探

討，為達到此目的，本章將分為下列三節：第一節智能障礙學生之性

教育，第二節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第三節多媒體電腦輔助

教學的理論基礎。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智能障礙學生之性教育智能障礙學生之性教育智能障礙學生之性教育智能障礙學生之性教育 

    本節主要在探討智能障礙學生之性教育，首先介紹智能障礙者之

身心特質，其次討論智能障礙者常遭遇的性問題，最後介紹實施智能

障礙者性教育之重要性，詳細之內容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智能障礙者之身心特質智能障礙者之身心特質智能障礙者之身心特質智能障礙者之身心特質 

    智能障礙者是一個異質性相當大的群體，每個障礙者的特質都不

盡相同(許家璇、楊彩雲，2002)，雖然他們在心理、生理、社會、情

緒的發展上有障礙，但並不代表在性方面的發展上一定有所欠缺 (何

華國，1987) 。 

    以下就智能障礙者的性生理發展、性心理發展、不同障礙程度的

性發展，以及可能影響性教育教學的特徵四方面來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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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性生理發展方面性生理發展方面性生理發展方面性生理發展方面 

    黃璉華(1933)提出智能障礙者的生理成熟雖較一般常人晚約 13個

月，但是性的需求相似於普通人，只是在社會行為上與一般正常同儕

有明顯差異。 

    智能障礙學生在社會與性需求方面，和普通學生一樣，如性能力、

性需求和生育能力，和常人無異(Abramson ,Parket & Weisberg，

1988) 。McClennen(1988)也提出智能障礙者生理發展成熟的時間雖然

晚於普通人，但是也有完整的生育功能，生理發展及生理需求並無異

於常人，結果會跟普通人十分接近。 

 

二二二二、、、、 性心理發展方面性心理發展方面性心理發展方面性心理發展方面 

只要智能障礙者身體發展正常，性心理發展也同步進行，到了青

春期也會對異性產生強烈興趣(McClennen，1988)；Tepper(2000)也指

出，智能障礙者和其非障礙同儕，同樣都會有性的感受、需要和慾求。 

 

三三三三、、、、    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 

古芳枝(1999)指出輕度智能障礙者的性發展接近於常人；中度智

能障礙者的第二性徵較為遲緩；重度智能障礙則難控制性衝動，無法

考慮性行為的隱私性及行為後果；極重度以滿足性需求為本能，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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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自慰的情形。因此透過給予智能障礙者性教育，可以引導他們學

習如何保護自己，進而表現出合乎社會期望的行為 (黃璉華，1993) 。 

 

四四四四、、、、    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 

    智能障礙學生受限於認知能力上的限制，因此在學習性教育上也

面臨許多困難，其可能影響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如下 (何華國，

2000；林惠芬，2000；許家璇、楊彩雲，2002) ： 

(一)注意力短暫 

    智能障礙學生的注意力較一般學生短暫，對於刺激有選擇和注意

上的困難，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集中注意力，而且很快又因為外在

事物而分心。 

    歸納學者們(邵慧綺，2003；盧台華、王瓊珠，1999；Westling & 

Fox,2004)的建議，可以在教學方面有以下的策略：1.提供給智能障礙

學生的刺激，要避免過於複雜，刺激件數不宜過多，簡化刺激；呈現

學習材料要由簡而繁，提高材料的顯明度。2.讓學生參與多樣化的教

學活動，及以分散練習的方式，維持其注意力。3.透過實際操作，引

起學生注意及練習的機會。4.結合生活經驗，引起並維持動機。 

(二)短期記憶缺損 

    智能障礙學生的短期記憶力不佳，又不會使用記憶策略來有效處

理已接收的訊息，因此在學習上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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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學者們(何華國，1996；林惠芬，2000；邱上真，2002；楊佩

貞，1996)的建議，可以在教學方面有以下的策略：1.結構化的教學，

將概念有次序，由簡而繁、從易到難呈現給學生。2.給予過度練習的

機會，才能將記憶儲存至長期記憶。3.教導記憶策略，如複誦、組織

概念等，才能將短期記憶儲存至長期記憶。4.提取學生的先備經驗，

進而選用相關的學習資源，建立新知識。 

(三)預期失敗，學習動機低落 

    過多的挫敗經驗，常使智能障礙學生對任何事都會預期失敗，學

習動機常常也是很低落，往往會沒有嘗試努力就退縮或是過分依賴別

人的協助；對於事情的成敗，都是外在的歸因。 

    因此，學生學習時，要提供成功的經驗、教學內容要適合學生的

程度和水準、教導學生以健康的態度來面對失敗，學習調適挫折 (林

惠芬，2000；陳榮華，1992) 。 

(四)缺乏應變能力 

Santamour(1987)認為智障礙者較易發展成犯罪的人格類型，智能

障礙學生受限智能，在抽象思考上顯得不足，道德判斷及隨機應變的

能力也薄弱。 

所以可藉由團體討論、提出問題及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注意

到事件變化及關係，提升應變能力 (Clark & Kolstoe, 1995；Westling 

& Fox,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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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智障者之身心特質歸納成下列之要

點： 

 

一一一一、、、、在性生理發展方面在性生理發展方面在性生理發展方面在性生理發展方面 

    智能障礙者生理發展成熟的時間雖然晚於普通人，但是也有完整

的生育功能，生理發展及生理需求無異於常人，結果跟普通人十分接

近。 

二二二二、、、、在性心理發展方面在性心理發展方面在性心理發展方面在性心理發展方面 

    只要智能障礙者身體發展正常，性心理發展也同步進行，智能障

礙者和其非障礙同儕，同樣都會有性的感受、需要和慾求。 

三三三三、、、、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方面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方面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方面不同障礙程度之性發展方面 

    以本研究對象，輕、中度智能障礙者之性發展，輕度智能障礙者

的性發展接近於常人；中度智能障礙者的第二性徵較為遲緩，透過給

予智能障礙者性教育，可以引導他們學習如何保護自己，進而表現出

合乎社會期望的行為。 

四四四四、、、、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可能影響性教育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 

    智能障礙者可能影響學習的特徵及處理策略分別有 1.注意力短暫

的問題，必須以簡化刺激、分散練習等方式來處理，所以在本研究中，

每個單元共八節課，分散於每天三十分鐘，進行學習，以維持每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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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時的注意力。2.短期記憶缺損的問題，必須提供結構化的教學、過

度學習的策略，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每節課都會先提取學生上一次課

堂教學，所習得的經驗，再更深入的引出此次上課的主題，由簡而繁，

由易而難的設計。3.預期失敗，學習動機低落的問題，課程內容上已

經簡化，符合受試者的認知程度，並以多媒體電腦呈現圖片及照片的

方式，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4.缺乏應變能力的問題，透過課程設計

裡的照片情境，模擬「遇到性侵害時該怎麼辦？」的角色扮演及危險

情境的判讀與討論，讓學生可以將習得的知識類化到生活情境中，並

維持保留的成效。 

 

貳貳貳貳、、、、智能障礙者常遭遇的性問題智能障礙者常遭遇的性問題智能障礙者常遭遇的性問題智能障礙者常遭遇的性問題 

    一般在智能障礙者的不當行為，社會大眾都會有比較大的包容。

但因為青春期的成熟，性生理及心理的需求，輕度智能障礙者對性一

知半解，容易在性方面對他人造成干擾，加上外在環境的聲色誘惑，

易形成不當宣洩衝動的行為，所以智能障礙者的性問題，在男性有手

淫、性暴露；女性則是性混亂、月經處理、懷孕、手淫等(張玨、葉安

華，1993)，而輕度又較中、重度智能障礙者嚴重。(吳勝儒，2007) 

    以下為智能障礙者的常見的性問題(何華國，1987；Szollos & 

McCabe,1995)  ： 

一一一一、、、、 月經處理月經處理月經處理月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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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性智能障礙者並不會自行處裡月經或是生理期的情緒波

動，對於家長或特教教師而言，月經處裡的議題是重要的，而隨著障

礙程度而有不同的看法（胡雅各， 2002）。張玨、葉安華(1993)的調

查指出，不論是家長或教師，大多數人都建議教導輕度、中度智能障

礙者如何去處理月經，重度、極重度智障礙者則是多數贊成應切除子

宮，停止月經。 

二二二二、、、、自慰自慰自慰自慰 

    張玨、葉安華(1993)的調查指出，智能障礙者的家長對其子女手

淫問題，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如對男性則多採「很正常，

不必理會」的態度；而對於女性則多持著「覺得困擾，當作沒看見」。 

    自慰為青春期開始後的自然現象，也是滿足性需求的方法，不應

被視為罪惡，更不應該被懲罰(晏涵文，2004；Olasov,1993)但因為智

能障礙者常出現不適當的自慰，如：在公開場合自慰、長時間沉迷其

中、傷害自己或有干擾他人的情況，因此必須在自慰處理上，父母或

教師應注意三個原則 (Walsh,2000) ： 

(一)了解自慰是正常且健康的性表達方式。 

(二)應注意自慰行為的溝通意圖。 

       (三)以正向行為介入，以適當的行為取代不適當的行為。 

    允許智能障礙學生的自慰行為但不鼓勵，同時應教導智能障礙學

生自慰行為的隱私性 (Walsh,2000)。 



 - 16 - 

三三三三、、、、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 

所謂的性騷擾(或性侵害)是指對他人施以帶有「性」意味的行為，

而使對方不悅、難堪或甚至造成對方身心的傷害。性騷擾不僅是對異

性的不當行為，對同性別者也包括在內(杜正治，1994)。 

性騷擾包含在性侵害之中，兩者有程度上的差異，吳勝儒(2007)

指出「性騷擾」的定義條件有：(一)非自願的，與性別或性有關，並

使人得不舒服、害怕、不喜歡或影響正常生活。（二） 非自願的，與

性別或性有關，並以利益交換或威脅恐嚇而發生。 

綜言之，「性侵害」的定義條件有：(一)非自願的性侵入行為。（二）

非自願的猥褻。 

無論是任何情境都有可能發生性騷擾；而且智能障礙者較一般人

更易遭受虐待或性侵害，其比率是一般人的 4-10 倍( Sobey,1997；

Sorensen,1997)。黃榮真(2006)針對花蓮地區國中、小及高職各階段

之智能障礙班級，共 41教師訪談發現，高職智障學生頻繁發生兩性交

友上的問題，而最棘手的就是學生受到性侵害的問題。 

根據劉文英及陳慧女(2006)調查心智障礙者之性侵害受害者的特

質，發現多數的受害者為女性；處於 12-30 歲的青少年期；多數為智

能障礙類別；受害的比率隨障礙的程度的增加而有所減少；受害次數

為單次居多；受害與加害人的關係多為普通朋友(含男女朋友、網友)、

鄰居、陌生人居多；在受害當時無抵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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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者之所以成為不肖份子下手的對象，有下列因素（內政

部，2003；李宛珍，2000；杜正治，1994；Lumley & Miltenberger,1997）

（一）欠缺保護自己的能力－如：不知道如何說「不」、不知道如何投

訴等；（二）易受外界誘因行事－加害者以增強物引誘，智能障礙者就

容易以交換方式發生性行為；（三）缺乏身體自主權觀念；（四）討好

與順從的心態，因為智能障礙者從小被灌輸要服從，傾向於取悅他人；

（五）欠缺相關的性教育等。 

因此，針對心智障礙者易成為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特質，來設定

本研究對象為女性智能障礙者，並針對易為受害者的相關因素，所以

在課程中設計相關的教學內容，如：認識身體的界線、如何表達「不

要」等，來培養自我保護的能力。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智障者常遭遇的性問題歸納成下列

之要點： 

一一一一、、、、月經處理月經處理月經處理月經處理 

不論是家長或教師，大多數人都建議教導輕度、中度智能障礙者

如何去處理月經，重度、極重度智障礙者則是多數贊成應切除子宮，

停止月經。在本研究中所選取的研究對象都屬於輕度的女性智能障礙

者，家長都曾經教導受試者月經處理的技能(如：更換衛生棉、定時更

換的重要性等)。 

二二二二、、、、自慰自慰自慰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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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慰為青春期開始後的自然現象，在自慰處理上，父母或教師應

注意三個原則 (Walsh,2000) ：1.了解自慰是正常且健康的性表達方

式。2.應注意自慰行為的溝通意圖。3.以正向行為介入，以適當的行

為取代不適當的行為。允許智能障礙學生的自慰行為但不鼓勵，同時

應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自慰行為的隱私性 (Walsh,2000)。 

    在本研究中，透過訪談受試者的家長，了解三位受試者並無此方

面的行為，因此教學上採不鼓勵的立場，也並未對此部分設計相關內

容。 

三三三三、、、、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侵害 

智能障礙者較一般人更易遭受虐待或性侵害，導因於 1.欠缺保護

自己的能力。2.易受外界誘因行事。3.缺乏身體自主權觀念。4.討好

與順從的心態。5.欠缺相關的性教育等。 

因此在本研究中，除針對心智障礙者易成為性侵害受害者的特

質，選取類似的受試者：如輕度/中度的女性智能障礙者等；並針對自

我保護的概念，在課程內容中設計相關課程，如：「身體的界線」就是

教導身體自主權的概念；「性侵害防治的單元」就是教導受試者如何判

別性侵害或是性騷擾的情狀，以及因應的方式。 

 

參參參參、、、、實施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實施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實施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實施智能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 

由於當前社會風氣開放，一般大眾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多採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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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但是並不解決智能障礙學生，轉銜至成人生活時，接觸到關於

性議題，所產生錯誤的性知識和行為(鈕文英，1989)。Kempton & 

Kahn(1991)指出許多身心障礙者成為性侵害的受害者，且人數顯著多

於一般社會大眾，所以顯示障礙者性教育的重要性；其重點不僅著重

在與性有關的直接議題，也著重在促進個人的社會關係及自尊的提

升。因此，給予智能障礙者性教育可以讓他們學習保護自己，表現符

合社會大眾的行為(黃璉華，1993)。 

杜正治(2000)提到智障學生因為認知能力缺陷、生活經驗的不

足、性資訊獲得的管道缺乏，長久暴露在充滿性刺激的環境加上本身

的控制力薄弱、判斷力差，將很容易在不佳的環境中習得錯誤的性知

識和行為，因此對智能障礙學生實施性教育是迫切需要的。 

    所以，當前教導智能障礙者性教育，並不是「要不要教」的問題，

而是「應如何教」，「何時介入」的問題（胡雅各，2002）。因此實施性

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者有其如下的重要性： 

    (一)實施性教育可以增加智能障礙者對「性」知識的認識，會讓

他們面對「性」的議題有較佳的決定能力，幫助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

責；也可以避免女性智能障礙學生在生理成熟後，成為性侵害的對象

（張昇鵬， 2002）。 

    (二)家庭是性教育開始的最初的所在，家長除了教導其智能障礙

子女在適當場合表現行為外，更應留意本身的身教（黃璉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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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傳統父母而言，要教孩子「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

此家長會寄望學校能夠教導性教育(許家璇、楊彩雲，2002)因此，透

過學校有系統的課程教學，有其價值與重要性！ 

    (三)性教育的重點，不僅著重在與性有直接相關的議題上，也著

重在促進個人與社會關係及提升自尊(Kempton & Kahn,1991)因此融合

潮流下，智能障礙者與社會大眾有開放和雙向的互動，教導他們性教

育，可以使他們融入社會，也引領學生社會與心理層面的融合 (蔡光

仁，1995) 。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智障者性教育的重要性歸納成下列

之要點： 

    (一)在智障者對性的自我決策上，讓他們增加自我身體自主權的

認識，賦予他們自我保護的能力。 

    (二)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相互合作，將可以教導學生正確的性

知識、態度與行為，然後得以類化到生活各個層面。 

    (三)教導智能障礙者性教育，有助於他們融入這個社會。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 

    本節主要在探討智能障礙學生之自我保護課題，首先介紹自我保

護的意涵，其次討論自我保護的課程與教學，最後介紹自我保護的相

關研究，詳細之內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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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自我保護的意涵自我保護的意涵自我保護的意涵自我保護的意涵 

    Maslow(1970) 觀察人的種種動機後，列出了人類的五大需求，由

低層次到高層次包含生理、安全、愛與所屬、自尊及自我實現，如圖

2-1。   

 

 

圖圖圖圖 2-1 Maslow 人類五大需求層級 

資料來源：教學心理學，朱敬先，1987，283 頁。 

    所有人類都有安全的需要，期待被滿足，其中包含了安全、穩定、

免受恐懼、焦慮、對於秩序、法律、規則的需要，及對保護者的尋求

等( Maslow，1970)。 

    對於智能障礙者，因為欠缺保護自己的能力、易受外界誘因行事、

缺乏身體自主權的概念、屈從與討好心態、依賴他人提供照顧或加害

人的僥倖心理等因素，致使智能障礙者容易成為性侵害之受害者的情

況(李宛珍，2000；邵慧綺，2005)。因此，林國煌(1977)指出，性教育

就是「安全教育」，包括個人的安全、身體的安全及家庭幸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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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燕卿(1997)提出在性侵害的預防上，應給予生活技巧的訓練，

內容包含：（一）社會技巧（二）問題處理及應對的技巧（三）自我保

護。古芳枝(1999)針對高職階段智障學生性教育實施現況的調查結

果，認為學生之性教育需求，依序是保護自己的方法、男女生相處、

與異性朋友交往、與性有關的法律責任，而教師認為性教育教學內容

上的前三項依序是兩性的相處、保護自己安全的方法、異性交往等。 

    女性防衛知識是重要的，應列入性教育教學的主要內容(張昇鵬，

2002)。因此，「女性防衛」或是「保護自己的方法」，都是將「自我保

護」放在性教育中，成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自我保護」包含人身的自我保護、個人財產的自我保護等。就

人身的自我保護而言，要讓學生學會兩個基本的概念：(一)保護自己

的身體，例如：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學習認識自己的身體、學會分

辨自己的隱私部位是不可以讓人觸摸等內容；(二)因應危害自己安全

的狀況：舉例來說，學習如何分辨與因應突發的危險狀況、理解與應

用最基本的性侵害危機處理等內容 (黃榮眞，2006) 。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自我保護的意涵歸納成下列之要

點： 

一、 「自我保護」是奠基於 Maslow 的人類五大安全需求層級。 

二、 本研究透過教學設計，設計三大單元「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性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的課程，即針對學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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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我保護概念而來，使學生能保護自己身體及因應危害自己

安全的狀況。 

 

貳貳貳貳、、、、自我保護的課程與教學自我保護的課程與教學自我保護的課程與教學自我保護的課程與教學 

    近年來的社會風氣開放，「自我保護」的概念也逐漸受到重視(張

文英，2002)，國內外學者均提出相關的課程，站在教育者的立場，對

於「性」必須有正確的理念，才能夠教導智能障礙學生，負起教育智

能障礙學生的重責大任(許家璇、楊彩雲，2002)。 

    以下分為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及自我保護的教學方法兩部分加以

探討。 

 

一一一一、、、、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 

    有關「自我保護」課程內容方面，國內外學者均提出相關的課程。

針對本研究對象為高中職階段的就學學生，故就此階段分述國內的課

程內容如下： 

(一)家庭生活/健康教育：特教類 

「家庭生活/健康教育：特教類」分成十個單元：（杏陵醫學基金

會編譯，1993） 

(1)身體部分                     (2)青春期 

(3)月經                         (4)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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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觸摸/擁抱/親吻                (6)性交行為 

(7)性傳染病                     (8)懷孕/生育 

(9)分辨關係/分辨安全與不安全觸摸 

(10)分辨危險的情境/堅定態度的訓練 

 

(二)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智障學生課程綱要 

「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之「性教

育」內容如下（教育部，2000a）： 

1.性生理的發展與保健 

(1)辨認生殖器官 

(2)具有生殖器官清潔的常識 

          (3)維護生理期的清潔 

(4)具有青春期性生理方面的知識（如：夢遺、自慰等）

(5)處理青春期的性慾望 

2.兩性交往 

(1)分辨結交異性朋友的適當方法 

      (2)具有正確邀約異性朋友的知能 

      (3)具有正確受拒絕時調適的知能 

      (4)了解約會時表達合宜行為的方法 

      (5)展現對異性朋友表達內心情感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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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參與正當的男女聯誼活動 

      (7)分辨兩性性別角色的差異 

3.婚姻生活 

      (1)了解家庭在個人生命中的重要性 

      (2)分辨家中每一分子的責任 

      (3)具有組織家庭必備條件的知能 

      (4)具有正確的婚姻觀念 

      (5)認識家庭生活 

      (6)具有夫妻和睦相處的知能 

      (7)具有新生代的養育常識 

      (8)具有避孕的正確知能 

      (9)具有家庭問題諮詢和處理的知能 

4.性安全防衛 

(1) 分辨各種性騷擾的方式（例：性別騷擾、性挑逗、性

賄賂、性脅迫、性攻擊等） 

(2) 防範與應變性騷擾 

(3)具有遭受性騷擾的心理調適的知識 

 

(三)高中職特教班智障學生課程綱要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之「兩性平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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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內容如下（教育部，2000b）： 

1.生理的發展與保健 

2.兩性的交往 

3.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 

 

(四)智障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 

「智能障礙學生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計」一書中，

分為三階段課程（花蓮啟智學校，2000）： 

1.初級篇 

  (1)了解生命的誕生         (2)認識身體各部位，並說出名稱 

  (3)分辨男女生之特徵       (4)分辨男女廁所 

 (5)注意如廁的禮貌         (6)不暴露身體 

  (7)外生殖器的清潔與保健   (8)了解不當節目、書刊的影響 

  (9)男孩與女孩在性別認同   (10)家庭功能-物質與情感提供 

  (11)了解家中每一分子責任  (12)學習保護自己，避免遭受壞人侵

害 

2.中級篇 

 (1)保持身體清潔            (2)認識青春期 

 (3)青春痘的預防與處理      (4)認識生殖器官 

 (5)生殖器官有異樣會表達    (6)預防運動傷害 



 - 27 - 

 (7)女生了解月經現象        (8)女生會記錄月經週期 

 (9)女生會更換衛生棉        (10)男生了解夢遺現象 

 (11)男生會適當處理夢遺     (12)男性了解陰莖勃起是正常現象 

 (13)辨識可以自慰的場所     (14)預防性騷擾 

 (15)分辨危險地區           (16)分辨危險情境 

 (17)認識隱私權與尊重別人。 

3.高級篇 

 (1)了解如何結交異性朋友   (2)注意約會安全 

 (3)參與正當男女聯誼活動   (4)了解男女相愛到結婚的過程 

 (5)了解性交到懷孕的過程   (6)認識避孕的措施 

 (7)了解墮胎對身體的影響   (8)認識性病 

 (9)認識愛滋病             (10)了解養育子女的意義與方法 

(11)了解離婚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 

 

(五)啟智教養機構性教育內容 

胡雅各（2003）在其「啟智教養機構性教育教學效果之研究」中，

將女性院生的性教育的內容分為： 

1.衛生與保健 

(1)認識自己 

(2)生殖器官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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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別認同 

(4)生殖器官的保健 

(5)生理期的清潔 

(6)性疾病的防治 

2.性侵害的防治 

(1)認識適當的身體接觸 

(2)認識性侵害 

(3)如何面對性侵害 

 

(六)高職特教班兩性平等教育課程 

黃榮真、洪美連（2005）所編寫之「高職特教班兩性平等教育課

程編製與教材實例」一書，將高職特教班之兩性平等教育課程區分如

下： 

1.兩性的成長與發展 

        (1)認識生命的起源 

        (2)兩性身心的異同 

        (3)青春期性心理與生理保健 

        (4)自我身心發展 

2.兩性的關係與互動 

        (1)分工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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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性的互動 

(3)健全的情愛觀 

3.性別角色與兩性平等 

        (1)接納與尊重 

        (2)性別刻板化印象 

        (3)兩性的成就與貢獻 

4.身體自主權 

        (1)尊重隱私權 

        (2)自我肯定與負責 

        (3)保護自己，免於傷害 

5.性侵害防治 

(1)認識性侵害 

(2)危機處理 

 

在國外的性教育課程內容方面，有下列性教育課程內容： 

（一）障礙者自我保護 

 Relief（1985）在 Kent 公立學校發展的「障礙者自我保護」課程

內容如下：  

1.關係的定位            2.對陌生人的預防 

3.身體的隱私處          4.說「不」 



 - 30 - 

5.給予保護自我的訊息    6.旅行的安全 

7.社交的情境            8.居家安全 

9.權威人物             10.騷擾的手段 

11.受虐之報告 

 

（二）家庭生活與性健康 

Stangle（1991）在西雅圖公共衛生部門所發展之「家庭生活與性

健康」（F.L.A.S.H）課程如下： 

1. 公開與隱私 

2. 關係-自尊；性別決定；家人；友誼與約會；協助者、熟

人與陌生人 

3. 溝通-非口語溝通；肯定；要求；聽及說「不」；做決定 

4. 侵犯-接觸；侵犯和求救 

5. 了解身體-身體結構；青春期；性健康和衛生 

6. 生產-生育；懷孕；養育；性決定；生育控制 

7. 性傳染病和 AIDS-基因；性傳染病；愛滋病預防 

8. 資源和回顧-資源、課程回顧 

 

（三）家庭生活/健康教育 

Best（1992）原著，杏陵醫學基金會（1995）編譯美國洛衫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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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委員會之「家庭生活/健康教育-特殊教育類學生」性教育課程

如下： 

1.自我意識/自尊 

（1） 分辨訊息-自我、他人、喜歡與不喜歡。 

（2） 與他人關係中對自我的感覺-個人的感覺、對他

人感覺的敏感度、對個人關係的感覺、依附、

分離、各別化、失去/死亡。 

（3）決策-選擇、接受責任、價值觀。 

2.自我保護 

（1） 分辨關係-家人、照顧者、朋友、熟人、社區工

作者、權威人物、陌生人 

（2） 分辨安全與不安全觸摸-身體的隱私處、安全的

觸摸、不安全的觸摸、適當的觸摸 

（3） 分辨危險的情境-安全的情境、不安全的情境 

（4） 堅定態度的訓練-堅決的說「不」、在危險情境下

的防衛措施 

（5） 揭發虐待-支持系統、何時打破安全規則 

     3.健康及衛生 

（1）身體部位 

（2）身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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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青春期 

（4）月經 

（5）身體的刺激-自慰、觸摸、性交、性傳染病 

（6）生育過程-懷孕、胎兒生產、節育、為人父母 

（7）營養 

（8）藥物、酒精、煙草 

     4. 關係 

（1） 適當的關係-家庭、社區及工作場 

（2） 適當的社交-家庭、朋友、他人、社交禮儀、餐桌

禮儀、語言手勢 

（3） 拓展個人關係-情感表達、友誼、男女關係、生活

型態 

（4） 決定-選擇及決策的後果 

 

（四）性教育內涵 

美國障礙兒童協會（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簡寫

CEC）認為性教育應包括下列內涵（Walcott, 1997）： 

1.青春期        2.生殖器官      3.男/女生之差異  

4.月經          5.自慰          6.性接觸  

7.人際關係      8.自尊          9.確認及預防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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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人衛生保健 11.身體運動    12.營養 

 

（五）智能障礙學生性課程內容 

Ballan（2001）指出在為智能障礙學生設計課程時，應包括下列

之內容： 

1. 身體隱私處之名稱及其功能 

2. 社會對個人身體隱私處之期望-例如不可以觸摸別人的

隱私處、隱私處要用衣物遮住 

3. 如何避開性侵害及性暴力-例如說「不」、逃走及報告 

4. 不同人際關係適當的社會互動方式-例如用揮手而不是

擁抱的方式 

5. 在公開和隱私場合合適的行為 

6. 性接觸和生育 

7. 生育控制 

8. 避免傳染性病 

 

（六）性教育課程評鑑內容 

Blanchett 和 Wolfe（2002）在評鑑中/重度身心障礙者的性教育課

程時，列出了評鑑的內容如下： 

1. 生理和生殖：身體結構和生理學、性別差異、懷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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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控制。 

2. 健康和保健：身體保健、健康和安全、酒精和藥物使用、

性傳染病/愛滋病預防、性病的流行傳染、身體和疾病。 

3. 關係：關係/社會技巧、對性伴侶的責任、家庭型態和

角色、情感及表達、約會和結婚、成為父母、性傾向。 

4. 自我保護/自我主張：防範性犯濫、性的感受、對性的

正向看法、性接觸以外的性行為、適當和不適當的觸

摸、作決定、保險套的使用、減低恐懼和神秘、個人的

權利、性別角色、對性說「不」、對藥物說「不」、對酒

精說「不」、對香煙說「不」。 

 

從上述的課程看來，在自我保護方面的課程提供了多樣的內容，

研究者將這些課程的主要內容整理如表 2-1： 

表 2-1  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 

編

號 

課程設計者及年代 

課程名稱 

關於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 

1. 杏陵醫學基金會編譯（1993）：家庭生

活/健康教育：特殊教育類。 

性傳染病、分辨關係/分辨觸摸、分辨危

險的情境/堅定態度的訓練 

2 教育部（2000a）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

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 

性安全防衛 

(1)分辨各種性騷擾的方式（例：性別騷

擾、性挑逗、性賄賂、性脅迫、性

攻擊等） 

(2)防範與應變性騷擾 

(3)具有遭受性騷擾的心理調適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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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2000b）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

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 

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 

4 花蓮啟智學校（2000）心智障礙學生

性侵害防治與兩性教育教學活動設

計。 

初級篇：學習保護自己，避免遭受壞人

侵害。 

中級篇：預防性騷擾、分辨危險情境、

分辨危險地區。 

高級篇：認識性病、愛滋病。 

5 胡雅各（2003）啟智教養機構性教育

教學成效之研究。 

性侵害的防治：認識適當的身體接觸、

認識性侵害、如何面對性侵害 

6 黃榮真、洪美連（2005）高職特教班

兩性平等教育課程編製與教材實例。 

(1)身體自主權：尊重隱私權、自我肯定

與負責、保護自己免於傷害。 

(2)性侵害防治：認識性侵害、危機處理。 

7 Relief（1985）Self-protection for the 

handicapped: A curricurem designed to 

teach handicapped persons to avoid 

exploitation. 

關係的界定、對陌生人的預防、說「不」、

旅行/居家的安全、騷擾的手段、獲取自

我保護的訊息 

8 Stangle（1991）Sexual expression of 

mentally retarded people: Education 

and legal implications. 

關係(熟人、陌生人與協助者的界定)溝通

(說「不」、做決定)侵犯和求救、性傳染

病和 AIDS 的預防。 

9 Best（ 1992）Sex education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1)分辨關係 

(2)分辨安全與不安全的觸摸 

(3)分辨危險情境 

(4)堅定態度的訓練 

(5)揭發虐待  

 

1 0 Walcott(1997) Education in human 

sexuality for young people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mental retardation. 

預防性侵害 

11 Ballan （ 2001 ） Parents as sexuality 

educators for thei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避開性侵害及性暴力、避免傳染性病、

不同人際關係的社會互動方式。 

12 Blanchett 與  Wolfe（2002,2003）A 

review of sex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a: 

meeting the sexuality education needs 

of individual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s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自我保護/自我主張：適當與不適當的觸

摸、對性說「不」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表 2-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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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自我保護的課程內容探討如下： 

   「自我保護」的課程，大抵會歸屬於性教育裡面的ㄧ環。針對即將

離校成人的大多數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教育部( 2000b)編印「高級

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之「兩性平等教育」內容如

下：「生理的發展與保健」、「兩性的交往」，以及「性教育與性安全防

衛」。在「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方面包含有分辨各種性騷擾、防範及

應變方式。雖然在課程名稱上是以「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命名，但

「性安全防衛」含有性侵害的辨識與預防，處理與應變的教學內容，

已經隱含了如何避免遭受性侵害危險的「自我保護」概念。 

    而「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課程綱要」( 2000a )教材

所列「性教育」裡的「性安全防衛」，也同樣包含分辨關係、分辨安全

或不安全的觸摸、分辨危險的情境、堅決態度的訓練、揭發虐待等內

容，與「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要」之「性教育與

性安全防衛」內容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洛城教育署所做「性教育教

學」內的「自我保護」課程，也具類似的內容(吳勝儒，2007；胡雅各，

2002)。 

    若根據國內外一些特殊教育課程的統整，「自我保護」大多歸類於

「性教育」下的子題，吳勝儒(2007)歸納出至今「自我保護領域」課

程有六個具體教學內容，包含如下：身體的界線、分辨人際距離、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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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情境判斷、預防性騷擾、預防性侵害、說「不」的堅定態度。 

    總結智能障礙者的自我保護課程，雖以不同的課程名稱，如 「性

安全防衛」、「性教育與性安全防衛」等命名來教育智能障礙學生：人

我概念、身體的界線、分辨人際距離、危險情境判斷、預防性騷擾、

預防性侵害、決斷訓練等課程內容，但皆以教導智能障礙者如何避免

受到性騷擾或侵害為教學目標。 

    黃榮真(2006)提到，在教學實務層面上，必須考量身心障學生的

障礙類型與程度，進行課程內容的彈性調整；因此本研究的自我保護

課程內容設計，是參考歸納出來的上述主題，分為三大單元：人際互

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判斷危險情境，在三大單元下又各區分

為六項課目：身體的界線、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認識性騷擾與

性侵害、遇到性侵害(騷擾)怎麼辦、危險時地人的判斷、如何避免危

險的發生。 

 

二二二二、、、、自我保護的教學方法自我保護的教學方法自我保護的教學方法自我保護的教學方法 

受限於智能障礙學生缺乏類化能力與抽象思考能力，因此在教學

方式上必須以具體化、生活化為原則，力求學生不需經過類化就可以

明白性教育的內容；且智能障礙學生的注意力較為短暫，因此教材應

以趣味化為原則；而針對智能障礙學生短期記憶較差的特點，則必須

利用不同方法經由練習使學生達到精熟 (許家璇、楊彩雲，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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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真(2006)提到，在教學策略層面上可以多元化，包括教學示

範、生活故事、角色扮演、團體討論、小組經驗分享、宣導短片、照

片、圖片、「做中學」的遊戲活動(例如另類的大富翁遊戲等)、學習單

的情境討論等多元方式，提供學生適性的學習內涵與教學活動設計。 

    研究者歸納近五年國內性教育相關研究，所建議的教學策略，如

表 2-2 所示。其常用的方式有：1.模擬實境的遊戲式教學、角色扮演；

2.以具體的講述、過度學習、鷹架策略等方式；3.以具體影像為主的多

媒體教學、圖片、照片等。 

表 2-2  特殊教育中特殊教育中特殊教育中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教學策略關於自我保護的教學策略關於自我保護的教學策略關於自我保護的教學策略 

作者 篇名 建議的教學策略 

邵慧綺(2003) 高職特教班「公民責

任」與「法律知能」

課程教學成效之研

究 

講述法 

胡雅各( 2003) 啟智教養機構性教

育教學效果之研究 

過度學習、角色扮演、遊戲、圖片、幻燈

片及講故事。 

蕭慧吟(2003) 性教育視聽媒體教

學對國中智障生學

習效果之比較研究。 

輕度智障以動畫影片；中/重度智障以真人

影片。 

陳曉薇(2004) 鷹架策略對國中智

能障礙學生自我保

護知識學習成效之

研究。 

鷹架策略：(1)設定情境(2)使用教學主題圖

(3)提出問題(4)強調並複習舊經驗(5)重述

或摘要。 

劉靜芳(2006) 戲劇融入教學對提

升啟智學校高職部

學生法律常識相關

知能之研究 

戲劇融入教學包含說故事、角色扮演、即

興演出、假設情境、戲劇道具。 

吳勝儒(2007) 特教學校高職部學

生性教育實施現況

與學習效果之研究 

性教育多媒體教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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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文獻分析，研究者將自我保護的教學策略探討如下：

根據相關研究，整體而言國內性教育教學常用的方式有：1.模擬實境

的遊戲式教學、角色扮演；2.以具體的講述、過度學習、鷹架策略等

方式；3.以具體影像為主的多媒體教學、圖片、照片等。。 

    以上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本研究設計之參考，在教學策略上是

以多媒體具體影像的圖片、照片為主的教學，搭配角色扮演、討論的

方式，教師主導的直接教學方式，靈活運用以期望學生能習得自我保

護的知識。 

 

參參參參、、、、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 

在自我保護之實驗研究方面，國內近五年的研究有蕭慧吟（2003）

針對國中智障生比較兩種視聽媒體的學習效果；胡雅各（2003）針對

啟智教養機構實施性教育實驗教學；邵慧綺(2003)針對高職特教班實

施公民責任跟法律知能課程實驗教學；陳曉薇（2004）以鷹架策略教

學檢視對國中智能障礙學生自我保護知識學習之效果；劉靜芳(2006)

以戲劇融入教學檢視對提升啟智學校高職部學生法律常識的成效；吳

勝儒(2007)針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實施性教育多媒體實驗教學；在

國 外 近 十 年 有 Lumely 和  Roberts (1998) 、 Miltenberger, 、

Khemka(2000)、Lee, McGee,和 Ungar (2001)及 Mazzucchelli(2001) 以

上的研究。研究者依照研究之年代列表，如表 2-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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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特殊教育中關於自我保護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年代 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胡雅各（2003）啟

智教養機構性教育

教學效果之研究 

20 位教

養機構

女院生 

準實驗研究法 1.在第一階段性知識達到立即和長

期保留效果。 

2.在性侵害防治各領域均達到立即

和長期保留效果。 

蕭慧吟（2003）性

教育視聽媒體教學

對國中智障生學習

效果之比較研究 

5 位國中

智障生 

單一受試法 1.性知識有明顯進步，性態度有正

向改善。 

2.學習效果方面及接受度上，輕度

智障生動畫影片優於真人影片，智

能智障生真人影片優於動畫影片。 

邵慧綺(2003)高職

特教班「公民責任」

與「法律知能」課

程教學成效之研究 

特教班

二年級

學生共

24 名 

準實驗研究法 教學方案達到學習上的立即及保留

成效。 

陳曉薇（2004）鷹

架策略對國中智能

障礙學生自我保護

知識學習成效之研

究 

 

3 位國中

中度智

能障礙

學生 

單一受試法 1.在處理期答對率逐漸增加，顯示

鷹架策略有助於自我保護知識之學

習。 

2.鷹架策略教學具有維持效果。 

劉靜芳(2006)戲劇

融入教學對提升啟

智學校高職部學生

法律常識相關知能

之研究 

啟智學

校高職

部學生

28 名 

準實驗研究法 戲劇融入教學的方法增進學生法律

常識相關知能。 

 

吳勝儒(2007)特教

學校高職部學生性

教育實施現況與學

習效果之研究 

啟智學

校高職

部學生

20 名 

準實驗研究法 1. 性教育教學對學生的性知識及

態度，都有顯著的立即效果。 

2. 性知識有保留效果，但性態度不

具保留效果。 

研究者及年代 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Lumley, 

Miltenberger,  

Long, Rapp 與 

Roberts, (1998). 

Evaluation of a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program 

for adults with 

6 位智障

女生 

單一受試法 
性知識有顯著的立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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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retardation. 

Miltenberger, 

Roberts, Ellingson, 

與 Galensky (1999). 

Training and 

generatization of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skills for 

wom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輕度/中

度智障

女生 5

位，住在

機構

中，具口

語能

力。 

單一受試法 1.預防性侵害技巧在教學後 5 位均

達顯著立即效果 

2.在一個月後之評量 5位受試者有4

位具類化效果，有 1 位沒有達到類

化效果。 

 

Khemka(2000). 

Increasing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skills of wom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in 

simulated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of abuse. 

36 位之

輕度/中

度智障

女生 

準實驗研究法 自我教導學習性知識效果最好。 

 

 

Lee, McGee, 與

Ungar (2001).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mputer-based 

safety programme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learning 

difficulties. 

 

 

49 位重

度發展

障礙兒

童 

單一受試法 性知識有顯著的立即效果。 

Mazzucchelli(2001). 

Feel safe: a pilot 

study of a protective 

behaviors program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實驗組

10 名，平

均 31

歲，控制

組 10

名，平均

37 歲。 

準實驗研究法 1.在性安全知識，實驗組後測及追

蹤測分數比控制組增加，但未達到

顯著水準。 

2.在性保護行為技巧，實驗組後測

及追蹤測分數比控制組增加，達顯

著水準。 

3.在發展障礙者生活品質量表，實

驗組後測及追蹤測分數比控制組增

加，但未達到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表 2-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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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文獻分析，自我保護在特殊教育之相關研究，整體而

言國內實驗教學較偏重國中、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及機構的女院生為

對象；教導內容上以教導性知識最多；在教學設計上以準實驗研究法

最多；教學效果上在學後的立即與保留效果，大多能達到顯著的學習

效果。 

    以上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本研究設計之參考，所以在教學內容

上以單獨的自我保護為主題，在教學設計上採單一受試研究法設計，

自變項為自編的多媒體教學方案，依變項為自我保護的認知，學習效

果應評量立即及保留效果。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 

    本節主要在探討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基礎，首先介紹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之定義，其次討論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

最後介紹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啟智教育上的應用，詳細之內容分述

如下： 

 

壹壹壹壹、、、、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 

    電腦輔助教學( competer assisted instruction，以下簡稱 CAI )從

1960 發展至今已 40 餘年的歷史，隨著科技的進步，透過電腦的整合

而能在同一工作環境下，處理文字、聲音、圖像、影像、音訊或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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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以「電腦多媒體」稱之，或簡稱「多媒體」。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 multimedia competer assisted instruction，以

下簡稱 MCAI )乃是因為電腦軟、硬體上的進步，由 CAI 的相關理論

進一步發展於教學上而來。因此必須先介紹 CAI 的定義，進一步闡述

所發展出來多媒體的意涵。 

 

一一一一、、、、    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電腦輔助教學的定義 

    電腦輔助教學仍無公認的定義，國內學者黃富廷( 2000 )提出 CAI

的定義可分為：教學活動說、教學方法說、教學過程說、教學軟體說、

綜合討論說五種，研究者再參照其他各家說法為輔，歸納說明如下： 

  (一)教學活動說 

    Steinberg ( 1991) 認為 CAI 是指經由電腦呈現個別化、互動式、

教導式的教學活動；洪榮昭、劉銘洲(1997)認為 CAI 則認為就是以電

腦作為輔助教學。因此包括傳統的 CAI、多媒體輔助教學、智慧型教

學系統等，這些以電腦為主的教學活動都是CAI教學活動說的範圍內。 

  (二)教學過程說 

    Hick & Hyde (1973)提出 CAI 就是一種直接運用電腦交談模式引

導教材，且控制個別化教育環境的教學過程。沈易達(1996)認為 CAI

係將課程教材編製成教學軟體，透過電腦傳送，達到敎育目標的ㄧ種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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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式說 

    張霄亭、朱則剛(1998)提出 CAI 是利用預先設計發展，儲存於電

腦系統內，並經由電腦控制與呈現的課程軟體傳送給學生，讓學生與

軟體互動並從中學習的ㄧ種方式；林宏熾(1995)認為 CAI 是一種工具

來幫助教師教學的方式。因此 CAI 是利用電腦科技的功能來結合教育

理念達成的ㄧ種教學方式 (蕭金慧，2000) 。 

(四)教學軟體說 

    Mercer 與 Mercer (1998)認為 CAI 是一種教學軟體，把 CAI 泛指

可當成教學工具的教育程式，以運用訓練、問答等方式來表現主題，

並可測驗學生對學習的理解；並允許學生依照本身狀況調整學習步調。 

(五)綜合討論說 

    CAI 是以電腦為工具的教學形式，能夠協助教師完成教學任務。

在教學過程中，透過電腦與學生之間進行教材刺激與學習反應回饋，

學生可依照個別差異調整教材內容難易及速度，一致性的增強效果，

可以激勵學生學習，這是異於傳統的學習方式 (沈易達，1996；黃富

廷 2000) 。 

    Taylor(1980)為將電腦視為工具(tool)、指導者(tutor)、被指導者

(tutee)，國內學者高豫(1995)加上了玩具(toy)的角色，變成 CAI 的 4T

教學系統，其多樣化的應用潛能，在教育上已經成為現代主流的教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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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涵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涵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涵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涵 

    Microsoft 與 Paske 指出，相較於早期電腦輔助教學，多媒體電

腦有以下特點(蔡文煉，1995)：1.全色彩、全螢幕、全動畫；2.立體音

效；3.電腦文字與動畫功能；4.相關資訊之間能相互連接，並提供深入

的訊息；5.提供使用者自由選擇的空間。 

   「多媒體」一詞是由「Multimedia」翻譯而來，「Multimedia」是由

「multi」與「media」兩個字合成的新字，具有「許多種媒體」的意

義 (王子文，1996) 。 

   「多媒體」本身是由「硬體」、「軟體」及「設計」等不同元素所組

成。在「硬體」如電腦主機、輸入設備(如：麥克風、滑鼠、攝影機等)、

輸出設備(如：電視機、喇叭、印表機等)；在「軟體」如創作軟體、

編輯整合軟體等；在「設計」如美工設計、人機介面設計、程式設計

等，共三大元素所建構，。王子文(1996)、胡曉峰(1996)指出多媒體具

有下列的意涵： 

    (一)多媒體是由兩種以上的媒體組成的結合體：文字、動畫、圖

形、聲音等。 

    (二)電腦交互綜合處理多種媒體訊息，使其相連結，形成有交互

作用的系統。 

   (三)多媒體是文字、動畫、圖形、聲音等的組合；多媒體系統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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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和數位通訊網技術來處理和控制多媒體訊息的系統。 

由上可知，「多媒體」是結合多種不同媒體的媒體，如語言、文字、

圖像或影像等，整合成教材內容(軟體)，並在 CAI 的理論基礎下，透

過前述的多媒體電腦軟硬體特性來進行教學活動。教學策略若經由多

媒體教學，更可提供不同的溝通管道，學習成效更佳。 

綜合上述文獻論述，研究者歸納出下列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定義

上的重點： 

    (一一一一)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源自於「電腦輔助教學」，是由於電腦「硬

體」、「軟體」及「設計」等元素的進步，所以電腦效能越進步，形成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興起。 

    (二二二二)在教學工具在教學工具在教學工具在教學工具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MCAI 是一種工具可以協助教師教學，泛指所有可在電腦上使用的

教育程式；MCAI 可以運用訓練、問答等方式來表現主題，並可測驗學

生對學習的理解。 

                ((((三三三三))))在教學形式方面在教學形式方面在教學形式方面在教學形式方面 

透過 MCAI搭配其他教學法設計的教材，如：多媒體互動教材、學

習遊戲軟體等，可以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電腦擔任指導者(tutor)

的教師角色；學生在使用電腦的過程中，調整學習的速度，電腦又成

為被指導者(tutee)，這樣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獲得不同於傳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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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樂趣，也獲得更多學習自主權。 

本研究對於「多媒體」採取工具取向定義，認為 MCAI 是一種可以

協助教師教學的工具，設計三大單元「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性

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的課程內容，讓學生可以獲得有別於

傳統講述的學習樂趣；也經由電腦多媒體這個媒介，可以有效傳達圖

片、情境等實例，使學生有效身歷其境，類化「自我保護」知能至生

活情境。 

 

貳貳貳貳、、、、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 

運用 MCAI 代表著教學者利用電腦作為教學、練習或是複習的工

作，因此在教學時必須考量學習者的特性、教材、教法、教學目標等

因素。MCAI 也是根植於 CAI 相關學習理論基礎發展而來，如：行為

理論、認知理論、社會學習論、遊戲理論等，都是 MCAI 的重要理論

依據，但與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特性最有關的三種理論為以下三種 

(曾建章，2002) ： 

一一一一、、、、二元編碼理論二元編碼理論二元編碼理論二元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Brown 於一九八○年代首度提倡多媒體電腦教學，其理論係

Paivio 於一九七五年所提出的二元編碼理論( Clark& Craig,1992)。此理

論認為在人類記憶訊息的處理過程中，「視覺訊息」和「語意訊息」兩

者在處理時是以「形碼」及「意碼」雙向並進方式進行，並將結果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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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不同的記憶空間。但在處理上，「視覺訊息」乃經由記憶管道而以

心像(mental image)的表徵方式，直接儲存在記憶中；而「語意訊息」

則是經由回憶、處理及使用的程序，依序儲存於記憶中。 

    運用多媒體來呈現教材的方式，可以提供智能障礙學生一個多途

徑編碼的學習環境，學生經由文字性及視覺性的資料，在記憶中連結

的管道就多元，當相關訊息愈多，其相對可以提取的線索就愈多，記

憶就會比較深刻。即使其中一種編碼遺忘，仍可利用另一種編碼，喚

醒記憶的資訊，所以可以增進記憶力，加強學習效果。 

    黃富廷(2000)指出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忽略語意訊

息，而傾向以視覺訊息的形碼方式進行資訊的處理。所以在挑選或設

計給智能障礙者的教學軟體，需考慮軟體是否能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學

生「足夠的」視覺心像刺激(如：文字、動畫、圖形、聲音等的組合)，

以協助其視覺訊息能由心像作為表徵方式的記憶管道，直接儲存在記

憶之中。 

    本研究參考目前常用的特殊教育「性侵害─自我保護」教材，調

整、擴充教材內容，以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投影片，所

用圖片、影片都是以智能障礙學生日常生活所接觸的情境，如：現在

住家所在的社區、未來可能就業的職場；目前及未來生態環境中，所

接觸的人，如：老闆、醫生、警察等，所拍攝的照片或影片，可以喚

起學生的先備經驗，就符合此教學理論的原則─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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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足夠的」視覺心像刺激(如：文字、動畫、圖形、聲音等的組合)，

引起學生學習注意並回憶生活中的經驗，並協助其視覺訊息能由心像

作為表徵方式的記憶管道，彌補學生短期記憶缺損的限制。 

 

二二二二、、、、    互動理論互動理論互動理論互動理論(interactive theory) 

    互動的條件是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走向個別化教學的必要因素，

如果缺乏互動，那麼教學必定遜色不少。Borsook(1991)認為多媒體電

腦的軟、硬體功能應該具備下列七項互動特性： 

(一)立即回應(immediacy of response) 

提供立即回饋式電腦的特性之ㄧ，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更是具有這方

面的特性。 

(二)非線性資訊處理(non-sequential information access) 

指在教學過程中，允許學生討論、提問，等處理完學生的問題後，再

繼續教學活動。 

(三)適應性(adaptability) 

能針對學習能力不同的學生，給予不同的資訊與學習方法。 

(四)回饋(feedback) 

給予學生個別差異的作答回饋。 

(五)選擇權(option) 

學生擁有所有與電腦互動的自由選擇的機會。 



 - 50 - 

(六)雙向溝通(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在互動系統中，除了電腦當指導者的角色，也要讓學生有有回饋反應。 

(七)中斷性(interruption) 

學習者可以中斷課程或加入另一個課程的活動。 

    以互動理論來看智能障礙的學習，智能障礙學生可以透過輸入介

面，如：麥克風、滑鼠、鍵盤和電腦進行互動進行多感官的學習，亦

可以從電腦得到回饋，讓學習歷程變得豐富而有趣。 

    在本研究裡的電腦多媒體輔助教材，並無設計人機互動的部份，

僅由電腦呈現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投影片為主，配合教

師的其他教學法，如：講述式教學、合作學習討論、角色扮演的方式，

直接由教師回饋、小組同儕回饋的方式取代電腦回饋，也允許學生在

教學過程中發問，解答學生疑惑後繼續教學，符合本理論的「非線性

資訊處理」。在「適應性」上，因研究對象能力已經過篩選，所以個別

差異並不大，多媒體教材在受試者學習過程中，會視學習情況調整播

放速度、中斷或重來播放，符合 MCAI 互動理論的「中斷性」特質。 

 

三三三三、、、、Clark 之連結理論之連結理論之連結理論之連結理論(link theory) 

Clark(1982)提出知覺連結( perceptual link )與意義連結(meaning 

link)之理論，據以解釋人腦的訊息處理歷程，透過這兩種連結方式所

進行之學習活動稱為感官學習，通常「知覺連結」直接應用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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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形狀及大小的方式來進行訊息處理，因而較易被個體所接受，而

「意義連結」亦可由知覺連結來進行，比如說以尺量物體大小(即知覺

連結)，再求得物體的體積(意義連結)。CAI 運用圖形、顏色、動態影

像的呈現方式，讓學生經由知覺連結進而提升至意義連結的學習，藉

由多媒體電腦的功能，更強大了 CAI 的能力 (洪榮昭、劉銘洲，1997) 。 

    黃富廷(2000)指出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連結理論能否奏效，

其關鍵乃在於智能障礙學生對於聲、光、色、型狀及大小等多媒體訊

息的知覺解釋及連結是否正確，否則即使運用多媒體電腦科技也可能

無法幫助智能障礙學生將學習層次由知覺連結到意義連結的境界。 

    根據此理論建議，教師在運用 MCAI 時，必須針對學生的感官功能

做評估與了解。本研究在選樣上，已經排除智能障礙以外伴隨其他或

感官缺陷等不利於 MCAI 學習的個案，並在確定受試者後，研究者以

訪談受試者的導師及觀察受試者平時學習表現，蒐集受試者各項資料

後，將受試者能力現況、語言表達、社會情緒與同儕互動、肢體動作

能力等作質性描述，了解學生是否仍有其他因素，不利於多媒體電腦

輔助教學方式。 

 

綜合上述文獻論述，研究者歸納出下列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理論

依據上的重點： 

一一一一、、、、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在起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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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理論依據仍是源自於「電腦輔助教學」

的相關理論，如：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建構主義等，但是與 MCAI

最有關的三個理論是二元編碼理論、連結理論與互動理論。 

二二二二、、、、由理論所建議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啟示方面由理論所建議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啟示方面由理論所建議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啟示方面由理論所建議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啟示方面 

    (一)二元編碼理論強調在挑選或設計給智能障礙者的教學軟體，

需考慮軟體是否能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學生「足夠的」視覺心像刺激

(如：文字、動畫、圖形、聲音等的組合)，以協助其視覺訊息能由心

像作為表徵方式的記憶管道，直接儲存在記憶之中。 

    (二)互動理論強調人機互動的特質，包涵適應性、回饋、選擇權

等特性。 

    (三)連結理論強調智能障礙學生對於聲、光、色、型狀及大小等

多媒體訊息的知覺解釋及連結是否正確，教師在運用 MCAI 時，必須

針對學生的感官功能做評估與了解。 

三三三三、、、、給予本研究設計的啟示方面給予本研究設計的啟示方面給予本研究設計的啟示方面給予本研究設計的啟示方面    

    (一)根據二元編碼理論強調「足夠的」視覺心像刺激(如：文字、

動畫、圖形、聲音等的組合)的特性，所以本研究教材內容以圖片、照

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投影片呈現，所用圖片、影片都是以智能障

礙學生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所拍攝的照片或影片，可以喚起學生的先

備經驗，引起學生學習注意並回憶生活中的經驗。 

    (二)互動理論強調人機互動的特質，包涵適應性、回饋、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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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性；雖然本研究並無設計人機互動的部份，但是以其他互動方式

取代電腦回饋，也允許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發問，解答學生疑惑後繼續

教學，視學習情況調整播放速度、中斷或重來播放，符合 MCAI 互動

理論的「中斷性」、「非線性資訊處理」、「適應性」上的特色。 

    (三)連結理論強調教師在運用 MCAI 時，必須針對學生的感官功能

做評估與了解；因此本研究在選樣上，已經排除智能障礙以外伴隨其

他或感官缺陷等不利於 MCAI 學習的個案，並在確定受試者後，將其各

項能力作質性描述，了解學生是否仍有其他因素，不利於多媒體電腦

輔助教學的學習方式。 

    

參參參參、、、、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啟智教育上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啟智教育上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啟智教育上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啟智教育上的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運用到教學時，必須考慮到「Why」(為何需

要採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When」(何時去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

學是最佳的時機)、「What」(何種教材適合運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呈

現)、以及「How」(如何有效的將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融入至教學活動

中)等因素 (劉世雄，2001) 。 

    MCAI 只是一個工具，而特殊教育教師將 MCAI 應用在教學上，

需要了解此教學法的實務應用原則。本段落將對於多媒體電腦輔助教

學的應用方式、及其使用在啟智教育上的優點、可能的限制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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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內應用在特殊教育上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設計

參考之藍圖。 

一一一一、、、、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方式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方式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方式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應用方式 

    一般在課堂上，老師或是學生應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所從事的

教學活動，張國恩(2001)指出最常運用的有下列三種方式： 

    (一)電腦簡報的展示 

    在特殊教育的教學環境中，可以利用現有的硬體資源，以簡報軟

體來製作，形式上可以整合動畫、音效等媒體，內容上可以包括：重

要學習概念的說明、圖片觀察、影片播放等活動。所以簡報需要配合

課程內容，搭配有意義的多媒體設計，以免過於雜亂的教學內容卻沒

有重點，造成學生認知上的負荷，降低學習成效。 

     (二)相關教學軟體的應用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可以針對抽象化的概念，以視覺方式呈現出

來，或利用模擬軟體建立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操作練習。目前坊間

有許多現成的 CAI 教學與學習軟體，教師可以考量學生的需求，選擇

適用的軟體教材。 

    (三)網際網路資源的應用 

    網際網路的優勢是取得的便利性，而且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可以有最新的資源，相當於一個大型的教材庫，內容與型式也相當多

元，如能善用這些資源並整合到教學中，可以對教師的教學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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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 

    吳巧琳(2006)指出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以教學歷程加以規劃的

話，可以說明如下： 

    1.教學前 

(1) 單元教案、學習單、評量設計規劃 

(2) 編輯整理教學影片、圖片、簡報 

(3) 搜尋網路上的資源 

(4) 搜尋線上資料庫、圖書管理系統 

    2.教學中 

(1) 呈現自製的數位教材 

(2) 自製簡報 

(3) 使用其他多媒體教材(動畫、影音、電腦輔助教學

軟體 

(4) 應用其他資訊設備的 (攝影機、投影機、數位相

機) 

(5) 學生學習使用資訊設備 

(6) 連結教學網頁 

(7) 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 

3.教學後 

(1) 線上評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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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郵件的使用 

(3) 建置教學資料庫、教學歷程檔案 

(4) 學生網頁製作、成果發表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運用方

式歸納成下列之要點： 

 

(一一一一)在最常使用的方式方面在最常使用的方式方面在最常使用的方式方面在最常使用的方式方面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最常被應用的可行方式可分為三種：電腦

簡報的製作、教學輔助軟體的應用及網際網路資源的運用。除了以上

常見三種外，尚有以教學歷程所規劃的應用方式。 

(二二二二)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 

本研究採用電腦簡報的製作及網際網路資源的運用這兩種常用的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方式。 

在教學歷程規劃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融入方式中，有用到方式

說明如下： 

    1.教學前 

(1) 單元教案、學習單、評量設計規劃 

(2) 編輯整理教學影片、圖片、簡報 

(3) 搜尋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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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尋線上資料庫、圖書管理系統 

 2.教學中 

(1) 自製簡報 

(2) 使用其他多媒體教材(動畫、影音、電腦輔助教學

軟體) 

(3) 應用其他資訊設備的 (攝影機、投影機、數位相

機) 

 3.教學後 

  (1)  建置教學資料庫、教學歷程檔案 

 

二二二二、、、、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於啟智教育的優點用於啟智教育的優點用於啟智教育的優點用於啟智教育的優點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能提供音效和視覺刺激、立即回饋等，教師

應用得宜，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綜合學者意見將多媒體電腦輔

助教學應用於啟智教育上，有以下的優點： 

(一)能引起智能障礙學生的興趣、注意力及學習動機：電腦多媒

體有別於傳統，因為同時結合聲音、影像及動畫效果，所以可以帶給

學生多感官的刺激，蕭金慧(2000)認為使用電腦進行教學時，學生的

學習動機都很高。而人機互動的特性，可以增進使用者實際動手操作

的機會，吸引學生的注意(曾建章，2002)。 

(二)能增進智能障礙學生記憶力：鄧秀芸(2002)指出多媒體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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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教學可以給予重覆及充分練習的機會；運用多重感官的學習方

式，是長期記憶編碼所需要的，也增加在提取記憶時的解碼線索，所

以有助於增強記憶力(曾建章，2002)。 

(三)能讓智能障礙者安心學習：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能循序漸

進、學生自我控制學習進度，而且電腦有耐心、不會生氣，可以減低

學習者學習壓力與挫折感 (曾建章，2002；裘素菊，2003) 。 

(四)能發揮前導組織的功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具有編序及統

整教材的能力，所以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具體活動中，逐步建構學習

概念(曾建章，2002)。 

(五)能使教學活潑化：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能使教學活動富有趣

味性及變化鄧秀芸(2002)。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互動特質，以及教

材來源多元，突破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學生可以自主學習，可以適

應個別學習風格的差異，因此教學活動顯得豐富而有趣(曾建章，

2002)。 

(六)適用於特殊情況：曾建章(2002)指出特殊情形下，如：需要

真實模擬情境、高度危險、要反覆練習等，就適於使用多媒體電腦輔

助教學。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使用在啟

智教育上的優點歸納成下列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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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在優點方面在優點方面在優點方面在優點方面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使用在啟智教育上的優點，歸納可分為六

點：能引起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興趣、注意力及動機、強化記憶力、

發揮前導組織功能、能讓學習者安心學習、讓教學活潑化、也適用於

特殊情況。 

(二二二二)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 

    本研究教材內容以圖片、影片、照片編輯，取材自學生的生態環

境，所以能發揮前導組織的優勢、進而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及學習動機；

又由於本教材內容有危險情境的判斷，需要透過一些新聞報導與情境

模擬的狀況，一般教學法並不能呈現，所以適用於多媒體輔助教學，

搭配其他講述式、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的方式來讓教學更生動活潑。 

 

三三三三、、、、    多多多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在啟智教育上的限制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在啟智教育上的限制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在啟智教育上的限制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在啟智教育上的限制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雖然有許多教學上的優勢，可以彌補智能障

礙學生學習上的缺陷，但是，仍有許多文獻指出其應用在啟智教育上

的限制，茲整理如下(黃富廷，2000；陳淑惠，2002；曾建章，2002)： 

(一)生理上的先天限制：智能障礙學生除了手部精細動作有適當

的發展，視、聽方面也要有好的感官知覺功能，才能接收多媒體電腦

所給予的回饋資訊；雖然有此方面的限制，但透過科技輔具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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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代替性鍵盤或滑鼠使用，有助於改善因生理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二)認知功能上的限制：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能否有效應用於啟

智教育，要看教材本身能否配合學生的舊經驗以組成新經驗；就認知

學習作為教學目標，那麼對於認知功能較高的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較為

適合；中、重度智能障礙者需要教師高度結構化的教學指導和協助，

藉由多媒體引起動機，才有助於日常生活技能的學習。 

(三)認知負荷過重：過多或是感官接收過多訊息，可能對智能障

礙者而言會造成負荷過重；因此在設計或選用軟體時，簡單明確的刺

激，反而有利於智能障礙者學習。 

(四)社會互動的情感限制：若單純只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

會使學生對於人際情感交流有所不足；應搭配其他教學法及教師的關

懷，彈性調整上課，以利於學習。 

 

綜合以上之文獻論述，研究者將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使用在啟

智教育上的限制歸納成下列之要點： 

 

(一一一一)在限制方面在限制方面在限制方面在限制方面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使用在啟智教育上的限制，歸納可分為四

點：生理上的先天限制、認知功能上的限制、認知負荷過重以及社會

互動的情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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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在本研究應用方面 

    本研究為避免生理上的先天限制，在受試對象篩選上已排除感官

異常者；受試的輕、中度智能障礙者在學習過程中，教師設計結構化

的課程和由簡入繁、重覆練習的內容，藉由多媒體引起動機，避免認

知功能上的限制；在教學軟體上，以圖片、照片、影片製成的投影片，

配合講述、示範或演練，一次只呈現一張，避免認知負荷過重；同時

也透過其他教學法的搭配，彌補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於社會人際上互

動的不足。 

 

四四四四、、、、    國內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研究國內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研究國內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研究國內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研究 

    與本研究「自我保護」相關的主題，在國外近十年有 Lumely 和 

Roberts (1998)、Miltenberger et al (1999)、Khemka(2000)、Lee,McGee 和 

Ungar (2001)及 Mazzucchelli(2001) 以上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都並未

使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方法。 

反觀國內碩博士論文，若與本研究主題相近「自我保護」及「多

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五年內的研究僅有一篇為蕭慧吟(2003)針對五位

不同障礙程度的國中學生，比較「真人影片」與「動畫影片」兩種性

教育視聽敎學媒體的成效。 

因為文獻稀少，但為了要了解「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在特殊教

育上的研究現況，以作為本研究設計的參考依據，所以就「多媒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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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輔助教學」及「智能障礙」為關鍵字搜尋碩博士論文，收錄自

2003-2008 年，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於特殊教育上的研究，總共

收錄 30 篇，研究者依照國內研究之年代列表，如表 2- 4 所示。 

 

表 2-4  2003-2008 國內多媒體輔助教學應用於特殊教育之相關研究表國內多媒體輔助教學應用於特殊教育之相關研究表國內多媒體輔助教學應用於特殊教育之相關研究表國內多媒體輔助教學應用於特殊教育之相關研究表 

研究者及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法及內容 研究結果 

王鳳妃(2005)多媒

體聽障者成功故事

對國小聽覺障礙學

生閱讀成效與自我

概念之研究 

三名國

小聽覺

障礙學

生 

「閱讀成效」採單一

受試撤回實驗設計；

「自我概念」採前後

測實驗教學。 

1. 多媒體聽障者成功故事

能增進及維持國小聽覺

障礙學生的閱讀能力。 

2. 多媒體聽障者成功故事

能增進及維持國小聽覺

障礙學生的「自我概念」

能力。 

吳雅琪(2003)電腦

融入解題策略教學

對國小學習困難學

生解題成效之研究 

三位國

小五年

級數學

習習困

難學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者研

究法；電腦融入解題

策略教學對國小數學

學習困難學生基本加

減乘除文字題，解題

歷程錯誤及解題態度

的影響。 

1. 三位受試者在教學後解

題正確率較教學前進步。 

2. 三位受試者的解題歷程

錯誤經教學後都有改進。 

吳南眞(2007)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對

無口語多重障礙學

童認知溝通線畫圖

卡學習成效 

三名國

小無口

語多重

障礙學

童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探

試設計；自製多媒體

輔助教學對受試者認

知溝通線畫圖卡學習

成效。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無

口語多重障礙學童認知

溝通線畫圖卡學習成效

有立即、遷移、及學後保

留成效。 

 

 

李林美(2006)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英

語學習成效之研究 

安置於

普通班

的兩名

輕度智

能障礙

學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以 U3 互動

式評量學習系統為教

學平台，對受試者英

語學習效果的影響。 

1. U3 互動式評量學習系統

對受試者英語有良好的

立即及保留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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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允文(2007)刺激

褪除策略結合文字

象形化圖片之電腦

多媒體對國小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識字

成效之研究 

 

 

 

 

三位國

小特教

班的中

度智能

障礙學

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自製多媒體

結合刺激褪除策略及

文字象形化圖片對受

試者的學習成效。 

1. 教學方案對於受試者「指

認」、「唸讀」、「書寫」有

立即提升的成效及保留

維持的效果。 

 

沈孟宏(2004)網際

網路電腦輔助教學

對國小重度自閉症

兒童識字學習成效

之研究 

國小四

年級重

度自閉

症雙胞

胎兒童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試

探設計；以網際網路

電腦輔助策略教學對

識字的影響。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國

小四年級重度自閉症雙

胞胎兒童識字，具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

效。 

 

 

林尚慧(2004)多媒

體影像題是延宕策

略對國小重度智能

障礙學生功能性詞

彙認字學習成效之

研究 

國小兩

位重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目標行為

設計；詞彙配合影像

提示的方式來學習認

讀三組詞彙。 

1. 兩位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都能夠認讀三組目標詞

彙，學習保留效果良好。

不同字體類化上，正確率

達百分百。 

2. 詞彙配合適當情境影像

提示的方式，提升學生對

詞彙的理解跟語言表達。 

林佑宗(2006) 多

媒體教學對提升國

小智能障礙學生人

際問題解決成效之

研究 

兩位國

小普通

班的智

能障礙

學生 

質性研究；針對班級

中學生會遭遇的人際

問題，設計一套人際

問題解決訓練軟體，

分析受試者的學習成

效。 

1. 教學過程中及過程後，研

究參與者可以在「界定問

題」、「替代思考」、「後果

思考」及「策略評估」上

各有所成長。 

 

林秀雲(2006)CAI

訓練方案對高職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餐

飲服務基本技能學

習成效之研究 

二位高

職輕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自製 CAI 餐

飲服務基本技能訓練

方案對受試者的學習

成效。 

1. CAI 教學方案對二位學

生的餐飲服務技能有立

即、遷移、及學後保留成

效 

 

林宜蓁(2006)基本

字帶字電腦輔助教

學對國中智能障礙

學生識字能力學習

成效之研究 

三位國

中智能

障礙學

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基

準線設計；以自編電

腦輔助教學教材對受

試者識字學習的效

果。 

1.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方

案對三位學生識字有立

即、遷移、及學後保留成

效。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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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妏(2006)多媒

體教學對學習障礙

兒童集中識字成效

之研究 

三名國

小識字

困難的

學障學

生 

單一受試交替處理設

計；以集中識字法結

合多媒體教學對受試

者識字學習的效果。 

1. 多媒體輔助教學方案較

傳統教學效果好。 

2. 使用多媒體教學，識字效

果維持較佳。 

3. 學生比較喜歡多媒體教

學法。 

 

洪彩鳳(2003)鷹架

式電腦輔助語言教

學在國中特教班學

生溝通成效之研究 

八名國

中特教

班學生 

行動研究法；利用無

障礙電腦輔助系統

(T33)、網路通訊系

統、台北市政府免費

電子信箱傳送邀請

函，教導學生寫出結

構完整的邀請函 

1. 學生寫出結構完整的邀

請函，並以電子信箱傳送

郵件。 

 

 

 

 

 

孫宛芝(2003)基本

字帶字電腦輔助教

學對國小識字困難

學生之識字成效研

究 

二位國

小二年

級和一

位國小

三年級

識字困

難學童 

單一受試交替處理設

計；比較自行開發之

基本字帶字電腦輔助

教學軟體與教師基本

字帶字教學的成效 

1. 識字立即測驗，只有一位

受試者在基本字帶字電

腦輔助學下顯著高於教

師教學。 

2. 短期及長期的保留評

量，基本字帶字電腦輔助

教學與教師之基本字帶

字輔助教學則無顯著差

異。 

3. 學習態度方面，三位受試

者都認為可以再透過電

腦來學字，並會向別人推

薦使用電腦來學字。 

孫碧霞(2004)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對

國小學習障礙學生

分數概念學習成效

之研究 

四名國

小四年

級學習

障礙學

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基

線設計；自編電腦輔

助教學軟體對分數概

念的影響。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國

小四年級學習障礙學生

分數概念的學習，具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

效。 

 

 

 

 

張競文(2006)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錢

幣使用技能成效之

研究 

國小兩

位輕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以多媒體電

腦輔助教學策略對受

試者使用錢幣能力的

影響。 

1.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方

案對二位國小輕度智能

障礙學生錢幣使用能力

有立即、遷移、及學後保

留成效。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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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靖宜(2007)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中

度智能障礙學生基

本語法句型學習成

效之研究 

國小特

教班三

位中年

級中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自製電腦輔

助教學對受試者語法

能力的學習成效。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三

位中年級中度智能障礙

學生學習基本語法句型

有立即、遷移、及學後保

留成效。 

 

 

許瑞玲(2006)多媒

體電腦輔助教學對

國小重度自閉症學

生錢幣使用學習成

效之研究 

國小兩

位重度

自閉症

學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以多媒體電

腦輔助教學策略對受

試者使用錢幣能力的

影響。 

1.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方

案對二位國小重度自閉

症學生錢幣使用能力有

立即、遷移、及學後保留

成效。 

 

郭雨生(2004)U3 應

用於自閉症兒童的

社會故事教學之研

究 

一位國

小自閉

症學生 

單一受試研究法；以

U3 互動式測驗學習

評量製作的教材對一

位國小自閉症學生進

行教學研究 

1. U3 電腦輔助教學可以幫

助學習者學習。 

陳麗香(2006)多媒

體輔助教學對注意

力缺陷過動兒實用

客語學習之成效 

三位五

年級注

意力缺

陷過動

兒童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探

試設計；以客語 e 學

堂多媒體遊戲軟體為

教材，對受試者學習

實用客語的成效。 

1. 多媒體輔助教學方案對

三位注意力缺陷過動兒

學習實用客語有立即、遷

移、及學後保留成效。 

 

 

 

 

陳愛治(2006)電腦

輔助教學對增進國

中智能障礙學生口

語表達能力之成效

研究 

兩位國

中自足

式特教

班的學

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探

試設計；以自編電腦

輔助教學軟體為教

材，對受試者口語表

達能力之口語詞彙束

及表達完整句數的影

響。 

1. 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為教

材，對受試者口語表達能

力之口語詞彙束及表達

完整句數有習得、維持和

類化的正向效果；但受試

者的類化表現並不一致。 

 

 

 

陳凰櫻(2007)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中

度智能障礙學童注

音拼音能力成效之

研究 

一名三

年級中

度智能

障礙兒

童 

單一受試逐變標準設

計；自製注音符號拼

音教材的電腦輔助教

學對受試者學習注音

符號拼音成效。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一

位三年級中度智能障礙

學生學習注音符號有立

即、遷移、及學後保留成

效。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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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佳諺(2007)電腦

輔助教學與傳統教

學對國小低年級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兒

童閱讀成效之比較

研究 

二名國

小低年

級注意

力缺陷

過動症

兒童 

單一受試之交替處理

實驗設計；自行設計

電腦輔助教學與傳統

教學對受試者閱讀流

暢性、閱讀理解的成

效。 

1. 傳統教學與電腦輔助教

學均能提升 ADHD 兒童

之閱讀流暢性與閱讀理

解。 

2. 電腦輔助教學對 ADHD

兒童之閱讀流暢性與閱

讀理解優於傳統教學。 

 

黃昭蓉(2006)應用

練習式電腦輔助教

學於國小自閉症兒

童反應性對話訓練 

兩名安

置於普

通班之

中度自

閉症學

生 

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

試設計；以自編練習

式電腦輔助教學對受

試者對話的問句理

解、對話能力的學習

影響。 

1. 練習式電腦輔助教學對

受試者對話的問句理

解、對話能力有良好的立

即及保留學習效果。 

 

裘素菊(2004)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中

重度智能障礙兒童

實用語文合作學習

成效之研究 

國小三

名中重

度智能

障礙學

生為研

究樣本 

單一受試逐變標準設

計研究；採 T33 互動

式測驗評量學習系統

為教學平台，建構教

學。 

1. T33互動式測驗評量學習

系統對中重度智能障礙

兒童在實用語文有顯著

的立即與保留效果。 

2. T33互動式測驗評量學習

系統對中重度智能障礙

兒童「手眼協調」訓練有

正面作用。 

3. 合作式電腦輔助教學對

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兒童

人際溝通有正面的效果。 

4. 合作式電腦輔助教學相

對於一對依電腦輔助教

學更能省時、省力。 

 

 

蔡怡玉(2005) 電

腦輔助教學對國小

閱讀理解困難學生

教學成效之研究 

三名國

小二年

級閱讀

理解困

難的學

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基

線設計；自編電腦輔

助教學軟體對閱讀理

解測驗答對百分比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國

小二年級閱讀理解困難

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

效。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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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人豪(2004)電腦

畫圖示策略對國小

輕度智能障礙學生

比較類加減法應用

問題學習成效之研

究 

國小三

位輕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試

探設計；以電腦畫圖

示策略比較類應用問

題之能力與保留效

果。 

1. 電腦畫圖示策略有效提

升三名受試者解決比較

類應用問題之能力。 

2. 電腦畫圖示策略有效提

升三名受試者解決具保

留效果。 

鄭茂堅(2004)電腦

輔助教學對特教高

職部學生學習成效

之研究---金錢與消

費為例 

三位特

教高職

部學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跨行

為多試探設計；以自

行編製電腦輔助教材

「金錢與消費」進行

實驗。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特教高

職部學生金錢使用，具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效。 

盧家宜(2004)結合

以字帶字、視聽提

示、重覆練習策略

之電腦輔助教學方

案對中度智能障礙

學童識字成效之研

究 

國小三

位中度

智能障

礙學生 

單一受試跨目標行為

設計；利用電腦輔助

教學探討受試者在

「聽音認字」及「字

形區變」的學習成效

表現 

1. 結合字帶字、視聽提示、

重覆練習策略之電腦輔

助教學方案對中度智能

障礙學童識字，具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

效。 

2. 就字形結構而言，三位中

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字

學習效率並不同。 

3. 就筆畫數多寡而言，三位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識

字學習效率上並不受其

影響。 

 

蕭慧吟(2003)性教

育視聽媒體教學對

國中智障學生學習

成效之比較研究 

五位不

同障礙

程度學

生 

單一受試研究法；比

較「真人影片」及「動

畫影片」兩種視聽媒

體教學 

1. 性知識有明顯進步，性態

度有正向改善。 

2. 學習效果方面及接受度

上，輕度智障生動畫影片

優於真人影片，智能智障

生真人影片優於動畫影

片。 

 

魏淑娟(2005)電腦

輔助教學對國小低

成就學生乘法概念

學習之成效 

三位低

年級低

成就學

生 

單一受試跨受試多基

線設計；自編電腦輔

助教學軟體對乘法概

念的影響。 

1. 電腦輔助教學方案對國

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乘

法概念的學習，具有立

即、類化、及學後保留成

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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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文獻分析，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應用在特殊教育之相

關研究，整體而言國內實驗教學較偏重國小以下之對象；教導內容上

以培養語文能力最多；在教學設計上以單一受試研究法最多；教學效

果上在學後的立即與保留效果，大多能達到顯著的學習效果。 

    以上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本研究設計之參考，在教學內容上可

採用較少人嚐試的自我保護主題，在教學設計上採單一受試研究法設

計是可行的方法，自變項為自編的多媒體教學方案，依變項為自我保

護的認知，學習效果應評量立即及保留效果。 

 

 

 

 

 

 

 

 

 

 

 

 



 - 69 -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實驗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多探試跨行為設計，旨在探討多媒

體教學方案對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之自我保護概念的學習效果，

為達到此研究目的，研究者以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根

據文獻探討結果，編製適用於就讀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的自我保護多

媒體教學方案，且據此編製評量題目，以瞭解他們在自我保護認知的

進步情形。本章共分六節，將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對象、實驗教學設

計、研究工具、研究步驟和資料處理與分析等方面逐項說明之。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實驗研究在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對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之

自我保護認知的學習效果。其中自變項為多媒體教學方案的介入；依

變項為受試者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附錄三)的正確率百分比。

控制變項為固定的教學者、評量者與觀察者，以及相同的教學時間、

地點、控制同時事件的發生與受試者流失。茲將本研究的架構圖示如

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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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1 研究架構圖 

控制變項 

1. 固定教學時間及地點 

2. 固定教學者、評量者與觀察者 

3. 同時事件 

4. 受試者流失 

自變項 

多媒體教學方案 

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單元二：預防性侵害 

單元三：危險情境的判斷 

研究對象 

三名特教學校

高職部 

 女學生 

依變項 

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1. 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身體的

界線、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

式)之認知 

2. 性侵害防治(認識性騷擾與性

侵害、遇到時該怎麼辦)之認

知 

3. 判斷危險情境(危險環境、人

物及時間的判斷、如何避免危

險的發生)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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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研究變項說明研究變項說明研究變項說明研究變項說明 

一一一一、、、、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多媒體教學方案」，本研究所指多媒體教學方

案係指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參考目前「性侵害─自我保護」教

材，調整難易、擴充教材內容，以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

投影片，藉以呈現出自編教材。教學單元(附錄五)是參考下列資料編

製而成： 

1. 國立台中特殊教育學校(2007)。性侵害防治教戰手冊。

台中市：全峰印刷事業。 

2. 晏涵文主編（2005）。高中職性教育教學輔助媒體

(Power Point)教師手冊。台北市：行政院衛生署。 

3. 黃榮真、洪美連（2005）。高職特教班兩性平等教育課

程編製與教材實例。台北市：五南。 

4. 台灣省立彰化啟智學校（1998a）。性、青春、不留白。

彰化縣：百佳文化事業。 

5. 台灣省立彰化啟智學校（1998b）。成長的秘密。彰化

縣：百佳文化事業。 

6. 高柳美知子（1992）。畫說性。台北市：宏觀文化。 

    自變項的多媒體教學方案包含三大單元，分別為「人際互動的身

體界限」、「性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在每一個實驗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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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介入這三大單元的教學活動。各個教學單元所包含的課目如下表

3-1 所示： 

 

 

二二二二、、、、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受試者在本教學實驗介入後，研究者依課程本位評量的原則，經

專家學者的審核而編定「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每一個單元各出一

份，於基線階段、教學實驗階段每一節課結束後實施，用以蒐集受試

學生於每一個單元教學前、教學中的答題正確率百分比，了解學生立

即的學習成效。 

    在各單元教學實驗結束後兩週，安排同於教學時情境與教學時

間，以各單元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附錄三)，評量各受試者的

保留成效。 

 

三三三三、、、、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 

表 3-1 自變項之教學內容自變項之教學內容自變項之教學內容自變項之教學內容  

單元 課  目 教學時間 

1、身體的界限 80 分鐘 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2、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 80 分鐘 

3、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 80 分鐘 二、性侵害防治 

4、遇到性侵害(騷擾)怎麼辦 80 分鐘 

5、危險環境、人物、時間的判斷 80 分鐘 三、判斷危險情境 

6、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 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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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少對自變項之干擾，增進對實驗教學之嚴謹度，對研究之控

制方式如下： 

  （一）固定教學時間及地點：教學次數每週四次，利用午休時間

（20 分鐘）進行實驗教學，受試者在實驗處理期間固定抽離至該校之

多媒體教室進行教學。 

  （二）固定教學者、觀察者與評量者：本實驗由研究者擔任多媒

體教學方案教學者與評量者的角色，觀察者則由一位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特教系研究所畢業的陳姓老師擔任，任教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已經

六年，在教材教法上有足夠的實務經驗。研究者在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修習特教師資學分班，目前進修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在職碩士專

班，任職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已經第三年，對於專業背景及實務經驗

均可信賴。在進行本研究之各項測驗與評量之評分時，均由研究者與

觀察者擔任評分者，並進行評分者信度間的考驗。 

  （三）同時事件：先確定受試學生在其原班級教學上將不會實施

與自我保護課程類似或相同主題之教學活動，且經由「自我保護教學

需求問卷」(附錄二)得知受試者在家裡，家長亦未實施自我保護相關

之教學及活動。 

  （四）受試者流失：在進行研究之前，事先徵詢受試者家長同意，

並確認在研究期間的半年內受試樣本沒有轉學、休學及其他因素導致

無法上學情況。為避免發生受試者可能退出實驗教學之情況，另外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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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二名學生作為候補，以便隨時替補。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實驗研究以立意取樣，選取基隆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三名學生

為研究對象，取樣原則如下：1.障礙類別為智能障礙 2.性別為女性 3.

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 4.具備口語接受及表達能力 5.未伴隨其他障

礙，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有必要接受自我保護教學的個案，並施測

「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了解三名受試者均未曾接受「自我保護」

教學，其家長也認為有必要加強「自我保護」認知，經同意後進行研

究。 

    取樣步驟如下： 

一、以學生之身心障礙手冊記錄作為初步篩選參考，選取身心障礙手

冊記錄為智能障礙類、性別為女性的學生。 

二、以托尼非語文測驗（甲式）施測，其 IQ 值介於 55~69 為輕度智

障學生，本研究所篩選之智能障礙學生，IQ 值介於 63~68 之間，

屬於輕度智障學生。 

三、受試學生具備口語接受及表達能力，以及未伴隨其他障礙之學生。 

經以托尼非語文測驗（甲式）及「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施測，

了解該生之行為表現及學習表現等情形，受試學生之基本資料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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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受試者基本資料受試者基本資料受試者基本資料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性別 年齡 托尼測驗 學習及行為表現 

63 甲/乙 

 

女 15 

67 

上課專注，語言能力佳，

反應慢。 

丙 女 16 68 上課專注，語言能力佳，

反應快。 

四、立意取樣出導師或家長認為有必要接受自我保護教學的個案，徵

求受試者家長意願，填寫「家長同意書」(附錄一)，於預訂的上

課時間，讓受試學生接受多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 

    研究者以訪談受試者的家長及觀察受試者的平時學習表現，蒐集

受試者各項資料後，將受試者能力現況、語言表達、社會情緒與同儕

互動、肢體動作能力等，分述如下表 3-3、表 3-4、表 3-5。 

表 3-3 受試甲的能力現況受試甲的能力現況受試甲的能力現況受試甲的能力現況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女女女女 障別障別障別障別/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智障智障智障智障/輕度輕度輕度輕度 

整體

描述 

案主個性開朗、大而化之，能夠主動照顧弱勢同儕。除認知學

習外的各項表現較傾向於其同年齡層之正常同儕；需要個案管

理者給予一般青少年之行為輔導。 

認知

能力 

對於抽象事物理解力較差，只能理解具體和實踐過的事物；課

堂上能集中注意力約一節課，短期記憶力缺損。 

語言

表達 

可進行口語對話，語句長度約至 7字左右，但口語清晰度需加

強。溝通內容較傾向一般青少年對話主題，需積極正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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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情緒 

 

 

個性溫和情緒適應良好，社會化言詞及行為均為正向。案家居

住獅球嶺，案母會利用地理形式製造多項案主需與人互動的情

境，如購物、步行至家、打電話等社會行為，但案主會因這些

技能尚未熟練而故意閃躲練習。 

生活

自理 

可自行如廁、擦拭及洗澡，但品質未達 100%，目前仍由案母幫

其洗頭。 可自行進食。生理期可自行更換棉墊。 

表 3-4 受試乙的能力現況受試乙的能力現況受試乙的能力現況受試乙的能力現況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女女女女 障別障別障別障別/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智障智障智障智障/輕度輕度輕度輕度 

整體

描述 

案主個性內向、較為退縮，但能夠被動照顧弱勢同儕。除認知

學習外的各項表現較傾向於其同年齡層之正常同儕；需要個案

管理者給予一般青少年之行為輔導。 

認知

能力 

記憶力尚可，唯學習速度慢，若經一再演練則可以記憶，可理

解具體事物，注意力可維持一堂課以上的專注。 

語言

表達 

溝通能力差，在校幾乎不跟好友外的人說話，在學校要跟老師

經由一段時間的相處後才願開口說簡短的話。 

社會

情緒 

人際關係不佳，有一兩個朋友，但除了她們之外不跟其他人互

動，情緒大都平穩，偶因人際問題悶悶不樂。 

生活

自理 

一般生活自理能力皆沒有問題，可以自行在社區走動與購物。 

 

表 3-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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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受試丙的能力現況受試丙的能力現況受試丙的能力現況受試丙的能力現況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女女女女 障別障別障別障別/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智障智障智障智障/輕度輕度輕度輕度 

整體

描述 

其個性爽朗直言，在課堂參與度高，喜歡回答問題，有問必答，

但有時過度參與，會影響團體課程進行，須適時提醒。注意力

較弱,易受情緒或外物干擾，對於異性較為好奇，曾發生下課擁

抱男生的行為，而被老師制止。 

認知

能力 

記憶力尚可，學習速度快，可理解具體事物，推理能力差，注

意力可維持一堂課以上的專注。 

語言

表達 

能理解一般的指令及問話；能與人對答；會主動提出問題；能

反應自己的需求及感想，但說話聲音較大，影響別人。 

社會

情緒 

能與人交談，但不適當的社交技巧，造成人際關係不佳。在校

內與人互動可，情緒控制不是很好，會因身體不適、氣候變化，

而影響其學習情緒或發出干擾聲。情緒不佳時會大聲回話，反

抗而不願學習。但如被指正，會一直道歉，說自己會改正。但

明顯比一般孩子坐不住，且動作較為緩慢，動作大所發出的聲

響影響別人。 

生活

自理 

與一般同齡孩童相較稍差，但整理、收拾能力弱，不會整理自

己的儀容，頭髮常散亂，服裝常須師長提醒做整理；可以步行

自行上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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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三項自編工具，一為實驗研究前對受試者的導師、家

長進行的「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目的在了解受試者曾經接受過的

自我保護相關課程內容與方法；二為「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分別依

單元不同而編製三份，其用處為評量受試者在各單元學習時的基線

期、介入期與保留期表現；三為「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

卷」，目的在了解受試者對於多媒體教學應用在自我保護認知教學上的

成效與意見，作為本次研究之社會效度內容。茲將各工具內容分別說

明如下： 

壹壹壹壹、、、、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 

「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 參閱附錄二 )係研究者參考林吟琪

(2007)「性教育教學現況與需求問卷」的問卷架構，自編自我保護教

學需求內容而成。目的在於了解準受試者的先備能力，做為調整課程

的參考。此份問卷在全部教學實驗開始前施測，由研究者發放給準受

試者的家長，讓準受試者的家長可以真實表達準受試者對於自我保護

的需求和能力，進而調整自我保護課程設計之參考。「自我保護教學需

求問卷」設計完成後，經徵詢學者專家的意見修改後而成。 

    本問卷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題型採用勾選式，

共計二題，了解問卷填答者與受試者的關係以及問卷填答者是否曾教

導本研究受試者有關自我保護的經驗，若無相關經驗，略過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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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作答第三部份；第二部份為「自我保護的教學經驗」，共計二題，

題型亦採用勾選式，了解問卷填答者曾教導本研究受試者，有關自我

保護教育內容及其所採取的教學策略。第三部份為「自我保護的教學

需求」，題型採用勾選式以及開放性問題，了解問卷填答者認為本研究

受試者，所需的自我保護教育內容或其他建議。  

 

貳貳貳貳、、、、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一一一一、、、、編製依據及過程編製依據及過程編製依據及過程編製依據及過程 

    本評量表( 參閱附錄三 )主要參考相關教育部(2000a、b)特殊教育

學校高中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

職業學程課程綱要、國內自我保護相關文獻以及課程，完成三大單元

六大課題的教學設計，再依課程本位評量的原則編製題目，並邀請國

內特殊教育學者與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教師審閱，評鑑內容

效度，然後根據專家意見進行修正。專家名錄如表 3-6：(專家名錄依

姓氏筆劃排列)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陳怡如老師 

     

 

表 3-6 專家名錄專家名錄專家名錄專家名錄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朱建南主任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黃安中老師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劉明松教授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魏俊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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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測驗初稿後，再以國立基隆特殊教

育學校一名女性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進行預試。 

二二二二、、、、評量表內容評量表內容評量表內容評量表內容 

    評量表依據教學單元共分為三份，依序為「單元一：人際互動的

身體界限」：評量內容為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身體的隱私處？辨認

人我關係及所配對互動方式的圖片是否適當？ 

   「單元二：性侵害防治」：評量內容為呈現新聞報導後，由施測者

口述，讓研究對象判別這是否為性侵害或是性騷擾？挑出一個性侵害

的案例，讓研究對象排列或說出遇到性侵害時該如何處理？以圖卡讓

研究對象指認或說出如何表達「生氣」及「請求別人幫忙」的方式。 

   「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評量內容為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

危險情境？並能說出如何避免發生這樣的危險？自編「自我保護認知

評量表」其所評量的概念如表 3-7 所示： 

 

表 3-7  自自自自編編編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所評量的概念所評量的概念所評量的概念所評量的概念 

單元 課  目 評量概念 

1、身體的界限 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身體的

隱私處？ 

一、人際互動的

身體界限 

2、人際之間應有的

互動方式 

能辨認人我關係及所配對互動方

式的圖片是否適當？ 

3、認識性騷擾與性

侵害 

能判別所呈現的新聞報導及案例

是否為性侵害或是性騷擾？ 

二、性侵害防治 

4、遇到性侵害(騷擾)

怎麼辦 

能排列圖卡或說出遇到性侵時該

如何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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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 

    (一) 「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 

    在「身體的界限」評量實施方式，是由施測者將電腦投影片所呈

現過隱私及非隱私身體部位的照片排序編號，為避免練習效應，讓受

試者隨機抽出五張照片，由施測者一對一口頭詢問「這是不是身體的

隱私處？」，每答對一題，得分一分，滿分五分。 

   「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評量實施方式，為施測者將電腦投影

片所出現的人我關係及互動方式照片隨機配對，為避免練習效應，也

讓受試者隨機抽出五對照片，由施測者一對一口頭詢問「這是不是 xx

的關係適合用○○的互動方式？」，每答對一題，得分一分。「單元一：

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滿分十分。 

    (二) 「單元二：性侵害防治」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 

    在「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評量實施方式，是由施測者將電腦

投影片所呈現過新聞報導(包含娛樂、政治、性侵害、詐欺案件等)排

能以圖卡指認或說出如何表達「不

要」的方式？ 

能以圖卡指認或說出如何表達「請

求別人幫忙」的方式？ 

5、危險環境、人物、

時間的判斷 

能辨認呈現的照片是否為危險情

境？ 

三、判斷危險情

境 

6、如何避免危險的

發生 

能就呈現的照片說明如何避免發

生這樣的危險？ 

表 3-7(續) 



 - 82 - 

序編號，為避免練習效應，讓受試者隨機抽出五篇報導，由施測者一

對一口頭詢問「這是不是性侵害(騷擾)的事情？」，每答對一題，得分

一分，此題滿分五分。 

    施測者再呈現電腦投影片所出現的性侵害報導ㄧ篇，評量「遇到

性侵害怎麼辦？」由施測者一對一口頭詢問「當發生這樣的事情時該

怎麼處理？」，受試者應該說出「不要(生氣、叫、推)、離開、幫幫忙

(告訴大人、跑到有人的地方)」每答對一個，得分一分，此題滿分三

分。 

    施測者一對一口頭詢問「如何表達不要？」，受試者應該說出「不

要可以做出生氣的表情、大聲叫、推壞人‧‧等」或指認圖卡，只要

答對一個，得分一分，此題滿分一分。 

    施測者一對一口頭詢問「如何表達請別人幫忙？」，受試者應該說

出「告訴大人、大叫失火了、找路邊商家求救、跑向人群比較多或比

較亮的地方‧‧等」或指認圖卡，只要答對一個，得分一分，此題滿

分一分。 

   「單元二：性侵害防治」的滿分十分。 

    (三) 「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評量表實施方式與計分 

    在「危險環境、人物、時間的判斷」的評量實施方式，是由施測

者將電腦投影片所呈現過危險與安全情境(環境、人、時間)照片排序

編號，為避免練習效應，讓受試者隨機抽出五篇情境，由施測者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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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頭詢問「這是不是容易發生危險？」，每答對一題，得分一分，此

題滿分五分。 

    施測者再隨機呈現電腦投影片所出現的危險情境五篇(如：獨自在

家有人按門鈴、有人以禮物要交換身體時、有陌生人單獨一齊搭電梯

時、坐公車被騷擾時、汽車裡有陌生人叫我上車時)，由施測者一對一

口頭詢問「怎樣避免發生危險？」，受試者應該說出「不要開門、不接

受禮物覺得生氣、不知道地方、離開電梯、幫幫忙(告訴大人、跑到有

人的地方)」每答對一題，得分一分，此題滿分五分。 

四四四四、、、、評量表應用評量表應用評量表應用評量表應用 

    本研究用此測驗作為了解學生於基線期、介入期及保留期的自我

保護認知立即及維持學習效果的工具。本測驗的施測方式採用觀察

者、施測者與受試者單獨一對一口頭詢問，輔以多媒體製作的投影片

呈現圖片、照片、新聞報導、影片等，讓學生逐題於電腦螢幕上說出

或指認該題的答案。 

    保留階段的實施為每單元教學兩週後開始施測，各單元援用原本

各單元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其評量內容、評量題型和施測方式

皆同於基線期、介入期。 

参参参参、、、、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 參閱附錄四 )係研究

者參考劉靜芳(2006)「法律常識教育方案學生滿意度調查表」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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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自編問卷題目而成。目的在於了解受試學生對於多媒體教育方

案的認同情形與相關意見。此調查表在全部實驗教學結束後一週內施

測，由本研究的觀察者協助施測，讓受試者可以真實表達對本次實驗

教學的想法和意見。 

    本問卷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教學內容」，題型採圖畫式三

點量表，共計六題，符合本研究多媒體教學方案的教學目標，第二部

份為「教學活動的進行」，共計五題，題型亦採圖畫式三點量表，其中，

勾選「同意 」者得三分，勾選「沒意見 」者得兩分，勾選「不同意

」者得一分。若學生在本調查表的平均超過中數( 2 )，則表示學生傾

向對多媒體教育方案感到滿意認同。第三部份為「整體評價」，共計四

題，題型則採勾選及開放性問題，以供學生反映對教學方案整體評鑑

的意見。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實驗教學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多探試設計」(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behaviors)。杜正治(2006)指出跨行為多基線的設

計，允許研究者以多種行為納入研究範圍，例如：一個單元中的多項

教學目標。本研究的「自我保護」主題，包含有「人際互動的身體界

限」、「性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共三個單元，教學目標彼此

獨立，但皆屬於自我保護認知的教學型態，符合跨行為多基線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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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所以採用此設計。 

    但在跨行為多基線模式中，由於多項行為並非同時進入介入階

段，而是一個接著一個依序進入，因此很容易造成部分基線過長的現

象，而引發受試者不當的反應。為此，多探試設計因應而生，雖其基

本架構與多基線設計初無二致；但在基線線段上採取間歇評量，減少

了評量次數，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負面效應 (杜正治，2006) 。 

    因此本研究再納入了多探試設計的優點，彌補跨行為多基線的限

制。在基線階段，亦即在第一天第一節，使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附錄三)，同時收集所有標的行為資料，接著對第一單元進行連續性

的評量，待其資料呈現穩定狀態或已達水準時，則開始引進多媒體教

學方案，當學習成效因而產生變化時，單元二及單元三的基線須於此

時進行試探評量，以提供參照資料，並依序導入教學實驗。研究設計

模式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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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  跨行為多探試實驗設計圖 

 

 

 

 

 

 

單元一： 

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單元二： 

性侵害防治 

單元三： 

判斷危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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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實驗程序實驗程序實驗程序實驗程序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多探試設計。實施方式為：

( 1 )選擇三位受試者( 甲、乙、丙 )，( 2 )進入實驗處理前，至少蒐集

三次連續的基準線資料，( 3 )對未進入實驗處理的教學單元進行間段

探試( 4 )當第一單元達到學習目標且呈現穩定的趨向時，即對第二單

元實施三次的基線測量，緊接著做實驗處理。 

每一個實驗階段，依實驗程序又分為三期，皆經過基準線(A)、介

入期(B)、保留期(A’)。基線期(A)是教學前的準備階段，目的在了解教

學介入前，受試者對於目標行為的表現。介入期(B)是實驗的介入階

段，將對受試者進行多媒體實驗教學。保留期(A’)是指實驗結束二週

後，評量受試者對於目標行為的維持情形。以下分別說明三個實驗階

段進行的程序與方式： 

一一一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基線期的基線期的基線期的基線期(A) 

    運用午休期間( 12:30-12:50)，以研究者自編的「自我保護認知評

量表」共三份，對每位參與實驗的受試者甲、乙、丙共三位，個別進

行總計三次的測驗，紀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的答對率，以呈現

三位受試者在未接受教學實驗處理前的能力。 

    此階段並不介入多媒體教學方案的教學活動，待受試者甲、乙、

丙在「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基線期呈現穩定趨勢後，開

始進行實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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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介入期的介入期的介入期的介入期(B) 

    進入「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介入期後，研究者即進

行以「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為主題的多媒體教學方案，於週一到週

四中午午休期間( 12:30-12:50)，進行每週四次，每次二十分鐘，共八

節課的教學。 

    在設定受試者的通過目標方面，甲、乙、丙三位受試者在「人際

互動的身體界限」、「性侵害防治」及「判斷危險情境」三個「自我保

護認知評量表」各單元答對正確率至少需連續三次達 80%才算通過。

若三名受試者中有任一名無法達此標準，考量實驗設計及時間因素，

實驗仍繼續進行，但研究者必須再探究其原因並分析之。 

三三三三、「、「、「、「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性侵害防治性侵害防治性侵害防治性侵害防治」」」」的基線期的基線期的基線期的基線期(A) 

    從「第一單元：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的基線期開始到介入期教

學的末三次，為本階段的基線期。運用午休期間( 12:30-12:50)，以研

究者自編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第二份，對每位參與實驗的受試

者甲、乙、丙共三位，個別進行三次的測驗，紀錄「自我保護認知評

量表」的答對率，以呈現三位受試者在未接受教學實驗處理前的能力。

待三位受試者在「單元二：性侵害防治」的基準線資料呈現穩定趨勢

後，即進行「單元二：性侵害防治」教學活動介入階段(B)。 

四四四四、「、「、「、「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防治防治防治防治」」」」的介入期的介入期的介入期的介入期(B) 

    進入「單元二：性侵害防治」的介入期，再度以「性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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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的多媒體教學方案進行教學介入，於週一到週四中午午休期間

( 12:30-12:50)，進行每週四次，每次二十分鐘，共八節課的教學。教

學活動期間，安排一位觀察者對研究對象進行評量紀錄，待學習成效

達到教學目標且呈現穩定趨勢後，即停止教學，並開始「單元三：判

斷危險情境」介入前的基線期測量。 

五五五五、「、「、「、「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A) 

    從「單元二：性侵害防治」的基線期開始到介入教學的末三次為

本階段的基線期，運用午休期間( 12:30-12:50)，以研究者自編的「自

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第三份，對每位參與實驗的受試者甲、乙、丙共

三位，個別進行三次的測驗，紀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的答對率，

以呈現三位受試者在未接受教學實驗處理前的能力。待三位受試者在

「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的基準線資料呈現穩定趨勢後，即進行「單

元三：判斷危險情境」教學活動介入階段(B)。 

六六六六、「、「、「、「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判斷危險情境」」」」介入介入介入介入期期期期(B) 

    進入「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的介入期，再度以「判斷危險情

境」為主題的多媒體教學方案進行教學介入，於週一到週四中午午休

期間( 12:30-12:50)，進行每週四次，每次二十分鐘，共八節課的教學。

教學活動期間，安排一位觀察者對研究對象進行評量紀錄，待學習成

效達到教學目標且呈現穩定趨勢後，本實驗介入即可結束。 

七七七七、、、、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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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每個實驗單元之多媒體教學方案介入二週後，旋即再對各個實

驗單元進行各自的「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以評量受試者在實驗結

束二週後，對於本次教學實驗習得內容的保留情形。 

    三個單元實驗結束後一週，邀請受試者填答「多媒體教學方案滿

意度問卷」，以獲得受試者對於多媒體應用在自我保護認知教學上的

成效與意見，作為本次研究之社會效度內容。 

 

貳貳貳貳、、、、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自九十八年二月下旬至九十八年五月上旬期間，以國立基隆特殊

教育學校高職部的三名女性智能障礙學生為實驗對象；教學時間乃利

用周一到週四中午午休期間( 12:30-12:50)，進行每週四次，每次二

十分鐘，每一個單元共八節課的教學。多媒體教學方案總共包含三個

單元，共二十四節課，四百八十分鐘的教學時間。如表 3-8 所示： 

 

     

表 3-8 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 

週次 節次 單元 課目 

1-4 1、身體的界限 第一週 

5-8 

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2、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 

9-12 3、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 第三週 

13-16 

性侵害防治 

4、遇到性侵害(騷擾)怎麼辦 

17-20 5、危險環境、人物、時間的判斷 第五週 

21-24 

判斷危險情境 

6、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 



 - 91 - 

本實驗教學共分三階段進行：( 一 )基準線階段：98.02 下旬進

行；( 二 )實驗處理階段：98.03-98.04 進行；( 三 )保留階段：98.05

上旬進行。 

 

參參參參、、、、教學地點教學地點教學地點教學地點 

    本研究進行實驗教學的地方乃利用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現有視

聽中心，經受試學生及家長同意，每次教學進行中，均以 SONY 

DCR-TRV80 數位攝影機做全程影音紀錄。 

 

肆肆肆肆、、、、教學活動進行方式教學活動進行方式教學活動進行方式教學活動進行方式 

本研究皆由研究者實施多媒體教學方案，教學活動進行的方式會

以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的電腦投影片呈現出主題，接著以講

述法澄清觀念，引導受試者小組討論或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擬問題

情境處理，最後複習該堂課所學內容。教學後個別施測「自我保護認

知評量表」(附錄三)。 

 

伍伍伍伍、、、、教學單元設計依據教學單元設計依據教學單元設計依據教學單元設計依據 

    教學單元主要參考相關教育部(2000)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教育階

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程課程綱

要、國內自我保護相關文獻資料以及課程，完成三大單元六大課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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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包含有「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性侵害防治」及「判斷

危險情境」共三個單元，教學單元彼此獨立，但皆屬於自我保護認知

概念的主題。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本研究之流程如表 3-9 所示，可分為( 一 )：準備階段：蒐集自我

保護方面之文獻，作為編擬教案及研究工具編製之基礎，請專家審查

教案及研究工具，然後進行預試。( 二 )實驗教學階段：在實驗教學

前，分別作各單元至少三次基準線評量；每次教學介入後，作一次立

即評量；每單元實驗結束後二週，作三次追蹤評量，總計有基準線、

介入及追蹤測量等共十四次評量。( 三 )資料整理階段：將量化或質

性資料分析整理。( 四 )撰寫研究論文。研究期間從民國九十七年八

月到民國九十八年八月，為期一年。 

 

表 3-9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階

段

工作項目 時間 工作內容 

1.蒐集文獻 97.9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確立研究領域

與題目，開始蒐集

文獻資料，建立研

究的基礎。 

2.進行實驗設計 97.9-97.10 選擇研究方法，撰

寫研究計畫。 

一

、

準

備

階

段

3.編制教材與研究工具 97.10 根據研究內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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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材與研究工

具。 

4.建立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97.11 建立評分者一致

性的信度，及專家

效度。 

5.論文計畫修正 97.11-98.02 上旬 提交論文計畫，根

據指導教授與口

試委員的建議，修

正論文計畫。 

 

1.量基準線階段 98.02 下旬 未教學前，以評量

工具測量，目的在

了 解 教 學 介 入

前，受試者對於目

標行為的表現。 

2.進行實驗教學 98.03-98.04 以多媒體教學方

案，逐一進入跨單

元的實驗處理，了

解實驗的立即成

效。 

3.進行保留期測量 98.05 上旬 各單元實驗結束

兩週後，進行保留

效果的評量。 

二

、

實

驗

教

學

階

段

4.滿意度調查 98.05 上旬 所有實驗處理結

束一週後，對學生

進行滿意度調查。 

1.量化分析 98.05 下旬 透過視覺分析將

實驗教學結果予

以整理。 

三

、

資

料

分

析

處

理

2.質性分析 98.05 下旬 透過學生的滿意

度調查結果及實

驗教學期間的教

學劄記、錄影，整

理相關資料。 

四

、

完成論文撰寫 98.06-98.07 根據資料分析結

果，結合文獻探

表 3-9(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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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節節節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量化研究為主，輔以質性研究，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 

一一一一、、、、量的資料量的資料量的資料量的資料 

    (一)資料收集 

    本實驗研究量的資料由「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附錄三)而來，

本評量表以課程本位評量方式編擬，在實驗教學介入前對三個受試學

生實施至少三次基準線測量，三個單元內容教授過程中，個別單元每

次上課後實施一次評量，以考驗實驗教學的立即效果，間隔二週後再

實施三次追蹤評量，以考驗教學之保留效果。 

     (二)評分者一致性信度 

    本研究平均每位受試者評量一次要花費 15 分鐘左右，由研究者

及一位資深優良之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教師進行觀察。 

為求評分之信度，在評量前由研究者先示範評量方式，研究者與

觀察者先討論評分之方式及計分方法；評分者信度建立的方式是由研

究者和觀察者共同建立，其做法是由研究者找一位受試者甲開始評

撰

寫

研

究

論

文

討，進行綜合討論

與 提 出 研 究 建

議，完成論文。 

表 3-9(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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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觀察者坐在受試者甲另一邊也一齊分開評量；所以由研究者和觀

察者建立一項評分者信度。然後將研究者的評量卷和觀察者的評量卷

作比對，計算各題目之答案，兩人評分之一致之題目數以及不一致之

題目數，再將一致之題目數除以全部之題目數乘以 100%即為評分者

信度，其評分者信度之公式如下： 

 

評分一致性 

                           X 100% 

  

評分者信度= 

評分一致性+評分不一致性 

    

經由研究與一位評分教師共同評量一位不同之學生後，評分者信

度  100 %，顯示本評量具有相當可靠之評分者信度。 

 

二二二二、、、、質的資料質的資料質的資料質的資料 

    研究者整理滿意度調查表的文字部分以及實驗教學的錄影實況分

析，並登入電腦檔案中。 

 

貳貳貳貳、、、、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一一一一、、、、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實驗的目視分析法(Visual inspection)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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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根據受試者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的作答情形進行分析，

分析方式為計算各別受試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每個單元的得分，

將正確的得分除以總分，所得即為正確率百分比。 

    然後將資料整理成統計表，並一一點繪出各受試者的曲線圖，由

曲線圖中資料點的大小及方向改變，整理出階段內分析的摘要表，包

括該階段的平均值及水準範圍，並畫出該階段的趨向，以確定教學實

驗在各階段上的效果。根據階段內資料分析的摘要表，比較基線階段、

實驗處理階段和保留階段的差異，製成和相鄰階段間趨向變化狀況、

水準的變化及重疊百分比，並製成相鄰階段間的變化分析摘要表(杜正

治，2006)。階段內變化分析及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的內容如下： 

    (一)階段內變化分析 

    階段內變化分析可包括趨向預估、趨向穩定、水準穩定、水準範

圍及水準變化，介紹說明如下； 

1. 趨向預估：即資料點分布的傾向。本研究採折半中數法

(split-middle method)，畫出一條代表階段內資料點分佈傾向

的趨向線。 

2. 趨向穩定性：由趨向線算出趨向穩定性，趨向穩定性是根據

階段內有多少資料點落在趨向線附近預定的範圍內而定。本

研究以 85%為基準，若有 85%以上的點落在趨向線 15%的

範圍內，就認為穩定。反之，若落在趨向線 15%的範圍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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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5%，則視為不穩定。 

3. 水準穩定：由水平線來看水準穩定，水準穩定是根據階段內

資料的算術平均值來計算，看在水平線上下變動的情況。本

研究以 85%為基準，若有 85%以上的點落在水平線 15%的

範圍內，就認為穩定資料。反之，若是落在水平線 15%的範

圍內，則視為不穩定資料 

4. 水準範圍：指階段內最大值與最小值的範圍。 

5. 水準變化：指同一階段中最後一次資料點與第一次資料點的

差距值。若水準變化為正值，則受試者經實驗處理後，期答

對率呈現增加的情形；反之，則表現下降的情況。 

(二)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1. 趨向走勢的變化與效果：指相鄰階段間趨勢走向變化，評估

教學處理的效果。 

2. 水準變化：相鄰階段中，後一階段的第一次資料減去前一個

資料的最後一次資料。若水準變化為正值，則表示受試者在

測驗達對率上呈現增加的情形；若水準變化為負值，則表示

受試者在測驗的答對率上呈現下降的情形。 

3. 重疊百分比：後一個階段有多少百分比的資料，落在前一個

階段的範圍內。重疊百分比越高，表示實驗處理的效果較不

明顯，受試在兩階段表現差異不大；反之，若重疊百分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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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表示實驗處理的效果較明顯，受試在兩階段表現差異大。 

 

二二二二、、、、質性分析質性分析質性分析質性分析 

    以內容分析及文字描述的方式，整理研究者於實驗教學期間的教

學心得，以及受試學生對於多媒體教學方案的學習反應，以說明特教

學校高職部學生，接受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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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探討多媒體教學方案對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

護認知的教學成效，並根據研究結果做進一步的討論。 

    在本研究中，自我保護認知正確率百分比是指各受試學生對

於多媒體教學方案各單元的應答正確率百分比，而此數據分別依

基線期、介入期與保留期的資料點紀錄。每名受試對象的學習結

果皆包含圖和表的分析，呈現在第一節至第三節的個案分析中。

圖的部份以曲線圖呈現在不同單元、不同實驗階段之學習目標達

成百分比，圖中顯示之節數代表對受試者進行實驗研究之實際節

數。而表的分析則有兩個部份，分別以視覺分析法進行之階段內

與階段間分析。 

    本章將蒐集到的資料，依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分為以下五

節，分別分析其研究結果並加以綜合討論。第一節至第三節依序

探討甲生、乙生、丙生之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與判

斷危險情境之學習成效分析；第四節為學生對方案的滿意度；第

五節為綜合討論。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甲生之學習成效分析甲生之學習成效分析甲生之學習成效分析甲生之學習成效分析 

        兹將甲生在三個性教育教學單元之個別學習成效以曲線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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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視覺分析結果依序呈現如下： 

 

壹壹壹壹、、、、甲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甲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甲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甲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 

    根據圖 4-1 顯示，甲生在三個單元的基線期曲線均呈水平穩定狀

態，皆因基線期穩定而進入介入期。 

    以三個單元的介入期最後一次成績與基線期最後一次的成績相

較，進步都在 100 %，表示在實驗教學介入後，甲生成績呈現正向變

化，且由圖 4-1 可觀察到，三個單元之介入期曲線都有明顯上升的趨

勢。 

    根據本研究設計，在介入期之後兩週進入保留期，三個單元之保

留期均有三次評量。甲生在三個單元保留期成績都維持在 100%，顯

示本實驗介入在撤除後仍具保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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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1  甲生學習目標達成百分比曲線圖 

基線期 介入期 
保留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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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甲生學習成效之視覺甲生學習成效之視覺甲生學習成效之視覺甲生學習成效之視覺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甲生之視覺分析結果，依教學單元順序呈現如下： 

一一一一、、、、    甲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1「受試甲多媒體教學方案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

摘要表」中得知，甲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性都達穩定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及預估皆為水平趨勢，水準範圍為 0%~0%，

因此水準變化為 0。 

    甲生在介入期的答對率整體呈現進步的趨勢，趨向穩定性達穩定

(75%)，趨向內資料路徑皆為向上進步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58.75%。

水準穩定性呈多變(12.5%)，顯示介入階段之學習效果一直在進步。水

準變化為+ 80，顯示甲生對於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之認知呈現上升，

意即受試甲在教學方案介入時有正向效果。 

    在介入期後兩週進入保留期，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

徑為水平趨勢，水準平均值高達 100%，水準範圍為 100%~100%，顯

示受試甲在撤除介入後兩週仍維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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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試甲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1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1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1 

階段長度 3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7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58.75％ 100％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1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20～100％ 10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20 

（＋80） 

100－100 

（＋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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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受試甲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可由表 4-2「受試甲多媒體教學

方案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看出，趨向路徑由水平轉

為上升，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多媒體教學方案有正面的效果；水準

絕對變化為+20，顯示基線期和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且在基線期

和介入期之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受試甲之人際

互動身體界線的認知具有效果。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由上升到水平，但水準之絕對變化

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實驗介入後，甲生的學習成效

尚能維持在穩定的水準上。 

 

表 4－2  受試甲單元一受試甲單元一受試甲單元一受試甲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基線Ａ１

介入Ｂ１
 

介入Ｂ１

保留Ｃ１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穩定 穩定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20－0／（＋2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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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甲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受試甲在單元二「性侵害防治」整體得分之階段內分析如表 4-3

所示，由此表可得知甲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到穩

定(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皆呈水平穩定狀態，因此水準變化、水準

平均值是 0。 

甲生在「性侵害防治」整體答對率整體呈現進步趨勢，趨向穩定

性為是多變(62.5%)，趨向內路徑資料為向上進步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65%，水準穩定性為不穩定(25%)，水準變化為+90，顯示在「性侵害

防治」之學習成效頗佳，意即受試甲在單元二介入時之學習有正向效

果。 

甲生在保留期之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呈水平發展，

水準平均值為 100，水準範圍為 100%~100%，顯示受試甲在「性侵害

防治」多媒體教學方案活動結束後兩週仍能保留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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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受試甲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２２２２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２２２２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２２２２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62.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65％ 100％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10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100－100 

（＋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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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由表 4-4 可得知受試甲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趨向路徑由水平

變為向上攀升，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在「性侵害防治」多媒體教學

方案活動上有正向的效果；甲生在單元二「性侵害防治」之基線期最

後一個資料點為 0%，介入期第一個資料點為 10%，水準絕對變化為

+10，顯示基線期和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之

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甲生的「性侵害防治」之

學習具有成效。 

由介入期進入保留期，甲生學習成果的趨向路徑為向上攀升轉為

水平趨勢，效果變化為正向。介入期最後一個資料點為 100%，保留

期最後一個資料點亦為 100%，水準絕對變化為 0。介入期與保留期之

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撤除實驗處理後，甲生在「性侵害防治」

之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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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受試甲單元二受試甲單元二受試甲單元二受試甲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基線Ａ２

介入Ｂ２
 

介入Ｂ２

保留Ｃ２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三三三三、、、、    甲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甲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甲生由表 4-5 中可看出受試甲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

都達到穩定(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水平趨勢，水準變化為 0。 

甲生在「判斷危險情境」的答對率整體呈進步趨勢，趨向穩定性

為 62.5%為不穩定狀態，趨向內資料路徑為向上進步的趨勢，水準平

均值 61.25%，水準穩定性為不穩定(25%)，水準變化為+80，顯示甲生

在「判斷危險情境」多媒體教學方案介入時有正向的效果。 

進入保留期後，趨向穩定、水準穩定皆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

徑為水平發展，水準平均值達 100%，顯示受試甲在撤除介入兩週後

仍保留單元三之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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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３３３３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３３３３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３３３３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不穩定 

62.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61.25％ 100％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20～100％ 10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20 

（＋80） 

100－100 

（＋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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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由表 4-6 可以得知受試甲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趨向方向由水

平變為上升，趨向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判斷危險情境」多媒體教

學方案有正向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20，顯示基線期和介入期之

間有立即成效。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之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

處理對於提高受試甲的「判斷危險情境」認知很有效果。 

由介入期進入保留期，其趨向路徑由上升轉為水平，且水準變化

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撤除實驗處理後，尚仍維持在穩定的

水準上。 

表 4－6  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甲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基線Ｃ３

介入Ｂ３
 

介入Ｂ３

保留Ｃ３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不穩定 不穩定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20－0（＋2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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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以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甲生之學習結果，可

以發現：在三個單元中，從基線期到實驗介入期，兩階段間的資料，

呈現上升變化，表示經由多媒體教學方案，甲生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

表的答對率逐漸增加，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另外，在介入期的

後半段(後三個資料點)及保留期，觀察兩階段間的資料，甲生也呈現

穩定的學習表現，表示前面學習的內容及效果逐步累積，當與保留期

資料一同分析時，顯現出保留的學習成效。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乙生乙生乙生乙生之之之之學習成效分析學習成效分析學習成效分析學習成效分析 

 

茲將乙生在三個多媒體教學方案之個別學習成效以曲線圖分析、

視覺分析之結果依序呈現如下： 

壹壹壹壹、、、、乙乙乙乙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 

根據圖 4-2 得知，乙生在三個單元的基線期曲線均呈水平穩定的

狀態。以三個單元的介入期最後一次成績與基線期最後一次成績相

較，進步均達 100%，表示在實驗教學介入後，乙生成績呈現正向變

化，且由圖 4-2 可清楚看出，三個單元之介入期曲線皆有明顯爬升趨

勢。 

三個單元之保留期均有三次評量，乙生在三個單元之保留期成績

皆維持在 90%~100%之間，顯示本實驗介入在撤除後仍具保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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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  乙生學習目標達成百分比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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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乙生之視覺分析結果依教學單元順序呈現如下： 

一一一一、、、、    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7 中得知，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

定(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維持水平，水準範圍為 0%~0%，因此水準

變化為+0。 

乙生在「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單元裡的答對率整體呈現進步的

趨勢，趨向穩定性為 62.5%，趨向內資料路徑皆為向上攀升趨勢，水

準平均值 61.25%。水準穩定性呈現不穩定(25%)，顯示介入階段的學

習效果在往進步趨向改變。水準變化為+80，顯示受試乙在「人際互

動的身體界線」教學介入時有正向效果。 

保留期之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水平，水準平均

值達 100%，水準範圍 100%~100%，顯示受試乙在撤除介入後兩週仍

維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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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1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1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1 

階段長度 3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62.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61.25％ 100％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20～100％ 10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20 

（＋80） 

100－100 

（＋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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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受試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可由表 4-8 看出，趨向路徑一路

呈現上升趨勢，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教學

活動有正面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2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

有立即成效，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

理對於提高受試乙的「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認知具成效。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雖由上升轉為水平，效果變化呈現

正向，水準絕對變化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教學實驗

介入二週後，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8  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基線Ａ１

介入Ｂ１
 

介入Ｂ１

保留Ｃ１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20－0／（＋2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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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9 中得知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定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呈穩定無變化，水準變化為 0。 

乙生在單元二的答對率整體呈進步趨勢，趨向穩定性為多變

(37.5%)，趨向內資料路徑為向上攀升的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70%，水

準穩定性呈多變(37.5%)，顯示介入階段的學習效果一直往進步趨向改

變。水準變化為+90，顯示受試乙在介入期有正向的效果。 

在保留期的第三次測驗(第 30 節課)所測得的正確率為 90%，與本

階段內的前兩次測驗結果(100%)相較，在測驗的正確率上有逐漸減少

的情形。評估第三次測驗(第 30 節課)時，受試乙情緒顯得低落，在施

測時情緒較平日顯得較為退縮，在施測題目「如何表達請別人幫忙？」

時，受試乙應回答：「告訴大人、跑到有人的地方。」但受試乙卻回答：

「生氣。」當測驗結束時，再詢問一次同一道題目，受試乙可正確回

答：「跑到有人的地方。」對於剛答錯的題目，受試乙表示自己分心在

想同學不理她，而感到困擾。 

保留期的水準範圍為 90%~100%，水準變化為-10，趨向內資料路

徑為水平轉向下趨勢，但趨向穩定仍為 100%，水準平均值為 96.6%，

雖受試乙在此單元保留期有一次成效未達 100%，應為當日情緒因素

所致。受試乙在撤除介入後二週仍維持教學成效，與其他單元及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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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結果並無不同。 

 

表 4－9  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２２２２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２２２２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２２２２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37.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70％ 96.6％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37.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9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90－100 

（－1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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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受試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可由表 4-10 看出，趨向路徑由水

平轉為向上，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性侵害防治」教學活動有正面

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1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

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受

試乙的「性侵害防治」認知很具成效。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雖由上升轉為水平，效果變化呈現

正向，水準絕對變化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實驗教學

介入二週後，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10  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2

2

基線Ａ

介入Ｂ
    

2

2

介入Ｂ

保留Ｃ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負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不穩定 不穩定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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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乙生單元三之視覺乙生單元三之視覺乙生單元三之視覺乙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11 中得知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定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呈穩定無變化，水準變化為 0。 

乙生在單元三的答對率整體呈進步趨勢，趨向穩定性 50%為多

變，趨向內資料路徑為向上攀升的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62.5%，水準

穩定性呈不穩定(25%)，水準變化為+90，顯示介入階段的學習效果一

直往進步趨向改變，有正向的效果。 

保留期之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水平無變化，水

準平均值為 100%，水準變化為 0，顯示受試乙在撤除介入後二週仍維

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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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３３３３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３３３３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３３３３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50％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62.5％ 100％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10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100－100 

（＋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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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由表 4-12 看出，受試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趨向路徑由水平

轉為向上，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判斷危險情境」教學活動有正面

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1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

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受

試乙的「判斷危險情境」認知具成效。 

在介入期進入保留期時，趨向路徑由上升轉為水平，效果變化呈

現正向，水準絕對變化為 0 %，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實驗

教學介入二週後，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12  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3

3

基線Ａ

介入Ｂ
 

3

3

介入Ｂ

保留Ｃ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100－100／（＋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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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以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乙生之學習結果，可

以發現：在三個單元中，從基線期到實驗介入期，兩階段間的資料，

呈現上升變化，表示經由多媒體教學方案，乙生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

表上的答對率逐漸增加，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另外，在介入期

的後半段(後三個資料點)及維持期，觀察兩階段間的資料，乙生也呈

現穩定的學習表現，表示前面學習的內容及效果逐步累積，當與保留

期資料一同分析時，顯現出保留的學習成效。 

雖在單元二保留期的第三次測驗(第 30 節課)所測得的正確率為

90%，與保留階段內的其餘測驗結果(100%)相較下為減少，因受試乙

當日受情緒因素影響而分心，而在受試乙情緒平復後再施測同一題

目，即可正確作答，顯示受試乙在實驗教學撤除二週後仍維持教學成

效，與其他單元及甲生施測結果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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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丙生之學習成效分析丙生之學習成效分析丙生之學習成效分析丙生之學習成效分析 

 

茲將丙生在三個多媒體教學方案之個別學習成效以曲線圖分析、

視覺分析之結果依序呈現如下： 

 

壹壹壹壹、、、、丙丙丙丙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生學習成效之曲線圖分析 

    根據圖 4-3 顯示，丙生在三個單元的基線期曲線均呈水平穩定狀

態，皆因基線期穩定而進入介入期。 

    以三個單元的介入期最後一次成績與基線期最後一次的成績相

較，進步都在 100 %，表示在實驗教學介入後，丙生成績呈現正向變

化，且由圖 4-3 可觀察到，三個單元之介入期曲線都有明顯上升的趨

勢。 

    根據本研究設計，在介入期之後兩週進入保留期，三個單元之保

留期均有三次評量。丙生在三個單元保留期成績都維持 90%~100%之

間，顯示本實驗介入在撤除後仍具保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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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3  丙生學習目標達成百分比曲線圖 

基線期 介入期 保留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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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丙生學習成效之視覺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丙生之視覺分析結果依教學單元順序呈現如下： 

一一一一、、、、    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一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13 中得知，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

定(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維持水平，水準範圍為 0%~0%，因此水準

變化為+0。 

丙生在「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單元裡的答對率整體呈現進步的

趨勢，趨向穩定性為 62.5%，趨向內資料路徑皆為向上攀升趨勢，水

準平均值 58.75%。水準穩定性呈現不穩定(12.5%)，顯示介入階段的

學習效果在往進步趨向改變，水準變化為+90，顯示受試丙在「人際

互動的身體界線」教學介入時有正向效果。 

保留期之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上升往水平，水

準平均值達 96.67%，水準範圍 90%~100%，顯示受試丙在撤除介入後

兩週仍維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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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1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1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1 

階段長度 3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62.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58.75％ 96.67％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1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9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100－90 

（＋1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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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受試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可由表 4-14 看出，趨向路徑由水

平轉上升趨勢，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教學

活動有正面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1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

有立即成效，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

理對於提高受試丙的「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認知具成效。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雖由上升轉為上升最終至水平，效

果變化呈現正向，水準絕對變化為-1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

撤除實驗教學介入二週後，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14  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一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1

1

基線Ａ

介入Ｂ
 

1

1

介入Ｂ

保留Ｃ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90－100／（－1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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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二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15 中得知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定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呈穩定無變化，水準變化為 0。 

丙生在單元二的答對率整體呈進步趨勢，趨向穩定性 50%為多

變，趨向內資料路徑為向上攀升的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66.25%，水準

穩定性呈不穩定(25%)，顯示介入階段的學習效果一直往進步趨向改

變。水準變化為+90，顯示受試丙在介入期有正向的效果。 

保留期之水準變化為+10，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

上升轉水平，水準平均值為 96.67%，顯示受試丙在撤除介入後二週仍

維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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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２２２２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２２２２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２２２２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50％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66.25％ 96.67％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9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100－90 

（＋1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 130 - 

(二)階段間分析 

受試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可由表 4-16 看出，趨向路徑由水

平轉為向上，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性侵害防治」教學活動有正面

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1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

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受

試丙的「性侵害防治」認知具成效。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由上升轉為上升，效果變化呈現正

向，水準絕對變化為-1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實驗教學

介入二週後，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16  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二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2

2

基線Ａ

介入Ｂ
 

2

2

介入Ｂ

保留Ｃ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90－100／（－1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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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丙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丙生單元三之視覺分析 

(一)階段內分析 

由表 4-17 中得知丙生在基線期的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都達穩定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呈穩定無變化，水準變化為 0。 

丙生在單元三的答對率整體呈進步趨勢，趨向穩定性 62.5%為多

變，趨向內資料路徑為向上攀升的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58.75%，水準

穩定性呈不穩定(25%)，顯示介入階段的學習效果一直往進步趨向改

變。水準變化為+90，顯示受試丙在單元三之介入期有正向的效果。 

保留期之趨向穩定為 100%，趨向內資料路徑為水平無變化，水

準平均值為 100%，水準變化為 0，顯示受試丙在撤除介入後二週仍維

持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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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內分析摘要表 

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階段順序 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基線期 A３３３３ 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介入期 B３３３３ 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保留期 C３３３３ 

階段長度 5 8 3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多變 

62.5％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 （＝） 

水準平均值 0％ 58.75％ 96.67％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不穩定 

25％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0～0％ 10～100％ 90～100％ 

水準變化 0－0 

（＋0） 

100－10 

（＋90） 

100－90 

（＋10） 

*穩定標準百分比採 20%，穩定標準值=最高值 100 x 20%=20。 

*75%以上為穩定，75%以下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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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間分析 

由表 4-18 看出，受試丙由基線期進入介入期時，趨向路徑由水平

轉為向上，效果變化為正向，顯示「判斷危險情境」教學活動有正面

的效果；水準絕對變化為+10，顯示基線期到介入期之間有立即成效，

且在基線期和介入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教學處理對於提高受

試丙「判斷危險情境」的認知具成效。 

介入期進入保留期之趨向路徑由上升轉為上升，效果變化呈現正

向，水準之絕對變化為-10，重疊百分比為 100%，表示在撤除實驗教

學介入二週後，丙生的學習成效仍具保留效果。 

 

表 4－18  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受試丙單元三整體成績之階段間分析摘要表 

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階段比較 
2

2

基線Ａ

介入Ｂ
 

2

2

介入Ｂ

保留Ｃ
 

－ 

（＝） 

／ 

（＋） 

／ 

（＋） 

／ 

（＋） 

趨向路徑與效果變化 

正向 正向 

趨向穩定性變化 穩定到不穩定 不穩定到穩定 

水準之絕對變化 10－0（＋10） 90－100／（－10） 

重曡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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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以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丙生之學習結果，可

以發現：在三個單元中，從基線期到實驗介入期，兩階段間的資料，

呈現上升變化，表示經由多媒體教學方案，受試丙在自我保護認知評

量表上的答對率逐漸增加，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 

另外，在三個單元保留期的第一次測驗(第 20、28 及 36 節課)所

測得的正確率為 90%，與三個單元介入期末測驗結果(100%)相較，在

測驗的正確率上有減少的情形。 

但在保留期的後半段(後二個資料點)又上升維持 100%正確率，顯

示丙生在教學介入兩周後的初次保留測驗有些許的遺忘情形，但經由

測驗，提醒丙生注意聽題目，想過後再作答，丙生也能在保留期的後

半段，呈現穩定的學後保留效果。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對於受試甲、乙、丙生的教學介入期，

學習效果皆為正向，並無差異；而在保留期，雖受試甲、乙、丙生都

顯現出保留成效，但丙生的學後保留與甲、乙生有所差異，丙生的學

後保留成效不如甲、乙生，需再經練習(測驗)與提醒(注意聽！想一想，

再回答)而有保留之成效，而長期(實驗研究結束後)的學後保留成效仍

有待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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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學生對方案的社會效學生對方案的社會效學生對方案的社會效學生對方案的社會效度度度度 

本節旨在呈現及分析學生對多媒體教學方案的滿意程度及意見，

資料內容乃根據受試學生在研究者自編之「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

滿意度問卷」的作答情形，來了解學生對教學課程的看法。 

    本研究之對象為就讀某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的三名輕度智能障礙

女學生為對象，觀察其能力現況，三位皆具有基本口語表達能力；故

受試的三位學生在接受全部實驗教學後一週內，由本研究的觀察者協

助，施測研究者所自編之「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讓

受試者可以真實表達對本次實驗教學的想法和意見。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問卷分為三個部份，第

一部份為「教學內容」，題型採圖畫式三點量表，共計七題，符合本研

究多媒體教學方案的教學目標，第二部份為「教學活動的進行」，共計

五題，題型亦採圖畫式三點量表，其中，勾選「同意 」者得三分，

勾選「沒意見 」者得兩分，勾選「不同意 」者得一分。若學生在本

調查表的平均超過中數( 2 )，則表示學生傾向對多媒體教育方案感到

滿意認同。第三部份為「整體評價」，共計四題，題型則採勾選及開放

性問題，以供學生反映對教學方案整體評鑑的意見。 

    本問卷經整理分析結果，分別如表 4-19、表 4-20 和表 4-21 所示： 

一一一一、、、、    教學內容方面教學內容方面教學內容方面教學內容方面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第一部份，欲了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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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學習本研究自我保護的多媒體教學方案達到預期之學習目標的滿

意程度，共計七題。經過統計分析後，從表 4-19 可知甲生、乙生及丙

生均在七道題目上表示同意，而得到平均 3 分，皆超過中數 2，顯示

受試的三名學生對自我保護的多媒體教學方案感到滿意。此一結果也

可從曲線圖、視覺分析來描述三位受試者，在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上

的答對率上逐漸增加，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且在保留期資料分析

時，顯現出保留的學習成效，與受試者滿意教學內容且達到教學目標

的結果相互印證。 

 

表 4-19  三位受試者對教學內容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內容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內容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內容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1) (2) (3) (4) (5) (6) (7) 平均 

甲生 3 3 3 3 3 3 3 3 

乙生 3 3 3 3 3 3 3 3 

丙生 3 3 3 3 3 3 3 3 

平均 3 3 3 3 3 3 3 3 

 

二二二二、、、、    教學活動方面教學活動方面教學活動方面教學活動方面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第二部份，探討學生

對學習本研究自我保護的多媒體教學方案的教學方法之滿意程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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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五題。如表 4-20 所示，甲、乙、丙三位受試者的平均得分分別是

2.4 分、2 分、2.8 分，皆超過中數 2，顯示三位受試者皆對教學方法感

到滿意。也就是說，三位受試者都傾向滿意以圖片、照片、文字、影

片所製成電腦投影片，學習「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性侵害防治」

及「判斷危險情境」這三大單元。 

    而在五題試題分別以「有趣」、「期待上課」、「喜歡上課方式」、「講

解方式」及「講話速度」為主軸的各題得分，分別為 2.6 分、2.3 分、

2.3 分、2.6 分、2 分，皆超過中數 2，顯示三位受試者對各題項主軸傾

向於滿意，認為參與本次課程很有趣、老師的講解很清楚，以及能了

解上課內容，尤其得到三位受試者的認同。 

 

表 4-20  三位受試者對教學活動進行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活動進行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活動進行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三位受試者對教學活動進行方面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1) (2) (3) (4) (5) 平均 

甲生 3 2 2 3 2 2.4 

乙生 2 2 2 2 2 2 

丙生 3 3 3 3 2 2.8 

平均 2.6 2.3 2.3 2.3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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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整體評價整體評價整體評價整體評價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第三部份，題型為勾

選和開放性問題，提供學生反應對學習方案的整體評價，共計四題。

從表 4-21 來看，甲、乙、丙三位受試者的平均得分分別是 2.6 分、2.6

分、2 分，皆超過中數 2，顯示三位受試者皆對整體教學方案感到滿意。 

在三題試題分別以「喜歡老師的上課方法」、「能知道如何保護自

己」、「期待相關課程」為主軸的各題得分，分別為 2.6 分、2.6 分、2

分，皆超過中數 2，顯示三位受試者對各主軸傾向於滿意。 

「喜歡老師的上課方法」為 2.6 分，甲、乙、丙學生在質性的自

陳上分別說「喜歡電腦」、「很多圖片、影片」及「我喜歡老師的課」

與「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第二部份「教學活動的

進行」表示滿意的結果，得到相互印證。 

「能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為 2.6 分，甲、乙、丙學生在質性的自

陳上分別說「不可以讓壞人摸身體」、「當壞人要摸我要說不要」及「我

不去危險的地方」與「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第一

部份「教學內容」表示滿意的結果，得到相互印證。 

「期待相關課程」為 2 分，甲、乙、丙學生在質性的自陳上分別

說「已經會了」、「無自陳」及「學會了」，顯示三位受試者覺得自己已

經學會了，而無須再上一樣重覆的課程的必要性。 

在最後一題「想告訴老師的話」，甲、乙、丙學生在質性的自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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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說「謝謝老師」、「很好玩」及「我會了」，與「自我保護多媒體教

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前兩部分「教學內容」與「教學活動的進行」

表示滿意的結果，得到相互印證；而受試者對於自我學習上的後設認

知，知道自己學會了的成就，與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三位受

試者的學習成效，也不謀而合。 

 

表 4-21  三位受試者對教學活動整體評價的滿意度問卷評分表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1) (2) (3) 平均 

甲生 3 3 2 2.6 

乙生 3 3 2 2.6 

丙生 2 2 2 2 

平均 2.6 2.6 2 2.4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研究的三位受試者皆具口語表達能力，雖有所差異，但透過圖

畫式三點量表及本研究的觀察者協助，施測研究者所自編之「自我保

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進一步分析而得知，學生相當認同此

方案的教學內容，也喜歡此方案的教學活動方式；整體而言，學生對

於教學方案的整體評價是滿意的，也與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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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受試者正向的立即與學後保留成果吻合。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並維持特教學校高職部學

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教學成效，以下就研究結果與社會效度之觀察所得

進行綜合討論。 

壹壹壹壹、、、、    針對研針對研針對研針對研究結果而言究結果而言究結果而言究結果而言 

一一一一、、、、實驗處理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實驗處理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實驗處理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實驗處理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 

(一)整體實驗處理階段教學成效 

    本研究結果發現，三名受試者在三個多媒體教學單元的介入階

段，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之正確率皆有顯著增加，且三名受試者之曲

線圖形並無明顯差異。 

    回顧有關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文獻，蕭金慧(2000)、曾建章

(2002)、鄧秀芸(2002)、裘素菊(2003)之研究均曾提出，多媒體電腦

輔助教學為啟智教育教學上可採用的方法，並且有良好的優點，從本

研究顯現出的教學成效及學生滿意度的質性描述中，即可印證以上研

究的論述。 

    另外，國內吳勝儒(2007)以多媒體教學性教育之研究，得知能提

升學生性知識和態度的立即效果，但性態度在間隔十週的追蹤測量之

分數雖然有進步，但全部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實驗組受試者在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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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未具備保留效果。其研究指出，可能受試者要將對性的態度變成

自己的價值觀尚需要一段時間的學習與體驗，在教學上需要更多的教

導與讓受試者能重複地學習。 

    而本研究並未實施性態度的變項測量，但在自我保護知識之立即

效果與該研究性知識有良好學習結果相符合，多媒體教學方案應用在

自我保護認知教學上具相當成效。 

(二)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教學成效 

    本研究之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內容為身體的界線以及

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教學目標是讓受試者能辨認身體的隱私處

及辨識人我關係所應有的互動方式為何。三名受試者在此單元的介入

期逐漸增加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上的答對率，表示教學的效果為正向。 

    本單元將身體的隱私處作為實驗教學的首選內容，與「特殊教育

學校高中職智能障礙學生課程綱要」裡的「性生理發展與保健」內容

相符。 

    據教學前以「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調查受試者的家長可發現

大多教導過受試者關於身體隱私部位的概念，但受限於智能障礙者短

期記憶缺損的特質，且學後保留不易，因此在基準線測量時，甲、乙、

丙三位受試者對於「隱私處」的名詞概念仍舊模糊，甚至對於兩腿內

側、男生的胸部、嘴唇等部位，並不認為是隱私處，是可以觸碰的。 

    另外，與他人互動的界線為何，在基準線測量時，甲、乙、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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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試者對於與人相處時的身體接觸也不具基本概念，比如說陌生人

的擁抱、熟人的接吻，受試者也都認為是可以接受的身體接觸。因此

與黃榮真(2006)、古芳枝(1999)提出教導學生性教育內容要包含保護自

己的身體、男女生相處、與異性交往的論點相符。 

(三)性侵害防治教學成效 

    本研究之單元二「性侵害防治」，內容為認識性騷擾與性侵害，以

及遇到性侵害(騷擾)該怎麼辦，教學目標是讓受試者能辨認性騷擾與

性侵害的事件、表達拒絕的方式及如何應變性侵事件的三大步驟。 

    教學前以「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調查受試者的家長，可發現

所有家長都認為「性騷擾(侵害)的處理方式」是最需要教導受試學生

的內容，與張昇鵬(2002)提出女性防衛知識應列入性教育教學的主要

內容的論點相符。 

    三名受試者在此單元的介入期逐漸增加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上的

答對率，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 

    此研究結果與胡雅各(2003)對啟智教養機構進行性教育的研究結

果相符合，兩者研究中皆指出智能障礙學生在經由教學後，性侵害防

治的概念達到良好成效。 

(四)判斷危險情境教學成效 

    本研究之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內容為危險環境、人物、時間

的判斷與如何避免危險發生，教學目標為能辨識危險情境即說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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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發生危險。 

    三名受試者均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未來極有可能到職場去工作、

實習，受試家長表示「如果不知道職場的危險，小孩到職場上往往是

受侵害者。」「很多小孩出社會工作都會被侵害」與黃榮真(2006)指出

特殊教育高職部學生若是未能學習基本兩性相處、自我保護課程等內

容，則不但會讓她們在職場上無法展現在學校所學習的職業技能，而

且還是職場上的受害者的論點相符合。 

    三名受試者在此單元的介入期逐漸增加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上的

答對率，表示教學的效果是正向的。 

    此研究結果與吳勝儒(2007)對啟智學校進行性教育的研究結果相

符合，兩者研究中皆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經由性教育教學後，自我保護

概念達到良好成效。 

二二二二、、、、保留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保留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保留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保留階段學習效果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三名受試者在三個多媒體教學單元的保留期的

正確率，三名受試者皆能穩定的維持在 90%的水準之上，顯示本研究

之教學具良好的保留成效。以下針對保留階段的學習效果提出個人的

一些看法： 

(一) 在課程編排設計 

    本課程單元由易而難的編排，結構化的呈現，與楊佩真(1996)、

何華國(1996)、林惠芬(2000)、邱上真(2002)指出智能障礙者克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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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記憶缺損需結構化教學與過度練習等相關策略的應用，因與理論相

符，而致使學後有保留成效。 

(二) 在多媒體運用 

    本次多媒體教學方案運用大量圖片、照片、文字、影片製成電腦

投影片，藉以呈現出自編教材，與曾建章(2002)、鄧秀芸(2002)提出，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為啟智教育教學上可採用的方法，並且有增進學

生記憶力的優點理論相吻合，而致使學後有保留之成效。 

 

貳貳貳貳、、、、    針對社會效度而言針對社會效度而言針對社會效度而言針對社會效度而言 

    本研究所探討的社會效度係針對受試者的滿意度而言。從「自我

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之填答結果可發現，三名受試均表

示對於多媒體教學的上課方式感到「喜歡電腦」、「很多圖片、影片」

及「我喜歡老師的課」，從以上描述可看出受試者對此教學法的接受度

頗高，此結果與蕭慧吟(2003)和吳勝儒(2007)分別對國中學生、啟智

學校學生以影片、多媒體電腦教學性教育得到良好學習結果相吻合，

均顯示多媒體教學法是學生偏好的教學方式。 

從「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的「教學內容」部分，

三位受試者對自己的學習結果都是「滿意」，對於自我學習上的後設認

知，知道自己學會了的成就，與曲線圖分析、視覺分析來描述三位受

試者的學習成效，也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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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依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呈現研究結論，並針對多媒體教

學方案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教學提出建議，最後更

進一步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人員之建議。全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

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循本研究目的，將本研究所得之結果與發現，整理、歸納之結論

如下三點： 

壹壹壹壹、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

念的立即效果念的立即效果念的立即效果念的立即效果 

    整體而言，由三名受試者的學習成效發現，多媒體教學方案對特

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概念有立即效果。以「自我保護認知評量

表」進行介入期的學習評量，三位受試者在教學單元介入後，自我保

護認知正確率百分比逐步上升，均大於基線期，顯示多媒體教學

方案對於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念立即成效良好。 

    從「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判斷危險情境」

三個單元來看，三位受試者在教學單元逐步介入後，對於「人際互動

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判斷危險情境」的概念皆有正面

的功效，顯示多媒體教學方案對於增進學生「人際互動的身體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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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判斷危險情境」三個單元概念的立即成效

良好。 

貳貳貳貳、、、、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多媒體教學方案能增進學生自我保護概

念的保留念的保留念的保留念的保留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多媒體教學方案的學後保留效果，是在教學介入後兩週，以「自

我保護認知評量表」進行三次保留期的學習評量。受試甲在三個單元

的保留水準範圍是 100%~100%，受試乙在三個單元的保留水準範圍是

90%~100%，受試丙在三個單元的保留水準範圍是 90%~100%；受試

甲、乙、丙生雖都顯現出保留成效，但丙生的學後保留成效不如甲及

乙生，丙生在三個單元初次保留測驗均顯現遺忘，需再經練習與提醒

注意聽題目，而達 100%保留之成效，而長期(實驗研究結束後)的學後

保留成效仍有待考驗。三位在三個單元保留期的水準穩定性均呈現穩

定，顯示多媒體教學方案的學後保留效果具成效。 

    從「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判斷危險情境」

各別單元來看，多媒體教學方案的學後保留效果，是在教學介入撤除

後兩週各進行三次「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的學習評量。三名受試者

於「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判斷危險情境」三

個單元的保留水準範圍均為 90%~100%，三位受試者在各教學單元保

留期的水準穩定性均呈現穩定狀態，顯示多媒體教學方案的學後保留

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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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受試學生滿意實驗教學與課程受試學生滿意實驗教學與課程受試學生滿意實驗教學與課程受試學生滿意實驗教學與課程 

    本研究的三位受試者透過圖畫式三點量表及本研究的觀察者協

助，施測研究者所自編之「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進

一步分析而得知學生相當認同此方案的教學內容，也喜歡此方案的教

學活動方式；整體而言，學生對於教學方案的整體評價是滿意的。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本研究過程與結果的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教學及

研究之參考。 

壹壹壹壹、對對對對教學運用之建議教學運用之建議教學運用之建議教學運用之建議 

    針對實驗教學實施過程中所發現的結果，提出教學運用上的建議： 

一一一一、、、、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具成效具成效具成效具成效的的的的多媒體教學法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進行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法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進行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法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進行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法對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進行自我保護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媒體教學方案可以提升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

自我保護概念，並具良好效果。因此建議可運用多媒體設計教學方案，

對與本研究對象能力相符的學生，意即對有口語、情緒穩定就讀特教

學校高職部輕度智能障礙的女學生進行自我保護教學活動。 

二二二二、、、、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相關資源做彈性調整及運用相關資源做彈性調整及運用相關資源做彈性調整及運用相關資源做彈性調整及運用，，，，來來來來設計教學方案設計教學方案設計教學方案設計教學方案，，，，以以以以減少製作減少製作減少製作減少製作

上的費時上的費時上的費時上的費時、、、、費力費力費力費力 

    進行自我保護教學前需要收集相關教材與資源，如果完全自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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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費時費力的，因此研究者在教學方案設計，蒐集教材的過程中，

發現許多寶貴的資源可以善加利用，例如：社會新聞中的性侵事件、

性教育相關網站、各特教學校自編的性教育教材….等，皆可以提供教

學者許多教材資源。因此，建議教學者善用相關教學資源，彈性調整

運用，改編為適用於自己教學對象的教學內容。 

三三三三、、、、擴充單元教學內容擴充單元教學內容擴充單元教學內容擴充單元教學內容，，，，以以以以符應符應符應符應特教高職生在特教高職生在特教高職生在特教高職生在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生態生態生態生態環境上的需求環境上的需求環境上的需求環境上的需求 

    本研究在進行自我保護的教學，因考量受試者的需求、家長期望

與教學時間因素，僅包含「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

及「判斷危險情境」三個單元。然而，自我保護絕非僅止於此的內容，

對於未來有可能面對兩性交往時的議題，如：結交異性朋友、拒絕分

手的藝術、約會時的合宜行為…等，甚至面臨婚姻生活中，如何經營

家庭、避免婚姻暴力等議題，都可在納入自我保護的主軸之中，因此

建議未來在進行教學研究的單元可擴充相關教學單元及內容。 

四四四四、、、、在未來教學內容上在未來教學內容上在未來教學內容上在未來教學內容上再再再再加入加入加入加入課後複習的作業或紙本教材課後複習的作業或紙本教材課後複習的作業或紙本教材課後複習的作業或紙本教材，，，，以利記憶以利記憶以利記憶以利記憶 

    本研究為獨立實驗教學，強調以課堂上多媒體教學活動為主，雖

加入情境技巧之演練，讓受試者能在模擬情境中學習保護自己的技

巧，但相對於受試丙在三個教學單元仍顯現出學後保留，短期記憶缺

損的特質，如能在教材結構方面提供文本，將重要概念或標題，以粗

體、不同顏色或放大突顯出來而讓學生可供課後閱讀複習，參考「過

度學習」的理論，預期更能加深學習者的印象，增加學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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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應於應於應於應於教學前處理教學前處理教學前處理教學前處理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特殊情緒困擾特殊情緒困擾特殊情緒困擾特殊情緒困擾，，，，以利於實驗以利於實驗以利於實驗以利於實驗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一般而言，身心障礙者較一般人容易產生情緒和生理上的不適

應，如本研究中的乙生在單元二保留期的最後一次測驗，受情緒困擾

而分心，影響測驗成績。在教學前，應了解和處理學生的需求和情緒，

採認知模式、生態模式、心理教育模式等策略，使個案調適情緒，而

能接受正向的學習環境與經驗。 

貳貳貳貳、對對對對未來研究之建議未來研究之建議未來研究之建議未來研究之建議 

     根據實驗教學實施過程中所發現的結果與限制，提出未來相關研

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 

    本研究採取單一受試研究法之多探試跨行為實驗設計，僅能得知

多媒體教學方案對研究對象是否有成效，但無法得知其效果是否優於

其他的教學策略。在本研究中的丙生在保留期顯現遺忘的情況，是否

在教學內容上，當添加不同的記憶策略融入課程之中，會有不同的教

學成效？建議在未來教學研究，有足夠研究人力、物力與對象時，將

可以增設對照組，檢驗以不同教學策略介入的優缺點為何，將提供教

學者更多參考的資訊。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對象依據文獻針對心智障礙者最易受害的特質，如：女性、

輕度‧‧‧等，所以僅挑選某特教學校高職部三位輕度智能障礙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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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實驗，但並非不具此特質的心智障礙者，就不會被性侵害(騷

擾)，因此未來之研究可擴充到不同的性別、年齡階段或不同的障礙類

型，成效是否不同也有待檢驗。 

三、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延長實驗教學的時間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時間，無法進行長期的保留效果探試，只進行

兩週後的保留效果。本研究中丙生的學後保留成效不如甲、乙生，需

再經練習與提醒而有保留之成效，而長期的學後保留成效仍有待考

驗；建議未來研究可進行四週、八週、甚至更長期的保留效果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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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您好！本人是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的洪玉眞老師，目前在國立台東大學特

殊教育碩士班進修。在本系劉教授明松的指導下，正再進行一項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

增進自我保護認知增進自我保護認知增進自我保護認知增進自我保護認知的教學研究，希望增進學生對於自我保護的了解，並加強其自

我保護的能力。 

    這個課程屬於「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之「性

教育」內容的ㄧ部分，教學內容為人際互動的身體界線、性侵害防治以及危險情

境的判斷等主題。教學時間將會利用午休(12:30-13:00)時間進行，不會影響學生

其他課程的學習。 

     本課程需要徵求您的同意後，才能進行教學，並且在教學過程中會進行拍

攝影片，僅供研究使用。若您有任何其他疑問，請與學校連絡。若同意孩子參與

本課程，請填寫以下同意書交回，感謝您對貴子弟的關心與支持教學。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劉明松博士    

                                             研究生   洪玉眞   敬上 

                                                    (02)24287712 轉 217 

                                                           2008 年 9 月  

「多媒體教學方案」增進自我保護認知教學之家長同意書 

 

______年_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本人 茲   □  同意  孩子參加此教學方案 

               

                   □不同意  孩子參加此教學方案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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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    

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自我保護教學需求問卷    

親愛的老師及家長親愛的老師及家長親愛的老師及家長親愛的老師及家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這這這這份份份份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在在在在於於於於了解您曾經敎過的自我保護內容及方了解您曾經敎過的自我保護內容及方了解您曾經敎過的自我保護內容及方了解您曾經敎過的自我保護內容及方法法法法，，，，以作為研以作為研以作為研以作為研

究究究究「「「「多媒體教學方案增進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成效多媒體教學方案增進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成效多媒體教學方案增進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成效多媒體教學方案增進特教學校高職部學生自我保護認知之成效」」」」

的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的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的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的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本研究純為學術之用本研究純為學術之用本研究純為學術之用本研究純為學術之用，，，，不對外公開個人資不對外公開個人資不對外公開個人資不對外公開個人資

料料料料，，，，請您放請您放請您放請您放心作答心作答心作答心作答，，，，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感謝您的配合！！！！敬頌敬頌敬頌敬頌    

      平安健康平安健康平安健康平安健康!!!!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劉明松教授劉明松教授劉明松教授劉明松教授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洪玉眞敬上洪玉眞敬上洪玉眞敬上洪玉眞敬上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民國九十七年九月民國九十七年九月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一、 基本資料(請在適當的□中打「ˇ」 )    

(一) 身份：□1.導師 □2.專任教師 □3.家長 

(二) 有無教導過本研究受試者有關自我保護的經驗？ 

□ 1.無(若勾選此項，請直接作答第三大題) □2.有 

二、 自我保護的教學經驗 

(一) 請問您對本研究對象，敎授過的自我保護內容有哪些？(可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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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身體自主權 

□ 2.身體隱私部位 

□ 3.適當與不適當的身體碰觸 

□ 4.性騷擾的定義 

□ 5.性騷擾的處理方式 

□ 6.性侵害的意義 

□ 7.性侵害的處理方式 

□ 8.危險情境的判斷 

□ 9.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 

□ 10.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二) 請您針對本研究對象，教導自我保護的方法有哪些？(可複

選) 

    □1 口頭說明 

    □2.錄影帶、VCD 教學 

    □3.電腦輔助教學 (CAI) 

    □4.圖示教學 

    □5.社會新聞實例 

    □6.示範 

    □7.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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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三、自我保護教學需求 

    您覺得對本研究對象，以下自我保護教學內容中，哪些是需要被

教導的部份，請在每一大項中勾選最適當的前三者： 

□ 1. 身體自主權 

□ 2. 身體隱私部位 

□ 3. 適當與不適當的身體碰觸 

□ 4. 性騷擾的定義 

□ 5. 性騷擾的處理方式 

□ 6. 性侵害的意義 

□ 7. 性侵害的處理方式 

□ 8. 危險情境的判斷 

□ 9. 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 

□10.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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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單元一：人際互動的身體界限」  基線、介入、保留  期評量表  第_____次測驗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測驗日期  觀察者/施測者  

題目： 

身體部位的圖卡 

學生回答 

(判別是否為隱私處) 

 

教師判別 

是否正確 

題目： 

人我關係+互動方式 

學生回答 

(判別是否為恰當的互動方式) 

 

教師判別 

是否正確 

1. Y   /   N Y   /   N 1. Y   /   N Y   /   N 

 

2. Y   /   N Y   /   N 2. Y   /   N Y   /   N 

 

3. Y   /   N Y   /   N 3. Y   /   N Y   /   N 

 

4. Y   /   N Y   /   N 4. Y   /   N Y   /   N 

 

5. 

 

Y   /   N Y   /   N 5. Y   /   N Y   /   N 

 

得分 

                         

                         分 

 

得分 

         

                                分 

 

     總分 

                          

                         分 

         

答題正確率 

                         

                        % 

 



 

 - 172 - 

 

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單元二：性侵害防治」  基線、介入、保留  期評量表  第_____次測驗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測驗日期  觀察者/施測者  

題目： 

新聞報導內容   

學生回答 

(判別是否為 

性侵害或騷擾) 

 

教師判別 

是否正確 

題目： 

當發生這樣的事情時該怎麼處理？ 

學生回答 

(判別是否為正確方式) 

 

教師判別 

是否正確 

1. Y   /   N Y   /   N 1. 不要(生氣、叫、推)  Y   /   N 

 

2. Y   /   N Y   /   N 2. 離開  Y   /   N 

 

3. Y   /   N Y   /   N 3. 幫幫忙(告訴大人、 

跑到有人的地方) 

 Y   /   N 

 

4. Y   /   N Y   /   N 題目：如何表達不要？ 

回答：生氣、叫、推 

 Y   /   N 

 

5. 

 

Y   /   N Y   /   N 題目：如何表達請別人幫忙？ 

回答：告訴大人、跑到有人的地方 

 Y   /   N 

 

得分 

                         

                         分 

 

得分 

         

                                分 

 

總分 

 

                         分 

 

答題正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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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護認知評量表 

「單元三：判斷危險情境」  基線、介入、保留  期評量表  第_____次測驗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測驗日期  觀察者/施測者  

題目： 

危險情境主題   

學生回答 

(判別是否為 

危險情境) 

 

教師判別是否正確 題目： 

該怎麼避免危險？ 

 

學生回答 判定回答是否正確 

1. 

 

Y   /   N Y   /   N 獨自在家有人按門鈴 

回答：不要開門、 

      請他等父母在的時候在來 

 Y   /   N 

2. 

 

Y   /   N Y   /   N 有人以禮物要交換身體時 

回答：不接受禮物覺得生氣 

 Y   /   N 

3. 

 

Y   /   N Y   /   N 有陌生人單獨一齊搭電梯時 

回答：離開電梯 

 Y   /   N 

4. 

 

Y   /   N Y   /   N 坐公車被騷擾時 

回答：大叫、引起旁邊的人注意 

 Y   /   N 

5. 

 

Y   /   N Y   /   N 汽車裡有陌生人叫我上車時 

回答：離開車子、不理會 

 Y   /   N 

 

得分 

                         

                         分 

 

得分 

         

                                分 

總分                          分 答題正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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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 

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滿意度問卷    

親愛的同學親愛的同學親愛的同學親愛的同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經過一系列經過一系列經過一系列經過一系列自我保護自我保護自我保護自我保護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多媒體教學方案，，，，相信您更加具備自我保相信您更加具備自我保相信您更加具備自我保相信您更加具備自我保

護相關知能護相關知能護相關知能護相關知能。。。。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我們希望深入了解您對我們希望深入了解您對我們希望深入了解您對我們希望深入了解您對自我保護自我保護自我保護自我保護多媒體輔助教多媒體輔助教多媒體輔助教多媒體輔助教

學方案的感受跟看法學方案的感受跟看法學方案的感受跟看法學方案的感受跟看法，，，，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請您在老師口頭詢問的引導下請您在老師口頭詢問的引導下請您在老師口頭詢問的引導下請您在老師口頭詢問的引導下，，，，回答下回答下回答下回答下

列問題列問題列問題列問題，，，，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一、、、、教學內容    

下列各題， 表示「同意」； 表示「沒意見」； 表

示「不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1.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了解自我保護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免於發生危險。     

2.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了解身體的隱私處

是不能讓人碰觸的。     

3.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了解人際之間應有

的互動方式。     

4.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了解什麼叫做性騷

擾與性侵害。     

5.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了解遇到性侵害(騷

擾)時該怎麼辦？     

6.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判斷危險環境、人

物、時間     

7. 本次的多媒體教學方案能讓我知道如何避免危險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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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的進行 

下列各題，其中， 表示「同意」； 表示「沒意見」；

表示「不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1.本次的的課程很有趣 

     

2.我每次都很期待上課。 

     

3.我很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 

     

4.老師的講解很清楚，能讓我了解上課的內容。 

     

5.老師的講話的速度剛好，能讓我了解上課的內容。 

     

 

三、整體評價 

1.你喜歡老師的上課方法嗎？ 喜歡 

 

還好 

 

不喜歡 

 

為什麼？ 

2.你覺得這樣的課能讓你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嗎？ 喜歡 

 

還好 

  

不喜歡 

 

 

為什麼？ 

3.如果以後還有類似的自我保護課程，你會很期待上

課嗎？ 

喜歡 

 

還好 

  

不喜歡 

 

為什麼？ 

4.有其他的話想告訴老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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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教學設計(一)至(六) 

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一一一一))))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真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身體的界限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    2009.3 月上旬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甲、乙、丙 

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單元目的是讓學生利用觀賞影片的活動，讓學生了解身體的隱私部位；了解公開/隱

私的差別並在各種實際例子的討論中，讓學生了解不能讓別人碰觸到隱私部位的重要

性，以培養學生正確判斷人我之間的身體界限。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男、女生圖卡、彩色筆、活動單。 

評量方法評量方法評量方法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評量標準評量標準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1 能說出或指出身體的隱私處 
1、能認識身體的隱私處 

1-2 能說出身體的隱私處不可讓人踫觸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1-1 

1-2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壹壹壹壹、、、、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貳貳貳貳、、、、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男女性生長過程 

1、以故事方式簡單介紹男女性之生長過程 

2、展示女性之成長過程 

3、展示男性之成長過程 

4、展示成年男女性外生殖器官之差異 

（二）女性生殖器官功能 

1、介紹女性外生殖器官的功能 

2、介紹女性內生殖器官的功能 

3、介紹女性生殖器官的清潔與保健 

（三）作業活動 

1、展示男女生人體空白圖各一張 

2、請同學在女性的生殖器官塗上顏色並說出正確名稱 

3、請同學在出男性的生殖器官塗上顏色並說出正確名稱 

4、請同學比較男女生殖器官的差異 

(四) 說明什麼是「隱私」：只有一個人時可以接受的行為、衣著及地點。 

1.教師以身體圖片說明並指出身體的隱私處，包括： 

 (1)嘴唇  (2)胸部  (3)兩腿內側  (4)陰部  (5)屁股 (6)肛門 

参参参参、、、、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身體的隱私部位、身體隱私權的概念，以及指導學生學重尊

    

    

    

    

    

    

    

    

22220000’’’’    

    

    

    

    

    

    

    

    

    

    

 

 

 

 

 

 

圖卡 

影片 

 

 

 

 

 

人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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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動身體隱私權，建立保護身體隱私權的行為。 

（二）教師總結好的與不好的踫觸方式，希望學生能分辨好與不好的碰觸，

維護自己並尊重別人身體界線。 

（三）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四）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三節三節三節三節】】】】    
壹壹壹壹、、、、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貳貳貳貳、、、、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定義「公開的」和「隱私的」： 

1. 「公開的」是指有二個人或許多人在一起的活動，「隱私的」是指只有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2. 區別「公開的」和「隱私的」場所：公開的場所是指你和很多人在一

起的地方，例如：學校、公園、麥當勞、客廳等地方；隱私的場所是

指你自己一個人活動的地方，例如：房間、浴室、廁所等地方。 

3. 區別「公開的」和「隱私的」衣服：在公開的場所和隱私場所所穿的

衣服不同，在公開場所要穿正式的衣服如西裝、套裝、休閒服等；在

隱私的場所要穿如內衣、睡衣及浴衣等衣服等。 

4. 區別男女身體的隱私處-男女生穿泳裝時所蓋住的地方就是身體的隱

私處。 

5. 適當的場所穿適當的衣服：在公開的場所如學校、公園、麥當勞、客

廳等地方，要穿穿正式的衣服如西裝、套裝、休閒服等；在隱私的場

所如房間、浴室、廁所等地方才可以穿如內衣、睡衣及浴衣等衣服等。 

6. 區別「公開的」和「隱私的」行為：和別人在一起時，要表現適當的

行為，別人才不會笑你或認為你很奇怪。隱私的行為如洗澡、刷牙、

調整內衣、打嗝、接吻等不可在公開場合做，否則別人會笑你，認為

你很奇怪。 

7. 以問答方式讓同學一齊討論什麼是公開場合「合適的行為」？什麼是

「不合適行為」？ 

(1) 一個學生在到學校的校車上刷牙 

(2) 一個學生穿泳衣去游泳池游泳 

(3) 一個男生和女生在麥當勞前面熱烈地接吻和擁抱 

(4) 一個學生在客廳裡看電視 

(5) 一個女生在野餐時，在餐桌上脫掉褲子走去洗澡 

(6) 一個學生打噴涕時用衛生紙嗚住嘴巴。 

(二) 說明什麼是「隱私」：只有一個人時可以接受的行為、衣著及地點。 

1.教師以身體圖片說明並指出身體的隱私處，包括： 

 (1)嘴唇  (2)胸部  (3)兩腿內側  (4)陰部  (5)屁股 (6)肛門 

参参参参、、、、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身體的隱私部位、身體隱私權的概念，以及指導學生學重尊

動身體隱私權，建立保護身體隱私權的行為。 

（二）教師總結好的與不好的踫觸方式，希望學生能分辨好與不好的碰觸，

維護自己並尊重別人身體界線。 

（三）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四）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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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壹壹壹壹、、、、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貳貳貳貳、、、、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認識身體的隱私處：男女身體的隱私處以穿泳裝可以蓋住的地方為準，

凡是泳裝蓋住的地方都是身體的隱私處。 

1.說明什麼是「隱私」：只有一個人時可以接受的行為、衣著及地點。 

2.教師以身體圖片說明並指出身體的隱私處，包括： 

 (1)嘴唇  (2)胸部  (3)兩腿內側  (4)陰部  (5)屁股 (6)肛門 

3. 觸摸的權利-(1)沒有我的同意不可以用性的方式的觸摸；(2)不可以用

強迫的方式觸摸。 

4.以彩色筆讓同學在人體圖中塗上並說出身體圖片隱私的部位。 

5.教師歸納好的接觸行為，便是不能碰觸到他人的隱私處。 

  6.演練什麼是好的身體接觸：以遊戲方式讓同學在圖片中選擇不同關係時

的正當接觸之方式與情境，如：握手、微笑、保持一隻手距離、點頭等。 

（二）不好的身體接觸：被觸摸後有受傷害的感覺，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傷害

身體。 

  1.認識什麼是不好的身體接觸 

   (1)呈現有關接觸身體隱私部位的圖片 

   (2)討論圖片中人物在做什麼？其涵義為何？ 

   (3)說明圖片中人的行為，如：碰及胸部、屁股或大腿內側的行為，便是

侵犯他人隱私的行為，會令人感到不舒服的。 

  2.教師歸納不好的身體接觸，就是踫觸個人的隱私處。 

  3. 討論下列的觸摸方式是屬於那一種的觸摸：好的及不好的觸摸。 

(1)揮手  (2)接吻  (3)握手  (4)擁抱  (5)醫生檢查  (6)打一巴掌  

(7)點頭  (8)強暴  (9)觸摸隱私部位 (10)不接觸 

  

参参参参、、、、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身體的隱私部位、身體隱私權的概念，以及指導學生學重尊

動身體隱私權，建立保護身體隱私權的行為。 

（二）教師總結好的與不好的踫觸方式，希望學生能分辨好與不好的碰觸，

維護自己並尊重別人身體界線。 

（三）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四）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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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二二二二))))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真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人際之間應有的互動方式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    2009.3 月上旬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甲、乙、丙 

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單元目的是讓學生利用觀賞影片的活動，讓學生了解不同的關係及其接觸方式；了解

好/不好的觸摸的感受並在各種實際例子的討論中，讓學生了解如何依不同關係決定不

同的接觸方式，以培養學生正確判斷人我之間的身體界限。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各種人物圖卡 

  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1 能辨別親戚及最要好朋友之關係及接觸程度 

1-2 能辨別什麼是熟人，與熟人之關係及接觸程度 

1-3 能辨別什麼是協助者，與協助者關係及接觸程度 

1. 能辨別人際關係 

 

1-4 能辨別什麼是陌生人，與陌生人關係及接觸程度 

2-1 能辨別什麼是好的踫觸 

2-2 能辨別不同關係可以接受的身體碰觸 
 

2、能辨別「好」與「不好」的身體接觸 
2-3 能辨別不好的踫觸經驗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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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認識身體的隱私處」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人際關係圖-親人、熟人、協助者與陌生人 

1.老師向全班解釋：「今天我們要學習不同種類的關係，是和你自己、你的

家庭和朋友的關係，其中有四種關係-親人、熟人、協助者和陌生人。」 

  2.在人際關係圖中的「綠色」-親戚：阿姨、叔叔、舅舅、姑姑、最好的朋

友。播放影片 cycle-「綠色」部份。 

    「綠色」代表和你的關係很近，我們有感情無愛情、可談個人的訊息及

現在情形、可得大部份的信任。和他們的接觸有握手和擁抱。 

3.在人際關係圖中的「黃色」-(1)  熟人-老師、工作伙伴、雜貨店員；(2)  

鄰居、爸媽的好朋友。播放影片 cycle-「黃色」部份。 

「黃色」代表認識但少接觸的人，他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知道他的名字

的人，我和他們並不是很親近，但我喜歡他們，他們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我們的關係只打招呼、非個人性質的淺談及有限的信任；和他們的接觸

有禮貌性握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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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人際關係圖中的「紅色」-(1)  社區協助者-水電工、郵差、管 

  理員；(2)  健康協助者-醫師、護士。播放影片 cycle-「紅色」部份。 

「紅色」代表大部份是付費的幫助你，他們為了幫助你有可能會接觸你

的身體，如協助你吃飯、上廁所及醫師幫病人看病等。也就是照顧及幫

助我的人，幫助我是他部份的工作，是有付費的工作。我們的關係只有

工作上接觸、工作上的談話及工作上的信任；和他們的接觸微笑、點頭、

揮手及禮貌性握手。 

  5. 在人際關係圖中的「白色」-完全的陌生人：路上遇到的人、一齊搭車

的人。播放影片 cycle-「白色」部份。 

     「白色」代表就是我不認識的人，我們互相沒有見過面，也互相不知道

名字，他們可能生活在我週圍，但和我並不親近。我們的關係是不接觸、

不談話也不信任，也完全沒有接觸。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不同關係所用的顏色及接觸方式。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三）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認識身體的隱私處」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好的身體接觸：觸摸後感到很好且有幫助，它是沒有秘密的、也是沒

有傷害的。 

  1.呈現圖片說明好的身體接觸的方式及情境： 

   (1)呈現有關身體接觸的圖片。 

   (2)討論圖片中的人物在做什麼？其涵義為何？ 

   (3)說明圖片中的行為，如：微笑、點頭、揮手、握手、手牽手及擁抱等

行為，是生活中的禮儀且為大家所接受的互動方式。 

  2.教師歸納好的接觸行為，便是不能碰觸到他人的隱私處。 

  3.演練什麼是好的身體接觸：以遊戲方式讓同學在圖片中選擇不同關係時

的正當接觸之方式與情境，如：握手、微笑、保持一隻手距離、點頭等。 

（二）不好的身體接觸：被觸摸後有受傷害的感覺，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傷害

身體。 

  1.認識什麼是不好的身體接觸 

   (1)呈現有關接觸身體隱私部位的圖片 

   (2)討論圖片中人物在做什麼？其涵義為何？ 

   (3)說明圖片中人的行為，如：碰及胸部、屁股或大腿內側的行為，便是

侵犯他人隱私的行為，會令人感到不舒服的。 

  2.教師歸納不好的身體接觸，就是踫觸個人的隱私處。 

3. 討論下列的觸摸方式是屬於那一種的觸摸：好的及不好的觸摸。 

(1)揮手  (2)接吻  (3)握手  (4)擁抱  (5)醫生檢查  (6)打一巴掌  

(7)點頭  (8)強暴  (9)觸摸隱私部位 (10)不接觸 

  4. 關係和觸摸：拿出關係之作業單，學生寫下不同的關係適合的觸摸方

式，和學生一同討論完成作業單。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說明身體的隱私部位、身體隱私權的概念，以及指導學生學重尊

動身體隱私權，建立保護身體隱私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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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複習不同關係所用的顏色及接觸方式。 

（三）教師總結好的與不好的踫觸方式，希望學生能分辨好與不好的碰觸，

維護自己並尊重別人身體界線。 

（四）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五）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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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三三三三))))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真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    2009.3 月 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    甲、乙、丙 

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單元旨在介紹性騷擾的概念和性騷擾的原因，讓學生思考生活中可能發生性騷擾時

間、人物、地點，以提高警覺防範性騷擾，並且能在發生性騷擾時，學會勇於拒絕性

騷擾的技巧。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報導案例、投影片 

  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能認識性騷擾 1-1 能辨別性騷擾 

2. 能認識性侵害 2-1 能辨別性侵害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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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 複習身體的隱私處 

  1.教師問學生自己身體的哪個部位不能讓別人撫摸？ 

  2.教師利用投影片說明人體的胸部、生殖器官、屁股都是個人的隱私處，別人

（包括自己的親人或熟悉的人）都沒有權利去撫摸它。 

（二）性騷擾 

  1.教師詢問學生有沒有聽過「性騷擾」這個名詞？ 

  2.教師詢問學生什麼叫做「性騷擾」？ 

  3.教師用投影片說明所謂「性騷擾」包括： 

  (1)非自願+性或性別有關+覺得不舒服、害怕+不喜歡或影響正常生活 

  (2)非自願+性或性別有關+威脅恐嚇或利益交換 

（三）補充說明 

1.哪一種人會被性騷擾？  

 (答)每一種人都可能被性騷擾，最常見的被騷擾者有女童、婦女，有時男童或

男性成人也會被性騷擾。 

2.誰會對別人性騷擾？ 

 (答)在社會上個各階層，不論其外表斯文或粗暴的各種人可能對別人性騷擾，

最常見的有陌生人（50%）→鄰居→同事→朋友→同學→親人→親人的朋友

→師長。 

三三三三、、、、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教師複習「性騷擾」的意義。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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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一一一))))複習身體的隱私處    

  1.教師問學生自己身體的哪個部位不能讓別人撫摸？ 

  2.教師利用投影片說明人體的胸部、生殖器官、屁股都是個人的隱私處，別人

（包括自己的親人或熟悉的人）都沒有權利去撫摸它。 

（二）性侵害 

  1.教師詢問學生有沒有聽過「性侵害」這個名詞？ 

  2.教師詢問學生什麼叫做「性侵害」？ 

  3.教師用投影片說明所謂「性侵害」包括： 

  (1)非自願+性侵入行為 

（三）再次複習重要觀念 

1.哪一種人會被性騷擾？  

 (答)每一種人都可能被性騷擾，最常見的被騷擾者有女童、婦女，有時男童或

男性成人也會被性騷擾。 

2.誰會對別人性騷擾？ 

 (答)在社會上個各階層，不論其外表斯文或粗暴的各種人可能對別人性騷擾，

最常見的有陌生人（50%）→鄰居→同事→朋友→同學→親人→親人的朋友

→師長。 

三三三三、、、、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教師複習「性侵害」。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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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四四四四））））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眞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遇到性騷擾(侵害)該怎麼辦？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    2009.4 月 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    甲、乙、丙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單元旨在介紹性騷擾的概念和性騷擾的原因，讓學生思考生活中可能發生性騷擾時

間、人物、地點，以提高警覺防範性騷擾，並且能在發生性騷擾時，學會勇於拒絕性

騷擾的技巧。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報導案例、投影片 

  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1 能正確排列或說出處理性騷擾的步驟。 

1-2 能正確表達生氣的方式。 
1.能說出處理性侵害(騷擾)的方式。 

 
1-3 能正確請求協助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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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複習性騷擾 

  1.詢問學生有沒有聽過「性騷擾」這個名詞？ 

  2.詢問學生什麼叫做「性騷擾」？ 

  3.用投影片複習所謂「性騷擾」包括： 

  (1)非自願+性或性別有關+覺得不舒服、害怕+不喜歡或影響正常生活 

  (2)非自願+性或性別有關+威脅恐嚇或利益交換 

    

(二)認識性騷擾的處理技巧 

1.「生氣」的用意，如何表達。 

2.「離開」的用意。 

3.「請別人幫忙」的用意 

三三三三、、、、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教師複習性騷擾的處理技巧。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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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複習性騷擾 

  1.詢問學生有沒有聽過「性侵害」這個名詞？ 

  2.詢問學生什麼叫做「性侵害」？ 

  3.用投影片複習所謂「性侵害」包括： 

  (1)非自願+性侵入行為 

      

(二)認識性騷擾的處理技巧 

1.「生氣」的用意，如何表達。 

2.「離開」的用意。 

3.「請別人幫忙」的用意 

三三三三、、、、總結活動總結活動總結活動總結活動    

（一）教師複習性侵害的處理技巧。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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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五五五五））））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眞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危險環境、人物、時間的判斷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教教教學日期學日期學日期學日期    2009.4 月 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    甲、乙、丙 

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單元目的是讓學生演練在各種不同危險的情境中，學習如何因應的方式，加強危機

意識的觀念，提昇學生臨場應變能力，使能在危險情境中學會保護自己的方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投影片 

  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1 能辨別危險的地點 

1-2 能辨別危險的人物 
1、能了解危險的情境 

 
1-3 能辨別危險的時間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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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危險的地點 

1.老師問學生在學校裡，哪些地點是危險的地點？ 

(1)偏僻的廁所 (2)無人使用的空教室  (3)空蕩蕩的辦公室 

(4)學校靠近馬路邊的空曠地方  (5)學校周圍的空曠地。 

 ○1 不要獨自到以上這些地方玩 

 ○2 要有老師帶隊才能去這些地方 

 ○3 在這些地方遇到陌生人要趕快離開，跑回教室 

 ○4 在這些地方遇到陌生人要抓我時，大聲叫「失火了」，引人注意。 

2. 老師問學生在家裡附近，哪些地點是危險的地點？ 

(1)公園及公共廁所 (2)無人使用的空房子  (3)較少人到的社區活動中心  

(4)經常有不認識的人士出入地方  (5)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我們生活週遭危險的地點包含學校及社區。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三）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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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複習危險的地點 

1.老師問學生在學校裡，哪些地點是危險的地點？ 

(1)偏僻的廁所 (2)無人使用的空教室  (3)空蕩蕩的辦公室 

(4)學校靠近馬路邊的空曠地方  (5)學校周圍的空曠地。 

  

2. 老師問學生在家裡附近，哪些地點是危險的地點？ 

(1)公園及公共廁所 (2)無人使用的空房子  (3)較少人到的社區活動中心  

(4)經常有不認識的人士出入地方  (5)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   

。 

。 

（二）危險的人物 

  1.壞人無法從外表分辨的。 

  2.當獨自一個人、身處偏僻場所、夜間行動時，就容易碰到壞人。 

    

 (三) 危險的時間：晚上、休息、獨處。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我們生活週遭危險的地點、人物及情境。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三）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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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六六六六））））    

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教學領域    自我保護 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    者者者者    洪玉眞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如何避免危險的情境的發生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教學日期    2009.4 月 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教學成員    甲、乙、丙 

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單元目的是讓學生演練在各種不同危險的情境中，學習如何因應的方式，加強危機

意識的觀念，提昇學生臨場應變能力，使能在危險情境中學會保護自己的方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投影片、照片圖卡 

  評量方法 問答 、指認圖片 

評量標準 每位同學達 80%正確率 

單 元 目 標 行 為 目 標 

1、能了解如何避免危險的情境 
1-1 能說出如何避免危險的情境 

1-2 能說出遇到危險的情境時的處理方式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源    

 

 

 

 

 

 

1-1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複習危險的地點 

1. 老師問學生在家裡附近，哪些地點是危險的地點？ 

(1)公園及公共廁所 (2)無人使用的空房子  (3)較少人到的社區活動中心  

(4)經常有不認識的人士出入地方  (5)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   

2.如何避免危險的發生： 

 ○1 找熟識的大人或家人陪同一齊去 

 ○2 要和家人走在一齊，以免走失 

 ○3 萬一走失，找最近的商店或警察局求救 

3.有陌生人一齊搭電梯時 

 ○1 有陌生人進入時，馬上離開電梯。 

 ○2 站在靠近緊急鈴旁，有事情馬上按緊急鈴。 

4. 老師問學生獨自在家裡，哪些情況是危險的？ 

(1)大人不在家，只有自己一個人時： 

○1 鑰匙不可掛在脖子上，要放在口袋裡。 

 ○2 進家門前先確定旁邊沒有閒雜人 

○3 假裝家裡有人，大聲說「我回來了」 

 5.有人一直按門鈴，說有急信或宅配時  

 ○1 從對講機看外面情況 

 ○2 把門的鏈子鏈上，稍開門鏠，請對方從門鏠拿東西給我 

 ○3 若害怕時，在別人按門鈴時，不回應也沒關係。 

6.獨自在家，有陌生人突然闖進來時   

 ○1 跑到外面，大聲呼叫，再請人幫忙 

 ○2 呼叫時，要說「失火了」，才能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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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在沒辦法逃出去時，跑到有電話並可以反鎖的房間，打電話求救。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我們生活週遭危險的地點、人物及情境。請同學回答對危險的情

境如何應變。 

（二）表揚上課表現良好學生 

（三）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準備活動    

（一）建立常規及增強方式 

（二）複習前一單元教學內容 

（三）教師準備相關圖卡與活動單。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一）複習危險的人物 

  1.女孩子可能比男孩子更危險 

   (1)長得非常漂亮、說話親切的女生可能要注意，我們對女孩子戒心較小 

   (2)不能因陌生人長相親切或老實，就相信他。 

2.當有人說「我送你一個漂亮的禮物」或「我不認識這附近的路，可不可以告

訴我怎麼走」時 

   (1)跟他說「我不要」，千萬不可以跟這些人走。 

   (2)跟他說「我不知道」，馬上離開那裡。 

   (3)跟他說了這些話他還是纏著你時，讓附近的大人聽到你大聲說「不要」的

聲音，或說「過了那個轉角就是警察局，請你去問警察先生」，說完馬上離

開那裡。 

  2.汽車裡有人向我招手，並說「我送你回家」時 

   (1)不可靠近這些車子，並大聲說「我不要」 

   (2)跟他說了這些話他還是纏著你時，要說「失火了」，才能引人注意 

  3. 走路時有個姐姐拿著照相機靠近我，並跟我說「妳長得好漂亮，很適合上

電視當明星耶！」還說要給後零用錢，要我跟她去攝影棚試鏡，該怎麼辦？ 

   (1)跟他說「我不要當明星」，並拒絕他們的要求，千萬不可以跟這些人走。 

   (2)不可以讓他們拍下任何照片。 

（二）危險的情境 

  1. 坐公車或校車時，如果有人一直騷擾我，被到踫觸胸部、腿部時怎麼辦？ 

   (1)如果太害怕說不出話，可以大聲哭出來，讓別人知道。 

   (2)勇敢對他大聲說「先生，請不要再煩我了！」，引起別人注意。 

   (3)起身用手撥開，用手攻擊其臉部並迅速離開。 

  2.附近玩具店老板一直說我很漂亮，還給我玩具，又抱著我親我的臉，我覺得

很不舒服，該怎麼辦？ 

   (1)直接對他說「老板，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2)如果說過了還是沒用，要馬上告訴父母，不要再去那家店。 

  3.有同學上課時，一直想要摸我的身體或屁股時，怎麼辦？ 

   (1)馬上向老師說。 

(2)大聲向他說「請你不要踫我！」引起老師及同學注意。 

(3)用手反身攻擊其胸部並迅速離開，或用書包、手或皮包攻擊，或大聲質問

或要求老師協助。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一）教師複習我們生活週遭危險的地點、人物及情境。請同學回答對危險的情

境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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