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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 

知覺動作能力影響之個案研究 

 
 

摘  要 

   智能障礙學童經常出現動作遲鈍、不協調及平衡差等知覺動作能力的障礙。知

覺動作能力包括視知覺動作能力、聽知覺動作能力、運動知覺能力三種動作能力，

深深影響學童整體動作發展，新興的身心學領域，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實

際教學中，並提出可以針對特殊學童做不同需要之身心探索的動作安排。本研究

目的在探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改善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之情形，研

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以高雄縣某國小四位輕度智能障礙學童為研究對象，設

計十二週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以呼吸探索、動作探索、身體對話為主軸，蒐集學

童課後回饋單、教學省思日誌、觀察員記錄表資料，並以簡明知覺動作測驗為前

後測工具，將蒐集的資料經過三角檢定提高信效度，摘錄重要敘述句作為探討依

據。研究結果發現：（一）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空

間關係有正面影響。（二）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的節

奏有正面影響。（三）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運動知覺能力的觸覺、平

衡感有正面影響。研究結論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

空間關係、節奏、觸覺、平衡感有正面影響，對時間快慢、聽覺理解、兩側感則

無明顯效果。 

 

 

關鍵詞：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智能障礙、知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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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to Affect Perceptual Moter Ability on th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 

 

Abstract 
Th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usually have perceptual-motor dysfunction, such 

as action dilatoriness, poor coordination and unbalance. Perceptual motor abilities, 
including visual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auditory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and 
kinesthetic perceptual ability, deeply influence the motor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ffection of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on 
the perceptual motor abilities of th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selected fou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four students with mild metal retardation took part in a 12-week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ourse.The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students’ feedback forms, the research’s records and the observers’ feedbacks. The 
results indicated as follows: 
1.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ourse could help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improve 

space relationship of visual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2.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ourse could help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improve 

temporal of auditory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3.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ourse could help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improve 

tactual perception and balance of auditory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ourse could help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improve the space relationship, temporal, tactual perception, 
and balance of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mental retardation,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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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隨著特殊教育及人權的推廣，身心障礙者的受教權日益受到重視，許多身心

障礙者得以接受妥善的教育安置。身心障礙者的課程多強調認知與生活技能的學

習，並沒有提供適當的課程體察身體、動作與環境的關係，更無法透過實際的操

作而改變對身體的認知與使用。本研究乃將身心學的理念與實際操作建構於智能

障礙學童課程中，透過動作教育的型態教導學童對身體及動作的學習，並藉由身

心動作教育課程的實施，使學童從活動中獲得不同的動作經驗，將其運用在實際

生活中。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闡述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第二節說明研究目的與

待答問題；第三節做名詞操作性定義解釋；第四節說明研究之限制與範圍；第五

節強調研究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依據教育部通報系統統計，94 學年度國小身心障礙學生約佔國小學童 5%（教

育部統計摘要，2006），智能障礙學生佔所有身心障礙學生 34%（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2005），是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各類別中學生人數最多者。智能障礙學童由

於發生原因不同，使其智力發育遲滯，造成生活能力與人際關係發生困難，影響

個體的適應；加上身體機能障礙與末稍神經的發達狀態發展不均衡，缺乏對活動

的經驗，因此在身體活動中，顯現出動作的遲鈍與不協調（李碧姿，2004）。特別

是幼兒時期，運動經驗較少，又受到過度保護，導致自我活動經驗不足，肌肉軟

弱無力，且發育時期又無法得到身體上較大的刺激，因此在協調性統合動作或平

衡機能動作、肌耐力、速度、爆發力等機能性動作與普通正常兒童比較，有相當

程度的差異（朱敏進，1986；李碧姿，2004）；也因較差的身體平衡和動作型式增

加能量的消耗，造成工作效能、休閒活動和生活品質降低，因此普遍在動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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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較正常兒童遲緩二至四年（周台傑，1999；許天威，1883；Bruininks, 1977；

Gallahue, 1989）。 

一般而言，兒童發展必須透過感覺動作發展、知覺動作發展，再形成認知的

概念，如此循序漸進的進行，於每個階段獲得發展之成熟能力（林貴美，1994），

因此，兒童在動作感官發展上有缺陷，將影響語文、推理、認知等方面的學習成

就（吳純純，1993；黃冠博，1998）。動作學習有賴於個體神經系統、骨骼與關節、

肌肉等方面正常的發展，個體依照成熟的發展順序加上學習，個體的動作和感官

便可以順利發展，並構成以後良好的適應條件，所以動作學習為概念學習的基礎

（許天威，1986；Kephart, 1971）。知覺動作會促使個體將刺激、接受、傳遞、組

織、統整，以瞭解感覺訊息的意義，終而形成一個適當的反應或行為，在各種環

境裡，這些反映對個體的行動或動和學習運動是非常重要的（洪清一，1998）。

國內外皆有文獻指出知覺動作能力會影響學習能力（許義雄，1997；劉鴻香，1972；

蕭忠儀，2006；Kephart, 1960），例如書寫技能：手眼協調、印刷體的描摩、書寫

體的連接、握筆、基線的定位、空間技能、手及手指的肌力發展等技能，這些和

知覺動作能力和學習有高度的相關（Rimmer, 1994）。換言之，有效的學習有賴於

知覺動作發展，且知覺動作發展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體在學業和體能或動作上

之表現。 

一般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多能依照發展順序，但身心障礙學童知覺動作

能力的發展卻常出現障礙。其認知學習與感覺動作的發展關係密切，因此身心障

礙學童的早期療癒除了心理治療外，主要還針對身心障礙兒童知覺動作發展做引

導並對受損之神經、肌肉作訓練使其強壯，盡可能發揮原有的功能（林貴美，

2002）。常見改善障礙兒童動作的方式為感覺統合治療（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或知覺動作訓練（perceptual-motor training），感覺統合治療的重點並非直接教導

兒童特殊的技巧，而是在於透過事先設計的活動，鼓勵兒童的主動參與，並進一

步產生適應性行為（Rosenzweig, et al., 1972），但近期研究指出感覺統合雖具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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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上的效果，卻不顯著（Vargas & Camilli, 1998），尤其在特殊教育的領域中，關

於感覺統合的效益存在著許多爭議（汪宜霈、王志中、蔡獻裕，2003），可能因

感覺統合所強調的神經生理基礎較強調兒童的缺陷，有悖於近代的教育理論強調

在整合性的環境中，針對兒童的個別需要去調整教學及介入的方式（Humphries, et 

al., 1992）。使用知覺動作訓練較強調提供兒童大量的感覺動作經驗，並且希望藉

由這些經驗的導入去增強兒童的動作能力，但知覺動作介入較強調矯治兒童的動

作技巧，而與日常生活的功能及運動是否有直接的關聯則缺乏充分的證據（汪宜

霈等，2003）。可見這兩種知覺動作能力改善方式存在許多爭議，而知覺動作能

力對學童的發展又極為重要，因此如何提供一套改善方法顯得格外重要。 

    除了感覺統合治療與知覺動作訓練能改善障礙學童動作能力外，在學校中為

學童設計動作教育課程是可行的策略。Malschaert（1999）指出動作教育對於情緒

障礙、社會心理問題、發展遲緩、學習問題和多重障礙兒童團體具有成效。動作

教育強調感覺─運動技能、身體意識及各種心理技能的增進，可使兒童知道自己的

身體，學會使用身體，發展意志或認知技能，並且富有創意地表達自己（陳英三、

林風南、吳新華編譯，1988）。新興的身心學領域中，發展一套結合身心學精神、

身心教育理念及動作教育模式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已廣泛的應用於不同對象。有些學者將身心學概念融入國中小課程裡，

透過課程提升學生身體知覺動作的覺察能力，並且臨床醫學中，將身心學概念應

用於特殊需求學生，對注意力缺陷和學習障礙者得到正面影響（Daniel & Deidra, 

2002）。國內在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研究除了應用在一般專項運動技術學習輔助

外，也有研究者陸續將身心動作教育的概念應用在實際教學中，劉美珠（2003）

指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可以針對特殊孩童的適應體育課程做不同需要之身心探索

的活動安排，有助於身心障礙者走出限制，參與適當的活動。因此，本研究期望

透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提供智能障礙學童身體活動及身體探索的機會，並藉此

課程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使其動作能力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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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身心學的理論基礎，經由動作教育的方式，以智能障礙學童為研究對象，

透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實施，增加學童對身體的認識並提升知覺動作能力。具

體目的為：探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提出待答問題： 

一、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否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的視知覺動作能力？ 

二、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否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的聽知覺動作能力？ 

三、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否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的運動知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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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curriculum）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以身心學（Somatics）概念為基礎，結合動作教育原則，

以開發身體覺察能力之一系列教育課程（劉美珠、林大豐，2001）。 

本研究所指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指設計十二週，共二十四節課之身心動作

教育課程，課程設計以身心學理念為基礎，透過動作教育方式，從呼吸探索、動

作探索及身體對話三個主軸構思而成，藉由活動提升智能障礙學童對身體的了解

並改善知覺動作能力。 

 

二、智能障礙學童（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 

    依據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2003），智能障

礙是指個人智能發展較同年齡者明顯遲緩，且學習及生活適應能力表現有嚴重困

難者，鑑定標準如下：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力測驗結果未達平均數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自我照顧、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學科學習等表現上較同年齡

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本研究所指智能障礙學童是經高雄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輕度智能障礙者，安置於高雄縣某國小資源班之智能

障礙學童。 

 

三、知覺動作能力（perceptual motor ability） 

    知覺動作能力是知覺─動作的能力、訊息處理的能力，是個體隨著經驗累積而

持續發展的能力，是個體透過感覺系統接收訊息，給予分析、解釋、組織及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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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表現出適當動作反應的能力（周台傑，1999）。知覺動作能力包含視知覺動作

能力（visual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聽知覺動作能力（auditory perceptual motor 

ability）及運動知覺能力（kinesthetic perceptual ability）。 

    本研究採用周台傑（1999）修訂之簡明知覺─動作測驗為測驗工具，以檢測

智能障礙學童的知覺動作能力，研究所指的知覺動作能力是指學童在簡明知覺動

作測驗中各分項所測驗的能力及得分，得分越高代表知覺動作能力越不佳，得分

越低代表知覺動作能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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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課程實施期間以九十五學年度就讀高雄縣某國小資源班七位學童為參與

者，其中三位學習障礙學童扮演協助者角色，四位智能障礙學童為本研究

主要研究對象。 

  （二）實施時間為九十五年度第二學期第二週至第十四週，每週一、三早上各

進行一節課，一節課四十分鐘，共十二週二十四節課的教學活動。 

  （二）實施課程的編排，以研究者在研究所修習身心學相關課程及相關身心動

作教育研習所獲得身心動作教育理念為課程設計依據，並將劉美珠教授提

供之教學活動、教具及建議，輔以研究者對特殊教育學童的認知，針對改

善動作能力的探索與操作課程為主。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對象僅以高雄縣某國小智能障礙學童為對象，故研究結果不宜廣

泛推論到其他障礙學童或其他群體。 

  （二）研究對象來不自不同班級，每星期仍於班級中接受兩節體育課，因此無

法完全掌控學童的動作學習。 

  （三）活動場域為資源班的活動教室，大理石地板鋪設瑜珈墊及巧拼，未鋪設

木質地板，較不利地板活動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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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身心學是一門新興的領域，國內研究處於起步階段，雖有教學者將身心動作

教育課程應用於一般教學中，但尚無研究者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特殊學童

的教學上。因此編擬一套適合智能障礙學童課程，盼能改善學童知覺動作能力、

增加對身體的認識及對環境的覺察，重要性說明如下。 

 

一、學術研究的價值 

    身心學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研究領域，強調由第一人稱「我」的觀點看待自

己的身心，以不同的角度關心學童的身體教育，並相信身體有很多的可能性；目

前將身心動作教育應用在國小教學上的研究陸續增加，包括吳美慧（2006）學童

身體覺察能力與體操動作技能學習效果、林季福（2004）改善學童脊柱側彎研究、

陳怡真（2004）應用在體育教學的可行性、張玉珮（2006）改善學童情緒行為的

小團體輔導、蔡琇琪（2004）提升學童放鬆、靜定的效果、鄭國雄（2006）學童

身體自我概念的影響等，教學效果深具意義且課程設計受學童喜愛，但這些研究

只是在一般班級中進行，尚未有研究者將課程應用在特殊學童教學上；然而身心

障礙學生的教學設計強調以個別化及過程導向的方式進行，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之理念符合，故本研究嘗試將身心動作教育延伸至智能障礙學童的教學中，期盼

以生動的活動設計提供學童不同的刺激與學習機會，有進行研究之價值。 

 

二、提供多元教學課程參考 

    特殊教育課程中，身體活動課程安排較少，多數是與治療師合作為學童進行

感覺統合訓練或知覺動作訓練的設計，鮮少教導學童透過身體活動經驗瞭解身

體、認識身體與探索身心，讓學童對身體更加熟稔及更有信心。但在講求身心健

康及平衡的教學課程中，研究者認為設計一套符合學童特性，增加學童對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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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與探索，使學童有更多的學習機會，應是每一位教師該有的體認；此外，教

師在瞭解學童的身心特質下，能成為課程設計、實施的主要引導者，藉由每一次

課程的互動，帶給學生正確的身體使用觀念、引導學生探索身體動作，教師所扮

演的角色不再只是被動的動作協助者。研究開發課程是永無止境的課題，教師主

動地為學童編擬合適之課程更是教師和學童們最珍貴的學習與成長，故以智能障

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改善為理念編排課程活動，期盼帶給教師不同的教學思

維，同時也期待教師能成為學童經驗身體動作的主動引導者。 

 

三、引導學童對身體的認識 

    林大豐（2001）認為人體的動作有其深層意義，透過身體動作實際操作的體

認，回到身體為原點，體會和反省自我的動作經驗、內在的感受與需要，能夠開

發身體覺察，重新體知身體的使用方式，做自己的主人。透過身心學的研究及教

育的推行，提供人們不同的觀點，改變對自我身體的態度，幫助人們開發身體的、

情緒的、環境的覺知，以提升自我控制的能力（林大豐，2003）。身心學雖為新領

域，應用層面卻是廣泛的，尤其在對待身體之態度、動作的探索與開發有待深入

探究。故智能障礙學童在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雖較為遲緩，但身體的可教育性與

可開發性卻是我們無法評估、忽視的，透過身心動作教育課引導學生探索身體部

位、經驗身體動作，以提升身體部位的有效使用而改善動作能力、覺察力，使其

擁有身心健康的生活，是教育者樂於所見的成果，也是教育者努力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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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進行文獻探討：第一節為智能障礙學童動作特質相關文獻探

討；第二節為知覺動作障礙對智能障礙者的影響；第三節是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

用與研究相關文獻探討。透過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探究，更清楚說明研究目的及重

要性。 

 

第一節  智能障礙學童動作特質 

    本節針對美國及台灣對智能障礙者之定義與分類、智能障礙者動作特質做一

探討與說明。 

 

一、智能障礙之定義及分類 

  （一）美國對智能障礙之界定與分類 

       智能障礙是指智能發展遲緩，根據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簡稱AAMR）1992年修訂之定義認為，智能障礙是指現

在的能力水準有實質上的限制，鑑定基準為： 

    1.智能顯著低於同年齡者的平均數以下兩個標準差，意指個人的智商低於比西

量表的 68 分以下或是魏氏智力測驗 70 分以下。  

    2.個體發展其從出生到 18 歲成熟的期間。  

    3.適應行為方面的缺損，指個人對自己或社會環境的適應行為有缺損，通常表

現在日常生活自理行為，感覺技能與溝通能力這三方面。  

  （二）台灣對智能障礙之界定與分類 

       教育部2003年頒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指出，

智能障礙是指個人智能發展較同年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力與

表現上有嚴重困難者，其鑑定基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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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力測驗結果未達平均數負二個標準差； 

    2.學生在自我照顧、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學科學習等表現上較同年齡者有

顯著之困難者。 

      就智能障礙的分類， 2006 年政院衛生署將智能障礙定義為，成長過程裡心

智的發展停滯或不完全發展，導致認知、能力和社會適應有關之智能技巧的障

礙；分為四級，分別為極重度、重度、中度、輕度（行政院衛生署，2006）。 

    1.極重度：智商未達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個標準差，或成年後心理年齡

未滿三歲，無自我照顧能力，亦無自謀生活能力，須賴人長期養護的極重

度智能不足者。 

    2.重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年後心理年齡在三歲以上至未滿六歲之間，無法獨立自我照顧，

亦無自謀生活能力，須賴人長期養護的重度智能不足者。 

    3.中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含） 之

間，或成年後心理年齡介於六歲以至未滿九歲之間，於他人監護指導下 

 僅可部份自理簡單生活，於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但無獨立 

 自謀生活能力的中度智能不足者。 

    4.輕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年後心理年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在特殊教育下可部份

獨立自理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的輕度智能不足者。 

     造成智能障礙的原因很多，至今仍有許多不明原因，可能是生物或醫學因

素、文化家族因素及心理因素等，因為兒童的遺傳、生理與社會心理的環境，在

許多方面是交互影響的，因此要將某一個因素單獨區分出來並不容易（何華國，

1999）。不管導致智能障礙原因為何，由上述分類方式可知，台灣在區分智能障

礙者多採取智力測驗所得之結果為主要依據，因此各縣市鑑輔會在鑑定安置特殊

學童時，也以智力測驗結果為主判斷是否可能為智能障礙學童的要項。本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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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是經由高雄縣鑑輔會鑑定為輕度智能障礙者，智力測驗結果均在兩個標

準差至三個標準差之間，適應能力行為也較同年齡學童差。 

 

二、智能障礙者動作特質 

    智能障礙雖然以智力的障礙為主要特徵，但運動神經支配下的感覺動作能力

遲鈍，顯然受到中樞神經的支配，在幼兒與少年期的發育有遲滯的現象，尤其在

跑、跳、投擲、瞬發力、敏捷性及手指的握力等的機能性運動顯現出極為遲鈍（朱

敏進，1986；李碧姿，2004；林素華，2004）。何華國（1999）指出智能障礙兒

童的動作發展方面，最差的可能是視動控制、平衡、上肢協調、速度與靈巧；而

動作技能的缺陷與他們缺少發展的機會也有關係（Meyen, 1974）。不同程度之智

能障礙者，不僅在教育及照顧上有不同的需要，其體能訓練的成效也大不相同，

輕度與中度智能障礙者健康體適能表現優於重度與極重度智能障礙者（Fernhall, et 

al., 1988）；同樣的，輕度與中度智能障礙者健康體適能訓練成效也較重度與極重

度智能障礙者的訓練成效顯著（Chanias, 1998; Fernhall, 2002; Pitetti, 1993）。因長

期在缺乏外界刺激與學習經驗的環境中生長，各項能力發展與正常兒童差距越來

越大（Levinson, 1991; Sherrill, 1986）。 

    蕭松林（1993）指出智能障礙在運動能力方面，例如身體縱、橫的敏捷性、

跑的能力、瞬間發動力、平衡性或手指靈巧性等均有落後現象，其中以身體橫向

敏捷性落差特別顯著。敏捷性（agility）可以定義為身體或身體某部位迅速移動，

並快速改變方向的能力。敏捷性能力和肌力、反應時間、速度、爆發力以及協調

性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甚至可以說是基本運動能力的綜合表現。而協調性

（coordination）是指身體統合神經、肌肉系統以產生正確、和諧優雅的活動能力，

與身體從事運動與運動技巧的體能，更是完成各項體能要素的基礎，與力量、速

度、耐力、平衡等發展有關，但協調能力受遺傳的影響很大。雖然說協調性受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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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影響很大，但如果經過後天的努力，仍然是可以獲得改善。 

    曹淑珊（1996）研究雲林縣國小啟智班學生常見知覺動作問題，以自編之「知

覺動作能力檢核表」對雲林縣國小啟智班較有知覺動作問題的學生進行檢核，發

現國小啟智班學生感官知覺領域的表現最差，精細動作領域之表現次之，粗大動

作領域之表現最好。知動能力方面，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但在年齡、障礙類別、

及智能障礙程度上則呈現顯著不同。與同儕相比較時，受檢核學生中有將近或超

過三分之一的人身體狀況較差、上課專注程度較低、生活自理能力較不佳、學習

成就較低落、同儕接納度較不好、自尊心與自信心較差、問題行為較多。 

    劉怡君（2003）以27位國中小智障學童為對象進行動作技能教學評估系統的

研發，發現智能障礙學童在體適能部份表現極差，除了身體質量指數外，肌耐力、

肌力、柔軟度及心肺功能部份，大都在百分等級20 以下，其中柔軟度相對之下表

現較好；在基本動作技能分量表部份，各分量表達成率都超過50%，但皆未達到

70%，以達成率高低而言，依次為精細動作、移動性動作、操縱性動作，最後是穩

定性動作，且以全體平均數而言各分量表皆未達到五歲孩童的動作技能表現水準。 

    由上述文獻可知，智能障礙者的動作發展多落後同年齡孩童，而動作的缺陷

障礙影響身體活動及學習成效，因此如何改善其知覺動作能力以提升身體活動與

學習顯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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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覺動作障礙對智能障礙者的影響 

    本節分為知覺動作歷程、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知覺動作障礙對智能障礙者

的影響、改善智能障礙者知覺動作方式及知覺動作評量工具等五個部份做相關文

獻探討。 

 

一、知覺動作歷程 

    經由生理歷程接受到的經驗稱為感覺，心理歷程接受到的經驗稱為知覺

（perceptual），知覺的產生必須經由感覺，但有感覺卻未必有知覺，因知覺是對感

覺得來的資料給予分析及解釋（陳湘，1999）。知覺是感覺資料的偵測和說明，發

生於大腦，而使個體對於感覺資料賦予意義（Winnick, 1995）。知覺動作（perceptual 

motor）指察覺、感知到刺激、訊息，經過內在的分析、邏輯與決定後，經由身體

呈現出動作反應的過程（洪清一，2001）。知覺和動作都是息息相關的，個體對任

何事物的學習與認知活動，都必須經由適當的感覺、知覺與動作配合進行，才得

以有效的應用相關訊息，做出適當的反應（周台傑，1999）。Hallahan（1982）指

出知覺動作乃是運用視覺、聽覺的訊息和動作，以及對環境的覺察來行動，知覺

動作的過程包括四個步驟，如圖 2-1。  

 

感覺輸入（視覺、聽覺、運動覺、

前庭、觸覺） 

感覺統合（組織、統整、短期和

長期記憶、比較） 

動作或行為輸出 

（運動、書寫） 

回饋（視覺、聽覺、運動覺、前

庭、觸覺） 

 

 

 

 

 

圖 2-1 知覺動作過程圖（Hallaha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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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感覺輸入、感覺統合、動作或行為輸出、回饋，四個步驟中可發現任何學

習或抽象的認知，均源自於具體的肌肉活動（洪清一，2001），任何一個步驟遭破

壞，就可能產生知覺動作的缺陷。智能障礙者可能因難以集中注意力而無法接收

環境中的相關訊息，造成感覺輸入有困難，亦可能因中樞神經功能受損之故，造

成感覺整合的困難，影響感覺輸入時訊息接受的品質；上述因素皆可能對動作輸

出造成影響，又可能因運動知覺方面的缺陷而造成缺少對身體位置或動作的覺

察，無法產生適當的回饋（Winnick, 1995）。因此個體若知覺動作有缺陷，將會對

日常生活產生影響，Henley 等人（1993）指出知覺動作若產生問題，除了影響手

眼協調能力和精細動作技能外，較差的體育表現，也對智能障礙學童的自信心及

學習動作造成影響。綜合上述，知覺動作能力是發展較高階層的概念學習的基礎，

也是學習基本技能時所需具有的先備技能（周台傑，1996；Sherrill, 1993）。不論

智能障礙學童在感覺輸入或感覺統合或動作、行為輸出或回饋那一個步驟產生問

題，其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皆因發展的缺陷受到影響，因此如何引導知覺動作能

力發展使其學習、動作、生活不致受到太大影響，為本研究亟欲達到之目標。 

 

二、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 

    Piaget 提出認知發展論（cognitive-developmental），將個體的認知行為發展分

為四個時期：（一）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period）：出生至兩歲；（二）前

運思期（preoperational period）：兩歲至七歲；（三）具體運思期（period of concrete 

operation）：七歲至十一歲；（四）形式運思期（period of formal operation）：十 一

歲以後。Piaget 認為兒童自出生就與生俱來一些組織化的動作，如抓握、注視、吸

吮等，這些先天具備的能力，稱為基模（schema）；個體在與環境不斷互動的經

驗下，會藉由同化及調適的歷程，促使基模不斷地作用並產生改變，以提升個體

的認知發展階段，適應越來越複雜的生活環境（黃慧真譯，1990）。可見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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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有階段性的，高層次的活動需要低層次的知覺動作能力成熟才得以發展。 

    主要的知覺動作發展可分為視知覺動作發展、聽知覺動作發展和運動知覺發

展（洪清一，1999），分述如下： 

  （一）視知覺動作發展（visual perceptual-moter development） 

       在學業、體育和運動等方面學習上，視知覺動作發展是非常重要的。例如：

書寫、畫圖、閱讀、拼字和計算等課業之學習，均需要知覺能力；同時，視知

覺在體育課上之基本抓、丟、踢、玩遊戲、平衡感、跑步等方面運動能力，亦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適齡（ageappropriate）視知覺動作能力，有賴於視覺敏銳

力（visual acuity），視覺敏銳力會影響看、注視、追視等方面的能力。在最初

的輸入階段，個體必須發展與中樞神經系統歷程有關的視知覺動作發展能力，

這些能力包括視覺形象─背景知覺（visual figure-ground perception）、空間關係

（spatial relationship）、視覺恆常（visual perception constancy）及視動協調

（visual-motor coordination）。  

        Frostig（1997）指出完整的智力發展，最初的發展在於視知覺線索的辨別，

而兒童的智力及學習能力低於一般兒童者，多肇因於視知覺能力發展遲緩；因

此視覺發展的缺陷或不完整會使兒童表現出動作的困難，甚至知覺動作發展遲

緩者可能呈現精細動作的問題，也可能有較差的課業表現（Gallahue, 1993; 

Richards, 1985），若學生有視知覺發展的障礙，還會影響剪、貼、描線、著色、

操作及穿衣、繫鞋帶、扣鈕釦、吃和喝等能力（Winnick, 1995）。Kirk & Gallagher

（1993）將智力歸為學習性向（learing aptitude），視知覺能力歸為特殊學習能

力（specific learing abilities），這兩種能力均為個體在面臨環境刺激時不可或缺

的應變能力，可見視知覺能力的發展在發展及學習過程佔了很重要的地位。 

  （二）聽知覺動作發展（auditory perceptual-moter development）                            

       適齡聽知覺動作能力建立於聽覺敏銳度，會影響兒童聆聽、朗讀、溝通等

活動。接收和傳遞聽覺刺激是聽覺的形象背景知覺（figure-fround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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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方位（sound localization）、聽覺辨別（auditory discrimination）、時間的聽

知覺（ temporal auditory perception ） 和 聽 覺 動 作 協 調 （ auditory-motor 

coordination）等發展之基礎。 

  （三）運動知覺發展（kinesthetic perceptual） 

      運動知覺能力是所有運動能力的基礎，個體要能正確了解身體的姿勢、運

動情形、身體位置及了解動作執行前的反應或動作等，就需發展出適齡的運動

知覺能力，而這種運動和位置的知覺和記憶，即稱為運動知覺。運動知覺能力

包含了身體知覺（body awareness）、兩側感（laterality）、方向感（directionality）

及觸覺知覺（tactual perception）等。 

       Winnick（1995）指出觸摸、感覺、握持、操作等皆可促進學習，透過觸覺

系統可經驗不同感覺以觸知和辨識週遭的事物，而促進對環境的認知。如同所

有知覺一樣，運動知覺是靠著感覺輸入提供給中樞神經系統之後，中樞神經系

統處理知覺動作歷程有關的訊息；運動知覺異常者由於缺乏參與動作經驗之機

會，動作顯得較為遲緩。 

    周台傑（1999）進行知覺動作能力發展之比較研究，結果指出：1.年齡高組者

知覺動作能力發展較年齡低組好；2.北部學童比南部學童優異；3.正常兒童優於學

習障礙兒童，而智能不足者最差；4.性別上無差異；曹淑珊（1996）也指出知覺動

作能力在性別上無差異，但在年齡、障礙類別及智能障礙程度上顯著不同。可見

知覺動作能力與年齡、區域、與障礙類別有顯著的相關存在；因此研究對象將以

同區域、同障礙類別及年齡相近者為參與課程對象。 

     

三、知覺動作障礙對智能障礙者的影響 

    研究顯示障礙兒童的知覺動作能力發展比相同年實足年齡兒童差（周台傑，

1999；許天威，1883；Bruininks, 1977；Gallahue, 1989），知覺動作缺陷對智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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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所造成的影響包括：較差的空間辨位、較差的身體知覺、較差的平衡感、不

成熟的身體形象、協調缺陷等（Kirkenda & Brunk, 1997）。雖然輕度智能障礙者身

體成長發育與一般人相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發展中心，1998），運動

表現卻約落後同儕二至四年，動作表現和智能之相關介於 .10 - .30，其中和智力較

相關的運動主要是與平衡有關的項目及精細的視動協調運動 （Gallahue , 1989；

Pitetti 等人，2001）。吳純純（1995）指出智能障礙者早期的行為問題，有四個方

面的發展較為遲緩，分別是： 

  （一）意識方面的水準，對於感覺刺激不起任何反應，表現出不活潑的現象，

亦即選擇性的反應及有意識的行為能力發展較慢。 

  （二）運動方面，可能出現動作遲緩或過動行為，妨礙感官與運動器官統合的

發展，更甚者連適應感覺刺激所必須之大肌肉運動都不會。 

  （三）由於意識及運動上的障礙，影響其對環境的探索與適應。 

  （四）姿勢的保持及移動能力之發展呈現遲緩之現象，無法保持正確姿勢，使

其對周圍環境之自我形象及知覺關係難以建立。 

    由此可知，智能障礙者在感官知覺及運動方面的發展較為遲緩，以致在學習

情境中造成困難，以下就針對此二方面進行探討。 

（一）感官知覺方面 

       感覺的發展是個體先接受內部而來的刺激乃至於漸能接受外部的刺激，之

後感覺會隨著成長而更充實，同時也促進各種有關的感覺機能逐漸發展，再由

統合的知覺演變到分化的知覺（吳純純，1995）。一般而言，個體可以透過感

覺，學習與外界有關之訊息，並察覺自己和外界的關係，同時，亦可區辨週遭

的人和物。透過感覺，建立一種安全感而能向外界探索，使得個體得以發展出

平衡、控制及協調的能力（曹淑珊，1996）。 

       藉著基本感覺訊息的處理，個體可發展出學習所必須的認知功能，但智能

障礙者多具有對自身和週遭環境缺乏洞察力、對身體各部位位置或動作缺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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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知覺能力及平衡與協調功能較差的特徵（楊文凱，1993），使其認知功能

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吳純純（1995）指出智能障礙者的感官知覺尚未分化，

會產生下列現象： 

1.形象背景知覺關係模糊。 

      2.無法把握物體的型態。 

      3.瞬間對物體大小或差異的比較判斷有困難。 

      4.事物刺激後只會引起末稍性的細部知覺，難以把握型態的完整性。 

       由此可見，智能障礙者的感官知覺未分化，將造成學習上的問題，例如書

寫、拼字及數學計算的困難，這些都會影響學習成效及信心。 

（二）運動方面 

       輕度智能障礙者運動表現約落後同儕二至四年（Gallahue , 1989；Pitetti, et 

al., 2001），最差的可能是視動控制、平衡、上肢協調、速度與靈巧（何華國，

1999）；而動作技能的缺陷與他們缺少發展的機會也有關係（Meyen, 1974）。

此外，智能障礙者在肢體動作上亦具有下列特徵：機能或動作發展上具顯著遲

滯之現象、低肌肉張力、缺乏動作動機與經驗、體適能與心肺功能較差及關節

穩定性差等（楊文凱，1993）。 

       許義雄（1997）指出動作是引起學習的重要媒介，所有的動作與活動皆會

受到知覺動作能力的提升而有所改善。根據臨床工作及理論上皆發現動作能力

的提昇可以促進智障兒童在各方面的學習、身體健康、生活獨立、職業適應的

能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發展中心主編，1998），同時許多研究也顯

示障礙兒童的知覺動作能力可經由訓練獲得改善（周台傑，1999；Hartman,1986; 

Kolstoe, 1976）。因此設計一套教師可於課堂中進行之課程，藉以改善智能障

礙學童的知覺動作能力為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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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智能障礙者知覺動作方式 

    陳榮華（1992）強調「早期診斷，早期預防」的重要性，認為輕度或中度智

能障礙學生，若給予更多學習機會，良好的學習指導及較長的訓練時間，必能改

善其視覺動作發展上的不利點。在改善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發展最常使用

的是知覺動作訓練，曹淑珊（1996）指出知覺動作訓練的課程不外是感官知覺的

刺激與訓練、粗大和精細動作技能的發展與訓練，藉此課程訓練善知覺動作能力

的發展。 

    李芃娟（1987）將 18 位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分成三組，組一接受視覺動作協

調能力教學，且加入增強因素；組二僅施以視覺動作協調能力教學，未加入增強

因素；組三為控制組，不介入任何處理。經過四十節課的教學，結果顯示，中重

度智能障礙學生其視覺動作協調能力的訓練是可能的，而有無增強因素，其視覺

動作能力的增進情形無顯著差異；另接受視覺動作協調能力教學者在若干視覺動

作技能表現較未受教學者為佳。 

    林貴美（2002）指出台灣目前在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學校）生活教育課

程每週 9、10 節，有關知覺動作訓練的課程由教師自行調配，教育對象為智能不

足、動作障礙、感覺障礙等學童，教學內容包括擺位、放鬆、伸展、心肺功能訓

練、平衡訓練、本體覺、粗大動作、精細動作、視動協調、形象背景、手眼協調、

節奏與律動、認識身體、雙側性發展、空間位置與關係等，藉由這些訓練發展學

童身體使用與活動技能、良好的時空概念、應付週遭環境的技巧。但知覺動作訓

練只是一門課程，離開學校後可能中斷訓練，且教學之教師不具治療師之資格與

角色。 

Kelin, Pasch & Frew（1979）認為個體若能有效控制與應用視覺動作能力，將

有助於自信心與自我指導的發展。Biery & Kauffman（1989）利用智能障礙孩童進

行 6 個月的馬術課程，結果發現智能障礙的孩童在平衡能力獲得改善。Bo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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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利用 8 至 13 歲智能障礙孩童進行每週三次，每次三十分鐘，八週的身體

活動訓練，包括創造性舞蹈與動作探索性課程，結果平衡表現明顯的改善，Boswell

（1993）也指出，創造性舞蹈運動能增加智能障礙的平衡能力。  

    綜合上述可知智能障礙學童的知覺動作能力藉由課程的訓練、引導獲得改

善，尤其平衡感可以透過動作探索及身體活動訓練獲得改善。但知覺動作訓練過

程注重動作能力的改善，非對身體的認識、覺察，且進行知覺動作訓練者多為治

療師，教師在教學中仍舊無法扮演治療師的角色；因此本研究透過一套重視身體

探索、經驗、覺察之課程，引導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發展顯得更具教育意義，同

時教師也可以扮演課程的實施者，對教師而言深具價值性，期以此課程設計對改

善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提供另一種教學方式。 

     

五、知覺動作評量工具 

    知覺動作能力的測驗工具包括周台傑 1994 年修訂的「簡明知覺─動作測驗」

（Quick Neurological Screening Test，簡稱 QNST）、周台傑與葉玉玲 1988 年修訂的

「柯韓二氏知覺測驗」（Motor-Free Visual Perception Test）、劉鴻香 1980 年修訂的

「傅若斯蒂視知覺發展測驗」（Frostig Development 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劉鴻

香 1985 年修訂的「視覺動作統整發展測驗」（Development Test of Visual Motor 

Integration）、毛連塭等人翻譯的「普度知覺動作調查表」（Purdue Perceptual Motor 

Survey），詳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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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常見動作測驗 

 測驗內容 作者 適用年齡  評量向度  計分方式 

簡明知覺─動作測

驗（本測驗主要是以

Mutti 、 Sterling & 
Spalding 等人 1978
年所編製的 
Quick Neurological 
Screening Test 
為依據） 

周台傑 
1994 

  6-12 歲 15 個分測驗，分別為： 
1.書寫技能 
2.認知與紡化圖形 
3.認知手掌上的字形 
4.追視技能 
5.模仿聲音組型 
6.用手指指觸鼻尖 
7.用手指接成圓圈 
8.同時觸摸手和臉 
9.迅速翻轉手掌動作 
10.伸展四肢 
11.腳跟緊靠腳尖行走 
12.單腳站立 
13.交換跳 
14.辨別左右 
15.異常行為 

主試者在計

分表上適當

的項目中，分

別記予1分或

3 分，得分越

低代表知覺

動作發展越

好。 

柯韓二氏知覺測驗 
（ 以 Colarusso & 
Hammill 於 1972 年

編製的 Motor Free 
Visual Perception 
Test 為依據） 

周台傑 
葉玉玲 
1989 

  4-8 歲 1.形象背景 
2.空間關係 
3.視覺記憶 
4.視覺封閉 
5.視覺辨別 

共 36 題，一

題一分，採選

擇題形式，受

試者只要指

出答案即可 

傅若斯蒂視知覺 
發展測驗（ Frostig 
Development 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 

Frostig 
1963 

  4-8 歲 1.視動協調 
2.形象背景 
3.形狀恆常 
4.空間中的位置 
5.空間關係 

依指導手冊

說明計分，每

一題項之滿

分由 1 到 5 不

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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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視覺動作統整發展

測驗 
 劉鴻香 
 1985 

  3-16 歲 抄畫幾何圖形 24 個圖形，一

個 圖 形 一

分，連三個圖

形抄畫錯誤

前通過提數

為總分 
普度知覺動作 
調查表 
（Purdue Perceptual 
Motor Survey） 

毛連塭等

人譯 
 

  6-10 歲 1.平衡和姿勢 
2.身體形象和 
  左右區辨 
3.知覺動作配對 
4.眼球控制 
5.形狀複製 

依指導手冊

上之說明計

分，共 30 題，

每題 1-4 分。

 

    綜上所述，可發現配合知覺動作的檢查過程，在相關測驗檢核項目大致區分

為感官知覺的辨識與動作表現，而動作表現又可區分包含較多手眼協調的精細動

作與需要較多肌力與耐力的粗大動作，而周台傑（1994）修訂的「簡明知覺─動

作測驗」評量向度較廣闊且較符合本研究需要。依據陳蒂勻（2004）使用簡明知

覺─動作測驗探討知覺動作訓練課程對 ADHD 兒童動作能力，採用各分測驗得分

情形探討課程的動作能力的影響；蕭忠儀（2006）使用簡明知覺─動作測驗探討

國小學童知覺動作能力與學業成就之相關，透過統計方式探討知覺動作能力與學

業成就之關連，顯示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在國內具有完整的效度檢驗及常模，因

此本研究採用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做為前後測的測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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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與研究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以身心學（Somatics）概念為基礎，透過動作教育的型態，

以開發身體覺察能力之一系列教育課程（劉美珠、林大豐，2001）。本節就身心學

理論、身心動作教育理論及身心動作教育相關研究三個方向探討。 

 

一、身心學理論 

    身心學（Somatics）是一門研究和體察「soma」現象的領域，soma源自於希臘

文，意為完完整整活生生的有機體；這個有生命的身體有自己的喜好和需求，並

且透過不停的「動」來滿足它的喜好與需求（Hanna，1983）。同時身心學是一門

探究身心關係和體悟身體智慧的經驗科學，重視內在經驗的體會和反省，以探索

人體覺察、生物功能和外在環境三者間互動關係的一門藝術和學問（林大豐、劉

美珠，2003）；透過有系統的理論與方法，經由身體的感覺與經驗，及動作的操

作，進而調整身體並影響心理；所以身心學學者認為，動作可以提供人們最深刻

的感受和經驗，動作本身即是一個人生命體的呈現，每一個動作的背後都有其意

圖和表達的內容，每一個動作的呈現，在不同的時空下，都會訴說著不同的情緒

和感受（劉美珠，2002）。在教育上的應用包含二個方向，一是獨立成為一個正

式科目或課程，在課堂上實施一系列身心技巧的練習，提供學生體驗身體、開發

覺察和瞭解自我的機會；另一方向是應用身心學的理念觀點，融入其他科目教學

策略的設計，例如，語言、數學、生物、物理、運動技術、音樂、美術……等，

以因應不同的個別學習模式及提昇學習效率。而且，身心教育也可以針對特殊孩

童的適應體育課程，做不同需要之身心探索的活動安排，有助於身心障礙者走出

限制，參與適當的健身活動（林大豐、劉美珠，2003）。 

    身心學範圍廣泛，不同的理論發展成不同的技巧，從文獻（林大豐、劉美珠，

2003）與身心學的觀點中，選出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概念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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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良好姿勢（alignment）與動作（movement）的增進 

       人類透過姿勢和動作表達自己，身心動作教育提供給人們一個體察自己身

體使用和姿勢結構的機會，透過打開內在的覺察，暸解自我的身體，以修正不

當的習慣性身體使用，並引導人們動的更容易、更省力。 

  （二）接觸（touch）的力量與習慣動作的重塑（re-patterning） 

       手的接觸和引導對於身心靈的溝通及引導覺察的開發具有相當好的效果

（Johnson, 1995; Knaster, 1996; Lin, 2000；引自林大豐、劉美珠，2003）。接觸

是人類重要的溝通方式之一，不僅只是人與人之間手的接觸，不同部位的身體

接觸、人與環境的接觸（與地心引力的關係、與空間環境的關係、與任何物體

接觸的關係），都開發了覺察和調整身心的好機會。 

  （三）開發覺察能力（awareness） 

       覺察是一種將無意識層面提升到意識層面的體察過程，也就是一個在無意

義與意識之間不斷來回對話的過程。身心學強調開發覺察能力是自我探索重要

的第一步（陳玉鳳譯，1998），藉由對身體變化的覺察，進而對外在環境的覺

察。 

  （四）身心合一（body & mind are one, not two） 

       身與心的關係非主僕，而是一體的兩面，是互為體用而無法分割的實體。

身體的任何現象或改變都會影響心理狀態，而心理狀態、心情故事和觀念意圖

也都會儲存記憶在身體裡，並且會影響及改變身體的組成和結構；也就是說我

就是身體，身體就是我。身心是一起成長、一起改變的，唯有身心和諧一體，

互相輔助與調整，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全人。 

  （五）過程導向（process-oriented） 

       身心學強調經驗和從內在觀察的過程及改變，重視的是活生生的個體及其

生命的過程。在內省、細心品味自我探索的過程中，人們更加瞭解自己，並將

焦點著重在每一過程中的改變與學習，而不汲於最後結果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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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發現身心學對「身體」主體的重視，等同於「心智」，在身心合一

的過程中開發身體的覺察以增進良好姿勢與動作並注重每一個學習改變的歷程，

故課程設計將以此為概念發展。 

     

二、身心動作教育理論 

    身心動作教育理論是從身心學的觀點出發，結合動作教育的理念、透過動作

的引導運用於教學中，也可謂從個人自我的身體出發，透過一系列身心教育體驗

活動，了解自我身體與心理的關係，進而促使身心和諧，並開發身體覺察能力與

認識自我身體結構、功能及體會自我當下的經驗（劉美珠、林大豐，2004）；也藉

著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設計讓孩子藉由身體自然的動作，享受身體的流動，了解

身體（張玉佩，2006）。 

    近年來，在身心學理念哲思下所發展的研究領域和方向，已逐漸有了明確的

界定，劉美珠（2007）思索、分類、統整與歸納後，提出身心領域當前的發展架

構圖，如圖2-2，說明了本研究中身心學、身心教育、身心動作教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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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念       

身心動作教育 

 Somatic 
 Movement 
 Education 

身心辯證的反省 
東方與西方 

身心觀與方法 

身心學觀點

（somatics） 

教育（education） 治療（therapy） 

動作（movement） 手技（bodywork） 

身心動作治療

 Somatic 
 Movement 
 Therapy 

身心手技教育

 Somatic 
 Bodywork for
Education 

身心手療 

 Somatic 
 Bodywork for
 Therapy 

身心教育 

Somatic Education 
身心治療 

Somatic Therapy 

 

 

 

 

 

 目的 

 

 手段 

 

 

 型態 

 

 

 

 歸類 

 

圖2-2 身心學領域發展架構圖（引自林大豐、劉美珠，2007） 

 

    身心動作教育也試圖於九年一貫「健康與體育領域」提供共同交集，劉美珠

從基本概念、課程目標、課程觀念、教師角色、課程內容設計及評量方式等方向，

整理呈現「身心動作教育」的體育課程新模式，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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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身心動作教育模式（引自劉美珠，2006：31） 

分類 / 模式 身心動作教育 

基本概念 
身心合一，以身體為起點，強調身體智慧的體認，並重視自我探

索的過程。 

課程目標 
透過身體的探索，開發覺察能力（包括自我、與他人、與環境）

及提升身體使用的效率，並了解自我，以因應外在多變的環境。

促進身心平衡之健康。 

課程觀念 
身體本身即是動作體，強調內在經驗的反省，及自然本能動作的

探索，從動作中了解當下自我的身心狀態，並享受動作中所得到

的滿足與自信。 

教師角色 
有正確的身體觀點和態度。 
對動作的結構與功能擁有充分的認知與體會。 
是為一個協助者、引導者。 

課程設計 

課程內容主要規劃出六個方向：以呼吸練習為基礎，進而認識與

體會身體結構、學習與體會身體中心與各部位之關係、探索本能

性的自由動作、提升身心適能、以及改善人際關係與適應環境等，

來進行課程內容的設計。 

評量方式 
以檔案評量為主。 
（包含學生的學習日誌、身心檢核表、學習單等） 

 

    依照身心動作教育模式來說，身心動作教育就是透過自然的動作向內在探索

身體經驗的過程，而課程的欲達成的目的為開發覺察身體、促進身心健康，並透

過身體的探索、內在的反省而得到自信；因此授課教師要有正確的觀念引導學生

參與課程。因此本研究課程教材考量學童的身心特性，採彈性、多元、生動、有

趣的方式進行，透過身體的探索，提升學童對身體的認知、提升身體使用的效率

並改善動作能力。 

 

三、身心動作教育相關研究 

    在文獻的搜集與閱讀中，瞭解國內外已有研究者將身心學理念於課程編排、實

驗性的教學活動，以下分別以身心動作教育在國小的應用及身心動作教育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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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應用兩個部份進行探討： 

  （一）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國小教育研究 

       Linden（1994）將身心教育帶入學校體育課程中，透過身體覺察訓練、放

鬆和壓力的管理、姿勢和動作的有效率等方式設計課程，發現學生可以透過身

心技巧培養注意力及對情緒、人際、環境的覺察力。 

       吳美慧（2006）將身心遊戲應用於國小四年級學童，藉由體操動作技能學

習結果了解學童身體覺察能力開發情形，發現透過呼吸引導能提升效能，身心

遊戲課程對動態肢體動作、身體控制能力、身體態度覺察開發有正向效益，並

能運用身體覺察概念於前滾翻、側手翻動作操作。 

       林季福（2004）以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 21 位高年級學童，開發學童

覺察能力與改善脊柱側彎效果，發現身心動作教育對脊柱側彎角度之改善與身

體側面姿勢（耳-肩）、體前彎、體轉彎與體側彎的改善皆達顯著差異（p＜.05），

而且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學童的呼吸效能、身體鬆緊自覺、身體使用、身體結

構、不良姿勢、身體態度及整體覺察能力之開發有良好的助益。 

       陳怡真（2004）將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在 32 位國小六年級學童的體育教

學中，發現學童從遊戲、體驗、探索活動中，對學童的身體訊息、認知身體結

構、鬆與緊、呼吸的覺察及身體使用的改變等身體覺察能力之提升有正面的效

果。 

       蔡琇琪（2004）將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國小三年級學童，採用呼吸覺察活

動方案融入體育課程中，在二十堂的課程後發現，呼吸覺察的活動方案是可行

的，且學童透過呼吸獲得靜定及放鬆方面皆有正面的效果。 

       張玉佩（2006）將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 6 位四至六年級學生的小團體輔導

中，實施二十節課後發現身心動作教育方案適用於有情緒及行為困擾的學童改

善情緒與行為困擾，並能提高學童對身體的認知、尊重、自我覺察能力，進而

更加愛惜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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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國雄（206）將身心動作教育應用在國小五年級學童體育課程中，實施

十週後發現，接受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學童接受課程的程度高，且在兒童身體

自我概念量表及分量表的柔軟度、耐力、外表、力量因素達顯著差異（p＜.05）。 

       

  （二）身心動作教育應用於其他研究 

       蘇朱民（2001）以準諮商員為研究對象，透過十四個小時的身體及身心關

係覺察訓練課程介入，暸解準諮商員身體及身心互動覺察改變經驗及影響，結

果發現有助將身體注意力喚醒、身體覺察方面也有提升並學到覺察身體的方

法；有助於準諮商員對外界人事物敏感度之提升、因應方式的增加。 

       卓子文（2002）以七位舞蹈系大五的學生為對象，探討接受二十個小時的

身心教育課程後，對身體覺察能力的影響，研究發現透過身心教育課程中的呼

吸、意象與放鬆練習，讓舞者有一個共同的改變：覺察並了解自己以往的身體

現象後，清楚的發現，原來可以有另一種選擇來改變它們。 

       劉美珠（2003）將身心動作教育觀點應用在體育課程教材研究─以肌膜動

作探索教材發展，觀察與了解學生對肌膜動作探索教材的接收度、反應及學習

效果，四十四名不同科系的大學生在一系列肌膜動作探索的教材課程後表示在

自我身體的認識、身體的使用、身體的姿勢和對身體的覺察能力有有成長。 

       劉美珠、林大豐（2004）將身心動作教育觀點應用在健康與體育領域課程

─以身體構圖（body mapping）教材發展，大四選修課程的學生接受度高且表

示對身體的態度改變很大、重新思考身體使用的問題、嘗試改善身體姿勢，對

日常生活中自我覺察能力也有所提升。 

      綜合上述文獻可歸納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課程的效果： 

    1.呼吸：透過呼吸的體驗讓達到放鬆、靜定的效果； 

    2.動作探索：透過動作探索課程的設計提升身體的覺察能力並開發更多動作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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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童回饋：學童表示學習過後更能專注在課堂上，並能享受身心動作教育課

程帶來的新體驗與收穫。 

       可見身心動作教育除了應用在國小教育外，對於不同年齡、背景的個體亦

可行；而特殊教育領域在教育中愈來愈受重視，據研究者觀察現今特教班學

生，發現其身體覺察力及動作表現較一般學童差，但目前尚無將身心動作教育

應用在特殊學童課程之研究，因此本研究擬以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於國小資

源班智能障礙學童，並以呼吸探索、動作探索為課程主軸，探討對智能障礙學

童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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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爲瞭解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在研究設計

上採取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法，藉由身心學理論的探究、文獻搜集與整理，編擬

一套改善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本章共分為六節：第

一節為個案研究選用之理由；第二節為研究架構與實施程序；第三節為研究參與

者；第四節為研究工具與場地；第五節為課程編擬及規劃；第六節為資料蒐集與

分析。 

 

第一節  個案研究選用之理由 

    廣義的個案研究可界定為：採用各種方法，收集有效的完整資料，對每一人

或一個有組織的單位作縝密而深入的研究歷程；狹義的個案研究是指對某些特定

的、事、物所做的描述、分析及報告而言（陳李綢，2000）。曾世杰（1996）指出

個案研究法是對某些特定的或典型的個案做仔細而深入的觀察描述，甚至給予適

當的處理（如藥物、手術、教學等），並記錄其處理的過程及效果，以驗證某些理

論的說法是否為真，且研究者可以根據這些仔細的觀察，為未來的研究提出新的

研究假設。個案研究大多採質性研究，因為個案是單一個體，用量化研究並不能

突顯其深層的意義；質性研究的特徵，是描寫自然情境下所發生的事件與獨特的

意義，陳述當事人對事件解釋的觀點，將事件的來龍去脈闡明的更具體與真實，

並將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加以解析，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所說的話、寫的字與作品

和可觀察的舉止行為等（黃瑞琴，1999）。本研究秉持因材施教的教育理念，顧及

智能障礙學童的獨特性，為了更深入瞭解身心動作教育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

能力的影響，除了參考簡明知覺動作測驗之分數有無進步外，更採用個案研究法，

針對智能障礙學童參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做深入的觀察記錄，並做進一步的分析

與整理，以瞭解智能障礙學童參與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後知覺動作能力的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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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實施程序 

一、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意在於以身心學及動作教育理論為基礎，智能障礙學童為研究對

象，透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實施，以呼吸探索、動作探索及身體對話等主軸設

計課程，探討對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依據研究目的，收集相關文獻後，擬

定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身心學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視知覺動作能力 聽知覺動作能力 運動知覺能力 

知覺動作能力 

呼吸探索 動作探索 身體對話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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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程序 

    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實施前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及實施後階段。 

  （一）實施前準備階段 

    1.蒐集文獻 

         閱讀相關文獻整理後，歸納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可運用於特殊教育領

域，確定研究方向後，著手收集更多相關資料並擬定研究計畫。 

    2.編擬課程 

         閱讀身心動作教育相關文獻後，配合研究者相關身心學及特殊教育之訓

練，進行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之編擬，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確定課程實施

內容。 

    3.準備測驗工具 

         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後，隨即蒐集所需之研究工具。測驗工具採用周台

傑（1999）編製之「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取得心理出版社同意後使用（如

附錄一）。 

    4.行政聯繫 

         課程預定實施時間在 96 年 3 月至 5 月，於課程實施前徵求研究對象所

屬之校長、主任、教師及學生家長同意（如附錄二），並徵求行政配合與支援。 

    5.進行前測 

         課程實施前一週，對研究對象施以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做為參考資料，

將所得數據記錄並保留，作為知覺動作能力改善之參考依據。 

 

  （二）實施階段 

    1.實施時間 

          自民國 96 年 3 月至 5 月，研究者於資源班活動教室進行身心動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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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每週一、三進行一節課，每節四十分鐘，進行十二週，共二十四節課。 

    2.實施場地 

         某國小資源班活動教室。 

    3.實施方法 

         依照設計的教案，教學者每週對研究對象實施教學活動，教學活動全程

拍攝，輔以觀察員的觀察記錄、教學者省思日誌及學童回饋單，作為教學資

料記錄與佐證。 

 

  （三）實施後階段 

    1.教學後測驗 

         課程結束一週內，對研究對象進行簡明知覺─動作測驗，作為參考資料。 

    2.資料蒐集與分析 

         將課程進行中所蒐集的文件資料逐一歸納、分析與整理，透過教學者省

思日誌、觀察員觀察記錄、學童回饋單及訪談記錄等資料做三角檢測確認無

誤後，撰寫研究結果與討論。 

    研究主要分三階段進行，研究流程如圖 3-2。先擬定研究方向，針對研究方向

閱讀並蒐集相關文獻，經過文獻探討確立研究主題後，進行教學活動的編排；課

程實施前後一週內對研究對象實施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再進行十二週身心動作

教育課程，並於課程實施過程蒐集相關資料，所有文件資料在研究後進行統整、

歸納及分析，最後撰寫研究報告完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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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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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故本節將分為研究對象與研究者做說明。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選自高雄縣某國小資源班低年級七位學童，其視覺、聽覺、肢體皆

正常，其中三位為學習障礙學童，於課程實施期間扮演協助、引導智能障礙學童

的角色，而主要研究對象為四位智能障礙學童，基本資料如表 3-1。 

 

表 3-1 個案基本資料表 

編號 性別 年級 年齡 現況描述 

 S1  男  一  7 
 1.學習行為：較內向，經常安靜在座位上，和老師

或同儕互動少。 
 2.動作特質：粗大和精細動作不協調。 

S2  女  二  8 

 1.學習行為：學習時易分心，無法久坐。 
 2.動作特質：粗大和精細動作不協調，視知覺動

作、聽知覺動作、運動知覺動作緩慢且經常無

法配合。 

 S3  男  三  8 
 1.學習行為：喜愛與同儕一起學習，依賴心重，需

個別給予指導。 
 2.動作特質：動作不協調，走路有時會踮腳尖。 

 S4  男  三  9 
 1.學習行為：學習易分心。 
 2.動作特質：粗大動作不協調，走路時雙腳很少彎

曲。 

 

    由表 3-1 可知個案在學習行為及動作特質均有分心、動作不協調等特質，因此

課程也針對此特質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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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 

    因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此外，研究者另邀請資

源班教師為觀察員，以下就研究者的專業訓練、實務經驗與協同觀察員做簡要說

明。 

 
  （一）研究者背景說明 

       研究者畢業於台東大學殊教育學系，目前就讀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且

任職於高雄縣國民小學資源班教師迄今四年整，對資源班學生身心狀況熟悉了

解。碩士班課程中，曾修習身心學專題研究、身心動作教育專題研究、身心適

能專題研究，另曾全程參與 2006 年身心學 so-tai 技巧研討會、2007 年日本身

心技法工作坊，對身心學理念、操作及身心動作教育有基本的認識與了解。 

 

  （二）觀察員 

       研究者邀請資源班教師為觀察員，和參與課程之學童已有一學期的相處時

間。觀察員九十三年畢業於台東大學，曾修習劉美珠老師的「身心對話」課程，

對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有基本認識。因此在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介入教學前期，先

訓練觀察員對身心動作教育課程的認識及課程介入該觀察的項目，包括：1.提

供身心學相關文獻供觀察員閱讀，使其對身心學內涵及理論有更進一步的認

識；2.提供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教案共同討論，使其了解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上課

模式及精髓；3.和觀察員針對觀察項要點與注意事項進行討論與溝通，並說明

觀察員記錄表之內容與填寫方式，觀察員將提供課程實施的優缺點及學童的改

變，亦作為研究佐證的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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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場地 

    本節分為研究工具與場地兩部分說明。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學童回饋單、教學省思日

誌、觀察員記錄表等，以下分別作進一步的說明： 

  （一）簡明─知覺動作測驗 

       簡明─知覺動作測驗是周台傑（1999）依據Mutti, Sterling & Spalding等人

於1978年所編製的Quick Neurological Screening Test（QNST）修訂而成，內容

包括15個分測驗，測驗的項目取材自醫學上小兒科檢查及神經心理與發展的量

表，主要評量五歲以上與兒童學習有關的神經性統整能力，例如動作發展的成

熟度、大小肌肉的控制、注意力、視知覺與聽知覺動作技能、動作的速度、韻

律感、空間組織與身體平衡等能力。簡明─知覺動作已通過信效度的考驗，並

建立國內七歲至十二歲學童的常模以供對照。 

    1.信效度說明 

    （1）信度：以重測信度、評量標準誤說明。 

         周台傑（1999）以間隔四星期，針對同一團體前、後測所得的分數，用

統計積差相關求取兩者的相關情形，代表各年齡組之重測信度，再依據重測

信度係數算出各年齡層測量標準誤，由於測驗的信度越高，測量標準誤越小，

因此可由測量標準誤推知測驗的信度，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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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重測信度與測量標準誤（引自周台傑，1999） 
年齡 人數 重測信度 測量標準誤 
六歲 40 .65 4.53 
七歲 50 .68 7.12 
八歲 48 .74 6.25 
九歲 48 .87 4.25 
十歲 48 .87 3.88 
十一歲 48 .85 3.84 
十二歲 48 .84 4.15 

 

        吳明隆、涂金堂（2005）指出研究工具的信度過低，如在.60 以下，應該

加以重新修訂研究工具或重新編製較為適宜。本研究個案年齡在七至九歲的

範圍，重測信度分別為.68、.74、.87，皆高於.60，顯示此研究工具具有良好

的信度。 

    （2）效度：內容效度、同時效度、構念效度（內部一致性分析、和其他測驗

相關研究、知覺─動作能力發展之比較研究、性別差異之比較研究、地區差

異之比較研究、不同團體之差異研究）。 

         周台傑（1999）針對簡明─知覺動作測驗進行不同年齡（六至十二歲）、

不同性別、不同地區及不同團體之比較研究發現：（1）較高年齡組兒童的知

覺動作能力發展較低年齡組兒童好（p＜.01）；（2）各年齡組之不同性別兒童

在知覺動作能力發展上沒有顯著差異；（3）不同地區差異之比較研究發現，

分為北、中、南三區時，六歲組、七歲組、九歲組、十二歲組及全體組在不

同地區的測驗得分達顯著差異（p＜.01）；（4）不同團體之差異研究，將團體

分為正常、學習障礙、智能不足三組時，三組不同團體在測驗得分達顯著差

異（p＜.01）。顯示簡明知覺─動作測驗具有良好的效度供使用。 

    2.測驗工具內容說明 

        測驗為個別施測的評量工具，施測時間大約 20-30 分鐘，茲將 15 個分測

驗施測方式及內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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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書寫技能：受試者在計分紙上寫下他的姓名與簡單句子。主要測量手部

精細肌肉能力、動作計劃、身體顫抖、不隨意動作與慣用手等項目，如

圖 3-3。 

 

 

 

 

圖 3-3 書寫技能 

    （2）認知與仿畫圖形：受試指認與仿畫 5 個幾何圖形：圓形、方形、菱形、

三角形和長方形。主要測量視覺─動作協調、動作計畫、動作成熟度等

方面，如圖 3-4。 

 

 

 

 

 

圖 3-4 認知與仿畫圖形 

    （3）認知手掌上的字形：受試者將雙眼閉上，然後分辨任何在其手掌上所寫

的數字。主要測量注意力、口語表達等能力，如圖 3-5。 

 

 

 

 

 

圖 3-5 認知手掌上的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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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追視技能：受試者轉動雙眼追視一移動的物體，因此測驗中任何不協調

的動作都被記錄下，如圖 3-6。 

 

 

 

 

 

圖 3-6 追視技能 

    （5）模仿聲音組型：受試者模仿主試者做出一些有節奏的動作。主要測量聽

覺─動作統整能力，如圖 3-7。 

 

 

 

 

 

圖 3-7 模仿聲音組型 

    （6）用手指指觸鼻尖：受試者閉上雙眼，用手來回輕觸自己的鼻子與主試者

的手掌。主要測量空間知覺、方向感、動作計畫等能力，如圖 3-8。 

 

 

 

 

 

圖 3-8 用手指指觸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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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用手指接成圓圈：受試者用拇指尖與同手掌的其他手指依次接觸做成一

個個圓圈狀。主要觀察受試者的精細動作協調、左右區分等能力，如圖

3-9。 

 

 

 

 

圖 3-9 用手指接成圓圈 

    （8）同時觸摸手和臉：主試者輕與迅速地同時碰受試者的臉頰與手，看受試

者是否能指出被觸碰的部位。主要測量兒童對觸覺刺激辨認的能力，如

圖 3-10。 

 

 

 

 

圖 3-10 同時觸摸手和臉 

    （9）迅速翻轉手掌動作：受試者五指併攏，手掌朝下，雙手放置在自己的雙

膝上，以手掌的正面與反面連續拍自己的雙膝。主要觀察兒童動作的速

度、節奏、協調與正確程度，如圖 3-11。 

 

 

 

 

 

圖 3-11 迅速翻轉手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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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伸展四肢：受試者閉上雙眼，舌頭向外伸出，五指向外張開，雙手與

雙腿向前平伸約30 秒。主要觀察任何無法控制的身體動作、緊張程度、

不尋常的手指姿勢，或身體是否顫抖等項目，如圖3-12。 

 

 

 

 

 

圖 3-12 伸展四肢 

    （11）腳跟緊靠腳尖行走：受試者將一腳的足尖緊靠另一腳的足跟，沿一直

線向前成倒退行走約3公尺的距離，雙眼睜開與閉上各做一次。主要測

量身體平衡與移動能力，如圖3-13。 

 

 

 

 

 

圖 3-13 腳跟緊靠腳尖行走 

    （12）單腳站立：受試者輪流用左腳或右腳，單腳站立10秒鐘。先張開雙眼，

再閉上雙眼做同樣工作。主要測量左右區分與身體平衡能力，如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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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單腳站立 

    （13）交換跳：受試者繞房間交換跳，主要測量左右區分與身體平衡能力，

如圖3-15。 

 

 

 

 

 

 

圖 3-15 交換跳 

    （14）辨別左右：觀察受試者在第六、七和第十二分測驗中的表現為依據，

檢查受試者是否會對主試者的示範，使用正確的身體部位，而不是像鏡

子中反射的影像，無法區分照鏡人的左方與右方。主要測量受試者的方

向感。 

    （15）異常行為：主試者觀察受試者在整個測驗的一些行為特徵，包括固執

動作、說話過多、退縮行為、疲倦、防衛行為、焦慮、容易與分心， 與

衝動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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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童回饋單 

       學童在課堂的參與情形及心得感受，有助於研究者反思課程的安排；本研

究之課後回饋單，採以勾選方式或簡單文字、畫圖方式傳達意見，以作為本研

究進行探討教學活動實施效果時的參考資料（附錄四）。 

  （三）教學者教學省思日誌 

       教學者於每次課後記錄教學活動的實施情形、學童表現及進行教學過程的

觀察和省思，作為研究者了解教學活動效果及調整課程設計的依據（附錄五）。 

  （四）觀察員記錄表 

       每節課實施時，觀察員將記錄活動進行中教學者的引導、學童的表現與行

為、師生互動等情況，課後與研究者（亦是教學引導者）對其記錄事項進行檢

核、討論與建議，並摘錄重要敘述文句，以提供研究者進行研究結果討論（附

錄六）。 

 

二、研究場地 

    進行課程教室為資源班活動教室，如一般班級教室大小，於大理石地板鋪設

瑜珈墊及巧拼，並在教室右前方架設攝影機拍攝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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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課程編擬及規劃 

一、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內容 

    根據身心動作教育的理論、架構與內容，以身心學為理念，提升智能障礙學

童知覺動作能力為目的，設計十二週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活動方案（附錄三），以下

說明課程編排理念、目標、架構分析。 

  （一）課程理念 

       個體身體意識、空間意識、方向意識和時間意識等知覺運動提升，對總體

運動質的提升才有幫助，而知覺運動活動練習是增進兒童發展這些能力的重要

活動（許義雄，1997）。從文獻探討發現，呼吸助於學童放鬆、靜定，動作探

索有助學童身體覺察能力的提升、動作多元性的發展，而參與課程之智能障礙

學童皆有注意力不集中、動作不協調等特質，故採用呼吸探索、動作探索及身

體對話為課程設計三大主軸，透過呼吸探索使其注意力集中，動作探索及身體

對話提升動作協調性，藉此增進學童對身體的認識、集中注意力、改善知覺動

作能力並提升自己、與他人、與環境的覺察能力。 

  （二）課程目標 

    1.使用色彩鮮豔及觸感不同之教具，包括軟球、布塊、伸縮衣等，提升注意力、

觸覺及視知覺動作能力。 

    2.透過各種節奏及時間探索，提升聽知覺動作能力。 

    3.藉由各種身體活動中對環境的認識覺察、對自己的認識覺察及對他人的認識

覺察，提升運動知覺能力。 

    4.在活動探索過程中學習身體的使用，提升動作效率。 

    5.採小團體活動形式，增進與外在互動技巧並能表達自己意見、感受。 

    6.增進自我掌控、肯定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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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程架構 

       課程以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之理念設計，構思整個課程架構及

相關活動，如圖 3-16。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身
體
對
話 

 

呼
吸
探
索 

 

動
作
探
索 

細長呼吸 

「呼」呼吸 

大肚呼吸 

一、身體部位探索

  部位動一動 
  磁鐵王 
  黏巴達 
二、空間探索 
  雕塑家 
  造型家 
  三個動詞 
三、力量探索 
  動物模仿秀 
  三個動詞 
四、時間探索 
  交換位置 
  鏡子遊戲 
  巧拼跳 
五、關係探索 
  左手右手 
  穿越布塊 
  翻山越嶺 
  搔癢遊戲 

歸零 

身體彩繪 

深蹲 

屈抱雙膝 

起身 

 

 

 

 

 

 

 

 

 

 

 

 

 

 

 

 

 

 

圖 3-16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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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3-16 可知課程主要分為三大主軸，由主題的相關單元活動組成，編排課

程方式說明如下： 

    1.呼吸探索 

        以細長、「呼」、大肚呼吸達到身體放鬆及靜定的效果，用以每節課的開

始，讓學童靜心後再開始課程。 

    2.動作探索 

        採用創造性動作教育1之身體、空間、力量、時間、關係等五要素編擬而

成；以部位動一動、磁鐵王、黏巴達進行身體部位探索；以雕塑家、造型家、

三個動詞進行空間探索；以動物模仿秀、三個動詞進行力量探索；以交換位

置、鏡子遊戲、巧拼跳進行時間探索；以左手右手、穿越布塊、翻山越嶺、

搔癢遊戲進行關係探索。 

    3.身體對話 

         透過身體歸零、身體彩繪、屈抱雙膝、輕鬆的起身與深蹲，達到對身體

的覺知與感受正確的身體姿勢，並以身體歸零用於每節課的結束，使學童於

課後沉澱上課的感受及想法，分享心得後再離開教室。 

         藉由上述活動安排，引導學童認識身體、探索動作，以影響知覺動作能

力之表現。 

 

 

 

 

 
                                                 
1 創造性動作教育採用拉邦動作分析（Labon Movement Analysis）的身體（body）、時間（time）、
空間（space）、力勢（effort）、關係（relationship）五大因素，做為教材設計的基本架構。拉邦動

作分析是魯道夫‧拉邦（Rudolf Von Laban, 1879-1958）創立，用以分析、表現、觀察和紀錄人體

動作的系統方法，適用於身體動作的研究和探索，目前普遍地應用在創造性動作教育、表演藝術、

舞蹈教學及體育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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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實施說明 

    針對課程內容，依活動名稱將每個動作步驟分別說明。 

（一）呼吸探索 

    1.細長呼吸：以嘴巴輕輕含著吸管，鼻子吸氣後透過嘴巴的吸管慢慢吐氣，

將手指放在吸管末端出氣口處，感受吐氣時的氣流；或以嘴巴輕咬口哨糖，

感受吐氣時氣流通過口哨糖會發出聲響，如圖 3-17。 

 

 

 

 

圖 3-17 細長呼吸 

 

    2.「呼」呼吸：吸氣，在吐氣時發出短促「Hu」的聲音，連續幾次後再深呼

吸；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震動，如圖 3-18。 

 

 

 

 

圖 3-18 「呼」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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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肚呼吸：一個一個躺在對方的肚子上，感受對方呼吸時身體的變化。藉此

提升對呼吸的覺察及環境、他人的覺察，如圖 3-19。 

 

 

 

 

圖 3-19 大肚呼吸 

 

（二）動作探索 

    1.部位動一動：聽指令後做身體某部位（頭、肩、手）的轉動，如圖 3-20。 

 

 

 

 

 

圖 3-20 部位動一動 

 

    2.磁鐵王：聽指令使身體部位著地的數量符合指令，例如兩點著地，可用兩腳

著地；或兩人一組合作，聽指令將指定的身體部位著地或和別人靠在一起，

如圖 3-21。 

 

 

 

 

圖 3-21 磁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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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黏巴達：兩人一組，選擇身體某一部位和他人夾住軟球，聽到指令後改變其

他部位接觸，變換幾次接觸部位後，以最後接觸的部位為支點，兩人從水

平位置移動到不同水平位置（下向或站立），再慢慢分開，如圖 3-22。 

 

 

 

 

圖 3-22 黏巴達 

    4.交換位置：每個人腳踩一個地墊，面向中心圍成圓，依指令、聽節奏各自走

到對面位置。使用四拍、八拍、十六拍，並提醒使用不同軌跡及空間走到

定位，如斜前、側走、高高走、低低走等，如圖 3-23。 

 

 

 

 

圖 3-23 交換位置 

    5.雕塑家：兩人一組，一人為雕塑家，一人為雕像；雕像的姿勢任由雕塑家擺

造，雕像必須保持穩定；再交換角色，如圖 3-24。 

 

 

 

 

 

 

圖 3-24 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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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造型家：聽指令使用身體各部位或全身做出造型，例如圓形、三角形、數字、

簡單國字等，可配合鬆緊帶進行，如圖 3-25。 

 

 

 

 

 

 

圖 3-25 造型家 

    7.動物模仿秀：聽指令模仿各種不同的動物，且走動時必須搭配動物型態或走

路的質感，例如：大象走的比較重、慢；兔子走的比較輕盈等。探索大小

不同的重量，如圖 3-26。 

 

 

 

 

圖 3-26 動物模仿秀 

 

    8.三個動詞：選擇三個動作動詞組合，例如：開合轉、拍停跳等，熟悉後搭配

力量引導，例如輕/重的開合跳，如圖 3-27。 

 

 

 

 

圖 3-27 三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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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鏡子遊戲：兩人一組，一人當鏡子，一人當照鏡子的人，鏡子要模仿照鏡子

人的動作，但不可被外人發現誰是鏡子，動作越慢越好，如圖 3-28。 

 

 

 

 

圖 3-28 鏡子遊戲 

 

    10.巧拼跳：大小巧拼數個，地面不規則排列，大巧拼用雙腳跳，小巧拼用單

腳跳，熟練後可加上拍手或改變巧拼的距離，如圖 3-29。 

 

 

 

 

圖 3-29 巧拼跳 

    11.左手右手：兩人一組，一人當發出動作者，一人當追逐者，發出動作者任

意伸出左手或右手，追逐者依動作者伸出的手也伸出同樣的手去輕碰；幾

次後再交換，如圖 3-30。 

 

 

 

 

 

 

圖 3-30 左手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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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穿越布塊：兩人一組拉開布塊，穿越者使用任何方式穿越；拉布塊者可使

用雙手讓布塊有不同的張力及形狀，穿越者再使用各種方式穿越，如圖

3-31。 

 

 

 

 

圖 3-31 穿越布塊 

    13.翻山越嶺：穿越使用布塊、呼拉圈、巧拼等物品或兩人合作完成的障礙，

提醒使用各種不同方式穿越，如圖 3-32。 

 

 

 

 

 

 

圖 3-32 翻山越嶺 

    14.搔癢遊戲：兩人一組，一人輕觸碰對方身體任何部位，被觸碰的人由觸發

部位引發動作而閃躲，充分的活動肢體，提醒觸碰身體部位時應該要尊重

彼此身體，如圖 3-33。 

 

 

 

 

圖 3-33 搔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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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體對話 

    1.歸零：仰臥在地板上，呼吸緩慢細長，感覺地板和身體的接觸，輕緩的動動

頭、手指頭、腳趾頭；將手放在肚臍上方，感覺呼吸時身體的膨脹和收縮，

如圖 3-34。 

 

 

 

 

圖 3-34 歸零 

    2.身體彩繪：仰躺在地板上，將身體交給地板，使用布塊或軟球輔助，透過身

體緩慢的動作，將全身和布塊或軟球接受，感受身體每一部位接觸的感覺，

熟悉後再撤除布塊或軟球，如圖 3-35。 

 

 

 

 

 

圖 3-35 身體彩繪 

    3.屈抱雙膝：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輕輕的前後、左

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如圖 3-36。 

 

 

 

 

圖 3-36 屈抱雙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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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起身：由仰臥的位置轉至側臥，將身體縮小後緩慢起身，使用最省力、最有

效率的方式起身，如圖 3-37。 

 

 

 

 

圖 3-37 起身 

    5.深蹲：起身後蹲在地板上，頭和腳都朝下，雙手環抱雙腳，如圖 3-38。 

 

 

 

 

圖 3-38 深蹲 

 

三、課程效果分析 

    課程的每個活動都是針對提升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所設計，因此每個

活動都有其特質、功能取向與對與對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敘述如表 3-3。 

 

表 3-3 課程內容分析表 

活動名稱 動作特質 功能取向 
對知覺動作

能力的影響 
身體歸零 將專注力放在身體上，體

會每一次呼吸的感覺。 
提升身體的覺察，注意

力集中。 
身體彩繪 以最舒服的方式在地上滾

動，感受身體每一部位和

地板接觸的感覺。 

放鬆身體，探索身體自

然的動作 

建立身體知

覺概念以提

升運動知覺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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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續） 
屈抱雙膝 輕鬆的仰臥在地上，將雙

膝屈抱至胸前，感受下背

的延展。 

放鬆身體、拉長下背，

感受身體下背的延長。 

起身 使用有效率、省力的方式

起身。 
重新改善身體使用習

慣。 
深蹲 屈抱雙膝蹲在地，感受身

體放鬆及與地面的關係。

放鬆身體，感受與地心

引力的關係 

身體知覺概

念以提升運

動知覺能力。

部位 
動一動 

聽節拍走，收到指令後做

出符合指令的動作 
探索身體部位的使用 

磁鐵王 聽指令使用身體部位著地 探索身體部位及空間關

係 
黏巴達 兩人一組，聽指令後用身

體某一部位和他人接觸 
探索身體部位及空間關

係 
交換 
位置 

圍成一個圓，在指定節奏

內，走到對面位置 
探索時間及空間元素 

提升視知覺

動作能力、聽

之決運動能

力及運動知

覺能力 

雕塑家 兩人一組，雕塑家任意改

變雕塑者的位置，雕塑者

保持穩定 

探索身體部位及空間元

素 
提升平衡感

及運動知覺

能力 
造型家 聽指令使用身體任何部位

做出造型 
探索身體部位及空間元

素 
提升視知覺

動作能力 
動 物 模 仿

秀 
聽指令模仿各種不同的動

物 
探索力量元素 提升運動知

覺能力 
三個動詞 選擇三個動詞組合動作 提升對空間的探索及力

量的覺察 
提升視知覺

及運動知覺

能力 
鏡子遊戲 兩人一組，一人當鏡子，

一人當照鏡子人，鏡子模

仿照鏡子人的動作 

探索快慢的時間元素及

空間元素 
提升視知覺

及運動知覺

能力 
巧拼跳 大小巧拼數個排成直線，

大巧拼使用雙腳跳，小巧

拼單腳跳 

探索時間元素及空間關

係 
提升節奏及

運動計畫能

力 
左手右手 兩人一組，一人伸出左手

或右手，另一人要伸出同

樣的手並輕碰動作發出者

的手 

提升對人關係的覺察 提升視知覺

動作能力及

運動知覺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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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續） 
穿越布塊 全部分兩組，一組手拉布

塊，一組使用不同方式穿

越布塊 

提升觸覺刺激及對環境

的覺察 

翻山越嶺 穿越不同障礙物，包括呼

拉圈、巧拼、人 
提升對環境的覺察 

搔癢遊戲 兩人一組，一人假裝搔癢

另一人，被搔癢者由部位

引發動作 

提升人與人互動的關係

及對身體的尊重 

提升視知覺

動作能力及

運動知覺能

力 

細長 
呼吸 

吸氣和吐氣都慢，透過吸

管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

化。 

呼吸放鬆身體 

「呼」呼吸 利用吐氣時發出「呼」的

聲音，感受呼吸時全身的

震動。 

撞擊式的呼吸，提升對

呼吸的覺察 

大肚呼吸 利用躺在對方的肚子上，

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專注感受環境、人和人

的關係 

以呼吸放鬆

身體並集中

注意力，提升

對自己與環

境的覺察力 

 

四、課程編排內容大綱 

    針對改善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所建構的課程擬定後，依循課程編排統整原

則、銜接原則，採取螺旋式的設計，編擬教學課程大綱，如表 3-4。 

 

表 3-4 教學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大綱 教學目標 教學資源

一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起身 
4.深蹲 
5.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6.動作探索-黏巴達 
7.動作探索-造型家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4.能分辨自己身體的部位 
5.能配合指令使用身體部位 
6.能感受身體不同部位的使用 
7.能增加身體的平衡感 
8.能提高動作計畫的能力 

吸管 
軟球 
口哨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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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二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身體彩繪 
4.起身 
5.深蹲 
6.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7.動作探索-磁鐵王 
8.動作探索-巧拼跳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4.能配合指令使用身體部位 
5.能增加身體的平衡感 
6.能配合節奏進行活動 
7.能和他人合作進行活動 

巧拼 

三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身體彩繪 
4.起身 
5.深蹲 
6.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7.動作探索-磁鐵王 
8.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將身體放鬆動作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使用身體部位 
6.能依照節奏完成動作 
7.能和他人合作進行活動 

布塊 

四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呼」呼吸 
4.身體彩繪 
5.起身 
6.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7.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8.動作探索-雕塑家 
9.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將身體放鬆動作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分辨自己的左右手 
6.能依照節奏進行動作 
7.能提升身體的平衡感 
8.能配合指令做出不同的動作 
9.能和他人合作進行活動 

 

五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鏡子遊戲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感受不同的呼吸練習 
3.能感覺下背的延長、放鬆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做出不同的動作 
6.能觀察模仿他人動作 
7.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8.能和他人合作完成動作 

呼拉圈 
巧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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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六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鏡子遊戲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感覺下背的延長、放鬆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聽指令使用身體部位動作 
6.能觀察模仿他人動作 
7.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8.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呼拉圈 
巧拼 
紙板 

七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雕塑家 
7.動作探索-黏巴達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感覺下背的延長、放鬆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6.能提升身體的平衡感 
7.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8.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呼拉圈 
巧拼 
紙板 

八 

1.身體歸零 
2.大肚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動物模仿秀 
7.動作探索-雕塑家 
8.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用心做呼吸練習 
3.能感覺下背的延長、放鬆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6.能表達不同力量大小的動作 
7.能提升身體的平衡感 
8.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九 

1.身體歸零 
2.身體彩繪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大肚呼吸 
6.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放鬆身體動作 
3.能感覺下背的延長、放鬆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分辨自己和他人的呼吸 
6.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7.能提升動作計畫的能力 
8.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呼拉圈 
巧拼 
紙板 

 
 
 
 

 61



表 3-4（續） 

十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呼」呼吸 
4.大肚呼吸 
5.身體彩繪 
6.屈抱雙膝 
7.起身 
8.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9.動作探索-黏巴達 
10.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做不同的呼吸練習 
3.能放鬆身體做動作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6.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7.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呼拉圈 
巧拼 
紙板 

十一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大肚呼吸 
4.身體彩繪 
5.屈抱雙膝 
6.起身 
7.動作探索-黏巴達 
8.動作探索-巧拼跳 
9.動作探索-雕塑家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做不同的呼吸練習 
3.能放鬆身體做動作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6.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7.能提升平衡感 
8.能提升節奏感 
9.能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動 

大小巧拼

十二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大肚呼吸 
4.身體彩繪 
5.屈抱雙膝 
6.起身 
7.動作探索-巧拼跳 
8.動作探索-雕塑家 
9.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1.能靜心使注意力集中 
2.能做不同的呼吸練習 
3.能放鬆身體做動作 
4.能讓自己的起身更有效率 
5.能配合指令完成動作 
6.能提升動作計畫能力 
7.能提升平衡感 
8.能提升節奏感 
9.能分辨左右側 

大小巧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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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需將收集的資料發展出對研究現象或行動有意義的詮釋

（潘淑滿，2003），經常運用多重的方法收集多樣的資料，而獲得豐富的描述性資

料（黃瑞琴，1991），且研究過程中，資料的收集和分析是同時持續地進行（潘淑

滿，2003）。故本研究進行過程，即以觀察、訪談、文件、測驗等方式收集資料，

收集資料過程中，同時將資料以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的方式檢測，提高研究

之信效度，本節就文件資料的收集與分析、測驗資料的收集與分析說明。 

 

一、文件資料的收集與分析 

    收集文件資料的目的主要是用來檢驗或代替其他資料真實性與可靠性（歐用

生，1989），本研究文件資料包括學童課後回饋單、觀察員記錄表、教學者省思

日誌等文書資料，提供研究者、觀察員、學童不同角色的想法和意見。研究過程

中，資料的蒐集和分析同時進行，蒐集方式如下說明。 

  （一）學童課後回饋單 

       教學者針對每一節課課程內容設計課後回饋單，內容包括學童對課程的接

受度、自覺身體動作狀況、自覺身體動作型式、上課後的心情及建議等，顧及

學童對文字表達的困難，回饋單答題方式多採用勾選型式，同時保留空白處給

予學童書寫或繪圖以表達意見，於每次課後填寫。 

  （二）觀察員記錄表 

       觀察時間從九十六年三月至五月底止，約三個月，共觀察二十四次上課情

形，每次觀察時間為一節課四十分鐘。記錄表內容包括課程設計、教學行為、

學生表現及建議，以文字記錄上課情形，並於課後與教學者進行討論。 

  （三）教學者省思日誌 

       針對個案的上課情形、特殊行為表現，簡單記錄於筆記，課後再看一次教

 63



學錄影帶，將暖身活動、發展活動、緩和活動時個案的學習情形、情緒與行為

表現，記錄於課後省思日誌，同時記錄每次教學心得與反省。 

（四）訪談記錄 

      採用觀察的方式僅能了解外顯行為的舉動，配合訪談方式能更深入瞭解學

童的感受及參與課程之感想，於綜合活動或課後訪問學童，再將訪談內容轉譯

成文字記錄，以方便檢視各種資料的關連。 

為使文件資料能系統化的組織與呈現，從中展現行為的意義，所以發展資

料的編號類別（coding categories）就成為分析資料的核心工作（黃瑞琴，1991）。

本研究資料編碼方式如下：以第一各英文字母區分參與研究者，R 代表研究者，

S 代表學童，TC 代表觀察員；第二個數字代表編號，如 S1 代表編號 1 的學童；

身分代碼後，以數字表示資料取得日期，訪談資料在取得日期前加上英文字母

A，編號方式如表 3-5。 

 

表 3-5 資料編碼方式說明表 

代    號 身   分  提供的文件資料代碼 

S1、S2、S3、S4 研究對象 4 人 

1.學童回饋單 
例如：S10305 表示 S1 學童 96 年 
       3 月 5 日的回饋單 
2.訪談記錄 
例如：S1A0413 表示 S1 學童 96 年

       4 月 13 日的訪談記錄 

R 研究者暨教學者 
教學省思日誌 
 例如：R0306 代表教學者 96 年 
       3 月 6 日的省思日誌 

TC 觀察員 
觀察員記錄 
 例如：TC0307 代表觀察員 96 年 
       3 月 7 日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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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驗資料的收集與分析 

    於課程進行前一週及課程結束一周內，對個案進行個人的簡明知覺─動作測

驗，將測驗結果與個案行為表現詳細記錄於計分紙，於測驗後計算分數，對照分

數判定正常、疑似或障礙之類別，最後依據前後測結果資料進行分析與歸納，作

為教學效果與研究結果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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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實施歷程 
    本章內容為研究過程中課程的修正與實施歷程，第一節說明課程編排及修

正，第二節闡述課程實施的歷程與回饋。 

 

第一節  課程內容修正 

    依據研究計畫之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初版草案進行實際教學活動，發現一些教

學問題，遂進行課程內容修正，將發現之問題與修正前後之課程內容列表說明。 

 

一、課程實施問題 

    課程實施的第一、二週發現安排太多教學內容，同時要讓學生經驗每個活動、

又要兼顧教學進度，往往導致教學與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快節奏的進行課程而忽

略傾聽身體的感受，與身心學精神相違背，因此第二週以後的課程修正為每節課

進行一至二個動作探索活動，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了解活動內容並盡情參與活動。 

 

二、課程內容修正 

    因應課程內容安排太多，實施過程節奏太快，遂於第二週後大幅修改課程進

度，並顧及熟練活動操作與螺旋式的課程學習安排，期盼學童不疾不徐完成每一

個活動。茲將課程內容修改前後做一對照，呈現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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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課程內容修正前後對照表 

週次 原設計課程內容大綱 修正後課程內容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部位動一動、磁鐵

王→分享、身體歸零 

一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起身 
4.深蹲 
5.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6.動作探索-磁鐵王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巧拼跳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起身、造型家→分

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起身、深蹲→磁鐵

王、三個動詞、鏡子遊戲→分享、身體歸

零 

二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身體彩繪 
4.起身 
5.深蹲 
6.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7.動作探索-黏巴達 
8.動作探索-動物模仿秀 
9.動作探索-巧拼跳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起身→

巧拼跳→分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深蹲、

起身→交換位置、鏡子遊戲→分享、身體

歸零 

三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身體彩繪 
4.起身 
5.深蹲 
6.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7.動作探索-磁鐵王 
8.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9.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起身→

巧拼跳、慢慢&快快走→分享、身體歸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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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起身、

深蹲→交換位置、巧拼跳→分享、身體歸

零 

四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呼」呼吸 
4.身體彩繪 
5.起身 
6.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7.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8.動作探索-雕塑家 
9.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起身、

深蹲→左手右手→分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呼」呼吸、身體

彩繪、屈抱雙膝、起身→左手右手→分

享、身體歸零 
五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影子/鏡子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呼」呼吸、身體

彩繪、屈抱雙膝、起身→穿越布塊→分

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呼」呼吸、身體

彩繪、屈抱雙膝、起身、深蹲→穿越布塊

→分享、身體歸零 
六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影子/鏡子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呼」呼吸、身體

彩繪、屈抱雙膝、起身、深蹲→翻山越嶺

→分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屈抱雙膝、身體彩

繪、「呼」呼吸、起身、深蹲→三個動詞

（靠近、遠離、轉動）→分享、身體歸零

七 

1.身體歸零 
2.「呼」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雕塑家 
7.動作探索-黏巴達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屈抱雙膝、身體彩

繪、起身→三個動詞（靠近、遠離、轉動）、

黏巴達→分享、身體歸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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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屈抱雙膝、身體彩

繪、起身、深蹲→黏巴達→分享 

八 

1.身體歸零 
2.大肚呼吸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6.動作探索-動物模仿秀 
7.動作探索-雕塑家 
8.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身體歸零、細長呼吸、屈抱雙膝、身體彩

繪、起身、深蹲→造型家→分享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大肚呼

吸、起身、深蹲→造型家→分享、身體歸

零 
九 

1.身體歸零 
2.身體彩繪 
3.屈抱雙膝 
4.起身 
5.大肚呼吸 
6.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7.動作探索-造型家 
8.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起身、

深蹲→造型家、搔癢遊戲→分享、身體歸

零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大肚呼

吸、起身、深蹲→造型家、搔癢遊戲→分

享、身體歸零 

十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呼」呼吸 
4.大肚呼吸 
5.身體彩繪 
6.屈抱雙膝 
7.起身 
8.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9.動作探索-黏巴達 
10.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大肚呼

吸、起身、深蹲→造型家、搔癢遊戲→分

享、身體歸零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大肚呼

吸、起身、深蹲→造型家、雕塑家→分享、

身體歸零 

十一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大肚呼吸 
4.身體彩繪 
5.屈抱雙膝 
6.起身 
7.動作探索-黏巴達 
8.動作探索-巧拼跳 
9.動作探索-雕塑家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起身、

深蹲→黏巴達、雕塑家→分享、身體歸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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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起身→

動物模仿秀、巧拼跳→分享 

十二 

1.身體歸零 
2.細長呼吸 
3.大肚呼吸 
4.身體彩繪 
5.屈抱雙膝 
6.起身 
7.動作探索-巧拼跳 
8.動作探索-雕塑家 
9.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身體歸零、屈抱雙膝、身體彩繪、起身、

深蹲→黏巴達、雕塑家→分享、身體歸零

 

    依據表 4-1，課程內容經過實際教學與研究者反思後，從第二週開始修正，修

正原則乃基於活動不容易實施、需要更多時間練習或需要更多類似活動探索，茲

將修正課程內容分述如下： 

（一）原課程設計無太空漫步、慢慢&快快走的時間探索，教學時發現學童對「慢」

的經驗缺乏，與指導教授討論後，以容易想像的太空漫步及強烈對比的慢

慢&快快走加入課程，讓學童在活動中能體驗慢的感覺。 

（二）原課程無穿越布塊的關係探索，教學時發現學童很喜歡布塊的活動，且

布塊柔軟的質感也能刺激學童的觸覺，故以穿越布塊作為翻山越嶺前的引

導活動，讓學童的運動知覺能力及關係的探索更深入。 

    課程的修正以學童的狀況進行調整，同時不違背身心學的精神，讓學童有充

裕的時間熟悉並引導學童做更多的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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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實施歷程與回饋 

    課程實施歷程將依照對四位智能障礙學童實施二十四節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之教學歷程為主，依每節課的活動順序，透過學童回饋單、觀察員記錄、教學省

思日誌、專家對話及教學影帶歸納整理，分為「學童參與課程之學習行為」、「協

同觀察員的建議」、「各單元教學省思」等項目進行探討。 

 

一、學童參與課程之學習行為 

    本部份依據教學省思日誌、觀察員記錄資料，對於學童在參與課程之學習行

為歸納整理，藉此瞭解學童在課程中的表現及改變歷程，整理如下。 

  （一）暖身活動的改變歷程 

      依據觀察員紀錄、教學省思日誌整理歸納而成。 

表 4-2 暖身活動之觀察記錄摘要表 

 S1 S2 S3 S4 
第一次 能安靜躺下，但

似乎不太懂呼吸

的意義。 

躺下時會動來動

去、左顧右盼。

能安靜躺下，但

閉上眼睛沒多久

就睜開。 

能安靜躺下，喜

歡側身躺。 

第二次 剛開始沒有進入

狀況，對於較省

力的起身動作

還不太了解。 

較省力的起身

動作能完成。 
上課認真，並

能完成省力的

起身動作。 

注意力不夠，

身體歸零時動

來動去。 

第三次 深蹲後由臀部先

站起來的動作不

能確實完成，仍

是肩膀先抬起 

可以使用有效

率的方式坐起

來。 

專心程度不

夠，動作不確

實。 

身體歸零時專

注且投入。 

第四次 已能做有效率的

起身；身體彩繪

時只能用滾接觸

地板。 

會使用有效率的

起身；身體彩繪

時只能用滾接觸

地板。 

會使用有效率的

起身；身體彩繪

時可以用較多的

身體部位接觸地

板。 

仍無法做有效率

的起身；身體彩

繪時只能用滾接

觸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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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續） 
第五次 使用布塊單部位

的身體彩繪，會

使單部位在布塊

上做不同方向的

接觸。 

使用布塊單部位

的身體彩繪，動

的方式比較多

樣，但仍不順

暢。 

可以在布塊上做

單部位的身體彩

繪；仍不了解有

效率的起身方

式。 

可以在布塊上做

單部位的身體彩

繪，能嘗試不同

方向的接觸。 

第六次 會轉動手腳讓手

腳著色；會滾到

別人的布塊上；

可以用有效率的

方式起身。 

會轉動手腳著

色；但不會滾到

別人的布塊上；

可以用有效率的

方式起身。 

身體彩繪時發

呆，注意力都在

布塊是否鋪好；

可以用有效率的

方式起身。 

會轉動手腳讓手

腳著色；可以用

有效率的方式坐

起。 

第七次 躺至地板後，東

看西看，沒有注

意聽指令動作。 

喜歡用趴著的方

式做身體歸零及

細長呼吸。 

喜歡側躺在地板

做身體歸零及呼

吸。 

躺著時要提醒將

眼睛閉上，但仍

會一直睜開。 

第八次 靜心程度和注意

力都有進步，縮

在布底下的動作

次快； 

布塊似乎較小，

頭和腳沒有蓋起

來，且不知道腳

如何縮起來。 

縮在布塊底下時

速度最快；會轉

身把布捲在身體

上。 

縮在布塊底下速

度快，但頭沒有

收起來；轉身把

布壓在下面時速

度最快。 

第九次 可以完成「呼」

呼吸，表現良

好。 

可以完成「呼」

呼吸；身體彩繪

完成度低。 

可以完成「呼」

呼吸。 
可以完成「呼」

呼吸。 

第十次 可以安靜的做身

體歸零、呼吸及

身體彩繪。 

可以安靜的做身

體歸零、呼吸，

身體彩繪時動的

方式仍不流暢。

會一直看 S4 做

什麼樣的動作。

會回應 S3，也一

直看 S3 做什麼

動作。 

第十一次 身體彩繪時會自

己玩布塊、巧

拼，須不斷提

醒。 

深蹲動作可以完

成，但起身時是

由背先起。 

深蹲起身動作由

背先起。 
深蹲起身動作能

由臀部先起。 

第十二次 能安靜專心的做

身體歸零、呼

吸。 

能安靜專心的做

身體歸零、呼

吸。 

能安靜專心的做

身體歸零、呼

吸。 

能安靜專心的做

身體歸零、呼

吸。 

第十三次 歸零時會一直注

意旁邊的同學做

什麼動作。 

身體歸零時趴在

地上，一直觀察

同學的動作。 

身體彩繪時會嘗

試讓身體不同部

位接觸布塊。 

歸零時會安靜放

鬆，身體彩繪時

會嘗試在布塊上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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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續） 
第十四次 身體彩繪時會在

布塊上滾動。 
靜心、注意力較

好；身體彩繪時

能最快將布塊壓

在身體下。 

靜心、注意力很

好；身體彩繪時

能最快將布塊壓

在身體下。 

身體彩繪時會在

布塊上滾動。 

第十五次 身體彩繪時會嘗

試讓身體不同部

位接觸軟球。 

身體彩繪時會嘗

試讓身體不同部

位接觸軟球。 

身體彩繪時會嘗

試讓身體不同部

位接觸軟球。 

身體彩繪時會嘗

試讓身體不同部

位接觸軟球。 

第十六次 剛開始注意力不

集中，要一直提

醒，後來就很專

心了；「蹲」的動

作不正確。 

可以安靜的躺

下做身體歸零

及呼吸，深蹲

的動作正確

了。 

可以安靜的躺

下做身體歸零

及呼吸。 

生病沒有精神。

第十七次 安靜的躺下做身

體歸零、呼吸及

身體彩繪。 

歸零、呼吸時趴

在地上並分心看

其他同學做什麼

事情。 

安靜的躺下做身

體歸零、呼吸及

身體彩繪。 

安靜的躺下做身

體歸零、呼吸及

身體彩繪。 

第十八次 將軟球滾至身體

下方最快完成，

身體在軟球上滾

動各部位。 

身體彩繪時，將

軟球滾至身體下

方最快完成。 

安靜的躺在地板

上做身體歸零、

呼吸及身體彩

繪。 

身體彩繪時，讓

球在屁股下彈動

作的最快、最

好。 

第十九次 安靜的躺下，但

採側躺的方式。 
安靜的下，但仍

選擇使用趴的姿

勢。 

安靜的仰躺做身

體歸零、呼吸及

身體彩繪。 

安靜的躺下，但

採側躺的方式。

第二十次 大肚呼吸時能閉

上眼、專心的感

受身體變化。 

大肚呼吸時能專

心的感受身體變

化。 

大肚呼吸時能閉

上眼、專心的感

受身體變化。 

大肚呼吸時能閉

上眼、專心的感

受身體變化。 

第二十一次 注意力集中；身

體彩繪時很專心

聽指令完成每一

個動作。 

準備活動較晚

來、沒有進入狀

況。 

拿掉軟球做身體

彩繪時，多使用

滾動的方式。 

拿掉軟球做身體

彩繪時，身體動

的方屬於綣縮的

滾動。 

第二十二次 在引導語的引導

下，動的方式較

輕柔、但也動的

更小。 

可以動的較慢，

但動作侷限，身

體多呈現大字型

的打開。 

可以動的輕柔、

較慢，但仍是滾

動較多。 

可以動的輕柔、

較慢，但仍是捲

成一團的滾動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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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續） 
第二十三次 身體彩繪時，用

軟球可以做出流

暢性的動作，但

不使用軟球則不

太知道如何動。 

身體彩繪時，動

的方式仍較局

限，較無法流暢

性的動作。 

身體彩繪時，用

軟球可以做出流

暢性的動作，但

不使用軟球則不

太知道如何動。

身體彩繪時，用

軟球可以做出流

暢性的動作，但

不使用軟球則不

太知道如何動。

第二十四次 同時用布塊、軟

球及身體做身體

彩繪，使用軟球

動的較流暢。 

同時用布塊、軟

球及身體做身體

彩繪，使用教具

能動的較流暢。

同時用布塊、軟

球及身體做身體

彩繪，使用布塊

動的較流暢。 

同時用布塊、軟

球及身體做身體

彩繪，使用軟球

動的較流暢。 

 

      依據表 4-2 暖身活動觀察記錄摘要表，發現學童在暖身活動時，都能主動躺

下放鬆、保持安靜，並藉由軟球、布塊作身體彩繪的練習，起身時也都能使用有

效率的方式起身。 

 

  （二）發展活動的改變歷程 

      發展活動皆由動作探索活動組合而成，約進行二十至二十五分鐘，表 4-3

是依據觀察員記錄、教學省思日誌整理歸納而成。 

 

表 4-3 發展活動之觀察記錄摘要表 

 S1 S2 S3 S4 
第一次 整體的動作表

現顯得較小、較

局限。 

能很快在聽到

指令後轉動身

體特定部位。

能很快配合指

令做動作，但

整體動作表現

較小。 

專注時可以馬

上反應做出動

作，整體動作

表現很大。 

第二次 穿伸縮衣做造

型時就較進入

狀況 

單腳做造型時

身體會晃動，

只能停頓一下

子 

聽覺理解和注

意力影響對指

令動作的正確

度 

上課認真，能

配合指令進行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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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第三次 無法完成 1 手 1

腳、2 腳 1 手在

地上的動作；做

跳的動作時，2
下只跳 1 下、3
下可以完成一

次，之後就都多

跳好幾下。 

教師須一直重

複指令，以口

語提醒身體動

作， 2 腳 1 手

時會搞不清

楚，做成 2 手

1 腳的姿勢。 

可完成 1 手 1
腳的動作，但

身體搖晃的厲

害；跳的部

份，2 下時可

跳 1 下，3 下

時多跳了好幾

下。  

可完成 1 腳 1
手、2 腳 1 手、

1 腳 2 手，速

度較快；跳的

部份 2 下可完

成，3 下就會

多跳。  

第四次 雙腳跳時會在

第 2、3 拍跳，

但有時能在第 1
拍；單腳跳時有

時在第 1 拍、有

時在第 2 拍跳。

雙腳跳時在第

4 拍才跳；單

腳跳時會在第

1 拍和第 3 拍

跳 2 下，有時

連跳 3 次。 

可以在第 1 拍

拍手；雙腳、

單腳跳都可以

在第 1 拍跳。

雙腳跳時會在

第二拍跳；單

腳跳時可在第

1 拍跳，但會

連跳 2 下。 

第五次 手和身體慢動

作，長拍、短拍

都有掌握到要

領；太空漫步和

回到地球的快

慢協調也很好。

數拍子移動手

時，4、8 拍都

能移動，長拍

似乎不太理解

操作方式，動

作忽大忽小；

太空漫步搭配

回到地球的快

動作則可以做

出差異。 

數拍子的慢動

作很好，但有

一模仿的動作

一直做成「敬

禮的」動作；

太空漫步時慢

的動作可以完

成。 

數拍子的慢動

作可以了解其

意思並配合完

成，但快慢掌

控較不好；太

空漫步時能做

出慢動作 

第六次 可以在第四拍

時拍手；巧拼跳

時可以在第四

拍時跟上節奏 

可在第四拍時

拍手；快節奏

時可在第四拍

跳，慢節奏會

忍不住多跳。

第四拍拍手在

發呆，第一拍

時就拍。 

可以在第四拍

時拍手；跳巧

拼可在第四拍

跳。 

第七次 數拍走至巧拼

會太快至定

點；交換位置能

較慢至定點；拍

手、跳無法跟上

拍子。 

數拍走至巧拼

有時太慢有時

太快（長拍太

快）；交換位置

較慢至定點，

會被其他人的

路線擋住。 

可以等到結束

的時候才踏至

定點（滾、小

步伐、繞小圈

走）；交換位置

時較快至定

點。  

可以等到結束

的時候才踏至

定點（滾、趴、

繞大圈走）；交

換位置時較快

至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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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第八次 手追手的方向

侷限，幾乎都在

前方，且綁布與

非綁布手會搞

混。 

手追手時會加

上跳的動作，

當出手者時還

會主動去拍動

方的手。 

手追手的方向

較局限，集中在

前、高、左、右

的方向。 

手追手的方向

較局限，集中在

前、高、左、右

的方向。 

第九次 已經知道要把

布塊綁在右

手，速度快；進

行左右手的活

動時完全沒有

使用腳（例如彎

曲、前踏或後

退），都站的直

直界。 

知道布塊要綁

在右手，速度

快；活動時對

指令的理解力

較弱，要較多

的指導語，一

旦熟悉後完成

度便提高。 

進行左右手時

完全沒有使用

到腳，當自己

是出手者時會

忍不住去拍對

方的手，但增

加了「後」和

「下」方向的

動作。 

左右手活動時

肢體動作豐

富，還會把手

從腳下方穿過

去，但平衡感

不足，身體東

倒西歪。 

第十次 穿越布塊時迅

速流暢。 
穿越布塊時不

能連續，會停

下來觀察一下

再穿越。 

和 S2 一組一

起拉布塊時，

會互相幫忙；

穿越布塊時流

暢迅速。 

和 S1 一組拉

布塊時會互相

幫忙；穿越布

塊時迅速，但

會被障礙阻擋

而停頓。 

第十一次 各項動作完成

度都很高；敘述

自己穿越的方

式時也都能說

出來。 

穿越布塊時頭

不夠低，會被

布塊卡住，但

仍可連續穿越

布塊；能觀察

別人穿越的方

式並說出來。

抓布時能抓得

牢；穿越布塊

時迅速靈巧

（頭、後、側）

且能說出自己

穿越的方式。

穿越布塊時迅

速靈巧（頭、

後、側），且能

觀察別人使用

的方式並說出

來。 

第十二次 剛開始不敢跨

越障礙，後來比

較順利；造型成

障礙時變化較

少；能回答別人

穿越的方式。 

提示下，會改

變造型、高度

成障礙，做出

不同造型的山

洞；穿越呼拉

圈時會用跨、

蹲的動作；能

回答別人穿越

的方式。 

以前上課時會

覺得不自在而

不想上，現在

完全融入並樂

在其中，甚至

出現指令以外

的點子（把球

當枕頭）。 

和 S2 一組作

出很多不同的

山洞造型；能

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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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第十三次 和旁邊同學玩

起來 
可以完成和組

員的球靠近、

讓球繞著腳

轉。 

活動時讓球繞

著腳轉做的很

好。 

活動時用腳夾

著球做「靠

近、遠離、轉」

做的很好。 

第十四次 想到可以用「下

巴」夾球 
做靠近、遠

離、轉時，靠

近、遠離做的

很好，轉無法

只轉動特定部

位；黏巴達，

能和組員配合

固定球，並嘗

試不同造型。

做靠近、遠

離、轉時，轉

的動作做的很

好；進行黏巴

達時，和 S1 一

組，會帶領 S1
固定球。 

進行黏巴達時

和組員搭的很

好，會帶頭變

換新動作，也

會帶動用其他

部位固定球。

第十五次 四人一組合作

完成，S1 能配合

領導者的建議。

兩人一組使用

背後夾球移動

可以完成（維

持數秒）；三人

一組時配合不

佳。 

三人一組固定

球時配合不

佳，一直開玩

笑。 

兩人一組造型

多變，移動時

也能配合得很

好；四人一組

時合作無間，

很配合領導學

生的意見。 

第十六次 使用鬆緊帶做

低的三角形最

快最好。 

緊的三角形做

成倒三角形，

和其他人不

同；低的三角

形做的次快。

第一個低的三

角形不知道如

何做，參考別

人才完成，第

二個低的矩形

就會舉一反三

做出來。 

生病沒有精神

第十七次 使用全身做一

個三角形；分組

時和組員配合

良好。 

鬆和緊的分辨

做的很好；兩

人一組造型

時，最先想到

用腳做造型；

用手完成三角

形。 

鬆和緊的分辨

做的很好；會

和組員相互建

議、做嘗試；

用腳完成三角

形。 

S2、S4 一組配

合很好；用全

身做一個三角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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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第十八次 後退走時剛開

始聽錯，看了別

人的動作才調

整過來；單腳平

衡不錯，能維

持。 

兩人鬆緊帶造

型最先使用頭

和肩膀；趴及

躺仍會弄錯。

三人一組合作

良好，會一起

想辦法，也是

最快完成造型

的小組；單腳

平衡時會一直

跳。 

單腳平衡後來

似乎抓到方

法，表現不

錯。 

第十九次 單腳站立平衡

感很好，可一直

保持平衡；後退

跳時 2 次跳到磨

石子地板，2 次

都差點滑倒搔

癢遊戲時做的

很棒。 

單腳平衡也有

進步，但只能

維持幾秒；會

一直換造型，

可做出許多不

同的造型，也

努力嘗試各種

變化。 

單腳的平衡比

上次進步，不

會跳來跳去；

搔癢遊戲時全

身一起動；腳

尖連著腳根無

法走成一直

線。 

單腳平衡可以

比較久了；模

仿毛毛蟲時和

別人不一樣，

是蜷縮的；腳

尖連著腳根無

法走成一直

線。 

第二十次 腳尖連腳跟前

進、後退都很順

暢。 

腳尖連腳跟後

退走時，腳無

法連緊，前進

可以照著直

線；房子造型

時，能馬上聽

指令調整造

型。 

腳尖連腳跟前

進方式可照著

直線走，但後

退有些困難，

後退跳時可以

跳的很快、很

順。 

房子造型可想

出和別人不同

的動作；腳尖

連腳跟可前

進，但後退有

困難。 

第二十一次 單腳站立的平

衡感很好；腳跟

連腳尖走平穩

流暢；當雕像時

可以完全靜止

不動。 

單腳站立進步

很多，可以維

持數秒；兩人

一組造型會依

提示變換和組

員連接的地

方；當雕像時

可以保持動作

不動，；腳跟

連腳尖走有進

步。 

單腳站平衡感

有進步，有時

可以維持數

秒；腳尖連著

腳根走還不

錯，會自己找

地板直線照著

走；當雕像時

可以完全不

動。 

單腳站時常用

一隻腳尖扶

助；腳尖連著

腳跟走不確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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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第二十二次 單腳站很穩，但

閉上眼睛無法

保持平衡；單人

黏巴達時會做

錯；腳尖連腳跟

走很順；雕像可

以維持很久，彎

腰或轉身仍可

維持不變；但雕

塑別人的造型

固定。 

單腳站不錯；

雙人黏巴達時

可以很快聽指

令動作，但往

往因為搖晃而

不能固定動

作；當雕像

時，被雕成彎

腰或轉身會站

不穩亂動。 

單腳站有進

步；單人黏巴

達時動作會做

錯，如 2 腳 1
手作成 2 手 1
腳；當雕像可

以維持很久，

但雕塑別人造

型有限。 

單腳站今天站

的較穩；腳尖

連腳跟時常沒

有連開，忘記

而變得和走路

一樣；單人黏

巴達時動作會

做錯。 

第二十三次 動物模仿秀

時，模仿動作較

少新意，創意變

化少；長頸鹿有

做出手一高一

低，跟別人不一

樣的動作；巧拼

跳可以跳在正

確的拍子上。 

動物模仿秀動

作較少新意，

但都有表現出

該動物特徵；

巧拼跳會早

跳、有時連續

跳兩下。 

模仿小兔子會

輕輕跳，螞蟻

會長出翅膀、

小狗有耳朵加

上低低走；巧

拼跳會在正確

拍子上；可以

做出輕輕跳的

動作。 

動物模仿秀

時，較多異於

別人的造型，

如小狗有耳

朵，大象彎腰

用重重的腳

步，蛇彎腰手

當頭，魚的高

度也和別人不

同。 

第二十四次 鏡子遊戲時，如

果專心可以跟

的上鏡子的動

作。 

模仿別人的動

作較難，但自

己當鏡子時可

以想出很多動

作；巧拼跳時

有跳在對的節

拍點上，且一

看到老師拿出

巧拼，會自己

講一二三跳的

口令。 

很會模仿別人

的動作，且模

仿的很像；當

鏡子時，有學

到老師慢動作

的技巧。 

可以跟上鏡子

的動作，當鏡

子常抓頭，因

為平常就時常

做抓頭的動

作。 

 

      依據表 4-3 發展活動觀察記錄摘要表，發現學童能接受引導做出動作，動作

也愈來愈有創造性且較穩定，且活動過程中會與同學合作、一起完成動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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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及狀況漸入佳境。 

 

二、協同觀察員的建議 

    每節課後，請觀察員根據課程的進行給予檢核及提供建議，依據觀察員建議

部分，整理如表 4-4。 

 

表 4-4 觀察員建議敘述表 

 觀察員建議 
第一次 細長吐氣的部份可考慮計時把口哨糖吹出聲音。 
第二次 穿伸縮衣的造型家受學童喜愛，可多採用教具設計課程。 
第三次 單腳平衡和著地數量可透過練習進而增進技巧和熟練度 
第四次 巧拼跳時試試看在最後一拍跳。 
第五次 學童對慢的感覺較弱，課程設計可再針對此點進行。 
第六次 快慢的掌握雖然仍不清楚，但透過對比強烈的方式能讓學生有不

同的體驗。 
第七次 學生對單一部位動的方式（如：腳）較陌生，可多做相關練習。

第八次 手追手的活動，出手者多集中在前、左、右、高的方向，低和後

的方向很少出現，可多引導學生嘗試。 
第九次 身體彩繪時，S2 使用的布塊太小，加上本身肢體協調較差，若調

整布塊的大小，對 S2 在操作上可能較易發揮。 
第十次 學童對於布塊充滿新鮮感，利用布塊引導學童學習也是個很好的

選擇！ 
第十一次 師生建立起默契，學童很樂於分享，這樣的教學氣氛很棒。 
第十二次 翻山越嶺可以做許多教具的搭配，也能讓學童動腦想想看如何製

造障礙，或嘗試用不同的方式穿越。 
第十三次 用「球」設計活動能吸引學生，但是學生一拿到球就會忍不住玩

起來，較易打亂上課節奏。 
第十四次 指令配合動作，學生容易配合活動節奏，也能透過停止某一動作

不動，讓學生練習等待。 
第十五次 分組時，三人一組的球換大球會比較容易操作。 
第十六次 伸縮帶和鬆緊帶可以實際體驗鬆緊的對比，很有趣，且學生學習

動機強，目光都集中在教師身上，期待下一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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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續） 
第十七次 大肚呼吸可以拉近彼此的距離，也可以學習輕輕的和別人接觸，

不同於平常推擠打鬧的動作；教師示範之後，學生表現和動作都

能明顯進步，口語提示和口頭獎勵能促使學生更盡力表現。 
第十八次 搔癢遊戲可以讓搔癢的動作更清楚些，讓被搔癢者更容易感覺到

應該閃躲的部位。 
第十九次 搔癢遊戲可訓練學生知覺靈敏度、活動到平常很少用的肌肉，但

學生對於動的方式較陌生，可能要多給予時間練習。 
第二十次 對於地板上的身體彩繪較陌生，可能要再多一些引導；小組的合

作進行越來越好，有人會主動引導別人，其他人也都能配合進行。

第二十一次 雕塑家的造型可再加入「腰」的部份，如彎腰、蹲下或轉身等上

下前後的改變。 
第二十二次 雕塑家時，教師引導還可以試試看「腰」和「轉」，讓學生知道這

些地方也能嘗試使用。 
第二十三次 互動良好，老師把指揮權交由學生，讓學生練習發號施令，對學

生的經驗很特別，雖然有點緊張，但都做的很好。 
第二十四次 讓學生彼此引導、模仿，有些學生能很大方的引導大家做動作、

有些則顯得害羞，對學生來說也是很好的練習機會。 

 

    依據表 4-4，歸納整理觀察員建議下： 

（一）教師的引導、示範會協助學生學習，建議活動中教師要多示範、引導，

甚至請學生示範也能協助學生表達、練習。 

（二）學童較陌生的身體部位或活動，建議應給予更多時間練習、探索，讓學

童更清楚活動方式及有更充裕的時間做探索。 

  （三）教具有助於教學進行並提高學童學習動機，可針對不同活動使用合適之

教具，提高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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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單元教學省思 

    此部份是將依據教學者每次課後的省思日誌整理而成，如表 4-5。 

 

表 4-5 教學省思日誌敘述表 

 教學者省思 
第一次 學童對呼吸部份的體驗似乎較弱，表情上看起來似懂非懂，且學

習氣氛似乎沒那麼熱絡，針對呼吸的部分應能再多使用其他方式

讓學生體驗。 
第二次 利用伸縮衣造型效果很好，同時透過伸縮衣也可以具體的表現「張

開、合起來」的概念，學童不但可接受觸覺刺激、也能對抽象化

的概念有所學習；一節課的上課內容應減少，只要探索一至二個

活動，讓學童有多一點時間練習較好。 
第三次 學童在聽理解的部份似乎較弱，身體的平衡性不佳，這些部分可

能都要在往後的單元中加入更多練習。 
第四次 學童在節奏上的表現不如預期，也很有可能是因為數節拍造成他

們的負擔，必須多費心注意額外的訊息，也許下次應該讓學童先

有準備後再跳，會比第一拍跳來的恰當。 
第五次 和老師討論過身體彩繪的問題後，決定使用布塊讓學童練習，沒

想到布塊的效果很好，學童能比較具體的想到身體跟布塊的接

觸，可知具體教具的使用對學童來說是很重要的。 
第六次 將巧拼跳的拍子換到第四拍時跳，學童的節奏較好，所以應該等

節奏穩定後，再加上其他變化，否則會變成學習的負擔。 
第七次 讓學童嘗試體驗不同拍子的變化，學童對快的節奏較易掌握，但

對慢的拍子掌握不易，交換位置時亦然，但提醒引導後，能多嘗

試使用不同方式到達定位。 
第八次 讓學生在右手上綁布塊以區分左右，減輕學生注意力的負擔，因

此在找尋綁布塊的手時，學生能較單純的尋找綁布塊的手，也同

時訓練期追視及注意力；只是學生在方向的改變上較局限，這還

需要花時間練習及探索。 
第九次 在「呼」呼吸上的教學應選用不同教具搭配，讓學生更清楚體會

發出「Hu」聲時身體的改變；身體彩繪時布塊的運用使學生對彩

繪的概念不再那麼模糊，但要再提醒彩繪時速度放慢並做多一點

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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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第十次 穿越布塊加上跳巧拼、滾軟布的路線設計應呈一弧線或彼此距離

寬一些，並詳細說明穿越方式或先示範，讓學童瞭解進行方式。

第十一次 學生在動作的表現上越來越多變，能自己說出並探索不同的動

作，這應該是現在觀察到最大的進展，此外，學生在彼此合作的

態度上也非常良好，都能和當天的夥伴相處的融洽且互相幫忙，

較可惜的是上課時間的掌握應可以更有效率，讓流程更順暢、教

學時間更充分利用。 
第十二次 兩三次穿越布塊的課程後，可以觀察的出來學生動作方式變得較

多元、較放的開且願意嘗試，可能跟熟練課程有關，也可能是因

為對身體動作的感覺不再陌生，下次的課程應可帶入更多引導語

讓學生探索更多動作。 
第十三次 加入了學生最喜愛的球進入教學活動，學生顯得開心，但相對秩

序也變得較難掌控，教學前應先說明持球的規則，避免學生在課

程進行中不斷拍、拋球。 
第十四次 學生在黏巴達時都能使用不同部位變換造型，且欣賞別組同學造

型時也都能等待，進步很多，或許下次造型時可開始加入單腳、

閉眼等造型，增加平衡感。 
第十五次 黏巴達請學生用身體固定軟球都能做到，但夾球移動困難度較

高，不僅移動要慢，也要跟對方協調好，因此有些學生在遇到挫

折時便將無法完成的挫折怪罪對方，在忽略的狀況下便造成合作

不愉快，這也是我當初沒有預料的部份，應該鼓勵學生互相帶領、

溝通，讓我體驗到合作在教學中的重要。 
第十六次 用鬆緊帶感受鬆緊對學生而言是較容易的，但要請學生使用鬆緊

帶作造型似乎較困難，我想這也關係到動作的習慣，平常沒有使

用那麼多的面向動作，因此要做出造型並不容易，這部份的引導

較弱，也是下次教學可以在加強的部份。 
第十七次 今天課程進行的頗為順利，原本以為會混亂的大肚呼吸流暢的完

成，而兩人一組的合作造型也都能互相幫忙完成，實在有點出乎

我的意料。大肚呼吸的體驗似乎帶給學生很不同的經驗，躺在別

人身上感覺呼吸是平常很少經驗的事情，從他們閉上眼緩慢呼吸

的表情，可以感覺似乎很舒服、很開心，我也覺得這樣的體驗很

好，傾聽彼此身體的聲音似乎讓大家都更貼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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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第十八次 學生在使用單腳造型方面較弱，平衡感較差，因此身體晃動的厲

害且時間長，也許可以多提供幾個找到身體重心的方法讓學生體

驗、練習；另搔癢練習對學生來說可能是比較陌生的方式，或使

用身體四足跪姿閃躲的經驗對他們來說較少，因此活動較不順

暢，下次也許在造型家的時候能加上四足跪姿的動作改變，增加

動作探索的空間。 
第十九次 上課中穿插著快慢節奏的方式進行，讓學生能在大動量後稍微休

息，且也能讓學生在慢的過程中學著專注、耐心，這樣的方式很

好，穿插慢節奏的活動，讓學生有更多機會體驗慢的感覺，也讓

他們學習等待。 
第二十次 動作的探索、平衡仍可再發展，也許可以多加一些引導語，甚至

指定部位或方式，讓學生能嘗試動作的可能性；搔癢遊戲時仰躺

的效果似乎比坐著的好，學生反應也如此，仍可繼續練習。 
第二十一次 雖然嘗試要撤除教具，但效果似乎沒有那麼好，或許我應該提供

更多示範、或更多等待？單腳平衡在幾次練習後都有進步，學生

比較能找到身體的中心，令人開心。 
第二十二次 今天帶領活動時，加入不同的指導語，包括身體彩繪時：輕柔的

動；單腳站立時從頭到腳 1 的重心等，試圖讓學生有更多的嘗試、

經驗及體會。有些動作經過幾次嘗試，再加上引導後，學生的表

現及探索向度會越來越廣，令人期待。 
第二十三次 巧拼跳在有預備的狀況下跳動時，感覺好多了，學生幾乎都能跟

上節拍，只是他們在數節拍時似乎喜歡比較快的節奏，慢一點的

節奏對他們來說比較不容易。 
第二十四次 對於慢的體驗也較之前容易靜下來，節拍在原地時能跳的比較

穩，也許需要更多的練習，等熟練這樣的節奏後，再更換墊子、

單腳，會比較容易。 

 

    依據表 4-5，將每節課之課後檢討與反省加以彙整，綜合歸納如下： 

（一）教師使用不同的引導語會讓學童產生不同的動作，因每位學童理解、接

受的語詞不同，因此教師也必須嘗試使用多元的引導語協助學童，並給

予時間讓學童熟悉活動。 

（二）在小組合作的活動過程中，學童雖會模仿彼此動作，但也漸漸學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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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合作，不僅學習氣氛融洽，也提升學習效果。因此，營造一個合作、

關懷的環境，能使學習效果提升。 

（三）對於特殊學童而言，每個活動需要更多具體的教具、觀念及更長的時間

練習，很多活動一開始進行時並不順利，但經過教具協助、引導語提示及

多次摸索後，都能發現學童在動作表現上有進步，因此給予教具協助及時

間等待對學童的學習是必要的。 

（四）學童對時間快慢的經驗較少，尤其對慢的體驗更弱，在活動設計中以快

慢強烈對比的活動讓學童經驗外，快慢節奏穿插進行課程也能讓學童提升

學童對時間的感覺。 

（五）教學是互相的，觀察學童的進步、發現學童上課的愉悅及投入，這些正

面的回饋讓教學者兼研究者感動、興奮，給予教學者更多教學熱情，促使

教學者繼續成長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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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蒐集多元資料，加以歸納整理，研究結果以

分析文件記錄及簡明知覺─動作測驗為主，配合實施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之內容加

以撰寫。本章共分三節，茲將知覺動作能力分為視知覺動作能力、聽知覺動作能

力、運動知覺能力分別說明。 

 

第一節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視知覺動作能力之影響 

    視知覺動作能力包括形象─背景知覺、空間關係、視覺恆常及視動協調能力，

本節依據文件資料及測驗資料進行描述與分析，彙整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於四

位智能障礙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以下說明。 

 

一、文件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依據學童的學習回饋單及訪談、觀察員記錄及教師教學省思日誌三方面進行

分析，彙整確認學童接受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及改變情

形，說明如表 5-1。 

表 5-1 視覺動作能力敘述表 

資料來源   文字敘述 

S1 
空間 
關係 

1.整體的動作表現較小、較局限（TC0305） 
2.手追手的方向侷限，都在前方（TC0328） 
3.當雕塑家時，能做出不同面向的扭轉動作（TC0511） 

S2 
空間 
關係 

1.在提示下，會改變造型、高度成障礙，也能做出不同造型的山

洞（TC0305） 
2.進行黏巴達時，能和組員配合，並嘗試不同造型（TC0418） 
3.當鏡子時，可以想出很多動作（TC0523） 

S3 
空間 
關係 

1.整體動作表現較小（TC0305） 
2.能使用教具做出指令以外的動作，例如把球當枕頭（TC0411）

 

 86



表 5-1（續） 

S4 
空間 
關係 

1.能和同學嘗試使用各種面向及水平位置夾球（R0418、TC0418）
2.做動物模仿秀時，較多異於別人的造型（TC0521） 

觀察員記錄 
空間

關係 

1.手追手時，出手者多集中在前、左、右、高的方向，低和後的

方向很少出現（TC0328） 
2.手追手時，動作的完成度和變化較之前多（TC0402） 
3. 大房子造型時，學生忘記可以用腳和別人連結，只侷限在手牽

手的造型（TC0509） 

教學 
省思日誌 

空間

關係 

1.學生在動作上的表現越來越多變，能說出且探索不同的動作形

式（R0409） 
2.兩三次穿越布塊課程後，學生動作的方式變得多元、放的開且

願意嘗試（R0411） 
3.黏巴達能使用不同部位變換造型，且欣賞別組同學時也都能等

待，有進步（R0418） 
4.動作的探索仍可再繼續發展，讓學生嘗試更多動作的可能性 
（R0509） 

5.雕塑家的造型有了上下的發展，但身體的扭轉較少（R0511） 
6.使用引導語請學生嘗試做扭轉的動作，已經有學生願意嘗試 
（R0516） 

 

    文件資料顯示學童在空間探索部份從課程初的陌生、動作侷限，至課程進行

四、五週，活動單元發展至黏巴達、雕塑家時，學童動作探索變得較多元，也願

意嘗試使用不同身體部位發生動作，可以看出利用空間探索的課程教學對空間關

係有正面影響。 

 

二、測驗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視知覺動作能力包括形象─背景知覺、空間關係、視覺恆常及視動協調能力，

與簡明知覺─動作測驗的第一測驗（書寫技能）、第二測驗（認知與仿畫圖形）、第

三測驗（認知手掌上的字型）、第四測驗（追視技能）、第六測驗（用手指指觸鼻

尖）、第七測驗（用手指接成圓圈）所測驗內容相符合，以下依個案前後測得分差

異情形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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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S1 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1 在書寫技能、認知與仿畫圖形、認知手掌上的字型的前後測分數皆未改

變，評定類別都為疑似，在手指指觸鼻尖分數雖未改變，但評定類別為正常，

而在追視技能、用手指接成圈圈的前後測分數則有進步，主要是因為專注追視

物體及手指接成圓圈時順序正確。 

  （二）S2 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2 在認知與仿畫圖形的前後測分數皆未改變，評定類別為疑似，書寫技能

的前後測雖有差異，主要是因為前測在書寫寫頭接近桌面，但前後測評定類別

皆為正常，其餘在認知手掌上的字型、追視技能、用手指指觸鼻尖、用手指接

成圓圈則都有進步，主要是因為認知手掌上的自行增加、追視物體時較專心、

用手指指觸鼻尖位置較穩定、能用手指接成圓圈。 

  （三）S3 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3 在書寫技能、手指指觸鼻尖的前後測分數皆未改變，評定類別為正常，

在認知與仿畫圖形、認知手掌上的字型、追視技能的後測分數有進步，但前後

測評定類別為疑似，主要是因為仿畫圖形紙張不會翻轉，但指認圖形名稱仍

少、認知手掌上的字型有增加、追視物體時較專心；在用手指接成圓圈部份後

測成績比前測差，主要原因是次序顛倒。 

  （四）S4 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4 在手指接成圈圈的前後測分數皆未改變，評定類別為正常，在認知與仿

畫圖形、認知手掌上的字型、追視技能、用手指指觸鼻尖的前後測分數都有進

步，主要是因為仿化圖形大小差距不大、認知手掌上的字型增多、較專心追視

物體、用手指指觸鼻尖位置較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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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視知覺動作能力前後測分數 

個案 S1 S2 S3 S4 
分測驗名稱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書寫技能 2 S 2 S 1 N 0 N 0 N 0 N 2 S 1 N
認知與仿畫圖形 2 S 2 S 2 S 2 S 3 S 2 S 4 S 2 S
認知手掌上的字型 4 S 4 S 7 H 4 S 6 S 4 S 8 H 7 H
追視技能 7 H 6 S 4 S 1 N 5 S 4 S 1 N 0 N
用手指指觸鼻尖 1 N 1 N 4 H 2 S 0 N 0 N 4 H 3 S
用手指接成圓圈 5 S 3 N 4 S 2 N 2 N 4 S 0 N 0 N
註：評定類別 H 表示異常，S 表示疑似，N 表示正常 

 

    依據表 5-2，分測驗所測視知覺動作項目包含視動協調、注意力、追視能力、

空間知覺、動作計畫等能力，測驗結果顯示學童在有關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前後測

成績都有改變，S3 與 S4 在書寫技能、認知與仿畫圖形、認知手掌上的字型都有進

步，四位學童在追視技能也都有改善，顯示其視動協調、注意力、追視能力都有

提升；而 S2 與 S4 在手指指觸鼻尖，S1 與 S2 用手指接成圓圈的前後測也都有差

異，顯示其注意力、空間關係有所提升。整體而言，學童在視知覺動作能力的表

現較尚未接受課程前表現較好。 

 

三、綜合討論 

    依據文件資料與測驗資料，發現學童在視知覺動作能力的空間關係、追視能

力、視動協調、注意力有進步，與李芃娟（1987）研究指出智能障礙學童視覺動

作協調能力是可以訓練相符，並與洪清一（2001）指出透過空間移動能力，得以

訓練兒童視覺動作空間形式的處理一致，顯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藉由空間探索、

模仿活動的設計，對智能障礙學童之視知覺動作能力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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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聽知覺動作能力之影響 

    聽知覺動作能力包括聽覺的形象背景知覺、聲音方位、聽覺辨別、時間的聽

知覺和聽覺動作協調，本節依據文件資料與測驗資料進行描述與分析，彙整出身

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於四位智能障礙學童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以下說明。 

 

一、文件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依據學童的學習回饋單及訪談、觀察員記錄及教師教學省思日誌三方面進行

分析，彙整確認學童接受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及改變情

形，歸納如表 5-3。 

 

表 5-3 聽覺動作能力敘述表 

資料來源   文字敘述 

節奏 

1.跳的時候，2 下只跳 1 下，3 下可完成一次，之後多跳好 
  幾下（TC0312） 
2.跳的時候，有時候能在節拍上，有時無法在節拍上 
 （TC0314） 

S1 

時間 1.手和身體的慢動作，長拍及短拍的體驗都有掌握（TC0319）

節奏 
1.跳的時候無法在節拍上跳，有時還會連跳 3 次（TC0314）
2.巧拼跳能在對的節拍上，且看到巧拼就會說一二三跳的口

  令（TC0523） 

時間 
1.似乎不能理解長拍的慢，慢動作的體驗較無法做出慢的感

 覺（TC0319） 
S2 

聽動 
協調 

1. 2 手 1 腳著地數量會搞不清楚，做成 1 手 2 腳，聽動協調

  弱（TC0312） 
2.活動時對指令的理解力較弱，要較多的指導語（TC0402）

節奏 
1.跳的時候，2 下只跳 1 下，3 下多跳好幾次，無法跟上節 
  奏（TC0312） 

S3 
時間 

1.搭配數拍子做慢動作可以完成，太空漫步時也能做出慢的

  動作（TC0319） 
 

 90



表 5-3（續） 
節奏 1.跳的部份 2 下可完成，3 下就會多跳（TC0312） 

S4 
時間 

1.搭配數拍子做慢動作能完成，但快慢掌控較弱，太空漫步

  能做出慢的動作（TC0319） 

節奏 1.巧拼跳比之前進步，幾乎都可以在正確的拍點上（TC0521）
觀察員記錄 

時間 
1.學生可以用動物表達快、慢的差異，且覺得快動作比較容

  易（TC0319） 

節奏 

1.使用巧拼跳配合節奏，對學童來說似乎不容易，很少能在

拍點上跳動，甚至會多跳或延遲（R0314） 
2.單純使用節奏在原地練習巧拼跳時，學童都能在拍點上跳

動（R0523） 

教學省思 
日誌 

時間 1.學生對快的動作很熟悉，對慢的動作顯得陌生（R0319）
 

  根據上述文字資料歸納出三點： 

  （一）節奏的學習：課程初期，尤其是巧拼跳活動，學童節奏的表現較弱，經

常無法在節奏點拍手或跳動；但至課程後期，學童再次經驗巧拼跳時，除

S2 在跳動上可能稍有混淆外，其他人都能數出正確的節奏並在節奏點上

跳動。 

  （二）時間快慢的學習：時間快的體驗對學童來說是一件比較容易的事情，但

時間慢的體驗對學童來說就比較難掌握。 

  （三）聽動協調：除 S2 聽動協調較弱，常需透過許多口頭引導語提醒外，其他

三人都能在聽到指令後配合活動進行。 

 

二、測驗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聽知覺動作能力包括聽覺的形象背景知覺、聲音方位、聽覺辨別、時間的聽

知覺和聽覺動作協調與簡明知覺─動作測驗的第五測驗（模仿聲音組型）、第九測

驗（迅速翻轉手掌動作）測驗內容相符合，依個案前後測得分差異情形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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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S1 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1 在模仿聲音的組型，後測分數進步一分，主要原因是前測時完全無法模

仿、拍手時會交換使用手，後測時能模仿有節奏的聲音組型但仍有所遺漏，而

迅速翻轉手掌動作的前後測均一致為正常。 

  （二）S2 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2 在模仿聲音的組型，後測分數進步三分，主要原因是前測時無法模仿、

無法等待且固執的拍手，後測時能聽完教師的指令再做動作，而迅速翻轉手掌

動作的前測為 0 分，評定為正常，後測為 3 分，評定為疑似，主要原因是翻手

掌時顯示不對稱的動作，一邊向上、一邊向下。 

  （三）S3 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3 在模仿聲音組型及迅速翻手掌動作的前後測均一致，模仿聲音組型仍有

所遺漏，但後測時可以做對某一個節奏組型，前後測都評定為疑似，而迅速翻

手掌動作則為正常。 

  （四）S4 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 

       S4 在模仿聲音組型及迅速翻手掌動作的前後測均一致，模仿聲音組型仍有

所遺漏，但後測時可以做對某一個節奏組型，前後測都評定為疑似，而迅速翻

手掌動作則為正常。 

 

表 5-4 聽知覺動作能力前後測分數 

個案 S1 S2 S3 S4 
分測驗名稱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模仿聲音組型 9 S 8 S 10 H 7 S 6 S 6 S 6 S 6 S
迅速翻手掌動作 0 N 0 N 0 N 3 S 0 N 0 N 0 N 0 N
註：評定類別 H 表示異常，S 表示疑似，N 表示正常 

 

    依據表 5-4，分測驗所側聽知覺動作能力項目包括聽動協調能力、節奏、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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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力，結果發現 S1、S2 在模仿聲音組型的後側成績有進步，但評定類別仍為「疑

似」，S3、S4 前後測結果未改變，評定結果也為「疑似」，顯示模仿聲音組型所需

之聽動協調能力未明顯改善，可能與學童本身聽覺理解能力較弱有關，也可能與

課程設計較少聲音的模仿有關；在迅速翻手掌動作測驗，S2 後測時因左右手拍打

節奏不一致，使得測驗計分偏高，S1、S3、S4 的前後測均無改變，評定結果也都

為正常，測驗結果與質的文件資料符合，顯示三位學童能在接受課程後配合節奏

做出動作。 

 

三、綜合討論 

    本研究課程設計藉由巧拼跳、時間快慢體驗、身體部位接觸數量等活動，提

升學童聽知覺動作能力。綜合文件資料與測驗資料，發現學童在節奏上有進步，

與洪清一（2001）指出可以由掌聲、鼓聲指揮韻律節奏，訓練其節奏感一致，顯

示活動中以固定節奏的樂聲重複進行，能培養學童的節奏感，使其節奏感在學習

中得以進步，其結果相符。陳蒂勻（2004）研究指出聽知覺的完成度容易受到個

體因素，尤其是注意力的影響，與本研究學童能專注於節奏做出適當的動作相符

合。而學童的聽覺理解力在課程後無明顯改變，可能與研究工具在聽知覺動作能

力測驗的分測驗較少，且無法確認是否為學童生理因素導致，故聽覺理解力之結

果尚不足以定論，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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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運動知覺能力之影響 

    運動知覺能力包括身體知覺、兩側感、方向感及觸覺知覺，本節依據文件資

料與測驗資料進行描述與分析，彙整出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於四位智能障礙學童

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以下說明。 

 

一、文件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依據學童的學習回饋單及訪談、觀察員記錄及教師教學省思日誌三方面進行

分析，彙整確認學童接受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及改變情

形，歸納整理如表 5-5。 

 

表 5-5 運動知覺能力敘述表 

資料來源 文字敘述 

觸覺 
1.很喜歡伸縮衣活動，下次還要上星星課（S10307） 
2.最喜歡使用鬆緊帶的活動（S10523） 
3.搔癢遊戲時，有幾個動作可以從被觸碰部位展開動作（R0507）

兩側

感 
1.綁布與非綁布手會搞混（TC0328） 
2.知道布塊要綁在右手，速度快（TC0402） S1 

平衡 

1.無法輕鬆的使用單腳跳（S10314） 
2.單腳平衡不錯，能維持（TC0502） 
3.單腳站立平衡感很好，可一直保持平衡（TC0507） 
4.單腳站很穩，但閉上眼後無法保持平衡（TC0516） 

觸覺 

1.很喜歡伸縮衣活動，下次還要上星星課（S20307） 
2.一開始無法辨別搔癢部位，或對搔癢部位無法做出反應動作 
（R0502） 

3.對搔癢部位的判定較緩慢（R0507） S2 

兩側

感 

1.綁布與非綁布手會搞混，且尋找綁布的手時，腳還會跳動

（TC0328） 
2.知道布塊要綁在右手，速度快（TC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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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續） 

S2 平衡 

1.無法輕鬆的使用單腳跳（S20314） 
2.身體平衡不好，無法單腳站立停頓幾秒，因此單腳造型時，只

能稍停頓（TC0307） 
3.單腳平衡有進步，能維持幾秒」（TC0507） 
4.單腳站立進步很多，可以站的穩、不搖晃，並維持幾秒（TC0514）

觸覺 
1.很喜歡伸縮衣活動，下次還要上星星課（S30307） 
2.最喜歡布塊的活動，感覺很舒服（S30523） 

S3 
平衡 

1.無法輕鬆的使用單腳跳（S30314） 
2.可做 1 手 1 腳的動作，但身體搖晃的厲害，轉的動作較慢且不

協調（TC0312） 
3.S3 單腳的平衡比上次進步，不會跳來跳去（TC0507） 
4.單腳的平衡有進步，可以維持幾秒（TC0514） 

觸覺 
1.很喜歡伸縮衣活動，下次還要上星星課（S40307） 
2.最喜歡軟球的活動，軟軟的很舒服（S40523） 

S4 
平衡 

1.無法輕鬆的使用單腳跳（S40314） 
2.單腳平衡後來似乎抓到方法，表現不錯（TC0502） 
3.單腳平衡可以比較久了（TC0507） 

觸覺 

1.學生都非常喜歡布塊穿越的活動，甚至喜歡應用布塊作不同造

型變化（TC0404） 
2.應用軟球設計活動，學生非常喜歡（TC0418） 
3.大肚呼吸的接觸別於平日的推擠，學習輕輕的和別人接觸、拉

近彼此距離（TC0430） 
觀察員記錄 

平衡 
1.單腳的造型家，學生都能站在原位，不會再跳動，晃動弧度也

變小（TC0507） 

觸覺 

1.使用軟球代替布塊作身體彩繪的練習，滾動的範圍較大、也較

流暢（R0423） 
2.大肚呼吸的流暢讓我很訝異，看到學生躺在彼此身上閉上眼睛

緩慢呼吸的表情，感覺是很舒服、平靜的（R0430） 教學省思 
日誌 

平衡 

1.學生使用單腳造型較弱、平衡感較差，因此身體晃動較大 
（R0502） 

2.學生單腳站立的時間都有變長，於是請學生閉眼站，晃動弧度

變大且無法維持」（R0514） 

 

  根據上述文字資料歸納出三點： 

  （一）觸覺的刺激：從伸縮衣、布塊、軟球的應用，發現學童都很喜歡這些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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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刺激，而這些教具應用在不同活動也能達到不同效果，例如身體彩繪使

用軟球能讓身體有更流暢的動作，伸縮衣能更清楚的體會三個動詞裡「張

開、縮起來」的動作，甚至躺在彼此身上體驗呼吸的感覺讓學生經驗輕柔

與呼吸身體的改變，可以看出觸覺的刺激不僅提供學童感官及觸覺的刺激

外，也能引導學童較具體的經驗動作、引導他們學習。 

  （二）平衡的進步：學童從一開始覺得自己無法輕鬆的單腳站立且站立時易搖

晃，至後來找到平衡方法且經過單腳造型家的練習，使得單腳站時搖晃變

得小，平衡時間變得比較長，可以看出透過活動的引導練習，能讓學童在

平衡上的表現有所進步。 

  （三）兩側的分辨：讓學童透過布塊分辨左右，S3、S4 能判斷，S1、S2 則容易

將左右兩側搞混，雖然後來知道應該要將布塊綁在右手上，但追尋右手蹤

跡時，仍較不穩定。 

 

二、測驗資料的分析與討論 

    運動知覺能力包括身體知覺、兩側感、方向感及觸覺知覺，與簡明知覺─動作

測驗的第六測驗（用手指指觸鼻尖）、第七測驗（用手指接成圓圈）、第八測驗（同

時觸摸手和臉）、第九測驗（迅速翻轉手掌動作）、第十測驗（伸展四肢）、第十一

測驗（腳跟緊靠腳尖行走）、第十二測驗（單腳站立）、第十三測驗（交換跳）、第

十四測驗（辨別左右）測驗內容相符合，依個案前後測得分差異情形分別說明。 

  （一）S1 學童運動知覺能力的改變 

       S1 在手指指觸鼻尖、迅速翻手掌動作、伸展四肢的前後測均無差異，且評

定為正常；腳跟緊靠腳尖行走的前後測無差異，但評定為異常，主要原因是後

測身體雖然晃動不再那麼大，但仍無法保持平衡；單腳站立的前後測無差異，

皆評定為疑似，主要原因是閉眼時仍會晃動；用手指接成圓圈後測進步兩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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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原因是，手指頭能圈成比較完整的圓圈且圓圈的次序也沒有顛倒；同時觸

摸手臉後測較前測少一分的原因是偶爾無法感覺出刺激；交換跳進步的原因是

前測時無法做到，後測能做交換跳但身體平衡力仍較差；辨別左右的部份後測

進步一分的原因是第七項分測驗能模仿主試者從右手開始。 

  （二）S2 學童運動知覺能力的改變 

       S2 在伸展四肢的前後測均無差異，皆評定為正常；腳跟緊靠腳尖行走的前

後測無差異，但評定為異常，主要原因是後測身體雖然晃動不再那麼大，但仍

無法保持平衡；用手指指觸鼻尖進步的主要原因是動作較穩定、能控制；用手

指接成圓圈進步的主要原因是能按照次序進行；同時觸摸手和臉後測較前測差

的原因是偶爾無法感覺出刺激；迅速翻手掌動作後測較前測差的原因是翻轉手

掌時會出現拍手動作；單腳站立及交換跳進步的主要原因是身體平衡較好、身

體晃動較少；辨別左右則在用手指接成圓圈時未能從右手開始進行。 

  （三）S3 學童運動知覺能力的改變 

       S3 在用手指指觸鼻尖、同時觸摸手和臉、迅速翻手掌動作、伸展四肢、交

換跳的前後測均無差異，且評定為正常；用手指接成圓圈的前測比後測佳是因

為後測時次序混淆；腳尖緊靠腳跟行走及單腳站立的後測比前測好主要是後測

時平衡較好、身體晃動較小；辨別左右的後測較差主要是因為第六、第七分測

驗未能從右邊開始。 

  （四）S4 學童運動知覺能力的改變 

       S4 在用手指接成圓圈、同時觸摸手和臉、迅速翻手掌動作、伸展四肢、交

換跳的前後測均無差異，且評定為正常；用手指指觸鼻尖的後測有進步，主要

是因為碰鼻尖的時候較準確；腳尖緊靠腳跟行走及單腳站立的後測比前測好主

要是後測時平衡較好、身體晃動較小；辨別左右的後測較差主要是因為第六、

七、十二分測驗未能從右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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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運動知覺能力前後測分數 

個案 S1 S2 S3 S4 
分測驗名稱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用手指指觸鼻尖 1 N 1 N 4 H 2 S 0 N 0 N 4 H 3 S
用手指接成圓圈 5 S 3 N 4 S 2 N 2 N 4 S 0 N 0 N
同時觸摸手和臉 0 N 1 S 3 H 4 H 0 N 0 N 0 N 0 N
迅速翻轉手掌動作 0 N 0 N 0 N 3 S 0 N 0 N 0 N 0 N
伸展四肢 0 N 0 N 0 N 0 N 0 N 0 N 0 N 0 N
腳跟緊靠腳尖行走 9 H 9 H 12 H 12 H 9 H 5 S 12 H 11 H
單腳站立 2 S 2 S 3 H 2 S 3 H 2 S 2 S 1 S
交換跳 3 S 1 N 1 N 0 N 1 N 1 N 1 N 1 N
辨別左右 2 S 1 N 1 N 2 S 0 N 2 S 1 N 3 S
註：評定類別 H 表示異常，S 表示疑似，N 表示正常 

 

    依據表 5-6，分測驗所測之運動知覺能力項目包括方向感、左右區分、觸覺辨

認、平衡感、移動能力等，發現學童在運動知覺能力的腳跟緊靠腳尖行走、單腳

站立、交換跳的後測都有進步，而這些測驗所測的能力與身體平衡有關，結果與

質的文件資料相符合，顯示學童在平衡能力的表現都有改善；在辨別左右的測驗，

因主試者不能提示受試者從右手開始動作，故位於主試者對面的受試者易使用左

手動作，使得後側計分偏高，可能與課程進行時較不強調左右兩側的區辨有關，

也可能與課程設計的鏡子遊戲有關，因不強調學童要與鏡子同側動作，因此使學

童模仿動作時會做出對側動作。故就測驗資料而言，學童在運動知覺能力的平衡

感、移動能力、觸覺辨認有正面影響。 

 

三、綜合討論 

    本研究課程以不同教具之引導、各種方式移動等活動設計，以提升學童運動

知覺能力。綜合文件資料與測驗資料顯示，學童的觸覺辨認有改善，與 Winnick

（1995）指出觸摸、感覺、操作可促進學習，透過觸覺系統可經驗不同的感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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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知、辨識週遭事物，而促進對環境的認知，其結果相符；曹淑珊（1996）研究

指出較具觸覺刺激、前庭刺激功能的器材，教師使用的頻率也較高；與本研究採

用各種不同觸覺之教具，增進學童感官刺激外，對學習也有正面影響。 

    此外，學童的平衡能力也有進步，與 Boswell（1991）研究顯示身體活動訓練，

包括創造性舞蹈與動作探索性課程能改善智能障礙學童平衡能力，其結果一致；

陳蒂勻（2004）研究指出設計移動性動作的跳、走、穩定性能協助學童下肢肢體

動作提升，故研究中透過單腳造型家、巧拼跳、不同方式的走增進學童下肢肢體

動作，對其平衡能力有正面影響。 

    在方向感、兩側的辨認上，因測驗工具主要針對學童是否產生鏡子影射動作

而記分，與是否能正確指認上下左右前後的方向關聯性不高，因此課程是否對其

造成影響有待進一歩討論。 

    綜合以上所述，身心動作教育課程透過不同觸覺刺激教具及動作探索活動，

對智能障礙學童的觸覺辨認及平衡能力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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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教學活動方案實施後，透過文件資料、測驗資料所進行的分析，

再依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結論與建議。全章分為兩節，

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透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作能力的影

響，依據學童回饋單、觀察員記錄、教學省思日誌的資料彙整結果，並使用簡明

知覺動作測驗之前後測比較結果，說明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智能障礙學童知覺動

作能力的影響，分為視知覺動作能力、聽知覺動作能力及運動知覺能力三方面，

歸納本節之結論。 

 

一、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視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 

    空間探索變得較多元、開放，動作有較多的可能性，顯示課程對智能障礙學

童視知覺動作能力具有正面影響效果。 

 

二、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聽知覺動作能力的影響 

（一）節奏 

       S1、S3、S4 學童在節奏上有進步，能數節奏並跟上節奏動作，顯示課程對

聽知覺動作能力的節奏有正面影響效果。 

（二）聽動協調 

       S2 的聽動協調能力較弱，經常需要口頭引導語提醒，其他三位未有明顯改

善，顯示課程對聽動協調能力的影響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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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動作教育課程對運動知覺能力的影響 

（一）觸覺 

       學童喜愛不同觸覺刺激的教具，透過教具能引導學生具體的經驗動作，但

課程設計的觸覺刺激屬於大面積、粗大動作之範圍，對於小面積、精細動作的

影響較不明顯。 

（二）平衡感 

   學童單腳平衡的時間較久、身體也較穩，顯示課程對平衡能力具有正面影

響效果。 

（三）方向感 

       學童對左右兩側的區辨較沒問題，但對於對側方向的區辨較弱，顯示課程

在對側方向感的影響未有明顯影響，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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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綜合上述研究之結果，並根據相關文獻、研究心得與反省、及實施課程

的經驗，分別提出對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應用智能障礙學童的課程編排及實施、對

未來研究二方面，提出建議。 

 

一、課程編排及實施之建議 

  （一）呼吸對每個人的影響都很大，透過引導，學童能很快的静下心來準備上

課，即使學童有浮躁不安的言行，透過引導也能穩定情緒。 

  （二）對特殊學童而言，教學中的具體概念很重要，教具的使用不僅能讓抽象

的活動具體化，也能增加學童感官、觸覺的刺激，此外，不同質感的教具

會產生不同的動作效果，能提升學童探索的興趣及學習效果，故課程中多

運用教具，會讓學童有更多具體且不同的體驗。 

  （三）單元活動實施時間短，雖能讓學童經驗不同的活動，但過於匆促，效果

反而不佳，因此將單元活動時間加長，讓學童能更熟悉活動，做更多探索

及嘗試，對學童的體驗及學習會更有幫助。 

  （四）對教學者而言，動作的探索要明確的指導、甚至示範，鼓勵學童嘗試、

探索、創造，不吝於給學童鼓勵，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童，若發現學童動作

侷限、固定時，適時加入指導語提醒，同時必須提醒學童尊重彼此的身體

與感覺。 

 

二、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主要探討智能障礙學童在知覺動作能力的改變，未對學童的人際關

係、自我概念做深入的探討，建議未來研究可擴大至應用於智能障礙學童

的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自我概念等層面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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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編排的課程僅以四位智能障礙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建議未來可以

觀察不同障礙類別學童、甚至一般學童參與課程之情形，藉由異質性高的

團體互動促進更多溝通、學習及尊重，同時也更廣泛的應用在特殊學童教

育或融合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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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測驗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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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參與研究家長同意書 

參與研究者之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一直以來對資源班課程的支持與配合，這學期課程將安排一系列提升

孩子動作能力的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期盼孩子從活動中快樂學習與成長。 

    此次安排之身心動作教育課程，是透過呼吸、動作探索、身體對話等課程幫

助孩子集中注意力、改善動作能力、覺察自己及與外在的關係，進而開發身體的

智慧，發揮更多潛能，使身體與心靈有更良好的互動，而漸趨於身心平衡及健康。 

    因此本學期預計進行十二週共二十四節的教學活動，為了針對安排的課程進

行教學者課後省思，將於教學中將進行攝影，並於課後填寫學習單及訪談錄音；

全部的錄影、錄音僅作為研究之用，未經當事者及監護人同意絕對不會公開，且

會妥善的保密，以保護每一位參與教學活動學童的隱私。 

    衷心盼望得到您的支持及參與，也非常歡迎您的指教，更期待這樣的活動課

程能讓孩子對身體有不同的體驗並在愉快的情境中學習。若蒙同意，請您在參與

研究者同意書上簽名，由衷感謝您！ 

 

○○國小 

陳安婷老師  96.03 

 

同意書 

 

□同意參加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之系列活動 

□不同意參加身心動作教育課程之系列活動 

同意人：                     （簽名） 

家長監護人：                       （簽名） 

 
中華民國   96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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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週次教案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一週~1）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5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放鬆、身體認識與覺察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部位動一動 
磁鐵王 
身體歸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分辨身體使用部位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 
  2.使用自己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細長呼吸：藉由教具輔助感受呼吸時身體變化

  1.輕鬆的坐著，先用鼻子吸氣，吐氣時用嘴巴慢慢

的吐氣，做四至五次。 
  2.將口哨糖放於嘴上，鼻子吸氣，然後慢慢地用嘴

巴吐氣，口哨糖會發出聲音。 
  3.將吸管輕咬，一手放在吸管另一端，鼻子吸氣，

然後慢慢地用嘴巴吐氣，放在吸管端的手感覺氣

流通過的感受。 
  4.趴在地板上使用軟球，感受呼吸時背部的膨脹，

或使用軟球站立靠在牆邊。 
  5.比比看誰的氣最長，吐氣時以口哨糖發出的聲音

為主。 
 
（二）動作探索~部位動一動 
  1.指認頭、肩膀、手、臀部、腳的位置 
  2.聽指令轉動特定的部位 
  3.走動，鈴鼓聲後，聽指令作出特定部位的轉動（先

一個部位，再兩個部位）。 
   

手提

音響、

音樂 
 
 
 
吸管、

口哨

糖、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5 
 
 
 
 
 
20 
 
 
 
 
 
 
 
 
 
 
 
 
5 

 
提醒身體

放鬆 
 
 
 
 
 
提醒呼吸

要慢，吐

氣以細長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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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作探索~黏巴達 
   1.走動，鈴鼓聲後，聽指令將指定部位著地。 
   2.走動，鈴鼓聲後，聽指令將指令部位和其他人靠

在一起。 
 
三、綜合活動 
 （一）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慢慢的坐起來。 
 
 （二）分享&討論 
   1.呼吸時身體有什麼變化？感覺如何？ 
   2.身體部位在哪裡？還有哪些身體部位？還可以

怎麼動呢？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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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一週~2）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7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放鬆、身體認識與覺察、空間、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起身 
造型家 
身體歸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做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4.能配合指令動作 
5.能分辨身體使用部位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 
  2.使用自己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細長呼吸：藉由教具輔助感受呼吸時身體變化

  1.輕鬆的坐著，先用鼻子吸氣，吐氣時用嘴巴慢慢

的吐氣，做四至五次。 
  2.將軟球放在地上，身體趴在軟球上，感覺呼吸時

身體的變化。 
  3.將雙手放在肚臍上方，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二）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1.重複起身與躺下的動作。 
  2.是否有讓起身更有效率、省立、輕鬆的方式？ 
    試試看 
  2.說明並示範何謂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順著地心引力、找到支點、側身起 
  3.練習。 
 
（三）動作探索~造型家 
    穿著伸縮衣聽指令做造型； 
  1.躺著做：聽指令使用身體做出造型。 
  2.坐著做：聽指令使用身體做出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伸縮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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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站著做：聽指令使用身體做出造型。 
  4.走（滾）動聽到鈴鼓聲後再做。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有效率的起身可以應用在哪裡？ 
   2.穿著伸縮衣有什麼感覺？ 
   3.互相分享心得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結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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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二週~1）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12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視知覺、聽知覺、觸覺、平衡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深蹲 
磁鐵王 
三個動詞 
鏡子遊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做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4.能配合指令挑選身體部位 
5.能做打開、合起來的動作 
6.能和其他人一起完成活動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打一個大呵欠，頭、肩膀、手、臀部、腳輕輕的

動一動。 
  3.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身體檢視~深蹲 
  1.起身後蹲在地板上，頭和腳都朝下，雙手環抱雙

腳，停留並做緩慢而細長的呼吸。 
 
（二）動作探索~磁鐵王 
  1.聽指令使身體部位著地的數量符合指令 
  2.走動，鈴鼓聲後，聽指令與別人合作完成指定數

量。 
 
（三）動作探索~三個動詞 
  穿著伸縮衣做伸收轉（滾、跳）的探索 
  1.打開、合起來、滾動 
    躺著，聽指令做打開、合起來、滾動的動作。 
  2.打開、合起來、跳 
    蹲著或站著，聽指令做打開、合起來、跳的動作。

  3.打開、合起來、轉 
    站著，聽指令做打開、合起來、轉的動作。 
 

 
手提

音響、

音樂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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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作探索~鏡子遊戲 
   穿伸縮衣做時間和空間探索，當鏡子的人模仿照

鏡子人的動作。 
  1.老師當照鏡子的人，全部學生當鏡子，學生先模

仿老師的動作。 
  2.兩人一組，一人當鏡子，一人當照鏡子的人，鏡

子必須模仿照鏡子人的動作。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穿伸縮衣動的感覺如何？ 
  2.模仿鏡子的感覺如何？ 
  3.分享心得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音響、

音樂、

鈴鼓、

伸縮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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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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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二週~2）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14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聽知覺、平衡、節奏、視/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身體彩繪 
深蹲 
巧拼跳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3.能配合節奏跳躍 
4.能單腳站使身體平衡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打一個大呵欠，頭、肩膀、手、臀部、腳輕輕的

動一動。 
  3.身體彩繪 
   想像地板上有各種自己喜歡的顏色，慢慢輕輕地

   轉動頭部，讓身體其他部位跟著慢慢地和地板有

   接觸，感受身體與地板的接觸。將身體完全的交

   給地板，慵懶放鬆的在地上伸展。 
  4.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5.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巧拼跳 
   使用小巧拼在教室內不規則排列 
  1.先原地聽鼓聲（節奏）跳，可數拍子 
  2.聽鼓聲（節奏）在巧拼上雙腳跳 
  3.聽鼓聲（節奏）在巧拼上單腳跳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單腳跳的時候怎麼樣比較不會晃動？ 
  2.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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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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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三週~1）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19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節奏、時間、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身體彩繪 
深蹲 
交換位置 
太空漫步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3.能數出節奏 
4.能配合節奏做出動作 
5.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動作 
6.能做出慢的動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3.身體彩繪~手 
   想像地板上有各種自己喜歡的顏色，慢慢輕輕地

   轉動手，讓手的各個部位和地板有接觸，感受手

與地板的接觸。 
  4.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換位：在兩個固定位置間用不同節奏完成移動。

  1.以手為動作部位，選定動作一的位置，再選定動

作二位置，一起數不同節拍，例如：4、8、16、
24、30，從動作一移動至動作二，過程必須保持

動不能停。→先鏡子遊戲，再學生挑動作。 
  2.以身體為動作部位，重複上述過程。 
  
（二）動作探索~太空漫步 
  想像自己住在外太空，動作變慢 
  1.大家在拍外太空影片，所有動作變慢，包括走路、

吃飯、刷牙、洗臉等。 
  2.回到地球生活，速度回復正常。 
  3.交替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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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快動作和慢動作哪一種比較困難？哪一種容易？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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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三週~2）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21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平衡、節奏、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身體彩繪 
起身 
巧拼跳 
慢慢&快快走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有效率的起身與躺下 
3.能配合節奏跳躍 
4.能單腳站使身體平衡 
5.能分辨快慢不同節奏 
6.能做出慢的動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身體彩繪 
   想像地板上有各種自己喜歡的顏色，慢慢輕輕地

   轉動頭部，讓身體其他部位跟著慢慢地和地板有

   接觸，感受身體與地板的接觸。將身體完全的交

 給地板，慵懶放鬆的在地上伸展。 
  3.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巧拼跳 
   使用小巧拼在教室內不規則排列 
  1.先原地聽鼓聲（節奏）跳，可數拍子 
  2.聽鼓聲（節奏）在巧拼上雙腳跳 
  3.聽鼓聲（節奏）在巧拼上單腳跳 
 
（二）動作探索~慢慢&快快走 
   將活動區塊分為慢慢區與快快區，至慢步區時動

作要放慢，快步區時動作加快 
  1.先練習慢動作：想像在拍外太空影片，所有動作

變慢，包括走路、吃飯、刷牙、洗臉等。 
  2.練習快動作：所有動作變快進行。 
  3.自由走動，走至哪一區動作就要跟隨那一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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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喜歡在快快區還是慢慢區？爲什麼？ 
  2.生活中有沒有什麼時候適合用慢慢區的動作 
  3.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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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四週~1）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26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動作計畫、空間、節奏、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身體彩繪 
深蹲 
交換位置 
巧拼跳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找出其他動腳的方式 
3.能在時間內走到指定巧拼 
4.能使用不同方式走路 
5.能配合指令做動作 
6.能在節奏上做動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身體彩繪 
 輕鬆的仰躺於地板，想像腳可以怎麼動，詢問大

家腳可以如何動？趴著的時候腳可以怎麼動？側

躺的時候腳可以怎麼動？可以快快的動或慢慢的

動嗎？有沒有什麼不同呢？ 
 慢慢的身體其他地方也動一動。 

  3.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4.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交換位置 
   小巧拼在教室內圍成圓，走路至對面位置 
  1.先原地數拍子，再走至指定的巧拼 
  2.把數的拍子節奏變長再走至指定巧拼 
  3.加入不同水平位置，高、低走 
    加入不同方向，前、後走 
    加入不同形式，走、跳、或跑 
 
（二）動作探索~巧拼跳 
   在巧拼上雙腳 / 單腳 跳 

1.先喊口令「身體某一部位、跳」 
    例如：拍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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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家一起在巧拼上數口令並跳 
  ＊可更改部位或加長節拍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高、低走怎麼樣比較好走？ 
   前、後走怎麼樣比較好走？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走動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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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四週~2）     實施日期：96 年 3 月 28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專注、視動、身體覺、聽動、節奏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細長呼吸 
身體彩繪 
深蹲 
左手右手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分辨左右手 
3.能專注在追逐手的蹤跡上 
4.能配合指令做動作 
5.能和他人一起合作完成動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身體彩繪 
   想像地板上有各種自己喜歡的顏色，慢慢輕輕地

   轉動頭部，讓身體其他部位跟著慢慢地和地板有

   接觸，感受身體與地板的接觸。將身體完全的交

 給地板，慵懶放鬆的在地上伸展。 
  3.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4.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尋找同伴的左右手 
  1.分辨左右手，討論綁布塊的手 
  2.兩人一組，決定一人為出手者，一人為追逐者，

   站定區域後，出手者出手，追逐者要用同邊的首

擊掌；再交換角色。先以綁布塊的手為主，再使

用非綁布塊的手。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綁布塊的是哪一手，你能順利找到對方的手嗎？

   手可以往哪些方向移動呢？ 
  2.今天可以跟的上拍手、跳的節奏嗎？ 
  3.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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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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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五週~1）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2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身體覺、觸覺、視動、聽動、專注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呼」呼吸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左手右手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專注在追逐手的足跡上 
5.能將手伸往不同的方向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身體歸零、細長呼吸、身體彩繪 

1.找個地方躺（趴）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

下心來，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

觸。 
2.「呼」呼吸 
 趴或躺著自然呼吸，在吐氣時發出「Hu」的聲音，

連續幾次，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震動。 
  3.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4.身體彩繪 
   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轉

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5.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左手右手 
   尋找同伴的左右手 
  1.分辨左右手，討論綁布塊的手 
  2.兩人一組，決定一人為出手者，一人為追逐者，

   站定區域後，出手者出手，追逐者要用同邊的首

擊掌；再交換角色。先以綁布塊的手為主，再使

用非綁布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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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今天是否比較順利找到布塊的手？ 
   當出手者的時候是否能將手伸到不同方向？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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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五週~2）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4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呼」呼吸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穿越布塊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不同方式穿越 
5.能敘述自己穿越的方式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呼」呼吸 
 趴或躺著自然呼吸，在吐氣時發出「Hu」的聲音，

連續幾次，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震動。 
  3.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4.身體彩繪 
   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轉

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5.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穿越布塊 
   使用各種方式越過不同障礙 
  1.分組，兩人合作拉布塊，大家輪流穿越 
  2.剩下一組布塊，另外加上跳巧拼（單/雙腳） 
  3.請回想穿越的過程並嘗試敘述彼此穿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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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穿越哪一種布塊最容易？怎麼穿越？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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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六週~1）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9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呼」呼吸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深蹲 
穿越布塊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不同方式穿越 
5.能敘述自己穿越的方式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呼」呼吸 
 趴或躺著自然呼吸，在吐氣時發出「Hu」的聲音，

連續幾次，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震動。 
  3.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4.身體彩繪 
   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轉

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5.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穿越布塊 
   使用各種方式越過不同障礙 
  1.分組，兩人合作拉布塊，大家輪流穿越 
  2.剩下一組布塊，其他布塊鋪在地上，穿越時可自

行選擇通過方式，例如滾、爬、跳等。 
  3.請回想穿越的過程並嘗試敘述彼此穿越過程 
 

 
手提

音響、

音樂、

布塊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巧拼、

布塊 

10 
 
 
 
 
 
 
 
 
 
 
 
 
 
 
 
 
 
25 
 
 
 
 
 

 
身體放

鬆、專注

於呼吸

及身體

的改變 
 
 
 
 
 
讓身體

不同部

位和布

塊接觸 
 
 
 
用各種

不同方

式穿越~
滾、躍、

繞過、穿

越 

 
 

 134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穿越布塊的感覺如何？喜歡嗎？ 
    有什麼方式可以穿越呢？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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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六週~2）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11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呼」呼吸 
深蹲 
翻山越嶺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不同方式穿越 
5.能敘述自己穿越的方式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轉

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4.「呼」呼吸 
 在布塊內呼吸，吐氣時發出「Hu」的聲音，連續

幾次，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震動。 
  5.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翻山越嶺 
   使用各種方式越過不同障礙 
  1.分組，兩人做一造型，大家輪流嘗試用不同方式

穿越。 
2.分組，兩人合作拉布塊，大家輪流嘗試使用不同

方式穿越。 
  3.剩下一組布塊，其他布塊鋪在地上，使用不同方

式穿越地上的布塊。 
  4.一組拉起的布塊、鋪在地上的布塊、呼拉圈，使

用不同方式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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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哪一種方式穿越人呢？哪一種方式穿越布塊最舒

    服？哪一種最容易？有哪些方式可以穿越？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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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七週~1）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16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空間關係、聽動協調、互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呼」呼吸 
深蹲 
三個動詞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分辨遠離、靠近的不同 
5.能做出轉的動作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轉

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4.「呼」呼吸 
 在布塊中，趴或躺著自然呼吸，在吐氣時發出「Hu」
的聲音，連續幾次，感受發出「Hu」聲時身體的

震動。 
  5.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三個動詞「靠近、遠離、轉」 
   距離的改變、團體的改變、自己控制的改變 
  1.大家圍成一圈，教師說靠近時大家向教師靠近，

    遠離時，大家遠離教師，最後聽到轉時再轉。 
  2.手拿軟球，靠近時，大家的軟球靠近，遠離時將

軟球遠離，再轉，先可以移動，後再站定位置。

  3.兩人一組站定位置，聽教師指定的部位，靠近時

兩人的軟球靠近，遠離時將軟球遠離，再轉。 
  

 
手提

音響、

音樂、

布塊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軟球 

10 
 
 
 
 
 
 
 
 
 
 
 
 
 
 
 
 
 
25 
 
 
 
 
 
 

 
身體放

鬆、 
 
 
身體不

同部位

和布塊

接觸 
 
專注於

呼吸及

身體的

改變 
 
 
 
 
靠近、遠

離距離

的改

變，轉動

時可以

大大的

轉、也可

以小小

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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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有轉動那些部位？大大的轉還是小小的轉？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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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七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18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空間、視動協調、聽動協調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三個動詞 
黏巴達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配合指令動作 
3.能使用軟球做活動 
4.能將軟球放在身體不同部位 
5.能做出遠離、靠近、轉的動作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1）將身體覆蓋在布塊底下，再慢慢輕輕地將身體

轉到布塊上，感受身體與布塊的接觸。 
 （2）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

滾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三個動詞「靠近、遠離、轉」 
   距離的改變、團體的改變、自己控制的改變 
  1.將軟球放在地上，聽教師指定部位，靠近時部位

靠近球，遠離時部位遠離球，轉動時部位轉動。

  2.將軟球放在身體不同部位上，聽音樂走動，聽到

靠近時找尋同伴的軟球靠近，遠離時遠離同伴的

軟球，轉動時持軟球的部位轉動。 
   
 

 
手提

音響、

音樂、

布塊、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軟球 

10 
 
 
 
 
 
 
 
 
 
 
 
 
 
 
15 
 
 
 
 

 
身體放

鬆、 
 
 
 
 
 
身體不

同部位

和布塊

及軟球

接觸 
 
 
持軟球

的身體

部位，轉

動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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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動作探索~黏巴達 
   和同伴透過軟球身體部位的接觸 
   1.兩人一組，共同用一顆軟球，利用不同身體部位

將軟球固定，聽指令變換其他部位固定。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在軟球上滾的感覺如何？  
  2.和同學一起固定球的時候用了什麼部位？順利

嗎？ 
  3.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10 
 
 
 
 
 
 
5 
 

 
可以使

用不同

身體部

位固定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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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八週~一）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23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空間關係、聽動協調、互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深蹲 
黏巴達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使用身體各部位和球接觸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用身體某一部位將球固定 
5.能使用不同方式移動 
6.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5.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黏巴達 
   和同伴透過軟球身體部位的接觸 
   1.兩人一組，共同用一顆軟球，利用不同身體部位

將軟球固定，聽指令變換其他部位固定。 
   2.熟練固定軟球後，選擇一姿勢固定，用此姿勢向

不同方向移動。 
   3.三人或四人一組共同使用一顆軟球，用不同身體

部位將軟球固定，聽指令變換其他部位固定。 
   4.熟練固定軟球後，選擇一姿勢固定，用此姿勢向

不同方向移動。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軟球 

10 
 
 
 
 
 
 
 
 
 
 
 
 
 
2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不同部

位、高

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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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使用軟球的感覺如何？ 
  2.心得分享 
 
（二）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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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八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25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深蹲 
造型家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配合指令動作 
3.能分辨鬆和緊 
4.能分辨高和低 
5.能模仿不同形狀的造型 
5.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5.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鬆緊帶作造型，體驗鬆緊、變化造型 
   1.感受鬆緊帶作出拉「鬆」鬆緊帶的造型。 
   2.感受鬆緊帶作出放「緊」鬆緊帶的造型。 
   3.使用鬆緊帶作出「三角形、矩形」的造型。 
   4.使用鬆緊帶作出「高」的造型。 
   5.使用鬆緊帶作出「低」的造型。 
   6.多人使用伸縮帶作出「鬆、緊」的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短鬆

緊

帶、大

型伸

縮帶 
 
 

10 
 
 
 
 
 
 
 
 
 
 
 
 
 
2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鬆和緊

有什麼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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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使用鬆緊帶的感覺如何？ 
    會分辨鬆和緊嗎？有什麼不同？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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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九週~一）     實施日期：96 年 4 月 30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視動、聽動、平衡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大肚呼吸 
起身 
深蹲 
造型家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分辨鬆和緊 
5.能分辨高和低 
6.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7.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大肚呼吸 
   學生互相躺在彼此身上，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5.有效率的起身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鬆緊帶作造型，體驗鬆緊、變化造型 
   1.感受鬆緊帶作出拉「緊」鬆緊帶的造型。 
   2.感受鬆緊帶作出放「鬆」鬆緊帶的造型。 
   3.個人使用鬆緊帶作出指定的造型。 
   4.兩人一組使用鬆緊帶作出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短鬆

緊帶、

 
 

15 
 
 
 
 
 
 
 
 
 
 
 
 
 
20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呼吸時

身體的

變化 
 
鬆和緊

有什麼

不同？ 
能用不

同部位

做出造

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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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躺在別人身上呼吸時感覺有什麼不同？ 
    會分辨鬆和緊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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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九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2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大肚呼吸 
起身 
深蹲 
造型家 
搔癢遊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身體部位做造型 
5.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6.能用身體不同部位做出動作 
7.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大肚呼吸 
   學生互相躺在彼此身上，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5.有效率的起身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鬆緊帶作造型，體驗鬆緊、變化造型 
   1.兩人一組使用鬆緊帶作出造型。 
   2.不使用鬆緊帶作出指定的造型。 
   3.作出「單腳」的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短鬆

緊帶、

 
 

15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呼吸時

身體的

變化 
 
 
造型時

方向的

改變？ 
能平衡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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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利用搔癢遊戲，增加空間探索的機會 
   1.老師為出手搔癢者，大家都採四足跪姿跪地，都

是被搔癢者，老師搔癢時，學生必須以該部位為

動作出發點作出動作。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單腳造型容易嗎？ 
   搔癢遊戲時能使用不同方式躲掉搔癢者的手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5 
 

 
 
能以搔

癢部位

為出發

點動作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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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週~一）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7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大肚呼吸 
起身 
造型家 
搔癢遊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身體部位做造型 
5.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6.能用身體不同部位做出動作 
7.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大肚呼吸 
   學生互相躺在彼此身上，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5.有效率的起身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身體部位做出造型 
   1.音樂聲響時隨意走動，音樂聲停止或教師數木頭

人時即擺出一個造型。 
   2.熟練後，走動的方式可加上跳、後退走、側走等，

再作出「單腳」的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5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呼吸時

身體的

變化 
 
 
走動的

方式能

改變

嗎？ 
能穩穩

地使用

單腳造

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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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利用搔癢遊戲，增加空間探索的機會 
   1.老師為動作者，學生為被搔癢者，老師以手快速

的在被搔癢者身上搔癢，被搔癢者要躲開被搔癢

處，由搔癢處部位發出動作。 
   2.在限定區域內活動；幾次後互換同伴。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會使用不同方式移動嗎？ 
   單腳造型可以平衡嗎？ 
   搔癢遊戲時能使用不同方式躲掉搔癢者的手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5 

 
 
能以搔

癢部位

為出發

點動作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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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9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身體覺、平衡、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大肚呼吸 
起身 
深蹲 
造型家 
搔癢遊戲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身體部位做造型 
5.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6.能用身體不同部位做出動作 
7.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再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4.大肚呼吸 
   學生互相躺在彼此身上，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5.有效率的起身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不同身體部位做出造型 
   1.聽音樂移動，聽到教師指令後，使用單腳做出造

型。 
    搭配不同的移動方式、不同水平高度造型。 
   2.熟練後，兩人一組合作做出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5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呼吸時

身體的

變化 
 
 
造型時

方向的

改變？ 
能平衡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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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搔癢遊戲 
   利用搔癢遊戲，增加空間探索的機會 
   1.教師為動作者，學生為被搔癢者，學生全部平躺

於地板，動作者以手快速的在被搔癢者身上搔

癢，被搔癢者要躲開被搔癢處，由搔癢處部位發

出動作。 
   2.熟練後，學生兩三人為一組遊戲。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今天用單腳站的時間有沒有更久呢？ 
    有沒有嘗試使用不同的方式單腳站？ 
    搔癢遊戲時，躺著容易躲開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5 

 
 
能以搔

癢部位

為出發

點動作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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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一週~一）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14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平衡、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大肚呼吸 
起身 
深蹲 
造型家 
雕塑家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身體部位做造型 
5.能使用不同方式移動 
6.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7.能保持身體的穩定 
8.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將軟球離開身體，直接讓身體和地板接觸，讓身

體每個部位和地板接觸，感覺放鬆。 
  4.大肚呼吸 
   學生互相躺在彼此身上，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5.有效率的起身 
  6.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造型家 
   使用身體不同部位做出造型 
  1.聽音樂移動，聽到教師指令後，使用單腳做出造

型。搭配不同的移動方式、不同水平高度造型。

  2.熟練後，兩人一組合作做出造型。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5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呼吸時

身體的

變化 
 
 
單腳要

怎麼才

可以穩

穩站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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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雕塑家 
   兩人一組，一人為雕像，另一人幫雕像擺出姿勢

  1.分組，兩人/三人一組，一人為雕像，其他人為雕

塑家。 
  2.雕像站定後便不動，由雕塑家任意幫雕像改變姿

勢，雕像必須保持穩定。 
  3.分組欣賞後，再交換角色。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慢慢呼吸時除了肚子變大外，還有什麼感覺？ 
    你知道自己單腳站的時候是怎麼站的嗎？ 
    當雕像時能不能保持穩定呢？ 
    當雕塑家的時候能不能創造造型呢？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5 

 
雕像能

保持穩

定嗎？ 
雕塑家

能幫雕

像做出

不同的

姿勢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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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一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16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平衡、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深蹲 
黏巴達 
雕塑家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使用不同方式移動 
5.能使用單腳做造型 
6.能保持身體的穩定 
7.能分辨身體部位 
8.能和他人一起合作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將軟球離開身體，直接讓身體和地板接觸，讓身

體每個部位和地板接觸，感覺放鬆。 
  4.有效率的起身 
  5.深蹲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黏巴達 
   聽指令後用身體某一部位和他人接觸 
  1.聽音樂移動，聽到教師指令後，使用老師指定的

部位和地板接觸。 
  2.熟練後，聽音樂移動，聽到教師指令後，依照指

定部位和別人接觸。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5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 
 
 
 
 
 
除了身

體接觸

的地

方，其他

部位可

以造型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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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雕塑家 
   兩人一組，一人為雕像，另一人幫雕像擺出姿勢

  1.學生選擇一個位置站好後，由老師先幫每個人做

出不同的雕像；欣賞後，角色交換，由每一個人

老師一個部位，幫老師雕像。 
  2.分組，兩人/三人一組，一人為雕像，其他人為雕

塑家。 
  3.雕像站定後便不動，由雕塑家任意幫雕像改變姿

勢，雕像必須保持穩定。 
  4.分組欣賞後，再交換角色。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可以用正確的部位和地板接觸嗎？ 
   雕像時可以保持穩定嗎？可以幫雕像做出轉的動

作嗎？ 
  2.心得分享 
 
（二）緩和運動 
  1.輕鬆的躺（趴）至地板上，眼睛閉上，細長呼吸

    靜下心來。 
  2.使用有效率的方式坐起來。 
 
（三）微笑道再見 
 
 

 
 

 
5 
 
 
 
 
 
 
 
 
 
 
5 

 
雕像能

保持穩

定嗎？ 
雕塑家

能幫雕

像做出

不同的

姿勢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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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二週~一）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21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時間、重量、節奏、平衡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動物模仿秀 
巧拼跳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模仿不同動物 
5.能分辨動物特色 
6.能跟著數節奏 
7.能在節奏上跳動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將軟球離開身體，直接讓身體和地板接觸，讓身

體每個部位和地板接觸，感覺放鬆。 
  4.有效率的起身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動物模仿秀 
   聽指令模仿各種動物 
  1.聽教師指令，模仿指令動物，從低水平面至高水

平面，毛毛蟲、小老鼠、小狗、長頸鹿。 
  2.模仿重量不同的動物，輕的動物，如小螞蟻、 
   兔子、小貓；重的動物，如大象。 
  3.模仿速度不同的動物，快的動物，如老鷹、羚羊；

慢的動物，如烏龜。 
  4.模仿移動方式不同的動物，如側走的螃蟹、水裡

游的魚、天空飛的鳥。 
 

 
手提

音響、

音樂、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0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接觸、和

地板的

接觸 
 
 
 
動物的

造型可

以不同

嗎？可

以按照

不同提

示做出

不同動

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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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巧拼跳 
   在地板鋪設巧拼，在巧拼上雙腳 / 單腳 跳 

1.先使用雙腳跳，一起數「一二三跳」，反覆進行。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今天模仿哪些動物呢？他們有什麼特色？你最喜

歡模仿哪一種動物？爲什麼？ 
  2.心得分享 
 
（二）微笑道再見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巧拼 

 
10 
 
 
 
 
 
 
 
5 

 
能跟上

節拍跳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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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案之設計（第十二週~二）     實施日期：96 年 5 月 23 日 
主要課程內容 呼吸、觸覺、平衡、空間、視動、聽動 時間 40 分鐘

適用對象 中低年級智能障礙學童 實施方式 小團體 
教學內容大綱 身體歸零 

屈抱雙膝 
身體彩繪 
起身 
鏡子遊戲 
巧拼跳 

教學目標 1.能靜下心，安靜的躺在地板上

2.能感受呼吸時身體的變化 
3.能配合指令動作 
4.能模仿動作 
5.能跟著數節奏 
6.能在節拍上跳動 

活動內容及進行方式 器材 時間 備註 
一、準備活動  

1.身體歸零 
找個地方躺下，眼睛閉上，身體放鬆，靜下心，

呼吸緩慢而細長，感覺身體和地板的接觸。 
  2.屈抱雙膝 
   仰臥在地板上，慢慢地將雙膝屈抱至胸前，可以

輕輕的前後、左右晃動，感覺下背的延伸。 
  3.身體彩繪 
   將布塊蓋在身體上方，身體在布塊下輕輕的滾

動，感覺布塊和身體的接觸； 
   將軟球放至身體下方，身體在軟球上輕輕的滾

動，感覺軟球和身體的接觸； 
   將軟球離開身體，直接讓身體和地板接觸，讓身

體每個部位和地板接觸，感覺放鬆。 
  4.有效率的起身 
 
二、發展活動 
（一）動作探索~鏡子遊戲 
   兩/三人一組，一人當鏡子，一人當照鏡子人，鏡

子模仿照鏡子人的動作。 
  1.全部學生先當鏡子，老師當照鏡子的人，學生要

模仿老師的動作；之後輪流當照鏡子的人，一人

做二至三個動作，最好讓別人看不出來。 
  2.熟練後，兩/三人一組，一人當鏡子，一人當照鏡

子的人。 
 
 

 
手提

音響、

音樂、

 
 
 
布塊 
軟球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10 
 
 
 
 
 
 
 
 
 
 
 
 
 
 
 
 
15 
 
 
 
 
 
 

 
身體放

鬆，呼吸

細長緩

慢 
 
 
身體不

同部位

和軟球/
布塊接

觸，是否

不同？ 
 
 
 
 
快動作

還是慢

動作比

較不容

易被發

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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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探索~巧拼跳 
   在地板鋪設巧拼，在巧拼上雙腳 / 單腳 跳 

 使用雙腳跳，一起數「一二三跳」，反覆進行。 
  
 
三、綜合活動 
（一）分享&討論 
  1.鏡子遊戲時慢動作還是快動作容易？ 
   跳巧拼的時候可以跟的上節拍嗎？ 
  2.心得分享 
 
（二）微笑道再見 
 
 

 
手提

音響、

音樂、

鈴鼓、

巧拼 

 
10 
 
 
 
 
 
5 
 

 
數一二

三的時

候可以

屈膝準

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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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學童回饋單 

                學習回饋單（一）      日期：96.3.5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身體各部位動起來的感覺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三、呼吸時，你覺得身體哪些地方有改變呢？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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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                 日期：96.3.7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穿伸縮衣活動的時候是什麼感覺，寫寫看或畫畫看。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三、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四、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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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三）                  日期：96.3.12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穿伸縮衣活動的時候喜歡做快的動作還是慢的動作？為什麼？  

    □快的動作（伸收轉）    □慢的動作（鏡子遊戲） 

 

 

 

 

三、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四、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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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四）                 日期：96.3.14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嘴巴數節奏做動作，感覺如何？ 

    □很好玩    □很無聊    □沒感覺 

 

三、你可以很輕鬆的用單腳跳嗎？ 

     □可以    □不可以   □沒感覺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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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五）           日期：96.3.19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喜歡數字數的少還是多進行活動？ 

    □數字少       □數字多 

   為什麼？你覺得動起來像什麼？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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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六）           日期：96.3.21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喜歡在快快區還是慢慢區活動？  為什麼？ 

    □快快區       □慢慢區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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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七）             日期：96.3.26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說說看，腳可以怎麼樣動呢？ 

       二、說說看，腳可以怎麼樣動呢？ 

 

三、說說看，有那些方式可以走路呢？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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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八）                 日期：96.3.28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可以很快的找到綁布塊的手嗎？ 

     □可以       □不可以 

 

三、說說看，手可怎麼動呢？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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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九）             日期：96.4.2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可以很快的找到要拍的手嗎？ 

     □可以       □不可以 

 

三、你當出手的人的時候，把手伸到那些地方呢？ 

     □上面       □下面       □前面        

     □後面       □左邊       □右邊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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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              日期：96.4.4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可以穿越障礙全部的障礙嗎？ 

     □可以       □不可以 

 

三、說說看，你用過什麼方式穿越障礙？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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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一）             日期：96.4.9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説説看，今天你用什麼方式穿越障礙？ 

    

 

三、說說看，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穿越障礙？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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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二）             日期：96.4.11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説説看，你用哪些方式穿越人、布塊或其他障礙？ 

    

 

三、說說看，哪ㄧ種方式穿越最容易？哪ㄧ種最困難？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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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三）               日期：96.4.16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説説看，你比較喜歡遠離還是靠近的感覺？爲什麼？ 

    □遠離        □靠近 

 

 

三、說說看，今天你用哪些方式轉動？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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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四）           日期：96.4.18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身體在球上面滾的感覺如何？ 

    □舒服        □討厭        □沒感覺 

 

三、你可以把球放在身體哪些地方呢？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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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五）              日期：96.4.23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身體在球上面滾的時候，滾過哪些地方呢？舒服嗎？ 

    □舒服    □討厭    □沒感覺 

    □頭   □肩膀   □前胸   □手 

□後背 □肚子     □臀部   □腿 

三、和同學ㄧ起固定球的時候用了哪些部位呢？比上次用了更多部位

嗎？ 

 

 

      

四、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五、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176



        學習回饋單（十六）               日期：96.4.25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會分辨鬆和緊的不同嗎？ 

    □會      □不會     

三、你覺得身體什麼時候有「鬆」的感覺？ 

    □高興    □生氣    □休息    □煩惱 

四、你覺得身體什麼時候有「緊」的感覺？ 

    □高興    □生氣    □休息    □煩惱 

五、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感覺呢？ 

    □鬆      □緊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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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七）           日期：96.4.30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躺在別人身上呼吸時，有沒有什麼感覺呢？ 

    □沒有        □有 

三、用鬆緊帶的時候有感覺到「鬆」和「緊」嗎？ 

    □沒有        □有 

四、你會分辨「高」和「低」嗎？ 

    □會          □不會 

五、用鬆緊帶或是用身體作造型比較容易？ 

    □鬆緊帶       □身體        □都一樣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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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八）           日期：96.5.2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覺得慢慢呼吸、「呼」呼吸、大肚呼吸一樣嗎？ 

    □一樣        □不一樣 

三、可以用單腳造型嗎？ 

    □可以        □不可以 

四、你覺得用單腳造型簡單還是困難？ 

    □簡單        □困難 

四、被搔癢時會用不同的方式離開嗎？ 

    □會          □不會 

五、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六、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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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十九）          日期：96.5.7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在別人的肚子上呼吸，有什麼感覺？ 

 

三、你覺得作造型簡單還是困難？ 

    □簡單        □困難 

四、你今天有做出各種不同造型嗎？ 

    □有          □沒有 

五、單腳造型的時候，你的身體感覺如何呢？ 

    □穩穩地      □晃來晃去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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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十）             日期：96.5.9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今天用單腳站的時間有比較長嗎？ 

    □有          □沒有 

三、你知道自己用哪ㄧ隻腳會站的比較久嗎？ 

    □左腳        □右腳 

四、你比較喜歡和別人一起造型還是自己做？ 

    □和別人合作  □自己 

五、躺著被搔癢時會不會比坐著簡單？ 

    □會          □不會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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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十一）            日期：96.5.14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爲什麼？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呼吸時除了覺得肚子變大外，還有沒有其他感覺？ 

  

 

 

三、單腳站可以穩穩的嗎？ 

    □可以        □不可以 

四、當雕像時可以保持安靜、讓雕塑家幫你雕像嗎？ 

    □可以        □不可以 

五、當雕塑家時，你會幫雕像改變姿勢嗎？ 

    □會          □不會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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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十二）           日期：96.5.16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爲什麼？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呼吸？為什麼？ 

   □躺在地板     □大肚呼吸 

 

三、進行黏巴達時，身體哪些部位可以接觸？ 

   

 

四、你覺得自己改變造型的能力有沒有進步？為什麼？ 

    □有        □沒有 

 

五、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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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十三）           日期：96.5.21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爲什麼？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喜歡今天的動物模仿秀嗎？為什麼？ 

    □喜歡     □不喜歡 

 

 

三、你最喜歡模仿哪ㄧ種動物？為什麼？ 

   

 

四、今天可以跟的上節奏跳巧拼嗎？ 

    □可以        □不可以 

五、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六、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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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饋單（二十四）             日期：96.5.23 

姓名： 

 

 

 

一、今天的活動你喜歡嗎？爲什麼？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二、你喜歡今天的鏡子遊戲嗎？為什麼？ 

    □喜歡     □不喜歡 

 

三、你覺得鏡子遊戲動作快還是慢比較容易？ 

    □快     □慢 

四、今天可以跟的上節奏跳巧拼嗎？ 

    □可以        □不可以 

五、從以前到現在你最喜歡什麼活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六、上完課之後的心情如何呢？ 

    □太棒了，很開心    □沒什麼差別    □很討厭 

七、上完課還有沒有什麼話想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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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教學省思日誌 
第  週    日期：  年  月  日 

 

課程實施 學生學習情形 學生情緒與行為表現 發現心得 教學修正 

暖身活動 

    

發展活動 

    

緩和運動 

    

特殊事件 

    

教師反省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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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觀察員記錄表 

 

第    週  日期：96 年   月   日               觀察員姓名： 

一、檢核表 

 實 施 情 形 

檢核項目 
很 

好 
好 

普 

通 

待 

改 

進 

很 

不 

好 

一、課程安排與設計      

  1.課程安排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2.課程安排適合學生的學習      

二、教學行為      

  1.教師能引導學生動作探索      

  2.教師能引導學生發表      

  3.教師能引導學生合作學習      

  4.教師能善用教具進行進行教學      

三、師生關係      

  1.教師能維持良好的學習氣氛      

  2.教師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節奏      

四、學生行為表現      

  1.學生能隨著教師引導進行活動      

  2.學生能靜心探索      

  3.能與同儕合作進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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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記錄 

問題內容   觀察員意見 

有關課程內

容設計 
 

教師教學 

行為 

 

師生互動 

情形 

 

學生表現（例如靜心程度、注意力、同儕合作、視聽動作、聽動動作、身體平衡及協調等） 

S1 

 

S2 
 

S3 
 

S4 
 

對本次教學

總評 

 

對本次教學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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