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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旅 遊 管 理 學 系 旅 遊 管 理 碩 士 班 

1 0 3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校外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影響之研究 

研究生:黃聰穎                             指導教授:王健良 博士 

                                                   陳中獎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校教育中屬於較為特殊的一部分，教學方法亦不

同於正常教法，需特別規劃、執行，才能達到預定的教學目的。在多年

的特教工作中，深感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無法將課堂中所習得的知

識及技能，類化、遷移並運用在實際的生活中，但透過校外教學的方式，

卻能使智能障礙學生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進行有效的學習，且成效比

在教室內的學習更好，此為主要的研究動機。旨在探討特殊教育教師規

劃、實施及執行校外教學，對國小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之相關影響；

本文透過文獻探討、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探究智能障礙學生在生活上、

學習上之問題，並研擬適切之校外教學方式，希從研究中印證出校外教

學活動對智能障礙學生除有學習上的幫助外，更對其生活、休閒活動會

有所影響。最後，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未來進入社會後有所助益，更能

適應社會的生活。 

    研究結果發現，透過妥善規劃的校外教學，必能導引智能障礙學生

有所成長，增進其日常生活知識、技能、休閒活動及社會適應等。 

 

關鍵詞: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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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belonging to mental retardation rather special part of education in schools, 
teaching methods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teaching, special need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teaching. After years of work in special 
education, mental retardation deep student learning, can not b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knowledge and skills, class of, migration and use in real life, but by way of outdoor 
education, but to make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living in a natural context, for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he results are better than classroom learning, this is the main 
research motive.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outdoor education, students of the obstacles related to the impact on 
small stages of education intelligent; articl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in life, learning 
problems, and to develop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school, the Greek confirmed 
from the study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school in addition to helping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on learning, but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live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re. Finally, after mental retardation future students into the community could be useful, 
can adapt to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rough proper planning of outdoor education, will be able to 
guide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has grown, enhance their daily lives the knowledge, 
skills,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ocial adaptation. 
 
  

Keywords：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 outdoor education , 

           leis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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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之校外教學辦理情形及

其相關影響，本章首先將論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再提出研究目的，最後

針對本研究內容建立研究之流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班學生在教育的方式上，有著許多不同的地方； 

因此，為了使身心障礙之學生均有接受適性教育的權力，充分發展其身

心之潛能，教育部特別制定了「特殊教育法」，並於第 18 條規定:「特殊

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

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第 19 條亦規定:「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教

育部，2014)。由上述法規可得知，在教育身心障礙學生時必須特別著重

適性化的教學。 

    而智能障礙學生因為在生理或心理的某些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

具學習特殊需求，與普通學生相較之下，必須藉由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措施之協助。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特殊教育教師常發現大多

具有以下幾個常見的學習特性，例如: 類化能力有缺陷、學習遷移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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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較差或有困難、缺乏隨機應變能力、社會適應困難、學習緩慢、推理

能力差、學習動機低落、統整能力差及人際互動能力差等(林美和，1994；

李翠玲，2002；郭為藩，2002；傅秀媚，2002；黃俊瑋、羅丰苓、王碧

霞、黃永森編著，2003；林寶山、李水源，2010)。 

而其中的統整能力、學習遷移類化的能力、隨機應變的能力、社會

適應能力及人際互動能力，是可以在教室內先進行情境模擬教學；但在

自然情境下的表現，是否能和課堂上練習有著相同的成效，則必須透過

在實際的自然情境下的觀察才可得知。再者，大部分的智能障礙學生在

學習的過程中，比較不容易或者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將在課堂上所學

習到的知識及技能遷移類化到日常生活中，但如果能將學習環境轉移到

日常的生活環境中進行，讓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自然情境下

進行學習，成效將會比在教室內的學習來得更好。 

    因此，智能障礙學生除了教室內的學習外，更需要搭配校外教學的

學習經驗；因為透過校外教學休閒活動的進行，可擴展智能障礙學生更

多元的學習領域，增加其學習經驗；並將校內、外的學習內容加以整合，

提高學習效果、學習動機。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校外教學既可以是知

性與感性的學習，又可以兼具娛樂、休閒及旅遊等多元化的效果，更是

他們擴展視野的最佳途徑(蔡瓊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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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校外教學一直都是學生最期待的教學活動之一，對平時

少有出門旅遊機會的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更是特別的引頸盼望。普通班

學生需要藉由校外教學的實施擴展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驗及整合多元

的學習效果；智能障礙學生比普通班學生更具有透過校外教學進行學習

的需要性。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陳慶斌校長於2007年曾提及， 教育先

進早有明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校外教學其實是校內教學活

動之延伸，對特殊教育而言，更是如此。透過不同的教學環境與方式，

讓智能障礙學生學習到教室內難以獲得的學習內容，也讓他們有機會可

以看到五花八門的世外桃源，這或許是他們今生的第一次，亦或許是今

生唯一的一次，因此，從事特教工作者，著實應用心的、貼心的為智能

障礙學生們妥善規劃與安排，以讓他們在今生短暫的學習生涯中可以留

下最美好的回憶(陳慶斌，2007)。 

    研究者多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國小智能障礙學生常會因為自己身

心上的障礙，而導致其生活環境或活動領域範圍很狹隘，除了學生自身

生理或心理因素以外，大部分智能障礙學生的家長更會因為孩子的障礙

問題，而不想讓孩子和社會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所以，大部分的智能障

礙學生的生活環境，大都是以自身家庭、就讀學校或需進行物理、職能、

語言治療等的醫療場所為主，其他的社區資源環境則鮮少有接觸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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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智能障礙學生在生活上，自理能力差，問題解決能力差，常有依

賴他人的心理及表現，無法在適當的場合下有適當合宜的表現或行為，

家庭狀況大多數為低社經地位、低收入，家長常為了生計而忽略孩子的

教育。行動依賴他人的陪伴，如無人陪伴，則都在家，很少有自行外出

活動的機會。在人際關係上，較不懂如何與他人有適當的互動及培養出

正確的友誼；對於他人的語言理解能力差，常不瞭解他人的語意；無法

和同年齡學生有適當的互動，反倒容易去找年齡較小的孩子一起玩；不

懂在適當場合表現合宜的行為、部分學生太過親近陌生人。 

    研究者擔任國小特殊教育教師迄今已十餘年，於任教期間發現智能

障礙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校外學習活動的效果，比在校內課堂間的來

得好；因此，為智能障礙學生辦理了數十場次的校外教學活動；在校外

教學活動的進行中，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參與校外教學的現象，大都如

同紅樓夢裡所敘述的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每一場次幾乎都能令智能障

礙學生大開眼界，且增廣了他們的視野及拓展休閒旅遊的機會，可見校

外教學活動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是增進生活經驗及拓展生活、休閒領

域的重要學習活動。 

再者，校外教學的相關研究甚多，但大多數的研究對象都是針對普

通班學生，鮮少有關於針對智能障礙學生實施校外教學的相關主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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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此，研究者試以文獻探討法、參與觀察法及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等

三種研究方法，進行針對智能障礙學生參加校外教學休閒活動的相關議

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智能障礙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其相關的教育問題，

希望透過研究的過程，可以歸納出特殊教育教師對辦理校外教學休閒活

動的要點及相關的資訊，以供教育相關單位、行政人員及特教教師等相

關人員，在往後辦理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及休閒活動時的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特殊教育教師對智能障礙學生實施校外教學的相關

問題探討，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有以下四個： 

一、探討特殊教育教師對規劃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原因與考量原則。 

二、探討特殊教育教師在實施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時，所考慮的因素

及成效。 

三、實施部定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後，特殊教育教師辦理智能障礙學生

校外教學的執行情形。 

四、研擬智能障礙學生適宜有效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供實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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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研究者將日前在特殊教育工作上所發現的現象與指導教授進行討

論，確定所要研究的主題，接著依據研究目的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本

研究透過相關文獻資料、研究者本身實際的參與觀察，以及深度訪談的

方式，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最後將資料加以整理分析，歸納出研究結

果。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確定研究主

資料與文獻

參與觀察法 文獻探討法 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 

結論與建議 

資料整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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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名詞詮釋 

一、智能障礙學生：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中第三條第 

一款所稱智能障礙，係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而且在 

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而智能障礙學生係指經專業 

評估及鑑定後，安置於國小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教班或不分類資源班接受 

特殊教育教學及相關服務之智能障礙學生。 

 

二、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係指由教師帶領學生踏出校園，利用校園外的場所、社區 

資源及自然環境等，讓學生可以在生活的、直接的、實際的體驗中進行 

已事先規劃具有教育目標的綜合性教學活動。其中包括在校園外進行之 

戶外教學、社區教學或社區本位教學等各種校外教學方式。 

  校外教學是一種可以幫助智能障礙學生在自然情境下習得相關日常 

生活知識、技能及休閒能力的教學方式，具備日常生活知識及技能將使 

身心障礙學生更容易適應居家的生活；習得適合的休閒能力將使智能障 

礙學生有著更愉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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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 

先前特殊教育課程的設計規劃，是以各障礙類別的課程綱要為主要

依據，而從 100 學年度起，各縣市開始著手進行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的

試辦，並從 102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而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的產生，是

為因應融合教育的趨勢，而主張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課程接軌，亦即與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接軌而編訂，希望能讓特殊教育學生有充分參與普通

教育課程的機會(何素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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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整理，相關文獻分述

如下。 

 

2.1 智能障礙學生 

  依據特殊教育法所稱的身心障礙，係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 

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其分類如下:一、智能障礙；二、視覺障礙；三、聽覺障礙；四、語言障 

礙；五、肢體障礙；六、腦性麻痺；七、身體病弱；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十、多重障礙；十一、自閉症；十二、發展遲緩；十三、 

其他障礙 (教育部，2014)。 

    而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中第三條 

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係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而且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本研究所指的智能障礙學生係指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後，安置於國小 

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教班或不分類資源班接受特殊教育教學及相關服務之

智能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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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智能障礙學生之學習特質 

    智能障礙學生並不是一群同質性高的群體，會因個體之智能水準的

高低、生長經驗的不同及背景環境的差異而成為身心特質不同的個體(何

華國，2001)。對每一個智能障礙學生而言，都是獨特的個體，彼此間或

個體間都具有個別間差異( int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及個別內在

差異(intraindividual differences)，但仍可從許多的研究結果中，整

理出其學習特質，如表 2.1: 

 

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黃國榮 1992 

(1)認知發展能力差。(2)語言能力低。(3)歸納推理與

概念化的能力有困難。(4)不善運用思考策略。(5)預期

失敗。(6)注意力有缺陷。(7)缺乏學習動機。(8)短期

記憶能力有缺陷。(9)學習遷移類化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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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陳訓祥 1999 

(1)注意力問題。(2)缺乏組織訊息的技巧。(3)被動學

習。(4)短期記憶差。(5)欠缺類化能力。(6)抽象及思

考能力有缺陷。(7)日常生活處理能力差。(8)缺乏自我

控制及隨機應變的能力。(9)語言發展有問題。(10)學

習速度及反應緩慢。(11)學習成就低落。(12)概念、組

織能力低落。(13)社會性發展有問題。(14)容易預期失

敗及過度依賴他人。 

何華國 2001 

(1)預期失敗的心理。(2)注意力的困難。(3)組織學習

材料有困難。(4)記憶力缺陷。 

郭為藩 2002 

(1)注意力易分散。(2)辨認學習有困難。(3)短暫記憶

差。(4)隨機應變能力的缺乏。(5)組織訊息策略有困

難。 

傅秀媚 2002 

(1)缺乏重要概念的獲得。(2)學習速度較緩慢。(3)抽

象思考能力差。(4)類化及遷移的能力差。(5)注意力容

易不集中。(6)記憶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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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洪榮照 2003 

(1)學習速度及反應慢。(2)常預期失敗。(3)類化及遷

移學習有困難。(4)學習動機低落。(5)學習成就低。(6)

對抽象材料的學習效果差。(7)注意力差。(8)短期記憶

差。(9)概念化、組織能力差。(10)辨認學習能力弱。

(11)推理能力差。(12)缺乏隨機應變能力。(13)語言發

展問題。(14)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事物處理能力差。 

黃俊瑋 

羅丰苓

王碧霞

黃永森 

2003 

(1)學習速度及反應緩慢。(2)學習成就低落。(3)對抽

象材料的學習效果差。(4)注意力差。(5)概念、組織能

力差。(6)推理能力差。(7)具有預期失敗的心理。(8)

不容易將習得的能力類化到情境中。(9)缺乏隨機應變

能力。(10)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差。(11)對日常事物的

處理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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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紐文英 2004 

(1)注意力問題。(2)記憶力問題。(3)學習緩慢。(4)

辨認學習能力弱。(5)思考、理解及抽象化能力差。(6)

不會運用學習策略。(7)組織學習材料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差。(8)學習類化及遷移的能力弱。(9)常有失敗預

期。(10)學習動機及意願低弱。(11)缺乏個人活動規畫

及時間管理的能力。 

陳麗如 2007 

(1)認知能力有限。(2)注意力有缺陷。(3)記憶力有缺

陷。(4)學習動機低落。(5)外控依賴表現。(6)訊息處

理缺陷。(7)溝通能力有困難。(8)情緒表達及行為表現

有問題。(9)生理動作緩慢。(10)生活自理能力弱。(11)

遷移類化能力有限。 

張世彗

藍瑋琛 

2008 

(1)注意力問題。(2)記憶能力有問題。(3)後設認知能

力有困難。(4)分類能力差。(5)學業低成就。(6)有各

種社會發展方面的問題。(7)動機發展有問題。(8)語言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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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林寶山

李水源 

2010 

(1)學習動機上常有預期失敗的心理。(2)注意力問題。

(3)短期記憶差。(4)統整能力差。(5)辨認學習困難。

(6)社會適應及生活自理能力有困難。(7)語言溝通能力

有問題。 

何華國 2011 

(1)認知發展緩慢。(2)語言發展緩慢。(3)歸納推理與

概念化的能力有困難。(4)對學習具有失敗的預期。(5)

注意力缺陷。(6)不善於組織學習材料。(7)短期記憶有

缺陷。(8)學習遷移有困難。 

林惠芬 2011 

(1)注意力問題。(2)學習策略問題。(3)記憶力問題。 

(4)遷移類化能力差。(5)認知發展問題。(6)抽象思考

能力問題。(7)學習動機。(8)語言發展問題。 

林君萍 2012 

(1)注意力缺陷問題。(2)短期記憶有困難。(3)類化及

學習遷移困難。(4)組織能力差。(5)預期失敗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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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質 

廖淑戎 

趙蕙慈 

2012 

(1)學習速度與反應緩慢。(2)缺乏重要概念的獲得。(3)

常預期失敗及學習動機差。(4)學習成就低落及抽象學

習能力差。(5)注意力不集中。(6)短暫記憶差。(7)學

習遷移及類化能力有困難。(8)歸納推理及概念化等統

整能力差。(9)組織學習材料有困難。(10)缺乏隨機應

變能力。(11)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特

質上有以下幾個常見的問題存在:(1)注意力問題:注意廣度狹窄、持續的

時間短、易受外界影響而不易集中及維持、注意力分配的問題

( Beirne-Smith et al., 1994； Bergen & Mosley, 1994； Crane, 2002； 

Merrill, 1992)。(2)記憶力問題:短期記憶能力有缺陷。(3)學習遷移、

類化能力方面:比較無法將所習得的知識或技能適當地運用在正確的時

機或情境中。(4)組織、抽象、概念化、歸納、推理、辨認學習

(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能力差及缺乏運用學習策略的能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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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學習動機、學習速度緩慢、成就低落且常有預期失敗的心理。(6)缺

乏隨機應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7)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差。(8)認知發展、

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差。 

    研究者擔任國小特殊教育教師多年，觀察發現國小智能障礙學生在

學習上之問題點，學習動機差，學習速度緩慢，需反覆或精熟練習但又

很容易忘記，學得慢忘得快，無法將所學會的知識及技能遷移、類化到

實際的生活當中，對於半抽象或抽象的事物學習成效差，理解力弱。學

習重點主要偏重於功能性課程，學習與生活經驗、技能比較有相關的課

程及技能，而不是以學科性的學習為主。 

 

2.1.2 智能障礙學生課程之特質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因為受到本身條件的限制，因此學習

無法和正常的孩子一般，亦導致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課程編製是以「發

展性課程」( developmental curriculum )及「功能性課程」( functional 

curriculum )為導向。 

    「發展性課程」強調依照發展階段的預期順序來規劃安排課程，由

於智能障礙學生之心智發展速度較一般正常學生較為緩慢，所能達到的

階段也較為低下，但發展性課程能提供各階段發展所應具備的能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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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應視智能障礙學生個別的身心發展狀況來加以選擇及調整(簡明建、邱

金滿，2000；李翠玲，2002)。 

    而所謂的「功能性課程」則是強調教材的選擇必須要針對學生的能

力及興趣，編製出對智能障礙學生在生活中最實用、最符合其需求的材

料(李翠玲，2002)。亦即主要是教導智能障礙學生學會實際生活中重要

且必備的知識及技能，使其能順利地參與社會生活( Reynold & Birch, 

1982；簡明建、邱金滿，2000；陳麗如，2007；林惠芬，2011；廖淑戎、 

趙蕙慈，2012)。 

    但是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大多難以將所學的知識及技能遷移、類

化到實際的生活情境當中，因此在教學時必須盡量在各種自然的情境中

進行，因為在自然情境下的學習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才是學習的最佳

環境，此亦是「自然情境教學法」( milieu teaching )及「社區本位教

學」( community-based instruction )所強調的( Snell, 1988；簡明

建、邱金滿，2000；李翠玲，2002；傅秀媚，2002；紐文英，2004；陳

麗如，2007)。 

    在智能障礙教育的課程規劃上，除了以「發展性課程」及「功能性

課程」為主要導向外，尚有需要注意的部分，可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

中，整理出有關智能障礙教育課程之特質，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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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智能障礙教育課程之特質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教 育 課 程 之 特 質 

台灣省

教育廳 

1995 

(1)兼顧學習者之生理及心理年齡。(2)具有功能性，在

日常生活中可立即使用。(3)具連續性和關聯性。(4)

兼顧教學及評量。(5)與正常同儕有互動的機會。 

Wehman 1997 (1)個別化。(2)功能性。(3)調整原則。(4)生態取向。 

簡明建

邱金滿 

2000 

(1)教導具功能化之技能。(2)適合學生之生理年齡。(3)

具有轉銜功能。(4)適應學生個別之差異。(5)注意類化

及學習遷移的原則。(6)具有統整性。(7)具有促進思考

能力及改善缺陷之功能。(8)具有完整的結構及理論基

礎。 

傅秀媚 2002 

(1)多感官經驗的學習。(2)安排不同學習情境以助其類

化及遷移。(3)教學設定及速度須合乎個別情況。(4)

注意情境轉換之安排。(5)保持彈性。 

洪榮照 2003 

(1)適合年齡之課程與教材。(2)實用性之活動。(3)社

區本位教學。(4)統合治療。(5)與非障礙學生互動機

會。(6)家庭參與。 

陳麗如 2007 (1)適性。(2)功能性課程。(3)零類化、零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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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智能障礙教育課程之特質(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教 育 課 程 之 特 質 

廖淑戎 

趙蕙慈 

2012 

(1)簡單或結構化課程內容。(2)功能性課程。(3)多感

官學習。(4)系統化的教材與課程。(5)多元刺激。(6)

個別化考量。(7)社區本位原則。(8)統整化。 

特殊教

育法 

2014 

(1)適性化。(2)個別化。(3)社區化。(4)無障礙。(5)

融合。(6)保持彈性。(7)適合身心特性及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智能障礙教育在課程規

劃、設計上有以下幾個常見的特質:(1)個別化、結構化、統整性及功能

性。(2)適合學生之身心狀況及需求並保持彈性。(3)多感官學習經驗的

學習。(4)社區本位原則，利用自然情境進行，以利遷移及類化。 

    據研究者多年特教經歷，發現智能障礙學生有著個別間差異及個別

內在差異的存在，因此特殊教育教師在規劃課程時，必須針對學生的學

習特質而適性教學，如此教學效果才能顯著。而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對

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成效有限，如果能規劃多元性的課程，則能使智能

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提升。如在自然的情境下進行功能性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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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並讓學生能有體驗與校內不同學習項目的機會，不僅可以讓智能障

礙學生透過多感官學習，以提高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成效，因為是配合

實際生活上的需求進行自然情境教學，亦能提升其學習遷移及類化的能

力，更能培養其隨機應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2 校外教學 

自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實施以來，台灣教育逐漸強調學生「從做中學」

的能力，希望學生有著「帶著走」的能力。 

  而「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校生活的最終目的，乃是為了讓學生 

能夠在從學校畢業後即能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校外教學的安排，就是

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彌補學校教學資源上的不足處，同時將學校內的學

習情境擴展到真實的社會環境中(朱美姐，1995)。 

    教育部為了落實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以擴充學生的知識領域 

、增加其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並深化認識台灣，特別訂定了國民中

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教育部，2012)。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為了落實執行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特別又訂定了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要

點(教育部，2013)。且從民國 99 年起至 102 年止，短短四年期間，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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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學的相關規定就陸續修正了七次。可見，教育部對辦理校外教學活

動有著很高的重視程度，也可從中了解校外教學對學生在學習上的幫助

程度及其重要性。 

 

2.2.1 校外教學的定義 

    傳統的校外教學活動不外乎就是遠足、郊遊或旅行等，大都屬於較 

無系統性的規劃和具體的教學課程(賴雅芬，1996)。常使得校外教學活 

動變成單純的旅遊或趣味性活動，失去了原本教學上的實質目標和意義 

。其實校外教學應該是將教室內的教學活動延伸到校外的環境，甚至是 

包含了地方教學資源，以彌補室內教學的不足(王靜如，1991)。而校外 

學習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學科間、環境與人類之間的關聯性，增加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其學習效果(陳皇賓，2012)。 

    以下是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整理出有關校外教學的定義，如表 

2.3: 

表 2.3 校外教學的定義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定 義 

周業登 1994 

在學校外所進行的教學活動，學校以外的空間或場所就

成了教學活動進行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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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外教學的定義(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定 義 

王鑫 

朱慶昇 

1995 

校園外的活動，基於發現的學習原則與感官的運用，使

學生從實際的、直接的、生活的體驗中進行學習。 

李崑山 1995 

學童在老師引導下，踏出校門，在社會、社區、田野或

大自然裡從事具有教育意義的學習活動。 

李崑山 1996 

學生在老師或家長的協助引導下，踏出教室、步出校

門，在社會、社區、田野或大自然裡進行有規劃性、有

系統性、有目標性、程序性的學習活動。 

賴雅芬 1996 在校外進行的教學活動。 

林進山 1997 

兒童步出校園，利用環境中的資源，如:社區文物、鄉

土文化、田野種植……等，在教師做有系統、有計畫、

有目的地策畫安排下，透過主題探索、感官教學、發表

學習和情意欣賞的教學活動。 

周耀昌 1997 

在親師指導及協助下，走出校園、踏入社區、田野、大

自然……等環境，運用體驗、參觀、訪問、調查、實驗

等教學方式，所進行具有規劃性、設計性、程序性且蘊

涵教育目的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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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外教學的定義(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定 義 

林儷蓉 2000 

由學生、老師和參與校外教學工作的人物一起發展的一

種課程，是具有目標且有規劃的綜合性教學活動，在學

校之外的社區、田野或大自然中進行有幫助學生學習的

活動，是一種踏出學校，在校園外的場所─不論是在戶

外或戶內的環境下，所進行已經規劃好的教學活動。 

許淑祉 2005 

師生利用校外─不論室內或戶外的場域資源，進行已事

先規劃好的教學活動。 

洪維儂 2007 

一種利用校外資源的教育方法，使用校園外的資源來達

到教育目標的學習活動。 

藍紅玉 2009 

由教師、學生和參與的校外教學資源人物一同發展的課

程，是具有規劃、有目標的綜合性教學活動。在校外的

社區、田野或大自然裡進行有益於學生學習的教學活

動，是一種走出學校，在校園外的場所─不論是室內或

戶外環境，進行已事先規劃好的教學活動。 

林郁雅 2010 

教師有計畫性的設計與安排，利用校園外的社會與自然

資源以進行相關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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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外教學的定義(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定 義 

林項爵 2010 

利用校園之外的文史古蹟、自然環境等，透過有系統性

的介紹方式，使學生從中習得書本以外的知識。 

洪莉媛 2010 

老師利用學校之外的各項資源，進行一種有規劃且有目

標的綜合性教學活動，讓學生可以在生活的、直接的、

實際的體驗中進行學習。 

吳滄洲 2012 

教師利用校外真實自然的情境作為教學之媒介，從事有

意義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親身體驗、直接接觸，且透過

身體各種感官接受刺激，加上動手實際操作，從當中獲

取學習經驗的教學方式。 

詹欽惠 2012 

學生在老師、家長或其他相關人員的引導、協助下，離

開校園，在校外的場所，利用其相關資源，使學生親身

觀察、體驗、從做中學，進行學習活動，同時也藉此培

養學生認知、情意、技能及社會化訓練的一種規劃性且

多元化的教學活動。 

劉林雅 2013 

將學生的學習範圍擴展到學校之外，以田野、社區或大

自然為教室，在其中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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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外教學的定義(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定 義 

林毓瑩 2014 

由教師、學生、校外教學資源和參與活動的人物共同進

行的教學過程，且是一種有規劃、有目標的綜合性多元

學習活動，在學校以外的田野、社區或大自然的環境下

進行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活動。 

許淑珺 2014 

一種有規劃、有目標、跨學科、跨領域的多元學習方式，

以校園外的任何自然或人為的地點為學習場所，進行有

助於學習的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台灣省各級學校校外教學參考手冊中，明白的指出:「校外教學是 

一種達成課程目標的途徑，包含了(1)將學習從教室內延伸到校外；(2) 

在課程的階段中，提供所要獲得的一系列的直接經驗，這些經驗將增進 

其對環境與人生的了解；(3)一種課程的設計，包含了學生、教師和參與 

相關工作的校外教學資源人物發展最適宜的教與學環境」(沈六，1997)。 

    綜合以上，校外教學係指由教師帶領學生踏出校園，利用校園外的 

場所、社區資源及自然環境等，讓學生可以在生活的、直接的、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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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中進行已事先規劃具有教育目標的綜合性教學活動。其中包括在校 

園外進行之戶外教學、社區教學或社區本位教學等各種在校外進行之教 

學方式。 

 

2.2.2 校外教學的目的 

    現今的校外教學不再只是單純的郊遊或遊玩的性質，而是具有一定

的教學目的之存在。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中明確指出，

校外教學的目的為:(一)擴充學生的知識領域、(二)增加學生的學習體

驗、(三)整合學生的學習效果、(四)深化學生對台灣的認識(教育部，

2012)。 

    而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

學校外教學要點中明確列出補助辦理校外教學五大目的:(一)蒐集整合

校外的教學資源，提升校外教學的實施成效。(二)建立校外教學的支持

體系，確保校外教學的安全流暢。(三)導正校外教學的課程目標，增進

學生的自然及人文關懷。(四)發展優質的校外教學活動，強化校外教學

的課程內涵。(五)豐富環境的體驗及學習的經驗，提升對環境的關懷及

責任感(教育部，2013)。 

    以下是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整理出有關規劃校外教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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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4: 

 

表 2.4 校外教學的目的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目 的 

Dr. 

Willard 

Zahn. 

1961 

(1)增強觀察的能力。(2)激發學習興趣，喚起好奇心

及提升休閒活動的層次。(3)提供學習題材。(4)提供

學校外生活技能的機會。(5)將學習環境從教室延伸到

校外，提高學習興趣。(6)提供學生探索及研究的機

會。(7)加強學生的表達及溝通能力。(8)有助於知識

的應用。(9)延伸老師的定義，不再受限於授課者才是

老師的觀念。(10)鼓勵人際關係的發展，增進與社會

的關係(引自 Smith, 1970)。 

王鑫 1992 配合學校的教學及彌補學校教學之不足。 

沈六 1997 

以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為中心，培育德智體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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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校外教學的目的(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目 的 

李晶 2001 

(1)配合學校的課程，從直接的體驗來學習知識，以達

到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2)啟發學生不同的興趣，以

達到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3)學習生活當中的各種行

為，以達到技能領域的教學目標。(4)增進人和人彼此

之間的關係，以達到人際關係發展的教學目標。 

徐治霜 2006 

培養了自然的情懷、增進了人際間的關係、豐富了學

校的課程、落實了人文的關懷、增加了生活的技能、

增加了學習的樂趣、促進了親師生彼此之間的情誼。 

曾郁琪 2007 

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教師所扮演的角色為校外教學

活動的催化者、觀察者、輔導者及協助者，培養學生

從做中學的理念，注重引導學生主動進行觀察、自我

探索與實驗及自勵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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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校外教學的目的(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目 的 

林建宏 2008 

希望學生藉由校外教學活動的實施，將平常所學與實

際生活的世界做一整合，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增

進人際關係的發展，也可從與自然環境的接觸下，強

化人文的關懷，學生所學能有所其用，豐富學生的生

活經驗是校外教學的最終目的。 

林郁雅 2010 

讓學生將在課堂上所學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使學

生可在真實的環境中透過親身觀察和直接體驗來進行

學習。 

吳滄洲 2012 

提供學生探索和觀察的機會，從大自然中獲取知識，

並對自然生態能有更深入的瞭解；培養學生敏銳的觀

察力、獨立思考、溝通發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

學生依據已獲得的知識，學習校外生活技能並發展生

態保育的觀念；促使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對環

境的責任感；孕育學生正確的環境價值觀及環境態

度，且能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環境保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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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校外教學的目的(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目 的 

楊佳興 2012 

強化學生的學習經驗，把學習的場域往外延伸，增加

學生體驗的機會。 

詹欽惠 2012 

達到已規劃好的教學活動和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基本

的認知、情意及技能方面的基礎訓練，更藉由教學環

境中豐富且多元的刺激，使學生有所啟發，同時也關

心學生的社會化過程及身心靈的成長，使其能融入社

會並拓展人際關係。 

劉林雅 2013 

配合教學活動，增加學校課程的豐富度，可讓學生從

到校外的學習活動，印證學校所學之知識，培養其人

文關懷之精神，並在校外教學活動中學習和同儕相處

的技巧，增進其人際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校外教學有以下幾個常

見的目的:(1)激發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2)擴充學生的知識、增加

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3)配合並豐富學校的課程。(4)提升休閒活動



 
 
 
 
 
 
 
 
 
 
 
 

 

31 
 

的層次。(5)促進人際關係的發展。(6)培養自然的情懷、落實人文的關

懷。 

 

2.2.3 校外教學的理念、特色、成效及困難事項 

    以下就針對校外教學的理念、特色、成效及困難事項，逐一進行文

獻的探討及整理: 

一、校外教學之理念 

    校外教學是在教師、家長及社區資源的指導協助下，走出校園，進

入社區、田野、大自然等校園外的環境，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方式，

進行有規劃性且具教育意義的學習活動。以下就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

整理出校外教學的理念，如表 2.5: 

 

表 2.5 校外教學的理念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理 念 

吳金標 1997 

(1)設計規劃宜多方向考量，並配合各科內容。(2)多元

化方向的設計。(3)重視親師生的互動。(4)著重多元

性、本土性及教育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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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校外教學的理念(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理 念 

吳錫源 1997 

(1)配合各科進行教學。(2)強調引導學生直接觀察和體

驗。(3)重視親師生間的互動。(4)包括各種不同的課程

領域。 

周耀昌 1997 

(1)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是一種活的知識教育及生活

教育。(2)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非傳統之教師主

導的教學方式。(3)學習環境為社區環境、田野、大自

然或校園外的各種社區資源場域。(4)教師引導學生透

過感官進行直接觀察及體驗。(5)課程為合科統整教

學，結合各種社區資源，引導學生從做中學。 

施麗玲 1997 

(1)統整各科課程。(2)課程規劃以學生為中心。(3)利

用社會資源，增加學生的情感經驗。 

黃錫隆 1997 

(1)包括各種不同課程的領域。(2)涵蓋生活教育、鄉土

教育、環境教育、本土教育、休閒教育，是綜合性的教

學活動。(3)強調引導學生直接觀察及體驗，重視親師

生間的學習和互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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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校外教學應具有以下幾

個理念內涵:(1)校外教學是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更是活的知識教育及

生活教育的結合。(2)校外教學是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3)校外教

學的學習環境包括:社會人文資源、社區環境、田野及大自然等學習空間

及場域。(4)教師在校外教學活動擔任著觀察、輔導及協助者的角色。其

教學重點是引導學生直接觀察和體驗，並重視親、師、生之間的互動。

(5)校外教學的課程內容應包括各種不同領域及多元化的課程，屬於「合

科統整教學」，結合社區鄉土特色、社區資源，並且強調「做中學」的理

念。 

 

二、校外教學之特色： 

    校外教學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在各種

社區或大自然環境的場域下，進行教學活動。以下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

果中，整理出校外教學的特色，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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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校外教學的特色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特 色 

尚傑人 1997 

(1)發現式的學習課程，學生透過實地觀察及操作，加

深印象與理解，並且增強學習遷移能力。(2)經驗的學

習課程。(3)合科統整的教學。(4)輔導兒童社會化。(5)

課程統整化、教材生活化、教學活動化。 

林進山 1997 

(1)強調直觀學習，重視親師生間的學習過程，提升知

識領域。(2)培育思考探索、創新的原動力。(3)態度、

鑑賞、瞭解與表達的學習，且能培養情意。(4)發揮教

育本土化，是一種生活教育、鄉土教育和環境教育。(5)

可擴展學習領域，養成關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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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校外教學的特色(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特 色 

周耀昌 1997 

(1)學習生活化:讓學生在社區環境及大自然中進行學

習，讓學生在生活中學習，一方面擴大學習領域，一方

面讓學生運用多感官學習，直接體驗與學習，使教學與

生活經驗彼此結合。(2)學習情意化:學習的主要重點為

學習態度、鑑賞能力、瞭解及發表能力的學習。(3)學

習鄉土化、生活化:結合地方鄉土特色及社區資源，透

過參觀、訪問、調查、討論、發表等學習方式，讓學生

經由實際的探索與體驗，獲得直接且具體的經驗。(4)

學習合作化: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讓學生知道

尊重他人、分工合作以達成學習目標，更促進其人際關

係。(5)學習統整化、探索化:重視學習統整化的發展，

將學校所教的各科知識統整，使其與生活相關的校外教

學探索學習，讓學生從身旁事物觀察開始做起，由近而

遠，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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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校外教學應該具有以下

幾點特色:(1)學習生活化，即是一種生活教育、鄉土教育及環境教育。

(2)學習情境化，增強學習遷移。(3)學習鄉土化。(4)學習合作化。(5)

學習統整化、探索化。(6)強調多感官學習。(7)發現式的學習。 

 

三、校外教學之成效 

    教育部針對校外教學活動的實施及規劃等皆有明確的法規規定，並

提供相關的經費補助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可見教育部對校外教學的

成效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以下從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中，整理出校

外教學的成效，如表 2.7: 

 

表 2.7 校外教學的成效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成 效 

吳錫源 1997 

(1)擴展學習的領域，培養寬闊的胸懷，以達到心靈的

開放。(2)培育獨立探索、思考判斷及敏銳觀察的能力。

(3)培育良好的休閒觀、鄉土觀、旅遊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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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校外教學的成效(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成 效 

尚傑人 1997 

(1)增強學習遷移的能力。(2)可獲得真實的生活經驗並

認識自己的家鄉。(3)可了解各種知識間的關係，擴大

學習領域，並切合實際生活的需要。(4)可學習體驗人

際關係，增進禮儀及參與能力，並培養社會適應的能

力。 

周耀昌 1997 

(1)學生獲得與生活相結合的實際學習經驗。(2)環境教

育的潛移默化、與同學間人際交流互動、對他人關懷等

學習成果的收穫，培育出正確休閒觀、旅遊觀、鄉土觀、

環境倫理觀等。(3)印證學校所學的學習知識，擴展學

習層次及認知。(4)激發學生探索學習興趣，使學生運

用感官直接與體驗，獲得與日常生活結合的實際經驗。

(5)發展出全人格的教育，不僅是生活教育和道德教

育，更是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 

黃錫隆 1997 

(1)擴展學習領域，培育寬闊的胸懷，達到心靈的開放。

(2)培育探索、思考、判斷及觀察的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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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實施校外教學後，可能

有以下幾項成效:(1)學生可以從中透過多感官學習獲得與生活相結合的

實際學習經驗。(2)透過統整性的教學，學生可以培育出正確的休閒觀、

旅遊觀、環境教育觀念等。(3)校外教學主要是配合學校課程而進行的教

學活動，可以擴展學生的學習層次及認知領域。(4)提升學習效果及提高

學習興趣。(5)增進人際間的互動機會。 

 

四、校外教學之困難事項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每學年至少要有一次的校外教學活動。但在規

劃校外教學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或瓶頸，以下從專家學者的

研究結果中，整理出辦理校外教學可能常遇到的困難事項，如表 2.8: 

 

表 2.8 校外教學的困難事項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困 難 事 項 

邱旭雯 1997 安全問題、交通問題及經費問題。 

洪皆得 1997 

教師工作量大增而導致意願不高、學生基本能力不足、

教師專業知能不足、活動經費不足、家長配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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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校外教學的困難事項(續) 

學 者 年代 校 外 教 學 的 困 難 事 項 

徐治霜 2006 

安全顧慮、教師專業能力不足、經費問題、課程進度壓

力問題、行政問題。 

吳滄洲 2012 

路程耗時、安全疑慮、經費不足、秩序問題、教學工作

繁重、設備不足及行政單位不支持。 

楊佳興 2012 

教師自身因素、課程因素、行政因素、安全因素、家長

因素、人力因素、交通因素及經費因素。 

詹欽惠 2012 

安全性(活動、地點及交通)、需負擔的法律責任、經費

問題、事前籌備工作繁瑣、學生秩序問題、課程規劃及

進度的壓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在規劃或執行校外教學

時可能會遭遇到以下幾個困難事項:(1)安全問題。(2)經費問題。(3)交

通問題。(4)行政問題。(5)教師意願及專業能力問題。(6)家長問題。(7)

學科課程進度壓力。(8)學生能力及秩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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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小結 

    校外教學是指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利用社區環境、田野或大自

然環境，進行已事先規劃好的教學活動，其目的是為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提升學習效果、擴充知識及生活經驗、培養生活技能、提升休閒活

動的層次、促進人際關係的發展並培養自然的情懷及落實人文的關懷。 

    而校外教學在規劃及執行的過程中，應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引

導者及協助者的角色，協助學生在社區環境、田野或大自然的環境場域

下，透過直接觀察及體驗，進行各種不同領域課程、多元化知識及生活

教育的學習。由此可見，校外教學具有學習生活化、學習情境化、學習

鄉土化、學習合作化、學習統整化及多感官、發現式學習的學習特色。 

    在規劃及實施校外教學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安全、經費、交通、

行政、家長、教師意願、專業能力、學科進度壓力、學生自身能力及秩

序等相關困難事項。但是，透過校外教學的學習，學生將會獲得實際生

活經驗，擴展學習層次及認知領域，提高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果，增

進人際關係，並培育出正確的休閒觀、旅遊觀及環境教育觀等。因此，

教師如何避免或解決可能面對的困難事項，為學生規劃一場豐富且精采

的校外教學，讓學生透過校外教學的學習，而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則

有賴行政、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共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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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之相關研究 

    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特殊教育教師常發現大多具有以下

幾個常見的學習特性，例如: 類化能力有缺陷、學習遷移的能力較差或

有困難、缺乏隨機應變能力、社會適應困難、學習緩慢、推理能力差、

學習動機低落、統整能力差及人際互動能力差等(林美和，1994；李翠玲，

2002；郭為藩，2002；傅秀媚，2002；黃俊瑋、羅丰苓、王碧霞、黃永

森編著，2003；林寶山、李水源，2010)。 

而其中的統整能力、學習遷移類化的能力、隨機應變的能力、社會

適應能力及人際互動能力，是可以在教室內先進行情境模擬教學；但在

自然情境下的表現，是否能和課堂上練習有著相同的成效，則必須透過

在實際的自然情境下的觀察才可得知。再者，大部分的智能障礙學生在

學習的過程中，比較不容易或者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將在課堂上所學

習到的知識及技能遷移類化到日常生活中，但如果能將學習環境轉移到

平時的生活環境中進行，讓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平時生活的自然情境下

進行學習，成效將會比在教室內的學習來得更好。 

    因此，智能障礙學生除了教室內的學習外，更需要搭配校外教學的

學習經驗；因為透過校外教學休閒活動的進行，可擴展智能障礙學生更

多元的學習領域，增加其學習經驗；並將校內、外的學習內容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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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習效果、學習動機。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校外教學既可以是知

性與感性的學習，又可以兼具娛樂、休閒及旅遊等多元化的效果，更是

他們擴展視野的最佳途徑(蔡瓊英，2003)。 

    已有相關研究指出校外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在日常生活技能的習得

確實有效(林君萍，2012；林美鳳，2012)。廖氏之研究則指出運用社區

資源如「休閒娛樂場所」有助於學生統整生活經驗(廖銘凱，2006)。李

氏之研究說明校外教學應用對輕度智能障礙學童在實用數學具有立即及

短期保留成效(李惠貞，2008)。 

    研究者認為智能障礙學生之校外教學，可結合政府現正大力推動之

鄉村旅遊，使智能障礙學生在實踐熟悉的鄉村體驗中，達到學習與啟發

之功能。本研究則以文獻探討法、參與觀察法及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等三

種研究方法，針對智能障礙學生參加校外教學休閒活動的規劃原則與執

行成效，進行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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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並進

行相關的資料分析；在此同時，研究者亦進行參與觀察，深入瞭解為智

能障礙學生規劃、執行校外教學的實際情形；接著，進行半結構式深度

訪談，訪談主要之相關人員，以瞭解其對研究問題之看法。然後將上述

方法所獲得之資料進行分析；最後，再依分析結果研擬有效的方案，透

過此三方法，做三角交叉檢視( triangulation )，所得之結果，以供教

育相關單位、行政人員及特教老師規劃智能障礙學生之校外教學時的參

考。 

    本研究使用研究方法之介紹: 

3.1 文獻探討法: 

    文獻探討法是一種最簡單的探索性研究方法，即蒐集有關專家學者

所撰述的研究或書籍，分析其研究成果，指出需要驗證的假設，並且說

明這些假設是否具備了實用價值，而作為自身研究的基礎 (楊國樞，

1983)。 

    本研究就研究主題之動機及目的，廣泛蒐集相關文獻及書籍資料，

並依研究項目分項整理如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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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主要是研究者本身進入觀察場域之中，從身為場域的一

份子的角度進行對事物或現象的觀察，藉以收集與研究主題、目的相關

的資料。 

    在研究期間，研究者為了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規劃了四場次的校

外教學活動，並於活動期間進行參與觀察。而這四場次的教學主題是「認

識我的家鄉」，希望透過校外教學活動可以增加智能障礙學生對自己家鄉

的認識程度，增廣其對社區資源的認識及運用，並增加其生活經驗及休

閒能力。四場次之戶外教學型態與地點分述如下： 

(1)大自然之觀察與體驗，東石鰲鼓溼地。 

(2)文化體驗，新港香藝文化園區、自然史教育館及板陶窯交趾陶文化園 

   區。 

(3)農務體驗，鹿草和興火龍果園及川旺牧場。 

(4)觀光光場體驗，水上白人牙膏觀光工廠及南靖糖廠。   

 

3.3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法是一對一的訪問方式，其為資料蒐集的方法之一。係指

藉由面對面的言語交談，向受訪者提問與研究主題相關之開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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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受訪者針對問題，陳述其意見、感受、經驗與知識，以獲得其對個

案或現象的主觀看法。 

    研究者於訪談前先針對研究動機及目的擬定訪談大綱，預設問題供

受訪者回答以表達想法及其經驗。重點在明瞭受訪者對問題的看法，引

導受訪者針對該主題進行深入陳述。 

    本研究所採取的訪談方式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談期間從 104 年 1

月到 4 月，每次訪談時間大約 1~2 小時，徵詢對此項目有實務經驗及關

心此問題之先進，共 10 人次。且十位受訪者分別服務於不同的學校，訪

談地點則是在該受訪者任教學校的教室或辦公室，過程皆是在無他人在

場的安靜空間下進行，訪談對象為嘉義縣擔任特殊教育行政人員及特殊

教育教師(如表 3.1)，每位受訪者皆有教導過智能障礙學生十年以上的教

學經驗，且具有規劃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豐富經驗。其中有些受訪

者曾接受過嘉義縣及教育部優良特殊教育人員的表揚；有些在接受嘉義

縣特殊教育工作評鑑時，獲得特優的表現；有些曾擔任過或目前擔任該

校的特教組長，具有統籌該校特殊教育工作的經驗；更有兩位(A1、A2)

具有豐富的特殊教育行政經驗，已在嘉義縣特殊教育輔導團服務多年。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資料，擬定訪談大綱。

訪談前，先徵求受訪者同意，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記錄下來，並於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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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隨即整理逐字稿，以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 

表 3.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 
代號 

職稱 
性
別 

目前擔任特教相關職務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A1 校長 女 特殊教育輔導團成員 104.01.09 
A1 校長 

學校校長室 

A2 主任 女 特殊教育輔導團成員 104.01.16 
A2 主任 

學校輔導室 

T1 教師 女 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04.01.08 
T1 教師 

學校教室 

T2 教師 男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104.01.23 
T2 教師 

學校教室 

T3 教師 女 
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兼任特教組長 
104.03.18 

T3 教師 

學校教室 

T4 教師 女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兼任特教組長 
104.03.20 

T4 教師 

學校輔導室 

T5 教師 男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104.03.31 
T5 教師 

學校教室 

T6 教師 女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104.04.07 
T6 教師 

學校教室 

T7 教師 女 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04.04.07 
T7 教師 

學校教室 

T8 教師 女 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104.04.07 
T8 教師 

學校教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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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之詳細背景資料: 

A1:目前擔任國小校長，同時也是特殊教育輔導團成員，負責審核嘉義縣 

   有愛無礙校外教學活動計劃及補助經費。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 

   特教班教師 10 年，曾獲選為嘉義縣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教育部優良 

   特殊教育人員。 

A2:目前擔任國小主任，同時也是特殊教育輔導團成員，負責審核嘉義縣 

   有愛無礙校外教學活動計劃及補助經費。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 

   特教班教師 9 年、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2 年，曾獲選為嘉義縣優良特殊 

   教育人員、教育部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T1:目前擔任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特教班 

   教師 2 年、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0 年、輔導組長 2 年並負責校內特教 

相關業務，曾獲選為嘉義縣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教育部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目前為止，接受嘉義縣特教評鑑曾獲得特教班評鑑特優一次， 

資源班評鑑特優二次。 

T2:目前擔任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聽語障巡迴輔 

導班 5 年、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7 年、特教組長 1 年。目前為止，接受 

嘉義縣特教評鑑曾獲得特教班評鑑特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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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目前擔任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特教相關經歷:擔任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0 年、特教組長 3 年。 

T4:目前擔任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兼任特教組長。特教相關經歷:擔任 

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7 年、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3 年、兼任特教組長 7 年。 

T5:目前擔任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特教班 

教師 11 年。 

T6:目前擔任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特教班 

教師 20 年，曾獲選為嘉義縣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杏壇芬芳獎、教育 

界傑出婦女。目前為止，接受嘉義縣特教評鑑曾獲得特教班評鑑特優 

一次。 

T7:目前擔任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特教班 

教師 2 年、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1 年。 

T8:目前擔任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特教相關經歷:擔任集中式特教班 

教師 13 年、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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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後，將所得到的資

料，整理分析並作深入探討。 

 

4.1 文獻探討  

    對於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原因與考量原則，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表 4.1 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原因與考量原則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校 外 教 學 研 究 結 果 

李幸潔 2003 

在運用方式上，主要是「將學校延伸到社區」之「利用

社區環境進行校外教學」；原因則主要是以「擴展學生

生活經驗」、「提昇教學品質」等；所面臨的困難是「學

生的安全問題」、「經費有限」等。 

黎秀娟 2006 

校外教學實施的困難主要為學生障礙程度較重、學生安

全上的顧慮、社區教學資源不足及經費不足。 

蘇荷婷 2007 

學生障礙程度、社區資源、行政支持及對校外教學價值

的認同程度等因素皆可能影響校外教學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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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原因與考量原則(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校 外 教 學 研 究 結 果 

葉碧純 2009 

國中資源班教師在教學上最常運用社區資源的課程類

型為「功能性生活技能本位課程」；而其所遭遇的問題

為「學生安全上的顧慮」、「缺乏經費」、「缺乏人力支援」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於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成效，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表 4.2 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成效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校 外 教 學 研 究 結 果 

廖銘凱 2006 

啟智班教師認為運用社區資源有助於學生統整生活經

驗；其運用組織資源內容則以「休閒娛樂場所」的比例

最高。 

李惠貞 2008 

校外教學應用對輕度智能障礙學童在實用數學具有立

即及短期保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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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成效(續) 

學 者 年代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校 外 教 學 研 究 結 果 

林君萍 2012 

校外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在日常生活技能的習得確實

有效。 

林美鳳 2012 

校外教學對國小多重障礙學生購物技能學習具有立

即、維持及類化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針對智能障礙學生適宜有效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之研擬，相關

研究如下述： 

    一般人有休閒活動的需要和慾望，智能障礙學生也有著一樣對休閒

活動的需求，但受限於自身的條件和外在因素的影響，常導致智能障礙

學生無法和正常人享有休閒娛樂的樂趣。而造成智能障礙學生參與休閒

活動的阻礙有以下三個因素:(1)個體本身的因素。(2)環境的因素。(3)

人際互動的因素( Crawford & Godbey, 1987； Falvey, 1989；洪榮照，

1997；紐文英，2004)。 

    而對於智能障礙學生休閒活動的選擇及安排應該要考慮到以下幾個

原則:(1)學生的年齡與興趣。(2)家庭生態、社區生態、地方特色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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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3)能促進人際互動。(4)正常化、調整及部分參與。(5)符合經濟

效益。(6)活動進行的地點。(7)活動與材料的安全性及多樣性。(8)彈性

化及生活化的內容(林千惠，1992； Westling & Fox, 1995；陳麗如， 

2007)。 

    因此特殊教育教師在課程及教學上，應該要教導智能障礙學生學會

自己選擇喜歡且適合的休閒活動，利用家中或社區的休閒娛樂活動，可

以獨自玩樂，也可以與他人一同進行休閒活動，或者參與一些社交性的

活動，並且知道如何在適當的時機下結束休閒活動。智能障礙學生需要

學會休閒的相關技巧，包括在休閒活動情境中能表現出適當的行為及動

作，能正確且順利和別人溝通，選擇自己所需要，並且能參與社會互動，

與別人順利溝通，而將所學運用出來(洪榮照，2003；廖淑戎、趙蕙慈，

2012)。希望透過特殊教育的教學，能使得智能障礙學生現在及未來都能

過著愉快的休閒生活。 

 

    根據上述文獻之探討，本研究歸納重點並深入探討如下： 

    規劃校外教學有以下幾個常見的原因:(1)激發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

效果。(2)擴充學生的知識、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3)配合並豐

富學校的課程。(4)提升休閒活動的層次。(5)促進人際關係的發展(6)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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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自然的情懷、落實人文的關懷。 

    而規劃校外教學時應該要注意以下幾個考量的原則:(1)在安全的環

境下進行。(2)經費不會造成家長的負擔。(3)適合的交通方式。(4)尋求

行政提供相關支援。(5)教師意願及專業能力問題。(6)家長支持情形及

人力的支援。(7)不影響學科課程進度壓力。(8)安排適合學生能力及需

求的課程及學習。(9)彈性化及生活化的課程內容。 

  校外教學應具有以下幾個考慮因素:(1)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是活

的知識教育及生活教育的結合。(2)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3)學習

環境包括:社會人文資源、社區環境、田野及大自然等學習空間及場域。

(4)教師扮演著著觀察、輔導及協助者的角色。其重點是引導學生直接觀

察和體驗，並重視親、師、生之間的互動。(5)課程內容應包括各種不同

領域及多元化的課程，屬於「合科統整教學」，結合社區鄉土特色、社區

資源，並且強調「做中學」。 

    可以歸納出實施校外教學後，可能有以下幾項成效:(1)學生可以從

中透過多感官學習獲得與生活相結合的實際學習經驗。(2)透過統整性的

教學，學生可以培育出正確的休閒觀、旅遊觀、環境教育觀念等。(3)校

外教學主要是配合學校課程而進行的教學活動，可以擴展學生的學習層

次及認知領域。(4)提升學習效果及提高學習興趣。(5)增進人際間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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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會。 

    在教導智能障礙學生的休閒活動上，應該要使他們學會以下的技

能:(1)可以與他人一同進行休閒活動。(2)學會休閒的相關技巧。(3)參

與社會互動，並能與別人順利溝通。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校外教學的目的及成效，有著豐富生活經驗、

提升休閒活動的層次，並增進人際關係的互動機會，這對智能障礙學生

的休閒而言，則有著很大的幫助。而校外教學的活動規劃及特色，就是

結合校園外的社區資源進行生活的、體驗的多感官學習，而鄉村旅遊對

於鄉村學校之智能障礙學生而言，是最能令其深切體認之活動。這也正

是對智能障礙學生最好的學習方式，因為可以將學校課程中所習得知識

及技能，實際地遷移並類化到真實的生活情境之中，對於智能障礙學生

的休閒生活而言，有著莫大的助益。 

 

4.2 參與觀察 

    針對研究者辦理智能障礙學生四場次的校外教學活動，辦理日期、

時間、地點及相關活動情形，分述如下: 

(1) 大自然之觀察與體驗: 

    辦理日期為103年4月12日，活動時間為一天，地點在嘉義縣東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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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溼地及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交通工具為遊覽車，活動費用全部

由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補助。活動項目為觀賞濕地生態影片、製作樹

葉拓印、觀賞濕地風光及生態。此次校外教學活動結合四校集中式特教

班一同辦理。 

    影片欣賞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需針對影片中的內容適時的解釋，使

智能障礙學生更加瞭解影片的內容。樹葉的拓印活動，部分智能障礙學

生能聽從解說者的指示進行拓印，但部分的學生仍需要老師從旁協助，

特別是塗上顏料後要拓印在紙張上時，更需要老師的協助。樹葉拓印的

活動讓智能障礙學生學習到可以利用身邊的材料(如樹葉)進行拓印或製

做美勞。 

 

圖3.1 葉子拓印之體驗學習 

    在遊覽車上觀賞濕地風光，車上的導覽員逐一介紹沿途的風光及生

態，但智能障礙學生的反應普遍不佳，如同是走馬看花似的。而定點的

活動，透過高倍望遠鏡觀察遠方的候鳥，則令學生興奮不已，因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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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第一次使用高倍望遠鏡觀賞鳥類，以前從沒有過的經驗，透過排隊

等候觀察鳥類，智能障礙學生都能依序排隊輪流觀賞，而不爭吵。 

 

 

圖3.2 用望遠鏡觀察鳥類之多感官學習 

 

    第一場次規劃的原因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對生活的體 

驗，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增廣學生對社區資源及大自然的認 

識，培養學生觀察、解決問題的能力，增進親師生及同儕間的人際關係， 

並在過程中指導學生培養休閒能力及技巧。 

    而規劃的原則，第一優先考量安全問題，其次活動內容要能跟課程 

結合，活動費用全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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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不會造成家長的負擔，規劃前結合行政及家長的支持，並邀請 

家長一同參與，除了親子共學外，尚可提供充沛的人力，活動內容適合 

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與其生活具有相關性，且能增加智能障礙學生之生 

活經驗，培養其休閒活動能力及技能。此次活動是由嘉義縣教師工會統 

籌辦理，共邀請了四個學校的特教班一同參加，在過程中能促進了四間 

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間的互動。 

    所考慮的因素中，活動安全仍然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其次是運用社 

區的資源，使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實際操作及體驗的過程中，透過多感 

官的學習獲得到生活知識、技能及大自然的知識。在實施校外教學的過 

程中，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學習到與老師、家長及社區人士間如何互動， 

以增進其人際關係。而活動安全包括了交通安全，肢體不便的學生如何 

安全的上下車；以及上下車後，需要有老師或家長負責看顧學生的安全、 

動向問題等。而實施校外教學所獲得的最大成效有:增加了生活經驗、學 

會了與他人有良好的人際互動、提升了休閒能力與增強了社會適應的能 

力，並體驗了今生第一次利用高倍望遠鏡觀察溼地的鳥類。 

 

(2)文化體驗: 

    辦理日期為103年4月24日，活動時間為一天，地點在嘉義縣新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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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藝文化園區、自然史教育館及板陶窯交趾陶文化園區，交通工具為遊

覽車，活動費用全部向嘉義縣特教資源中心申請有愛無礙校外教學補

助。活動項目為參觀香藝文化園區、製作香藝作品、參觀自然史教育館、

參觀板陶窯交趾陶文化園區及陶偶彩繪或馬賽克拼貼。 

 

 

圖3.3 逃生演練之交通安全教育 

 

    「香」在智能障礙學生的經驗中，大都是用來祭拜時使用，但參觀

香的製做過程中，智能障礙學生的吸收程度不高，但透過香的材料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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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品，則令學生很高興，透過親手捏製的過程中，可以不時聞到香的味

道，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香的材料竟然可以用來做成黏土，製做出作品來。

在捏製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親子間的互動情形及同儕間互相觀摩、互動

的情景。 

 

圖3.4 親子一同進行捏塑之體驗學習 

    自然史教育館裡頭有著許多動物的標本，智能障礙學生在解說員的

導覽下，瞭解了昆蟲的特徵及認識了某些動物的真實標本，比在教室裡

看書的情形更加認真了，也開始對有興趣的動物仔細觀察起來了，哇!原

來書中的動物是長這樣子的。雖然不是活生生的動物，但栩栩如生的標

本已足以讓智能障礙學生興趣高昂且觀察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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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觀察動物標本促進多感官學習 

 

    板陶窯交趾陶文化園區裡頭佈置著許多交趾陶的作品，那些作品對

智能障礙學生而言，似乎是在廟裡才會看到的東西。陶偶彩繪或馬賽克

拼貼可以讓智能障礙學生開始發揮他們的創造能力了，雖然仍需要老師

在一旁協助，但看到他們認真的表情，嗯!再辛苦也值得，因為他們從彩

繪的過程中，學習到了彩繪的樂趣。參觀園區，裡頭的交趾陶作品對智

能障礙學生而言，是比較不熟的，他們的生活經驗是那是拜拜的廟裡才

有的東西。而學生則在老師的引導下，遊覽後方的休閒廣場，欣賞了園

區的景觀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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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觀賞並餵養鯉魚，培養休閒能力 

 

    第二場次規劃的原因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增進 

對生活的體驗，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增廣學生對社區資源、 

歷史人文及大自然的認識，指導學生培養休閒能力及技能，並培養學生 

觀察、解決問題的能力，增進親師生及同儕間的人際關係。而規劃的原 

則，第一優先考量安全問題，其次活動內容要能跟課程結合，活動費用 

全由教育處特教資源中心全額補助，因此並不會造成家長的負擔，規劃 

前結合行政及家長的支持，並邀請家長一同參與，除了親子共學外，尚 

可提供充沛的人力，活動內容適合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與其生活具有相 

關性，且能增加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活經驗，培養其休閒活動能力及技能。 

此次活動是由學校特教組統籌辦理，參加對象為全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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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在過程中能促進了老師、家長及學生間的互動關係。 

    第二場次所考慮的因素中，活動安全仍然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其次 

是運用社區的資源，使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實際操作及體驗的過程中， 

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獲得到生活知識及技能、歷史人文及大自然知識。而 

活動安全包括了交通安全，肢體不便的學生如何安全的上下車；以及上 

下車後，需要有老師或家長負責看顧學生的安全、動向問題等。在參觀 

的過程中，老師必須隨時提醒學生多看、多聽、不摸、不碰，避免造成 

展覽藝品的損壞及賠償問題。而此次活動辦理的過程中，遇到了中午用 

餐的安排問題，必須透過行政的協助，尋求附近學校提供用餐的場地。 

實施校外教學所獲得的最大成效有:增加了生活經驗、學會了與他人有良 

好的人際互動、提升了休閒能力與增強了社會適應的能力。在參觀的過 

程中也學習到了參觀禮儀及注意事項，並欣賞了傳統技藝之美。 

 

(3)農務體驗: 

    辦理日期為103年11月6日，活動時間為半天，地點在嘉義縣鹿草鄉

和興火龍果園及川旺牧場，交通工具為遊覽車，活動費用是向鹿草數位

機會中心申請補助，但須自行負擔保險費用。活動項目為參觀火龍果園、

體驗火龍果的飲品、參觀牧場、親手餵羊吃草。此次校外教學活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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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學生一同進行。 

    火龍果的果肉有紅、白之分，要如何從火龍果果樹上區分出呢?則需

要透過實際的觀察進行才能瞭解。驚悚的走在火龍果園，雖然有普通班

的學生協助帶領智能障礙學生，但一不小心也是有可能會被果樹的刺劃

傷，結果真的有一位智能障礙學生臉上被劃傷了，幸虧有準備急救藥品，

馬上進行處理。親口吃著火龍果做成的果凍及喝著火龍果冰沙，有些學

生看到果凍的顏色是紅色，不敢吃!有些吃了一口後，就不要吃了!但是，

因為要讓智能障礙學生有和平時生活不一樣的感官體驗，因此老師仍然

要求他們乖乖的吃完!因為紅色火龍果做成的果凍，帶有一點點的果酸，

智能障礙學生的接受度不高；而冰沙則是因為有加入養樂多，喝起來酸

酸甜甜的，他們則是一杯接著一杯。最後，在普通班學生的協助下，一

同完成了火龍果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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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觀察紅、白火龍果差異之多感官學習 

 

 

圖3.8 與普通班學生互動之人際關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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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品嚐火龍果滋味之多感官學習 

 

 

圖3.10 動手完成火龍果盆栽之體驗學習 

 

    參觀川旺牧場，瞭解羊的一生及羊的常見品種，透過拼圖拼湊出常

見的羊圖片。親手餵羊吃草，原來羊是吃牧草長大的，要怎麼樣才能讓

羊靠過來吃草呢?原來要靜靜的拿著草，羊就會慢慢靠過來了，因為羊會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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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學習如何餵羊吃草之體驗學習 

 

    第三場次規劃的原因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增進 

對生活的體驗，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增廣學生對社區資源及 

大自然的認識，指導學生培養休閒能力及技能，並培養學生觀察、解決 

問題的能力，增進師生、同儕間及與普通班學生互動的人際關係。而規 

劃的原則，第一優先考量安全問題，其次活動內容要能跟課程結合，活 

動費用由鹿草數位機會中心補助，但須自行負擔保險費用及部分費用， 

每位學生繳交 70 元，金額不多因此並不會造成家長的經濟負擔，規劃前 

結合行政及家長的支持，並安排教師助理員協助及學校特教交通車協助 

接送，活動內容適合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與其生活具有相關性，且能增 

加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活經驗，培養其休閒活動能力及技能。此次活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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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校輔導室統籌辦理，參加對象為五年級一班普通班師生及集中式特 

教班部分師生，在過程中能促進了師生、普通班學生與特教班學生的融 

合及互動關係。 

    第三場次所考慮的因素中，活動安全仍然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其次 

是運用社區資源，使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實際操作及體驗的過程中，透 

過多感官的學習獲得到生活知識、技能及對自然生態的認識。而在前往 

火龍果園之前，提醒學生在實地走在火龍果園當中，要小心翼翼地走， 

不要被火龍果樹的刺弄傷了，但仍有學生不慎劃傷了臉，幸好當天有準 

備急救箱，馬上敷藥減緩傷痛。坐輪椅的玻璃娃娃則因為場地的關係， 

而只能在一旁觀看同學進行觀察及體驗活動。因此在辦理校外教學需要 

考量的因素有許多，但有時不得不有所犧牲，因為行動不便則無法全程 

進行觀察及體驗活動。此場次因為考量到人數的限制以及智能障礙學生 

的行為、學習情形，因此只由研究者帶領五位智能障礙學生和普通班師 

生一同進行活動，其他智能障礙學生則留在學校正常上課。實施校外教 

學所獲得的最大成效有:增加了生活經驗、學會了與他人有良好的人際互 

動、提升了休閒能力與增強了社會適應的能力。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 

這場次的收穫更多了，特別是與普通班學生一同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在 

過程中的互動對普通班學生、智能障礙學生都是很好的學習，更能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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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礙學生可以達到「融合」的教育意義。 

 

(4)觀光工廠體驗: 

    辦理日期為104年5月20日，活動時間為半天，地點在嘉義縣水上鄉

白人牙膏觀光工廠及南靖糖廠，交通工具為特教交通車及火車，活動費

用全部由班費支應。活動項目為參觀牙膏的製做過程、觀賞古老建築-將

軍府、南靖糖廠野餐、搭乘火車。 

    參觀牙膏的製做流程，從牙膏膏體、軟管、裝填到包裝，瞭解牙膏

如何製做出來的，觀賞正確的刷牙影片，參觀將軍府的傳統建築，悠閒

在工廠裡享受飲料。 

 

圖3.12 結合生活經驗之認識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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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結合生活經驗之正確的刷牙 

 

 

圖3.14 在觀光工廠悠閒地享用飲料 

     

    南靖糖廠則是在地的休閒場所，在這裡不僅可以吃到糖廠冰品，還

可以野餐、烤肉、唱歌，真是假日休閒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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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在糖廠休憩區裡悠閒地野餐 

 

    享用完甜美的食物，時間上也差不多了，該到對面的南靖車站買車

票，準備搭火車回學校了。而部分行動不便的學生，則仍是搭乘交通車

返校。 

 

圖3.16 購買火車票之功能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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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搭乘火車之功能性課程 

 

    第四場次規劃的原因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增進 

對生活的體驗，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增廣學生對社區資源的 

認識，指導學生培養休閒能力及技能，並培養學生觀察、解決問題的能 

力，增進師生及同儕間互動的人際關係。而規劃的原則，第一優先考量 

安全問題，其次活動內容要能跟課程結合，活動費用由班費支出，並不 

會造成家長的經濟負擔，規劃前結合行政及家長的支持，並安排教師助 

理員協助及特教交通車協助接送，活動內容適合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與 

其生活具有相關性，且能增加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活經驗，培養其休閒活 

動能力及技能。此次活動是由特教班老師統籌辦理，參加對象為集中式 

特教班師生，在過程中能促進了師生間的互動關係。返程的交通方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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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讓智能障礙學生親自練習購買火車票及搭乘火車，但因班上肢體 

不便之學生則由學校特教交通車協助接送。 

    第四場次所考慮的因素中，活動安全仍然是第一考慮的因素，其次 

是運用學校鄰近的社區資源，使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實際體驗的過程中 

，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獲得到生活知識、技能及休閒能力。在實施校外教 

學的過程中，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學習到與老師及社區人士間如何互動， 

以增進其人際互動的關係。而此場次和前三場次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較 

偏重於休閒活動、技能的培養及學習，回程時則是安排智能障礙學生自 

己購買火車票，練習搭乘火車，增加智能障礙學生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 

機會，但因為在南靖車站搭乘北上的火車必須走過天橋到對面月台，對 

於肢體不便的學生則有困難度，因此只有行走能力正常的學生練習搭乘 

火車。實施校外教學所獲得的最大成效有:增加了生活經驗、體驗了搭乘 

火車、學會了與他人有良好的人際互動、提升了休閒能力與增強了社會 

適應的能力。而此次活動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智能障礙學生真的欠缺休 

閒的能力，只有二位學生稍微具有休閒旅遊的概念，其他學生則都是聽 

由他人安排，沒有自己的想法，或許是目前班上只有二位是高年級，其 

他八位都是低年級的緣故吧。但從中也可以發現其實很多智能障礙學生 

缺乏生活經驗、技能及休閒能力，可能是因為家長都已經事先幫他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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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所以學生根本沒有練習的機會而導致能力欠缺。 

 

    綜合四場次校外教學參與觀察的結果，規劃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 

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及技能，增進其對生 

活的體驗，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效果，增廣學生對社區資源文化及 

大自然的認識，指導學生學習休閒能力及技巧，並培養學生觀察、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增進其人際關係。 

    而規劃時的考量原則，第一優先考量就是安全問題，其次活動內容 

要能跟課程結合，所收取的活動費用不會造成家長的負擔，結合行政的 

支援及家長的支持，活動內容適合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能與其生活具有 

相關性，且能增加智能障礙學生之生活經驗，培養其休閒活動的能力及 

技巧。在參與的過程中，因為有肢體及行動不便的學生，且部分學生的 

行為控制不佳，因此人力資源的部分必須充足，且必須事先安排好肢體 

及行動不便學生的上下車問題，如肢體不便學生由特教班男性老師負責 

，行動不便學生(玻璃娃娃)則由學校另外派特教交通車接送並由教師助 

理員全程陪同。 

    在實施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所考慮的因素中，活動安全仍然是第 

一考慮的因素，其次是運用社區的資源，使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在實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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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體驗的過程中，透過多感官的學習獲得到生活知識及技能。在實施 

校外教學的過程中，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學習到與老師、家長及社區人士 

間如何互動，以增進其人際關係。 

    而實施校外教學所獲得的最大成效有:增加了生活經驗、學會了與他 

人有良好的人際互動、提升了休閒能力與增強了社會適應的能力。 

 本研究認為適合智能障礙學生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如果是針 

對智能學生的能力及需求，進行規劃實際操作的休閒活動，或是多感官

體驗式的旅遊類型，如貼近鄉村學校智能障礙學生日常生活之鄉村旅

遊，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不僅會有很強的學習興趣，相對地學習成效

也會較為顯著。相反地，如果是以知識性傳授的知性之旅，則會興趣缺

缺及成效不佳。而鄉村旅遊之好處，空間較廣，內容多樣化，接近大自

然，培養正確的環境倫理觀念，並可了解該地區之歷史文化、鄉土特色，

又因民情較純樸，居民較平易近人，使智能障礙學生較樂於互動。 

 

4.3 深度訪談: 

4.3.1 特殊教育教師對規劃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原因與考量原則 

A1: 規劃原因為期盼能夠增廣他的知識見聞，能夠更有機會去接近大自 

    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這一生當中能夠去體驗實際上的生活、社會 



 
 
 
 
 
 
 
 
 
 
 
 

 

75 
 

    上的一般正常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考量原則為安全的問題部分，包 

    括交通工具；在學生的身體狀況部分，考量學生是不是能夠在校外 

    教學地點學習；行政持著正向跟支持的態度。安全問題、學生的狀 

    況、行政的支持、家長的支持、活動地點的規劃跟選擇，還有交通 

    工具及經費的部分，都是規劃時必須考量的。 

 

A2: 規劃原因為一方面是擴充他的生活經驗跟體驗，一方面就是身心障 

    礙孩子本來抽象理解能力比較不好，如果到實際的地方去經驗、體 

    驗，然後再跟課程結合，那他是比較容易去了解，比較容易去體驗 

    到。對身心障礙孩子來講的話，就是說我們在規劃校外教學，事實 

    上就是要跟 IEP 及課程結合，在課堂裡面有上課的部分，也要到實 

    際環境去體驗，因為我們身障的課程本來就很強調盡量跟生活的情 

    境是一致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在教室裡面去模擬環境，那你在 

    模擬情境、環境學習之後，如果能到實際環境去練習一遍，那是最 

    好。考量原則為第一個就是安全的問題，包括交通等；只要是行政 

    部分，我們都會支持；經費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活動規劃及地 

    點的選擇，原則上從比較近的地方開始，之後再去一個比較不一樣 

    或是比較遠的，因為那有不一樣的生活經驗；交通工具上，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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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裡，我們常常用走路步行，如果能用公共運輸工具就是最好的， 

    可以讓他們學習。 

 

T1: 規劃原因為增加生活的體驗、生活的經驗，然後透過這個生活經驗 

    的體驗，可以促進他們的學習，在教學上也可以比較活潑。考量原 

    則為以他們的生活經驗做為出發點，最好跟課程內容做結合，主要 

    就是要與他們生活經驗相互結合，可以提升生活能力；一定會考量 

    到學生的安全問題及學生身心狀況；地點是不是符合學生的能力?安 

    全當然是第一考量，當然是希望快樂的出門、可以安全的回來；行 

    政的支持會影響我們在辦理校外教學；家長的支持度也是在規劃校 

    外教學時還蠻重要的助力；我是還蠻喜歡孩子透過體驗、經驗去學 

    習新的東西；其實在活動規劃上，以他現在需要的能力，然後配合 

    生活環境；活動的規劃和地點的選擇就是看學生需求跟課程的規劃 

    來做為主要的考量。其實交通工具跟經費會影響我們校外教學活動 

    規劃的地點遠近跟活動的內容部分。安全、行政單位的協助、家長 

    的支持跟實際的人力支援部分，那還有就是活動地點的選擇、交通 

    工具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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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規劃原因為累積他們的生活經驗，因為他們很多習得的知識，其實 

    沒有辦法運用到生活經驗上，我們辦這個活動其實是間接的去營造 

    某些的生活經驗，提供某些生活經驗給他們。考量原則為我們每一 

    個人都有一個想法，就當作這輩子只能來一次的想法，唯一的一次 

    機會。安全問題及學生狀況，平時都在訓練，我們比較不擔心。行 

    政單位支持度不高啦! 家長支持度很高，很怕我們不做。最後，考 

    量校外教學活動有沒有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T3: 規劃原因為因為身障的學生都比較弱勢，家長通常也不太會帶出去 

    、走走看看，所以為他們規劃校外教學活動的話，他們可以去接觸 

    一些平常沒有接觸到的事物。考量原則為以學生為出發點，就是看 

    學生在哪一方面的知識、能力比較缺乏，那我們就會以那個方向去 

    規劃；考量學生的安全問題。家長支持度都還蠻高的；行政單位蠻 

    支持我們的；活動規劃及地點的選擇，以學生為主，以學生缺乏的 

    生活經驗或常識為地點的考量；經費來源主要是申請縣府經費補助 

；交通工具都是以遊覽車為主。有一些課程或是有帶學生到麥當勞 

、附近的 7-11，就是老師自行開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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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規劃原因為因為身心障礙學生的家長帶他們出去的機會並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基於說要讓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多一些生活經驗， 

    所以我們才想說要規劃校外教學活動。主要就是要增加生活經驗，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結合所上的課程。考量原則為安全問題，我們要 

    確保那個地點是沒有危險性的；我們會考量他的身體狀況，進行他 

    可以做的活動；老師要能掌控學生的狀況；行政單位蠻支持的；大 

    部分的家長都很贊成我們帶他們的孩子出去；會考量經費夠不夠， 

    因為大部份都是申請補助的，比較不會讓家長出錢；提供學生的生 

    活經驗，來做一個地點的選擇；如果我們只是社區教學的話，我們 

    的交通工具就是走路，那如果是縣內的話，如果只是特教班孩子出 

    去，就是老師自行開車；那如果要到縣外或是全校身心障礙學生一 

    起辦校外教學，我們是租遊覽車。 

 

T5: 規劃原因為希望他們多去接觸社會上的一些活動或是一些場所，加 

深他們的生活經驗，我們會盡可能的安排一些適合他們活動、適合 

他們能力的校外教學活動，讓他們可以親身去參與，以增加他們的 

生活經驗，加強他們生活自理的能力。考量原則為我們主要是以學 

校本位，或是透過社區資源的運用，讓學生可以增加認識這些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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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經驗。其實安全問題是第一考量，會極力邀請障礙程度較重 

學生的家長陪同。考量學生狀況，例如他們體力不是很足夠的話， 

就會自行開車前往，那如果就近的話，我們就會用走路的；行政單 

位還蠻支持的，都會極力配合我們的活動，去支持我們；家長還蠻 

支持；我們是先以社區做輻射狀的擴散去選擇地點；活動規劃主要 

是配合教學活動內容為主；距離近的話，就是用步行；經費的話， 

通常都是從班費支出，通常不跟家長額外收費，班費的來源就是園 

遊會擺攤，賺來的錢就是我們班的班費。 

 

T6: 規劃原因為學校裡面課堂上學得就是學科的東西，那有一些是必須 

實際教學，要有情境，學校沒有辦法提供那麼完整的情境，那有些 

情境其實它是在外面。對我們特教班的小朋友來講，他們真的很缺 

乏，他們都是社經地位比較差的，他們出去外面、接觸外面的機會 

又更少。考量原則為跟課程做結合；安全問題啊!行政單位很支持； 

家長參與度很差但支持高!交通工具，很多情況都是我們自己開車。 

 

T7: 規劃原因為增加他們的生活經驗，然後多一點刺激，學生家庭社經 

地位比較弱勢，所以我們除了正常的教學之外，能夠安排一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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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或生活常識的校外課程。希望他們能從做中學，親身去參與， 

所以我們會讓他們有較多親身參與的活動，就是透過實際的體驗去 

學習。考量原則為安全問題一定要考量的!學生狀況的話，因為我們 

有肢體殘障的學生，所以我們會考慮到車子有沒有辦法載輪椅出去 

，車輛夠不夠，學生有沒有辦法走那麼遠；行政單位都會給予協助； 

在交通的部分，行政人員會提供協助；家長的支持度都不錯；學校 

幫我們租遊覽車的話，那我們就會選擇比較遠，平常比較不會到達 

的地方，如果是我們老師自己開車的話，就會選擇附近的地點；經 

費的話，盡量讓學生不用交錢；參觀地點會盡量選擇不用門票的地 

方，或者是特別有節慶的地方，有時候會跟生活、社會做結合，以 

及普通班的課程內容做結合。 

 

T8: 規劃原因為第一個擴展學生的生活經驗，第二個跟課程結合。再來， 

有些校外教學純粹是放鬆、休閒的。考量原則為安全就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農場的話，我們班有肢體不方便的小孩，所以我們帶他去， 

一定是可以用助行器活動的地點，再來的話，像有些觀光工廠本身 

就有一個套裝行程，那就會跟著套裝行程，在過程中，我們會去加 

強小朋友已經懂得的東西，強化、加深他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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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目前國內對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做法，先進行學生 

基本能力的評估，針對個別能力、需求、優勢能力及弱勢能力擬定個別 

化教育計畫( IEP )，設定長短期教學目標、評量方式及標準，再進行相 

關教學，而課程上的安排則以功能性課程為主，教導智能障礙學生實用 

性的生活知識及技能。而在教學的過程中，特殊教育教師會針對學生的 

需求、能力及學習特質，透過工作分析進行步驟教學、直接教學、反覆 

練習(即精熟訓練)，輔以多感官教學法以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 

及印象。在規劃課程中，會考慮智能障礙學生以後的轉銜輔導問題，事 

先規劃其未來升學或就業的銜接教學。 

 

4.3.2 特殊教育教師在實施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時，所考慮的因素及 

      成效 

A1: 所考慮因素是希望孩子能夠達到休閒；我們特別要考量到場地、空 

間，還有合法性。成效為舒展他的身心，更能增加孩子擴展個人的

視野部分，更有效的去幫助身心障礙孩子在做校外教學的休閒活

動；人際關係的部分，會更增加、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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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所考慮因素是安全是第一首要考量；第二個注意事項就是老師對地 

方及整個流程要很熟悉；要跟課程結合，你要達到有效教學，尤其 

對身障孩子，你就要花更多時間去做事先的行前教育，回來還要做 

一個統整。成效上，我看我們嘉義縣在申請有愛無礙的校外教學， 

大家送來的成果，我覺得都還不錯。成果報告中就有提到對孩子跟 

他們老師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而且收穫蠻多的。其實大部分 

身障孩子的生活經驗比較有限跟狹窄，而且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屬於 

弱勢的，只有少數的家庭蠻不錯的，其實不同生活經驗的擴充對孩 

子在各種方面的學習是很有幫助的。可以讓你很快去瞭解跟類化， 

所以對身障孩子來講，如果透過校外教學，他可能有機會去不同的 

地方和不一樣的體驗，要不然他可能都沒有機會。 

 

T1: 所考慮因素為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考量；那第二個就考慮到孩子可 

參與的程度；人力支援也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助力，可以協助讓我們 

活動的進行更順利，也能顧及安全。成效非常好!透過這個教學的休 

閒活動能夠學得一些東西，然後可以幫助他更適應生活，甚至讓生 

活更為豐富。特教孩子就是教學體驗、教學體驗，能夠落實到生活 

上，對他們整個學習成效是非常有幫助的。他們生活的經驗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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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知識的增長了，也透過體驗的部分，學習到不同的生活經驗跟 

不同的知識。除了心境上的開心，學習上也會有進步。生活經驗提 

升之外，感官功能也提升啦，多感官學習! 

 

T2: 考慮的因素跟相關注意事項，就是生活經驗。因為生活經驗還是我 

們比較著重的重點。 

 

T3: 所考慮因素為知識性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太艱深了，所以我們不會完 

全都是在教育知識的部分，時間的安排上通常會有玩樂的地方及體 

驗的活動。成效上，我覺得成效還不錯!像一些智能障礙的學生，主 

要的幫助還是對生活經驗的增長方面。學生變得比較活潑，比較懂 

得怎麼跟同儕玩，人際互動有好一點。可是最主要的還是在生活經 

驗的累積。 

 

T4: 成效為在玩樂當中，能夠有所收穫。不見得對他的國語、數學有幫 

助，可是至少對他的生活經驗有幫助。其實在人際關係方面會有幫

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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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所考慮因素為天氣、還有小朋友的身體狀況、適不適合用步行的， 

因為我們比較常用的是步行的方式，比較遠一點的就開車。體能這

方面的因素都會考慮進去。成效算還不錯啦!可以增加生活經驗的累

積，人際互動的部分確實是有增加的。 

 

T6: 所考慮因素為他們跟外面接觸的機會真的很少很少，那可以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給的，就盡量給他們。成效上，達到休閒了，也

能適應社會了。 

 

T7: 所考慮因素為安全是主要的考量。成效上，我覺得效果很好，因為 

像校外教學像一種獎勵，像之前我們有亞斯伯格症的孩子，他是非

常挑食的小孩，他會為了去校外教學這個目標，他吃飯的時候就開

始把全部的飯菜吃光光，甚至到校外教學那一天，還把他的便當裡

面的飯菜吃光光，就是他的一個很強的動機。像有些學生的話，生

活環境刺激比較少，可能從來沒有買過東西，所以我們每次出去的

話，就讓學生帶個十塊、二十塊也好，讓他試著去嘗試買東西，像

有些學生他第一次買東西，他會很開心，他終於會買東西了。所以

校外教學對他們在行為方面、生活方面、在課業方面都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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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幫助。 

 

T8: 所考慮因素為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我們會去加強小朋友已經懂得的

東西，強化、加深他們的印象。成效上，可以擴展他們的生活經驗，

而且出去校外教學的經驗都會停留在他們的腦袋裡面，之後在上課

的時候如果有提到相關的東西，他們其實都可以搜尋到，就是會表

達說我們之前曾經去過，看到了什麼，印象會比較深刻。所以我蠻

肯定校外教學的成效，對孩子有正面的影響和幫助，第一個是認知，

就是擴展他們對看的東西、學習的東西的面會更廣；用餐禮儀、遵

守規則，這個都是他們可以學到的。 

 

    從以上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可得知特殊教育教師為智能障礙學生規 

劃校外教學的原因，主要為了透過在實際的情境下親自體驗，以增加智 

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及結合課程的進行。而考量原則則有安全問 

題、學生身心狀況、行政單位支持及支援提供、家長支持及人力支援、 

活動的規劃需配合課程、適合地點之選擇、交通工具與經費等方面。 

    特殊教育教師實施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所考量的因素，第一個是 

安全問題，其次為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休閒能力及人際互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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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為智能障礙學生可增加生活知識、技能及經驗，改善與他人互動的 

人際關係，加強休閒活動的能力，最後使得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適應能 

力增強了。 

 

4.3.3 智能障礙學生適宜有效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之研擬 

A1: 對身心障礙孩子適合的休憩休閒方案，我們可以用參訪式、體驗式

或者是實際操作式的學習。以自己鄉內的為核心，慢慢的擴展到鄰

近的鄉鎮，然後擴展到鄰近的縣市去。最主要就是讓學生能夠學習

到知識，能夠去除了教室之外的學習地點，這都算是一個好的地點。 

 

A2: 基本上其實可以由近而遠去體驗、可以慢慢的擴展，如果覺得嘉義

縣都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開始往外縣市擴充。也可以去不用花錢

的地方，像中正大學體育館、後山的步道；還有像嘉義大學的蘭潭

校區有昆蟲館，就是我們可以找一些公家機關，或者可以利用家長

的資源，讓我們去參觀他怎麼種番茄或者是蘭園，因為不同行業就

有不同的資源。我覺得也可以利用一些觀光工廠，比如水上的白人

牙膏觀光工廠，朝這方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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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校外教學的適合地點，可以分兩類，一是跟他的家庭的住家環境做

結合、學校的環境做結合，另外一個可能距離比較遠的地方，那其

實我們都會希望我們參觀的地點是比較多體驗課程的，就是相對於

我們孩子學習能力來講，透過體驗，其實他們可以學習到的東西就

更多了，所以除了住家環境的一些休閒地點之外，那像現在非常多

的農莊、農場，甚至是不同的觀光工廠，其實每一個地點都有非常

多的體驗活動，因為孩子他們去參觀了一些知識性的東西或生活化

的東西，那他們可以透過體驗來更了解學習的內容，其實觀光工廠

都會協助規劃課程，都會有相關配合教學的課程設計，那甚至還有

導覽人員的協助。老師要讓孩子學習的東西是什麼，可能他的平常

生活需要的什麼樣的技能或者是休閒能力，就以這些為起點，然後

去找相關的地點，其實現在很多地點的規劃都還蠻完善的，只是說

老師在規劃地點的時候，要對這個地點的安全性跟整個環境可以做

一個適當的瞭解。 

 

T4: 可以讓他們跑跑跳跳的地點都蠻適合的。要規劃的話，要考量導覽

解說，然後有套裝行程，可以做體驗 DIY，然後又有足夠的場域可以

讓他們去跑跑跳跳，其實這種場合是最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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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 我覺得我們生活中的那些環境都很適合，像大賣場、電影院，對他

們來講都是生活的體驗，然後教導他們從當中去學習，他們以後在

這個地方生活時、要運用時該怎麼去用，在這個地方該有的禮儀、

該有的適當行為。所以比較適合的地點就是能跟生活經驗相結合，

這樣他們也會比較有興趣。我覺得以生活的場域對他們來講，吸引

力比較大，也比較實用，比較適合他們。 

 

T8: 其實有很多觀光工廠，就是很適合安排校外教學的地點，像嘉義縣

有一些社區營造的活動場域也都蠻不錯的，比如說板陶窯。像很多

農場也都很適合小朋友的。只是說老師要怎麼去掌握孩子來到這個

地方，他們要學什麼，要怎麼樣去引導他們跟課程做結合，或者是

跟他們目前的認知結構做結合。 

 

    綜合以上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可歸納出智能障礙學 

生適宜有效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在規劃上，應該要以智能障礙學 

生的能力及需求為考量；在實施中，應該是以體驗式、操作式的多感官 

學習進行活動。而辦理的地點，應該是以智能障礙學生生活中的環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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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考量，次而逐步擴展到鄰近的社區環境。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校外教學是學生擴展學習視野、豐富生

活經驗的最佳途徑，除了可以是知性及感性的學習之外，更兼具了休閒

及娛樂的附加效果(蔡瓊英，2003)。因此想要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休閒能

力，特殊教育教師除了在教室內傳授相關休閒知識及培養休閒技能外，

如果能透過校外教學活動，實際提供自然情境，使智能障礙學生在真實

環境下進行學習及操作，將課堂所習得的休閒知識及技能運用出來，結

合教室內及校外的學習，而且特殊教育教師更能透過校外教學的實施，

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問題，以及評量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 

    從智能障礙學生及校外教學的相關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校外教學

的目的及成效，有著豐富生活經驗、提升休閒活動的層次，並增進人際

關係的互動機會，這對智能障礙學生的休閒而言，有著很大的幫助。而

校外教學的活動規劃及特色，就是結合校園外的社區資源進行生活的、

體驗的多感官學習，這是智能障礙學生的最佳學習方式，因為可以將學

校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及技能，實際地遷移並類化到真實的生活情境之

中，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休閒生活而言，有著莫大的助益。 

    從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結果發現，特殊教育教師普遍都曾規劃過

的教學地點為獨角仙休閒農場、綠盈牧場、童年渡假村等，因為這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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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都有提供農場體驗活動，可以讓智能障礙學生實際的操作，更因其

有安排導覽解說、套裝行程，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活動及休閒活動

有著完整的安排。其次為香藝文化園區、板陶窯交趾陶文化園區兩處，

因為這兩個地方也都有提供體驗活動，可以讓智能障礙學生實際的製做

作品，亦有安排導覽解說、套裝行程，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有相當

的幫助，也能培養其休閒能力。最後，特殊教育教師最常規劃的地點大

都是鄰近學校的社區環境，一則距離近，交通比較便利；二則與智能障

礙學生的生活環境比較貼近，學生比較容易將所學的知識及技能，遷移

並類化到自然情境中。 

    因此，智能障礙學生適宜有效的校外休閒旅遊教學方案中，應該具

備體驗式、操作式的學習活動，而學習環境應該是以社區資源為主，例

如學校或者住家附近社區，在進行的過程中，如能有家長陪同，一起參

與，成效將會更好。 

    以嘉義縣為例，縣內大部分的鄉鎮都是屬於鄉村型，而縣政府近年

來一直努力將嘉義縣包裝成田園城市的風格，亦不遺餘力地推動鄉村旅

遊的活動。而身處於其中的我們，為智能障礙學生所辦理的校外教學活

動，也都屬於鄉村旅遊的一環，因為大都是在鄉村地區進行旅遊活動，

透過體驗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及農漁牧業資源等，並與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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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生活、生產有所互動，而產生的休閒遊憩的旅遊型態。更希望

智能障礙學生能在校外教學的過程中，可從鄉村環境裡獲得生活經驗、

生活知識及達到休閒、娛樂的效果。 

    本研究認為鄉村旅遊屬於校外教學的一項教學方式，特別是研究者 

目前任教的學校即位於鄉村區域，而所規劃的校外教學活動，大部分都 

是利用社區環境中的鄉村資源，因為貼近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環境，符 

合其生活居住條件，對環境的熟悉度也比較高。對智能障礙學生而言， 

鄉村旅遊是在屬於他們最常接觸的自然情境中所進行的活動，可豐富、 

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透過不同的鄉村特色及實作體驗活動，提供學生 

多感官的學習及刺激，也增加學生與人、與自然接觸的經驗，增加學習 

機會，有助於未來社會適應。 

 

4.3.4 小結 

    綜合以上三種方法所蒐集的資料，可歸納出規劃智能障礙學生校外 

教學活動，其主要原因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提高學習興 

趣、提升學習效果、增加其對社區資源及環境的認識、培養休閒能力、 

增進人際互動的關係。 

    而規劃時的考量原則，優先考量就是安全問題，包括學生個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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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環境等；活動費用不會造成家長負擔；活動內容須結合課程且適合學 

生的能力及需求，並能增加生活經驗；行政、家長的支持及人力支援， 

交通工具則視活動地點遠近進行安排步行或搭車。而當中最需要克服的 

問題是肢體及行動不便學生的交通及照顧安排，需要有學校特教交通車 

的支援及充足的人力，否則那些學生可能就無法順利參加校外教學活動 

了，所以如何克服這些問題，讓智能障礙學生有機會參加校外教學，則 

是要看行政、老師及家長的協調溝通了。再者，因為考量到經費的問題， 

所以在規劃上必須在活動項目、交通工具、餐點等方面進行多方面的考 

量，既想讓智能障礙學生有不一樣的體驗學習，但又不能造成家長的經 

濟負擔，對特殊教育教師在校外教學規劃上是一大考驗。 

    特殊教育教師實施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所考量因素有安全問題、 

學生的生活經驗及需求、人際互動等。而實施後的成效則是智能障礙學 

生增長了生活經驗、技能及生活知識，加強了休閒的能力，人際互動的 

關係獲得了改善，增加了社會適應的能力等。 

    本研究認為增加智能障礙學生的生活經驗為校外教學首要考量之原 

因，再從學生的生活經驗項目中，教導智能障礙學生相關的生活知識及 

休閒能力，並如何將所學遷移、類化，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而在 

規劃校外教學時，首要考量之原則為安全與經費的負擔，次要考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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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配合事項，如交通及過程之支援問題等。 

    首要考量的因素為安全問題，其次為智能障礙學生的需求及生活經 

驗、人際互動關係。而其成效，首要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生活知識， 

次而培養學生休閒能力、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進而增進智能障礙學生 

社會適應的能力，以幫助其未來的生活適應。 

 

4.4 實施部定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後，特殊教育教師辦理智能 

    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情形  

    在實施部定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之後，在辦理智能障礙學生的校外 

教學時，執行情形將和以前實施智能障礙課程綱要有所不同。首先，就 

是學習領域的不同，從原本的實用語文、實用數學、生活教育、社會適 

應、休閒教育及職業教育的六大學習領域改為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等七大學習領域及特殊需 

求領域；實施次數的規定，從原本的沒強制規定改為每學年至少辦理一 

次。而在執行教學活動的部分，改變不大，仍然是針對智能障礙學生的 

能力及需求進行規劃及實施。以下為與特殊教育老師進行深度訪談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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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新課綱之後，明確的規定除了有機會跟普通教育的孩子參加一般的

校外教學之外呢，之前跟之後的改變會非常有明確、清楚的讓我們

的老師把這樣的校外教學的課程放在我們的新課綱，融入來執行。 

 

A2: 我覺得新課綱有彈性課程，而且它的領域也比較多元化，其實是對

實施校外教學是有幫助的，因為有更多的領域可以結合。 

 

T1: 對於實施特教新課綱後，其實我覺得對辦理校外教學是沒有影響

的，因為從新課綱之前，就是以生活經驗跟課程結合做為出發點，

我還是以孩子需要學習的能力跟環境做為考量，所以對我來講並沒

有什麼改變。 

 

T4: 就是課程的內容會改變，以前就是可以很單純的用一個主題當目標

去做地點的設定，可是現在就要包一個主題了。 

 

T4: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改變! 

 

T5: 以前的校外教學大都是跟社會適應結合，現在的改變就是要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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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個領域去想一些適合他們的活動，所以活動方面會比較不好

想，就是不好去安排，比較沒有針對某一個領域去做規劃，反而是

要做一些統整的規劃，比較複雜一點。 

 

T6: 我們沒有做什麼改變，特教新課綱以後，我們要刪減或調整同年級

的課程，所以我們還是照我們原本的核心課程這樣上，就是 IEP 有

改變，其他沒有改變。 

 

T7: 會有影響!我們變得比較少出去一點，因為課程壓力，加上我們要做

的事情變多，那變成我們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規劃。  

 

T8: 不會!對我們特教班來講，是沒有影響的。 

 

    從以上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可得知實施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後，特 

殊教育教師辦理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情形，有些特教老師認為 

有所改變，有些則認為沒有改變。 

    綜合以上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可歸納出實施特殊教 

育新課程綱要之後，特殊教育教師辦理智能障礙學生校外教學的執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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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仍然是以智能障礙學生為學習主體，針對他們的需求及能力所規 

劃的學習活動，在規畫的原因、考量原則、辦理時的考慮因素及成效等 

改變不大。但是，在結合課程的部分，則有所改變，因為所要統整的課 

程領域不一樣了，因此在課程規劃上，亦會因實施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 

而和先前實施啟智類課程綱要有所不同。 

    本研究觀察發現，如依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所提項目之外，再融入 

社會適應的相關教育，使智能障礙學生未來在進入社會後，更有能力適 

應未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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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都市資源較豐富，家長社經地位較高、經濟條件較佳，比較重視孩 

子的教育問題；鄉村資源比較缺乏，家長社經地位屬於中下階層，常為 

生計而忙碌，無暇顧及孩子的教育問題，只注重於孩子的生活照顧問題。 

都市社會對智能障礙學生的接納度比較高，家長比較會帶孩子出門，孩 

子的生活經驗比較豐富；而鄉下的父母親大都以生活照護為主，比較沒 

時間帶孩子出門，孩子的生活經驗比較缺乏。 

    再者，研究者目前所任教的集中式特教班，十位學生當中即有四位 

學生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及一位領有清寒證明，而申請營養午餐減免。 

可見智能障礙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屬於低社經地位的比率很高。 

    雖然規劃辦理智能障礙學生的校外教學活動，對特殊教育教師而

言，加重了許多工作上的負擔，但看到智能障礙學生因為自身條件、家

長、經濟及居住於鄉村地區等不利因素，導致生活經驗的缺乏，欠缺休

閒活動，無法和正常人有著享受生活的樂趣，特殊教育教師應該本著教

育愛，多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規劃相關的校外教學活動，或許該場活動

是他們今生的第一次，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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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智能障礙學生在校外教學活動的過程中，透過多感官及體驗學習 

，可以加強其觀察力、理解力；因為學習興趣提高，注意力也相對會改 

善；在自然真實的情境下學習，問題解決及人際關係的能力也跟著有所 

成長。相對地，智能障礙學生在其學習階段，若未能施予有效之教學， 

必然將會成為弱勢中的弱勢。 

    最後，本研究認為透過妥善規劃的校外教學必能導引智能障礙學生

有所成長，增進日常生活知識、技能、休閒能力及社會適應能力等。而

智能障礙學生能力之提升，是家庭及學校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身為特

殊教育教師應廣泛地蒐集相關資訊，使教學效果能提升，對智能障礙學

生一生必有很大的受用。 

 

5.2 建議 

1.本研究因限於時間及人力，僅針對智能障礙學生方面進行研究，未來 

  之研究，建議可擴及其他身心障礙者方面。 

2.有關校外教學之體驗項目，建議可配合休閒農場、觀光工廠及在地社 

  區之特色，規劃相關項目及活動，較易取得師資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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