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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輔具提升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學習成效之探究 
古芳穎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科技日新月異，除了生活周遭的科技設備逐漸人性化外，科技的發展也帶動

教育現場的改革。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之一：「運用科技與資訊的

能力」，便能夠了解當時教育學者已掌握科技重要性。103 年所推出的「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更直接將其從自然領域獨立出來為「科技領域」，故科

技與教育的結合儼然已蔚為潮流，使得教育也不得不跟著改革。 

根據教育部最新資料顯示，我國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目前學習障礙學生人

數已突破 3.5 萬，從 10 年前的 2 萬成長為今年的 3.5 萬，十年期間成長了七成五，

躍升為人數最多的障礙類別。按統計，每十位身障生就有三個屬於學習障礙。透

過分析得知，現今社會少子女化，家長在教養上也因子女數少，較能夠更細微地

去觀察孩子，一發現孩子異狀並參與鑑定的比率都提高。該如何教育這些日益龐

大的學障族群，也是在教育現場每位老師的當務之急。 

而為了順應特殊教育的趨勢，教師的專業知能、課程調整能力也極具考驗。

許多研究發現科技融入教學確實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維持較長的學習

效果。現今電腦科技的發展，也使得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倍受重視，如常見的手持式行動載具：手機、平板電腦，成為當今教育現場的新

寵兒。因此，科技輔具在特教領域越發蓬勃其原因有二：一為能協助教師教學，

使用電腦來達到學生個別化的學習；其二為科技能補償這些特殊需求學生的不

足，透過科技來幫助學生增加學習上的興趣及動機，如此對於學障生學習也是有

益處的（朱惠甄、孟瑛如，2014；Coleman-Martin, et al., 2007; Fernandez-Lopez, et 
al., 2013）。 

科技是實現融合教育理念的關鍵，不論是在教師教學上的協助亦或是學生的

考試調整服務。儘管有不計其數的文獻證明科技結合教育對於師生有正向的回

饋，但大多數的研究皆是以某一種科技媒材介入教學以探討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

效。故筆者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整理出幾種針對學障學生所設計的科技融入教

學課程，使讀者快速了解科技於特殊教育領域之成效。 

二、學障學生的學習特徵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所定義的「學

習障礙」：指統稱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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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和推理等能力有問題，導致聽、說、讀、寫或運算應用在學習上有顯著困難。 

在感官方面：學障學生因記憶困難或難以重述句子，無法快速將聽到的語言

轉為視覺形象，導致有很大的機率會將文字上下、左右混淆或是出現旋轉、顛倒

的情形；而閱讀的歷程也因音韻、解碼、拼寫、識字及理解困難，造成對聲音的

分析與接受到的訊息與實際有差異（周家賢、佘永吉，2016；陳瑋婷，2009；Shernaz, 
2010）。 

在認知方面：因大腦神經中樞功能缺失影響記憶，缺乏音訊處理的回饋，無

法將外在獲得的知識妥善記憶與儲存，同時也可能會伴隨注意力的缺陷。由於學

習是需要長時間全神貫注，若因生理或心理缺陷，缺乏專注力，容易於學習時間

分心，造成學習上的無助與困難，久而久之學習動機逐漸低落，進而逃避或畏懼

課堂，顯現出學業低成就（周家賢、佘永吉，2016；鄭佩文，2020）。 

三、科技輔具對學障學生的學習成效 

科技輔具在國外文獻中有諸多說法，有的以輔助技術（assistive technology）、
適應性科技（adaptive technology）或是以特殊教育科技（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為名。但美國在輔助性科技法案及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中，均以統

一名詞「輔助性科技（assistive technology）」為法案條文的用詞（吳亭芳、陳明

聰，2000）。相較於我國目前尚未有統一名詞，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中

的「輔助科技」；《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所提及的「教學

輔具、輔助器材、輔助科技」。由此可知我國在法規上並未將此概念作全面的整

合，甚至還出現同一法條兩種以上名稱之亂象（吳亭芳、陳明聰，2000；陳明聰，

2016；葉宗清，1999）。 

Behnamghader, et al.,（2019）指出，有效的科技輔具應以「使用者」為中心，

依據使用者障礙的程度來提供不同的設備以及使用知識。科技輔具結合教學對於

學習障礙學生確實能增加學習動機，而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是一體兩面的概念。

換言之，學生本身的學習動機能有效影響學習成效（吳銘達、鄭宇珊，2010）。
以升學為導向的國中學習階段，學生常因動機不足而缺乏學習興趣。在課業上遇

到困難，多數皆無法自行解決，長時間累積下來便會缺乏成就感、動機及信心，

故提升這群有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動機為首要任務。 

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是指透過數位遊戲為平台進

行學習，學習者在遊戲中透過解決問題、克服挑戰，在遊戲中獲得成就感，由此

看來數位遊戲式學習不但能同時兼顧遊戲性與教育性，更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根據研究發現：「學生實際操作並結合圖片、Flash 動畫等多感官刺激，能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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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較乏味的教學變得有趣，能使學習具有立即成效、正向影響效果，而其教學過

程能讓學生維持學習動機，增加學習成效」（鄭佩文，2020）。同樣地，在袁媛、

陳國龍、張世明（2007）研究也提及若使用虛擬教具可以如視覺圖形表徵般來豐

富學生的視覺印象。對於那些無法把抽象的數學符號、具體經驗和視覺影像相連

結的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上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九零年代已開始流行多媒體教學（Multi-media Teaching），現今已成為教

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學障學生在音韻覺識（phonemic awareness）、音素

（phoneme）的缺乏，造成無法解讀字音導致字彙學習困難，此時便可透過多媒

體教學來結合字母拼讀法（phonics）。使用音韻覺識來對應英文字母後再應用於

字彙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字音、字形、拼讀獲得協助，同時也能夠在教學過程

當中，提高學障學生的專注力、聽力及幫助抽象字彙的理解。有別於傳統教學老

師講、學生聽的模式，將字母拼讀法運用科技的方式來呈現教材，除了可清晰地

傳達教師的課程內容之外，亦提供了大量的多感官刺激（視覺、聽覺、觸覺），

使得學生在課堂中也能夠不斷的演練（周家賢、佘永吉，2016；曾郁芯，2020）。 

根據 Sam, et al.,（2021）的研究指出，政府、教育單位和家庭也越趨重視科

技，並將之視為教育核心。3D（Three-dimensional）列印技術已成為學校廣泛使

用的教學工具，透過豐富的操作互動來吸引學生參與 STEM 活動的潛力。為了

提升學障學生空間思維、幾何能力，開發了一系列的相關課程，使教師教學更加

暢行無阻。當教師具備 3D 列印的科技知能，搭配結構化步驟及情境式教學，便

能為數理成就低的學障學生提供更易理解的課程教材。 

除了教師使用科技來傳遞書本內的知識外，學生亦能使用科技來幫助自身學

習，如：上網搜尋相關資訊、使用手持裝置或電腦記錄課堂重點，減少因障礙所

帶來的不便，達到課程的最大效益。這使學生在課堂中不再只是「旁聽者」，自

己也能利用科技的方式截長補短，同時增加學習動機與興趣。在 Alayne 和 Mirela 
（2020）文獻當中提及：學障學生使用手機的錄音設備記錄課堂內容，以便當下

能夠更專注於教師說話和寫在黑板上的重點，而無須費力地抄寫筆記。課後可回

放錄音檔，一方面能夠強化上課時的課程內容；另一方面學生則可以依照自己的

學習節奏來抄寫筆記。若是較習慣使用視覺學習的學生，可以透過錄影的方式來

記錄課程，如此更能完整且全面性地複習教師使用投影片播放的講義和其他教

材。 

四、結語 

學障學生有記憶力、專注力、理解力、遷移能力等困難，故每位學生的特質

不盡相同，教育現場的教師想盡各種方法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然科技輔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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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良好的媒介。透過科技的幫助，使學生能夠在不同的學習領域得到正向回

饋。綜觀國內外的文獻，皆支持科技對於教學的正面影響及效益，如能將科技帶

來的益處延伸至特殊教育領域，必然能發揮其最大價值。 

至於為何還是有不少特殊教育教師依然使用傳統的直接教學法來教學？透

過筆者在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下列問題，如：教師對於科技的接納度、撰寫堆

積如山的書面資料、繁忙的課務、周旋於學生及教師間的諮詢等。以上幾點看似

毫無相關，實際上卻是環環相扣。特教教師課餘時間得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除

針對學生進行輔導外，也需與其相關教師晤談，並事後詳細記錄。處裡這類層出

不窮的事件，已讓教師疲於奔命。如碰上鑑定期程及其他特教的日常業務，老師

們能善用的時間幾乎所剩無幾。因此無法有更多的心力透過校外研習將最新的教

學理念及教學策略引進教學現場。加上教師對於科技的敏銳度若不足，更無法提

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法，最終受損的仍是學生！ 

傳統教學模式已然不符合特殊教育的潮流，現代教師應當順應科技時代、與

時俱進，依照學生的能力去策劃不同的教學方法。好比不同的教材可結合不同類

型之科技，一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維持較長的有效學習時間；二來

也可補償學生因障礙所引起的不足，建立學生對於學習上的自信心和興趣。若教

師能夠妥善運用教學策略與科技互相支持，就能大大減少學生在學習上的「馬太

效應」，教師也能透過有效教學，引領學生找到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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