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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許多特教生因先天器質因素或者是認知功能問題，無法有效統整外在刺激與

訊息而在學習中容易感到焦慮不安、強烈的挫折與自卑，進而產生退縮反應。由

於五感知覺是人類接觸外在世界的起點，透過五感知覺的開發與經驗的深化，將

有利於提升特教生之學習與適應能力。黎士鳴等人（2023）於特教學校推展創客

日，透過創客元素與五感知覺之開發，藉此強化學生之學習效果。 

由於特教生多數合併有認知功能缺損，其個別差異大，所產生的特質也截然

不同，因此如何適性安排課程將是教學者的重要考驗（陳柏旬、王雅珊，2010）。

參照過去的研究與經驗發現透過五感體驗，可以強化特教生之學習與適應能力。

本文將以藝術療癒（HEAL-ing）模式（黎士鳴、陳進鴻、徐秀菊，2023）為基礎，

發展以五感知覺體驗活動為基礎之藝術療癒活動。本次活動假某次特教學校之校

慶，設立「五感藝術療癒站」以多元藝術療癒體驗活動，以提升特教生之五感知

覺能力以及創造心理療癒之效能。 

二、五感知覺與藝術療癒 

五感包含視覺、嗅覺、聽覺、味覺和觸覺，並且五感經驗感受是內在的，可

透過媒材及互動的應用將五感與情感體驗具體化的表現出來（陳郁文，2012）。五

感訓練對於特殊孩童族群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門活動，以感覺室（Sensory Room）

為例，感覺室提供一個讓他們在輕鬆、無壓力的多感官環境中，獲得適當且有結

構的感官刺激的地方。這個空間旨在給予孩子適當的支持，使他們能夠以自主權

的方式探索周遭環境，另外也可以調節情緒（降低焦慮）並控制身體（提高專注

力，以及降低不當行為的出現頻率）、培養探索自己的感覺，以及促進或修復人際

關係。湊秋作（1994）的研究也指出透過接觸自然界動植物的感官訓練，確實有

助於提升特教學生（唐氏症、智能發展遲緩）的辨識能力，刺激大腦，幫助學習。 

黎士鳴等人（2023）以藝術為媒材發展藝術療癒模式，該模式將藝術活動加

入心理歷程，包含：發現希望（Hope）、彼此增能（Empower）、適應當下（Adaption）

以及發現意義（Life meaning）等內涵，稱之為藝術療癒 HEAL-ing 模式。對於特

教生而言，藝術媒材不只是可用於情感抒發，亦可作為感官知覺之訓練，以繪畫

為例，透過畫圖來提升視覺、觸覺以及精細動作，進一步融入 HEAL-ing 之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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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更能提升心理功能（圖 1）。在考量特教生之感官知覺訓練以及自我療癒需

求，我們設計了以療癒為基礎的「五感藝術療癒站」，針對特教生的特性與功能，

分別規畫三種不同的體驗活動，並且在活動中催化療癒元素，以達到療癒效果。 

圖 1  HEAL-ing 模式 

註：以繪畫為例 

三、藝術療癒體驗 

針對特教生之藝術療癒，本次於某特教學校之校慶中，設立「五感藝術療癒

站」包含：手作彩繪區、花茶體驗區以及甜點蛋糕區等三區。以花茶體驗區為例，

運用五感知覺中的視、嗅、觸、味覺使得學生用不同的感官刺激經驗乾燥花本體

以及它在沖泡前後的差異。品嘗完後指認乾燥花的畫板圖樣，確認該乾燥花與所

喝的花茶一致，經由這一系列感官體驗，強化學生的感官刺激並整合不同感官所

帶來經驗（表 1）。花茶體驗區是透過連結乾燥花和花茶之間的關係，透過辨識、

感受與品味花茶等階段，用五感體驗乾燥花和花茶，同時催化療癒歷程達到自我

療癒之效果。甜點蛋糕區則是透過品嘗甜點與感受正向情緒，並與師長一同享用，

達到情緒療癒之效果。最後，彩繪提袋區是使用粉蠟筆等素材進行藝術創作，同

時推動 HEAL-ing 歷程來達到自我療癒之效果。 

表 1 五感藝術療癒站 

體驗區 感官知覺 活動內容 

花茶體驗區 視覺 能夠識別三種不同顏色、形狀的乾燥花 

藝術療癒

HEAL-ing

繪畫

看見

希望

彼此

增能

適應

當下

找到

意義

引導學生在看到環境中

的正向元素以及希望感 

 

利用團體創作來強化彼

此合作與催化人際增能 

透過調整筆觸、顏色等

過程來強化適應力 

 

發現創作的意義 

與自我內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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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 嗅聞三種不同氣味的乾燥花（茶） 

觸覺 手握杯子感受杯子傳達的溫度 

味覺 品味花茶的風味 

甜點蛋糕區 味覺 品嘗各式餅乾和甜點 

彩繪提袋區 視覺 使用粉蠟筆來彩繪自己的手提袋 

註：作者自製 

某特教學人數校約為一百餘人（涵蓋國小、國中和高中職），學生條件為持

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以智能障礙及多重障礙為主）中度、重度及極重度之學

齡學生，學生間在行動、對話、自主能力和對外在事物的統整能力皆有所差異。

校慶活動時長四個小時，全校師生及部分學生家長皆有參與。 

校慶活動結合在地文化，全校師生以原住民的造型進場，並帶來了許多精彩

的演出。其中，舞蹈表演最令人印象深刻，因為當演出者在舞台上時，台下也會

跟著旋律一起跳舞，使我們感受到了特教生的熱情與精力充沛。除此之外，學校

也設有不少有趣的小遊戲，例如：原舞重現、打魚趣、獵山豬、野味射擊等，讓

學生們在快樂中學習。 

在校慶中，我們安排了「五感藝術療癒站」，希望能透過花茶、糕點、手繪

提袋等活動，引發學生對五感（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觸覺）的體驗與深化。

分為三大區塊，一為花茶體驗區，一為彩繪提袋區，另一為甜點蛋糕區（圖 2），

特教生可根據喜好或特性選擇其中一區體驗（約 30 分鐘）。在人力協助上，療癒

站共有十名大學生擔任站長，邀請全校學生（涵蓋國小、國中與高中職）進來體

驗，另外有特教老師十餘人協助同學參與活動。透過站長、教師的協助，讓特教

生選取適合的活動，來體驗五感藝術療癒。 

我們主要依據行動能力來進行分流，能夠自行選擇的學生就會安排座位，若

是行動不便或是坐輪椅的學生則會依圓環入座，優先進入花茶體驗區；參與彩繪

提袋的學生基本上功能都相對完善，能夠自主完成作品，但有時會被外在因素干

擾，需要時常幫助他們重新集中注意力；甜點蛋糕區提供各式餅乾和蛋糕，餅乾

事先包裝好，可以直接交給特教生，蛋糕會放置在紙盤上並提供塑膠叉子交給學

生；旁邊的座位區為家長與老師等候的空間，也方便家長與老師可以觀察學生的

參與狀況並且可隨時進場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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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五感藝術療癒站 

註：作者自製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自閉症、學習障礙、聽覺障礙、ADHD）所表現出來的

身心特質，如語言、行為 特徵、認知及學業成就，甚至社會適應行為等，都呈

現非常大的個別差異和特殊性（徐瓊珠、詹士宜，2008），對此在本次活動面對

不同類型的特教生時，分成低、中、高功能並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透過觀察其

語言表達、肢體行為來判斷並做出應對方式以下三個例子分別說明之：(1)高功能

－可以說話和行動，能夠自己經驗不同的五感刺激；(2)中功能－可以說話，不見

得能行動，能夠表達自己的喜好，但手部肌肉可能無法自由行動，因此由成員或

老師協助特教生體驗活動；(3)低功能－無法說話和行動，從觀察表情、眼神、肢

體等細微動作猜測其喜好，在體驗環節，特教老師會輔助學生。經過特教學校老

師與學生們的回饋，我們設計的五感活動，提供學生適當的挑戰與機會，讓他們

感到自己的能夠達成目標的信心。在教學過程中，善用各種能引發身障生學習潛

能之學習策略，與配合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以激發並維持其學習興趣與動機

（許惠菁、林千惠，2022）。透過有趣的互動過程啟發學生對五感知覺之感受豐

富度，並以多樣化的形式探索世界。 

四、結論 

本方案藉由結合該特殊教育學校校慶活動，透過藝術療癒元素融入五感知

覺，來提升特教生之學習動機與產生心理療癒，在其中有以下的結論： 

(一) 特教學生感官統整能力有程度差異 

 特教生的功能表現有高有低，對個別差異大的特殊生，在學習歷程、教學

環境、班級適應、情緒行為管理等面向作調整，才能進行有效的教學（曾妙容、

張仁家，2019）。本次解憂咖啡館將成員分成低中高三個層級，並且搭配功能不

同而有不同的運作策略，透過分流與分組的模式有利於推展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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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要透過多元管道來提升五感知覺 

特教生之知覺與認知能力缺損，須採用多元管道來提升五感知覺能力。本次

活動中的花茶區以紫色、黃色、紅色對應不同花草，訓練學生利用顏色（視覺）

學習區辨常見花朵（玫瑰、薰衣草、桂花），最後透過品味花茶（嗅與味覺）來

加強學習。 

(三) 利用五感活動加藝術媒材提升興趣 

活動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五感為主軸，從提袋繪畫活動，強調

蠟筆帶來的觸感和顏色的視覺刺激；品茶體驗則以不同花草茶的氣味和味道強調

嗅覺和味覺。而透過這次的活動，不只希望豐富學生對於五感的生活經驗，更期

望學生能在活動中找到自己的優勢，以五感為基礎發展並培養其中潛在的興趣。 

五、建議 

透過五感藝術療癒站的實踐歷程中，我們針對特教生的藝術療癒提供以下的

建議： 

(一) 適性利用媒材改善感統能力 

 五感知覺是接觸世界的起源，也是學習的根本，由於特教生的功能有所不同，

在安排相關媒材時，需要考慮學生之能力與興趣，並且循序漸進地增進能力。本

次解憂咖啡館的分區即是以能力差異進行分流。 

(二) 採用藝術療癒提升心理功能 

    以藝術為媒介透過 HEAL-ing 模式來提升特教生心理功能以及強化學習動

機，以推展後續的訓練。對於相關課程設計，亦以考慮藝術療癒 HEAL-ing 模式，

不只是強化功能，更能提升心理韌性。 

(三) 採用創意活動催化學習效能 

    將學習內容與藝術或活動作為整合，例如解憂咖啡館透過校慶的攤位來加入

五感知覺訓練來促進特教生之學習，未來更可多元化的發展創意活動來融入教學

以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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