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132-137 

 

自由評論 

 

第 132 頁 

淺談社會技巧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 

提升人際互動之成效 
吳旻書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人是群居的動物也是社會性的動物，從出生開始，就與生活中的人、事、物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教育層面上，隨著融合教育的興起，國內各教育階段也

逐漸朝向融合的方式發展，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級，與普通生共同學習與生

活已成必然趨勢。然而，身心障礙學生也因身心特質的差異影響其學習成效與人

際互動的情形。身心障礙學生之所以無法融入普通班級中，並非因其障礙問題，

而是在互動的過程中無法表現出適切的社會行為（莊瓊惠，2005；Carothers & 

Taylor, 2004；Gresham & MacMillan, 1997）。尤其智能障礙學生受其生理功能及

認知上的限制，進而容易在人際互動上產生困難，導致同學對他們的排斥（鈕文

英，2008）。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的教學法來提升智能障礙學生的社交技巧與他

人發展良好的人際互動，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互動特質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指出，「智能障

礙是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

顯著困難者」。由此可知，智能障礙學生除了有認知能力的限制外，還具有生活

適應的能力的問題。而研究者彙整王文科（2013）、王欣宜（2005）、王明泉與許

珠芬（2014）、高榮亨（2010）與鈕文英（2008）的研究，整理出影響智能障礙

學生社會技巧的原因包括：1.缺乏社會技巧的知識，例如，無法分辨適切的社會

行為、缺少在不同情境中，與他人互動的行為策略等；2.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

缺乏練習及回饋，故社會技能無法流暢的表現出來；3.自我概念表現低落：消極

的自我概念、自我規範能力及控制自我情緒的能力弱等，故與他人相處常處被動

的情形；4.智能障礙學生因認知發展遲滯，在認知能力、後設認知能力及類化能

力上有明顯的缺陷；5.口語方面：詞彙貧乏且句子結構較簡短，而部分學生有構

音上的問題，與人溝通時易產生誤會，也難以理解抽象或複雜的指令；6.缺乏人

際互動的機會：由於生活經驗較侷限，缺乏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因此在適應新環

境時有困難，另外，在辨識他人的臉部表情與情緒的能力較弱，也常出現不合情

境的行為。 

綜上所述，由於智能障礙學生有自我概念、語言理解、情緒與行為問題及認

知功能發展遲滯的問題，使其在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上常遭遇困難，因此，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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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與社交技巧的行為表徵，提供符合其個別需求的社

會技巧課程及訓練，定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的能力。 

三、社會技巧教學對智能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王欣宜與蔡怡姿（2013）綜合多位學者的看法，認為社會技巧是指，在與他

人互動時所展現的外顯行為與內隱技巧，可透過後天的教學所習得，在使用上也

會因人及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使其能表現出合宜的行為，以增進其社會適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則將社會技巧內容分為三類：

1.處己：指的是個體本身與自己，包括，個人主動的表現與學習、處理自身的情

緒與壓力；2.處人：是指個體本身與他人，例如，基本的溝通技巧、解讀他人訊

息與處理衝突的技巧等；3.處環境：指個體本身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即學校、家

庭與社區的基本適應技巧，例如，應變處理與問題解決的技巧等。 

張偉政（2012）與蔡侑欣（2014）調查指出，身心障礙學生有社交技巧的困

難及迫切的需求。由此可知，社會技巧的課程與教學對於身心障礙學生是必需且

重要的。而透過社會技能的訓練，能夠消除其問題行為，增加正向行為的發生，

並有助於融合教育的實施（王欣宜，2007）。而透過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技能，不

只能提升溝通表達的能力，也能在各種情境下表現出合適的行為，使身心障礙學

生更能適應所處的環境（林佑宗，2007；黃榮真、邱子華，2010；蔡沛吟，2015）。 

綜上所述，社會技巧是指與他人互動的一種能力，並沒有一定的模式及對錯，

都需要依照所處的情境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使其不再遭受排擠、孤立或隔離。因

此，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社會技巧的課程訓練不只重要更有其必要性。 

四、社會技巧對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的成效 

國內的社會技巧教學研究大多是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社會技巧課程為主，而

教學對象多為授課班級的學生或特定學生，來進行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其課程

是有助於提升學生的社會技巧能力。（王秀文，2008；劉妍均，2005；謝素菡，

2004）。而透過系統化的教學，亦有助於穩固身心障礙學生社會互動的基礎，幫

助其融入普通教育環境中 （蔡沛吟，2015）。以下將介紹三種常見的社會技巧教

學及對智能障礙學生提升人際互動上的成效。 

(一) 社會故事法 

社會故事法主要是用於自閉症學生，將遊戲的步驟用簡單的故事或短文方式

呈現，再依學生的個別需求撰寫具結構性的生活情境故事，讓學生在遊戲中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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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發展社會性的互動並展現合適的反應與行為（柯香如，2011）。而社會故事有

其固定的句型比例及檢核方式，考量其學生能力與需求，以正向支持的語句與文

字故事的形式，促使其理解複雜的社會信息（楊秀慧，2016）。在林志彥（2013）

與劉伊珍（2010）的研究也指出，社會故事法對智能障礙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立

即和維持的成效。 

(二) 同儕教導 

同儕教導（peer-tutoring）是指學習者彼此相互協助，再藉著教學使師生都能

獲益的教學方式（Mercer & Mercer, 2001）。亦是一種教學策略，由能力較佳的同

學擔任小老師，負責教導能力較弱的學生，教師先訓練小老師，再讓小老師與受

教學生進行互動學習，使學習者能有更多反覆練習的機會，增加智能障礙學生與

同儕間的人際互動，並透過引起動機、教導新技巧及練習與類化的步驟，協助學

生習得適當的社交行為（郭玨伶，2013；蔡怡姿，2010）。嚴佳芳（2006）與蔡

怡姿（2010）的研究也發現，實施同儕教導社交技巧的教學能增進其適當行為的

表現，在與人互動的社交技巧上都有立即和維持的效果。 

(三) 繪本教學 

繪本主要是透過文字與圖畫來敘述故事內容，以提高學生的閱讀動機及理解

能力，是近年來被廣泛運用的一種教學法。過程中，應重視學生新舊經驗的連接，

並選擇符合學生特質及興趣的內容（李慧如，2017）。其步驟分別為：1.透過導讀

來引起動機；2.進行討論與分享；3.社交技巧步驟的教學；4.示範及演練並給予回

饋，使學生在過程中能習得正確的行為。張千惠（2010）與蔡宜苗（2013）的研

究顯示出，繪本教學能提升學生社交技巧的能力，且在與他人禮貌相處及自我認

同的部分都有明顯的改善。 

五、結語 

    在融合教育的趨勢下，並非只需關注身心障礙學生課業上的學習，人際相處

與生活適應更是值得重視。溫惠君（2000）指出，在融合教育的情境下，智能障

礙學生的適應狀況與智商高低並無顯著的關係，而是學生自身的行為問題與同儕

間正向的相處互動有著顯著相關。因此，須教導智能障礙學生社會技巧的課程，

使其能獲得同儕的接納與適應社會生活。 

在上述所提到的社會技巧教學法中，皆能有效提升智能障礙學生人際互動的能

力。教師只要能針對學生的身心特質及個別需求，選擇符合學生特性的教學策略，

設計合適的社會技巧課程，都能對學生提供一定程度的效益。而王明泉與許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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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教學在推動成功的融合教育中，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另外，由於智能障礙學生的類化能力較弱，因此，在實務教學上，

若能讓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給予不斷練習的機會，並連結生活經驗，相信更能使

其有效運用於生活中。如同黃瓊慧（2013）所述，社會技巧的學習對於智能障礙

學生在融入學校生活及適應社會環境上都有其重要性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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