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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我決策能力對智能障礙者而言具極為重要，其被視為是個體進行選擇和決

定所必需的態度和能力，令自己成為生命中的因果掌控者，並且不受外在影響與

干擾（趙本強，2011）。Wehmeyer 與 Palmer（2003）指出，自我決策能力是一種

人權的表現，智能障礙者應有選擇和決定的權利，尤其在成人階段自主決定就業、

社區融合或獨立生活，以達到自我期待的生活品質，該文獻追蹤智能障礙學生於

高中畢業後 1 年及 3 年，在居住及工作方面的生活結果，其智能障礙成人的工作

選擇方面及居住生活方面等成人發展成果，與個體在學時期的自我決策能力有正

向關聯性。依我國 111 年衛生福利部統計約有一萬位智能障礙成人安置於住宿式

照顧服務機構，其安置委託多由家屬或社會局為之，個體無法選擇自己期待的工

作與生活模式。安置於機構的重度智能障礙成人，因群體生活緣故，機構照顧者

（教保員或訓練員）為方便管理及安全考量，在智能障礙成人的自主程度上，會

因其能力程度，及照顧者的風險承擔程度不同，而給予不同的自主決定機會，尤

其是發現個體進行做選擇及決定時，照顧者會視其當下是否符合機構作息表而提

供個體所決定的物質需求；亦或將該物質需求轉換為一增強物，令個體完成某樣

教學或某項任務後的刺激（Johnson & Bagatell，2020）。雖然智能障礙者會因程

度不同而自我決策能力不同，但人權的實踐不因障礙類別與障礙程度有所阻礙，

所以本文將針對如住宿式照顧等制度化環境，培育智能障礙成人自我決策能力方

面提出看法及建議。 

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是個制度化的環境，智能障礙成人在這環境中的選擇及

決定往往無法立即得到滿足，通常會透過制定個別支持計畫以完成期待的生活品

質。個別支持計畫，是機構支持人員與智能障礙成人共同確定支持需求的過程，

並指定在何時、何地、由誰提供支持的協議和期待達成的目標，其中也涵蓋了協

議和目標的執行、評估及監測的內容（Herps, Buntinx & Curfs, 2013）。個別支持

計畫的格式並沒有相關的規範，但在內容方面仍可透過一些法規或評鑑指標中瞭

解，如《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中，說明個別支持計畫的內容需有能力

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需要支持服務及策略，以及未來就業轉銜輔導及服

務內容；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指標中，則說明個別支持計畫內容應有：(1)服

務使用者需求、興趣及本人或家屬之期待，(2)長、短期的支持目標，(3)具體可行

的支持策略或方法，(4)提供適性的生活輔具及活動器材，(5)特殊行為支持措施，

(6)體能與休閒規劃，(7)護理及膳食服務，(8)家庭支持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評鑑指標，2019）。綜合而言，個別支持計畫對居住於住宿式照顧服務機構的智

能障礙成人來說，是實現自我決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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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hmeyer（2020）認為智能障礙成人自我決策是做自己的主要掌控者，並根

據自己想要的生活品質進行選擇與決定，且不受外在的影響與干擾，其中具有根

據興趣或喜好產生的自發行動、為了達到自我期待目標的自我主導行動、在行動

過後的經驗令自己有著信念與認知，如此週而復始地學習及累積經驗，智能障礙

成人能夠以更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瞭解的方式，朝向目標行動。自我決策對智能

障礙成人亦有諸多影響，如滿足自主性、勝任感及情感連結等心理需求方面，對

自己有控制權而感受到滿足，瞭解自己能力擁有達成目標的信心，且能與他人建

立聯繫、歸屬及社交而感受到關心與支持（Adams, Little & Ryan, 2017）；當個體

擁有自我決策的機會時，會更積極地參與學習成長，發展問題解決能力與自我調

整，他們能表達出自己的需求與意見，有助於融入社會並成為積極的社會成員，

與他人建立平等和互相尊重的關係（Frielink, Schuengel & Embregts, 2018）。 

二、智能障礙成人的自我決策能力提昇策略 

Field 與 Hoffman（2002）提出自我決策的發展分為五個步驟，提供智能障礙

成人一個結構化的框架，幫助其增強自我優勢與自我倡議能力。步驟包括：(1)瞭

解優弱勢及需求，決定什麼對自己重要；(2)自我肯定與接納，理解權利與義務，

勇於承擔責任；(3)制定計畫與目標，並思考如何達成；(4)執行方案，解決問題；

(5)檢視成果，進行自我調整，完成期待的結果。這些步驟對智能障礙者尤為重要，

特別是對中、重度障礙者來說，他們可能需要手足、親屬、朋友、社工等重要他

人的支持，幫助其學習和成長。 

以住宿式照顧機構為例，為了培養智能障礙成人（個案）的自我優勢與自我

倡議能力，訓練員可以依個案能力程度試著讓他們自己決定生活內容。基於 Field

與 Hoffman（2002）自我決策發展五個步驟，對於個案在衣著方面，提出以下假

設性支持策略，假定今天的活動中是需要外出的，那麼可以讓他們選擇自己的服

裝儀容，即便是較奇怪的搭配也不要給予否定，留影紀錄，多次的經驗選擇之後，

讓個體回顧過去的服裝儀容，瞭解自己喜歡的顏色與款式，此為上述步驟(1)；步

驟(2)，當個體瞭解自己喜歡的顏色與款式，啟發重視自己外在的動機，開始欣賞

自己如何穿著能夠符合今天的活動內容或工作樣態；步驟(3)，在某個情況下，個

體可能會發現自己想要改變服裝或是瞭解自己缺少哪些款式與配件，有了添購的

動機，便會開始規劃如何獲得，而訓練員可以帶著他去試穿、瞭解價格設定目標，

規劃如何達成目標；步驟(4)及步驟(5)，個案透過執行作業活動賺取報酬、儲蓄、

購買產品達成自己的目標，但也許會有該產品缺貨或不再生產的情形，個案便要

學習調整目標，評估改變目標後是否更簡單的達成或更為困難。透過上述結構化

支持，智能障礙者能夠在生活中自主決策，提高生活品質並更好地融入社會。 

此外，自我決策學習教學模型（Self-Determination Learning Mod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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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SDLMI）是一種實證基礎的教學模型，旨在幫助學生在轉銜過程中發

展自我決策能力，改善環境適應。該模型以解決問題的基本步驟為核心，教師通

過設計問題幫助學生設定目標，建構計畫，並執行與調整以達成目標，SDLMI 強

調過程中的個體主導性，即使需要外界支持，智能障礙者仍可透過學習自我掌控

人生目標（Wehmeyer, Palmer, Agran, Mithaug & Martin, 2000）。SDLMI 的策略不

僅限於學生階段，同樣適用於成人，尤其在就業和追求自我期許的生活品質方面，

為智能障礙成人提供了實質的幫助。 

總結來說，無論是 Field 與 Hoffman 的框架還是 SDLMI 模型，都強調了智

能障礙者自我決策能力的重要性。透過適當的教學模型和社會支持，智能障礙成

人能夠更好地面對生活中的轉銜挑戰，實現自我目標，提升生活品質。 

三、結語：社福機構體制整合自我決策培育之建議 

綜上所述，對於智能障礙成人自我決策的培育不僅僅是提供選擇與決定，若

能以適當的教學模型介入培育個案的自我決策，定能協助智能障礙成人達成自我

期許的生活品質，以下針對社會福利機構整合自我決策教學模型介入提出建議： 

(一) 提升社福機構教保員或訓練員的教學能力 

教保員或訓練員主要負責智能障礙成人（個案）的個別支持計畫之撰寫及評

量，所以，其中實質的教學活動中，相較於特殊教育教師，彈性調整教材教法之

能力較弱。再者，對於個案自我決策方面，教保員的認知僅限於是否具備做選擇

及做決定能力。所以，教保員應提升自我決策理論性概念，給予個案冒險的空間，

一步一步地引導個案建立信念，俾使其建構自我決策能力。 

(二) 提供智能障礙成人發展自我決策的機會 

假設個案自身期待如同一般人在外工作，下班回到機構休息時，教保員如何

支持，是否要直接為其媒合工作，或運用替代方式在機構內工作賺取獎勵金，無

論如何都是一個大挑戰。由於在外工作會遭遇的問題極為多變，教保員應利用情

境問題培養自我調整及自我擁護，除了培育上所設定情境問題，在生活中自身情

緒不佳、或與同儕間的摩擦，種種隨機出現的問題，都是發展自我決策能力的機

會。除了教保員在教學能力上應具有彈性外，心態上要將這機會視為一種得來不

易的教材。 

(三) 機構風格的樹立與支持系統專業化 

社會福利機構的營運風格，也是個案在自我決策能力培育上的重要環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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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生態理論，機構營運風格屬於外層系統（exosystem），個人的自我決策能力特

質，期待進行某項活動的動機，及執行任務的能量，與教保員和同儕間互動，機

構應主張學習者本位方式，三層間的琢磨活動彼此影響，成長個體的自我決策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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