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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技巧教學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的重要性 
陳佳君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一、前言 

國中階段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共 25,001 人，其中學習障礙學生有 11,491
人，身心障礙學生中約有 46%為學習障礙學生（特教通報網，2019）。學習障礙

學生因缺乏社會技巧而造成社會適應的問題，根據 Most、Tova、Greenbank 與

Alicia（2000）調查 60 名八年級學生社會技巧能力，其中有 30 名學習障礙學生，

30 名非學習障礙學生，發現學習障礙的青少年在社會溝通的理解上處於劣勢，

情感認知方面都皆於一般同儕。在參與此研究中的教師認為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

能力較一般同儕弱，若能經由教學讓學習障礙學生在識別情緒方面與社交場合中

適當地做出反應，以提高他們的社會技巧能力，進而增加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互

動。故本文以文獻分析方式整理國內外對於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社會技巧教學之看

法，進而瞭解社會技巧教學對學習障礙學生之重要性。 

二、學習障礙學生在人際互動上的困擾 

學習障礙雖然係指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

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

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但是間接影

響學習障礙學生表達與適應能力，造成人際互動表現不佳，例如：說話聲音不當、

詞語表達不當，或是分心難以遵守課堂規範。不適當的社會技巧，影響在普通班

中的適應及同儕認同。 

普通班教師對於他們的關注，往往著重在課業學習的問題上，期望學生轉介

至資源班後能在學習方面有所改善，卻忽略他們除了學習困難外，在人際互動及

社會適應也產生許多問題。多數研究顯示，學習障礙學生在人際適應方面困難，

在班上與同學之間互動較少，在班上社會地位較低，易受到同儕忽視或拒絕，在

社會情緒適應層面可能同時出現社會情緒適應問題（曾瓊禛、洪儷瑜，2015）。
學習障礙學生不善於察覺、解讀社會情境或他人情緒的線索，常將自己成敗歸因

於外在因素，部份學生的自尊心和自我概念低落，因長期學業和社會上的失敗，

處於焦慮和沮喪的狀態，發展出負面、抗拒學習的態度（曾尚民，2002）。胡永

崇（2000）指出學習障礙者的社會技巧特徵，包含：缺乏社會理解技巧，無法對

社會線索及他人情感或情緒做適當的理解，經常做出不符合情境的對話；缺乏角

色扮演的技巧，無法對他人的情感或情緒，做出同理心的理解；人際技巧及社會

問題的解決技巧之缺陷，缺乏建立與維持人際關係及解決人際衝突的適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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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顯示學習障礙學生人際互動與溝通能力不佳、自我概念低落、社

會知覺缺乏，因此適當的社會技巧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習障礙學生社會互動的能

力，減少不當的行為發生，以增進同儕之間的互動。 

三、何謂社會技巧？ 

洪儷瑜（2002）提出的社會技巧定義：(1)社會技巧可為社會接納的行為型

態，可以幫助個人獲得社會增強、接納，或是逃避負面情境；(2)社會技巧是個

人要開始維持與他人正向人際關係所需的重要條件；(3)社會技巧的定義會因個

人需要互動的情境而異，其主要在增強個人社會行為的目錄，以在情境中獲得社

會增強或正向的結果。Gresham 與 Elliot（1987）提出社會技巧內涵包含三個向

度：同儕接納、行為和社會效度最具代表，社會技巧是可以增進同儕接納或歡迎

的行為；社會技巧行為都可以經由學習，藉由個人或社會的增強或減少懲罰學

得；社會效度為社會技巧的運用，可以改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到，社會技

巧強調學生在融合的普通教育中環境學習所需的方法或技巧。課程包含：(1)處
己：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力技巧與自我效能。(2)處人：訊息的解讀、基本溝

通技巧、人際互動技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3)處環境：學校

基本適應技巧、家庭基本適應技巧和社區基本適應技巧。 

在融合教育的推動之下，社會技巧有助於學習障礙學生融入於普通班級中，

做出適宜的行為，才能增進同儕之間的良好關係，進而提升青少年的人際關係與

生活適應。 

四、社會技巧教學的重要性 

在 Forness & Kavale（1996）根據教師、同儕和學習障礙學生自己的評估中

發現，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其中有 75％的學生社交能力水平低於同年齡的孩子。

大約 50％的學習障礙學生被同儕排斥，忽視或受害（Baumeister & Kimhi-Kind，
2008）。根據 Cartledge 與 Gwendolyn（2005）研究指出，社會技能的指導必須在

學齡前和小學階段開始，因此階段是孩子最容易接受行為改變時。若能在黃金時

期，加入良好的社會技巧指導可以大幅地減少或預防問題行為，這些行為在以後

的幾年中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或難以忍受。 

研究顯示，學習障礙學生在進行為期十週的社會技巧遊戲後，父母與教師均

表示，從治療前到治療後，他們的社交能力都有顯著提高（Milligan et al., 2016）。
根據 Kavale 與 Mostert（2004）研究調查，接受社會技巧訓練之學習礙學生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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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會技巧訓練之學習障礙學生成功率只有成長 10%，由此可知社會技巧訓練

對於增進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能力成效並不顯著，但有 60%的學習障礙學生認為

社會技巧教學是有益的，他們會從中學習解決社會問題、增加社交能力、增強自

我概念，提高對自己特徵的認識並增進自我價值感，可改善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 

然而，以臺北市為例，學習障礙學生有 75%在小六升國中的轉銜階段被篩選

出來，有 25%是進入國中才第一次被篩選出來（連文宏、洪儷瑜、闕嫣男、蔡明

蒼，2013），相較於自閉症學生從幼年時期發現，接受早療來說，學習障礙學生

在社會技巧的課程訓練較少。許多身心障礙學生都接受過社會技巧的訓練，運用

線上資料庫查詢，討論、研究自閉症社會技巧課程的相關文章不勝枚舉。以關鍵

字「社會技巧」、「學習障礙」、「學校適應」搜尋，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研

究對象的文章中發現，大多數仍以學科學習的研究為主要方向，討論有關國中學

習障礙學生的社會技巧、學校適應、同儕關係方面相關的較為少數。雖然學習障

礙學生主要指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但許多學習障礙學

生在社會能力較一般同儕差（Most, Tova; Greenbank& Alicia，2000），所以除了

課業學習外，加強學習障礙學生的學校適應和同儕相處是非常必須的，因此社會

技巧在學習障礙學生中也是一項重要的訓練。 

良好的社會技巧能力，可以增進學習障礙學生在普通班級中，做出適合的行

為，進而增進與同儕間的友好關係。以下介紹四種常見的社會技巧教學方法。 

(一) 社會故事法 

社會故事法主要對象是自閉症和亞斯伯格症者，由家長及老師觀察，發現學

生在某些情境有認知與表達困難，依學生個別需求撰寫具結構的簡短生活情境故

事，並在此情境中尋找社會線索及做出適宜的反應（柯香如，2011）。而社會故

事固定的編寫格式，能協助學生結構化地建構社會故事所傳遞的訊息，促使其理

解複雜的社會信息。社會故事法的基本句型：描述句、觀點句、指導句、肯定句。

附加句型：控制句、合作句（梁碧明、劉芙蓉，2011）。在丁儀馨（2012）研究

中顯示，社會故事法對學障學生有一定的成效。 

(二) 影片示範教學法 

影片示範教學是學習者經由模仿影片中示範者示範的目標行為，或是依據影

片中所呈現的實際場景，進而學習特定技能或行為的一種實際操作的教學方式。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影片示範教學對很多障礙類別甚至一般發展的人均有顯著學

習成效。教師進行影示範教學，在視覺提示及刺激下，較容易引起學生興趣及專

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環境刺激因子，可重覆觀看的情況下，加深印象、重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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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不同示範者促進類化、工作分析等，並且可依學生的學習速度來模仿，實有

利於社交技巧的學習（王慧婷，2013；林智娟，2013）。 

(三) 直接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原理是教師進行直接的、明確的、結構化的主導教學，並積極的

的練習與回饋（胡永崇，2006），提升學習障礙學生之社會技巧表現。實施方式：

(1)將學習內容分為較小的步驟，每個步驟只教導一個概念；(2)確保學生每一步

驟均已精熟；(3)提供結果回饋，隨時矯正學生之錯誤；(4)逐漸褪除教師主導，

使學生獨立學習；(5)給學生充分、系統化的示範與練習；(6)讓學生複習自己學

得之新知識及技能（洪育慈，2001）。 

(四) 桌上遊戲教學 

桌上遊戲通常被簡稱為桌遊，泛指在桌子或是任何平面上進行的遊戲，且不

須網路也不需要插電，但遊戲具有規則，而結果未知的一種遊戲方式。運用不同

桌遊吸引學生注意，以桌遊為增進人際互動的媒介，在遊戲中學習遵守規則，透

過觀察他人的表情及肢體動作，猜測對方的情緒與感受。在活動過程中因想獲勝

而增加與組員的互動。藉此探究自己與同學相處的情形，並發展出良好的互動模

式（詹芯蘋等，2019）。 

五、結論 

學習障礙學生長期學業表現不佳，教師對學生的協助及輔導常常以學習或學

科加強方面為主，然而許多學習障礙學生在社會能力有顯著問題，在學業表現不

佳的情況下，同儕之間又無法獲得認同，相對影響學習障礙學生學習學科知識的

動力。由此可知，社會技巧學習對學習障礙學生的重要性，改善學習障礙學生的

社會技巧，需從教師做起，積極為學習障礙學生設計適合的社會技巧課程，結合

適合的教學策略，讓學習障礙學生能將學習到的社會技巧類化到不同的對象及情

境之中，進而改善與同儕之間的關係，並增進社會適應能力。 

教師經由功能評估，且多方收集或利用同儕曾經發生過的事件，設計不同的

情境，編授符合學習障礙學生社會技巧需求的課程內容，例如：讓學習障礙學生

利用社會故事法、影片示範教學法讓學生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課堂練習。也可

以在實際情境下，由教師或是請同儕擔任小天使進行隨機教學，以協助或直接教

導方式，幫學習障礙學生面對及處理問題。Prater, Serna 和 Nakamura（1999）研

究得知，同儕教導加速學習障礙學生學習社會技巧的技能學習，雖然在學習水平

上的技能不如教師的高。在同儕的協助下，與同儕共同參與社會活動，並學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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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準則和價值觀，對生活有實質性影響。 

教師需視學生之個別差異，設計適合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習障礙學生適應學

校生活，改善其社交能力。家長可以多與孩子溝通，瞭解其在學校所面臨到的困

難，讓教師能夠更清楚學生的需要及困境，更能有效率去幫助學生。然而，社會

技巧教學的含義取決於學生面對的問題。例如，如果成績低下會導致自我概念低

落或同儕拒絕，則針對學習障礙學生學業低落方面加以補救，而不是加強社會技

巧訓練。另一方面，如果社交能力不足導致他們在學習環境中退縮，缺乏自尊心，

最終導致社會適應困難，那麼社會技巧教學對他們來說絕對有存在的必要性。 

《親子天下》2014 年調查四年級到九年級中小學生及中小學輔導教師發

現，人際困擾與課業壓力，是中小學生最大的困擾（蘇岱崙、方翊涵，2014）。
兒童福利聯盟 2016 年的兒童心願與煩惱調查，發現孩子煩惱的第二名是「交友

問題」，而「交到好朋友」也為孩子心願的第三名（兒童福利聯明文教基金會，

2016）。這兩項調查不論是人際困擾或交友問題，皆指向學生急需一種如何與他

人互動建立正向關係的能力。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來說，在普通班級中被孤立或排

擠並非因為自身的障礙問題，而是因為缺乏與一般同儕適切的互動方式，若能經

由教師的引導，讓一般同儕能了解身心障礙學生並提供適時的協助，且教導身心

障礙學生適當的社會技巧訓練，以加強彼些間正向互動的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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