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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20 1 3）所修訂之「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中，智能障礙

（Intellectual Disability）學生之鑑定標準

為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

均數負兩個標準差，且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

行為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

任一項度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

有顯著困難情形；智能障礙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

（emotional and behavior problems）可分成

固著、自傷、攻擊、不適當社會行為、特殊情緒

困擾和身體調節異常。

貳、研究動機

Combs與Slaby（1977）指出社會技巧

（social skills）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以特定的

互動能力和技巧，獲得社會增強、接納，或逃避

負面情境。社會技巧被認為可經由學習，表現出

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避免受到他人負向反應

（黃月霞，1993）。

社會技巧課程包含處己、處人及處環境三項

不同範圍，處己包含情緒管理和自我效能，處人

包括一般同儕、大人和兩性，居處環境包括教室

或社區生活環境，本研究依據學生特殊需求，選

定處己項目中的情緒管理及自我效能課程。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先對研究對象進行各方

面了解後，設定教學研究方向與內容，然後進行

教學活動，並於教學期間紀錄過程，教學後進行

調整與省思，直至研究結束。

一、個案背景

綜合職能科社會技巧課程的個案分析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曾妙容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張仁家

本研究有四位個案，均為綜合職能科的

特教學生，A女在國中時期，曾在自家工廠

以螺絲起子威脅他人，身上曾找到美工刀，

聊天內容也富含負面思想；A男個性衝動，

習慣以自傷方式發洩情緒；B男被嚇到或環

境聲音太大，會有暴力行為；C男個性火爆

衝動，容易暴動、甩門及衝出教室。

二、教學設計

社交技巧課程在教學方面要考慮內容是

否可應用到日常環境及教導學生類化，重視

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的社會效度（王欣宜、

李宜珊、林祐暄、陳奕廷，2006）。本研究

參考臺北市東區特教中心所發行之高職階段

工作社會技巧課程，選取「心事誰人知」、

「抒情我最行」、「自信的人最美」與「打

勾勾做約定」四章節，教學重點分別為處理

情緒技巧（心事誰人知與抒情我最行）、提

升自我效能(自信的人最美)及提高自律行為

（打勾勾做約定），以章節故事引導學生練

習社會技巧的步驟，搭配不同的事件主題。

(一)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包含察覺情緒並分析、表

達正負向情緒、評估不同方式處理事情

的後果、依情境選擇和緩的發洩方式、

接納自己與他人的優弱勢，以及學習檢

視工作進度。

(二)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參考臺北市東區特教中

心所發行之高職階段工作社會技巧課

程，選取「心事誰人知」、「抒情我最

行」、「自信的人最美」與「打勾勾做

約定」四個章節，搭配以前或是最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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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緒行為問題之事件，作為機會教

育及教學內容。

(三)課程方法

在106學年每周固定兩堂社會技巧

課程，以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方式學

習辨識情緒、處理情緒、發展自信心到

穩定職場情緒，使用步驟化的流程練習

分析、表達情緒，處理正負向情緒，使

用課本範例與真實事件，練習用正確的

方式表達，培養自信心，以檢核表確認

每天的安排事項是否完成。

肆、結論與建議

教師經由教育和輔導，可協助習得社會接納

與個人滿意的行為（楊坤堂，2001）。林奕學與

陳若琳（2010）研究指出，教師與家長皆可教導

兒童瞭解、控制及表達適當的情緒。

一、情緒行為問題之發生頻率大部分次數會降低

以105學年與106學年相比，A女自傷行

為次數從2降到0；A男自傷行為上有明顯的

降低次數，從6次降低到2次；B男威脅他人

次數從3次降到0；C男傷人行為都各自發生1

次，威脅行為則下學期比上學期增加1次。

二、智能障礙學生需要更多不同情境練習

本研究從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表現

在練習時會有立即的成效，但維持成效不穩

定，相同問題行為會在不同情境一再發生，

建議教師在實施社會技巧練習時，可和相關

任課教師合作，幫助學生類化至不同情境。

三、可加入親師合作，讓家長瞭解如何協助孩子

加強社會技巧

本研究教學情境都在學校環境中實行，

未擴大至家庭及社區環境，但學生的情緒行

為問題也會在其他地方發生，建議教師在實

施社會技巧的練習時，可以和家長合作加入

家長的意見，幫助學生類化至學校外情境。

四、本研究限制僅限於學校環境，未納入其他影

響因素

學生行為受到眾多因素影響，例如：教

養方式、學生交友情況、家庭結構組成、學

生服藥穩定度等，本研究純粹以學校環境為

考量，無法避免其他因素干擾，可能造成行

為表現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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