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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影響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之影響，研究對象為一名 3

歲 6 個月的發展遲緩幼兒，研究方法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多探試研究設計，

自變項為遊戲教學活動，依變項為受試者溝通能力提升與維持情形。實驗過程共

計 10 週，運用行為觀察記錄所得之資料，以瞭解對受試者溝通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 

 

一、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的被動性溝通、主動性溝通、類化溝通能力有提 

    升效果。 

 

二、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的被動性溝通、主動性溝通、類化溝通能力有良 

    好維持效果。 

 

三、家長與導師認為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的表現有正面提升，且 

    對其他發展領域的學習與表現也有幫助。 

 

 

 

 

 

 

 

 

關鍵詞：遊戲教學、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 



 
 
 
 
 
 
 
 
 
 
 
 

 

 

 II 

The effect of game teaching on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ame teaching on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The subject was a 3 year and 6 months old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 A multiple-probe design across behaviors tested by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s was implemente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game teach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how the subject’s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improve and mainta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was for 10 weeks. Using the 

data from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bservation record sheet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n the subject’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s as follows: 

(1)Game teaching could promote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s passive 

communication, 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2)Game teaching could well maintain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s passive 

communication, 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3)Parents and teachers think that game teaching had a positive promote of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and also helped the other 

areas’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Keyword: 

game teaching, developmentally delay children,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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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之影響。本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

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溝通是指任何資訊的分享與交換過程，包含語言或非語言，尤以語言為最主

要的溝通媒介（何華國，2006）。溝通是人類意思的表達與接收，可以藉由聽、說、

讀、寫、注視、手勢動作等各種型式達到。語言在人類的溝通上極為重要，但由

嬰兒至成人的語言發展過程，因健康、環境等因素，都可能導致障礙而影響溝通

（林寶貴，2008）。一般嬰幼兒的溝通發展，往往在語言或說話都有遲緩現象，且

很可能伴隨其他領域的遲緩。發展遲緩幼兒受限於自身生理、心理的障礙，與人

溝通時常使用錯誤或不被接受的方式互動，以致在團體中不被歡迎，甚至被孤立

（傅秀媚，2000）。 

    發展遲緩兒一般大多指嬰幼兒在一項以上的發展領域有出現遲緩現象，原因

可能來自遺傳、環境或兩者交互影響的結果。而在為這些幼兒提供服務時，大多

採用發展性方法介入，強調早期幫助發展遲緩兒早日達到發展目標（傅秀媚，

2000）。發展上幼兒於出生後，會透過各種知覺感官，建構出認知能力、動作能力、

社會情緒能力、語言溝通互動能力。換句話說，認知是由於透過知覺感官經驗將

行為內在化，語言溝通是認知的象徵系統，語言溝通表達了認知內涵，所以須有

足夠的遊戲活動經驗，才能增進象徵性思考產生語言溝通的表達空間（林寶貴，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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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的幼兒都不須經過正式的教學，就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會說自己的母

語，但有些幼兒卻在語言學習上，甚至溝通上產生問題，我們發現，老師好意想

把語言變得容易學，卻因傳統的教學方法或超越幼兒的基本能力，而使語言更難

以理解，幼兒產生了學習的恐懼，阻礙了學習。若是能將語言與幼兒的需要、經

驗結合，重視語言最重要的目的－溝通，讓幼兒使用語言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李

連珠，1998），且在無壓力下學習，那遊戲是最佳選擇。遊戲是幼兒智力、語言、

社會情緒、思考、知覺動作發展的主要途徑，幼兒透過探索遊戲，發現事物的意

義與關聯性，提升語言發展及理解能力，而語言也能擴展幼兒的視覺意義、增加

語彙。 

    幼兒在遊戲過程中，遊戲常能提供一個語言發生、維持與創造的潛移默化情

境，幼兒依著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思考方式，投入於屬於自己主動而自由的遊戲情

境中與人、事、物互動。遊戲中的幼兒須要察覺、溝通、融合於情境的變動中，

遊戲中語言溝通的價值正是透過所有感官知覺，身歷其境把自己想像中的世界，

推向適應變通而轉換成有意義的真實情境表達，透過幼兒自身於遊戲中體驗，更

勝於傳遞教導、制式化來學習語言。Smilansky 也曾研究發現經過遊戲指導的兒童

比未經過指導的兒童參與更多的扮演遊戲，也表現較好的計算與溝通發展（廖信

達，2004）。Bruner 提出，幼兒園教師若能指導參與幼兒遊戲，幼兒們能較同年齡

孩子玩的時間較久、溝通互動較密集且層次較高（郭靜晃，1994）。 

    研究者在閱讀文獻時，發現不少研究者在針對提升溝通能力行為時，為

因應個別差異、所處環境，而採用了各種不同的策略方法，且大多能有效提升能

力。根據 Lazear（1999）提出多元智能教學設計四階段，1.喚醒：每項能力皆透過

五項知覺感官學習，應提供多元管道，讓智能有機會被使用及激發；2.擴展：透過

重複練習，增進運用技巧及強化能力，使成為自己的優勢能力；3.教導：教師應適

時扮演教導者，使能力獲得提升；4.遷移：利用優勢能力搭橋，以遷移發展其他領

域。例如，張玉巍（2006）以遊戲活動介入，使得發展遲緩兒手部動作提升及求助

語言增多。石英桂（2007）採生活經驗故事有效提升發展遲緩兒溝通、認知、社會、

情緒能力。曾碧玉（2010）則用自然情境教學法介入，促使特殊需求幼兒自發性語

言增多。由以上觀之，有效的方式很多，因應教學者的條件、人格特質及學習者

的個別差異、優弱勢能力，而有不同的選擇。遊戲教學法能運用於不同領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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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中，教學者需先思索欲增進幼兒的何項發展，將遊戲經過精心設計、從中誘

導幼兒產生適當的學習能力及反應，讓幼兒從遊戲中發展自身的能力，達到符合

其身心發展的教育目標。而林怜利（2002）也指出遊戲能幫助幼兒達到增進象徵思

考能力的發展，分離思考、行動、事物，也是語言發展的良好媒介。對發展遲緩

幼兒來說，溝通能力的發展是其普遍存在的問題，研究者藉由遊戲，於過程中引

導幼兒聆聽、表達的意願。故遊戲教學正契合了研究者此時的實務教學工作。 

    綜上所述，研究者思索在教學崗位上，發展遲緩兒各種學習困難狀況，溝通

能力的落後屬常見。而溝通可說是人們生活的基本能力，與人的互動中須不時的

表達、聆聽理解，若這個能力缺乏，則會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遠、生活的不便、甚

至產生問題行為。若能協助幼兒找到適合本身的學習方式與策略，因應個別差異、

權衡幼兒的優弱勢能力，應是最佳的，且靜態隔離的療育方式會抹殺幼兒的學習

興趣及類化能力，在自然無壓力的遊戲活動中學習，寓教於樂的方式對幼兒而言

最熟悉、最自然。故本研究選擇以遊戲教學介入，期望透過遊戲教學能提供教師

及家長在提升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力時一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旨在以遊戲教學為介入方式，來提升其溝

通能力，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被動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二、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主動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三、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類化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四、瞭解家長及教師對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前後溝通能力的變化影響感知。 

  五、根據研究結果彙整，提出發展遲緩兒在溝通能力教學時的可行建議及未來

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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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探討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被動性溝通能力之表現情形。 

    （一）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被動性溝通能力是否能提升? 

    （二）遊戲教學提升發展遲緩兒被動性溝通能力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二、探討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主動性溝通能力之表現情形。 

    （一）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主動性溝通能力是否能提升? 

    （二）遊戲教學提升發展遲緩兒主動性溝通能力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三、探討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類化性溝通能力之表現情形。 

    （一）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後類化性溝通能力是否能提升? 

    （二）遊戲教學提升發展遲緩兒類化性溝通能力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四、家長及教師是否肯定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對於溝通能力的正向影響成

效？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的名詞解釋包括：遊戲教學、溝通能力、發展遲緩幼兒，其釋義如下： 

 

壹、遊戲教學 

    遊戲是一種籠統的策略，沒有固定的教學方式，一般很難為遊戲這個策略下

一個精確的定義與確切的方法，然而在籠統的原則中也能找出具體的方法且變化

多端。遊戲教學主要有四個主要特性：1.好的遊戲教學須有適度的挑戰性。2.須有

某種程度的競賽性與合作性，如此能激起好勝天性，增加參與者的動機與興趣。

3.遊戲的過程中具有機遇性形成趣味。4.遊戲教學必須兼具教育性，以不落痕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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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達到教育目標（饒見維，1996）。 

    基於遊戲對一般幼兒產生的正面影響，從事特殊教育者也希望能藉由遊戲能

力的探究與遊戲提升發展遲緩幼兒能力方面多鑽研，期望能透過適當的遊戲活動

安排，讓幼兒基於遊戲的趨力與趣味性，突破本身條件的限制，願意嘗試學習，

願意溝通分享，在過程中自然獲得樂趣與成就，提升自身的能力。 

    本研究遊戲活動由研究者參考文獻資料自行編製，內容針對被動性溝通能

力、主動性溝通能力、類化性溝通能力，依受試者現況能力事先設計編排三大項

十二次遊戲活動，包括：搭火車、電話遊戲、創意冰箱、注意聽三句話、你記得

嗎、誰是誰、神秘袋、我會分類、我怎麼了、帶動物回家、趣味釣魚、紙真好用、

等遊戲。 

 

貳、溝通能力 

    溝通是利用各種傳達工具、媒介，達到交換訊息的過程。一個人若無法利用

各種行為模式，來與他人交互訊息，就會發生溝通問題。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工

具，也是一種學習工具（林寶貴，2004）。美國心智障礙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AIDD）將溝通能力定義為，透過符號

行為（如口語、文字拼字、圖形符號、手語等）或非符號行為（如臉部表情、肢

體動作、觸摸、手勢等）以理解或表達訊息的能力。 

    本研究所指之溝通能力係指在遊戲教學中，研究對象的溝通能力表現，基本

核心能力包括主動性溝通能力、被動性溝通能力、類化溝通能力（詳見附錄二）。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所謂被動性溝通是指，受試者需要所處環境的人提示，

才能有溝通行為出現。本研究以觀察記錄表，類別一的通過次數呈現，次數越多

者，能力愈好。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是指受試者在沒有任何提示下，主動表達有效的溝通行

為。以觀察記錄表，類別二的通過次數呈現，次數越高者，能力愈好。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本研究所指的類化性溝通，是指溝通對象及情境的類化，

溝通對象包括幼兒園老師、家長、同學；溝通情境則是幼兒園教室內的學習情境

變動。將以觀察記錄表，類別三的通過次數呈現，次數越多者，類化能力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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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發展遲緩幼兒：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所稱發展遲緩，指

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

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

者。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更明顯的是指在某

項能力發展遲緩了 25％或是在二項或二項以上發展項目出現六個月的遲緩。 

     本研究所指之發展遲緩幼兒，目前就讀於私立幼兒園，並經過醫院聯合評估

中心評估，領有發展遲緩證明者，其醫院綜合評估書施測結果在語言能力與身體

動作能力兩領域的發展上有遲緩問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茲將本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設計僅選取任教幼兒園內一位發展遲緩兒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

有其推論的限制，不適宜推論至其他障礙類別或做廣泛推論。 

 

貳、研究過程方面 

    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對象因就學後環境刺機變多、溝通互動機會增

加，本身所發生的成熟改變，此為不可控制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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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之溝通能力影響，基於研究目的，將

分為五個部分進行文獻分析，藉此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第一節遊戲與教學的

探討，第二節幼兒的語言發展，第三節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特質。第四節溝通能

力的相關研究探討，第五節遊戲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遊戲與教學的探討 

 

    幼兒期是一個人的一生中最懂得遊戲且最能享受遊戲樂趣的時期，遊戲在幼

兒的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且常是在最自然的情境下。幼兒透過遊戲探索，增進

自身在動作技能、認知、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語言、社會情緒…等發展。維

高斯基認為遊戲能增進思考的發展，因在遊戲中，幼兒通常會挑戰自己的觀點，

促進心理功能發展到更高層次（谷瑞勉，1998）。傳統上認為「業精於勤，荒於嬉」，

一直到盧梭才給予遊戲正面的評價，1989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更賦予兒童擁有遊

戲權（吳幸玲，2011）。我國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2013)，實施通則中也

提出應重視幼兒自由遊戲及在遊戲中學習的價值，讓幼兒得以自主的探索、操弄

與學習。Missiuna、Rivard 和 Bartlett（2006），提出以有利幼兒的方法，評估幼兒障

礙或活動的限制，權衡測量其活動參與工具，以優勢能力參與生活活動，如此能

快樂參與與預防繼發的損傷。 

 

壹、幼兒遊戲 

    遊戲是幼兒生活中最重要、最自然的一部分，透過遊戲幼兒得以成長學習，

以下分別介紹幼兒遊戲的特質、幼兒遊戲的行為類別，藉此更清楚療解遊戲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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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幼兒遊戲的特質 

    Bateson 根據人類學的系統理論，認為遊戲對幼兒的溝通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兒童在遊戲的互動過程中，須維持著「這是遊戲」的溝通訊息，並且不斷的交替

協調角色、物體、活動在遊戲中與真實生活中的意義（黃瑞琴，2011）。學者提出

遊戲的特質依各家學派有所不同，人們甚至可以指出其他動物如猩猩或狗正在玩

遊戲，但要給遊戲下一個定義卻是很難的事（廖信達，2004）。以下茲整理遊戲的

相關觀點加以解釋遊戲的特徵（王幸雯，2002；金瑞芝、林妙徽、林聖曦譯，2001；

吳凱琳，2000；吳鷰儀等人譯，2008；陳淑敏，2007；黃志成、林少雀、王淑楨，

2010）： 

    （一）遊戲由內在動機引起 

    幼兒就是想要遊戲就遊戲，想要停止就停止，完全沒有其他的目的，更不受

外力影響，因由內在動機激發的活動，能持續並感受深刻。所以遊戲可能是幼兒

學習適應生活及達到成熟發展的最重要過程。 

    （二）遊戲具有歡樂的特質 

    遊戲是歡樂好玩的，幼兒從遊戲中自然的流露出滿足及愉悅的正向情緒，表

現快樂的的樂趣。 

    （三）遊戲重過程結果： 

    好玩有趣滿足於遊戲的過程，是幼兒持續遊戲的力量，遊戲中不會去思考遊

戲的結果會帶來什麼，如此褪去了完成結果的壓力，遊戲能更彈性變通且愉快，

這是更具有價值得學習。 

    （四）遊戲沒有外力強加的規則 

    遊戲常具有外顯的規則，如，躲避球或遊戲中動態的內隱規則，如，扮演遊

戲中的溝通，然而幼兒通常使用後設溝通來說明規則，彼此瞭解並有共識一起配

合或隨時調整，而不是外力強加的規範。 

    （五）遊戲是自願自發、主動參與 

    對幼兒而言，自己所選擇的活動就是遊戲，成人所安排的就是工作。當幼兒

可以自由選擇活動，主動參與活動，幼兒就會展現自願且主動參與的態度在遊戲

中玩工作。 

    （六）遊戲是彈性變化，沒有固定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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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在遊戲中以自己的興趣鋪陳，玩法非一成不變，具有很大的變通性，過

程中可以隨時改變、調整，融入或更換新穎的想法或做法。 

 

    綜上所述可見，遊戲是基於幼兒生理需要，可幫助幼兒肌肉、骨骼發育、調

節體力；遊戲是基於幼兒心理需要，滿足其模仿、好奇、愛與被愛、情緒疏導、

興趣、成就感等需求；遊戲是基於幼兒社會需要，修正行為、培養群性的方法。

誠如，杜威所言，遊戲是在日常生活中，較能自由自在、自動自發展開的活動，

活動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喜悅。 

    本研究依據上述遊戲特質，在遊戲教學設計上，以引導的方式，激起主動參

與的意願。遊戲課程雖預先設計過，但過程是彈性、愉悅的，讓幼兒在自然無壓

力的環境下，啟發其溝通能力，增進其社會互動性。 

 

  二、幼兒遊戲的行為類別 

    遊戲是幼兒的生活的重心，是幼兒的自然反應，更是啟迪幼兒各種能力的方

法。依據幼兒的發展角度來看遊戲行為，通常將遊戲行為分為認知性形態及社會

性形態，以下分別做簡單的介紹（吳幸玲，2011；吳凱琳，2000；陳淑敏，2007；

黃志成、林少雀、王淑楨，2010；黃瑞琴，2011；蔡淑苓，2004；盧素碧，1993）： 

  （一）認知性形態的遊戲行為 

    成熟的幼兒，在遊戲中，能夠顯示幼兒的抽象、假設能力，增進日後語言、

社會與認知發展。若幼兒心智行為愈成熟，利用其心靈表述能力及想像創造力，

來創新運用抽象符號就會越多，也會獲得最多經驗。綜合分述學者對遊戲類別的

分類，如下： 

      1.功能遊戲(functional play)：幼兒用簡單重複性的動作，從事肌肉性活動，

去操控玩具，如，手搖鈴、丟球等，此期本質上是屬於功能性探索，不斷的模仿、

嘗試新的動作，經由此過程來獲得新的動作反應，並遷移至遊戲中，藉由重複簡

單的遊戲去認識自己的身體能力，經驗目前身邊的環境。 

      2.建構遊戲(constructive play)：此期幼兒開始有目的性的遊玩，並學著運用不

同的遊戲素材，來創造、建構不同的遊戲型態，這是幼兒對於組織及創造感到快

樂的遊戲。如，堆積木、沙箱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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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戲劇遊戲(dramatic play)：此期幼兒開始運用模仿及想像能力，模仿角色的

扮演，並混合非現實生活的想像，與遊戲同儕協調扮演內容、角色的假裝遊戲。

如，娃娃家遊戲等。 

      4.規則遊戲(ggames with rule)：必須遵守一定規則的遊戲，如，下棋、捉迷藏，

玩時需要合作，分擔不同任務。在幼兒園大班已可觀察到規則的遊戲行為，但不

夠嚴謹。規則性遊戲通常在六歲前後出現，到八、九歲達到高峰。 

 

    依據上列的遊戲行為分析，本研究的受試者在認知性遊戲行為上較缺乏戲劇

性遊戲行為，且對規則似有似無，少規則性遊戲。在社會性形態的遊戲行為，則

合作遊戲意願不高，喜歡獨自對話式的活動，本研究透過一對一的教學，正可以

在遊戲教學中引導其技巧。 

 

    （二）社會性形態的遊戲行為 

    觀察幼兒的遊戲，從觀察者的角度、動機、目的，由不同的角度切入，有各

種不同的解釋，但若從社會行為的觀點來觀察幼兒的遊戲，可以發現隨著幼兒年

齡的增加，幼兒的社會參與度越高。這個觀點首先是 Parten 在 1932 年觀察幼兒遊

戲時提出，依幼兒的遊戲參與出現的社會行為的狀況，將遊戲發展過程以社會參

與度觀點分成六類（吳幸玲，2011；陳淑敏，2007；黃志成等人，2010；黃瑞琴，

2011；蔡淑苓，2004）： 

      1.無所事事行為(unoccupied behavior)：對自己的身體有興趣，自己玩自己的

身體，對週遭事物只是在旁邊隨便觀望，沒有參與任何遊戲或社會性互動，例如，

幼兒自己玩自己的手，到處走走玩玩。幼兒隨著年齡及社會性的發展，獨自遊玩

的時間便會減少。 

      2.旁觀者行為(onlooker behavior)：大部分的時間幼兒都是在旁邊觀看他人遊

戲，偶而會問，但並未參與，例如，在娃娃家看著其他幼兒玩扮演遊戲，會發問，

但不參與。 

      3.單獨遊戲(solitary play)：幼兒單獨一人遊戲，沒有和他人互動，獨言獨語，

他的夥伴是自己的玩具，不同於身旁幼兒的玩具，也不和其他幼兒一起玩，完全

不受附近幼兒的活動影響。例如，幼兒自己玩玩具汽車賽跑遊戲，完全不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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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做什麼。 

      4.平行遊戲(parallel play)：幼兒在同一場所玩，位置很接近，玩的玩具與附

近幼兒相似或相同，但各玩各的彼此不受影響，也沒有互助合作行為。例如，幼

兒在積木角各玩各的。 

      5.聯合遊戲(associative play)：幼兒們玩在一起，活動相似或相同，關心共同

的活動，遊戲物品可互借，但彼此之間沒有分工合作，沒有共同目標，幼兒個人

只憑自己的願望遊戲。例如，幼兒在娃娃家一起玩廚房煮菜活動。 

      6.合作遊戲(cooperative play)：是一種具有組織、有目標、有秩序的遊戲，有

明顯屬於或不屬於小組團體的意識。例如，躲避球遊戲。 

 

    綜合以上學者對遊戲行為的分類，研究者都同意，幼兒年紀越大，互動遊戲

行為越多，策略性運用能力也跟著增加，且隨著幼兒生理動作技巧的成熟及經驗

的擴增，遊戲活動的進展，由簡單到較複雜，漸漸減少自我中心而趨向於整合性，

也越來越符合社會的期望（郭靜晃，1994）。 

    依據上述文獻分析瞭解本研究受試者，因局限於溝通能力不佳，影響其社會

參與度，本研究將透過遊戲教學，讓受試者在最自然的情況學會表達，減少其害

羞的情形，增加其表達溝通的意願及自信心。 

 

貳、幼兒遊戲與教學的關聯性 

    幼兒園的課程是採跨領域的主題式課程，在教學的課程中融入遊戲活動，成

為遊戲教學，不僅能引起幼兒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更符合幼兒的身心發展，遊戲

本身具有教學的內涵，能收寓教於樂的成效（郭春在，2013）。幼兒因天生的好奇

心，會想要學習，想要工作，當幼兒工作時，會用遊戲的方式進行，在遊戲中達

到學習目的（黃志成、林少雀、王淑楨，2010）。Bateson 於 1955 年提出遊戲溝通

理論，幼兒由扮演遊戲進行天馬行空的想像，藉此與同儕互動，並由遊戲中交換

不同訊息，這些訊息包含口語、非口語的方式，傳遞自己的意見或想法，讓同儕

知道訊息意涵（鍾怡音，2009）。福祿貝爾主張順應幼兒的本能，強調遊戲在幼兒

教育階段的重要性，認為幼兒可透過遊戲與恩物來增強幼兒自我發展、自我活動

及社會參與能力（吳麗媛等人，譯，2005）。透過遊戲教學活動，讓幼兒在遊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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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得以有機會增加各項能力，並且將所學類化到日常生活中，將先天具有的能

力與後天學習的技巧互動後，成為幼兒自身的能力（Sotton-Smith，1997）。幼兒透

過教學遊戲活動，在情境中與同儕互動，亦能提昇遊戲的層次，在互動中學習、

成長，促進認知及語言技巧與發展成長（Matin＆Fabes,2001）。遊戲本身具備教學

的價值與意義，為提升教學效果，因應而生遊戲教學，而在教學的過程中，為深

化幼兒理解教學內容、強化學習效果，教具、玩具、教學、遊戲形成相輔相成的

關係，如圖 2-1 所示（郭春在，2013）。 

 

 

圖 2-1 

遊戲、玩具、教具及教學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郭春在（2013）。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頁 6） 

 

 

  一、遊戲與幼兒發展之關係 

    幼兒發展是一種連續性與擴展性的改變歷程，歷程中個體不斷的發生由簡單

到複雜、由粗略到精細、由分立到調和、由分化到統整等多方面心理、生理的變

化。發展即生命的本身，遊戲是幼兒的天性，幼兒透過遊戲得以在各項發展領域

內獲得新經驗，提升發展品質（朱敬先，1992；李連珠，1998；郭靜晃、黃志成、

陳淑琪、陳銀螢，1998；陳幗眉、洪福財，2001；張春興，2000；盧素碧，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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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遊戲與幼兒身體動作發展：幼兒透過遊戲，可活動身體、練習動作、

發展肌肉協調，適度嘗試冒險遊戲，可培養勇氣。藉由遊戲能協助幼兒學習肌肉

控制與平衡能力。在遊戲生活中幼兒會漸漸學到「覺察與模仿」、「協調與控制」、

「組合與創造」三種能力。對幼兒而言透過遊戲來學習，除可增進學習的樂趣，

更可藉此增進粗動作，如，跑、跳、丟擲…等發展，及精細動作手眼協調的技巧

成熟及精進。 

    （二）遊戲與情緒發展：幼兒情緒的表現，可區分為感覺和行動，感覺是內

在的情緒，行動是外在的表現，遊戲可協助幼兒情緒的轉移，減少其情緒上的紛

擾，健全人格發展。透過遊戲及幼兒善於模仿的天性，適度的遊戲情境安排，可

以潛移默化幼兒情緒反應的方式，如，應用語言表達情緒，不必用強烈的情緒達

成目的，漸漸的幼兒便能由表露於外的情緒，轉向內在經驗發展。學者發現遊戲

與人類焦慮的產生有關，遊戲在情緒調節中非常重要，如，幼兒參與活動，因滿

意自我表現而感到得意，因交到朋友、被接受、包容而感到快樂滿足，因不愉快

情緒宣洩而感到放下。幼兒在遊戲中感到滿足，感到歡樂，學習情緒的適當處理、

表達，正向情緒抒發，這對情緒發展十分有幫助。 

    （三）遊戲與認知發展：皮亞傑認為認知的發展階段是自然形成的，無法被

教導，個體的學習決定於所處的發展階段及接觸統合相關經驗的結果，卻也認為

遊戲可幫助幼兒熟練新的心智技巧。而 Vygotsky 提到個體的學習有一個最佳發展

區，在此一區間可透過應架作用，促進發展學習，而在假裝遊戲中幼兒使用象徵

性事物，有助於幼兒抽象思考能力。最近研究者也發現，遊戲訓練課程可幫助幼

兒 IQ 提高，效果也俱維持性。在角色扮演的遊戲中，亦能幫助幼兒角色的逆轉，

覺察期間的轉換，提升幼兒保留概念。Bruner 認為幼兒在遊戲中因可嘗試不同的行

為，增加行為的選擇，能促進其問題解決能力。遊戲的重要性在過去就備受肯定，

幼兒透過遊戲活動可促進經驗統整與建構知識，遊戲的內容與型式會隨著幼兒生

理及心理發展而有所改變，故遊戲與認知發展息息相關。 

    （四）遊戲與語言發展：語言的學習是社會性的，更是個人創造的歷程，幼

兒可透過遊戲學習語言，漸漸的逐步掌握語用上的微妙狀況，區分語言遊戲與正

式溝通對話間的差異，對何人、何地、何時該說什麼話逐漸產生知覺。皮亞傑認

為自我中心語言只是幼兒表達認知思維的方式，會隨著發展而自動消失。Vyg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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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幼兒自我中心語言，是調和思維與行動，是幫助認知發展的重要因素之（張

春興，2000）。有些學者觀察發現，當幼兒玩一些不同形式、規則的語言遊戲時，

可透過操弄、替代、曲解原意來熟悉新的語言技巧，增加對語音規則的了解。幼

兒在遊戲中會透過計畫、角色、規則，讓遊戲充滿練習語言的機會，從中找出正

確溝通的語言法則，遊戲對幼兒語言發展充滿正面意義。 

    （五）遊戲與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可視為人格發展，乃是指個體由小到大的

成長歷程，社會發展歷程即社會化。遊戲能提供幼兒練習社會技巧的機會，可學

習輪流、分享、合作，減少自我中心，培養角色取替能力。Erikson 建立心理社會

論，認為發展危機也就是發展轉機，對教育的啟示便是教育情境須配合幼兒的生

理需求，讓幼兒從求知中得到快樂、在學習中健康成長。遊戲能培養幼兒的社會

品德，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幼兒在遊戲中能慢慢學習守紀律、合群、合作、忍耐、

禮貌、謙讓、自制、同理心等社會品德。 

 

    綜上所述，不同學者對遊戲與幼兒發展的觀點，可知幼兒間的發展雖存在著

個別差異，但仍可透過個人的優勢能力，設計適性的課程，從遊戲中直接經驗體

會，提升個人能力，可見幼兒遊戲與幼兒發展間是相輔相成。研究者認為遊戲能

幫助幼兒各領域的發展，透過遊戲，教學不再是一種教條式的灌輸方式，而是一

種最自然的學習，故而選擇遊戲教學協助幼兒溝通能力發展。 

 

二、幼兒遊戲與教學的關係 

    遊戲對於幼兒就如生命之於有機體一樣，透過遊戲活動，可以使幼兒教育更

活潑、更多樣化，讓幼兒的學習趨於自由快樂。幼兒在遊戲中學習，較易獲得語

言刺激，在遊戲互動的情境中較易觀察及評量到具體的溝通能力(Pellegrini，1992）。

蒙特梭利也指出藉由遊戲，能發展幼兒自動自發和富有責任義務的精神。皮亞傑

以為，遊戲能讓幼兒認識真實的世界。盧梭提倡自然教育的精神，鼓勵幼兒自由

學習，從遊戲中獲得自身的能力。 

    依我國教育部（1987）幼稚園課程標準明示幼稚教育的實施，應以健康教育、

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並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達成五項教學目標，並將課

程分為健康、遊戲、音樂、工作、語文、常識等六大領域，在實施通則之課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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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六點中也說明，幼兒大多透過遊戲而學習，編制課程時應盡量設計成遊戲的

型態。 

    因應幼托整合，我國教育部（2013）公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規 

劃幼兒應具備六大能力：身體動作、認知、語文、社會、情緒和美感。其精神以

幼兒為主體，學習的內容與活動，是從孩子的興趣、生活經驗、階段發展的能力

出發，不是以老師的角度來安排課程，打破了上對下的教學，培養孩子做學問的

基礎能力，學習如何探究知識、獲取知識。以統整取代分科，作息表取代課程表。

尤其強調幼兒的「自由活動」時間，因對幼兒來說，最佳的學習方式是自由遊戲，

讓孩子自己選擇想玩的遊戲，自己在團體裡尋求玩伴、解決過程中的衝突。因應

幼兒的學習要和生活經驗結合才有意義，產生教材地域化。在實施通則四，更加

以說明應「重視幼兒自由遊戲及在遊戲中學習的價值，讓幼兒得以自由的探索、

操弄與學習」。以下說明幼兒遊戲與教學須注意幾個原則（郭靜晃，1994；許惠欣，

1987；教育部，1987、2013）： 

    （一）引導自發性遊戲與學習：善用幼兒喜歡遊戲的天性，選擇低結構性、

多元性教材，強調以幼兒為主、內在動機、發現式學習、尊重幼兒的學習方式。

若能以幼兒興趣、能力、經驗為起始點，引發幼兒自發學習，藉由遊戲的驅動讓

幼兒體會遊戲的樂趣，將能培養自動自發、主動參與的態度。 

    （二）遵守共同建立的安全活動規則：強調自由自在的遊戲，蒙特梭利曾說，

教師須尊重自然賦予幼兒「自由」的生命法則，使幼兒透過自由工作、自由活動

發展其潛能，但自由必須建立於「紀律」之上，即是一種「自律」。安全是活動的

基本要素，幼兒須養成遵守遊戲規則及尊重他人的習慣。 

    （三）養成尊重與負責的態度：遊戲中幼兒應學習尊重他人的遊戲參與權，

透過遊戲學習互動、溝通、協調。對於遊戲中的器材應共同收拾，自己擔負的責

任應勇於承擔，養成負責任的態度。 

    （四）提供成功機會、增加自信心：成人應為幼兒搭起鷹架，提供挑戰及成

功的機會，適時的引導、刺激幼兒正向的學習，增強自信心。 

    （五）自然的引導覺察模仿、協調控制的動作技能：遊戲的課程設計應以低

層次、必須的、易做到的、有趣的活動為優先介入，讓幼兒願意反覆模仿與練習，

同時也能跟隨或回應成人的指令或模仿同儕。藉著遊戲活動能引導幼兒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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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結構，了解快慢、高低、長短、大小等概念。 

 

    綜上所述，幼兒教育旨在維護幼兒身心健康發展，所以課程的設計，介入的

方法，需選擇適當，以能達成學習目標的活動為準則。因此，為了提高教學效率，

教師除了必須瞭解及應用各種教學方法、技術外，更須因應個別差異選擇教學方

法，以陪伴幼兒進行學習，是故，適切掌握教學方法、原則是教學成功的關鍵因

素。而關於語言發展與遊戲的研究非常多，歸納廣泛文獻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兩

者具有正相關，以下綜合幾項結論：1.教師對幼兒的學習活動應有目的、有計畫指

導，使遊戲刺激語言的創新，2.遊戲能介紹且釐清新字的意義與觀念，幼兒早期的

遊戲活動對將來的讀、寫影響很大，這是將來的學習、發展的「準備度」，3.教師

有系統的教學策略，讓幼兒有自由選擇、決定，讓遊戲引起使用語言及練習語言

的動機，4.指導幼兒遊戲活動時，目的不僅在讓幼兒玩，而且要引發、支持、促進

幼兒的學習，遊戲能提升語言的思考，發展了後設語言的注意，5.提供適合幼兒年

齡特點的課程，不造成遊戲壓力，才能依序引導幼兒漸進、流動、隨機、可變、

有效、快樂、成功學習（江麗莉，2001；高淑霞，2012），故研究者基於上述分析，

更確定遊戲教學適用於本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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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的語言發展 

 

    語言可視為社會溝通系統之一，幼兒從生活中，體驗、探索、感受、覺知語

言功能，學習適切的方式與人互動，理解他人肢體、語言的表達意義，也能表達

自己的看法。Piaget 認為幼兒語言以認知結構為基礎；Chomsky 提出語言獲得裝置，

眾多學者提出研究，而語言發展的研究結果，正可以提供幼兒語言教學及教材編

寫的依據，並可用來診斷幼兒語言發展的速度與水準（李丹，1989；教育部，2013；

張春興，2000）。 

 

壹、幼兒語言發展之理論基礎 

    溝通須有對象及媒介，而幼兒最常接觸使用的有肢體、口語及圖像符號等，

幼兒須能覺知和理解環境中的這些媒介，同時學習利用這些媒介來表達。語言能

力是幼兒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對大部分的幼兒來說，語言的獲得與學習並不是

困難的事，生理發展健全的幼兒大都能在出生後四至五年之內，在日常生活中，

不需經正式教導，順利習得聽說的能力。語言是幼兒溝通互動最直接的方式，然

而從沒有語言到說出有意義的字詞來，是經過怎樣的歷程呢。以下整理學者關於

語言獲得理論（李丹主編，1989；張春興，2000；黃瑞琴，1995）。 

 

    一、環境論（制約學習理論）：行為主義觀點，強調環境乃語言獲致的主要因

素。代表學者有，Skinner 與 Pavlov 說明如下： 

    （一）Skinner（1953）：認為幼兒語言的學習主要源自於所處環境所引發，透

過刺激與反應的制約過程而獲得，即語言的學習是一系列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因

此當周遭環境提供幼兒足夠的語言刺激，幼兒自然能將語言內化，彷如模仿成人

的語言。幼兒居於主動地位，經由強化或削弱作用的歷程學習，學習內容有限。 

    （二）Pavlov（2003）：提出「指物命名」，基本特徵是刺激代替，物與名之間

建立起制約關係，幼兒是被動的被教導以學習，學習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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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先天論（天賦學習理論）：此理論否定環境與學習是語言獲得的原因，強調

天賦的作用。代表人物有 Chomsky 和 Lenneberg，茲說明如下 

    （一）Chomsky（1986）：提出語言發展是人類的天賦能力、自然成熟的結果

能夠說話的原因不是環境和學習，而是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即普遍的語法知識，

其理論依據有: 

      1.幼兒獲得語言的過程在 4 歲內就能完成，這證明語言學習不是幼兒自己歸

納的結果。 

      2.語言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抽象規則系統，人類先天具有普遍語法能力。 

      3.語言獲得的過程就是由普遍語法轉化為個別語法的過程，這個轉化透過

「語言獲得機制」（Language Ac question Device，簡稱 LAD）處理。「語言獲得機制」

的運作，使得幼兒不必測試每一個可能的假設，而會主動嘗試較接近人類語言的

規則，因這一套瞭解語言的系統，能將幼兒所聽到的語言，產生適用於母語的規

則。  

      4.幼兒獲得的是一套支配語言行為的特定規則系統，能產生和理解無限多的

句子，表現出很大的創造性。Chomsky 提出衍生變換語法論，認為幼兒所聽到的句

子，每一句話有基層或深度結構的語意和表層結構的句型。如，幼兒需要表達一

個想法，但還沒有將想法轉換成語言規則時，「語言獲得機制」會自動的讓他用最

有效的方式來發現母語規則。 

    （二）Lenneberg（1967）：以生物學和神經生理學為理論基礎，有三點主要觀

點。 

      1.生物遺傳素質是人類語言獲得的決定因素，語言為人類有獨有，受到外在

環境激發，語言就能顯露。 

      2.語言以大腦的基本認識功能為基礎，如，對相似事物的分類與抽取。 

      3.語言是大腦功能成熟的產物，故語言的獲得有其關鍵期，約從 2 歲到 11、

12 歲為止，若過了關鍵期，即使給予非常多的訓練，也很難獲得語言。 

 

  三、交互論（認知學習理論）：認為語言的發展是先天機制與後天環境交互作用

的結果，幼兒語言獲得的過程包含外在環境的社會互動、幼兒本身的內在成熟度、

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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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Piaget 的建構論觀點（1959）：對語言能力發展的觀點強調認知發展取

向，認為幼兒語言能力僅是一般認知能力的一個面向，認知結構的形成是主體與

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幼兒是主動建構學習者，從與環境的互動中去發現知識、

建構知識，幼兒經由理解、意義化自己的學習，才是有意義的學習。主要觀點整

理如下： 

      1.語言是表象能力的一種，而幼兒的認知能力發展出了表象能力，出現於感

官知覺運動期末。 

      2.語言非先天能力，認知結構是語言發展的基礎，語言隨著認知結構而發

展，具順序性與普遍性。 

      3.認知能力是個體在環境及現有認知結構互動下的產物，動作是一切知識的

泉源。 

      4.幼兒不是透過被動模仿來掌握語言結構，幼兒不僅有概括性的同化作用，

還有創造性。 

    （二）Vygotsky 社會建構論觀點（1980）：Vygotsky 強調社會情境對語言學習

的重要性，重視文化與社會的影響，認為智力發展最主要的動力是文化，機制是

成人與幼兒間的社會互動。特別強調語言發展與認知的關係及幼兒自我語言的重

要性，他將幼兒自我中心語言，視為調和其思維與行動的因素，有助益認知發展，

因根據觀察，當幼兒面對困難情境時，他的自我中心語言增多，顯示藉自我中心

語言幫助思維，更認為語言是文化發展與傳承的工具，必須與文化同步成長，同

時提出「鷹架作用」，藉由大人或同儕能力較高者提供，使幼兒的認知達到「最近

發展區」（ZPD）的最佳狀態，在幼兒知識、能力的獲得過程中需考慮社會文化對

幼兒產生的影響，讓幼兒在社會的學習情境，分享意義和知識。 

 

    綜合以上語言獲得理論得知，影響語言發展的因素繁多，各學者的理論都不

足以完全解釋語言發展的現象，但各有可取之處。然人類語言發展是一項精細複

雜的生命歷程，成人在引導幼兒學習語言時，除應以認知發展為基礎外，應同時

重視環境與幼兒的社會互動經驗，讓幼兒勇於嘗試、樂意溝通，在學習中自我修

正，達到有效溝通。本研究期望在快樂的情境中，如 Vygotsky 的觀點為幼兒搭立

起鷹架，在自然的情境下，提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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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幼兒語言發展的分期 

    幼兒語言發展有其規律，要先學會辨別語音，之後才能正確發音；要先能夠

理解語言，才能表達語言。學者一般將語言發展階段分為準備期與語言發展四個

主要時期－單字句時期、稱呼時期、文法期、複句期等，整理如下（王珮玲 2006；

朱敬先，1992；郭春在，2013；盧素碧，1993）： 

 

  一、語言準備期：又稱為先聲期，約在一歲以下。 

    （一）哭聲期：人類生下來的第一聲哭聲，這是一生用肺呼吸的開始，發音

的開端。剛開始的哭聲並無意義，後來因有了各種需求，哭聲逐漸分化，以哭聲

能來判別嬰兒的需求，因需求而產生的溝通互動，開始為日後的語言獲得打下基

礎。 

    （二）咕咕聲期：從出生至一個月，在生理需求達到滿足時，大人的逗弄會

令嬰兒咕咕的笑，這是嬰幼兒與人交談的開始。 

    （三）牙牙學語期：大約三個月開始，嬰幼兒所發出的聲音受周遭成人的鼓

勵越來越接近母語，嬰幼兒也透過不斷的發音練習，修正調節其發音，不斷自發

性的重複探索、模仿，約在滿週歲進入語言正式系統的最初階段。 

 

  二、語言發展期： 

    幼兒是在溝通中學習語言，足夠的語言環境刺激及強化、模仿對幼兒的語言

發展有莫大的幫助，大部分的幼兒約在三歲其語言與成人相當，以下分四階段說

明： 

    （一）單字句時期：大約是一歲到一歲半，此期是真正語言的開始，有三個

特點： 

      1.以單字來表達整句的意思，如，「媽媽」可能是媽媽抱我或其他意思。  

      2.模仿物的聲音做為其名稱，如，以「喵喵」稱貓、「叮噹」為鈴。 

      3.常發重疊的單音，如，「爸爸」。 

    （二）稱呼時期：大約是一歲半至兩歲，此期也叫做「多字句期」或「電報

語言期」。此時幼兒已漸明白語言的效用，會很努力學習，認識的名詞大為增加，

漸漸脫離單字句的限制，但句子結構鬆散，用法充分表現幼兒思想的順序。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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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字彙迅速的增加，所用的詞類以名詞居多，並開始使用動詞及形容詞。 

    （三）文法期：大約二歲至二歲半，此期也叫做「文法期」或「造句期」。句

子在意義方面已經分化了，會使用種種不同的語氣，幼兒開始學習成人的語法，

會用感嘆句及疑問句，並能夠正確使用代名詞「你、我、他」。 

    （四）複句期：大約兩歲半到三歲，此期也叫做「複句期」或「好問期」，因

果思想開始萌芽，對一切不熟悉的事物都喜歡問。已能使用複雜句，常使用連接

詞，如，以後、正在、所以、如果、因為…等。 

 

参、影響幼兒語言發展與學習的因素 

    幼兒語言的發展，有其階段性，而幼兒彼此間無論語言質或量方面，均有差

異，如幼兒開始講話的年齡、語彙的有無等，那影響幼兒語言的發展原因為何？

分述如下（林寶貴，2009；張春興，2000；盧素碧，1993）： 

 

  一、智力因素：智力高的幼兒開始說話的時間較早，使用的語句品質較佳，智

力低者則相反。林寶貴（2009）分析整理多人的研究指出，語言的發展是不斷模仿

與學習的連續歷程，語言是一種複雜多變的符號系統，其發展必受認知能力影響，

幼兒使用語句的長短、口語的接收與表達皆與智力有關，智力商數愈高的幼兒期

語言能力愈佳。 

 

  二、性別因素：性別是否影響幼兒的語言發展，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較分歧。有

人研究發現性別影響語言發展視年齡而定，女優於男，這只在四、五歲以前，五、

六歲以後，男生便超越女生。也有人探討顯示了，幼兒語言發展的情形，無論開

始說話的時間、發音清晰度、詞句長短、語病的多寡、瞭解語言及運用語字的技

巧等各方面，都是女優於男，而此情形在一歲內無差別。更有學者研究指出，在

語言形式的使用上，幼兒園階段雖女優於男，而女生使用較多的自我中心語言，

男生則命令句較多、較客觀、較具社會性。普遍學者研究發現性別在語言能力發

展上沒有差異。 

 

  三、年齡因素：幼兒的語言能力隨著語言的增長而成長，且自我中心語言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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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語言漸增。學者研究者發現，幼兒使用語句語彙的長短，隨著年齡增長而

增加，清晰度也有所不同；在句法上，也由不完整變成完整，而簡單變為複雜；

語言的理解與表達隨著年齡增長愈佳。 

 

  四、社會環境與家庭因素：幼兒在語言發展上有其關鍵期，在適當的時機若有

良好的環境、恰當的刺激與發展機會，將能促進語言正常發展。大多研究顯示，

家庭中的社經地位與幼兒的語言發展密切相關，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由於幼兒模

仿父母，因此語言多有修飾、說話有系統、有禮貌、語彙也多；反之，低社經地

位家庭，幼兒語彙少，語氣態度、發音均受不良影響。此外父母的職業、教育程

度、生活環境均會影響幼兒的語型字彙及用詞。而研究者在親子互動與語言能力

研究結果，頗趨於一致，即親子互動較頻繁對幼兒語言發展有利。另家庭中手足

多或有年齡相仿的同伴，幼兒會透過與手足的遊戲、爭吵的活動中，刺激語言發

展，將會使幼兒語言發展較快。家中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因雙重語言問題，會

在幼兒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帶來些許影響或困擾，將不利於幼兒的語言發展。 

 

  五、情緒與人格因素：幼兒的情緒態度與人格特質，亦會影響語言發展。如，

以不適當的方法，壓抑情緒表現之幼兒，常有口吃現象；被過份保護的幼兒，常

繼續使用嬰兒期的語言；人格呈反抗型的幼兒，其學說話的時間較慢；失去情緒

依靠的幼兒，常表現語言功能上的偏差。 

 

    綜上所述，影響語言發展的因素很多，成人可把握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期，

給予良好的語言示範、提供語言發表機會，讓他多聽、多看、多講、多模仿，提

供後天的良好多元學習環境，必能幫助幼兒語言發展。本研究在教學或觀察的情

境中，都會經過教學情境安排，提供幼兒溝通行為的表現機會，藉由環境的潛移

默化效果，提升幼兒溝通的意願與能力。 

 

肆、幼兒語言學習的原則與條件 

    根據專家學者的觀察研究，幼兒學習語言有一定的共同原則及階段，教師們

若能依勢利導，便能讓幼兒較順利的提升語言能力，以下綜合學者們語言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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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分述如下（王珮玲，2006；陳淑琴，2000）： 

 

  一、語言學習是在自然環境下進行，是經由與他人互動而主動建構，為了滿足

幼兒不同的學習需要，成人應給予良好的語言示範，如，對幼兒說話時，發音要

正確、速度要適當，語彙要多變化，並給予正向回饋。 

  二、語言學習是非正式的，來自於自我動機，是在日常生活發生。有效的學習

不是經由正式的教學，而是透過幼兒主動參與，在有意義的情境中使用語言，對

語言全面性學習，並能夠做假設，且能有發明的現象，享受自我創造的樂趣，進

而建構自己的語言。 

  三、語言學習是全面性的學習，應給予幼兒語言機會，多多鼓勵。有些父母過

份保護幼兒，常揣測幼兒的意圖，只要一個手勢或幾個簡單的音，就馬上滿足其

需求，這會使幼兒失去語言機會。因此幼兒非正確說話，則不予滿足他的需要，

刺激幼兒主動表達。 

  四、語言學習是主動的學習，學習語言需主動探索、嘗試，幼兒需要願意傾聽

與表達，成人需要包容幼兒語言過程中的自然錯誤，並適時給予糾正。最佳的學

習是能有適時的介入者，促進和支持幼兒的學習，並建構一個學習的情境。 

  五、語言學習非一成不變，應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給他各種經驗，讓幼兒能

在自動自發的情形下，主動探索環境統整語言的學習，並隨著幼兒的個別差異，

加以彈性變化，因幼兒通常在壓迫的環境下，多數不願開口講話，故最好的方式

是讓幼兒在遊戲中學習，依據幼兒的興趣，提供溫暖愉快的學習氣氛。 

 

    綜上所述，人的語言能力是經過不斷的模仿和練習學習來的，因學習是無時

無刻的進行，成人須隨時注意提供一個豐富的語文環境，和一個有安全感、自然、

容易表達的情境。成人要以自然的語調和態度注意幼兒說話，且能適時回應，引

導幼兒主動描述或提出問題，鼓勵幼兒用語言將自己的感受表達出來。本研究在

與幼兒互動中都會透過情境的安排，營造出幼兒表達的機會並適時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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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特質 

 

發展遲緩幼兒在身心發展上往往會有兩個領域以上較同年齡落後，是一群異

質性高，有特殊需求的幼兒，然而形成的原因十分複雜，常不為人們所理解，卻

又會影響幼兒未來的發展，故亟需接受早期療育服務（傅秀媚，2000）。而溝通是

一種過程，指個體間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訊息傳遞，訊息傳遞是利用各種傳達工具、

媒介，以達到交換訊息，而溝通要完整的展現，牽涉到的能力就非常的廣泛，如，

語言、說話、聆聽、聽覺理解、表達、口腔功能等，若不能適當使用，就會產生

溝通問題。幼兒依其不同的障礙類別，會在發展的速度或能力上有所障礙，教學

者可依幼兒之不同溝通特質做適性之教學，幫助發展遲緩幼兒愉快學習（林寶貴，

2009；許天威，2004；傅秀媚，2000）。 

 

壹、發展遲緩幼兒的定義 

根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衛生福利部，2012）之定義：

「發展遲緩兒童係指認知發展、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

活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形，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

可之醫院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兒童。經評估為發展遲緩兒童，每年至少應再評

估一次。」而美國 1975 年 94-142 公法，對於發展遲緩的定義為：在「跨領域小組」

診斷之後，如果在認知、語言、聽覺、社會心理和自理能力上有一項或一項以上

有明顯發展遲緩現象；即某項發展遲緩了 25﹪，或是在二項或二項以上發展項目

出現六個月以上的遲緩現象，都可視為符合「發展遲緩」之定義。另美國 1986 年

99-457 公法之「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中的「發展遲緩」指出：由多科技整合小

組診斷在認知、語言、聽覺、社會心理、身體動作、視覺、或自我協助能力上有

一項或一項以上的明顯遲緩，更在明顯遲緩上指出其是在某項能力發展遲緩了 25

％或是在二項或二項以上發展項目出現六個月的遲緩。 

    定義除了上述外，下列兩種狀況亦常在內：一種為，診斷結果尚無明顯症狀

者：幼兒在診斷時可能還沒有任何發展遲緩現象，但就心理和生理而言都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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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群發展遲緩現象者，例如先天染色體異常之幼兒，以及某些有先天性疾病之

幼兒。另一種為被認為有可能形成者：如沒有及早發現予以治療，將會導致發展

遲緩者，如早產兒因為生理因素，又如貧窮家庭之幼兒因為環境因素等，皆屬此

定義下之幼兒。 

    就診斷而言，發展遲緩一般沒有共通的定義。1992 年，科羅拉多州間協調委

員會（Colorado Interagency Coordinating Council）認定與同年齡幼兒能力相比較，落

後全體幼兒 20%為發展遲緩幼兒。另一個定義則是指與同年齡幼兒的平均數相比

較，落後兩個以上的標準差。有些嬰兒在一出生即發現有明顯功能缺損現象，經

醫學診斷確認為身心障礙兒童；有些嬰幼兒在成長過程中，和一般兒童相較之下，

某些功能的發展有落後現象，稱之為發展遲緩兒童；有些嬰幼兒因受先天懷孕過

程或後天成長環境之不利因素影響，雖目前未發現有功能缺損或發展遲緩現象，

但可預期有相當高的機率在未來會有發展異常的情形，稱之為高危險群兒童。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報告統計，每百位兒童中，就有六至

八位發展遲緩幼兒，即發生率為 6-8％。發展遲緩的原因很多，無論是先天或後天

的生理損傷，或心理社會環境等原因，都可能導致發展遲緩，大多數的成因是未

知，目前能夠被瞭解的原因僅只 25％。發展遲緩是一些臨床症狀表現的統稱，有

可能是疾病的表徵，但不一定是疾病（黃榮真，2000）。 

 

貳、發展遲緩幼兒的特質 

    發展遲緩幼兒在心理及生理各方面都有明顯落後一般幼兒，因受到身體侷

限、生活經驗匱乏、過去失敗經驗、行為及情緒異常或反應遲緩…等因素影響，

呈現在認知能力、動作能力、溝通能力、社會情緒及生活自理等方面，有部分或

全面落後同儕之情形。發展遲緩幼兒為一群具有個別化、特殊需求的六歲以下幼

兒，兼含一般幼兒發展特質，以及特殊化的身心發展差異（黃榮真，2000）。 

    依據國外文獻，美國 IDEA 修正法案（1997）對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幼兒的定義，

須診斷評量五種領域，至少有一種領域有發展遲緩現象，且經診斷後，幼兒生理

及心智上的情形很有可能導致日後發展遲緩，又，如果沒有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則可能導致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嬰幼兒。以下依其所訂五大領域，分別說明發展

遲緩幼兒之各領域特質（周俊良、范志敏、陳冠蘭、劉蔚萍、李昆霖、劉心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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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傅秀媚，2000；郭煌宗，1998）： 

 

  一、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opment） 

    發展遲緩兒，因發展上的落後與限制，造成學習的諸多困難，需較長時間學

習。涵蓋的能力有記憶力、注意力、推理邏輯思考力、想像力、問題解決能力及

基本學科能力等，個體由感官接受刺激後，大腦對接收到的訊息所做的反應，都

是認知的範疇，環環相扣，不管在那項能力有所遲緩或偏差，認知發展都會受到

影響。 

    （一）注意力：幼兒必須專注才能學習，遲緩兒對外界刺激反應較弱、對新

刺激的探索度較低、較被動、注意力渙散時間短暫難以集中且注意力廣度狹窄、

學習動機較低、經常依自己的能力選擇、缺乏學習策略及挑戰性。故必須幫助幼

兒專注於所有刺激上，否則無法產生學習。 

    （二）記憶能力：遲緩兒對於具體、與生活相關的記憶力很好，但抽象的記

憶表現較差，一般注意力無法恰當的維持或轉移，不是太容易分心，就是過度專

心於某件事上，通常較缺乏工作計畫能力。而短期記憶力差，可能因神經系統之

突觸接觸不良，或是訊息接收不完整，而導致進入短期記憶區的資料零碎。 

    （三）推理思考能力：缺乏類化能力、學習遷移困難，顯得不知變通。 

訊息的組織與統整力差，容易局限於單點、片面的訊息刺激。歸納、邏輯能力差，

缺乏對事物的原則推理能力。對事情的因果關係無法有系統的瞭解，對區辨抽象

與具體能力不足，對抽象或半抽象概念化能力弱，不善組織學習材料。 

    （四）學習能力：學習方法不當、學習策略不佳。在學習上常有偏執不化態

度，以舊有習慣經驗為主，常會抗拒不願學習或不願改變學習方式，導致學習效

果低落。 

 

  二、生理發展（physical development） 

    指生長發育、大小肌肉的動作協調等，包括視力及聽力，若幼兒視力出現問

題，會導致手眼協調不佳，影響動作控制。而大腦與神經系統不成熟與骨骼肌肉

發育未健全，將會造成動作不協調、肌肉無力、協調性不佳，常有的缺陷有如，

空間關係或空間位置缺陷、平衡能力失調、視知覺失調、雙手無法協調、指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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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與手指靈巧有問題、肌肉張力異常等。 

 

  三、溝通發展（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含表達與理解能力之發展，理解他人口語、非口語之肢體動作、文字、圖畫、

表情等之表達。溝通與智能、認知、聽力發展等密切相關，幼兒的環境刺激不夠

或學習經驗不足，將使溝通受限造成障礙，而此障礙易造成幼兒自我封閉、退縮。

另一個與溝通相關的是互動能力，所有的溝通都需經過互動的過程，而遲緩兒較

少有溝通意圖、互動性較低、缺少模仿的動機，若沒有早期發現早期療育，溝通

變呈現問題。 

 

  四、社會情緒發展（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指能了解他人的感受，出現合宜令人接受的行為。遲緩兒可能受限於認知缺

陷，對社會規範難以理解、或道德發展停留於無律期、或缺乏物權概念、或不願

意遵守成人規範，以致社會行為表現不良，無法發展合宜並為人接受的社會互動

行為，例如，固執刻板行為、攻擊行為、對陌生人擁抱…等，即無法在不同的情

境當中表現合乎社會化的情緒。 

 

  五、適應能力發展適應能力（adaptive development） 

    指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以及不同場合中的適應能力。遲緩兒通常較缺乏

自我照顧能力，對不同情境場合的覺察，過度敏感或不足，無法表現合於情境的

行為，應對能力不足、處世缺乏彈性，以及在不同場合之應對進退、適應行為，

對環境的變動常感不安。 

 

    以上這幾大領域雖分別呈述，但領域間是經常交互作用影響的，例如，語言

遲緩的幼兒，可能因為溝通能力不好，對需求的表達無法獲得滿足，而影響情緒；

動作遲緩的幼兒，可能受限於動作，使得操作經驗不足，影響自理能力及認知能

力。因此，幼兒有可能因為一個領域落後，卻未被及早發現及早處理，日積月累

將造成全面性發展落後現象，身為家長教師者不得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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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特質 

    常見的發展遲緩幼兒溝通問題，因不同障礙類別的幼兒，其語言問題常是交

叉重疊或獨立存在，而且同一類別幼兒的語言能力也未必相同，所以在考量幼兒

的語言問題時，不可單就障礙類別考量，須針對該幼兒的語言接收與表達所呈現

的行為反應，即從幼兒的語言問題功能性與障礙程度，來思考相關教學（林寶貴，

2008）。意即，語言任何一個要素出現問題時，也可能對其他的語言要素產生影響，

進而阻礙整體溝通能力的表現。以下依障礙類別分述溝通問題特質，可從中掌握

大略狀態，再依語言向度區分加以個別差異指導： 

 

  一、由障礙類別來看身心障礙幼兒的溝通特質（林寶山、李水源，2010；林寶貴，

2009；黃志成、王麗美、高嘉慧，2008） 

    （一）智能障礙 

    智力發展遲緩者大多伴有語言障礙，會第一句話的時間約在出生後十八個月

到四十八個月之間，甚是到四、五歲還不會有有意義的語言，在語言的表達上會

有異常或錯置的情形發生（Wieczorek，2003）。智能障礙的幼兒，在複雜的語言學

習上受到限制，理解較長的句子或抽象概念有困難。表達能力上詞彙較少、語句

較短、名詞多於形容詞，有些有發音不清、不準或錯誤的情形，語言常有構音異

常、語暢異常，一般說話起步較晚，也比較不會配合情境適切表達。 

    （二）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幼兒因大腦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神經及肌肉的控制不良，導致口腔

動作控制不易、發聲困難、構音不清楚。若大腦損傷部位較廣泛，在語言的發展

上更有句型、語意、使用等問題產生。 

    （三）視覺障礙 

    因視力障礙問題，限制幼兒與生活週遭人、事、物的互動，對須要視覺線索

的概念學習，會造成語彙使用上不正確或不真實，例如，對顏色的認知、空間或

位置的相關概念等。視覺障礙幼兒因看不見，在視覺經驗與語言符號的統合感覺

困難、肢體語言的運用有困難、用較多的聽覺學習語言。在語法上，對詞句不易

懂，詞性排列沒有規律；在語用上常亂套成語；在語意上不求甚解，用字常張冠

李戴；在語音方面，常有發音錯誤的現象；語言理解上，在語言理解能力比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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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之幼兒差且常會產生錯誤理解。 

    （四）聽覺障礙 

    聽覺障礙幼兒由於沒有說話的能力、聽不到聲音，故而缺少說話經驗和聽覺

回饋。雖先天聽障幼兒仍與正常幼兒一樣具有喃語期，但缺乏聽覺回饋而慢慢失

去喃語現象。若在學會說話才失聰，雖仍能有說話能力，但因聽覺失去監聽功能，

調節控制聲音大小、高低困難，說話不清楚。在聽的問題可分為「聽到」及「聽

懂」兩部分，一般的聽覺障礙是指在「聽到」的部份產生問題，然輕或中度的聽

力缺損不易被發現。幼兒在因聽不清楚或聽不到的情形下，學習會有很大的困難，

如，咬字不清，語調平板、四聲容易混淆等。 

    （五）學習障礙 

    是指智力正常而腦神經發展異常的問題，反應在聽、說、讀、寫的能力上，

可能是單一或多重的問題。如，無法理解聲音的意義、閱讀障礙、數學障礙、書

寫障礙等。 

    （六）自閉症 

    自閉症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損傷而引起的發展障礙，其特徵為語言理解和表

達的困難、不易與人建立互動關係、對某些感官刺激的反應異常…等。自閉症幼

兒在了解他人口語、肢體語言、或使用語言及非口語溝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

困難度。仿說能力很強，有時是立即仿說、有時是延宕仿說，語彙缺乏、語法不

成熟、語言特殊用法、代名詞反轉現象、少用疑問句或因果關係的表達能力。有

些高功能自閉症幼兒雖有表達或轉述能力，但無法將整件事做詳細有系統的敘述。 

    （七）注意力問題  

    有注意力缺陷的幼兒在接收訊息方面常有，聽而不聞、聽覺記憶廣度較低、

漏聽某部分訊息、忘東忘西等現象。在表達方面常有對事物描述不完整，用詞缺

乏邏輯性，前後文不連貫等問題。 

    （八）多重障礙 

    若同時具有兩種以上障礙問題，即為多重障礙，因不同障礙的合併類型，而

呈現不同的溝通障礙。 

    （九）特定型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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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多數的幼兒，語言習得是一件輕鬆且自然的事，但有些幼兒在非語文智

力測驗正常，使用聽覺來處理語言卻出現困難，語言發展的過程出現遲緩或障礙，

在語言的理解、表達、聆聽出現問題，這些幼兒稱為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children 

with specific jmpairments，SLI）。出現的問題有，1.語意障礙：詞彙量不足、詞彙意

義過度類化或延伸、詞彙錯用、語意組織的問題、詞彙尋取困難；2.語法障礙：電

報句形式、句子中省略詞彙、句子中贅加詞彙、詞序錯誤、被字句錯誤、連接詞

使用錯誤、代名詞使用錯誤、量詞應用錯誤、前後子句關係混淆；3.語用障礙：交

談問題、敘事困難。 

 

  二、以語言向度來看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特質（林寶山、李水源，2010；林寶貴，

2008；2009；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2011） 

    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問題個別差異極大，常見在語言及溝通方面的狀況包括： 

語言發展遲緩、口功能及語言機轉受限、異常溝通行為或溝通互動能力不足、感

官知覺與認知功能受限、語言清晰度及流利度問題、不當仿說或過度仿說等。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3）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理解或語

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以下針

對語言的向度說明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特質。 

    （一）構音異常 

    構音異常是最常見的幼兒語言問題。一般幼兒在學習說話的過程中，經過重

複不斷的嘗試練習，約在 3、4 歲已能正確的發出大部分的語音。常見的構音異常

包括聲母、韻母、聲調的發音錯誤，有六種常見的特徵： 

      1.添加音：在正確的語音上添加不該存在的音之現象，如，鴨子說成ㄌㄧㄚ 

ㄗ˙、吃飯說成ㄔㄨ飯。 

      2.省略音：應該發的聲母或韻母的音被省略，造成不正確發音。如，謝謝說

成一ㄝˋ 一ㄝ˙、鞋子說成一ㄝˊ子。 

      3.替代音：以一個語音或其他類似聲帶震動的聲音，取代標準語音的情形，

一般以較易發出的語音取代難發音的語音，如，剪刀說成ㄐㄧㄢˇ ㄍㄠ、公公說

成ㄉㄨㄥ ㄉㄨ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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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歪曲音：語音歪曲改變，聽起來接近正確的發音？但不完全正確，語音歪

曲者可能都是以同一種方式發某音，發出的音常是語音系統不存在的，如「剪」

發音介於ㄐ與ㄗ之間。 

      5.聲調錯誤：四聲運用錯誤，如「小鳥」說成「笑鳥」。 

      6.整體性含糊不清：如聽覺障礙、腦性麻痺、唇顎裂等幼兒，說話整體咬字

不清晰，但沒有確定的錯誤構音。 

    （二）聲音異常 

    有些幼兒會有聲音沙啞、音調降低或高亢、發聲吃力、喉嚨乾緊疼痛等症狀，

而影響其說話的意願。一般常見的聲音異常可分為四種特徵： 

      1.音質異常：發音的音質不佳，如沙啞、假音、耳語聲、聲音中斷、粗嘎等。 

      2.音調異常：音調過高或過低、音高斷裂、音調範圍狹窄等。 

      3.音量異常：在一定的距離內，聲音太大聲或太微弱。 

      4.共鳴異常：鼻因不足或過重。 

    （三）語暢異常 

    有些幼兒，在 2-5 歲階段常有說話結巴不流暢的情形，其中大部分在 1、2 年

內自然消失，一般語暢異常係指兩種狀態。 

      1.口吃：說話時急促不清，把語句開始的某些語音或音節重複、延長或中斷

所說的詞句，造成首語難發、連發、延長、中斷的現象。特徵有，連續語音重複

達三次以上、延長語音 2 秒以上、中斷詞句…等。 

      2.迅吃：語言的組織有問題，構音困難，語言特質是說話滔滔不絕無法自制，

話說到一半會突然中斷，話語中內容組織貧乏，說話急促不清或省略某些字詞。 

    （四）語言發展遲緩 

    語言發展遲緩幼兒，在發展的過程中，每個發展階段都較一般幼兒的發展速

度慢。其情形可能是整體的語言能力都落後，也可能只有其中一兩個層面能力較

弱，例如，有的幼兒能理解成人的說話，但卻無法表達，或說的話很短，甚或不

言。語言遲緩幼兒約有一種或多種情形，如，語言發展起步年齡較晚或發展的速

度較慢或發展的程度較正常幼兒慢。其特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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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語意障礙：幼兒本身在詞類的概念形成遲緩，無法從多種字義中選擇適當

意義的語詞，連接詞使用不當，解釋比喻性語言運用困難，語彙數量不足，理解、

表達上語意受限或使用錯誤的情形。 

      2.語法障礙：語法的使用，可能出現語彙位置相反或錯放的情形，有顛倒、

混淆或省略等不合語法的現象。如，要說「我要去公園玩」卻說成「我去玩公園」

或「我要公園玩」或「公園玩我要去」。 

      3.語用障礙：說話不合溝通的情境或措詞不當，就算句子本身架構正確，但

用在不適當的情境，聽的人就無法理解，便達不到溝通的目的。如，想出門玩卻

說「太陽好大」。 

      4.語形障礙：有字形辨認不清或混淆等現象，對字體的結構學習有困難，出

現字體類似卻非該字的情形，如，上下顛倒、左右相反、缺落某部分筆畫等。 

 

    綜合上述，發展遲緩幼兒溝通障礙的原因很多，且個別差異大，而在國內溝

通障礙幼兒又處於模糊、三不管地帶，一般皆認為這方面的問題應交給醫院的語

言治療師，然而語言治療師人力缺乏，又不易進入校園服務，此時教師便益形重

要。溝通無論在教室內或教室外，應該是隨時發生的，教室中自然溝通互動情境，

溝通能力發展的最佳場所，也是教師最好介入，幼兒最不排斥的場地。同時鼓勵

一般幼兒與語言遲緩幼兒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將有助於發展語言及溝通能力。 

    Cosbey、Johnston 和 Dunn（2008）提出參與日常生活的社會方面是兒童發展的

重要關鍵，郭煌宗（1998）也曾提出，因造成語言障礙的原因繁多，因此處置方法

也無一成不變的準則，經驗上建議以下方法：1.治療造成語言障礙之其他可治療之

潛在因素。2.早些開始語言療育。3.一對一的學習環境與適當的學習情境在早期尤

為重要。3.盡可能學習口語，不得以才以手語輔助。4.提供有利幼兒的學習情境，

以培養動機及誘發語音和模仿行為。4.在日常生活中訓練，隨機學習。5.口嘴部運

動刺激及協調訓練。6.合併其他感官能力，多多鼓勵幼兒。7.協助主要照顧者，進

行居家照顧。8.在適當的時機將語言訓練整合入日常及團隊生活中。本研究也基於

上述理由，選擇在教室內，透過一對一的遊戲教學來提升幼兒的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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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教學 

    語言溝通發展上的障礙，是發展遲緩幼兒主要的特色及學習上的缺陷，發展

遲緩幼兒常由於身體功能受損、學習經驗不足或環境剝奪等因素，致使無法發展

出清晰有效的表達、理解能力。教學者通常會透過各種教學法，讓幼兒學習能夠

有效溝通，達到依溝通的主題、對象、情境適當地表達自己，理解對方，並能運

用策略，透過對話交談、動作表情的過程傳達與接收意義。以下整理文獻，介紹

幾種常用溝通教學（林郁宜，2012；林寶貴，2008；林寶貴、錡寶香，2000；陳杭

生，1993；饒見維，1996）： 

 

  （一）情境教學法 

    情境教學法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自然情境下的對話，將溝通行為融入功能性

的互動過程中，以幼兒的興趣決定介入的活動，最常使用的教學程序為： 

      1.模仿（modeling）：觀察注意幼兒的興趣與需求，引發幼兒的興趣與注意，

提出模仿學習要求，若模仿正確立即給予獎勵，錯誤則給予輔助並指正，若再錯

誤則教導後再增強。 

      2.提示－示範（mand-model）：這是藉由師生自然的互動教學，在自然情境

中提供溝通的機會。教師須觀察注意幼兒，促其表達己意，並在適當的時機提示，

要求幼兒反應。如正確則給予獎勵，錯誤或未做任何反應，則教師可示範正確的

溝通行為，或應用一些介入技巧或暗示來幫助幼兒學習。 

      3.延宕時間回應（time delay procedure）：教學時須創造機會，讓溝通有困難

的幼兒有機會與人溝通，必要時教師可故意安排一些狀況，讓幼兒不得不表達，

方能滿足需求。教師可等待 15 秒，若幼兒未有任何反應，則給予提示或示範，若

提示或示範兩次後，仍無預期般的反應，則給予其所需求的增強物，以免增加其

挫折感或降低學習意願。 

      4.隨機教學（incidental teaching）：在自然的情境中，把握或創造不同的溝通

機會，藉由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將訊息傳達給幼兒，提供溝通的模式，示範正確

的溝通方式，期望其模仿與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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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同活動教學法 

    此教學法又稱為「心理腳本治療」（script therapy），主要是將預介入的溝通形

為目標，大致先建構，再系統化重複活動。由於幼兒已於大腦裡儲存很多的生活

經驗為心理腳本，因此善用這些腳本於溝通治療活動中，可降低幼兒處理訊息的

壓力，更專注於溝通學習上。 

 

  （三）歸納教學法 

    是一種以教師為中心，高結構化的溝通教學方法。教師須先設計教學活動、

安排富意義的溝通互動情境，讓幼兒能自行發現語言溝通的意義與規則，理解語

詞的意義與語法應用規則。此教學法具有直接教學的特徵，強調使用符合幼兒發

展階段的適當語言結構，過程中教師須主動與幼兒互動，幼兒須適當回應，採用

一對一非自然情境下的訓練－反應模式，大量依賴嘗試錯誤－再試、示範、模仿、

自發性表達、增強等方法，有計畫的訓練。 

 

    （四）生活經驗故事 

    是一種以個案幼兒的日常生活經驗為主軸，蒐集其生活背景、社會互動照片，

經過順序編排及語言文字內容的呈現，所設計以個案幼兒為主角的個人專屬生活

經驗故事書。生活經驗故事教學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幼兒，可以彌補市售的故事書

對幼兒因生活經驗不足而導致的艱澀問題，讓親身的經歷畫為學習的教材，提高

感受度、有興趣學習。林郁宜（2012）曾經整理出生活故事製作原則為： 

      1.以生活事件為主體，幼兒本身為故事主角，根據幼兒的溝通能力及認知能

力來設計故事對話，發展遲緩幼兒大多以增進生活自理能力為主要內容。 

      2.著重幼兒內心的感受，注意幼兒的個別需求及發展現況。 

      3.藉故事的內容處理幼兒問題行為，可以藉由教學活動的呈現，將正確的行

為做一示範，再慢慢強化此正確行為，達到潛移默化效果。 

      4.在故事的內容呈現正確的行為模式，從事件情境建立正確行為，減少類化

的困難。 

      5.在小書中呈現老師期待幼兒學習的內容，無論是溝通的學習或社會能力的

建立，皆可至於教育目標內，達到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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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根據幼兒的語言與認知能力而設計活動內容，須考慮幼兒個別需求與不同

的發展，針對有限的語言能力與認知範圍加以設計，以幼兒現有的能力為基礎，

予以加深、加廣。 

 

  （五）遊戲教學法 

    遊戲教學法依國內研究者的看法，即是將教學活動轉換為以遊戲活動呈現的

一種教學方法，讓幼兒在自然快樂的遊戲中進行有意義、具挑戰性的活動，於主

動學習下達到教育目標。而國外學者提出「遊戲導向教學法」，則主張以設計有趣

的單元活動教材來改善教學情境和提升學習動機、成就，重要觀點有：概念應用、

確認玩的策略、具預測原則、分享成功玩法等（饒見維，1996）。 

    遊戲教學法長久以來一直是教學者用來引起學生動機，最有效的教學法一，

遊戲本身具有啟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動機，經教學及學習歷程變得有趣、有效。

但遊戲教學並不是放任兒童去玩，誠如蒙特梭利所言，在自由的原則下須重紀律，

而教師則是引導者。以下依序說明遊戲的教學特性、遊戲教學教學策略、遊戲與

教學設計要點及影響遊戲教學的因素（陳杭生，1993；蔡淑苓，2004；饒見維，1996）： 

 

    1.遊戲運用於教學中，兼具遊戲與教學特性，饒見維（1996）因此提出遊戲教

學的特性： 

      （1）適度的挑戰性 

    在遊戲活動的設計中，教師通常會依學生的現況能力，安排具挑戰性、難易

適中的項目，除可提升學生能力外，更可增加其自信心。 

      （2）競賽性與合作性 

    遊戲活動中若為團體遊戲，則多數安排有競賽或合作遊戲，因能引起學生的

好勝心，使遊戲活動變得具挑戰性與趣味性，但須注意避免太過激烈的競爭活動，

強調合作的精神，可引導學生討論贏的策略，讓他們主動發表策略與方法。 

      （3）機遇性與趣味性 

    遊戲活動因不可預期的機遇因素，除增加其趣味性外，也讓遊戲者對遊戲過

程及結果有所期待，同時也減輕遊戲者隊勝負所帶來的衝擊。教師在設計遊戲活

動時，應兼顧時立與機遇，兼顧學生的認知與情感、兼顧學習需求與遊戲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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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育性 

    一個良好的遊戲設計，是能寓教於樂，幫助學生在快樂無壓力下，自然習得、

熟練重要知識概念或熟練已習得的技能，達成教育目標。 

 

    2.教學者須掌握課程的重要觀念，與教育目標緊密結合，才不會失去教育性淪

為一般遊戲。因遊戲教學法是著重遊戲，以引起學習動機，而非學習的重心，故

遊戲教學也須注意教學策略，陳杭生（1993）提出三項策略： 

      （1）教材遊戲化：教學者應靈活重組教材，讓學生有體驗的機會，能夠直

接參與，使教材與學習經驗間產生關聯，引發學習樂趣。 

      （2）教法遊戲化：透過寓教於樂的方法，如，扮演遊戲、競賽活動、音樂

律動…等，使學生透過實際參與的學習經驗，引導學習動機。 

      （3）教具玩具化：教具並不一定是市面上購買的，學生或老師皆可自製。

透過自製教玩具的過程，能從中獲得操作的經驗，提升創意與動作操作能力。 

 

    3.教師在進行遊戲教學時，需注意遊戲概念的應用，確定玩的策略，讓遊戲在

自然中融入學習活動中，使幼兒在學習中感到自在，卻又不流於無目的的玩耍。

蔡淑苓（2004）曾提出遊戲與教學設計的七項要點如下： 

      （1）遊戲設計要在課程主題下。 

      （2）環境的佈置及設備，要注意安全與具吸引力。 

      （3）遊戲的時間需足夠。 

      （4）須依幼兒的身心發展特徵，提供符合其能力的遊戲器材。 

      （5）需支持幼兒的遊戲架構，適時參與幼兒遊戲。 

      （6）審慎觀察評量幼兒的遊戲行為。 

      （7）引導幼兒自我評量及互評其遊戲行為。 

    由此可見，遊戲教學在課程設計上，須注意概念的應用，確認遊戲教學的策

略，才能使幼兒運用既有的認知能力，架構更高層次的認知。遊戲進行時要布置

安全又具吸引力的場所、具啟發性的教具、教材，兼顧遊戲過程及結果，使教學

遊戲活動更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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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影響遊戲教學的因素，饒見維（1996）也指出以下因素：  

      （1）個別差異問題：幼兒間有其個別差異存在，若要在團體內實施教學，

則遊戲設計需兼顧個別間的差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從遊戲教學中學習。而一對

一的遊戲教學，就需考慮幼兒的個別內差異，由優勢能力介入，創造自主學習機

會。 

      （2）班級幼兒人數與秩序問題：遊戲教學法的限制便是人數不能太多，因

難以維持秩序，影響遊戲教學品質。故遊戲規則必須簡單，將秩序加入評分的一

部份。 

      （3）時間與進度問題：遊戲教學的進行需花費較多的時間，容易產生教學

時間不足的情況。因此，教師必須將遊戲與教學目標緊密結合，簡化教學目標及

項目，須於事前備課，熟悉且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的遊戲教學。 

      （4）教學資源問題：許多遊戲要進行都需依賴充足的教學資源或教具，但

每種遊戲所需教學資源各不相同，饒見維（1996）建議可朝幾個方向努力：學校盡

量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教師也可盡量採用現成易得的物品作為教具；或讓學生

自己製作教具等。 

      （5）其他相關問題：如，學習地點的環境，乾淨、明亮、安靜或吵雜…等。 

    此外遊戲教學進行中，常有一些意外的小插曲，環境中的人事物都或多或少

會影響遊戲教學的進行，教師須有臨時應變的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常見使用於發展遲緩幼兒之溝通能力教學，如，情境教學法、

共同活動教學法、歸納教學法、生活經驗故事、遊戲教學法等，都是依幼兒的個

別需求、現況能力、教學環境等，選擇最適合的方式，也都是優良的介入模式。

遊戲教學能廣泛運用於不同領域的教學中，經過教學者的設計，從中誘導幼兒產

生適當的學習能力及反應，達到有效學習。而本研究選擇遊戲活動介入，設計有

趣的活動教材來改善教學與學習情境，讓幼兒不斷的透過遊戲過程中的實際行動

與感覺，建立客觀化的系統，形成概念結構，並增進解決問題及有效的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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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溝通能力相關研究探討 

 

    多數人擁有溝通管道且能操控自如，但有些障礙者不管在語言或非語言方

面，僅有少許控制力，甚至完全無法控制。但這不表示他們沒有溝通的需求或權

利，教師與相關專業者期望運用自己的專業能力，來幫助這些障礙者實現願望、

控制周圍環境。眾多研究者以不同策略介入處理，但目標皆期望提升其溝通能力

（曾進興，2006）。 

 

壹、溝通能力的定義與溝通特質 

    溝通的定義廣泛，除了包含語言與說話以外，也涉及其他溝通形式的編碼與

譯碼歷程。了解溝通的定義與特質將有助於教學者更快切入欲達成的教育目標，

以下分述之（教育部，2000；陳素苓，2004；黃裕惠、佘曉珍，2001）。 

 

  一、溝通能力的定義： 

    溝通是一種人際互動的社會行為，是意思的表達與接收，利用符號、語言、

文字、圖畫、音樂、表情或肢體動作等各種方式來傳達、接收及理解訊息，一般

在面對不同情境及不同對象時，人們可以運用不同的方式來溝通，但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溝通方式是語言（陳素苓，2004）。語言要素，含手語、文字、

口語等，另有非語言要素，含手勢、眼神接觸、身體動作、臉部表情、音量、聲

調、語調、速度…等。 

    根據學前特殊教育課程（王天苗，2000）溝通能力的領域項目，一為，理解能

力涵蓋聲音的察覺、聲音和與音的分辨、表情動作理解、語彙與語句理解；另一

為，表達能力涵蓋口腔動作、語音前期、語音、語調、語彙與語句。 

溝通是交換思想、意見或訊息，最常見的是透過說話進行口語溝通，當然，也可

以轉換成其他形式，如，書面或電子資訊，也可以透過手勢或臉部表情來溝通。

產生溝通必須有傳送者、訊息、接收者（黃裕惠、佘曉珍，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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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溝通過程 

 

 

 

 

 

 

 

 

資料來源：黃裕惠、佘曉珍（2001）。特殊教育概論（頁 315）。 

 

 

  二、溝通的特質： 

    有些幼兒因不同的因素造成溝通能力發展及學習上產生問題，而無法讓他人

知道自己所想、所描訴的某事或某種行為。溝通至少須包括訊息的發送者與接受

者，其他重要成分還包括：發送訊息的形式、主題內容、溝通的理由或目的。而

遲緩兒因能力不足、沒有需求或不知如何與人互動，導致溝通能力嚴重落後。以

下就溝通的特質分述 ，期望在教育過程中確保溝通的各個層面都獲得適切的注意

（曾進興，2006；謝淑珍，2002）：  

    （一）社交層面：發展遲緩兒與主要照顧者會有很密切的互動，但與其他人

的互動卻很貧乏。而因目前教育頃向融合教育，大多的遲緩兒都被安置於普通班，

在教室內有同儕楷模，應多鼓勵、營造與一般生互動的機會。 

    （二）溝通形式：人們會用易於辨認的形式來互通訊息，而發展遲緩兒因個

人能力受到限制，使用的溝通形式往往令人難以理解，讓夥伴理解是任何溝通形

式存在的必要條件。因傳遞訊息方好很多，便有許多替代溝通方式可選擇，重要

的不是形式而是互動的有效性。 

    （三）溝通內容：如果沒有題材好說，溝通就沒有必要。發展遲緩兒常在表

達上有困難，我們可以營造機會讓他們接觸各式各樣的物件、圖片、相片、教玩

訊息 傳送者 接收者 

想法 

（語言） 

特定的字與字序（語言） 

特定構音以傳遞字（說話） 

非語言的溝通影響意義 

把聲音、字、字序和口語訊

號轉換成有目的的訊息（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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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增加其日常生活經驗，引導主動分享訊息和詢問他人的能力發展，協助他

們有話說及說話的意願。 

    （四）溝通目的：一個人一定要有想和他人溝通的動機，溝通才有可能發生，

想要溝通他便會想辦法運用任何形式來傳達訊息。教育就是要鼓勵幼兒溝通，積

極創造讓幼兒溝通的理由。常用的方法如，洋裝漫不經心的模樣，刻意製造出一

種情境，讓幼兒覺得有需要表達，像偶然將教室門堵住，幼兒要出去便需要請求。

教師應能隨時覺察出自然發生的和刻意製造的溝通機會，才能確保幼兒有交談的

機會，有不同目的和理由來練習互動溝通。 

    綜合上述溝通特質之分析，讓我們知道溝通在積極健康的人生中是不可或缺

的，有效的溝通讓人有能力去掌控周遭的生活環境，使人活得有自尊；有效的溝

通是學習成功的關鍵；幼兒能藉著溝通來釋放緊張的能量、抒發情緒、適當的表

達感受；有效的溝通、互動能交友，提升生活品質、消除寂寞感，建立支持網路。 

    根據上述文獻的分析，研究者認為，溝通是必須學習的，須要教師在學習情

境中精心觀察、營造。因此本研究在觀察目標行為的過程中，每個小項都會營造

出二個情境機會，以引導幼兒溝通的意願，激勵幼兒開放自己，勇於表達、學習。 

 

貳、溝通能力的相關研究 

    溝通訓練首先須評估幼兒的溝通技能與需求，再依生態功能評量法評量之，

來擬定介入目標。有效的訓練方案須以幼兒的現況能力、環境需求、幼兒需要與

動機來決定介入方案（曾進興，2006），國內外研究者對溝通的研究繁多，茲以介

入的策略，分成自然情境法介入；運用手勢、圖片提示或視覺支持介入；以繪本

故事介入等三大項，分別整理說明。 

 

  一、運用自然情境法介入 

    陳修敏（2011）研究中，研究以 DIR 模式提升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能力，研

究對象為一名發展遲緩幼兒，進行為期十週的實證研究，發現影響發展遲緩個案

的溝通行為原因有：1.父母親的教育水準與教育理念、2.親子互動及教養方式、3.

家中的經濟情況、4.居住環境、5.早療介入的時間點。而 DIR 模式的五步驟為，依

據觀察兒童→接近打開溝通的循環→追隨幼兒的引導→延長和擴大遊戲→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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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又關閉的溝通循環。由幼兒的照顧者加入幼兒的活動，並跟隨幼兒所引導的

活動。研究者並依兒童的現況能力及優弱勢能力，使用適當的語言及肢體活動融

入幼兒所喜好的活動中，提升兒童的互動能力。研究結果顯示，DIR 模式對個案主

動口語表達之溝通行為有正面影響，並且對於個案人際關係互動具有輔助之效果。 

    黃志雄（2002），探討自然環境教學對重度智能障礙兒童溝通能力的影響，採

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中的跨受試多探試設計，自變項為自然環境教學，依變項為

重度智能障礙兒童各項溝通行為次數。研究對象為三名重度智障兒童。研究結果

發現，1.自然環境教學顯著增進重度智障兒童自發性及類化溝通行為次數，2.自發

性及類化溝通行為次數在自然環境教學褪除後亦能維持，3.能顯著降低重度智障兒

童異常溝通行為的次數，4.自然環境教學的效果能夠維持重度智障兒童異常溝通行

為的次數，5.其他影響有，提高挫折容忍度、增加主動溝通意願、增加溝通行為的

適當性、增加溝通互動的等待時間、增加仿說能力、增加認知學習意願、減少不

適當的溝通方式等。 

    曾碧玉（2010），探討自然情境教學法在融合情境中對特殊需求幼兒溝通能力

之學習成效研究。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中 A-B-A’撤回實驗設計，以三名同班

幼兒為對象，分別於角落、團體課程、點心三個情境接受資料蒐集。結果顯示，

自然情境教學法能增加幼兒語言使用的正確率，且語言使用正確率亦能保留，教

學介入能使自發性語言的比率增加，教學褪除後主動溝通語言進步並達保留效果。 

    蔡佩芬、王靖瑜、林瑋怡、楊燕如、黃志雄（2013），以三名低口語能力幼兒

為對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多探試設計，經過 5 個月的研究介入，研究

結果發現，自然環境教學能增加低口語能力幼兒之適當溝通行為次數及減少不適

當溝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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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溝通能力之相關研究一 

研究者 介入對象 研究主題／方法 研究結果 

陳修敏 

（2011） 

 

 

一名幼兒 

 

 

DIR 模式對提升發

展遲緩幼兒溝通能

力之個案研究/個案

研究 

1.DIR 模式對個案主動口語表達之溝

通行為有正面影響。 

2.DIR 模式對個案人際互動有輔助之

效果。 

黃志雄 

（2002） 

 

 

 

 

 

三名兒童 

 

 

 

 

 

 

自然環境教學對重

度智能障礙兒童溝

通能力的影響及相

關研究/單一受試實

驗設計中的跨受試

多探試設計 

1.顯著增進自發性及類化溝通行為

次數。 

2.自發性及類化溝通行為次數在教

學褪除後亦能維持。 

3.能顯著降低異常溝通行為的次數。 

4.教學效果能夠維持異常溝通行為

的次數。 

5.對其他相關能力亦有影響。 

曾碧玉 

（2010） 

 

 

 

 

三名特殊

幼兒 

 

 

 

 

自然情境教學法在

融合情境中對特殊

需求幼兒溝通能力

之學習成效研究

/A-B-A’撤回實驗

設計 

1.能增加幼兒語言使用的正確率。 

2.語言使用正確率亦有保留效果。 

3.能使自發性語言的比率增加。 

4.教學褪除後主動溝通語言進步並

達保留效果。 

 

蔡佩芬.

王靖瑜.

林瑋怡.

楊燕如.

黃志雄 

（2013） 

三名幼兒 自然環境教學對低

口語幼兒溝通表現

影響之研究/單一受

試實驗設計之跨受

試多探試設計 

1.能增加低口語能力幼兒之適當溝

通行為次數。 

2.能減少不適當溝通行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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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用手勢、圖片提示或視覺支持介入 

    孔逸帆（2011）探討手勢溝通介入方案對一名國小特教班無口語自閉症兒童溝

通行為的成效，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多試探設計，進行 8-10 週，自變項為

手勢溝通，依變項為三項溝通功能行為表現之正確反應率，結果發現介入後在表

達需求、引起注意、回答問題等具有學習的立即效果及維持成效。 

    陳玉麗（2009）探討圖片提示教學對自閉症幼兒自發性口語溝通能力的影響，

以單一受試法跨情境多探試設計研究，研究一名四歲中度自閉症者，蒐集個案於

學校、家庭、社區等情境之行為表現，研究結果，1.自閉症幼兒在學校、家庭、社

區等情境，介入圖片提示教學後，能自發性說出目標口語，2.退除圖片提示後，自

閉症幼兒在學校、家庭、社區等情境，仍能維持自發性說出目標口語。3.發現影響

自閉症幼兒溝通教學成功的因素有二，一是以個案強烈喜愛的物品為增強物，誘

發自發性溝通意圖，一為圖片視覺提示是自閉症幼兒溝通教學不可或缺的。 

    謝淑珍（2002），探討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行為的影響，以

三位發展遲緩幼兒且皆具溝通障礙為研究對象，探討發展遲緩幼兒溝通教學成

效，採跨個人多試探實驗設計，自變項為圖片兑換溝通系統教學，一變項為被動

反應及主動表達之次數，結果顯示 1.圖片兑換溝通系統能促進發展遲緩幼兒主動

性表達溝通次數且具保留效果及類化效果，2.圖片兑換溝通系統能促進發展遲緩幼

兒被動反應次數且具保留效果及類化效果，3.家長及教師對教學具正向、支持態度。 

    Johnstons 等人（2003）研究對象�4-5 歲三位自閉症幼兒，探討視覺支持對自閉

症幼兒教學之相互作用，結果發現 1.增進與同儕互動能力 2.增進口語溝通能力。 

4-5 歲三位自閉症幼兒，探討視覺支持對自閉症幼兒教學之相互作用，結果發現 1.

增進與同儕互動能力 2.增進口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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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溝通能力之相關研究二 

研究者 介入對象 研究主題／方法 研究結果 

孔逸帆 

（2011） 

 

 

 

一名國小 9

兒童 

 

 

手勢溝通介入方案對

無口語自閉症兒童溝

通行為成效之研究/單

一受試跨行為多試探 

1.介入後在表達需求、引起注

意、回答問題等具有學習的立

即效果。 

2.在表達需求、引起注意、回答

問題等具有維持成效。 

陳玉麗 

（2009） 

 

 

 

一名四歲 

 

 

 

 

圖片提示教學對自閉

症幼兒自發性口語溝

通能力之/單一受試法

跨情境多試探 

 

1.不同情境，介入圖片提示教學

後，能自發性說出目標口語。 

2.退除圖片提示後，在不同情

境，仍能維持自發性說出目標

口語。 

3.發現有二項影響溝通教學成

功的因素。 

謝淑珍 

（2002） 

 

 

 

 

三位幼兒 

 

 

 

 

 

發展遲緩幼兒溝通教

學成效之研究/單一受

試實驗設計中之跨個

人多試探實驗設計 

 

 

1.能促進主動性表達溝通次數

且具保留效果及類化效果。 

2.能促進被動反應次數且具保

留效果及類化效果。 

3.家長及教師對教學具正向、支

持態度。 

Johnstons

等人 

（2003） 

4-5 歲三位

幼兒 

視覺支持對自閉症幼

兒教學之相互作用/ 

 

1.增進與同儕互動能力。 

2.增進口語溝通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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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運用繪本故事介入 

    王麗雅（2010）探討學前特教教師應用繪本教學，提升特殊需求幼兒語言理解

能力及手足溝通互動的過程，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實施一個學期，並瞭

解教師於實務現場可能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研究結果有 1.學前特教師運用繪

本進行教學時，繪本的角色人物、問題與背景描述皆會影響特殊需求幼兒手足的

溝通與互動，2.繪本教學能彌補生活經驗，並對詞彙及概念產生彌補與類化，過程

中能提升幼兒對故事內容及問句的理解，對故事內容產生連貫性 3.在學習的共同

經驗中，能促進非語言溝通及對話的輪替技巧，改善與同儕的社會互動。 

    石英桂（2007），利用生活經驗故事來提升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力，研究對象

為一名五歲幼兒，以針對個案的日常生活照片為主題，製作生活經驗故事書，研

究發現，1.能有效增進語言表達能力，如，會用完整的句子表達，且能針對不同情

境、主題、對象，適當調整說話內容，2.能增進聽的理解能力，3.在口語敘述故事

上呈現成效，詞彙流暢度進步、語句較長、溝通功能性增加，4.文字符號學習有成

效。5.能有效提升社會情緒能力。 

    陳碧玉（2009），探究以運用可預測性圖畫書提升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力，研

究對象為二名發展遲緩幼兒，研究結果，1.可預測性圖畫書能有效改變閱讀態度、

建立閱讀樂趣。2.透過朗讀可預測性圖畫書，能建立發展遲緩幼兒自信心，學習態

度由被動轉為主動。3.利用可預測性圖畫書及朗讀提問活動，能增加語言表達能力

及減輕障礙情形。4.能有效提升發展遲緩兒說話意願，與同儕間的互動能力有明顯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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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溝通能力之相關研究三 

研究者 介入對象 研究主題／方法 研究結果 

王麗雅 

（2010） 

 

 

 

 

 

 

 

 

 

 

 

 

繪本教學對特殊需求

幼兒語言理解能力及

手足溝通互動之研究

/行動研究 

 

 

 

1.繪本的角色人物、問題與背景描

述皆會影響特殊需求幼兒手足的

溝通與互動。 

2.繪本教學能彌補生活經驗，並對

詞彙及概念產生彌補與類化。 

3.能促進非語言溝通及對話的輪

替技巧，改善與同儕的社會互動。 

石英桂 

（2007） 

 

 

 

 

 

一名五歲

幼兒 

 

 

 

 

 

 

以生活經驗故事提升

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

力之研究/行動研究 

 

 

 

 

1.能有效增進語言表達能力，且能

針對不同情境、主題、對象，適

當調整說話內容。 

2.能增進聽的理解能力。 

3.在口語敘述故事上、文字符號學

習有成效，詞彙流暢度進步、語

句較長。 

4.能有效提升社會情緒能力。 

陳碧玉 

（2009） 

二名幼兒 運用可預測性圖畫書

提升發展遲緩幼兒溝

通能力之探究/質量

並重研究方法 

1.有效改變閱讀習慣、建立閱讀樂

趣。 

2.能建立發展遲緩幼兒自信心，學

習態度由被動轉為主動。 

3.能增加語言表達能力及減輕障

礙情形。 

4.能有效說話意願，與同儕間的互

動能力有明顯進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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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資料分析得知，幼兒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溝通能力備受重視，且

溝通相關研究與教學方法不斷被提出，研究目的皆以提升溝通能力為主要方向，

研究的對象以學齡前幼兒居多，次為自閉症兒童，個案數為一名至多名幼兒不等。

由上述研究也發現，不同的教學法介入，確能改善幼兒的溝通能力。研究者基於

文獻資料及工作性質的因素，選取的受試者為幼兒園發展遲緩幼兒，且具語言發

展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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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遊戲活動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我們日常生活周遭常可以聽到許許多多的口號，例如，遊戲生活化、做中

學、遊戲中學習…，由此可以看出很多熱心於幼兒教育的人們，將遊戲當作解決

幼兒問題的處方籤或是達到某種教育目的的教學模式。然而也有人，如 Piaget，卻

只是把遊戲當做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過渡行為，早期的教育學家 Rousseau 強調遊戲

就是幼兒的工作，Frobel 則直接將遊戲視為幼兒的學習工具（吳幸玲，2011），

Montessori 更肯定遊戲在幼兒教育上的價值，賦於遊戲更廣泛深澳的意義，認為遊

戲不是單純的玩，而是幼兒的工作，一種自我表現的活動，並可助長整體的發展，

增加興趣與專心（許惠欣，1987）。 

 

壹、遊戲的教育意義 

    幼兒的天性本就喜歡玩，只要抓到機會就想玩，他們享受、挑戰遊戲的樂趣，

遊戲可以讓他們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去學好一項技能（金瑞芝等人，2001）。而教學

給人的是嚴肅的感覺，若能將教學活動轉換成遊戲，以遊戲切入可減少教學過程

中的嚴肅性。因遊戲活動在幼兒階段無論在生理、心理及社會發展皆有別於成人，

其教育可藉由遊戲活動不斷的嘗試建構與累積身體活動經驗，而足夠的身體活動

可增強肢體的敏捷性及協調性，藉著遊戲活動的牽引與鼓勵，可讓幼兒更有自信

心及挑戰性，更可提供人際互動機會，故合宜的遊戲課程設計對教育深具意義（洪

潔萍、李麗晶，2011）。 

    林怜利（2002）對幼兒遊戲教學應注意要項，提出幾點看法，1.遊戲教學要有

意義、有主題，以達到教育目的，2.教學須考慮幼兒的學習環境，如，器材、場地

大小、設備，上課要有彈性，但教學目標一致，3.因應特殊幼兒的能力及興趣，內

容適合對象、情緒、體力適度調整，4.教學活動應達到教育的目的，5.教師須明確

了解活動方法及遊戲進行時的規則與步驟等，6.遊戲的動作實施二~三次以上要修

改，以維持新鮮感、有趣好玩，但要具教育價值，7.注意安全，8.可由幼兒示範，

使幼兒有自我表現的機會，9.善用讚美。 



 
 
 
 
 
 
 
 
 
 
 
 

 

 

 49 

    一個好的教師能製造幼兒遊戲時的良好氣氛，能充實自己完整的教學技能、

專業能力，適時運用教學方法，讓教學更完備，讓遊戲深具教育意義。 

 

貳、遊戲介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遊戲教學法乃是結合遊戲的特色，將課程、教具、教材教法透過設計來進行

教學（林雨嫺，2012）。遊戲教學被廣泛應用於各發展學習領域，從 1970 至今，可

看出已有不少研究者探討調查遊戲與兒童發展之關係，內容多針對認知、語言、

社交技巧、情緒適應等。那如何將遊戲融入教學，實現成人所期望達成的教育目

標，似乎是現在教學大家常討論的話題，研究者探討分兩大項歸納相關研究如下： 

 

  一、遊戲介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江妮穎（2008）以 2名國小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A-B-A1

設計（跨詞組多重試探設計），進行 8 週，每週 4 節課的遊戲教學介入，用生活中

的功能性詞彙作為教學內容，進而提升其識字能力及與人溝通、與環境互動的能

力。結果發現遊戲教學法運用在國小智障學生功能性詞彙識字課程有立即及保留

成效，且為受試者及教師、家長接受。 

    孫淑華（2006），探討幼兒遊戲介入後幼兒操作性技能能否改善；及不同性別

操作性動作技能得差異情形。研究對象為幼稚園中班 25 名幼兒，介入 6 週 12 堂課。

研究結果顯示：1.參與後六項操作性技能較前測佳，2.男女幼兒在操作性動作技能

表現並無不同，3.透過遊戲教學對研究者而言，能幫助提升專業知能，對研究對象

而言，對遊戲更感興趣且對技能學習更有勇氣和自信。 

    洪璽茹（2012）探討遊戲教學對國小五年級學童創造力表現之影響，採準實驗

設中的不等組前後側設計，以兩班國小五年級為對象，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29 名學

生，實驗組接受 9 週每週 2 節課的課程，控制組未接受。結果顯示實施實驗教學

後，創造力雖有進步，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對遊戲教學有正面的看法。 

    陳友芳（2013）探討遊戲介入對自閉症幼兒社交技巧影響，研究對象為一名自

閉症幼兒，研究方法以單一受試跨行為多探試，自變項為遊戲介入，依變項為社

交技巧，研究主要發現遊戲介入對自閉症幼兒的動作指令、眼神注視、表情參照

等社交能力有立即及維持成效，家長與老師對遊戲教學都持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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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映羽（2004），探討鷹架式遊戲團體對低功能自閉症兒童溝通能力之影響，

研究對象為國小三名低功能自閉症兒童，研究方法是時間系列設計 A-B，自變項為

普通班同儕為鷹架之遊戲團體，依變項為低功能自閉症兒童之溝通能力。結果顯

示鷹架式遊戲團體對低功能自閉症兒童之平均句長、功能性語用出現次數，無成

效。對語用內容有少量調整作用。對整體語言表現具有提升效果。 

    鄭雅心（2009），研究遊戲教學法對國小學童藝術鑑賞能力、藝術知識、藝術

鑑賞學習態度的影響，採實驗組、對照組之實驗設計，實驗組接受遊戲教學，對

照組接受講述教學，共 14 節課，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研究發現，遊戲教學法

未能有效增進學童藝術鑑賞能力及藝術批評能力；但可增進男童之美感形式分析

能力及藝術知識學習成效；能有效增進學童藝術鑑賞學習態度。 

    戴宏志（2007）採單一受試實驗研究法之跨劇本多探試實驗設計，以一名 9

歲國小特教班自閉症兒童為受試者，探討社會戲劇遊戲訓練對於增進自閉症兒童

社交技巧。實驗結果肯定社會戲劇遊戲對促進自閉症兒童社交技巧的教學及維持

成效，同時家長及教師都肯定此方法。 

 

表 2-4 

遊戲介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介入對象 研究主題／方法 研究結果 

江妮穎

（2008） 

 

 

二名國小

學生 

 

 

遊戲教學法對國小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功能性詞

彙學習成效之研究/單一

受試實驗設計 A-B-A1 

1.在功能性詞彙識字課程有

立即及保留成效， 

2.且為受試者及教師、家長接

受。 

洪璽茹 

（2012） 

 

 

 

兩班五年

級 58 名學

生 

 

 

探討遊戲教學對國小五

年級學童創造力表現之

影響—以金融遊戲教學

方案為例/準實驗設中的

不等組前後側設計 

1.創造力雖有進步，但未達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 

2.對遊戲教學有正面的看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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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淑華 

（2006） 

 

 

 

幼稚園中

班 25 名幼

兒 

 

 

幼兒遊戲對操作性動作

技能影響之行動研究/行

動研究 

 

 

1.參與後六項操作性技能較

前測佳。 

2.男女幼兒在操作性動作技

能表現並無不同。 

3.對研究者及研究對象皆有

助益。 

陳友芳 

（2013） 

 

 

 

一名幼兒 

 

 

 

 

遊戲介入對自閉症幼兒

社交技巧影響之研究/單

一受試跨行為多探試 

 

 

1.遊戲介入對自閉症幼兒的

動作指令、眼神注視、表情參

照等社交能力有立即及維持

成效。 

2.家長與老師對遊戲教學都

持正向回饋。 

陳映羽 

（2004） 

 

 

國小三名

兒童 

 

 

鷹架式遊戲團體對低功

能自閉症兒童溝通能力

影響之研究/時間系列設

計 A-B 

1.平均句長、功能性語用出現

次數，無成效。 

2.對語用內容有少量調整作

用。 

3.對整體語言表現具有提升

效果。 

鄭雅心 

（2009） 

 

 

 

國小五年

級 

 

 

 

遊戲教學法運用於國小

藝術鑑賞課程之研究/實

驗組、對照組之實驗設

計 

 

1.未能有效增進學童藝術鑑

賞能力及藝術批評能力。 

2.可增進男童之美感形式分

析能力及藝術知識學習成效。 

3.能有效增進鑑賞學習態度。 

戴宏志 

（2007） 

 

1 名國小

特教生、2

位普通同

儕生 

社會戲劇遊戲訓練對於

增進自閉症兒童社交技

巧之研究/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法之跨劇本多探試

實驗設計 

1.肯定社會戲劇遊戲對促進

自閉症兒童社交技巧的教學

及維持成效。 

2.家長及教師都肯定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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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上所述，遊戲教學廣泛應用於各領域及各年齡階段，研究者各依其研究目

的採取量化或質性研究，在社交、溝通、創造力…等，都發現具有教學成效。本

研究因個案的身心特質及學習之需要，選擇溝通為教學的介入目標，藉著文獻的

分析，更清楚介入要有效果需注意之事項，明確的界定出被動性的溝通能力為介

入的起點目標行為，漸次提升受試者主動、類化溝通能力。 

 

  二、發展遲緩兒遊戲介入的相關研究 

    王慧勤（1997）指出，遊戲教學法的理論基礎是「感覺統合治療」。乃是依據

幼兒的神經發展需要，經過設計提供遊戲，藉由遊戲獲得足夠的感覺刺激使感覺

系統間相互整合達到正常化。遊戲是有目的的活動，是幼兒發展的學習過程，遊

戲活動在教學上的運用可作為特殊訓練的出發點。研究者蒐集探討國內發展遲緩

幼兒的相關研究發現，有許多以遊戲運動介入，促進各項領域的發展成效探討，

如，社會能力、精細動作能力、語言能力…等。將摘要數篇對發展遲緩幼兒遊戲

介入的相關研究，如下： 

    林錦鴻（2006），探討遊戲活動介入對增進發展遲緩幼兒粗大動作能力成效，

研究對象為四歲發展遲緩幼兒，共進行八週遊戲課程。研究結果顯示，1.遊戲活動

介入對粗大動作能提昇達成率，2. 遊戲活動介入亦能提升自信心與同儕、師生關

係。 

    張玉巍（2006），探討遊戲活動介入對發展遲緩幼兒精細動作之學習影響，研

究對象為一位五歲左手張力過強之發展遲緩幼兒，依據研究對象精細動作發展不

佳的項目設計活動介入。研究結論為，1.遊戲的設計與教師介入技巧須與幼兒需求

符合，2.發展遲緩兒於活動中，手部動作能力已提升。3.遇到困難時懂得求助與學

習自己解決問題，在活動中學會分享、妥協。4.研究過程中發現教師是精細動作遊

戲中的最大影響者。 

    曾麗芳（2011），探討以感覺動作遊戲增進偏遠地區發展遲緩幼兒之社會能力，

研究對象為一位發展遲緩幼兒，研究結果顯示 1.感覺動作遊戲能增進發展遲緩幼

兒合作性遊戲、及社會互動能力，2.運用研究對象之優勢能力所設計的活動，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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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信心、與其他幼兒產生良好的社會互動。 

    楊茜卉（2012），探討運動遊戲活動方案對提升特殊幼兒注意力之成效， 

研究對象為三名領有手冊的特殊幼兒，研究方法為單一受試研究法之 A-B-A 設計，

實驗課程計九週。研究結果顯示 1.接受運動遊戲活動後，注意力呈現進步。2.對於

提升的注意力具有維持效果。3.有助於特殊幼兒對活動投入。 

表 2-5 

發展遲緩幼兒遊戲介入相關研究 

研究者 介入對象 研究主題／方法 研究結果 

林錦鴻 

（2006） 

 

四歲發展

遲緩幼兒 

 

遊戲活動介入對增進

發展遲緩幼兒粗大動

作能力成效研究/個案

研究 

1.對粗大動作能提昇達成率。 

2.亦能提升自信心與同儕、師生

關係。 

張玉巍 

（2006） 

 

 

 

 

 

一位五歲

發展遲緩

幼兒 

 

 

 

 

遊戲活動介入對發展

遲緩幼兒精細動作之

學習影響/質性研究 

 

 

 

 

1.發現遊戲設計與教師介入技巧

須與幼兒能力符合。 

2.手部動作能力已提升。 

3.懂得求助語學習自己解決問

題，學會分享、妥協。 

4.發現教師是精細動作遊戲最大

影響者。 

曾麗芳 

（2011） 

 

 

 

一位發展

遲緩幼兒 

 

 

 

以感覺動作遊戲增進

偏遠地區發展遲緩幼

兒之社會能力/行動研

究 

 

1.能增進發展遲緩幼兒合作性遊

戲。 

2.能增進社會互動能力。 

3.以幼兒優勢能力設計活動，可

增加自信心、良好社會互動。 

楊茜卉 

（2012） 

 

學前部 2

男 1 女身

心障礙幼

兒 

運動遊戲活動方案對

提升特殊幼兒注意力

成效之研究/單一受試

研究法之 A-B-A 

1.注意力呈現進步。 

2.提升之注意力具有維持效果。 

3.有助於特殊幼兒對活動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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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上述資料得知，發展遲緩幼兒的遊戲教學相關研究，可歸納為幾點，1.研究

的方式，多以一對一或一對少數人，少以班級團體進行，2.研究的目的，含括幼兒

課程的五大領域，身體動作、認知、語文、社會能力、情緒等，3.研究結果發現，

透過遊戲教學，確實可以有效提升發展遲緩兒的能力。Paul, R （2001），研究也指

出語言能力與教學的直接措施有顯著相關性，因此本研究基於遊戲是幼兒生活的

一部分，期望用最自然的方式，採取一對一的遊戲教學，探討對發展遲緩幼兒的

溝通能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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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之影響，以台南市東山區某

私立幼兒園發展遲緩幼兒為研究對象，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並蒐集本研究相關

資料，進行分析。本章共分六節，依序是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

步驟、實驗設計、資料處理與分析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中的跨行為多探試研究設計，探討進行遊戲教學

活動後，發展遲緩幼兒溝通能力變化之情形與成效。自變項為「遊戲活動」，研究

對象為發展遲緩 3 歲 6 個月之幼兒，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說明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控制變項】 

1.遊戲教學活動教學者 

2.溝通行為觀察者 

3.研究場域： 

 遊戲教學實施方式與時間 

 溝通行為觀察記錄方式與時

間 

 
【研究對象】 

發展遲緩兒 

【依變項】 

1.溝通能力之立即成效。 

2.溝通能力之維持成效。 

3.家長、教師對遊戲教學之感知 

情形。 

【自變項】 

遊戲教學 

活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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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變項 

    由圖 3-1 得知，本研究的自變項為遊戲教學活動課程，由研究者針對受試者的

學習現況能力、優劣勢能力及學習偏好，參考李美英、吳貞祥、黃瑞琴（1989）

所自編的課程，內容主要為三大部分，包含主動性溝通能力、被動性溝通能力、

類化溝通能力等，為期 6 週共計十二次。 

 

貳、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受試者在遊戲教學後，所表現的溝通能力之立即成效、維

持成效與家長、教師之感知情形。在課程介入教學前（基線期）、中（介入期）、

後（維持期）期間，觀察受試者的溝通能力改變狀況，依據本研究設計之溝通行

為觀察記錄表（詳見附錄二），紀錄研究對象在參與遊戲活動時是否出現溝通行為

及次數。 

 

参、控制變項 

  一、遊戲活動教學者 

    本研究之遊戲活動教學課程，於實驗期間均由研究者擔任，在每次活動時均

以受試者最喜愛的火車吸引表達的需求慾望，同時在一對一的教學互動過程中提

供語言支持。 

  二、溝通行為觀察者 

    觀察者共二位，觀察者一為國小特教老師，具備國小資優及身障合格教師資

格，觀察者二為研究者本身。研究的信度考驗採「觀察者一致性」考驗，每次觀

察皆以錄影機記錄，事後再觀察錄影資料並以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記錄。在正式

進行實驗之前，研究者先與觀察者討論溝通表現的定義、評分標準與觀察記錄方

法，先以受試者的預試上課錄影資料進行觀察，直到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平均達

到 80％以上，再行正式實驗觀察記錄。 

  三、研究場域 

    （一）遊戲教學實施方式與時間 

本研究教學期間自十二月開始，為期六週，每週二次，每次約 20 分鐘，時間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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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五下午 2：30 到 2：50 分。教學場所每次都為固定的幼兒園教室，教室擺

設與原班教室同。本研究受試者年紀約 3 歲 6 個月，無法持久做同一活動太久，

故教學中動靜穿插，每周 2 次每次 20 分鐘，採取一對一個別教學。 

    （二）溝通行為觀察記錄方式與時間 

    本研究所觀察記錄之溝通能力表現為受試者於班級學習情境中之溝通能力表

現，故觀察地點於受試者班級教室，觀察時間為每週一、四、五下午，午睡起床

後的自由活動時間，每次觀察拍攝 15 分鐘，另一位觀察者於課後觀察錄影資料評

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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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受試者選擇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選取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選擇就讀於台南市某

私立幼兒園的 3 歲 6 個月發展遲緩幼兒為受試者，本研究之受試者取樣原則如下

所述： 

  一、為學前階段之幼兒。 

  二、經醫院聯合評估中心鑑定為發展遲緩幼兒，並領有遲緩證明。 

  三、發展遲緩領域，有一項是語言發展遲緩。 

  四、具有基本語言或肢體動作溝通能力，能執行簡單指令，引導下願意參與遊

戲，但溝通能力較弱者。 

  五、經家長同意，填寫同意書，願意參與本實驗研究。 

 

貳、受試者基本資料 

  一、基本狀況 

    研究對象小榳為 3 歲 6 個月領有醫療院所發發展遲緩證明書，與祖母及父母

親同住，在家排行老大，有一位尚未就學的妹妹，媽媽是私立幼兒園教師非常重

視孩子的教育，時常與兄妹倆溝通互動。但因家庭經濟需要，父母皆需出外工作，

小榳下課後由奶奶照顧。也因雙親上班的關係，小榳沒有接受醫療院所的早療課

程。 

  二、家庭狀況 

    家中成員祖母、爸爸、媽媽、小榳、妹妹。爸爸、媽媽皆在私人公司上班，

工作忙碌，小榳放學後由奶奶照料。家庭支持度高，早期療育觀念正確，目前正

積極安排相關課程，且母親對於家庭學習環境及孩子的學習玩具，都有經過刻意

選擇及安排，會抽時間與孩子一起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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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對象 

年齡 3 歲 6 個月 

性別 男 

障礙類別 發展遲緩，於語言及動作能力兩項落後同儕。 

就學 一般私立幼兒園 

手足人數 2 人 

健康狀況 
視覺、聽覺、肢體：正常 

特殊疾病：無 

 

 

参、個案相關評量資料 

    受試者在家排行老大，媽媽發現哥哥有明顯的肢體協調不佳、常跌倒、畏縮

膽小、語言內容貧乏、語句短…等狀況，故請醫院評估之。以下臚列受試者於醫院

做的綜合評估報告，進一步了解受試者的能力，以便遊戲活動課程的設計更符合

受試者的能力需求。 

 

 

 

 

 

 

 

 

 

 

 



 
 
 
 
 
 
 
 
 
 
 
 

 

 

 60 

 

表 3-2 

受試者綜合評估結果 

測量時間 評估結果 評估工具 

101.12 粗大動作：遲緩，目前能力約 22.4 個月 

百分位：4。發展商數：73 

 

精細動作：無異常 

目前能力約 27.4 個月 

百分位：18。發展商數：86 

 

口語表達：遲緩  

口語理解：遲緩 

 

認知能力：無異常 

社會互動行為：無異常 

社會情緒功能：無異常 

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 

 

 

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 

 

 

 

Informal 

Informal 

 

貝萊嬰兒發展量表 

 

 

    根據以上資料及平時教師的觀察發現，小榳在粗大動作及語言能力落差於同

年齡者，有表達意願卻受限於自身能力，無法理解他人言語的意思，因聽不懂不

知如何執行指令，而減少與同儕的互動。然其勇於探索、喜好遊戲是他的優勢能

力，故符合參與本研究之受試者。 

 

肆、個案的現況能力 

  一、知覺動作能力 

    （一）粗大動作：受試者抓握物品並操作較難達成，且不喜歡遵從指令。肌

力和肌耐力尚可，單雙腳跳高、往前跳可，能獨立上下樓，丟接球能力不佳、不

會騎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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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細動作：握筆無法持續太久時間，時常更換握筆姿勢，時而以拳握

筆，時而三指握筆，但多不正確。會使用剪刀，無法連續剪，較無耐心在固定範

圍內色，時常教師一不注意，就快速以上下、左右的方式塗黑整個區域。 

    （三）感官知覺：視覺、觸覺、味覺皆正常，但對沒吃過的食物會排斥。由

物體部份指認出物體，或由複雜圖案中找出指定物品的能力弱。 

 

  二、認知能力 

    （一）基本概念：受試者具有相當高的聲音記憶能力，可隨著其他幼兒誦讀

兒歌，在提示下可背誦兒歌。教師若以口語詢問，受試者往往重複仿說語句的最

後兩個字，自發性語言不多，範圍多侷限於到哪裡買什麼東西之類的話，語句不

長，如，去 7-11 買糖糖；去家樂福等。具基本形狀、顏色、數字、常見物品概念，

比較及空間等抽象概念尚未建立。 

    （二）專注、記憶力：對於喜歡的玩具或交通工具圖片，會主動搜尋、專心

注意，但對週遭的人、事、物注意時間短暫，且不經心。團體活動時，不會去注

意老師示範的動作，會站著不斷扭動身體。會選擇性的記憶他認為有趣的事，較

易分心，學習持續時間短，無法在長時間內學會較多東西。 

 

  三、溝通能力：聽能力正常，基本日常用語皆能溝通。 

    （一）理解：能聽懂日常指令，對於大人的簡單問句，無法完全理解內容，

常以仿說尾句回應或問為什麼。如，情境下指著物品問這是什麼?常跟著回應什麼?

或回答與情境完全不同的事情，如，吃饅頭。 

    （二）表達：發音清楚，講他自己知道的、想到的，表達常與情境不符，少

有人際互動的對話。遇到不想做的活動，會找理由來逃避。 

 

  四、遊戲能力 

    受試者能主動探索環境，對玩具的喜好，集中於交通工具類或敲打性教具，

喜歡動手試探，但玩法單一，如，汽車只會前後不停的移動。玩積木時，喜歡做

堆高再推倒的功能性遊戲，不會有目的的造型。平時的工作活動會主觀判斷，選

擇容易完成的，但對自己喜歡的教具，盡管有些難，也有一定的堅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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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會情緒能力 

    愛講話但無邏輯，較無自信，在大眾前常表現害羞、退縮。挫折容忍力低，

當玩具拼不好，就會放棄。被要求時不見得會配合，會排斥新學習活動，教師須

堅持他做一次，之後會較願意配合。有禮貌，能主動打招呼，但服從性不高。喜

歡無目的的跑跑跳跳在眾多幼兒之中，但與其他幼兒無互動。不喜歡被負面指責，

如，幼兒打小報告，會生氣哭泣，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 

 

    綜合整理上述資料，歸納受試者的優勢能力有幾點：1.學習動機高，對沒有接

觸過的教具富好奇心，遇到學習困境時，能主動以拉人的方式請求幫忙，願意模

仿，引導下能仿說簡單完整句，稍作互動溝通，2.情緒穩定，遇挫折情緒不佳時容

易被轉換，3.遊戲動機高，能主動探索環境，發現可玩、好玩的事物。弱勢能力如

下，1.對週遭環境敏覺度不佳，無安全意識。2.玩法單一，占有慾強，喜各玩各的，

少社會互動遊戲。3.語言理解較弱，常聽不懂他人的意思，語言表達上詞句短，集

中於名詞、動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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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透過遊戲教學，以觀察記錄分析受試者接受實驗前、中、後溝通能力

表現情形。研究以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附錄二）記錄研究對象於實驗前、中、

後之溝通能力行為表現，研究期間實驗過程均以攝影機進行全程記錄，以增進記

錄資料之詳實性，以下詳盡說明內容及用途： 

 

壹、台南市幼兒發展評估表 

    本研究基於大多數標準化測驗或觀察評量在測驗方式或對象上皆以一般兒童

為主，而本研究受試者為具粗大動作與語言溝通能力兩領域遲緩之考量，故依研

究者之實務經驗採用台南市幼兒發展評估表，在適用上較貼近研究者的需求且與

研究目標較能配合。此評量工具為台南市學前特教巡迴輔導團隊編製之發展評估

表，依年齡分為 2~3 歲、3~4 歲、4~5 歲、5~6 歲等評估表格，內容含感官知覺能

力、認知能力、溝通能力、精細動作能力、粗大動作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等領域。

本研究對象年齡為 3 歲 6 個月幼兒，故採取 3~4 歲這個版本，且取溝通能力及粗

大動作能力等兩領域進行事前檢核及實驗後評估。 

 

貳、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 

    研究者參酌「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檢核手冊」及「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

大綱」，找尋貼近研究需求與研究目標初步檢核項目，修改適合記錄表內容的目的

性與適宜性，編製而成（附錄二）。以此實際記錄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行為能力表

現，再行修正定稿，編製成「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本記錄表主要記錄行為發生

的次數，目的在瞭解研究對象於溝通能力三大向度：被動性溝通能力五題、主動

性溝通能力五題、類化溝通能力五題，共十五題，選項為四等第，於基線期、介

入期、維持期出現正確的溝通反應行為，則依實際情形，挑選最適合的選項打勾，

計算受試者在教室自由活動時間內，所發生行為的類型與次數，以此量化資料瞭

解受試者於教學實驗後是否對溝通能力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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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觀察項目 

   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分為三大項目：被動性溝通行為、主動性溝通行為、類化

性溝通行為，在每次的觀察情境中，會依預觀察的目標行為，在情境稍作規畫安

排，提供每個小題項二次，共十次表現機會。 

  二、記錄方式 

    （一）觀察記錄時間：每週一、四、五下午，午睡後自由活動時間，每次觀

察記錄時間 15 分鐘。 

    （二）採四等第分數記錄方式，在每次的觀察中，都會提供每小項 2 次共 10

次的溝通行為表現機會，當受試者出現要觀察的溝通行為時，則依其出現次數打

勾。每個題目都有四個選項，「總是」是能夠達到 3 次以上（含），「經常」是能夠

達到 2 次以上，「有時」則為能夠做到 1 次，「未曾」是未出現所要觀察之行為。

各項紀錄向度依序為 3、2、1、0，通過次數越多表示溝通能力行為表現越佳，將

記錄表中通過表現次數加總統計後，即為該次觀察所得之溝通能力行為表現通過

總次數。 

 

参、攝影機 

    實驗過程中，於本研究的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等階段，受試者溝通行為

能力都在原班的自由活動時間內進行觀察，為避免觀察上有所疏漏，及影響受試

者上課表現，由其導師使用錄影方式記錄幼兒活動情形，以此蒐集觀察資料，有

利研究者觀察研究對象之溝通行為表現，並可提高資料的可靠性與準確度。此外

受試者參與的每次遊戲教學過程，也都會全程錄影，但遊戲教學階段的溝通行為

表現並不列入資料分析。 

 

肆、教師及家長訪談大綱 

    為瞭解幼兒的導師及家長對幼兒接受遊戲教學的觀感，研究者編製一份訪談

大綱（附錄三），依據訪談大綱訪談幼兒導師及家長，藉以瞭解在受試者參與遊戲

教學後，對其溝通能力的影響，是否產生學習與維持成效。也使遊戲教學之檢討

與建議能得到更直接更細緻的回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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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跨行為多試探研究設計，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

緩兒的溝通能力是否有成效與維持效果。此種研究法的優勢在於，用間斷探測取

代基線資料的長期持續蒐集，避免研究對象在冗長的基線評量中表現不當行為，

減少研究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於蒐集評量資料，且此方法可追蹤探測介入方案

的維持和類化效果。同時單一受試實驗設計有助於瞭解受試者接受個別化教學的

成效，具高度內在效度特徵（鈕文英、吳裕益，2011）。 

 

壹、研究設計模式 

    本研究分為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三個階段，研究設計模式如， 

 

圖 3-2 

研究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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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具體實施過程 

    本實驗教學內容依基線期、介入期、處理期三階段進行觀察及處理，以下針

對各實驗階段說明。 

 

  一、基線期(A) 

  本階段為教學前的觀察階段，在沒有教學介入的情形下，對受試者進行二週、

每週三天，共六次的探試。探試時間均利用下午，午睡後的自由活動時間，觀察

受試者與其他幼兒的溝通互動，藉由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附錄二）及情境安排，

記錄受試者在互動過程中是否出現溝通反應行為。此階段只紀錄目標溝通行為發

生次數，瞭解受試者在各項溝通能力的起始行為，以建立基準線。 

    被動性溝通能力於實驗第一週進入第一階段基線期（A1）觀察，當資料呈現

穩定水準與趨勢後，被動性溝通即進入遊戲教學，其他兩項未處理的目標行為，

則維持在基線期（A2、A3），待被動性溝通的實驗介入結束進入維持期後，主動性

溝通進入遊戲教學，類化溝通則繼續維持在基線期（A3），又等到主動性溝通遊戲

教學結束後進入維持期，接著再對類化溝通進行遊戲介入。本研究基線期資料開

始採連續探試，之後採點狀探試蒐集，以避免長時間基線期資料蒐集影響受試者

（杜正治，2006）。 

 

  二、介入期(B) 

    本階段開始進行遊戲教學活動課程，時間為每週一、五下午午睡後第一節課，

本研究以溝通能力為主軸，設計被動性溝通行為、主動性溝通行為、類化溝通行

為三項溝通能力活動，每項溝通能力活動，設計四個遊戲，共十二個遊戲活動，

十二次教學，為期六週，每週二次，每次教學 20 分鐘。每次教學活動依情境安排，

提供溝通能力展現機會，觀察受試者是否覺察情境適時反應。遊戲教學階段的溝

通行為並不列入資料分析，但仍錄影做為教學及研究的輔助資料。介入期資料的

蒐集時間、地點、與基線期同。 

 

  （三）維持期（C） 

   本階段資料蒐集於介入期遊戲教學活動課程結束後，隔週進入維持期，進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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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記錄，不進行任何教導介入，目的在觀察溝通能力技巧褪除後各項溝通行為表

現，是否維持習得技巧情形。維持期資料蒐集方式與基線期、介入期相同，觀察

二週每週三天，於下午午睡後的自由活動觀察一次，共計六次，每次 15 分鐘。 

 

参、溝通能力遊戲活動內容 

   遊戲是與人類生活同在的一種活動（林風南，1990），是一種對幼兒最自然、無

壓力的學習方式。本研究對象為 3 歲 6 個月學齡前發展遲緩幼兒，因此本研究以

遊戲教學活動課程（附錄一）介入，是最易引導幼兒學習且不會抗拒的方式。發

展遲緩幼兒常缺乏正確的溝通能力，須大人透過有計畫的方式介入，結合遊戲活

動有利於提升幼兒的學習意願與動機，達到學習溝通的能力，此三項能力含有：

主動性溝通意願方式、被動性提醒的溝通及不同情境、對象的類化溝通行為。期

望當幼兒學會溝通的理解與表達後，對學習、生活都將更順利。 

 

  一、溝通能力教學流程 

    研究者與受試者的導師及母親於事前先討論，依受試者最有興趣方式及優勢

能力設計遊戲活動。於每次的遊戲活動課程，依照活動設計的內容，逐次實施。

教學流程如圖 3-4 所示，流程係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戴宏志，2007）及實際研

究需求擬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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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教學流程圖 

 

 

 

 

 

 

 

 

 

 

 

 

 

 

 

 

 

 

  二、遊戲教學活動內容與進行次序 

    本研究在瞭解受試者的現況能力後，遊戲教學時著重在自然而生活化的師生

對談互動中，尊重肯定幼兒的語言表現，隨時提供多元化的語言支持，協助幼兒

以自己的學習風格、步調，延伸擴充溝通行為能力。活動時視幼兒語言能力表現，

提供最多至最少的語言支持，使得習得並使用新學會的詞彙、語句（曹純瓊，2000）。

引起動機以故事引導，自然進入溝通遊戲活動中，每週進行二次，其中被動性溝

通能力分成四個活動；主動性溝通能力分為四個活動；類化性溝通活動分為四個

活動，共計十二個活動，教學十二次，六週完成，說明如下（詳細參閱附錄一）： 

 

緩和與結束、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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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遊戲活動教學單元名稱及順序 

項目 遊戲教學活動名稱 實施日期 

被動性溝通行為 1.搭火車 

2.電話遊戲 

3.創意冰箱 

4.注意聽三句話 

12/2 

12/6 

12/9 

12/13 

主動性溝通行為 1.你記得嗎 

2.誰是誰 

3.神秘袋 

4.我會分類 

12/16 

12/20 

12/23 

12/27 

類化溝通行為 1.我怎麼了 

2.帶動物回家 

3.趣味遊戲 

4.紙真好用 

12/30 

1/3 

1/6 

1/10 

 

 

本遊戲教學以小火車的歷險故事為主軸，安排簡單、輕鬆、活潑、豐富的活

動，使教學處於遊戲的氛圍中，激發好奇心，讓幼兒自動自發的依情境而有目的

性的溝通，以熟悉的事物減少對學習的恐懼，以喜歡的事物提高學習者的動機，

過程中須適當的等待幼兒，給予正向的社會性增強，增進其自信心，勇於表達，

如此幼兒的溝通能力透過遊戲不斷的修正、重整，而達到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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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發展遲緩幼兒為受試者進行遊戲教學活動，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緩

幼兒之溝通能力影響。以下依照研究準備階段、實驗處理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

階段逐步說明研究步驟，研究流程如， 

圖 3-4 

研究步驟圖 

 

 

確定研究主題 

選取研究受試者 

擬定研究方法 

蒐集相關文獻 

確立與發展研究工具 

設計遊戲教學活動 

觀察者練習 

 

 

蒐集基線期資料 

進行遊戲教學並持續評量 

維持效果評量 

教師及家長訪談 

 

 

目視分析 

訪談資料分析 

撰寫論文階段 

準備階段 

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 

實驗處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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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準備階段 

  一、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在教學工作上，發現遇到的發展遲緩幼兒大多或多或少併有語言、溝

通的問題，如，說話他人聽不懂、語句太短、語詞顛倒、發音不正確或不能理解

他人語意、表情的意思等。因溝通的困難影響其學習、生活不順遂，缺乏自信，

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幼兒最能接受的遊戲活動，讓幼兒在最無壓力的環境下學習

有效的溝通方式，能主動溝通或經提示的被動溝通，進一步能學會觀察類化溝通。 

 

  二、選取研究受試者 

    研究者為台南市學前巡迴輔導教師，在輔導的個案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幼兒

有溝通理解及表達問題，且這些幼兒皆領有聯合評估中心發展遲緩證明，並在溝

通能力上明顯落後同儕。研究者經由與幼兒園班導師溝通及獲得家長同意後，選

取適合本研究之參與幼兒。 

    受試者在二歲即進入幼兒園就讀幼幼班，在受試者小班上學期時，研究者接

案輔導，雖受試者已就學一年多，但人際互動、語言表達及理解力都不佳，膽小、

常跌倒，又因自尊心強，導致常封閉自己不說話，故亟需輔導，研究者希望能透

過實驗研究加強其溝通能力。 

 

  三、擬定研究方法 

    研究者基於實務上的工作啟發，確立研究主題後，思索適合此研究的方法，

發現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有如下的好處（引自鈕文英、吳裕益，2011）： 

1.以受試者做為自身的對照，能排除因實驗組與控制組取樣偏差之威脅。2.當某種

介入不適合用於一群研究參與者，僅適合於個別或少數參與者時，或參與研究者

間異質性高，單一個案研究是比較好的選擇。3.可以針對個別研究參與者做深入的

觀察，偵測介入過程中的變化，控制變異因素，分析介入結果。4.除可得知介入的

初始成效外，還能檢視介入的維持與類化成效。5.能在一般教育的情境中分析介入

方案的成效。6.對於沒有產生介入成效的參與者，研究者可深入分析、調整介入方

案，讓介入方案能更廣泛應用於其他群體。7.可以細微地進行元素分析，瞭解哪個

成分導致依變項產生效果。8.可做為分析各種程度或強度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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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研究者基於以上優點，並考量研究者的教學環境及發展遲緩兒的個別性，決

定以單一受試之跨行為多試探實驗研究設計為方法。 

 

  四、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研究者於實務工作中，考慮幼兒的優勢能力及興趣，針對發展遲緩幼兒常有的

溝通能力缺陷作協助加強，於是確立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遂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書本，詳細加以閱讀，統整、分析、綜合，以建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五、確立與發展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教學實務經驗及受試者現況能力，編製溝通行為觀察

記錄表、教師及家長訪談大綱，於實驗過程中記錄、檢視學習情形，以做為研究

結果的參考。 

 

  六、設計遊戲活動 

    本研究的遊戲活動課程，因研究者為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上課以每週二

次，一次 20 分鐘，一對一的抽離式教學，故遊戲內容採故事性結構，融入主動性

溝通、被動性溝通、類化溝通情境於遊戲活動中，提供研究對象溝通能力練習的

機會情境。 

 

  七、觀察者練習： 

    研究者與另一位觀察者，進行溝通能力表現行為操作型定義與評分標準的溝

通討論，並依受試者於活動中的錄影，進行觀察一致性練習，務必在兩人一致性

達到 80％以上，再進入研究。 

 

貳、實驗處理階段 

  一、蒐集基線期資料 

    本階段所蒐集的資料，為受試者尚未接受遊戲活動教學前的溝通能力情形。

資料蒐集的方式為每週一、四、五下午午睡後的自由活動時間，各一次，共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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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者觀察記錄受試者的溝通能力表現，並填寫紀錄於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 

 

  二、進行遊戲教學並持續評量 

    當基線期曲線呈現穩定狀況後，開始遊戲教學。本活動課程每週二次，進行

六週，共十二次遊戲活動課程，期間以錄影的方式記錄受試者在接受遊戲活動課

程時其溝通能力的表現情形。 

 

  三、維持效果評量 

    本階段在遊戲活動課程結束後，不再介入活動課程，僅持續觀察受試者的溝

通行為能力表現情形。觀察於介入結束後隔週，每週一、四、五下午午睡後的自

由活動時間，各一次，共六次，並記錄於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中。 

 

  四、教師及家長訪談 

    依據訪談大綱分別與受試者的導師及家長進行訪談，分析訪談所得資料，瞭

解受試者在接受遊戲教學後，在溝通能力表現及其他發展領域是否有所影響。 

 

参、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 

  一、目視分析 

    研究者在結束實驗後，將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所蒐集的溝通能力觀察記

錄數據，繪製成曲線圖，以瞭解遊戲教學介入後對受試者溝通能力之影響。 

  二、訪談資料分析 

    研究者分析訪談所得，進行質性資料分析，以瞭解家長及教師對發展遲緩兒

接受遊戲教學前後溝通能力的變化影響感知。 

 

肆、撰寫論文階段 

    研究者依據研究資料分析所得統整後，撰寫研究論文、彙整提出結論與建議，

以做為未來教學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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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兼具量與質的資料，為了更了解遊戲活動融入教學，受試

者其溝通能力是否進步及進步情形，研究者在每次的活動都以錄影記錄及溝通能

力觀察記錄表詳加分析撰寫，做記錄參考。茲說明實驗研究後得到的數據如何進

行分析： 

 

壹、目視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採目視分析處理，目視分析法可以用來決定資料點是否有趨

勢存在，根據觀察受試者得到的各種溝通行為能力資料，如，被動性溝通行為、

主動性溝通行為、類化溝通行為等記錄的正確通過次數，分別於座標軸上繪出資

料點，建立受試者行為表現曲線圖。依據各曲線圖呈現的基線期、介入期、維持

期的變化，進行分析，以瞭解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之影響。目視分析

主要分成階段內變化與階段間變化兩部分，說明如下（鈕文英、吳裕益，2011，頁

239）： 

 

一、階段內的資料分析： 

    （一）階段名稱：基線期（A）、介入期（B）、維持期（C）。 

    （二）階段長度：階段內的資料點數目，分三階段分別記錄。 

    （三）水準範圍：階段內最小和最大資料點的縱軸值。 

    （四）階段內水準變化：階段內最後與第一個資料點的縱軸值相減。 

    （五）平均水準：階段內所有資料點縱軸值的總合÷總資料點數。 

    （六）水準穩定度：(落在平均水準線穩定範圍內的資料點數÷總資料點數)×100

％＝水準穩定度。 

    （七）趨勢方向和趨勢內的資料路徑：趨勢方向是指資料路徑的斜度，有上

升（／）、下降（＼）、水平（—）三種資料路徑，其意義為進步（＋）、退步（－），

等速或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須視依變項為正向行為或負向行為。趨勢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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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路徑是指該階段內如果有兩個以上、不同資料路徑，則標示出來。 

    （八）趨勢穩定度：(落在趨勢線穩定範圍內的資料點數÷總資料點數)×100％

＝趨勢穩定度。 

 

二、階段間的資料分析： 

    （一）比較的階段：基線期（A）∕介入期（B）。 

    （二）階段間水準變化：本階段的第一資料點，與前一階段最後一個資料點

的縱軸相減。 

    （三）平均水準的變化：本階段與前一階段的平均水準相減。 

    （四）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比較兩階段間趨勢的變化效果，是正向、負向、

或無變化。 

    （五）趨勢穩定度的變化：比較兩階段間趨勢穩定度的變化情形，是穩定到

穩定、穩定到不穩定、不穩定到穩定或不穩定到不穩定。 

    （六）重疊率：(本階段落在前一階段範圍內的資料點數÷本階段德總資料點數)

×100％。在基線和介入階段若重疊比率低，表示介入策略對目標行為作用大；若介

入與維持階段比率低，表示維持效果差。 

 

貳、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 

    本研究以研究者為主要觀察者，但為避免個人主觀因素影響觀察信度，故邀

請另一位觀察者進行觀察，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考驗如下： 

  一、考驗前，研究者與觀察者就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之題項，溝通說明各項溝

通行為的定義及觀察記錄原則方式。 

  二、隨機抽取一份錄影影片，兩人同時觀看，且在互不干擾下記錄溝通行為發

生的次數，計算兩人的觀察一致性信度，其一致須達 80％以上，才停止練習，開

始正式實驗。 

  三、正式實驗時，分別抽取受試者在三項目標行為於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

之影片資料，共 9 次進行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考驗。 

 

其計算公式如下（鈕文英、吳裕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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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間信度＝ 
兩位觀察者記錄一致的次數 

×100％ 
總次數 

 

    本研究在每一次的觀察都以錄影機記錄，觀察者會在當日上課後觀察，並以

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紀錄，為了解本研究之觀察信度，須進行觀察者一致性考驗，

信度考驗資料如表 3-4 所示，兩位觀察者平均信度為.96，顯示雖觀察者不同，對於

受試者行為表現的觀察仍有高度的一致性。 

 

 

表 3-4 

觀察者間一致性 

實驗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被動性 

主動性 

類化性 

平均 

1.00 

1.00 

.90 

.95 

.95 

.90 

.96 

1.00 

1.00 

.90 

 

 

 

參、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效度，採用社會效度資料，運用教師與家長訪談大綱（附錄三），蒐

集、分析質性資料，瞭解在受試者接受遊戲教學後，導師及家長對發展遲緩幼兒

溝通能力改變影響，以及溝通能力改變之情形的觀察和感知，以文字描述詳細記

載，呈現重點內容。可得知遊戲教學目標行為的習得，對於受試者的意義，以及

受試者是否能進一步改善學習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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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之影響，根據教學實驗所得資料

做出結果與討論。第一節為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的影響資料分析，第

二節家長及教師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變化之感知資料分析，第三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的影響資料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受試者在實施遊戲介入，於主動性溝通、被動性溝通、類化性

溝通等三種溝通能力影響的情形。在研究中仔細記錄受試者在基線期、介入期、

維持期，三個不同階段的表現結果並進行分析探討，以圖示法、目視分析之階段

內變化、階段間變化分析之。 

 

壹、三項溝通能力學習成效曲線圖 

    本研究根據溝通能力觀察紀錄資料做分析統計後，以圖示法之曲線圖方式呈

現受試者之溝通能力表現變化，縱軸為遊戲教學的次數，橫軸示目標行為通過的

次數，由圖中可清楚的看出三項溝通能力目標行為在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各

階段的表現變化情形。 

    由圖 4-1 顯示，受試者於遊戲教學前的基線期，在被動性、主動性、類化性三

項溝通行為的表現都不佳，通過次數在 0-2 之間，其中被動性表現 6 次探試都維持

在通過次數 1-2 之間、主動性表現 8 次探試都維持在 0-1 次、類化性只在第 6 次有

1 次出現。而在介入期，受試者在三項溝通能力的表現有呈現逐漸上升的現象，顯

示遊戲教學對受試者具有立即成效。另在維持期的部分，受試者的通過次數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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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9-10 次，顯示受試者在被動性、主動性、類化性三項目標行為的教學介入均

具維持成效。 

圖 4-1 

溝通能力行為表現次數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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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視分析的結果與討論 

    以下分別就三項溝通能力行為的圖示資料所呈現之溝通能力表現變化、溝通

能力表現之階段內表現分析與相鄰階段間分析摘要進行結果與討論。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之表現分析 

    研究者依據溝通能力觀察記錄表繪製被動性行為表現曲線圖 4-2，由圖中可清

楚看出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的曲線變化。 

 

    （一）基線期 

    根據圖 4-2 與表 4-1 可看出，受試者在基線期被動性溝通能力，共進行 6 次試

探，通過記錄次數在 0-1 之間，平均值 1.5，由於受試者年紀小，較自我中心，喜

歡躲在小角落裡自己操弄玩具，無視於週遭環境，對同儕的叫喚常不於理會，老

師也須叫很多次他才會抬起頭看，缺乏溝通的動機，階段內的趨向走勢持平，趨

向穩定度 100％，顯示穩定狀態。 

 

    （二）介入期 

    參考圖 4-2 與表 4-1，受試者本階段的被動性溝通能力表現水準在 3-10 之間，

平均值 7，本階段第一個資料點數值 3 與最高一個資料點數值 10，所呈現的水準變

化為＋7，階段內的趨向呈現進步趨勢，正向的介入成效。受試者因個性較害羞，

無法在多人的地方表現落落大方，但學習能力佳，稍加引導與鼓勵，便能慢慢放

開心胸持續學習，而同儕的互動也是功不可沒，幼兒期的孩子因遊戲而遊戲、因

溝通而溝通，同儕熱情的邀約下，研究對象在環境不斷刺激與對溝通方法技巧較

有把握時，被動性溝通能力，迅速增加。 

    參考表 4-2，由相鄰階段間分析受試者在被動性溝通介入成效，基線期與介入

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由 2-3，顯示遊戲教學介入後，短時間較無效果，分析之，因受

試者在家慣用台語溝通，學校用國語他可以聽得懂但反應較慢，須時間等待他，

而在介入一段時間後，受試者瞭解環境中人與人的溝通模式，平均水準變化值為

＋7，表示介入的目標行為持續有上升趨勢，學習也較穩定，遊戲教學顯然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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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階段之重疊率 0％，受試者能力呈現上升趨勢。 

 

    （三）維持期 

    參考圖 4-2 與表 4-1，維持期進行 6 次探試觀察結果通過次數皆為 10 次，僅第

四次觀察時通過次數為 9 次，趨向穩定性與水準穩定性都是 100％，顯示受試者在

停止遊戲教學後，仍維持良好的被動性溝通行為能力表現。受試者在遊戲教學介

入後語言理解力與環境敏覺度提升，在維持期的試探中皆能維持表現。 

    表 4-2 顯示，遊戲教學介入後，介入期與維持期之平均水準變化為＋3，相鄰

水準變化為 0，重疊百分比 100％，故得知，受試者在介入期的被動性溝通進度達

穩定後，進行的維持試探亦維持正向穩定表現。分析之，受試者在此時，已經將

回應他人視為一種禮貌，養成習慣後，無論受試者在多遠的地方，只要發現有人

叫喚都能回應，對於指令、要求也能完成，且當生活上出現問題時，在要求下已

能試著以簡單的詞彙說出前因後果。 

 

    （四）總結 

    整體而言，受試者於實驗期間被動性溝通能力之表現，由圖 4-2 可看出其被動

性溝通能力逐漸表現進步狀態，由第一次的觀察通過次數 1，進步到最後一次觀察

的通過次數 10 次，實驗期間三階段的紀錄平均值也由基線期的 1.5，處理期 7.2，

而至維持期的 9.8，而在質性資料描述上，受試者在原不理人的狀態下，到後期已

能表現出有應必答，但答非所問的情形還是不時發生，顯然詞彙的認識及運用練

習還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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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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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被動性」行為表現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 

視覺分析項目 被動性 

階段 A1 B1 C1 

階段長度 6 6 6 

趨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度 
100％ 

穩定 

67％ 

不穩定 

100％ 

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平均值 1.5 7.2 9.8 

水準穩定度 
100％ 

穩定 

33％ 

變動 

100％ 

穩定 

水準範圍 1-2 3-10 9-10 

水準變化 
（1-2） 

（＋1） 

（3-10） 

（＋7） 

（9-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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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被動性」行為表現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 

資料分析 被動性 

階段比較 B1∕A1 C1∕B1 

趨向走勢的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正向） 

趨勢穩定性變化 穩定至不穩定 不穩定至穩定 

平均水準變化 
2-7 

（＋7） 

7-10 

（＋3） 

相鄰水準變化 
2-3 

（＋1） 

10-10 

（＋0） 

重疊百分比 0％ 100％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之表現分析 

    研究者根據溝通能力觀察記錄表繪製主動性溝通能力行為表現曲線圖 4-3，從

圖中可看出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的變化情形。 

 

    （一）基線期 

    受試者本階段主動性溝通能力表現藉由圖 4-3 與表 4-3 之資料可看出，本階段

共進行 8 次探試，每次表現都維持在通過次數 0-1 之間，平均值為 0.8，階段內的

趨勢走勢為持平趨勢，趨向穩定度 100％，水準變化為＋1。觀察受試者，每當有

需求時，不會主動表達，常以啜泣或生氣來引起注意，雖在觀察的教室情境中會

刻意安排機會使受試者表達，但受試者往往忽略或裝作沒看見，因此試探結果多

為 0-1，呈現穩定性。 

 

    （二）介入期 

    參考圖 4-3 與表 4-3 之介入期階段資料，本階段的主動性溝通能力表現水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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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之間，平均值為 7.8，本階段由第一個資料點數值 3 到最後一個資料點數值 10，

所呈現的水準變化為＋7，趨勢走向為上升趨勢。若與基線期相較，介入期之主動

性溝通能力表現數值有明顯提升的表現。 

    由表 4-4 得知，相鄰階段間的變化分析受試者在主動性溝通能力的介入成效，

顯示基線期與介入期之平均水準變化由 1 上升到 8，說明遊戲教學後受試者的觀察

目標行為高於基線期的表現。當研究者提供目標行為機會時，受試者大多能知覺

且正確反應，主動性溝通能力平均水準變化＋8，得知，本研究介入有立即成效，

此二階段重疊率為 0％，受試者表現呈現上升趨勢。觀察其互動情況也發現，在成

人褪除提示溝通採忽略策略，藉以激發其主動溝通行為出現，受試者由原本的忍

耐不願開口，到後來對溝通有信心，害怕被取笑的心理壓力解除後，主動性溝通

能力行為逐漸增加。 

 

    （三）維持期 

    由圖 4-3 與表 4-3 可以看出，維持期的試探，試探結果為通過次數 9-10 之間，

發現在介入的過程中，不斷的正向支持及情境引導，糾正會鬧的孩子有糖吃的錯

誤概念，引導其主動性正確表達，受試者已習得此項能力，此階段水準範圍在 9-10

間，趨向穩定度為 100％，顯示在停止介入後，仍維持良好主動性溝通行為能力表

現。 

    由表 4-4 得知，介入期與維持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2，相鄰水準變化為 0，

重疊率 100％，由此可知受試者在介入期的進步達穩定後，再進行維持期的探試，

其結果亦呈現正向且穩定的效果。 

 

    （四）總結 

    受試者於實驗期間主動性溝通能力的表現如圖 4-3，可發現主動性溝通能力的

趨勢走向呈現上升的趨勢。表 4-3 亦顯示三階段內的趨向變化為穩定狀態，在分數

表現變化上，從基線期的最少記錄值 0，到維持期的最高記錄值 10，並且溝通能力

觀察記錄表上，由基線期的平均值 0.8 到介入期的 7.8，致維持期的 9.7，整體而言，

受試者在實驗期間之主動性注意力表現是進步的。也因主動溝通能力的進步，其

他發展能力也跟著提升，情緒的問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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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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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動性」行為表現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 

視覺分析項目 主動性 

階段 A2 B2 C2 

階段長度 8 6 6 

趨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度 
100％ 

穩定 

67％ 

不穩定 

100％ 

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平均值 0.8 7.8 9.7 

水準穩定度 
100％ 

穩定 

50％ 

變動 

100％ 

穩定 

水準範圍 0-1 3-10 9-10 

水準變化 
0-1 

（＋1） 

3-10 

（＋7） 

9-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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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主動性」行為表現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 

資料分析 主動性 

階段比較 B2∕A2 C2∕B2 

趨向走勢的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正向） 

趨勢穩定性變化 穩定至不穩定 不穩定至穩定 

平均水平變化 
1-8 

（＋8） 

8-10 

（＋2） 

相鄰水準變化 
0-3 

（＋3） 

10-10 

（0） 

重疊百分比 0％ 100％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之表現分析 

    研究者根據溝通能力觀察記錄表記錄，繪製類化性溝通能力表現曲線圖 4-4，

從圖中可看出基線期、介入期與維持期的曲線變化情形。 

 

    （一）基線期 

    參考圖 4-4 與表 4-5，類化性溝通能力的基線期階段共進行 10 次探試，其中有

9 次通過次數為 0，第 6 次觀察時為 1，受試者類化性溝通能力在基線期通過表現

次數都很低，表現數值在 0-1 之間，階段平均值為 0.1，水準變化為＋1。研究者觀

察受試者發現，受試者的行為特質較為自我中心，須對受試者投入較多的關懷，

大量的提示受試者注意目前的學習情境或對象及示範應有的行為反應。 

 

    （二）介入期 

    參考圖 4-4 與表 4-5，受試者的類化性溝通行為表現，第一次觀察為通過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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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即呈現逐次上升的狀態，實驗過程中發現受試者因比較願意表達，自信心增

加、情緒也較穩定、學習效果好。趨向預估呈現上升，水準範圍為 4-10，介入期

水準變化為＋6，由於介入期進度幅度大，顯示遊戲教學後，受試者在類化性溝通

能力行為表現有明顯的進步。 

    參考表 4-6 得知，由相鄰階段間分析探討受試者在類化性溝通能力之介入成

效，基線期與介入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由 0.1 上升到 7.8，平均水準變化值為＋7.7，

顯示實驗介入後，受試者的類化性溝通行為出現次數介入期高於基線期，此二階

段的重疊率為 0％，表現為上升趨勢。觀察受試者在習得主動性溝通能力的技巧

後，對類化性溝通能力更願意學習，更能聆聽與區辨情境與對象的不同而做出不

同的應對。 

 

    （三）維持期 

    由圖 4-4 與表 4-5 可以看出，維持期進行 6 次探試的結果，水準為 100％，水

準範圍為 9-10，趨向穩定性為 100％，顯示受試者在停止介入後，類化性溝通能力

行為表現仍維持良好效果。 

    參考表 4-6 得知，介入期與維持期的平均水準從 7.8-9.8，平均水準變化值為＋

2，相鄰水準變化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由此可知，受試者在介入期的進步達

穩定後，再進行維持期的探試，結果亦呈現正向且穩定的效果。觀察受試者在遊

戲中，也能藉著角色扮演，依角色身分或所在地遠近，改變不同的說話聲音或大

小。 

 

    （四）總結 

    由圖 4-4 可看出受試者於實驗期間整體類化性溝通能力之變化表現，其趨勢走

向，在基線期呈現穩定狀態，在介入期呈現變動不穩定狀態，且介入期有較大幅

度的進度，維持期則呈現持平穩定。在分數的表現上，受試者由基線期最出記錄

值 1，到最後記錄值 10，且從基線期的平均值 0.1 到介入期的平均值 7.8 至維持期

的 9.8。整體而言，受試者在實驗期間類化性溝通能力屬於進步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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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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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類化性」行為表現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 

視覺分析項目 類化性 

階段 A3 B3 C3 

階段長度 10 6 6 

趨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度 100％ 

穩定 

67％ 

不穩定 

100％ 

穩定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平均值 0.1 7.8 9.8 

水準穩定度 
100％ 

穩定 

33％ 

變動 

100％ 

穩定 

水準範圍 0-1 4-10 9-10 

水準變化 
0-1 

（＋1） 

4-10 

（＋6） 

9-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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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類化性」行為表現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 

資料分析 類化性 

階段比較 B3∕A3 C3∕B3 

趨向走勢的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正向） 

趨勢穩定性變化 穩定至不穩定 不穩定至穩定 

平均水平變化 
0.1-7.8 

（＋7.7） 

7.8-9.8 

（＋2） 

相鄰水準變化 
0-4 

（＋4） 

10-10 

（0） 

重疊百分比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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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長及教師對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變化之感知情形 

 

    對於發展遲緩兒而言，最了解及接觸最密切的莫過於家長及導師，因此本教

學實驗於結束後，研究者訪談家長及導師，並分析訪談資料，摘要其內容，期望

透過家長與導師的觀察，瞭解受試者在參與遊戲活動後，對於日常生活及學習上

的溝通能力是否有所影響及變化情形。訪談題目如附錄三，訪談結果整裡摘要如

下： 

 

壹、遊戲教學後，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溝通能力表現之影響 

    受試者的家長表示，在這段遊戲教學的時間，受試者在與人的互動上確實有

所幫助，如，願意先主動與人開起話題，而不是像之前站在遠遠的地方等人招呼

他；會主動觀察環境、他人的臉上表情，而調整說話的語氣，最重要的是受試者

在使用語言的句法結構、語句長度因不斷的練習機會而進度良多，以下依序彙整

分析家長對本遊戲教學活動的感知。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 

    家長表示，看到受試者獨自一人玩，而完全無視於週遭環境時，心裡確實恐

慌，被動性溝通是最早期待受試者會的能力，只希望在叫他時能回應，然而現在

只需要一個手勢或表情，受試者則能將事情做好或將感受講出來，如，洗澡時只

要做脫衣服的動作，受試者就可以將衣服脫好自己走到浴池。又如，當受試者與

妹妹搶玩具時，只要看一眼，受試者會以簡單句說出原因。 

    媽媽覺得小榳已將回應他人，當成是一種禮貌、乖小孩的行為，對奶奶、爸

爸的暗示也都能給予回饋，對周遭的事物開始有覺察力，有時些許的叫喚聲，他

便會放下工作，詢問有什麼事。 

      小榳常獨自一人在遊戲間玩耍，對於奶奶要求其介紹他的玩具 

      時，會以簡單的名詞回答，與之前只顧自己玩而不理會他人相較 

      ，這樣的進步令人放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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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 

    家長最期望的是受試者能對週遭人、事、物皆具一定程度的敏覺性，能主動

與人溝通，在家中受試者最主動的溝通行為是告狀，而溝通的方式也變多了，如，

叫一聲媽媽，讓媽媽看他的表情或動作。雖然偶而還是有情緒問題拒絕講話，但

受試者個性溫和、情緒易轉換。而在熟悉的環境主動溝通很自然，陌生的環境，

如朋友家，還是會有些畏縮，須要提醒，整體而言這樣的進步讓家人開心。 

      害怕在眾多人面前說話表現，是我一直擔心的事，也常與其 

      導師溝通多給予發表的機會，但叫他他會站起來卻不說話， 

      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感覺到他已喜歡上發表，雖離落落大方 

      還有一段距離，但已能勇敢表現。（訪）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 

    家長表示分辨環境及對象而有不同的說話語氣及聲調，對受試者是須要指導

的，受試者因個性較急躁、倔強、自我中心，常不能理解為什麼對大人講話要有

禮貌?在圖書館不能大聲講話?會一直問為什麼?直到眾人的眼神望向受試者，才停

止行為。而經過遊戲教學後，受試者已學會自我教導，稍停一下不說話，受試者

做的最好的是在不同地方與人打招呼，如，上學遇到同學會大聲喊早；會輕聲說

晚安。 

      以前他講話是隨心情而定，不高興時才會加大聲音，現在帶他出門 

      到一個安靜的地方，他會主動問這是哪裡?講話要小聲嗎。（訪） 

      小榳在大賣場遇到同學時，以前都會躲到我的身後，現在會大聲叫 

      同學的名字，叫他小聲點，他表示同學太遠了，不大聲他聽不到。（訪） 

  四、其他 

    家長表示遊戲教學介入後，受試者與週遭的人、事、物互動動機變強較有主

動性，配合度及專注力都有提升，如，到公園的遊戲場，會主動與其他幼兒一起

玩些跑跑追追、溜滑梯、堆沙的遊戲。對其他幼兒指給他看的花、草、小鳥也能

感興趣。 

    家長認為遊戲教學對其他相關能力也有顯著幫助，如，更樂意與人溝通，在

遊戲中自然學會 1-10 的數數與物品的名稱、顏色，情緒的影響也是正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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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穩定，自我控制力提升，較不會隨便胡鬧哭泣，不適當行為減少。 

      小榳以前語言表達不好，我們常聽不懂他的需求，他會因此 

      大聲哭鬧，現在這樣的情形減少了，變得比較有耐心，跟他 

      說我聽不懂時，他會願意再說一次。（訪） 

      小榳會的語詞量不多，對語言的理解力不好，這陣子下來發現 

      他對詞彙充滿興趣，常會指著物品或書說這是什麼。（訪） 

 

貳、參與遊戲教學後，於幼兒園內，溝通能力表現之影響 

    依據班導師的觀察，受試者溝通能力落後於同儕，是因其害怕說話被其他幼

兒笑，而減少其溝通行為的嘗試、學習，故透過遊戲教學可以使受試者卸下防衛

心理，自然而然的表達，其能力就能進步。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 

    導師表示，在班級中給了日常學習的單一指令，其他幼兒已完成回來坐好，

卻常不見他有所行動，往往須額外催促他行動，他才會慢慢的做。被動性溝通是

他的主要溝通模式，經遊戲教學介入後，提示量已漸漸減少，如從原本的拉他做，

到喊他做，到一個動作、一個聲音、一個眼神他就能完成。 

      以前不管我怎麼叫他，他都可以不動如山，現在他或許沒聽 

      清楚我講什麼，但已能跟著同學活動。（訪）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 

    介入前，受試者在上課中，若老師問問題，幼兒們多會舉手要發言，他則默

默的看，老師有叫到他的名字他才會回答，且回答時聲音非常小。遊戲教學介入

後，他會主動舉手要發言，發言時聲音還是小聲，但主動性進步了。與同儕的互

動也增加了，如，工作課時會主動借剪刀、膠水之類的用具；扮演遊戲時也能與

其他幼兒有所對話，只是還是常常各講個的，語言沒有交集但快樂玩耍。與老師

的互動是會主動說他要喝水、上廁所。整體而言，主動性溝通能力進步很多。 

      常常跟著同學動作，他發現主動溝通會得到老師的讚賞，慢慢 

      的他開始有自己的主見，會主動說出自己的感受，也能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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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訪） 

      自由活動時間他會選取教具到角落玩，同學找他一起玩他會接 

      受，有時還會跑去找同學說他也要一起玩。（訪）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 

    導師表示，幼兒們一般大多不會分對象、場合而去調整聲音的大小，一般，

如，到圖書室時，幼兒因對環境的新鮮感，會很開心的吵鬧，此時就須在環境轉

換前事先說明。而對象即是用禮貌來強調，持久的力行就能形成習慣，幼兒自然

會去分辨而表現出適當的行為。而受試者因對環境較無感，遊戲教學介入，在教

學過程中安排情境，給受試者反應的機會及技巧的學習，對受試者類化性的溝通

能力幫助很大。 

      依場所、對象調整說話方式或聲音大小對幼兒來說很難，小榳 

      因觀察能力提升，會跟著其他幼兒做。有一次帶他們到語文教 

      室時，正好前面一個班級還在上課，小榳嚴肅的說要安靜。（訪） 

 

  四、其他 

    導師表示遊戲教學介入後，受試者與週遭的人、事、物互動較具主動性，勇

於嘗試，且當被批評或告狀時，也由原本的哭泣吵鬧、拒絕承認，到默默接受，

減少犯錯。 

    而在認知能力方面，透過遊戲教學能減少學習的壓力，很自然學會身邊的事

物，如，在娃娃角會將食物分成蔬菜類與水果類。情緒則因能正確的表達，他人

能明白其傳遞的訊息，更加穩定，自我控制能力進步很多。 

      經過遊戲教學後，小榳對上課常有期待，在認知能力的學習上 

      進步很多，情緒也更穩定了。（訪） 

    綜合上述分析，受試者接受遊戲教學後，三項溝通能力在介入期的效果明顯，

維持期也達顯著。Choate, J. S.（2004），研究收集調查數據，也確定幼兒的經驗，

態度，和成人的積極作為皆會影響幼兒在普通班的表現。此外在社會效度上，藉由

家長與導師的回饋資料蒐集分析，呈現受試者在家庭及幼兒園的環境中，溝通能

力皆有進步，顯然遊戲教學對受試者是一個有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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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節依研究資料彙整分析結果，顯示遊戲教學對於發展遲緩兒溝通能力的影

響有教學及維持效果，家長及導師也都給於正向的肯定。故針對受試者参與遊戲

教學的教學成效與維持成效，以及家長、導師對受試者參與遊戲教學的感知情形，

提出以下綜合討論。 

 

壹、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的溝通能力具提升成效 

    依據本實驗研究的結果顯示，經遊戲教學後，發展遲緩兒在溝通能力的表現

有上升趨勢，在被動性溝通、主動性溝通及類化性溝通之表現通過次數，皆有提

升，顯示具有教學成效。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 

    依據研究結果被動性溝通能力在平均水平變化為＋7，受試者在接受遊戲教學

前其溝通能力，在基線期的目標表現行為平均次數約在 1.5，有效的被動性溝通行

為不常出現，藉由遊戲教學後溝通能力平均次數在 7.2 次，顯示介入有效果。推究

其原因發現，受試者在溝通方面的問題，在二方面呈現，一為受試者國、台語交

互使用，常發生干擾，口語理解困難，二為，在家經常獨自操作結構式教、玩具，

少與人說話，對國語的認知較不足，許多語詞有聽沒懂，上學後延續在家的生活

模式，不與人主動溝通，被動性溝通維持在有問不一定答，或不針對問題卻回答

他所想講的。而透過遊戲教學啟發受試者的溝通能力、興趣，呈現教學成效。此

項研究結果與孔逸帆（2011）、謝淑珍（2002）、石英桂（2007）、陳碧玉（2009）

之研究結果相同，能有效提升被動性溝通的次數。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 

    根據研究結果主動性溝通能力在平均水平變化＋8，受試者在接受遊戲教學前

其溝通能力，在基線期的目標表現行為平均通過次數約在 0.8 次，有效的溝通行為

不常出現，藉由遊戲教學後溝通能力平均通過次數為 7.8，顯示介入有效果。就其



 
 
 
 
 
 
 
 
 
 
 
 

 

 

 94 

原因發現，發展遲緩兒往往礙於自身的身心特質，而缺乏與人互動溝通的經驗與

能力，無法理解他人的表達或表達不為他人理解。在溝通上的經常受挫，無形中

會影響幼兒主動溝通的動機。介入後受試者在同儕及教師們的引導下，彼此之間

已慢慢建立互信關係，且經過多次的練習其成功機會大增，受試者開始主動大量

的溝通，在成就感中愉快學習，顯示遊戲教學確實成功的引導受試者主動性溝通

能力。本研究結果與陳映羽（2004）、陳修敏（2011）、黃志雄（2002）、曾碧玉（2010）、

陳玉麗（2009）、謝淑珍（2002）、Johnstons 等人（2003）、王麗雅（2010）、石英桂

（2007）、陳碧玉（2009）之研究結果相同，能增加主動表達的能力。而陳映羽（2004）

研究結果也發現遊戲教學對受試者的平均句長及功能性與用出現次數無成效或改

善效果，原因可能是障礙類別不同且介入方式不一致導致，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 

    本研究結果類化性溝通能力在平均水平變化＋7.7，受試者在接受遊戲教學前

其溝通能力，在基線期的目標表現行為平均次數約在 0.1 次，有效的溝通行為不常

出現，藉由遊戲教學後溝通能力平均通過次數在 7.8，顯示介入有效果。探究其原

因發現，受試者父母平常忙於工作，父親的工作性質非在周末日一定休假，奶奶

也有其行動上的限制，住家又處偏鄉地區、人口外移，附近無相仿年紀孩子，缺

乏與不同人、事、物互動的機會，生活經驗刺激不足，影響類化能力，受試者接

受遊戲教學後，藉著遊戲教學活動引導面對不同對象、環境應注意的技巧，有效

提升類化性溝通能力。本研究結果與黃志雄（2002）、陳玉麗（2009）、王麗雅（2010）、

石英桂（2007）等人之研究結果相同，能有效增進受試者針對不同情境、主題、對

象，適當調整說話內容。 

    在提升溝通能力方面，成功的遊戲教學，教師須瞭解幼兒不想溝通或是溝通

失敗的原因，適時的引導提供溝通機會及適當的溝通技巧，提升溝通能力。換言

之，溝通能力缺乏在各類特殊兒童中是常見的問題，溝通能力的提升有助學習及

穩定情緒，而遊戲的介入方式有多種，使用的介入方法依學生的特質、教學者的

專長、教學的環境…等，而有所不同，教學者應尊重學生想溝通的願望，運用專

業知能，來幫助學生達成，只要教學者用心、正確的應用大多具有提升能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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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的溝通能力具維持成效 

    本實驗研究結果顯示發展遲緩幼兒在接受遊戲學後，溝通能力行為表現具有

維持成效。 

  一、被動性溝通能力 

    本研究結果受試者在被動性溝通能力，維持期的溝通能力觀察記錄通過次數

平均值為 9.8，高於介入期的 7.1，且趨向呈現穩定性，顯示具維持效果。究其原因

發現，受試者已將學習到的被動性溝通技巧，內化為自身的能力，不須教師在情

境上的特殊規畫設計，當遇到機會時，能力自然呈現。本研究結果與與孔逸帆

（2011）、謝淑珍（2002）、石英桂（2007）、陳碧玉（2009）之研究結果相同，能

有效維持被動性溝通的次數。 

 

  二、主動性溝通能力 

    本研究結果受試者在主動性溝通能力上，維持期的觀察記錄通過次數平均值

為 9.6，高於介入期的 7.8，且趨向呈現穩定性，顯示具維持效果。究其原因，發現

受試者對未曾接觸過的事物有著高度的好奇心，火車每天的不同活動引起受試者

的學習興趣，受試者會不斷的嘗試用不同的語句，與老師溝通他的想法，或以火

車的角度說出火車想要做的事，如此讓主動性溝通能力呈現快速進步與維持效

果。本研究結果與與陳映羽（2004）、陳修敏（2011）、黃志雄（2002）、曾碧玉（2010）、

陳玉麗（2009）、謝淑珍（2002）、Johnstons 等人（2003）、王麗雅（2010）、石英桂

（2007）、陳碧玉（2009）之研究結果相同，適當的介入方法能維持主動溝通表達

能力。 

 

  三、類化性溝通能力 

    本研究結果受試者在類化性溝通能力維持期觀察記錄通過次數平均值為 9.8，

高於介入期的 7.8，且趨向呈現穩定性，顯示具維持效果。探究原因發現，遊戲教

學活動的多元性，吸引受試者參與目前的活動並期待下一節課到來，在每次的教

學遊戲活動中學習到的技巧，會在不經意中自然使用，強化維持類化性溝通能力，

本研究結果與與黃志雄（2002）、陳玉麗（2009）、王麗雅（2010）、石英桂（2007）

等人之研究結果相同，能有效維持受試者針對不同情境、主題、對象，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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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內容及說話音量，具判別能力。 

    綜上所述，教學介入後，目標行為若有進步也多呈現維持效果。幼兒在學習

的過程中錯誤是很自然會發生的現象，等幼兒的學習方式、技巧進步成熟後，他

們的聽力、記憶力、學習經驗都會有所提升，自然能修正以前的許多錯誤，使學

習維持成效（林佩蓉、陳淑琦，2003）。 

 

参、家長及教師肯定發展遲緩兒接受遊戲教學對溝通能力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依據家長與導師的回饋資料分析發現，家長及教師接對遊戲教學持正

向支持，遊戲教學除能有效增進溝通能力外，對其他發展中的能力也具成效，如，

認知能力、社會情緒能力、注意力…等。究其原因，因受試者只在語言及粗大動

作落後於同儕，在語言發展階段間，缺乏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及豐富的語言刺激，

而語言大多透過後天模仿學習，遊戲教學正提供了互動、示範、認知的內容，促

使受試者全面提升其能力，本研究結果與陳友芳（2013）、石英桂（2007）、戴宏志

（2007）、林錦鴻（2006）、張玉巍（2006）、曾麗芳（2011）、陳修敏（2011）、黃志

雄（2002）、謝淑珍（2002）、王麗雅（2010）、江妮穎（2008）、楊茜卉（2012）等

人一致。家長及導師都支持策略教學介入，且肯定對目標行為的幫助，更有助於

其他能力的提升。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具有良好的社會效度，參與本研究的班級導師與家長

都肯定遊戲教學的成效，對受試者的溝通能力具正向影響且有提升效果，受試者

學習態度與對環境的敏覺度也增加良多，更有助提升其他發展領域。 

    整體而言，研究者發現在實驗研究過程中，大多能有效增進目標行為，若無

法增進也能發現影響學習的原因。本研究發現幼兒溝通能力的發展深受生活經驗

及環境的影響，成人若能有效營造學習的環境，增加探索機會，幼兒也能逐漸學

會熟悉各種不同的溝通「腳本」，有樣學樣，靈活應用。故應引導幼兒生活應對細

節，讓幼兒不只會關注認知學習，更能將注意力轉移至與人溝通上，增強幼兒強

烈的學習動機才是溝通能力加速發展的推力（林佩蓉、陳淑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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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發展遲緩兒的溝通能力之影響，受試者為一名就

讀於台南市私立幼兒園的發展遲緩幼兒，領有發展遲緩證明，在粗大動作能力及

語言理解表達兩領域上落後於同年齡者。研究方法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行為

多探試研究。資料蒐集含目標行為觀察記錄表、家長與教師訪談資料、錄影觀察。

資料分析以目視分析方式及訪談資料彙整進行。以下依據實驗所得資料分析之，

綜合歸納實驗結果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將溝通能力分為三項目標行為，依序為被動性溝通能力、主動性溝通

能力、類化性溝通能力，每項目標行為先後進行基線期、介入期、維持期的實驗

階段，依據實驗期間的觀察記錄表，觀察記錄目標行為表現通過次數，繪製成表

現曲線圖，以下整理實驗結果與討論如下。 

 

壹、遊戲教學對受試者被動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依據研究資料顯示，受試者在遊戲教學後，被動性溝通能力呈現進步表現，

出現目標行為溝通次數明顯增多，由觀察記錄表中溝通能力表現通過次數平均值

由基線期 1.5 到介入期 7.1、維持期 9.8 可發現之。表 4-1 也顯示介入期階段內之水

準變化為正向，趨向為上升，呈現進步走勢。透過表 4-2 階段間的變化分析也得知，

被動性溝通能力表現有提升的效果，由基線期到處理期的資料顯示，水準變化＋

7，階段重疊百分比 0％，階段效果變化為正向，故介入有效。在維持期與介入期

之階段水準變化為＋3，階段重疊百分比 100％，可知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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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溝通能力仍有維持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發展遲緩兒在接受遊戲教學後，被動性溝通行為的次數有顯

著增加，且介入的效果在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亦有持續維持效果。 

 

貳、遊戲教學對受試者主動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遊戲教學後，由觀察記錄表中主動性溝通能力表現

通過次數平均值從基線期 0.8 到介入期 7.8 至維持期 9.6，發現主動性溝通能力表現

進步狀態，出現目標行為溝通次數明顯增多。表 4-3 也顯示介入期階段內之水準變

化為正向，趨向為上升，呈現進步走勢。參考表 4-4 階段間的變化分析，由基線期

到處理期的資料顯示，水準變化＋8，階段重疊百分比 0％，階段效果變化為正向，

顯示主動性溝通能力表現有提升的效果，故介入有效。在維持期與介入期之階段

水準變化為＋2，階段重疊百分比 100％，可見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其主動性溝

通能力仍有維持效果。 

    整體而言，發展遲緩兒在接受遊戲教學後，主動性溝通行為的次數有顯著增

加，且介入的效果在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亦有維持效果。 

 

参、遊戲教學對受試者類化性溝通能力之影響 

    實驗研究結果，受試者在遊戲教學後，類化性溝通能力呈現進步表現，出現

類化性行為溝通次數明顯增多，由觀察記錄表中溝通能力表現通過次數平均值由

基線期 0.1 到介入期 7.8、維持期 9.8 可發現。表 4-5 也顯示介入期階段內之水準變

化為正向，趨向為上升，呈現進步走勢。表 4-6 階段間的變化分析，類化性溝通能

力表現有提升的效果，由基線期到處理期的資料顯示，水準變化＋7.7，階段重疊

百分比 0％，階段效果變化為正向，故介入有效。在維持期與介入期之階段水準變

化為＋2，階段重疊百分比 100％，可發現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其類化性溝通能

力仍有維持效果。 

    綜上，發展遲緩兒在接受遊戲教學後，類化性溝通行為的次數有顯著增加，

且介入的效果在遊戲教學活動撤除後亦有維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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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長及教師對受試者接受遊戲教學前後溝通能力的變化影響感知 

    歸納整理受試者家長及導師訪談資料顯示，家長及教師對於受試者接受遊戲

教學期間，溝通能力確實有所進步，並且受試者在其他發展領域能力亦有所提升，

肯定遊戲教學能提供受試者更適切的語言溝通表現及嘗試練習機會，可做為幼兒

學習的輔助資源。整體而言，家長認為遊戲教學對受試者是有效的介入方式，可

提升學習的樂趣，延長學習時的注意力專注時間，有效的學習溝通的正確技巧方

式。導師則肯定遊戲教學對提升幼兒能力的成效，讓幼兒能在最自然的情境下學

習，減少壓力且過程中能滿足幼兒肢體活動的需求，遊戲教學對於一般幼兒也是

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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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論，可知遊戲教學法對發展遲緩兒在溝通能力的提升具有明顯

成效，顯示遊戲教學是項值得採用的教學介入方式，以下針對遊戲教學對發展遲

緩兒溝通能力教學及溝通訓練方面，提出教學及未來研究的幾項參考建議。 

 

壹、教學上的建議 

  一、適切教學策略運用 

    本研究在實驗教學時發現，受試者的學習方式較零散，缺乏組織，常漫無目

的的把玩教具，慣用功能性的敲打而停止配合學習，無法連結學習內容經驗，減

少了成功的學習經驗，影響學習效果及意願。若教師的教學策略運用缺乏系統、

鬆散，學習效果則會不彰，故建議教師於教學前應對遊戲教學策略有充分的瞭解

並適當應用行為處理策略，維持教學遊戲的基本本質與進度。 

 

  二、教學活動過程的應變 

    本研究採遊戲教學活動設計，以一對一介入教學，發現受試者有注意力不集

中、亦受干擾、耐心不足等問題，需透過環境的適當安排減少分心、增加溝通機

會，且在活動的時間上，單項活動及整體時間都不宜太久，研究者須視當下情況

應變，因應不同的狀況適度調整教學時間、教學流程及環境佈置。在活動進行中，

提供反覆練習的機會，引導加強幼兒專注力，給予獲得較多成功經驗機會，安排

幼兒表現問題解決能力。待其累積學習的自信後，可適度的安排具有難度及挑戰

性的活動，為幼兒搭起學習的鷹架。 

 

  三、教學活動設計符合幼兒能力、興趣 

    本研究在教學實驗介入前，事先探求受試者之優弱勢能力及興趣，在活動內

容設計上以受試者最愛的火車為主角，加以不同的主題而整體的活動架構，讓課

程穩定多元，持續引導發展遲緩幼兒的學習興趣與提升學習動機。而遊戲教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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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避免抽象和無法結合生活經驗的缺點，更具功能性與生活化，如此對幼兒才是

有意義的學習，課程設計也因娛樂化，寓教於樂，對提升語言溝通能力發展有成

效。因而建議遊戲設計安排應符合受試者的身心特質、個別差異、優勢能力及興

趣。 

 

  四、遊戲規則建立及正向支持的運用 

    本實驗在活動進行前，須先說明遊戲規則，如此教學與學習都會較順暢。活

動過程中受試者情緒常會因活動內容的高低起伏而受影響，偶有不適當行為的出

現，須停下正在進行的遊戲教學課程，示範正確行為並給予正向肯定。研究也發

現適時的鼓勵及支持能使幼兒有安全感及信心，學會錯誤沒關係但要在錯誤中找

出正確的答案，在挫折中要學習接納自己，加強挫折容忍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

更發現在遊戲中是示範語句的最佳時間，幼兒為了要讓對方瞭解他的意思，會自

動搜尋語詞、重複練習調整語句的結構，這樣的進步令人訝異。 

 

  五、參與遊戲教學的幼兒人數 

    本實驗在開始介入時，發現受試者因個人特質，缺乏與人互動溝通的經驗與

能力，無法理解他人的表達或表達不為他人理解，在溝通上的經常受挫，減少溝

通的動機。故在遊戲教學的前、中、後研究者都刻意注意瞭解幼兒不想溝通或是

溝通失敗的原因，適時的引導提供溝通機會及適當的溝通技巧。但因實驗設計採

一對一介入，缺少同儕的互動與示範，而間接影響教學的進度，故建議可採小組

教學，讓能力高的幼兒為其搭起鷹架。 

 

貳、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的挑選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有一名發展遲緩幼兒，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對象可以擴

充到其他障礙類別或不同年齡的孩子，研究者也可以以更多的幼兒為研究對象，

採小組或團體實驗設計，如此研究結果將會更客觀。 

 

  二、研究情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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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遊戲教學場地僅限於受試者之隔壁教室，採一對一的個別教學，觀

察情境則在幼兒原班班級，資料蒐集的情境與教學情境盡量求其一致，以增進觀

察資料之可信度。只是未能針對其他情境，如，遊戲場、舞蹈教室等進行類化效

果探討，未來的研究可在不同情境的類化效果上多著墨。 

 

  三、研究時間 

    本研究的實驗時間因須配合幼兒園之學期制，故實驗時間有限，基線期 2 週、

介入期 6 週、維持期 2 週，因之所能蒐集的資料亦不廣泛。研究者發現研究期間

受試者隨著在幼兒園團體內的人際互動與學習，很快的由被動溝通進入主動溝

通，句子的長度由剛介入時的 2-3 個字，進步到可以使用短句，如，沒人推我，是

跌倒。若時間可較長，相信詞彙量及句子都會進步更多，在類化性溝通上，會有

較多的時間引導受試者觀察、注意、調整。如此可以強化提升目標行為，更可維

持成為自身的能力，資料也會更客觀。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資料蒐集以錄影觀察、觀察紀錄表紀錄、家長教師訪談等蒐集溝通能

力目標行為相關資料。其中在觀察紀錄表紀錄與訪談資料，都是研究者參考文獻

自編非正式觀察表，在內容效度上仍須加強，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考慮以標準化

評量工具評定之。 

 

  五、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方法之跨行為多探試之設計，在溝通能力上雖有探討

類化性溝通行為，但侷限於溝通對象及幼兒園內情境，缺乏對於其他情境的探討，

如，家庭、社區等，因此擔心其類化能力不足，為增加幼兒的生活經驗及增強正

確行為的遷移性，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增加跨情境的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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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遊戲教學活動教案（一~四） 

 

教學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教學資源 

被動性 

溝通能力 

一、搭火車 

1.能夠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回應他人。 

2.能夠在要求下注是說話者，並能回答

是否瞭解。 

整 點 時 間

卡 、 小 火

車、圖畫卡

片 

二、電話遊戲 
1.能在聽完問句後以任何方式回答 

2.能服從連續三個指令。 

小火車、各

種水果及動

物圖卡 

三、創意冰箱 
1.會說出常吃食物的名稱 20 種以上 

2.能在聽完命令語句後回答並執行 

剪 刀 、 膠

水、量販店

DM、圖畫

紙 

四、注意聽三

句話 

1.培養注意力、聽覺和視覺配合力 

2.在要求下能說出簡單的因果關係 

「誰是誰」

歸類遊戲卡 

遊戲教學活動流程 

 

活動一  搭火車 

 

（一）故事性引導 

     發揮想像力、引起動機。 

    小火車今天要出勤三次，我們一起幫它定出出發時間。 

    等一下我們一起數一數動物共有幾隻，怎麼分成三組上車，牠們要搭幾點 

     的車回到自己動物園的家。 

（二）遊戲活動 

      1、讀出 1-12 的鐘面時間，並挑出三個時間點來，在紙上圈出三個的時 

       間點來。 

      2、看圖說出動物的名稱。 

      3、將動物們分成三組。 

      4、火車回家了。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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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電話遊戲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小火車要送貨喔!你是小司機，請你接電話時要有禮貌，聽清楚客人 

    買的物品。 

（二）遊戲活動 

      1.能聽懂並服從連續的三個指令，如，請幫我送（2 種）（圓形的）水果 

      到（小熊家）來。 

      2.依接到電話的順序，排列出送貨的物品及先後順序。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三  創意冰箱 

 

（一）故事性引導 

    小火車今天運來一堆食物，請將你的冰箱擺滿自己喜歡吃的食物，要分類 

    喔!（哪些要冰冷凍庫?哪些要冷藏?） 

（二）遊戲活動 

      1、討論圖畫紙上的冰箱要冰什麼? 

      2、讓幼兒說出商品廣告紙上的物品名稱? 

        問「這是什麼」→說「這是香蕉」→說「對，這是香蕉」。 

      3、剪下來貼於正確位置上。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四  注意聽三句話 

 

（一）故事性引導 

    嗚嗚!我們今天要看好多動物，我們來比賽誰最厲害有認真聽、認真看。 

（二）遊戲活動 

      1.先找出圖卡，攤開放置於桌上。 

      2.將字卡，卡面朝下放在桌上。 

      3.老師翻一張字卡，讀出字卡的三個描述，請幼兒找出對應圖卡。 

      4.請幼兒說出圖卡的三個步驟，如，我是小猴子、穿著綠色衣服、在騎 

       車。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参考資料： 

李美英、吳貞祥、黃瑞琴（1989）。幼稚園托兒所活動設計實例—語文。台北市： 

    信誼。 

王文珊、陳芊如（主編）（2001）。自閉症教材彙編－結構視教學活動設計範例。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中心：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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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教學活動教案（五~八） 
 

教學項

目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教學資源 

主動性 

溝通能

力 

五、你記得嗎 

 

 

1.培養視覺辨識力及記憶力。 

2.能在溝通進行中表達自己的基

本需求。 

小火車、彩色串

珠盒、獨木橋 

六、誰是誰 

 

 

1.學習圖意的辦認和表達。 

2.在互動的情境中能開啟話題並

持續一短暫對話時間。 

約 30 張人物圖

片、小火車 

七、神秘袋 

 

 

1.提升觸覺靈敏度。 

2.能主動描述正在發生或看到的

事。 

小火車、神秘

箱、三大類物品 

八、我會分類 

 

1.能夠用語言傳達情緒與感受 2.

學習分類的方法 

3.遊戲互動中對不懂的字詞或事

件，會主動提問。 

木槌子、釘子、

釘板 

遊戲教學活動流程 

 

活動五  你記得嗎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火車要開始一段冒險的旅程，先穿過山洞、再過獨木橋，可是火 

    很車害怕，你可以示範嗎? 

（二）遊戲活動 

      1.說明，看圖片、記物品、排物品的遊戲。 

      2.拿出一盒彩色串珠及圖卡置於桌上。 

      3.依圖卡拿出串珠握於手中，走過獨木橋，將串珠排放於終點桌上。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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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  誰是誰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小火車要帶我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玩，因為很特別所以有好多 

    人喔! 

（二）遊戲活動 

      1.老師與幼兒先討論幾張圖片：「這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小孩還 

       是大人？他在做什麼？」 

      2.分類遊戲：分成兩組，如男－女；小孩－大人；穿長袖－短袖…。 

      3.分成兩組後，分別描述兩組的異同。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七  神秘袋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火車有一個任務，要去搬運一批貨，這一批貨放在一個大大的箱 

    子裡，眼睛不能直接看到東西，你必須將手伸進去。 

（二）遊戲活動 

      1.將手伸進神秘箱，摸一摸說出物品名稱，再拿出來。 

      2.拿出所有物品，數一數對了幾個。 

      3.將物品分類放好，自己想想辦法運回去。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八  我會分類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小火車沒來，要請幼兒自己製作一台火車，可以用什麼做？如， 

    畫畫、釘出來、積木排列…。 

（二）遊戲活動 

      1.說一說你現在看見什麼？有釘子、木槌子、紅色○…. 

      2.讓我們來釘一台小火車。 

      3.與作品一起拍照。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参考資料： 

李美英、吳貞祥、黃瑞琴（1989）。幼稚園托兒所活動設計實例—語文。台北 

    市：信誼。 

王文珊、陳芊如（主編）（2001）。自閉症教材彙編－結構視教學活動設計範 

    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中心：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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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教學活動教案（九~十二） 
 

教學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教學資源 

類化性 

溝通能力 

九、我怎麼了 

 

 

1.辨識故事角色的情緒。 

2.能分辨說話者的語調、語

氣，並有適當反應。 

表情圖卡、繪本

「紅紅的氣球」 

十、帶動物回家 

 

 

1.與成人或同儕等不同對象

說話，會改變語調 

2.遊戲中，能針對不同角色使

用不同聲音 

動物圖卡、小火

車、哨子、背景

圖 

十一、趣味釣魚 

 

 

1.提升手眼協調能力。 

2.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的招

呼或對應 

盒子三個、磁性

釣竿、各類圖

卡、布偶 

十二、紙真好用 

 

1.提昇剪的能力。 

2. 會區辨所在環境進行的活

動，並適當調整說話音量 

各種不同材質

的紙、剪刀、膠

水 

遊戲教學活動流程 

 

活動九  我怎麼了 

 

（一）故事性引導 

    小火車今天一大早散步時，經過小城市，看見一顆紅紅的氣球，想著， 

    這是誰的氣球呀！ 

（二）遊戲活動 

      1.故事引導：「紅紅的氣球」 

      2.臉孔秀，說出我怎麼了？ 

      3.配對：臉孔與簡單喜、怒、哀、樂圖卡配對。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續下頁） 



 
 
 
 
 
 
 
 
 
 
 
 

 

 

 116 

 

活動十  帶動物回家 

（一）故事性引導 

    火車開過高高的橋，我們來畫高高的橋給火車走…，火車很棒！我們也很

棒！試試走獨木橋吧！ 

（二）遊戲活動 

      1.能自行畫出一條直線。 

      2.能將哨子吹出聲音，引導火車在線上走到目的地載動物。 

      3.能將動物放在火車上不掉下來。 

      4.能專心注意動物途中的安全。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十一  趣味釣魚 

（一）故事性引導 

    火車開動了!你有注意到今天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嗎? 

對！是一堆很亂的東西，小布偶不小心將他的東西翻倒了，我們幫它釣起來、

分好。 

（二）遊戲活動 

      1.說出盒子上的標示，如，水果、蔬菜、文具。 

      2.拿起磁鐵釣竿，將釣起的物品放入正確籃子裡。 

      3.釣起時，須同時說出物品名稱。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活動十二  紙真好用 

（一）故事性引導 

    今天火車運來各式各樣的紙，它好想要穿上美麗的衣服，我們一起來 

    幫幫它好嗎。 

（二）遊戲活動 

      1.摸一摸，說說看：說出你摸紙的感覺，是粗粗的還是滑滑的。 

      2.顏色名稱：說出顏色的名稱。 

      3.精細動作能力：右手剪左手能夠將紙順著轉動，練習剪、塗膠水、 

       貼…等動作能力。 

（三）整理活動 

    與幼兒共同收拾，回顧課程，提供表達機會，給予鼓勵與回饋。 

参考資料： 

李美英、吳貞祥、黃瑞琴（1989）。幼稚園托兒所活動設計實例—語文。台北 

    市：信誼。 

王文珊、陳芊如（主編）（2001）。自閉症教材彙編－結構視教學活動設計範 

    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中心：彰化縣。 

張琪惠（翻譯）（2011）。我的紅氣球。台北市：三之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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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 

 

 

記錄方式說明 

    本記錄表分為「被動性溝通行為」「主動性溝通行為」「類化性溝通行為」三

大類別。在每次的觀察中，都會提供每小項 2 次共 10 次的溝通行為表現機會，當

受試者出現要觀察的溝通行為時，則依其出現次數打勾。 

    每個題目都有四個選項，請您依下列原則做勾選： 

「總是」--能夠達到 3 次（含）以上。 

「經常」--能夠達到 2 次。 

「有時」--能夠做到 1 次。 

「未曾」--未出現所要觀察之行為。 

 

 

 

 

幼兒姓名 小榳 觀察日期  觀察者  

實驗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觀察項目 記錄向度 

類別一  被動性溝通行為 總是

（3） 

經常 

（2） 

有時 

（1） 

從未 

（0） 

1.能夠在聽到自己名字時回應他人。 □ □ □ □ 

2.能在要求下注視說話者，並能回答是否瞭解。 □ □ □ □ 

3.能在聽完問句後以任何方式回答。 □ □ □ □ 

4.能在聽完命令語句後回應並執行。 □ □ □ □ 

5.在要求下能說出簡單的因果關係。 □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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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二  主動性溝通行為 總是

（3） 

經常 

（2） 

有時 

（1） 

從未 

（0） 

1.能在溝通進行中適當表達自己的基本需求。 □ □ □ □ 

2.在互動情境中能開啟話題並持續一短暫對話時

間。 

□ □ □ □ 

3.能主動描述正在發生或看到的事。 □ □ □ □ 

4.能運用語言傳達情緒與感受。 □ □ □ □ 

5.遊戲互動中對不懂的字詞或事件，會主動提問。 □ □ □ □ 

類別三  類化性溝通行為 總是

（3） 

經常 

（2） 

有時 

（1） 

從未 

（0） 

1.能分辨說話者的語調、語氣，並有適當反應。 □ □ □ □ 

2.與成人或同儕等不同對象說話，會改變語調。 □ □ □ □ 

3.遊戲中，能針對不同角色使用不同聲音。 □ □ □ □ 

4.會區辨所在環境進行的活動，並適當調整說話音

量。 

□ □ □ □ 

5.能配合情境，進行簡單的招呼或對應。 □ □ □ □ 

 

 



 
 
 
 
 
 
 
 
 
 
 
 

 

 

 119 

附錄三 

教師、家長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填答人：                

一、您覺得幼兒接受遊戲教學，「被動性溝通行為能力」是否有提升？ 

 

 

二、您覺得幼兒接受遊戲教學，「主動性溝通行為能力」是否有提升？ 

 

 

三、您覺得幼兒接受遊戲教學，「類化性溝通行為能力」是否有提升？ 

 

 

四、您覺得幼兒在接受遊戲教學後，觀察周遭的人、事、物的頻率及主動性是否

有所增加？請說明。 

 

 

五、您覺得遊戲教學是否對其他相關能力（如，人際互動、環境適應、情緒能力）

有正向影響？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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