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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溝通訓練對低功能自閉症者

溝通能力影響之研究 
 

廖芳碧、朱經明 

 

壹、前言 
 
溝通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技能，自我價值健全的指標，人類無時無刻都在

收發訊息，表達目的與需求，進行社會互動與促進人際關係。自閉症兒童主要

特徵包括溝通能力的缺陷、社會能力的不足、認知障礙、偏異的行為型態，其

中的溝通能力之缺乏最為關鍵，且具有極大的個別差異，約有 35﹪到 40﹪的
自閉症者，終其一生無法發展出具有溝通意義的口語（Mesibov,Adams,& 
Klinger,1997）。自閉兒的學習管道視覺學習優於聽覺學習，其在記憶、視動、
拼圖等能力表現，近乎正常或超過正常兒童的能力。然而傳統的溝通方式都過

於強調口語及文字溝通的學習，對口語學習有困難或尚未具有口語的自閉症者

難以達到其溝通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運用圖形溝通訓練策略，針對低功能自閉症者的不適當

溝通行為進行圖形溝通訓練教學，以探討圖形溝通訓練之實施，對低功能自閉

症者在溝通能力表達的成效，及提供圖形溝通訓練是否有助於減低低功能自閉

症者之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 
 

貳、相關文獻 
 
有關文獻探討共分為四部份： 
 

一、圖形溝通訓練的內涵與運用 
「功能性溝通」並非狹義的單以口語為核心的溝通方式，其實還包括「手

勢」、「圖卡」及「字卡」的使用等，本研究所使用的圖形溝通訓練，亦是功能

性溝通訓練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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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溝通系統（picture communication system）是功能性溝通的一種，線
條畫、圖片、照片、商標等都屬於圖形溝通系統。或許有人會認為，圖形溝通

系統是否會妨礙自閉症兒童語言的發展。不過，在使用圖形溝通時，通常溝通

者會在該情境說出該圖形的表達意思，如此長時間的語言刺激，兒童的語言能

力自然獲得發展，減少因無法獲得滿足而產生的行為問題（朱經明，民 88）。 
王大延（民 83）指出，大部分的自閉症有認知缺陷的問題，但有些自閉

症者卻有異常的天賦，被稱為「零碎天賦」，這些零碎的天賦常表現在記憶能

力、拼圖、視動、圖形設計方面。圖形溝通系統可以提供長久的視覺刺激，也

可以通過兒童掃視去點選，不需要從長期記憶中將符號找出來之優點。 
 

二、自閉症兒童語言發展 
     1980年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三版（DSM-Ⅲ），將自閉症分類於廣泛
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其診斷標準計有六項，其中
語言發展顯著遲緩及特殊的語言模式是一項重要診斷指標。有口語能力的自閉

症兒童，大多在六歲以前開始出現口語行為，若在年滿十歲後仍未開始說話，

則口語的出現可能性就很低，甚至會形成終身緘默的情形(曹純瓊，民 85)。
Windsor、Doyle及 Siegel (1994) 認為自閉症者長期的緘默無語到發展出表達
語言的關鍵因素有四：智商的高低、社交反應的有無、現象產物（如發話與發

聲的多寡與範圍的大小）、以及口語模仿技能的優劣等，此各項因素皆會影響

自閉症者語言發展的程度。另外，口語能力呈折線型發展是自閉症兒童語言發

展的特色，所謂「折線型發展過程」係指先天性自閉症幼兒原本有近乎正常或

發展，雖遲緩仍能順利成長，卻自某時期起（約在二歲左右）突然變得無語、

對喜愛的玩具亦興趣缺缺、不再對人微笑，整體而言有身心發展停滯或退縮現

象，此現象讓自閉症幼兒語言發展呈戲劇性變化，令人不解。 
 
三、自閉症兒童的語言特徵： 

王大延、曹純瓊（民 87）指出自閉症者的語言缺陷具有複雜性且個別差
異大，並將語言症狀分為五種特徵：1.語音、語彙及語用特徵－自閉症的語音
發展幾乎與一般兒童沒有差別。語彙方面，高功能自閉症在畢堡德圖形字彙測

驗的表現與一般學童相同。但在使用語詞表達有明顯的語用障礙存在。2.造句
法和語形法－因語形缺陷無法了解語意，造成在時態正確性和閱讀方面的困

難。3.迴複音－近年研究結果，多肯定迴複音具有特殊意義。依潛在發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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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短分為立即迴複音、延宕迴複音。這類獨特語言型態，有些是自我刺激，有

些是逃避他人的壓力而發生的語言行為。4.錯用代名詞－此現象有專家認為自
閉症者自我認知的問題或是轉換資訊困難造成的。5.語言發展遲緩－發現有口
語自閉症學童的始語年齡集中於三至六歲間，其中以五歲所佔比率最高。 

Tager-Flusberg (1981, 1990) 認為自閉症者語法的遲緩乃與其全面性的發
展遲緩有關。Blank 等(1979)認為自閉症者無法產生或了解動作與溝通行為，
以致無法發生初期的溝通互動。Eales(1993)則認為缺乏對溝通情境的了解，是
自閉症語用障礙的原因。Ohta (1987) 指出自閉症者根本的認知障礙在於符號
－表徵功能的障礙，因其無法將具體世界的實際經驗轉化於語言結構中。 
    總而言之，自閉症兒童的語言溝通障礙症狀呈現多樣化，且有其共通特
徵。五、六歲是其說話的關鍵期，在五、六歲左右若無語言能力，則其未來發

展（預後）並不樂觀。自閉症兒童的語言溝通能力大多數均較同儕有明顯的遲

緩與異常現象，並且其語言與溝通問題有極大的個別差異。   
  
四、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發展特質 

梁秋月（民 79）將自閉症兒童的溝通發展，分為 1.非口語溝通的發展－
自閉症兒童很少用手勢來代替口語，多數的自閉症嬰幼兒時期是經由哭與叫來

表達需要。當自閉症兒童有口語的能力後，會發展出以拉手並放於想要的東西

來表示需要，有時也會用動作推人或杯子表示想喝。至於具有象徵意義的手

指，及點頭搖頭表示是不是的動作，在自閉症兒童非常少見。2.口語溝通的發
展－宋維村（民 73）之研究指出，大多數自閉症兒童因無口語能力，無法發
展出語言溝通行為。3.自閉症兒童的溝通功能發展－最近許多研究結果顯示，
自閉症兒童也有溝通行為出現，大部分的溝通功能只表現在行為規範上，但社

會互動和引發注意的焦點行為很少見。 
Stone 和 Caro- Martinez (1990) 對三十名自閉症兒童作一項自發性溝通

行為研究，結果得知，自閉症兒童的自發性溝通頻率很低，其溝通類型依認知

水準與自閉症狀的嚴重程度而有所不同；障礙程度越嚴重者，身體接觸與發聲

的次數越多，其說話頻率則越少，且感想與提供知識等功能類型也越少，而自

閉症兒童最普遍使用的類型則是以身體接觸（傳達類型）對教師提出要求（功

能類型）。 
Grandin（1995）和 Sturmey & Sevin（1994）指出 1.有一半以上的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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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沒有語言溝通的能力；具有對話能力的自閉症的語言，不論是兒童、青

少年或成年，和人對話時，可以發現他們是把過去所學過的語言，很機械式的

表達出來，缺乏一般人談話時一來一往、一問一答的相互溝通特性，有答非所

問、答的不得要領的情形出現。2.自閉兒的認知異常及語言發展異常，幾乎所
有的自閉兒都有溝通能力缺陷，大約有 50%的自閉兒無法發展出功能性的溝
通技巧，而有溝通能力的自閉兒在語言使用的質與量上都遠遠落於正常兒童。

研究上指出大部分的自閉症兒童沒有溝通意願的問題，而是在使用溝通符號來

達成各種不同的溝通功能上有問題（Mundy et al., 1986; Wetherby & Prutting, 
1984）。這些兒童不管用口語或非口語（如動作）的溝通方式，所呈現的溝通
功能大多在要求實物、要求活動、或尋求協助方面，而較少社會性的功能

（Curico, 1978; wetherby & Prutting, 1984）。Prizant和Wetherby(1978)認為自閉
症兒童未使用手指指示等傳統的溝通形式並不意謂著他無法溝通，他是以非傳

統的溝通形式，如：回響語言與自己刺激行為來達到多種溝通功能，且需透過

多重情境觀察以瞭解其溝通意圖（引自曹純瓊，民 85）。 
Frith(1990)將自閉症兒童溝通問題，歸納如下：1.不會說話或話題極受限

制。2.獨特的語言方式及理解的困難。3.有時雖能理解語言，但對特別的抽象
語之理解則極為困難。4.自言自語，或是一直反覆地說著相同的話(echolalia)。
5.構音、音調、節奏、音的高低、大小都有異常的現象。6.不會把聲音、動作
或表情，當成溝通工具來使用。7.有時就算聽見了對方的問話，也無反應。8.
常用固定的記號回答，再添加個人的意思，隱喻的說出特異話語的模式。（引

自林寶貴，民 83） 
綜觀之，自閉症兒童在語言與溝通能力之異同，可以歸納出下列四點：1.

有口語能力的自閉症兒童大多在六歲以前即開始出現口語行為；若在年滿十歲

以後仍無始語，則其口語的出現機率極低，終生緘默無語的可能性極大。2.
自閉症兒童的口語發展呈現遲緩與障礙現象，且說話的功能類型、說話率與語

言障礙兒童亦有所不同，主要是在質的方面有所差異，其表達性或社會性語言

並非完全是傳達意圖的溝通用途。3.自閉症兒童的口語能力隨著生理年齡的增
加而成正比的發展，但受到自閉症狀的阻礙，其語言發展有偏差及異常現象。

4.自閉症兒童的非口語能力明顯地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而且其表達方式與正
常兒童有別，很少見以點頭、搖頭、手指指示等溝通方式。（曹純瓊，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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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三名未具有口語或具有仿說能力和具有辨識簡單圖形能力

之自閉症者，研究對象之選取需符合以下條件：（一）經由公私立醫院或特殊

教育專家鑑定屬中重度自閉症者或其殘障手冊註明為中重度自閉症。（二）經

教師平日觀察結果，在學校學習或與他人互動中，會呈現不適當溝通行為，來

表達其需求或目的。（三）本研究進行前，個案並未接受圖形溝通訓練，以改

善其溝通能力及減少不適當溝通行為。 
二、個案基本資料 
    經由教師填寫之「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評量表」、「自閉症兒童社會行為評
量表」、「增強物調查表」之資料結果及和級任教師的晤談，篩選出四位符合條

件及能力表現之自閉症者，其中二位就讀私立機構、二位就讀國小階段；以其

中一位 14歲男生做為先前研究個案，其他三位做為正式實驗的個案。就個案
之基本資料及溝通行為分述如下： 
（一）個案甲是九歲重度自閉症的男生，目前就讀國小階段。依據「自閉症兒

童社會行為量表」與「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評量表」填寫結果分析，個

案甲情緒極為不穩定，排斥人、事、物的變化，以搶、拿、哭鬧行為來

表達其溝通意向，與人互動極為被動。本研究選擇個案甲最喜歡的餅乾

作為增強，教導個案甲使用圖卡「餅乾」來表達需求，進而能在適當時

機使用圖卡，減少其不適當的溝通行為。 
（二）個案乙是 11歲重度自閉症男生，目前就讀國小啟智班。依據「自閉症

兒童社會行為評量表」與「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評量表」填寫結果分析，

個案乙的不適當溝通行為是個案乙與人親近時，是以摸別人的頭髮來表

達；看到喜歡的東西或吃的東西，會盯著它看發出「ㄣㄣ」的聲音；若

別人將東西或吃的東西拿走，會低聲哭泣或低頭發出「ㄣㄣ」聲音。口

語表達方面，只能仿說簡單日常生活語彙，且語音模糊，大部分仍以動

作方式來表示日常生活需求。本研究選擇利用釣魚教具，配合數學教學

課程進行認數教學，並使用「釣魚教具」圖卡來表達其「我喜歡玩釣魚

教具」的溝通行為。 
（三）個案丙是 21歲重度自閉症男生，就讀私立教養機構。依據「自閉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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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社會行為評量表」與「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評量表」填寫分析，個案

丙在溝通行為動機薄弱，溝通的企圖性和回應性有選擇性，有自傷攻擊

的傾向。本研究選擇個案丙最喜歡吃的香蕉為增強，以「香蕉圖卡」訓

練其能使用圖卡來作「我要吃香蕉」溝通行為的表達方式。 
三、實驗領導者 
為使實驗嚴謹，進行本研究之圖形溝通訓練內容由研究者設計，再與個案

級任教師共同研討，經指導教授逐步修正完成。教學者由個案之級任教師執

行。在研究期間，由研究者對三位參與教學的教師作該研究領域深入說明與探

討，使其了解圖形溝通訓練的策略與意義，熟悉其精神與內涵。 
四、研究設計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採取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受試多探

試實驗設計，來探討圖形溝通訓練對低功能自閉症者溝通能力影響之成效。 
（一）實驗設計 
1.單一受試研究設計（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 

單一受試研究設計是行為－分析傳統中整體的一部分，係針對受試者的

個別需求，所擬定改變其行為的研究策略（杜正治譯，民 83）。自閉症者之
間異質性很高，採取大樣本研究具有相當困難與限制。因此對於異質性高不

適用大樣本研究，且需要相當程度的個別化教學之自閉症者，是一項很實際

又適合的實驗研究設計。 
2.跨受試多探試實驗設計 

多探試設計是多基線設計的變型，其相似之處在於有系統而依序地將自

變項依次介紹給予一種行為（或一種情境或一位受試）。與多基線不同之處，

對未開始介入之行為的基線資料並非持續不斷的蒐集，而是進行間斷的探試

（杜正治譯，民 83）。 
（二）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圖形溝通訓練，其圖卡係選自個案日常生活中需要表達

的功能性非口語圖片。 
（三）依變項 
本實驗研究的依變項是個案圖形溝通行為的出現次數與個案之不適當溝

通行為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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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形溝通訓練策略 
進入實驗處理期時，當個案獨立表現以圖形溝通行為替代不適當溝通行為

時，立即給予增強。若出現不適當溝通行為時，由老師給予提示。提示方法分

為口語提示、口語提示加示範、口語提示加身體協助等三種。提示程度由最多

協助到最少協助，或由最少協助到最多協助，視介入教學情境與個案能力表現

而定。教學方法採區辨式練習法。 
（五）實驗情境 
1.觀察地點－個案甲、乙分別讀國小啟智班階段，同校不同班級，教室結構和

普通班相同。個案丙目前在私立啟智學園就讀。 
 

2.觀察時間－配合學校作息及課程安排。 
五、研究步驟 
（一）基線期－蒐集個案在平日上課時間內不適當溝通行為的資料，不做任何

教學實驗介入。當基線期的資料趨向穩定性時，介入圖形溝通

訓練教學策略。 
（二）處理期－評估個案經介入圖形溝通訓練後，其不適當溝通行為及圖形溝

通行為的變化。 
（三）追蹤期－實驗處理期結束後二週，進行五次追蹤觀察。此階段個案不再

接受圖形溝通訓練，老師不提供任何增強，分析個案不適當溝

通行為及圖形溝通行為的變化。 
六、研究工具 
1.自閉症兒童溝通行為量表（張正芬，民 87）。 
2.自閉症兒童社會行為評量表（張正芬，民 87）。 
3.增強物調查表－係參考「自閉症兒童診斷評量系統」專案小組編製，經研究
者考量研究對象的認知能力程度及學習環境加以修正。 

4.溝通行為觀察紀錄表－本記錄有二式：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一）適用於基
線期觀察階段。溝通行為觀察表紀錄（二）分為圖卡選擇圖形、圖形溝通行

為、不適當溝通行為、增強物等四部份。 
5.圖形溝通訓練符號－本研究所使用的圖形溝觀察記錄表（二）分為圖卡選
擇、圖形溝通行為、不適當溝通行為、增強物等四部分。通訓練符號是以圖

卡出現，經過綜合分析後，確定不適當溝通行為所表現的溝通功能，來找出

功能等值相同的圖卡。 
6.教師意見調查問卷－為考量社會效度（social validity）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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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攝影機－本研究基線期、處理期、追蹤期之資料，藉由攝影機拍攝個案的溝
通行為表現，作為蒐集資料的輔佐工具。 
七、資料分析 

（一）蒐集資料－本研究將基線期、處理期、追蹤期，每次所拍攝的三十分鐘

行為樣本作分析比較，以了解圖形溝通訓練對低功能自閉症者溝通能力

與不適當溝通行為之影響。 

（二）觀察者間一致性（interobserver  agreement）－若觀察者間一致性達 80

﹪以上，則可進入正式的行為觀察紀錄。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系數計算

公式，公式如下：（杜正治譯，民 83） 
 

觀察者觀察某一行為一致次數                       
觀察者觀察某一行為一致次數＋觀察者觀察某一行為不一致次數      

× 100％

 
表 1    觀察者間信度 

基線期         處理期         追蹤

個案甲     ８６      ８

個案乙    １００     １００ 

個案丙     ９３      ８

信度範圍   ８３－１００ 
平    均   ９５ 

 

八、資料分析 

（一）視覺分析－單一受試研究法中採視覺分析，可用來決定資

（trend）是否存在，是一種常用又可提高資料的正確性與

不適當溝通行為及圖形溝通行為記錄表，整理出基線期、

期各階段內的趨向走勢、趨向穩定性、水準範圍、水準變

段內分析摘要表。然後再比較階段內分析摘要表做出相鄰

析摘要表，進行階段間分析（杜正治譯，民 83）。基線期

化，處理期和追蹤期的變化，是由改變的變項數目、趨向
期 
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料點之間趨向

可信度。根據

處理期、追蹤

化，而作成階

階段間變化分

和處理期的變

方向與效果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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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向穩定、水準變化、重疊百分比進行分析。 

（二）C統計考驗－本研究以簡化時間序列分析法的 C統計（Blumberg, 1984; 

tryon, 1982）輔佐視覺分析，以考驗各階段內和階段間資料點變化趨勢，

是否達顯著水準。階段內資料的分析，可瞭解基線期、處理期、追蹤期

階段內資料點的穩定性。當 Z分數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基線期資料點呈

穩定狀態，則可進入處理期。當 Z分數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點有趨勢

存在。階段間資料點的統計分析是將基線期和處理期的資料點合併以 C

統計處理，當 Z分數達顯著水準，則可顯示實驗處理效果。另將處理期

和追蹤期的資料點合併以 C統計處理，當 Z分數未達顯著水準，則可顯

示實驗效果在追蹤期持續顯現。C統計公式如下： 

 
 

 
Sc＝ 

 
N－2 

（N－1）（N＋1）

N-1

Σ（Xi－Xi+1）2
i=1       C 

Z＝ 
      Sc 

 
  C = 1 －   N         

 
2Σ（Xi－X）2 
 i=1 

 

 

 

（三）教師意見調查資料分析 

本研究實驗結束後，為了解參與實驗的三位老師，對學生圖形溝通行為改

變的情形、介入圖形溝通訓練的適當性、學生在學習相關方面是否達到預期結

果，請參與實驗的三位教師填寫教師意見調查問卷。若老師所填寫的內容敘述

模糊之處，研究者請老師加以說明，以了解老師欲表達之概念與意見。填妥後

研究者再加以整理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社會效度（social validity）。 
 

肆、結果分析 
 
一、不適當溝通行為資料分析 
（一）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曲線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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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次 數  
 
註：每次觀察時間為三十分鐘 

圖 1  個案甲、乙、丙在基線期、處理期、追蹤期「不適當溝通行為」曲線圖 

 
1.個案甲 

由圖 1可知，個案甲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6.5次，呈
穩定趨勢。在處理期實施圖形溝通訓練使用圖形溝通後，其不適當溝通行為

出現次數平均為 5次。在追蹤期個案甲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為 2.4次，
明顯低於基線期。 

2.個案乙 
由圖 1可知，個案乙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5.88次，呈

穩定趨勢。在處理期實施圖形溝通訓練使用圖形溝通後，其不適當溝通行為

出現次數平均是 0.33次，明顯低於基線期，在處理期的第 3、5、6、7、8、
9次觀察，並沒有出現不適當溝通行為。在追蹤期個案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
現次數為 0次，明顯低於基線期。 

3.個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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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 可知，個案丙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14 次，呈
穩定狀態。在處理期實施圖形溝通訓練使用圖形溝通後，其不適當溝通行為

出現次數為 3.2次，呈下降趨勢。在追蹤期個案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
為 2次，明顯低於基線期。 
（二）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視覺分析 
1.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階段內變化分析 
 
表 2  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表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階段順序    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階段長度    6      8     5        8      9     5       7     12     5 

趨向走勢    ／    ＼    ＼        －    ＼     －      ／     ＼    － 

          （－） （＋） （＋）  （＝） （＋） （＝） （－） （＋） （＝）

趨向穩定   穩定   變動  穩定     穩定   變動  穩定    穩定  變動   穩定 

水準範圍   5-8    1-10   3-2      5-7     0-1   0-0     11-16  1-5    1-3 

平均數     6.5      5    2.4      5.88    0.33   0       14    3.2     2 

水準變化   7-8     8-3   3-2      5-7     1-0    0     14-14   5-1    3-1 

            -1     +5    +1       -2     +1     0       0     +4    +2 

C  值     1.18     .15   .53      -.23    .25     1      -.38    .80   -.25 

Z  值      .53     .48   1.66＊     -.74    .88    2.86＊   -1.19   3.07＊  -.70 

註：A1、A2、A3代表基線期；B1、B2、B3代表處理期；C1、C2、C3代表
追蹤期 

（1）個案甲 
由圖 1與表 2可看出個案甲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為 6.5次，趨向穩定性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是（5-8），水準變化是-1。
由 C統計之結果 C=1.18，Z=.53，顯示基線期資料未達顯著差異。在處
理期的不適當溝通次數平均次數 5次，比基線期低；趨向穩定性呈變動
狀態；水準範圍是（1-10），水準變化是+5。由 C統計結果 C=.15，Z=.48，
顯示處理期資料未達顯著差異。在追蹤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平均次數

2.4 次，比基線期低；趨向穩定性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是（3-2），水
準變化是+1。經 C統計之結果 C=.53，Z=1.66，得知此階段內資料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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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顯示個案甲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有顯著減少趨勢。 
（2）個案乙 

由圖 1與表 2可看出個案乙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為 5.88次，趨向穩定性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是（5-7），水準變化是-2。

由 C統計之結果 C=-.23，Z=-.74，顯示基線期資料未達顯著差異。在處

理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平均次數 0.33 次；趨向穩定性呈變動狀態；水

準範圍是（0-1），水準變化是＋1。由 C統計之結果 C=.25，Z=.88，顯

示處理期資料未達顯著差異，表示不適當溝通行為呈穩定狀態。在追蹤

期的不適當溝通次數皆是 0次，平均次數 0次，呈零加速；趨向穩定性

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是（0-0）；水準變化是 0。經 C統計之結果 C=1，

Z=2.86，得知此階段內資料達顯著水準，顯示個案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

現次數有顯著減少趨勢。 

（3）個案丙 

由圖 1與表 2可看出個案丙在基線期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平均

為 14次，趨向穩定性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是（11-16），水準變化是 0。

由 C 統計之結果 C=-.38，Z=-1.19，顯示基線期資料未達顯著差異。在

處理期的不適當溝通次數介於 1至 5次之間，平均次數 3.2次，呈下降

趨勢，明顯較基線期為低；趨向穩定性呈變動狀態；水準範圍是（5-1），

水準變化是+4。由 C統計之結果 C=.80，Z=3.07，顯示處理期資料達顯

著水準，表示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顯著減少情形。在追蹤期的不適

當溝通行為平均次數 2次，明顯比基線期低；趨向穩定性呈穩定狀態；

水準範圍是（1-3），水準變化是＋2。C統計之結果 C=-.25，Z=-.70，顯

示追蹤期資料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呈穩定狀

態。 
2.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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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案甲、乙、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表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階段比較   B1/A1     C1/B1      B2/A2      C2/B2       B3/A3      C3/B3 

趨向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準變化     8-8       3-3        1-7         0-0         5-14         3-1 

              0         0         +6          0           +9         -2 

重疊百分比   25％      40％        0        100％         0         100％ 

C     值     .25       .38        .81          1          .88          .61 

Z     值     .96      1.46        3.52＊        4＊          4＊         2.65＊ 

註：A1、A2、A3代表基線期；B1、B2、B3代表處理期；C1、C2、C3代表
追蹤期 

 
（1）個案甲 

由表 3 可發現在基線期進入處理期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 0，重疊百
分比是 25，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不適當溝通行為有影響。由 C統計結果
C=.25，Z=.96，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在處理期進入追蹤期的階段間水準
變化是 0，重疊百分比是 40，趨向走勢呈下降趨勢，表示實驗對不適當
溝通行為有改善效果。經由 C 統計 C=.38，Z=1.46，未達顯著水準，表
示圖形溝通訓練效果繼續存在。 

（2）個案乙 
由表 3可知在基線期進入處理期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6，重疊百分

比是 0，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不適當溝通行為的影響很大。由 C統計結
果 C=.81，Z=3.52，呈現顯著差異，表示圖形溝通訓練有效減少個案乙
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之次數。在處理期進入追蹤期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

0，重疊百分比是 100，表示實驗效果繼續維持。由 C統計結果 C=1，Z=4，
呈現顯著差異，表示個案乙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繼續呈現減少之趨勢。 

（3）個案丙 
由表 3可知在基線期進入處理期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9，重疊百分

比是 0，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不適當溝通行為的影響很大。由 C統計結
果 C=.88，Z=4，呈現顯著差異，表示圖形溝通訓練有效減少個案丙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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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溝通行為出現之次數。在處理期進入追蹤期的階段間水準變化是-2，
重疊百分比是 100，表示實驗效果繼續維持。經 C 統計結果 C=.61，
Z=2.65，呈現顯著差異，表示個案丙追蹤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
繼續呈現減少趨勢。 

 
二、圖形溝通行為資料分析 
（一）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曲線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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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每次觀察時間為三十分鐘 
 

圖 2 個案甲、乙、丙在基線期、處理期、追蹤期「圖形溝通行為」曲線圖 

1.個案甲－從圖 2可看出，個案甲在處理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追蹤
期亦呈上升趨勢，圖形溝通行為在處理期與追蹤期均高於基線期的不適當溝

通行為出現次數。 
2.個案乙－從圖 2可看出，個案乙在處理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追蹤
期也呈上升趨勢。圖形溝通行為在處理期和追蹤期出現次數，皆高於基線期

的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且在追蹤期無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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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丙－從圖 2可看出，個案丙在處理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追蹤
期趨勢呈穩定趨勢。圖形溝通行為在處理期和追蹤期出現次數，皆高於基線

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出現次數。 
（二）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視覺分析 
1.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階段內變化分析 
 
表 4  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表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階段順序      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階段長度       6     8     5       8     9      5      7     12     5 
趨向走勢       －    ／    ／      －    ／    ／      －    ／    － 
             （＝）（＋）（＋）    （＝）（＋）（＋）     （＝）（＋）（＝）
趨向穩定     穩定   變動  變動    穩定  變動  變動    穩定  變動  穩定 
水準範圍      0-0   1-12   4-12     0-0   3-6   4-6      0-0   3-7   3-6 
平均數        0    7.25    8       0    4.33  4.8       0    4.75   4 
水準變化     0-0   4-10   4-10     0-0   4-6   4-5      0-0   5-7   3-5 
              0    +6     +6       0    +2    +1       0    +2   +2 
C    值             .52    -.35           .33   -.25            .30   -.5 
Z    值            1.68＊    -1           1.1    -.71           1.15  -1.43 

註：A1、A2、A3代表基線期；B1、B2、B3代表處理期；C1、C2、C3代表
追蹤期 

 
（1）個案甲 

個案甲在處理期接受圖形溝通訓練後，其圖形溝通行為的出現次數

平均為 7.25次，明顯較基線期多，呈上升趨勢；趨向穩定呈變動狀態；
水準範圍為（1-12），水準變化是+6，顯示圖形溝通訓練的介入，圖形
溝通行為次數有顯著增加的現象。由 C統計結果 C=.52，Z=1.68，達顯
著水準，表示圖形溝通行為有上升趨勢。追蹤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

趨勢，趨向穩定是變動，水準範圍是（4-12），水準變化是+6。經 C統
計結果 C=-.35，Z=-1 ，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圖形溝通行為呈穩定狀態。 

（2）個案乙 
個案乙在處理期接受圖形溝通訓練後，其圖形溝通行為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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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4.33，明顯較基線期多，呈上升趨勢；趨向穩定呈變動狀態；水
準範圍為（3-6），水準變化是＋2，顯示圖形溝通訓練的介入，圖形溝
通行為次數有顯著增加的現象。由 C 統計結果 C=.33，Z=1.1，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圖形溝通行為呈穩定狀態。在追蹤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出現

次數平均為 4.8，呈上升趨勢；趨向穩定呈變動狀態；水準範圍為（4-6），
水準變化是＋1，顯示個案乙追蹤期所呈現的圖形溝通行為持續顯著增
加。經由 C統計結果 C=-.25，Z=-.71，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圖形溝通行
為呈穩定狀態。 

（3）個案丙 
個案丙在處理期接受圖形溝通訓練後，其圖形溝通行為的出現次數

平均水準為 4.75，明顯較基線期多，呈上升趨勢；趨向穩定呈變動狀態；
水準範圍為（3-7），水準變化是+2，顯示圖形溝通訓練的介入，圖形溝
通行為次數有顯著增加的現象。由 C統計結果 C=.30，Z=1.15，未達顯
著差異，表示圖形溝通行為呈穩定狀態。在追蹤期出現次數介於 3-6之
間，平均水準為 4，呈穩定趨勢；趨向穩定呈穩定狀態；水準範圍為
（3-6），水準變化是+2，顯示個案丙追蹤期所呈現的圖形溝通行為持續
維持。經由 C統計結果 C=-.5，Z=-1.43，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圖形溝通
行為呈穩定狀態。 

2.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表 5  個案甲、乙、丙「圖形溝通行為」出現次數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表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階段比較   B1/A1     C1/B1      B2/A2     B2/C2     B3/A3     C3/B3 
趨向方向   － ／     ／／        － ／     ／ ／      － ／     ／ － 
          (＝)(＋)    (＋)(＋)     (＝)(＋)   (＋)(＋)    (＝)(＋)    (＋)(＝) 
水準變化    4-0       4-10        4-0        4-6        5-0        3-7 
            +4         -6         +4         -2         +5        -4 
重疊百分比   0        80％        0         100％       0        80％ 
C     值              .18                     0                  -.26 
Z     值              .69                     0                  -1.13 

註：A1、A2、A3代表基線期；B1、B2、B3代表處理期；C1、C2、C3代表
追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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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案甲 

個案甲基線期和處理期間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重疊百分

比是 0，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圖形溝通行為的影響很大。處理期和追蹤

期亦呈上升趨勢，重疊百分比是 80，追蹤期的圖形溝通行為出現平均

次數高於處理期，且經由 C統計結果，C=.18，Z=.69，未達顯著差異，

顯示個案甲追蹤期所呈現的圖形溝通行為實驗效果繼續維持。 

（2）個案乙 

個案乙基線期和處理期間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重疊百分

比是 0，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圖形溝通行為的作用很大。處理期和追蹤

期亦呈上升趨勢，重疊百分比是 100，且經由 C統計結果，C=0，Z=0，

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個案乙追蹤期所呈現的圖形溝通行為實驗效果繼續

維持。 

（3）個案丙 

個案丙基線期和處理期間的圖形溝通行為呈上升趨勢；重疊百分

比是 0，顯示圖形溝通訓練對圖形溝通行為的影響很大。處理期和追蹤

期亦呈穩定趨勢，重疊百分比是 80，且經由 C 統計結果，C=-.26，

Z=-1.13，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個案丙追蹤期所呈現的圖形溝通行為實

驗效果繼續維持。 

（三）圖形溝通行為提示系統分析 

依據個案圖形溝通行為在提示系統之變化情形加以分析，如下： 
1.個案甲 
 

表 6   個案甲在處理期圖形溝通行為提示系統記錄分析表 

提  示  系  統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平均 
主動完成              0   0   0    0   0   0    0   0      0 
口語提示              0   0   0    0   0   8    8   5     2.7 
口語提示加示範        0   0   0    0   1   0    4   5     1.3 
口語提示加身體協助    4   3   1   10   9   0    0   0     3.4 
註：B代表處理期，B1代表處理期第一次觀察，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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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乙 
 

表 7  個案乙在處理期圖形溝通行為提示系統記錄分析表 

提  示  系  統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平均 
主動完成             1   0   4    3   3   3    4   5   6      3.2 
口語提示             1   2   1    1   1   1    0   0   0      0.8 
口語提示加示範       2   1   0    0   0   0    0   0   0      0.3 
口語提示加身體協助   0   0   0    0   0   0    0   0   0      0 
註：B代表處理期，B1代表處理期第一次觀察，以此類推。 
 
3.個案丙 
 

表 8  個案丙在處理期圖形溝通行為提示系統記錄分析表 

提  示  系  統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平均 
主動完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口語提示           0  0  0  0  0  0  0  0  1  1   2   2     0.5 
口語提示加示範     0  1  0  1  2  1  1  2  2  1   3   3     1.4 
口語提示加身體協助 5  3  5  3  1  3  4  2  3  2   1   2     2.8 
註：B代表處理期，B1代表處理期第一次觀察，以此類推。 
 
（四）教師意見調查資料結果分析 
1.您覺得使用圖形溝通訓練後，對學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是否有任何改變？ 

三位教師皆認為使用圖形溝通訓練後，個案的不適當溝通行為皆有減少

的現象。個案甲在校時間哭鬧的次數顯著減少，個案乙減少不適當溝通行

為，個案丙減少自傷或侵犯他人的舉動，可見本訓練策略具有減少不適當

溝通行為的成效。 
2.您覺得學生的不適當溝通行為有所改變，原因為何？如果覺得沒有改變，
請您說出可能的原因？ 
三位教師認為在良好的互動、依附關係、設計符合個案學習能力之圖

形溝通訓練情境下，三名個案因接受圖形溝通訓練後，能減少出現不適當

溝通行為，增加圖形溝通行為，促進溝通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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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認為學生在溝通行為上的改變，對學生本身有什麼影響？ 
接受圖形溝通訓練後，個案甲減少師生間不適應感，培養出與教師間

信任感；個案乙注意力集中，情緒趨向穩定；個案丙減少自傷、拍打桌子

等不適當的情緒表現，嘗試用圖形溝通行為表現其溝通意向。由三位教師

的說明，可知圖形溝通訓練對三名個案在溝通能力上有正向的影響。 
4.您認為學生在溝通行為上的改變，對您的教學有什麼影響？ 

實施圖形溝通訓練後對教學的影響，教師 A 認為圖形溝通訓練符合個
案甲的能力，在以後教學上可繼續應用此訓練策略。教師 B 認為溝通行為
的改善，對個案乙的數學學習上有極大幫助。教師 C 認為被學生不適當溝
通行為中斷教學情形，及肢體、口語上的提示逐漸減少，考慮以後增加其

他類型的圖形溝通訓練教學。由此可見圖形溝通訓練的成效，能改善溝通

行為，減少不適當溝通行為，穩定情緒，增加學習效果，而且對教師教學

助益匪薄。 
5.您對使用圖形溝通訓練策略的看法如何？有什麼優缺點？如何調整？ 

三位教師皆肯定圖形溝通訓練適合自閉症者學習，且較有主動表達需

求動機。教師 A認為使用上很合適；教師 B認為除了老師的圖卡和口語教
學外，能圖卡配上語音，更增強學生語言學習。教師 C 認為學生主動表達
需求次數增加，但在類化功能上需加強。 

6.您考慮繼續應用圖形溝通訓練嗎？為什麼？ 
教師 A認為會進一步使用溝通板來教學；教師 B認為對學生的學習動

機、情緒穩定都有幫助。教師 C 想延續圖形溝通訓練，提昇個案丙溝通能
力與動機，進一步應用到其他日常生活互動上，促進良好社會性人際互動

關係。 
7.您對參與本實驗有哪些心得感想？ 

三位教師皆肯定圖形溝通訓練的價值：教師 A 則希望應用圖形溝通訓
練，穩定個案情緒，減少自傷行為，以增加學習效果。教師 B 則希望能發
展出一套適合自閉症兒童使用的圖卡與溝通板。教師 C 則認為可以增進教
學技巧。 
綜合觀之，三位教師皆肯定本圖形溝通訓練的效果。三位教師對教學實

驗能針對個別不適當溝通行為的功能，設計符合個別需要、能力的圖形作為

溝通的工具，增加其溝通能力，減少不適當溝通行為的出現，進而穩定情緒、

增強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效果、改善同儕與師生間關係，增進教師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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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巧。以上結果驗證假設五的正面價值。 
 

伍、建議 
 
一、研究上的建議 
1.本研究僅針對未具有口語或具有仿說能力和具有辨識簡單圖形能力之自閉
症者實施圖形溝通訓練實驗教學，應可擴大至其他障礙類型者，以更深入了

解圖形溝通訓練對其他障礙類型者不適當溝通行為之減少及增進溝通能力

之成效。 
2.本研究基於人力、經費、時間限制，無法進行長期研究與追蹤，因此在人力、
經費、時間許可下，建議研究時間延長、研究對象人數增加，以能深入了解

圖形溝通訓練對自閉症者溝通能力影響之成效。 
3.參與教學實驗的教師 A提出，天氣的變化及身體不舒服會影響個案情緒，以
至於產生不適當溝通行為。故建議應繼續探討各種內外影響因素，進一步分

析不適當溝通行為發生的原因，使圖形溝通行為更具有功能性。 
 
二、教學上之建議 
1.本研究僅觀察記錄個案在學校學習或與他人互動中，表達圖形溝通行為之情
形；若家長能一起學習圖形溝通訓練策略，配合學校教學與親師合作，其成

效必定更加顯著。 
2.無口語自閉症者因無法適當使用溝通符號來表達其情感、需求、目的，而產
生許多不適當溝通行為，影響其社會人際關係、自我概念發展。一般教師對

學生不適當溝通行為之處理常有以下兩種態度：一為不懂或猜不出其期預表

達的意思，而採取不處理或不理不睬方式；二為因體會錯誤作不適當的處

理，造成個體問題行為產生或情緒上不適當的反應，形成師生之間的互動與

互信障礙，以致於阻礙個體社會人際關係發展的建立。因此教師應正視學生

的行為問題，以積極治本態度來處理。另外培養身心障礙者在適當時機，使

用合宜又易為人懂的溝通方式是必備的技巧。 
3.圖形溝通訓練應融於日常生活活動中，建立一個互動的環境與機會。當學生
有溝通意圖時，應立即給予增強，激勵其溝通動機。若能盡量選取自然的增

強物，更能增加其類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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