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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探討有關特教老師將桌上遊戲應用在國小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領域教學

上，相關課程應用及成效之文獻整理與分析，期望本文內容能幫助相關研究者及教學

現場的特教老師，提升應用桌遊在指導身心障礙學生的專注力及社會技巧上有所瞭

解、幫助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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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applying tabletop ga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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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興起的桌上遊戲，在台灣引起許
多教育人士的重視，相關的學術研究有越
來越多的趨勢(林雨亭等人，2019)。「桌上
遊戲」(Tabletop game)簡稱為「桌遊」，又
被稱為「不插電遊戲」，指任何在平面上
所進行的遊戲，包含卡片遊戲、圖版遊戲
(Board Game) 、 骰 牌 遊 戲 (Tile-based 
Games)等(維基百科，2017)。桌上遊戲的
特色在於玩的人數不受限、遊戲時間有彈
性、規則簡單易懂但又不失深度、能提高
玩家的參與度並增進溝通、人際互動能
力，是一項在生活中能普及的遊戲(林央
倫，2010；吳承翰，2011；陳逸之，2014)。
桌上遊戲不僅適用於一般大眾，對於身心
障礙學生也尤為適合，Montenegro 與
Greenhill(2015)指出桌上遊戲作為教學工
具是可以增加智能障礙學生認知記憶、解
決問題能力、推理、視覺空間技能、互動
能力和社交參與。 

根據 2021 年 5 月特殊教育通報網人
數之統計，安置於資源班或巡迴輔導班
中，學習障礙、智能障礙及自閉症為最常
見之障礙類別，但根據教育部通報網上近
五年資料中統計，可以發現患有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的學生日漸增多，因此在整理文

獻中可以發現主要以前三名人數最多的
障礙類型以及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這四類
學生為最多研究對象（教育部特殊教育通
報網，2021）。 

為了解國小特殊教育教師，運用桌遊
於教學活動中，以提升特殊需求學生學習
動機與成效之現況，以研究對象為國小階
段的學習障礙、智能障礙、自閉症及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整理桌遊應用在國小
特殊需求領域的期刊或論文，提供教學現
場老師們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網和華
藝線上圖書館網站進行相關文獻搜尋。針
對本文目的使用關鍵字為桌上遊戲，納入
條件為：(1)2013~2020 年間發表的論文和
期刊；(2)研究領域為特殊需求領域（學習
策略、社會技巧）。由於學習策略及社會
技巧是 12 年新課綱才出現(2019，教育
部)，因此以下文獻受到關鍵字影響以及
有些尚未出版或公開的緣故，未能完整呈
現相關文獻。 

由上述條件搜尋到的文獻，可分為兩

個面向，包含學習策略(3 篇研究)及社會

技巧(9 篇研究)，整理至表 1。 

 
表 1 
桌上遊戲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各項能力成效之研究 
作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面向 研究對象 桌遊名稱 研究結果 

鍾玉玲 
(2013) 

桌上遊戲對
國小 ADHD
學生注意力
之影響 

學習策略 三名國小
ADHD 學
生 

Spot it、閃靈快
手、水果王國、
圖素迷蹤及打
蒼蠅 

1. 有效提升選擇性和
持續性注意力。 

2. 語言表達能力有進
步。記憶能力有進步。 

蔡瑜君 
(2015) 

「社交技巧
方案結合桌
上 遊 戲 課
程」對增進
ADHD 學童
社交技巧歷
程研究 

社會技巧 二名國小
ADHD 學
生 

自編大富翁、犀
牛蓋房子、妙語
說書人、水瓶
座、拔毛運動
會、卡坦島、德
國蟑螂及 Smart 
driver 

社會技巧搭配桌上遊
戲介入方案對 ADHD
的學童與他人社交互
動情形有正面提升的
輔導效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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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面向 研究對象 桌遊名稱 研究結果 

謝佩樺 
(2015) 

桌上遊戲應

用在社會技

巧訓練課程

於國小亞斯

伯格症兒童

之個案研究 

社會技巧 一名國小

亞斯伯格

症學生 

小小貓頭鷹要

回家、妖怪先生

的寶藏、推倒堤

基及矮人礦坑 

1. 能察覺自己的社會

技巧問題，並運用提

示來提升遵守規則

的技能。 
2. 能察覺自己在回應

他人時有困難，進而

透過練習與提示達

到技巧精熟，最後有

自信的與他人談話。 
3. 能願意主動開啟與

他人互動的歷程。 
4. 能不再堅持己見，慢

慢練習學會接納別

人的意見，並察覺自

己的困難，加以修正

行為。 

陳慧音 
(2016) 

桌上遊戲對

智能障礙兒

童注意力之

影響 

學習策略 三名國小

輕度和一

名中度智

能障礙學

生 

傳統撲克牌、閃

靈快手、德國心

臟病、哆寶、醜

娃娃、UNO、蟑

螂甜湯、摩斯密

碼及終極無影

手 

1. 對輕中度智能障礙

兒童的「集中性」、

「選擇性」、「交替

性」、「整體性」注意

力有成效。 
2. 對輕度智能障礙兒

童的「持續性」和「分

配性」注意力有提升

之成效。 

郭雅玲 
(2016) 

桌上遊戲課

程對智能障

礙兒童社交

技巧影響效

果之研究 

社會技巧 二名國小

輕度智能

障礙學生 

跳 跳 猴 大 作

戰、德國心臟病

及搖滾節奏 

有助於改善智能障礙

兒 童 的 自 我 有 關 行

為，例如「接受自己行

為的結果」、「抱持正向

的態度」、「適時表達自

己的感受」。 

黃千玳 
(2016) 

桌上遊戲對

國小學習障

礙學生注意

力成效之研

究 

學習策略 一名國小

學習障礙

學生 

Spot it 桌上遊戲的介入有助

於 改 善 注 意 力 的 問

題，並提升其自信心及

挫折容忍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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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面向 研究對象 桌遊名稱 研究結果 

陳美慧 
(2017) 

運用桌上遊

戲教學促進

自閉症兒童

社會技巧之

行動研究 

社會技巧 二名國小

自閉症學

生 

鬼臉任務、綿羊

爭牧場及寶藏

追追追 

1. 增進自閉症兒童社

會技巧能力。 
2. 應用於社會技巧課

程能促進普通班同

儕對自閉症兒童的

接納與正向互動。 

張嘉琦 
(2018) 

桌上遊戲增

進國小自閉

症學童社會

技巧之成效 

社會技巧 一名國小

輕度自閉

症學生 

打蒼蠅、圖騰快

手及花火 
1. 提升受試者輪流等

待的行為及促進團

體氣氛和諧。 
2. 桌上遊戲具備高頻

率的互動，受試者藉

由同儕之間的實際

互動作為範例，觀察

和從錯誤中吸取經

驗的學習方式，能有

效提升互動的次數。 

陳健民 
(2018) 

以桌上遊戲

融入國小自

閉症學生社

會技巧學習

之行動研究 

特殊需求

/ 社會技

巧 

一位國小

自閉症學

生 

怪獸面具鳥、伐

木達人、超級犀

牛及 SEVEN！ 

行為表現次數的提升

不明顯，但個案在遊戲

中 的 互 動 品 質 有 提

升。如：眼神注視的持

續時間增加、等待時沒

有情緒行為表現，對於

決定輪流順序也有自

己的想法，能接受同儕

給予的建議和決定。 

陳瑋婷 
(2019) 

桌上遊戲結

合社會技巧

教學提升國

小 ADHD 兒

童社會適應

之成效 

特殊需求

/ 社會技

巧 

一名國小

ADHD 學

生 

卡卡頌 1. 能夠輪流等待他

人、專注於遊戲、遵

守遊戲規範、情緒控

制及人際互動皆有

進步與明顯改善。 
2. 可以透過不同桌

遊，提升受試者其他

弱勢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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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份) 研究主題 研究面向 研究對象 桌遊名稱 研究結果 

吳筱萱 
(2019) 

桌上遊戲對

提升國小智

能障礙學生

社會技巧之

行動研究 

特殊需求

/ 社會技

巧 

一名國小

輕度和一

名中度智

能障礙學

生 

德國心臟病、寶

藏競逐、堆高高

及抓鬼大隊 

1. 提升受試者在「輪流

等待」的次數，知道

玩遊戲要用輪流的

方式進行並等待。但

輪流對中度障礙受

試者則需要提醒。 
2. 能主動問老師問

題，並表達自己的意

見，課堂活動的參與

也較之前積極。 
3. 對於遊戲結果的接

受度有提升。 
4. 比起過去呆著等待

協助，現在會主動尋

求協助。 

卓詩婷 
(2020) 

桌上遊戲對

提 升 國 小

ADHD 學生

社會技巧之

研究 

特殊需求

/ 社會技

巧 

三名國小

ADHD 學

生 

醜娃娃及超級

犀牛 
1. 對國小 ADHD 學生

社會技巧具有立即

成效及維持成效 

註：研究者整理 
 
參、現況與建議 
 

整理論文與期刊得到以下幾個現況

與建議，依研究對象及領域、研究結果之

分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及領域 

(一)研究對象 
統整十二篇論文、期刊中，以

ADHD 學生及自閉症為研究對象最

多，各有四篇。而智能障礙學生為研

究對象，共三篇；其中學習障礙學生

最少，只有一篇。 
(二)研究領域 

以學習策略及社會技巧研究領域

次項目之探討。 

 
二、研究結果 

(一)桌上遊戲應用在教學對學生注意力有

正面影響 
綜合結論，桌上遊戲介入對學習

障礙及 ADHD 學生在選擇性注意力、

持續性注意力、整體性注意力上具有

立即與維持效果。學生不專注的行為

減少，在不同向度的注意力表現也有

提升，對學生學習表現及社會適應能

力有正面影響（陳慧音，2016；黃千

玳，2016；鍾玉玲，2013）。 
(二)桌上遊戲應用在教學對學生社會技巧

能力有明顯提升 
桌上遊戲融入社會技巧學習活

動，自閉症及 ADHD 學生在「輪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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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目標有明顯提升。學生能與同儕

共同決定輪流方法、記得輪流順序和

等待他人完成任務。 
另外，研究者也觀察到學生有正

向語言表達、主動與他人互動等行為

的表現（吳筱萱，2019；卓詩婷，2020；
郭雅玲，2016；張嘉琦，2018；陳美

慧，2017；陳健民，2018；陳瑋婷，

2019；蔡瑜君，2015；謝佩樺，2015）。 
(三)其他面向影響 

以桌上遊戲為媒介，激發其學習

動機及表現良好行為的動機，增進主

動參與活動的意願，促進學生建立自

信、提升挫折容忍力、情緒穩定、肯

定自我價值。 
在遊戲中與同儕互動，幫助特殊

生被同儕接納，特殊生也展現與同儕

互動的意願與動機（陳美慧，2017；
陳健民，2018；謝佩樺，2015）。 

 
肆、結語 
 

特教老師利用桌遊融入課程教學確

實可以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動機，且

能觀察到學生在學習上的進步，幫助身心

障礙學生在社會技巧或專注力上，都能有

所成長。 
雖然桌遊應用在教學上有一定成

效，但並非每個身心障礙學生都能在此策

略介入下達到明顯的成效，分析研究結果

可知，有些甚至無法達成或維持成效，故

建議特教老師在進行桌遊融入教學時，需

注意不同障礙類別學生，以及在教導不同

教學領域時，依據情境、學生特質或支持

環境等等，給予個別化調整，以提升學生

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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