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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影像示範教學對智能障礙成人工作技能習得之研究。本文

透過影片示範教學策略，教導接受日間照顧的身心障礙成人如何習得工作技能。研究

方法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 A –B –M 實驗設計。以一名身心障礙成人為研究對象，進行

為期三週的實驗教學。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接受影像示範教學後，在工作技能習得

上有立即成效。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未來影像示範教學研究之參考，也期

望提供教育工作者一種對身心障礙成人有效的教學策略。 
關鍵字：影像示範教學、智能障礙成人、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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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video modeling on working 
ability for an adult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e article addressed the effect of video 
modeling in vocational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an adult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how to 
working ability skills on the day care centers. This study uses A-B-M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participant was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dult, the study lasted for about three weeks. 
The finding was that the video modeling could be effective to the working ability skills.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video model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ors that video modeling 
as a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dult were proposed. 
Keywords︰video model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or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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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國特殊教育法（2014）、終身學習

法（2018）、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15）
等，都明確的定義身心障礙成人有終身學

習及就業的權利，雖然目前身心障礙成人

教育與各項服務有法源依據，但實際施行

時卻是頗多窒礙，讓身心障礙者完成學校

教育後，無法有效及即時的銜接上就學、

安置或就業。身心障礙成人在離開學校

後，進入了準備就業的狀態，不論是尋找

職缺、給予交通訓練與協助、初入職場的

陪伴及適當的提醒與指導等等，都影響了

身心障礙者是否能成功就業與穩定就業

的結果（洪淑惠，2011）。 
    除了就業外，因著許多內外在因素而

無法就業的身心障礙成人更不在少數，且

不論是否就業，皆因其特性而在學習上呈

現出困難與膠著，故應提供適當的方法及

策略協助其有效進行學習，讓有能力者提

升進入職場的機會，然而身心障礙成人不

論就業與否，都會因為溝通能力、理解能

力、適應能力而影響其學習，因此讓身心

障礙成人對學習教材與學習方式產生興

趣，進而有效提升學習能力，在教學環節

上是重要的（紐文英、王欣宜，1999）。 
    本研主要目的是探討智能障礙成人

使用影像示範教學，對其工作技能習得之

成效研究，希望提供相關研究者在教學上

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欲探討智能障礙成人使用影

像示範教學後，對其工作技能習得之研

究。本研究之待答問題為：使用影像示範

教學後對其工作技能習得之立即學習成

效與維持成效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影像示範教學 
    影像示範教學是依據Bandura的社會

學習理論所形成的教學策略，透過讓學習

者觀察影片範例，使其透過模仿、複製的

過 程 習 得 目 標 行 為 。 影 片 示 範

（video-modeling）是一種教學技術，其

教學策略可利用「他人」或「個體本身」

做為楷模，提供學習者觀察與學習的對

象，讓學習者依照影像模仿出相同的目標

行為。（許瀞分等，2015；黃美文，2011） 
本研究所指之影像示範教學係指研

究者針對受試者之學習目標，加以設計、

錄製、剪輯，輔以旁白、字幕的教學影片，

透平板電腦播放，成為讓受試者能夠模仿

學習的教學媒材，並在教學實施後呈現出

與影片相同的目標行為。 
 
二、智能障礙成人 
    臺灣智能障礙的鑑定是參照「美國智

能障礙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簡稱 AAMR）」之定義。判

斷一個人是否為智能障礙者，需考慮三項

因素：1.智力明顯低於一般同齡者。2.生
活適應行為 (adaptive behavior)  明顯困

難。3.十八歲前已呈現上述兩種現象。若

於完成發育後，由於外在因素，如疾病、

意外而引致的腦部受損，或老年人的記憶

力、思考力衰退，並不屬於智能障礙的範疇。 
     除了參照 AAMR 的定義外，更以聯

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1 年正

式發表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

系統 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作為身

心障礙證明的分類標準，ICF重新看待「身

心障礙」的定義，不再僅將身心障礙侷限

於個人的疾病及損傷，同時須納入環境因

素與障礙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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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稱之智能障礙成人，是指年

滿 18 歲，且依法定流程完身心障礙鑑定

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三、工作技能 
    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其本身所具備的

生理條件、工作環境、工作技能是否符合

職務需求，是求職成功的必備關鍵。單就

工作技能方面來討論，工作的主動性、耐

力、速度、職務流程、辨別器具、判斷力、

合作溝通、功能性閱讀、功能性算數等，

都是求職時工作技能的評量項目，因此臺

灣高職特教生在就學期間都會有一系列

的相關課程，以期能提升就業能力（吳劍

雄、陳靜江，2007）。 
    本研究所稱之工作技能，是指「材料

包組裝」此單一工作所需必備的能力，主

要以職務流程及正確性、辨別各項工具的

使用、功能性閱讀、功能性算數為主。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影像示範教學之內涵與教學策略 
    影像示範教學是指利用影片的方式

展現出所欲教導的目標行為，所以影片示

範必須有縝密的事前計畫，預先設計好目

標行為的呈現方式，期待學習者在觀看完

示範影片中目標行為後，可以正確的呈現

出預期的目標行為，所以影像示範教學也

可以說是練習目標行為的過程，必須在影

片中給予被教導者正確的學習楷模

（Delano，2007；劉郁君，2010；王慧婷，

2013）。 
  影像示範教學中所使用的「示範影

片」，是指專為某一個特定的教學目標所

進行設計、拍攝、編輯的一系列過程，而

影片中的示範者可能是成人、同儕或是自

己，最後利用影片所呈現出的內容進行教

學。因此，使用預先設計的影片進行教

學，可以排除不同教學者進行相同課程

時，對於教學內容、指導語與教學順序上

的偏差（葉俊緯，2010）。 
    教學是為了傳達一個或多個抽象的

概念性知識，為了達到特定的教學目標，

同時提升教學的品質，在影片中應將抽象

概念及學習知識具體化，接著透過學習策

略與教學活動，讓學習者能藉由影片理解

其中所要傳達的知識與概念，一旦將抽象

的知識具象化，則可使學習者產生具體化

的經驗、印象深刻、容易理解及產生正向

學習經驗等優勢（葉俊緯，2010；施如齡，

2010）。 
    由於學習者的能力狀況不同，所以相

同主題的影像示範教學也需要呈現不同

的影片內容，以符合使用者現況，切不可

貪圖方便而勉強使用現成之影片，讓影像

示範教學流於影片欣賞活動。 
 
第二節 智能障礙者學習特質與教學策略 
    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辦法第三條（2013）頒訂「智能障礙是指

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

難者。」各專家學者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學

習特質有各種不同見解，其中可歸納出七

個特點：1.生理及動作協調、精細動作發

展有落後現象；2.注意力不足；3.短期記

憶力缺陷；4.學習遷移類化困難；5.學習

及成就動機低落；6.生活自理能力不足；

7.表達溝通能力較弱。因此在進行智能障

礙者教學前，須考慮以上七個特點來擬定

教學策略（何華國，2004）。  
    智能障礙者的困境為學習速度慢、應

變力不足、短期記憶力差、類化能力弱、

抽象思考能力不佳等，這種種的因素都將

直接影響學習的成效。在教學上可使用工

作分析方式，將教學目標拆解成若干細項

或步驟，再輔以有系統的連鎖策略進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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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且要配合適當的增強系統、反覆練習

及有系統的教導，即可有效增進學習效率

(陳榮華，1995；侯禎塘、張敬文，2007）。 
    有效的學習除了教學策略須詳盡設

計以外，還需成功的促進學習者的學習興

趣並維持專注力，因此教材的選擇、設計

與呈現，對於學習者是否對學習產生興趣

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透過設計學習教

材，研究如何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進

而達到促進學習動機與提升成效的目的

（Hidi, 1990；王秀鳳、張孟君，201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名 41 歲

之唐氏症成年男性，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第一類、重度），且接受日間式照顧服

務約 4 年的時間，其自理能力及口語溝通

皆能符合日常生活所需，但在學習上卻缺

少主動性，甚至對各個課程都不感興趣，

只有課程中出現影音刺激較多時能維持

約 20 分鐘的專注力，因而在取得家長同

意後進行本研究。本研究對象特質及能力

簡述如表 1。 
     
表 1   
研究對象在精細動作所表現的能力特質 
研究對象 受試者 
性別 男 
年齡 41 
障礙類型/程度 第一類/重度 
溝通能力 可使用國語/臺語進行日常口語溝通。 
專注力 1. 容易分心。 

2. 影音刺激較多時能維持專注力約 20 分鐘。 
學習能力 1. 看懂數字 1-10。 

2. 可依指令內容進行相對應活動。 
精細動作能力 1. 會使用筷子吃飯、刷牙、洗碗盤、穿脫衣褲（扣鈕扣、拉拉鍊）。 

2. 可使用拇指及食指捏取物品。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之

A-B-M 實驗設計，探討受試者在接受影像

示範教學後之立即成效，並增加三次維持

期以觀察學習維持成效。 
一、基線期（Ａ） 
    本階段使用一般的口語教學，先介紹

材料及拿取順序後進行零件組裝示範，在

交由受試者操作零件組裝。由研究者對受

試者進行目標行為試探，同時進行工作分

析評量表之評量（附錄一），當資料點連

續三次呈現平穩狀態後進入處理期。 
二、處理期（Ｂ） 
    本階段對受試者進行零件組裝之影

像示範教學，因受試者未曾使用過平板電

腦，為減少實驗之誤差，故全程由研究者

操作示範影片，待受試者看完完整影片後

立即進行目標行為試探，過程中研究者對

目標行為進行錯誤矯正，並重複撥放影片

及錯誤矯正動作，同時進行工作分析評量

表之評量。當資料點連續三次達成率達到

70％以上時結束處理期並進入維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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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持期（Ｍ） 
    本階段對受試者不進行教學，對於已

結束介入的目標行為實施三次的維持效

果觀察，同時進行工作分析評量表之評

量。 

第三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控制變項 

1. 教學者 
2. 教學時間 
3. 教學地點 
4. 評量者 

 
 
 

自變項  研究對象  依變項 
影像示範教學  重度身心障礙成人

一名 
 插頭零件組裝目標達成率

之立即學習成效與維持成

效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變項 
(一) 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影像示範教

學」，以插頭零件組裝為教學主題，

研究者依受試者能力使用工作分析

法將插頭零件組裝的流程細分成 10
步驟，依據細分後的步驟編製成影

像，並加上語音旁白說明組裝步驟及

程序，並且加上文字線索，編輯成影

像示範教學之教學影片。 
(二) 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插頭零件組

裝之習得立即學習成效與維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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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成效是對處理期教學立即

效果的評量，維持成效是對維持期之

效果評量，依據計算工作分析評量表

(附錄一)得分後所得出之量化數據

百分比，作為受試者立即效果與維持

成效的資料。 
本研究使用自編「工作分析評量

表」作為整個教學基線期、處理期、

維持期的評量工具，評量受試者在接

受影片示範教學後，檢視教學是否具

有成效，評分標準為完成影像示範之

動作，每項技能動作以工作分析方式

細分為小步驟，依照受試者的完成與

否及教學者是否進行提示來進行評

分。 
(三) 控制變項 

本研究為減少對自變項之干

擾，另外控制以下變項： 
1. 教學者：由研究者擔任受試者實

驗的教學者，主要負責控制教學

流程，並協助受試者操作影片，

避免由不同的教學者造成教學態

度或個人特質所造成的誤差，以

控制教學介入的一致性。 
2. 教學時間：每週星期一到五的早

上 8：10-8：40 進行實驗介入，

每次 20 分鐘，共計進行 11 次。

本實驗採單獨一對一教學以控制

其他影響因素，避免產生可能之

干擾及共變現象。 
3. 教學地點：B 班教室。 
4. 評量者：由本研究者擔任執行評

量者，於各期之教學現場進行評

量，以避免因不同評量者而給予

不同提示所產生評量誤差。另邀

請另一位評量者以觀看受試者操

作影像的方式進行評量，以考驗

評分者間的一致性。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教學資源 
1. 由研究者依受試者能力挑選適合之插

頭零件組裝型號。 
2. 依據工作分析內容所編輯之教學影片。 
 

 
 

二、評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編工作分析評量表作

為整個教學研究過程的評量工具。 
 
第五節  信度分析 
 

研究者與第二觀察者協同評量，進行

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分析，於基線期

(A)、處理期(B)、維持期(M)採隨機抽取

方式，各抽取 1-2 次所拍攝的影像，進行

觀察者間一致性考驗，建立觀察者間信度

平均值為 96%。其計算公式為︰ 

 
           評量者一致的次數             

                          評量者一致的次數 + 不一致的次數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依照工作分析結果共 10 個步

驟製作成工作分析評量表逐項評分，蒐集

受試者各階段的評分資料，依據每次評分

結果統計分數，目標行為達成滿分為 10 

×100％ 觀察者一致性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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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分數換算為百分比呈現，再使用視

覺分析法，將資料點繪成曲線圖，以評估

受試者在各階段間插頭零件組裝能力表

現情形，並探討影像示範教學對智能障礙

成人工作技能習得的立即學習成效。 
 
第四章  結果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者將每次教學後取得之目標達

成百分比資料，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

第一位，得出量化數據資料，並以學習成

效曲線圖進行資料分析，檢視教學是否具

有成效。 
 
一、曲線圖分析(如圖 2) 
(一) 基線期：顯示受試者目標達成百分比

均為 25~30%，呈現穩定狀態。 
(二) 處理期：受試者逐漸進步，目標達成

百分比在 74.4%～96.7%之間，處理

期的表現水準明顯高於基線期。 
(三 ) 維持期：目標達成百分比維持在

97.9~98.3%，曲線呈現穩定狀態，顯

示有不錯的維持效果。 
 
 

 

 
圖 2  習成效曲線圖 

 
二、階段內變化分析 
    如表 2 所示，受試者在基線期的目標

達成百分比趨向預估為穩定，水準範圍為

25~30，水準變化為＋5，水準平均值為

27.2；在影像示範教學介入後，處理期的

趨向預估為上升且穩定，水準範圍為

73.6~96.7，水準變化為+22.3，水準平均

值為 84.7，維持期水準範圍為 97.9-98.3，
水準變化為+0.4，水準平均值為 98。故從

階段內的分析內容可看出，基線期的表現

低落，到了處理階段即產生正向穩定的上

升曲線，故有明顯立即學習成效，且維持

期亦呈現出趨向穩定且水準穩定，故亦有

明顯學習維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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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階段內資料摘要

階段順序 基線期 處理期 維持期

1. 階段長度 3 5 3 
2. 趨向預估 －

（＝）

／

（＋）

－

（＝）

3.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4. 平均值 27.2 84.7 98.0 
5.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6.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7. 水準範圍 25-30 73.6-96.7 97.9-98.3 
8. 水準變化 ＋5 ＋22.3 ＋0.4 

第二節  研究結論

一、影像示範教學能提升智能障礙成人工

作技能的習得

運用影像示範教學後，在處理期

的評量中，工作技能習得的完成度由

基線期的 27.2％提升到 84.7％，到了

維持期更是維持在 90％以上的目標

達成率，由此顯示影像示範教學能有

效提升智能障礙成人工作技能的習

得。

二、各階段間受試者之表現

由於學習速度慢、類化能力弱、

抽象思考能力不佳等，直接影響了受

試者的學習的成效，在使用影像示範

教學具體的呈現出目標行為後，蒐集

各階段資料並繪製成曲線圖，依據圖

表進行目視分析及側錄的影片分析

後，發現受試者在基線期因為對目標

行為不熟悉，雖然知道零件要插到插

頭裡，但是幾乎都是跳過零件 1，而

連續放兩支零件 2，到了處理期整個

完成度大幅提升，延續到了維持期也

持續保持目標達成率的穩定水準。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參與者

實施影像示範教學需依學生個

別狀況設計教學內容，本研究以一名

身心障礙成人為研究對象，故無教學

內容不符合個別狀況的問題，但樣本

數過少也影響推論到其他身心障礙

成人的有效性，若增加研究對象，則

建議深入分析個別差異，讓研究對象

均質化，以降低內容效度的疑慮。

二、研究設計

    研究採 A-B-M 研究設計，其內

在效度較低，建議未來要再進行相關

或延伸研究時，應改採多基準線設計

（跨行為、跨情境、跨受試），較符

合研究之實際需要，並可提升研究之

信效度。

三、教學方面

(一)目標行為 
研究結果顯示，影像示範教學對

一位重度身心障礙成人工作技能的習

得有明顯成效，建議可擴充影像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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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使用範圍，除了不同的工作技

能外，也能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期待

有助於身心障礙成人生活品質的提

升。 
(二)工具操作 

    由於研究對象不會使用平板，因

此本研究由研究者協助操作，因而落

入了是否有主觀意識介入的疑慮，建

議未來要再進行相關或延伸研究時，

應把工具操作的條件列入研究對象的

擇取條件中，或是增加工具操作的先

備課程，以增進研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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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分析評量表 
 
    教師以「現在請你依照剛剛示範的順序組裝插頭」作為開始評量之指導語。以「接

下來呢?」作為每一個步驟開始之指導語，並以學生的反應狀況在評量表上計分。 
 
【計分方式】 
1.無提示且步驟安裝正確，計 1 分。 
2.步驟安裝錯誤，協助除錯及提示後步驟安裝仍錯誤，計 0 分。 
3.步驟安裝錯誤，協助除錯及提示後步驟安裝正確，計 0.5 分。 
 
註：協助除錯是指評量者協助將安裝錯誤的零件用工具拔除。 
 

目標技能：插頭組裝 日期              評分者 

順序 工作分析步驟 
                         次數 

□基線期    □處理期    □維持期 

1 2 3 4 5 

一 插頭平整面向下，放桌上      

二 旋轉插頭到正確方向      

三 手拿尖端正確拿起零件 1，      

四 將零件 1 放進插頭的 1 號零件格      

五 手拿尖端正確拿起零件 2       

六 將零件 2 放進插頭的 2 號零件格      

七 使用工具將零件 2 下壓固定      

八 手拿尖端正確拿起零件 3      

九 旋轉零件方向，缺口向右      

十 將零件 3 放進插頭的 3 號零件格      

       

       

實際完成步驟之總分      

學習成效 
實際完成步驟之總分  

 目標達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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