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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介紹觸覺地圖搭配提示策略的教學應用，透過筆者自編之行為評

定量表加以記錄學習結果，並分析此教學系統對一位大專校院視障生定向行動技能之

學習成效，以提供學校教師或相關教育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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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

院校，升學管道多元化，視覺障礙學生(以
下簡稱為視障生)出現在校園中的景象越

來越普遍，有些人會覺得視障生可以在校

園內獨立行走很厲害，佩服他們知道手杖

碰到障礙物後要左轉還是右轉，而這樣的

過程其實是接受定向行動技能的訓練，並

經過反覆練習才能獨立行走的。一般而

言，視障生在路上行走主要是透過心理地

圖的建立，而建構的方法有許多種，其中

以觸覺地圖在實務教學上最為常見且便

利(莊素貞、梁成一，2015)。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大專院校視障

生定向輔助教具-以觸覺地圖搭配提示教

學 策 略 (prompting strategies) 之 學 習 成

效，首先，透過觸覺地圖的介入與教學，

讓視障生瞭解陌生的空間環境，再將教學

路線分段教學輔以行動技能評定量表，記

錄學生學習之成效，當學生在行走過程中

遇到困難，教學者利用提示教學策略的方

式介入，以期望視障學生能夠安全有效率

且優雅地到達目的地。 
 
貳、文獻探討 
 
一、心智地圖的重要性 
    心智地圖(mild map)又稱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主要功能是將環境週遭

的訊息與空間相對位置組織起來，以作為

尋路之用。最早是由 Edward Tolman 於

1984 年以食物為誘餌，將老鼠放置到迷宮

中並且另闢一個新通道，而老鼠仍能依循

線索最終找到食物的實驗，他認為老鼠心

中即有一張看不見的地圖，而這張地圖即

為心智地圖。視障者行動時，會藉由各種

感官知覺、本體覺及環境中的各種資訊產

生回饋，並經由探索的方式對周圍環境進

行摸索，從而得知環境特質、方位、整體

配置(例如：街道、水池)、距離感以及探

索時所經過路徑的前後路標等訊息，產生

心智地圖並建構心理印象，以作為定向行

動的主要資訊(莊素貞、梁成一，2015)。 
 
二、觸覺地圖 

Ungar(2000)認為觸覺地圖是協助視

障者熟悉環境、提升空間認知概念最好的

工具之一。Edward 等人(1998)比較明眼人

與視障者，發現明眼人採用視覺記憶方式

作為熟悉環境比使用地圖更能發揮作

用，而視障者因無法藉由視覺接收環境資

訊，來快速記憶路線，所以必須藉由觸覺

地圖以建構心理認知。觸覺地圖是視障生

在定向行動技能上，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輔

助教具，可經由教學者與學習者共同製

作，既經濟又可習得認知地圖的空間及地

標概念，而製作時必須注意其設計原則，

依莊素貞、梁成一(2015)說明其設計注意

事項如下： 
1. 資訊密度 

    地圖內容的資訊多與少需考量視

障生的個別性及需求來設計，特別是對

於觸覺感知能力較差者，盡可能極小化

資訊密度並把握以下 7 點：(1)地圖符

號大小依可辨識為原則；(2)盡量使用

單線符號；(3)提高比例尺並符合比例

設計原則；(4)圖例或部分訊息可另放

一頁；(5)使用易記標籤符號且能代表

實體；(6)使用兩方點字縮寫；(7)須標

示出方位，一般標示指北方位即可。 
2. 耐用度及尺吋大小考量 

    地圖設計以耐用及可攜性為主來

設計考量，盡可能符合輕量化、尺吋大

小方便拿取及肩背帶設計以利視障生

於教學時可肩背地圖。由於地圖須經過

多次教學反覆觸摸，因此材料的材質必

須能經得起多次觸碰，最好具備防水、

防震等耐用原則為佳。 
3. 對比及靈活性設計 

   地圖設計須考量低視力者及全盲

者，對於低視力者的需求，其圖標的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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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對比要明顯；對於全盲者應考量多觸

覺感的材質以區別圖資類型。圖例說明

應同時具備印刷文字及點字標籤。路徑

設計應有可追蹤的線，特別是在轉彎或

曲線的路徑教學。 
 
三、提示策略 

定向行動教學者於教學前需先了解

學生的認知情況及身體的感知功能，並搭

配適當的教學方法與策略，安排有趣且生

動的課程供學習者身體探索以建立良好

的空間認知與定向行走之能力，這就是定

向行動教學最主要的目標。教學者針對學

生個別情境及需求給予適性的指導，以協

助學習並達成教學目標，而適性指導的方

式之一則為提示策略的運用，提示策略為

協助學生增加正確反應的方式，由教學者

引導學生表現出來。 
提示策略（Prompts）意指影響學習

行為發生的刺激因素，並依提示量由少至

多，視學生個體反應進行教學調整的一種

方法(Westling & Fox, 2000)。提示策略的

型態與層次由少至多為口頭提示（Verbal 
prompt）；手勢提示（Gestural prompt）；

刺激內的提示（Within stimulus prompt）；

視覺提示（Visual prompt）；示範動作

（Modeling prompt）；身體提示（Physical 
prompt）（鈕文英，2015）。 

綜合上述，視障者運用感知功能取得

回饋資訊，再搭配觸覺地圖及教學提示策

略的運用，可協助視障者建構對空間圖形

的認知，經實際探索環境練習加以取得環

境外在資訊，並藉由學習過程中，建立空

間的概念以組成整體印象，最終達到獨自

行走的目標，亦即能以安全、迅速、優雅

的行走技能，自理生活所需(包含行走、

搭車、購物、上學……等)。 
 
參、教學實務分享 
 
一、教學對象 

本文教學對象為一位就讀中部某大

專校院的視障學生，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

明，其病症經眼科醫師確診為：雷伯氏遺

傳性視神經萎縮症(Leber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 ， 簡 稱 LHON ， 視 力 值 為

0.01，該疾病為粒線體缺陷所導致，是一

種母系遺傳疾病，發生機率低於萬分之

一，是為罕見疾病(衛生福利部，2013)。
雖然該生仍存有光覺能力，但考量於日間

時段的訓練之必要性，因此本次教學利用

矇眼教學(blindfold)模擬視覺完全遮蔽的

狀態，排除依賴剩餘視覺的阻礙因素，以

加強其感官知覺的敏銳度(吳美慧、賀夏

梅，2014)。個案之前曾接受愛盲協會的

定向行動技能訓練，已具有基本行動技能

及保護技能，前者包括垂直調整、平行調

整及直線行走，後者則指上肢護身法及下

肢護身法。 
 

二、教學方法   
定向行動的教學重點包括定向概念

的建立及行動技能的訓練兩大部分(劉芷

晴，2015)。本次教學的定向概念建立是

藉由觸覺地圖教學以建構個案的心理地

圖，將環境週遭的訊息與空間相對位置組

織起來。而行動技巧的訓練則由教學者先

將目標動作依序細分成數個獨立的動

作，讓學生逐一完成各種分解動作後，串

連成完整的目標動作，再藉由提示策略協

助學生增加正確反應，同時採重覆練習原

則，以致學生達成目標行為。 
 

三、教學材料 
本教學實務的教學材料包含自編之

行動路線表、觸覺地圖、行為評定量表三

項，其說明分述如下： 
(一) 行動路線表 

行動路線表由教學者自編，分為路

線、行動技能及備註三大欄，以表格的形

式呈現，避免資料重複或相互矛盾的情

形，並確保資料的一致性，同時增加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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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的效率。起點為從教學大樓左側斜坡

道至終點右側無障礙廁所，共分為 9 個路

段；每一路段至少一項行動技能，一共有

20 項，備註欄為路線規劃的詳細內容，如

表 1。 

 
表 1  

行動路線表 

路線 行動技能 備註 

1.教學大樓斜坡道第 1

柱位木質牆面 

徒手追跡金屬扶手 左手沿著 L 型金屬扶手追跡，

至扶手盡頭會摸到第 1 柱位延

木質牆壁。 

2.第 1 柱位木質牆面

第 2 柱位木質牆面 

徒手追跡牆壁、 

垂直調整後直線行走、行

走時使用上肢護身法 

第 1 柱位延木質牆面追跡至終

點，垂直調整以上肢護身法直

線行走。 

3.第 2 柱位木質牆面

第 3 柱位木質牆面 

左手徒手追跡並搭配右手

的上肢護身法 

沿著左側木質牆面追跡至第 3

柱位木質牆面。 

4.第 3 柱位木質牆面

石頭矮牆 

垂直調整後走到對面矮

牆，此時要用下肢護身法 

第 3 柱位木質牆面再往前ㄧ

步，垂直調整以上肢護身法直

線行走至石頭矮牆。 

5.石頭矮牆第 12 柱位 平行調整後右手徒手追跡

矮牆至盡頭，再垂直調整

以上肢護身法行走 

 

碰到石頭矮牆後，先向左轉進

行平行調整，然後右手追跡矮

牆至盡頭，再左轉 90 度垂直調

整以上肢護身法至第 12 柱位。 

6.第 12 柱位第 13 柱位

與滅火器 

左手徒手追跡牆面並搭配

右手的上肢護身法 

右轉 90 度延牆面追跡至第 13

柱位，延牆面碰到下方滅火器。 

7.第 13 柱位與滅火器

第 14 柱位牆面 

垂直調整以上肢護身法直

線行走 

碰到滅火器後垂直調整，以上

肢護身法直線行走至第 14 柱位

牆面。 

8.第 14 柱位牆面金屬

扶手 

右手徒手追跡牆面 右手徒手追跡牆面至金屬扶

手。 

9.金屬扶手無障礙廁

所 

左手徒手追跡扶手至盡

頭，垂直調整後進入至無

障礙廁所 

沿著扶手追跡到盡頭，右轉 90

度直線行走碰到牆壁，無障礙

廁所即在左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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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觸覺地圖 
視障者因視覺的缺陷，訊息接收仰賴

聽覺與觸覺，因此觸覺地圖為定向行動教

學中常用的輔助教具，本次教學所使用之

觸覺地圖是根據莊素貞及梁成一(2015)書
中所提及的要點為製作原則，其步驟如

下：首先教學者先觀察環境並參照平面地

圖資訊，將教學區域的地圖在白紙上按相

應比例畫出來，再選用適當的形狀符號代

表圖例，將雛形繪製完畢後，考量觸覺及

色彩對比度，挑選適合的材質做為材料加

以製作，最後將地圖製作完畢後，實際對

照一次是否有缺漏或不符合之處再加以

修正(如圖 1)。 
 

 
圖 1 觸覺地圖 

 
(三) 定向行動學習評量表 

此學習評量表為教學者所自編，針對

教學路線及行動技能做為評定向度，紀錄

學生每次練習之結果，紀錄方式採評分規

準評定法，評定方式為學生學習狀況，依

照教師提示程度予以評分，共分為五種等

級，滿分 5 分，若個案獨立完成得 5 分，

須間接口語提示得 4 分，須直接口語提示

得 3 分，須動作提示得 2 分，須口頭及動

作提示並用得 1 分，教師協助越多得分越

少，如表 2。 

 
表 2 

定向行動學習評量表 

定向行動學習評量表 

主題：教學大樓斜坡道至右側無障礙廁所 

記錄日期：             (第      次記錄) 

路線：教學大樓斜坡道左側金屬扶手第 1 柱位木質牆面第 2 柱位木質牆面過第 3

柱位木質牆面石頭矮牆第 12 柱位第 13 柱位與滅火器第 14 柱位牆面金屬扶

手無障礙廁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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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行動技能 得分 

1.教學大樓斜坡道 

  第 1 柱位木質牆面 

徒手追跡金屬扶手  

2.第 1 柱位木質牆面 

  第 2 柱位木質牆面 

徒手追跡牆壁、垂直調整後直線行走、行走

時使用上肢護身法 

 

3.第 2 柱位木質牆面 

  第 3 柱位木質牆面 

左手徒手追跡並搭配右手的上肢護身法  

4.第 3 柱位木質牆面 

  石頭矮牆 

垂直調整後走到對面矮牆，此時要用下肢護

身法 

 

5.石頭矮牆 

  第 12 柱位 

平行調整後右手徒手追跡矮牆至盡頭，再垂

直調整以上肢護身法行走 

 

6.第 12 柱位 

  第 13 柱位與滅火器 

左手徒手追跡牆面並搭配右手的上肢護身法  

7.第 13 柱位與滅火器 

  第 14 柱位牆面 

垂直調整以上肢護身法直線行走  

8.第 14 柱位牆面 

  金屬扶手 

右手徒手追跡牆面  

9.金屬扶手 

  無障礙廁所 

左手徒手追跡扶手至盡頭，垂直調整後進入

至無障礙廁所 

 

評量總分：  

評定方式：學生學習狀況，依照教師提示程度予以評分，共分為五種等級。 

ㄧ、完全協助：口頭及動作提示並用下，完成學習行為，得 1 分。 

二、動作提示下，完成學習行為，得 2 分。 

三、直接口頭提示下，完成學習行為，得 3 分。 

四、間接口頭提示下，完成學習行為，得 4 分。 

五、不需要任何提示下，可以獨立行走，得 5 分。 

 
四、教學步驟與資料蒐集 
 
(一) 教學目標 

本教學課程的主要目標係藉由觸覺

地圖輔以提示策略為介入，期望能提升視

覺障礙生的定向行動能力，其單元目標為

以下三項：1.能建構校園的心理地圖，到

達目的地；2.能利用陸標及線索定位，分

辨不同環境特色；3.能運用徒手追跡法依

照教師指定的地點安全行走。 

(二) 教學時間與場域 
教學時間為三天，教學採一對一方式

進行，由第一研究者執行。本次教學課程

考量定向行動訓練範圍應以學生生活有

密切關係之地點為主(劉芷晴，2015），因

此本教學地點的實施均在就讀校院的教

學大樓進行。 
(三) 教學程序與資料蒐集 

本教學程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帶領學生認識地圖基本資訊，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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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定向行動技能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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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行動技能學習曲線

由教學者以人導法的方式帶領學生熟悉

環境及路線規劃，每一小段路線的教學，

教學者與學生皆各有其任務；教學者帶領

學生行走時必須輔以口頭說明路線，學生

則根據教學者所給予的教學指導語做為

記憶內容。第三階段則是學生練習時間，

以學生能獨立行走為最終目標，教學者利

用學習行為評定表(表二)觀察紀錄。 
 
肆、教學成效與討論 
 
一、教學過程與成效 
    本次定向行動課程經觸覺地圖系統

的八次介入教學後，發現學生對於心理地

圖的建構越來越完整，且藉由紀錄學習得

分，發現其獨立行走的正確率從第一次的

75%逐漸提升至第八次的 100%(如圖 2)。
雖然第一次練習獨立行走時，尚無法清楚

自己所在的位置，但經過六次練習後，已

可以完全獨立行動，不需任何協助即可完

成。學生起初在練習時，較容易出現的問

題是無法記得一次有兩項行動技能要同

時完成，例如：左手徒手追跡時，要搭配

右手的上肢護身法，容易忘記在行走時仍

要保護自己，需要間接口頭提示，但經過

反覆練習幾次後，漸漸能獨立掌握行動技

能，完成獨立行走。 
 
二、綜合討論與教學建議 

 

 
     



與  觸覺地圖搭配教學提示策略對提升定向行動技能之教學實務分享 

--以一位大專校院視障生為例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殊教育 

助科技 輔
68 

特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學生經由觸覺地

圖及提示策略的介入能對其定向行動教

學有正向的發展，同時也發現環境中的無

障礙設施對於視障者相當重要。由於本次

教學場地屬於開放式的大學校園，因此在

獨立行走練習時會遇到走廊上來往的師

生，以及教室的門或開或關，影響徒手追

跡的掌握，導致練習時被其他因素所干

擾，影響學習成效。在未來的教學實務設

計上，建議盡量避開人潮巔峰時段進行教

學，減少干擾因素。而教學設計方面，在

定向行動課程開始前，教學者必須事先勘

查地形數次，瞭解教學過程中的環境狀

況，並反覆思考可能出現的問題，甚至親

身模擬行走該路線。在當日課程結束後，

也必須從中思考學生學習狀況和教學程

序內容是否適合或需要調整，透過教學省

思使教學者更能依照學生個別狀況設計

課程，進而使教學成效更佳明顯。在教學

過程中，需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1. 使用觸覺地圖時，必須注意地圖方位，

避免因轉彎而導致方向改變，造成學

生在摸讀時混淆方位。 
2. 教學者在進行獨立行走訓練前，必須先

確認學生對基本行動技能及保護技能

有所認識，行動技能包括垂直調整、

平行調整、直線行走等技能，而保護

技能則指上肢護身法及下肢護身法。

學生若能掌握基本技能後再開始教學

節奏能更順暢，學生的學習自信也能

更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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