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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休閒活動
現狀與未來可行的方向 

 
胡雅各 

國立台中高農輔導教師 
 
 

摘 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及經濟蓬勃發展，國民從事休閒活動的層面與多寡已成為

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 
然而，近幾年青少年脫序的休閒演出卻時有所聞，痛苦指數也不斷地增

加。一般青少年的休閒活動即面臨諸多問題，更何況有著固著行為、語言鮮少

的自閉生，他們可能又伴隨不佳的人際互動、自我傷害等特質，自然更不利於

休閒生活的推展。由本文的文獻探討發現，自閉生從事休閒生活的人數並不

多，且偏向靜態為主的活動；而從本文質性晤談也發現，自閉生從事休閒活動

多以被動且以家人為主導。因此亟須妥善規劃自閉生的休閒生活，進而提升其

生活品質。 
筆者認為高職特教班若妥善應用社會適應等課程，應可有效推展休閒活

動。這時若再輔以適切的師資、充實的設備及器材、擴大與體育大學相關系所

的交流互動、政府大力推廣身障者的休閒活動、保障身障者參與藝文活動的空

間、學校與社區緊密聯結，假以時日必能顯出其效果。近年來發現部分高職特

教班在相關課程推展地板滾球活動，發現其頗具潛力，尤其自閉生在參與過

程，不僅有效提升其專注力，更能增加與同儕的互動，進而強健其體魄，正是

一個最佳實例。 
 
關鍵詞：高職特教班、自閉生、休閒活動、地板滾球 
 

壹、前言 
 

臺灣近幾十年來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無不朝提升生活品質而努力；也由於

每週固定二天的例假日，再加上國定假日及連假措施，所以可用來從事休閒活



特殊教育叢書 28 

動的時間便相對增加。Kelly & Godbey(1992)便指出，隨著社會變遷、工作時

數縮減、閒暇時間增加，人們的生活重心逐漸從工作擴大到家庭、個人興趣上，

休閒本身也成為提升個人生活品質重要的來源之一。因此，如何藉休閒活動以

建立祥和的社會並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已成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 
高俊雄(1999)指出，休閒活動的目標在於提升個人參與有意義休閒活動的

能力。由此可見，該如何塑造國人對休閒活動正確的認知，並從事有意義的內

涵，實是未來從事休閒活動必須把握的方向。而求學學子的例假日最是穩定，

可用來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也相對充裕。因此該如何協助年輕人培養適切的休

閒認知，將有助充實他們休閒生活的內涵。所以政府應該提出相關的配套措

施，並大量提升青少年的休閒品質。 
政府近年來已大量推廣各種休閒活動，不論是動態的戶外活動，或是靜態

的心靈饗宴；而各縣(市)政府也無不配合中央政策，推展各種有益於青少年的

休閒活動。然而，成果似乎未如預期，他們並未因此而獲得身心上的舒緩、發

洩過剩精力、抒發內心壓力，抑或是提升生活品質，反倒是休閒活動項目不斷

地推陳出新，脫序的休閒演出更是時有所聞，而尋求各種活動感官刺激的強度

也愈來愈強，並藉藥物的迷幻作用以填塞好奇的心靈。但終究仍是無法滿足於

現狀，且不快樂的情緒及其痛苦指數都不斷地向上攀升。 
向陽公益基金會(2009)調查二千多位國中、高中(職)、五專青少年生活痛

苦指數，發現平均痛苦指數總分是 63.0 分，其中生活環境是處於比較痛苦的

情形。尤其此痛苦分數為歷年最高，比最低的 2006 年 58.6 分還高出 4.4 分。

其中「休閒受到管控」、「需求受到忽視」、「家居生活單調」、「學校活動不足」、

「學校空間狹隘」等向度都有五成以上的痛苦水準，顯見青少年從事休閒活動

方面的痛苦情形；也有一半以上青少年認為他們的休閒未受重視，不論男女青

少年都有如是的看法。 
由此調查發現，推動的休閒活動雖多，但未必能符應青少年們真正的需

要。雖賦予冠冕堂皇的名稱，其實卻是漠視其內心感受；活動空間的受限與種

類的不足往往讓他們動輒得咎；甚至不知如何從事各樣的休閒活動。由此可

見，休閒活動的推展是根本出了問題，因此必須從青少年的角度來解決其休閒

困境。 
一般青少年在從事休閒活動都可能遭遇上述諸問題，更何況身障青少年，

其中尤以自閉者為最。他們因著語言、人際互動、固著、自我刺激、自傷、過

動等方面的問題而限制其從事各式各樣的休閒活動，此使得休閒活動的推展更

是雪上加霜。但並不能因此而抹煞其權益，因此亟需家長、特教專家與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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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共同努力解決此問題。 
自閉者與一般年輕人一樣，也需要休閒活動以陶冶身心，而且休閒活動更

賦予他們不凡的功能。高淑貞(1994)便指出，遊戲能提供自閉者具體的形式來

表達其內心的世界，透過遊戲，重要的情緒被賦予意義；遊戲也是自閉者溝通

的最自然方式，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境下遊戲，使個體能表達其獨有的想法與

行動，進而發洩其內積的壓力；而且藉遊戲也可從事角色扮演，站在他人的角

度想問題，進而有同理的情緒與表達。所以休閒活動之於自閉者，不僅具有教

育性、娛樂性、休閒性的功能，更具有治療性的意義。 
教育部為了顧及國中畢業仍有志於繼續升學的自閉者(以下簡稱自閉

生)，於是自九十二學年度起，將全省劃分為宜蘭等十個安置區，開始將自閉

生就近安置於所在地的高中職特教班，當年實際報名人數只有 15 人，但隨著

資訊的發達、學校的接納、家長觀念的調整等因素，因此安置人數正逐年增加，

也因此有關學習、進路選擇、生涯規劃、休閒活動等問題也一一浮現。因此家

長及教師應未雨綢繆，以幫助自閉生未來的生涯發展並奠定良好的基礎。 
 

貳、自閉生休閒活動的現狀與功能 
 

休閒活動的重點乃在於協助參與者建立一系列個人的休閒能力，促進個人

有意義的休閒參與體驗，就是所謂的「休閒教育活動」(Dattilo & Murphy, 
1991)。這種有意義的休閒參與體驗，是指一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過程中，個

人的身心狀態以及社會關係皆獲得改善。Driver、Brown 和 Peterson(1991)將之

稱為休閒效益(leisure benefits)，這些效益包括改善個人身心狀況、增進家庭親

子關係、社交關係、實現自我理想等。 
但是，自閉生由於身心的限制，故能從事的休閒活動便較少，且偏向靜態

為主的活動。小林(1992)針對 197 名 18-33 歲自閉青少年的休閒活動進行調查，

發現：(1)沒有休閒活動者占十分之一，其生活適應能力、語言水準都較低；

有休閒活動者以音樂活動為主，其次是影像觀賞的活動；(2)語言發展水準良

好者，較多為旅行或讀書的活動，較差者則以購物、散步、電玩遊戲居多；(3)
在運動方面，不論能力好壞，都很少觀賞運動性節目或比賽。張正芬(1996)的
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1)休閒活動以靜態的視聽活動為主，最常從事的是看

電視、聽音樂、唱歌等活動；(2)休閒活動的從事率及種類的變化性，將隨能

力的優劣而有所不同。無休閒活動者，隨能力遞減而所占的比率增加；(3)自
閉症者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相當低，約 3%。由這些研究發現，自閉者的休閒



特殊教育叢書 30 

活動多以觀看電視、音樂欣賞等靜態活動為主，室外活動則較少，而室外的動

態活動又受到語言能力的限制，也隨障礙程度之增加而減少。 
劉玉燕(1999)研究台北市啟智學校自閉生休閒活動的安排，也發現：(1)

在休閒活動方面，僅有半數左右的人可以依自己喜歡的活動安排空間、時間，

其餘都必須依賴他人的安排；(2)休閒項目以影視、購物、旅遊有關的活動最

多，其次為音樂的活動，然後為畫畫、運動相關項目；(3)自閉症者能力愈好

者，活動項目愈豐富；反之低功能者根本不知如何活動，甚至出現呆滯或固著

性的搖晃動作、整天抱著雜誌翻閱、反覆聽唱一首歌曲。由此可見，所從事的

休閒活動將視自閉生的能力而定，高功能者從事休閒活動的人數便增加，種

類、內容也較有變化；反之，中、低功能者便相對減少且有不足的現象。然而

高功能者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多偏向靜態的活動，而動態的休閒活動則乏人問

津。 
時下休閒多偏向動態為主的活動，且多人從事。現代人休閒風氣日益盛

行，即使路途遙遠或所費不貲，只要能換取片刻的靈靜、幸福與閒逸也在所不

惜，如：北部工作者驅車前往南部墾丁渡假；為擁抱湖光水色，儘管在高消費

的涵碧樓住上一宿也大呼值得；有些人更是嚮往於台東的溫泉之旅……。當

然，休閒活動並非只囿限於動態的活動，只要能從中獲得樂趣、抒解壓力、陶

冶性靈，任何動、靜態的活動都有益於身心發展。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便於週末結合家長、義工、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

系、台北體大特教學程的學生，共同設計各種休閒課程以教導自閉青少年。靜

態課程於上午實施，如：購物訓練、社交技巧、社區適應、EQ 訓練；下午則

以動態為主，括：基本體能訓練(如：柔軟操、仰臥起坐)、追趕跑跳碰(30 公

尺賽跑、接力賽)、排球打天下(如：向上拋球、雙手接球)、大家來投籃(如：

傳球活動、投球入籃)、足下風雲(如：踢球、射球進網)、樂樂棒球(如：擊球

揮棒、揮球比賽)、舞的律動(如：跳跳舞、模仿動作)、擲球訓練(如：手部伸

展操、擲球動作)、小小運動會(如：團隊合作、聽從裁判指示)、戶外教學(如：

木柵動物園、陽明山賞花)(劉玉燕，2004)。由於所有人員的從旁協助，寓教於

樂，因此連續辦理三期後，學生仍欲罷不能，參加的學員們已把週末班當成重

要的日子，一次也不願錯過，不僅如此，此活動也獲得參與家長熱烈的迴響。 
筆者請教劉玉燕老師，這些參與活動的自閉生是否有條件上的限制，劉老師回

答：「只要生活能夠獨立自主，沒有任何的限制。」由此可見，休閒活動只要規劃

得宜，這時不論高、低功能自閉生都能從中獲益，如：(1)抒發情緒並減少不

當的行為；(2)能與許多不同人士接觸，增進彼此瞭解與溝通；(3)教學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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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求變，讓自閉生適應各種教學方式；(4)自閉生可藉活動探索自己的潛在

能力，進而提升對自己的認同與自信心。 
因此，從事有意義的休閒活動，不僅可以培養個體的興趣、豐富生活內涵，

更可藉之抒發因工作而累積的壓力與疲勞。楊忠和(2004)便指出，休閒活動的

目的在於維持、延長身體最佳體能狀態的期間。身障優秀運動員所表現出的心

理狀態類似於一般優秀運動員；優秀輪椅運動員之人格特質與一般傑出運動員

並無二致，然而相較於同樣使用輪椅但未從事運動的身障者，則有顯著差異；

在自尊心及體能方面，優秀身障輪椅運動員較未從事運動的肢障者來得高。由

此可見，運動休閒的確使人更有活力，而隨著運動而來的心理層次的滿足，更

已超越其生理上的缺陷。 
 
參、高職特教班可藉有關課程從事休閒活動的優勢規劃 

 
目前高職特教班自閉生因所讀類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課程規劃，然都在部

定課程綱要的規範中，因此相差不大。而各校可依特色、學生未來發展需要、

行政安排措施的不同而顯現變通的一面。以台中高農為例，每週各年級可用來

從事有關休閒活動的課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中高農特教班各年級可用為實施休閒活動有關課程一覽表 

年級 
 
課程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附  註 

餐飲活動 
與 服 務 ✔ ✔ ✔ 

本校每日實施八節課，因此特教班學生每週都會
多出四節課。三年級學生用來校外實習；一、二
年級便用來在愛心工作坊從事餐飲服務。 

校內實習  ✔  每週八節課 
校外實習   ✔ 上下學期每週都各二天 
體  育 ✔ ✔ ✔ 每週二節課 
音  樂 ✔ ✔ ✔ 每週一節課 
美  術 ✔ ✔ ✔ 每週一節課 
校外參觀 ✔ ✔ ✔ 每學期各一～二次 
社會適應 ✔ ✔ ✔ 視老師課程內容，如到科博館參觀。 

社  團 ✔ ✔ ✔ 目前社團有六種(由學生自行選擇)：餐飲服務、
手工藝、園藝、按摩舒壓、室內佈置、廣告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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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發現，自閉生在該校可用來從事休閒方面的課程，不論級別，都

有一天以上的時間，因此倘能妥善規劃，實有助於自閉生達到休閒、預防、治

療、發展的功能；而且這群學生可能都較他校學生多出四節，若完善規劃，假

以時日必能達成教育性的目標。 
 

肆、高職特教班自閉生休閒活動現況之個案訪談 
 

為了解自閉生目前從事休閒活動的內涵，筆者針對本校特教班自閉生進行

個案探討，以窺其日常從事休閒活動的現況，進而提出可能的建議，以為未來

從事高職特教班自閉生休閒教育與活動之參考。由於個案口述及筆談皆有困

難，故以個案母親(目前已自國立台中高農退休)為訪談對象，茲將內容陳述如

下： 
 

一、個案的學習背景 
(一)學習現況 

個案並非一位高功能孩子，如：「當初台大宋維村醫師鑑定孩子是高功能的自

閉兒，但長久觀察下來，我覺得他應該不是。台中教育大學黃金源教授也曾針對我的

孩子作研究，但有許多題目他都沒通過，因此便無法參與該研究……，他的能力以具

體、實物的學習較佳，但抽象則有困難。」 
(二)學習的優勢面 

個案記誦的能力頗不錯，如：「他能背許多的英文單字，所以若考背誦的題目，

只要引導得宜，他應該都能正確作答。」；個案的母親認為其國中階段的學習進

步最快，如：「國中時，導師帶他們到校外教學前都會先作預習，實地參訪再接觸這

些實物，所以進步好快……。因此，只要內容不要太多、有預習且有實物親身經歷，

他都能學習快速……。」 
(三)學習的劣勢面 

個案在抽象思考方面較感困難，如：「……記憶力雖不錯，但不見得懂；只

要內容牽涉抽象思考(如：悲傷的情緒)、選擇、判斷等，對他來講都相當的困難……。」 
(四)有效的學習法 

實物學習可能是最有效的學習方法，如：「國中時去參觀豆腐坊，在現場看

到實物，印象便非常深刻。」 
由此可見，只要教學計畫完善，教學者預作規劃，學習內容以實物為主，

教導內容不要太多且偏向實物、現場接觸，個案都能學習良好。所以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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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嘗試或教學，可能須偏向實物、具體、可觀察、可接觸的內容。 
 

二、個案目前所從事的休閒活動 
個案目前從事的休閒活動種類並不多，以家長的安排為主，自發性的活動

則較少，如： 
(一)靜態活動 

個案非常喜歡唱歌，如：「他很喜歡唱歌，爸爸也時常帶他唱卡拉 OK……；

偶爾會玩一些簡單的電玩，都是我們準備好，然後他來玩，若由他主導，可能有困難；

偶爾也會跟著他爸爸聽音樂……。」 
(二)動態活動 

個案較常參加自閉症協會所舉辦的活動，如：「我們較常參加台中市自閉症

教育協進會所舉辦的夏令營等各項休閒活動，如：溜直排輪、旅遊，但孩子絕大部分

是被動的角色，主動涉入較少……。」；由於個案主動提出其需求的活動較少，

所以：「我們不會刻意安排孩子的休閒活動，若要以孩子的喜好為取向，可能有困

難……。」 
(三)學校的活動 

如表 1 所列的課程外，每週的社團課，個案也可參與有興趣的活動；而特

教組經常帶領全科學生到校外從事相關的參訪活動，也都具有探索的功能；另

外，本校鍾淑華老師也經常帶領學生從事地板滾球的休閒活動，並參與中華台

北特奧會所舉辦的相關比賽，這些都有助於提升自閉生的休閒觀與成就感。 
 

三、未來的展望 
母親最關切的是個案未來的生涯發展，如：「現階段我與我先生最關心的是

未來教養與照護的問題，但這方面應該沒問題，等安排妥當，接下來便訓練相關的休

閒技能，畢竟他如果動的少，勢必不利於身體發展，長久下來更有害健康，所以現在

都儘量帶孩子參與各樣活動，希望從中能夠發現他有能力又有興趣的休閒活動……。」 
由訪談發現，個案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多偏向靜態且以家人主導的活動，戶

外的、動態的活動則少有參與，除非民間團體有辦理相關活動，否則個案少有

機會涉入其中，更遑論主動參與。而且未來休閒活動的安排，也必須在個案照

顧的問題上獲得妥善處理後，家長才有餘力安排休閒活動。因此，政府應先積

極介入、妥善安置，讓家長沒有任何的後顧之憂。與個案一樣功能不高的自閉

生在我們的社會不在少數，政府及社會團體應主導他們的休閒活動，設計各類

活動供自閉生多方參與，進而促進其身心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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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推動高職特教班自閉生休閒活動的建議 
 

欲有效推動自閉生的休閒活動，筆者認為必須從近、遠程兩方面著手規

劃。從近程而言，必須探索自閉生有興趣又有能力的所在；從遠程觀之，休閒

活動必須有家長投入，更需政府及民間團體主導，始能竟其功。因此，筆者認

為欲有效推動自閉生的休閒活動，可朝如下各向度努力： 
 

一、特教班應充實各樣測驗工具、休閒設備與器材 
特教班應藉各項的測驗與活動，探索自閉生所喜歡且有能力從事的活動。

因此應添購適合自閉生的性向與興趣測驗，也應充實適合自閉生從事的休閒設

備或器材，如上述的地板滾球設備及器材，然後在生活教育等相關課程有計畫

地讓學生探索、熟悉各項設備及器具，這些都可充實學生的休閒內涵。 
 

二、培養自閉生從事休閒活動方面的師資 
目前特教班老師要來推動休閒活動可能力有未逮，因此需要學有專長的教

師來主導。而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簡稱「體大」)休閒運動等相關系所的學生雖

有能力推展全民休閒運動，然欲協助自閉生可能會因為對學生特質的不熟悉而

減損效果。所以，亟須讓「體大」有志於特教服務之學生有修習特教學程的管

道；抑或讓特教系(所)有計畫地培育休閒專長的師資。所以在特教系開設運動

休閒學程、設立運動休閒研究所，或在「體大」開設特教學程，都是可思考的

方向。而在校的特教教師也可經常透過辦理休閒方面的知能研習，尤以重點方

式來推動，如：地板滾球運動等方式應該都能嘉惠這群自閉生。 
 

三、推廣與「體大」相關系所間的交流互動 
這樣的交流互動具有許多優勢：擴展術科方面的學習、充實相關的設備器

材、充份運用人力資源、優勢的截長補短，自閉生更可藉此融入一般人的社會。

特殊教育發展至今，在相關公益的宣導上仍以弱勢族群的關懷與尊重為主，少

有充實身障者的藝術與人文、鍛鍊強健體魄為訴求的內容；另外，公共設施也

大都以一般人來量身訂作，卻很少為身障者考量。所以特教班宜從事教育行

銷，主動出擊走出去，與「體大」或社會人士多方交流，如此的教育效益將會

倍於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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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應更加重視自閉兒的休閒活動 
目前推展身障生的休閒活動仍以民間單位及協會為主，如：YMCA 開辦

障礙者的直排輪運動、各地方自閉症教育協進會辦理游泳、直排輪等，而由地

方政府主導的仍是少數，台北市政府還會辦理「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其他

縣市則寥寥可數。而協會及家長欲辦理類似的活動，則可能會面臨資源不足的

困境。因此仍須由政府肩負起帶頭示範的角色，讓社會各界一起共襄盛舉，其

所激發的效應將可達成事半功倍之效果。 
 

五、各項藝文活動應保留身障者參與的空間 
政府自實施週休二日以來，休閒活動已蔚為主流，舉凡全民慢跑、野外踏

青、藝文欣賞、自行車運動等，幾乎已成全民運動。但是，自閉生因受限於身

心缺憾，致使能參與的活動便不多，但這不代表他們無能或無法參與活動，因

此如何為他們開創參與的機會，實是吾人必須努力的方向。少部份自閉生具有

特殊才能，若能適時給予參展與演出，必能提升其成就感。所以民間舉辦的相

關藝文活動宜保留自閉生參與的機會，讓他們藉參與進而融入社會主流價值或

休閒活動中。 
 

六、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以達「教育即生活」的目標 
楊忠和(2004)認為應以社區本位發展為目標，讓學校能夠參與社區之各種

活動，增加身障生接觸社區活動之機會，以達教育生活化，學校社區化，社區

學校化之目標。因此學校教師應致力於推展自閉生的校外活動，藉參觀、實習

或休閒活動融入社區生活；也應結合社區資源，以為未來的生涯轉銜作準備。

因此，學校的課程應培養其具備休閒技能，也應結合社區生活為主的素材，進

而落實休閒生活的推展。當兩造的互動日趨頻繁，將可扭轉並匡正社會大眾對

身障生的負面認知，如此將有利於自閉生未來休閒活動之推動。 
 

陸、結論 
 

自閉生休閒活動的推展已勢在必行，因為藉活動極有可能改善其原有的固

著行為、困難的人際互動、偏異的語言、不良的社會適應等現象，進而有助於

其生涯的發展。因此，身為自閉生的家長與師長不應只看其缺陷的表象，而認

定休閒活動是無法實施，因此否定其各方面能力的展現；反倒應讓自閉生多方

嘗試，或許從中能獲得生命的啟示與學習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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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十年前，人類試圖從醫學、教育各領域來瞭解自閉症，結果相當有限

且可能是束手無策；但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所有的不可能都可能化腐朽為

神奇。或許眾人眼中可能最不起眼、最古老的方式，有時卻能小兵立大功，並

成為扭轉一個人一生命運的關鍵所在。所以如何藉著推動休閒活動，讓自閉生

有更多嘗試的機會，而政府也扮演積極主導的角色，或許能成為自閉生未來生

涯發展最重要的基石與動力來源。 
 

參考文獻 
 
小林重雄，張正芬譯(1992)。自閉症兒童治療教育。特殊教育季刊，42，1-10。 
向陽公益基金會(2009)。2008 年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數調查報告。取自：

http://www.tosun.org.tw/news_detail.asp?main_id=00089/2010.04.30。 
高俊雄（1999）。休閒教育之理念、規劃與實現。學生輔導，60，8-19。 
高淑貞譯(1994)。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台北：桂冠。 
張正芬(1996)。自閉症青年與成人現況調查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14，

133-155。 
楊忠和(2004)。真誠關懷身心障礙者之健康休閒運動。國民體育季刊，33(1)，

7-14。 
劉玉燕(1999)。台北啟智自閉症學生現況調查研究。待刊中。 
劉玉燕(2004)。陪他們昂首走向戶外--自閉症者的休閒運動。國民體育季刊，

33(1)，28-31+103。 
Dattilo, J. & Murphy, W. D., (1991). Leisure education program planning—A 

systematic approach.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Driver, B. L., Brown, P. J. & Peterson, G. L. (1991). Benefits of leisure.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Kelly, J. R. & Godbey, G. (1992).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