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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國 外， 以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第 30 條權利公約條文提及「應使

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加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此條文

顯示出在融合教育的推廣下，進而影響了身心障礙者運動平權之觀念，以及使

之透過平權參與融入社會的理念，使得身心障礙者之運動參與權也逐漸成為人

們關注的焦點，其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權利亦逐漸得到改善（United National, 

2008）。我國則是以《國民體育法》第 12 條規定，各機關、機構、學校、法

人及團體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之體育活動權益，規劃適當之運動設施與體育活動

或課程（教育部，2022）。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明定以下規範：

1. 鼓勵與推廣身心障礙者儘可能充分地參加各種等級之主流體育活動；2. 確保

身心障礙兒童與其他兒童平等地參加遊戲、康樂與休閒及體育活動，包括於學

校體系內之該等活動（衛生福利部，2014）。

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運動團隊推廣成效

 ――以新北市某校為例

王聖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邱智宏／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特殊教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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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 年之統計報告，我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者共 120.3 萬人，而依照新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規定，屬「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者共 35.8 萬人，佔總體的 29.8％，其中屬於心

智功能（智能障礙）障礙者共 10.2 萬人，佔總體的 8.5%，屬於身心障礙人口

中之最大族群（衛生福利部，2021）。本文所探討之高職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多

以智能障礙者為大宗，這類心智功能障礙的有時受限於本身的記憶力和理解能

力較差，對於運動規則和團體社會互動有困難。筆者對於適應體育和特殊奧林

匹克運動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希望透過適性調整以及競爭性的活動提升心智

功能障礙者的體適能和自信心，以及訓練問題解決能力更能去適應社會和社區

生活。

文獻回顧

本節針對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智能障礙者運動現況及特殊奧林匹克運動

會，三大面向去進行分析與探討如下所示：

一、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

主要是提供給領有各縣市鑑定輔導委員會所給予的特殊教育資格證明書障

礙類別為心智障礙類，並且在國中畢業後升學入高中階段，教育部在 1994 年

起高職或高中學校設立試辦特殊教育實驗班以提供相關進修技藝教育的機會

者，往後在 2000 年更名為綜合職能科，近期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實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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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特色設立服務科群課程綱要及設科名稱（黃彥融、林燕玲，2020）。以

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教育階段共有 2,897 校設有特殊教育班，其中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有 282 校，佔 9.7%，然而發現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一般學

校部分，在於技術型高中 316 班、綜合型高中 68 班，以集中式特教班最多有

384 班，佔整體的 59.35%，最後在集中式特教班的人數有 12276 人，佔全部

特殊生就讀高中職的 11.06%（教育部，2020）。

二、智能障礙者運動現況

主要在於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常為智能障礙與自閉症，因此他們的固著特性

及智能受限較無法馬上理解與變通遊戲規則，下課玩遊戲時只有追逐或教室發

呆，另外，在體育課時為避免受傷或個人疾病，教師做簡單訓練如跑步、健康

操或拉筋訓練，運動量及社交性十分不足，所以肌力、肌耐力及心肺功能差，

體重也明顯過重（劉芳吟，2019）。智能障礙者在身體組成、心肺適能及肌肉

適能的情況較差，隨著年齡越來越多，身體適應生活的能力逐漸退化，造成久

坐行為日漸增長，較無法達成每日身體運動及活動的目標和建議量，會讓自身

罹患肥胖及心血管疾病風險機率增高（黃韻潔、潘正宸，2020）。

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是針對智能障礙者（孩童及成人）所設計之國際通用

的全年性運動訓練及競賽計劃，其中特殊在於：1. 能力差異性大，不同能力運

動員皆能參加；2. 人人有獎，每位運動員參賽後皆能上台領獎；3. 能力分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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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能力相近在 10%-15% 範圍內同組競賽；4. 融合競賽，智能障礙者與非智

能障礙者一起運動比賽（中華臺北特奧，2021）。根據耶魯大學戴肯教授的研

究指出，專為智能障礙者所設計活動且透過運動競賽的主要模式，在經過教練

的訓練和指導下，以有目標的訓練方式進而逐步強化增進身體機能，因而為個

人提升運動技巧及促進腦部發達的要素，加上與能力相近者同場較勁，更能為

智能障礙者的成長提供良好刺激（Special Olympics, 2022）。

綜合上述，對於心智功能障礙者的身體體適能及肌耐力普遍低於一般人，

並且適應社會和人群互動的能力較差，經常有久坐行為以及罹患肥胖和心血管

疾病機率高。然而，在於零時體育指出一日之計在於晨，利用早自習的時間

做體育相關活動，有助於生心理的好處，並穩定情緒及專注力提升，打破運動

容易累造成上課睡覺的狀況。另外，特別為心智功能障礙者所提供的特殊奧林

匹克運動會，依照個別能力分組競賽且皆可上台頒獎，增加大腦發展及運動技

能，也提升自信心和社會互動能力。

推動現況

一、辦理體育競賽與活動流程

在校內辦理體育競賽及校外參加活動皆須行政長官、班級導師、學生家長

及教師同仁或夥伴，一同給予支持和協助，每個環節和相關人員都是影響參與

體育競賽及活動的成敗關鍵。以下圖 1 呈現整個流程的樣貌，提供給相關體育

團隊作為參考，並且了解各細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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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辦理體育競賽及活動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校內體育競賽與活動

（一）校園 8.3公里路跑

培養學生運動習慣，一年一度校園 8.3 公里路跑活動，推動在地化的校園

特色結合獨特地理環境位於半山腰，有著風光明媚的景色及大校園的腹地，設

計近期最盛行的全民瘋路跑活動，讓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健康需要靠自己努力

走出來運動，希望達到學生終身運動習慣，如圖 2 到圖 5 所呈現當時路跑現況。

圖 2 校園 8.3路跑現況 -大步邁進校園 圖 3 校園 8.3路跑現況 -運動員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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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校園 8.3路跑現況 -克服翻山越嶺路途 圖 5 校園 8.3路跑現況 -跑出生命色彩

（二）運動會趣味競賽

結合學校運動會活動，本身他們所能參加的競賽項目較少，只有個人 100

公尺及大隊接力賽程，為期兩天運動會老師們利用時間設計專屬於他們的趣味

競賽活動，讓全體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皆能有參與競賽的機會，並能達到活動運

動效果，各活動關卡皆設有目標，如：使用各項器具進行紙牌翻牌動作，期望

學生運用手部精細操作能力與身體協調能力完成關卡，以及在天堂路巧拼上運

球上籃的活動，則是透過腳底刺激提升全身血液循環，如圖 6 到圖 9 所呈現提

供給學生趣味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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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運動會趣味競賽活動 -地盤爭奪戰

圖 8 運動會趣味競賽活動 -小雞逼逼 圖 7 運動會趣味競賽活動 -帶球飛上天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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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運動會趣味競賽活動 -超級服務生

（三）深耕計畫

主要是新北市政府提供相關經費給各機關學校實施深耕學習計畫，本計畫

是在培養集中式特教班身心障礙學生，其中包含有關生活輔導及體適能之課

程，來增進他們獨立生活及生活適應能力，從 105 年開始利用寒暑假時間辦理

深耕體適能及特奧相關活動，讓學生在這段期間有保持著運動場所及習慣和體

適能維持，並利用家長 Line 群組及電話以保持親師溝通，如圖 10 到圖 13 呈

現寒暑假深耕計畫的活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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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寒暑假深耕計畫成果 -視覺提示訓練

圖 11 寒暑假深耕計畫成果 -使用發球機輔助器材 圖 12  寒暑假深耕計畫成果 - 
樂趣化的互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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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寒暑假深耕計畫成果 -視學生回饋單，學習很多運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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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體育競賽與活動

（一）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此賽事為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提供國內身心障礙者最高等級的運動賽

會，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結合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帕運）、亞洲帕拉運動會（亞

帕運）、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奧）及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特奧）等競賽種

類為核心，例如：111 年台中身障運標語《愛運動、動無礙》，提供給學生一

個愛運動的精神和動無礙的環境，在特奧輪鞋競賽榮獲金牌及特奧滾球榮獲四

人賽第四名佳績，如圖 14 到圖 17 呈現比賽表現的現況。

圖 14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比賽 -特奧輪鞋 
競速金牌

圖 15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比賽 -特奧滾球 
第四名

圖 16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比賽 -專注於競賽
場上表現

圖 17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比賽 -運動之美 
發展出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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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奧比賽

邱志鴻（2017）透過為心智障礙者所設計的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提供他

們展現自我的舞台，完成每位學生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團隊活動體驗或比賽經

驗，有著無比的快樂與歡喜，如同特奧精神勇敢嘗試及爭取勝利。另外，代表

隊培訓重點在於團體訓練生活及未來目標，以下幾點所呈現及圖 18 到圖 21 呈

現參與特奧比賽現況：

1. 食：健康飲食推廣，例如：多喝水、少吃零食。

2. 衣：運動服儀，例如：穿著比賽服、帶毛巾。

3. 住：團隊生活，例如：活動中集體行動、遵守規則。

4. 行：交通能力，例如：搭大眾運輸工具至競賽會場。

5. 育：體育活動，例如：身心健康，培養終身運動項目。

6. 樂：自信快樂，例如：提升自我成就感，勇敢自我表達。

7. 職涯：提升職業能力與社會能力，例如：吃苦耐勞找工作。

圖 18  參與特奧比賽成果 -彼此信任、不分 
你我、爭取勝利

圖 19  參與特奧比賽成果 -重視生活自理 
能力，整理行李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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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參與特奧比賽成果 -人生第一次開心 
上台頒獎

圖 21  參與特奧比賽成果 -親師座談，以 
合作方式提升效益

四、運動代表隊推廣成效

（一）生心理改變情形

在生理方面的改變則會進行活動前測量體脂率、代謝率及體適能，發現體

脂率於男生前測 22.06%、後測 20.40% 有下降趨勢，體前彎於女生前測 18.73

公分、後測 25.60 公分有明顯的提升（邱志鴻、王聖雄，2017）。在心理方面

的改變，則是透過公開場所有自信地分享自身經驗，以及回饋單有寫到跟同儕

一起學習很開心，沒有去嘗試永遠不知道相關知識和體驗，如圖 22 到圖 25 呈

現體適能及回饋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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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生理和心理改變成果 -體脂率下降、體適能提升

圖 23 生理和心理改變成果 -代表國家出賽，分享會展現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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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生理和心理改變成果 -嘗試第一次很緊張，學習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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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生理和心理改變成果 - If you do not try, you will never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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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競賽成績

筆者從 2014 年開始就在新北市任教並推廣特奧相關活動和競賽，獲獎如

下表所示，一開始先參加市級性選拔賽、進階全國性競賽及最後代表國家出國

的選拔賽，獲獎無數總共 8 金 14 銀 13 銅佳績，感謝各學校行政團隊，導師及

家長支持，也恭喜代表隊成員為校爭光，如表 1 從 2014 年至 2022 體育團隊總

共獲獎的項目及名次。

結語

本文分享新北市某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運動團隊推動情形，校內運動團隊

以「勇敢嘗試、爭取勝利、一生懸命、永不放棄」作為推動理念，從運動培訓

中帶領特殊學生勇敢嘗試每件事情，透過運動訓練促進身心健康；在校內外比

賽中爭取每次競賽的勝利，從運動競賽中得到自信；透過一生懸命盡全力努力

及永不放棄的精神，讓集中式特教班學生有更多展現自我的舞台機會。

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以心智功能障礙者為主，依據學生在身心及人際互動之

需求來設計運動培訓課程，透過校內運動團隊來增進學生自我心、促進社會技

巧及提升自我體適能能力。此外，運動團隊的成功需要透過團隊合作來進行，

結合行政端提供資源推動，特教教師及體育教師合作參與，家長陪伴與支持，

彼此之間互相溝通和協調，讓體育團隊達到最大化及有效率。為了進一步瞭解

特殊學生參與運動團隊之成效，利用測量工具前後測數值或學生填寫回饋單，

展現出整個體育團隊成果；並且透過家長座談、親師會或 IEP 會議，讓家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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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2022 競賽成績
表 1 2014-2022 競賽成績 

 

年份 名稱 項目 名次 

2014 全國特殊奧運 

田徑 銀牌 

羽球 銀牌 

籃球 銅牌 

2015 全國特殊奧運 
滾球 銅牌 

雪鞋 3 金 1 銀 2 銅 

2016 全國特殊奧運 地板曲棍球 銀牌 

2017 冬季特殊奧林匹克世界賽 雪鞋 金牌 

2018 全國特殊奧運 
自行車 1 金 3 銀 2 銅 

桌球 2 銀 2 銅 

2019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滾球 銅牌 

競賽輪鞋 金牌 

夏季特殊奧林匹克世界賽 籃球 銅牌 

2020 冬季特殊奧林匹克選拔賽 雪鞋 2 金 5 銀 3 銅 

2022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滾球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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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能清楚了解進步或改變狀況。

希望透過本文分享集中式特教班運動團隊推動之案例，推廣教育部體育署

「愛運動，動無礙」之理念，期盼在校園裡能依據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成立運動

培訓隊，帶領學生在運動舞台勇敢嘗試，實踐自我，促進身心健康，得到自信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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