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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自編一學期十二次學前融合班兒歌教學活動對於特殊需求幼兒提昇人際互

動之成效；本研究對象選取兩位花蓮地區學前融合班的特殊需求幼兒，採取單一受試 A-B-A’的實驗設

計，運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等評量工具

。本研究結果發現：(1)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均能增進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

兒在「視線接觸」、「聽從指示」等「專注行為」的表現；(2)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能提高學前融合班兩位

特殊需求幼兒在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讚美他人」、「與他人對話」等「溝通行為」之頻率；(3)自編兒

歌教學活動能提升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與他人合作」、「輪流」等「合

作行為」的出現比率；(4)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能明顯減少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負向的人際互動

行為次數。 

  本研究並根據相關的教學活動內容，進行分析與深究，並對未來學前融合班課程設計與相關研究方

向，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 

 

 

一、研究背景 

(一)人際互動技能對於學前融合班幼兒之影響 

  人際互動技能係每位幼兒發展重要任務之一

，將有助於其語言及溝通能力、社會行為、社會

認知的發展。開始參與人際互動是學齡前幼兒社

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而同儕關係是幼兒社會經

驗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從同儕關係中，幼兒學

習人與人的交往技巧，練習與他人溝通，並且從

中學習去適應環境(盧明，1995)，故此，人際互

動能力將影響幼兒未來適應環境與解決困難的能

力，也與早期建立的同儕關係有關(郭秀鳳，

1995)。特殊需求幼兒若在學前階段無法發展正

向的人際互動能力，待其年齡越來越長，易影響

其錯失發展的關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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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研究者認為特殊需求幼兒由於一種或多

種向度發展落後，無法跟上其他同儕的發展里程

碑，以致於「人際互動」對他們來說著實是一大

挑戰；良好的人際互動有助於幼兒多方面的發展

，藉由與同儕間的互動，可增長其語言、動作、

認知、適應等能力，並促進愉悅、快樂的情緒，

更能提升其自我概念，對幼兒來說，人際互動的

發展存在著極為正面的效益；故如何幫助特殊需

求幼兒人際互動的發展，已成為本研究急欲探討

及研究的議題。而在學前融合班的場域內，將能

讓特殊需求幼兒在最大支持的環境中，得到更多

與同儕互動之機會，接受充足且多元的人際互動

刺激，激發其學習潛能，此為本研究主要動機之

一。 

(二)兒歌教學活動對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之正

向影響 

  音樂是最能引發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動機的教

學活動，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是人類表情達

意之重要媒介，具有多元化及親和力之特質(黃

榮真，2006 a)。音樂可讓學生在愉悅的情境中

，放鬆自我的防衛機制，運用肢體動作、手勢、

表情、聲音、樂器、唱歌、各種音樂活動等多樣

化的方式，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意念與想法

(黃榮真，2008)。黃榮真(1994)提及任何學習若

能回歸至音樂領域，將所學事物與音樂聯結，則

可重整我們的思考、情緒，啟發人類無限的原創

力。陳宣蓉(2003)也主張，音樂活動能提供情緒

的表達，作為情緒發洩之管道，並且還能提供與

他人互動之機會及提升參與團體活動之動機。 

  吳美玲(2002)指出兒歌特質是內容淺顯易懂

、富音樂性、句式短潔生動、想像力豐富、內容

有趣等，兒歌的價值在於能夠表達兒童的心聲，

內容具有實用性與趣味性。在特殊兒童教育中，

早已應用音樂來作為交流的工具，其音樂活動功

能包括促進兒童語言發展、社會技能和情緒發展

，並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幫助兒童更有效的

回憶(吳明芬，2006)。音樂也已成為融合教育當

中一個重要媒介(張希如，2009)。 

  目前國內針對音樂教學活動介入，能正向改

善特殊需求學生人際互動相關技能的研究有若干

篇，李玲玉、詹乃穎、何函儒、鄭如晶、蘇秀娟

(2005)曾經針對自閉症糼兒以音樂活動進行發展

成效之探討，發現音樂活動可以改善其問題行為

、增進學習情形及適應行為的正向發展，並有助

於自我概念之表現；吳璇玉(2001)也曾應用音樂

活動對國小多重障礙兒童進行語文學習成效之研

究，結果顯示音樂活動能提昇適應行為、促進和

加深社會化能力，並改善人際關係；洪瑟勵

(2000)以音樂活動對國中階段中重度智障學生社

會技能之影響為研究主題，發現音樂活動確能增

進表達與溝通能力、參與意願及合作態度；陳宣

蓉(2003)探究音樂活動對智能障礙兒童自我概念

及人際關係之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活動能增進社

會互動、提高自信心及自我概念。梁蓓禎(2007)

在音樂活動輔助國中自閉症學生人際關係與自我

概念之研究中，發現音樂活動可以輔助其提昇人

際關係與自我概念；黃榮真(1994)進行國小啟智

班學童音樂活動研究後發現，音樂治療活動對其

認知能力、溝通技巧、自我概念、動作發展、適

應行為及人際互動等方面均有顯著進步。黃榮真

、陳孟群(2005a，2005b)針對花蓮某一國小進行

國小特教班音樂教學活動之行動研究，結果發現

學生在語言溝通、人際互動、動作發展等三方面

均有長足的進步。黃榮真(2006a， 2006b，

2006c)針對國小特教班特殊學生，以自編之「音

樂教學活動方案」進行協同行動研究，結果顯示

音樂教學活動具有提昇上課專注力、語言溝通及

理解、人際互動、動作發展、互助合作及穩定情

緒等功能。黃榮真(2006d)由多元智慧觀點探析

學前融合班幼兒音樂教學活動之設計，認為音樂

教學活動確能提昇學生認知、溝通、人際互動等

多樣化目標。 

  綜上所述，音樂教學活動對於特殊學生而言

，扮演著重要學習媒介之角色，同時也能夠開展

特殊學生多元化的潛能(黃榮真 2006a，2008)。

對於學前融合班幼兒而言，運用音樂可增進其人

際互動相屬的能力，包括有認知能力(黃榮真，

1994)、注意力(黃榮真、陳孟群，2005a，

2005b)、記憶力(Hanser, 1987)、溝通能力(黃

榮真，1994，2006a，2006b，2006c；黃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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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孟群，2005a，2005b；Cassidy,1992)、自尊

心與自我概念(黃榮真，1994)、社會適應(黃榮

真，1994； Hairston,1990)、社會規範行為

(Coates, 1987)，人際關係(黃榮真，1994，

2006a， 2006b；黃榮真、陳孟群，2005a，

2005b)，有助於社會及情緒的適應(黃榮真、陳

孟 群 ， 2005a ， 2005b ； Braithwaite & 

Sigafoos, 1998)，減低學生攻擊他人之負向行

為(黃榮真、陳孟群，2005a，2005b)。從上述文

獻的報告中，足以看出音樂對於特殊需求學生而

言，藉由音樂教學活動介入，能夠提昇其人際互

動之能力；兒歌最主要特質在於具有音樂性，所

以，兒歌也是另一種音樂形態之呈現方式，兒歌

對於幼兒來說是最耳熟能詳且貼近生活的，它能

喚起幼兒那躍動、天真的心，讓幼兒在兒歌音樂

世界裡無拘無束的自由奔放，兒歌音樂的影響力

是值得肯定的；此乃兩位研究者欲使用自編之平

易有趣的兒歌教學方式，在學前融合班的場域中

，促進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能力，更希望能進

一步的激發其內在最大學習潛力，此為本研究之

第二項主要動機。 

(三)國內目前少有提昇人際互動之音樂教學活動

教材 

  近年來，由於音樂能呈現多元的型態，已逐

漸為各界所應用，顯見國人對於音樂的日趨重視

。從許多相關文獻中不難看出，音樂活動對特殊

需求學生的人際互動是有所幫助(林貴美，1987

；姚佳君，2005；張玄宛，2006；黃榮真，

2006a，2006b，2006c；鄧兆軒，2008；張希如

，2009)，目前國內與特殊教育的相關的音樂課

程仍嫌不足(林貴美，1987；黃榮真，2006a，

2008)。兩位研究者茲著手規劃將「專注行為」、

「溝通行為」、「合作行為」等人際互動向度之核

心內容，貫穿於學前融合班自編兒歌教學活動「

坐火車遊台灣」、「買水果」、「搭飛機」、「亞洲美

食」之四單元十二次教學活動之中，藉此讓學前

融合班特殊需求幼兒與班上一般幼兒透過有趣而

多元的教學活動設計，提昇其人際互動之能力。

第一位研究者本身對於特殊學生已有二十多年音

樂方面之課程設計與教學經驗，及第二位研究者

本身曾修習特殊學生音樂活動設計之相關課程；

故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與深究以提昇學前融

合班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為課程設計主軸，所

發展出一個學期之自編兒歌教學內容，並且根據

上述研究結果，提供學前融合班兒歌教學活動設

計之參考依據，此為本研究主要動機之三。 

本研究研究目的如下列所述： 

一、探討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參與自

編兒歌教學活動之後，在音樂課程之人際互

動表現情形。 

二、探討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參與自

編兒歌教學活動之後，在保留期間之人際互

動表現情形。 

三、本研究結果將進一步作為學前融合班教師、

一般幼稚園教師針對於特殊需求幼兒自編兒

歌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根據目的，形成下列研究問題：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

求幼兒在教學介入期間人際互動之成效如何

？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教學介入期「專注行為」之成效

如何？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教學介入期「溝通行為」之成效

如何？ 

  (三)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

幼兒教學介入期「合作行為」之成效如何

？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

求幼兒在保留期間人際互動之成效如何？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保留期「專注行為」之成效如何

？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保留期「溝通行為」之成效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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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兩位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保留期「合作行為」之成效如何

？  

一、學前融合教育之探討 

  融合教育已成為當前特殊教育的趨勢，強調

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合作與融合，主張把特殊

需求幼兒安置在普通教育環境中，讓其能與一般

幼兒一起學習，激發其潛能，達到最佳學習效果

(陳麗卿，2008)。黃榮真(2006)認為融合教育之

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正義、公平、重視社會多元化

的價值、尊重每位學生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並

提供學生未來融合的環境，讓所有學生均能藉由

接受教育而受益。郭秀鳳(1995)也提到，融合教

育對特殊需求幼兒而言，能促進幼兒間的社會互

動及友誼的發展，增進特殊需求幼兒向一般幼兒

觀察及學習的機會，增加幼兒參加不同活動的機

會，讓特殊需求幼兒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中學習。

故此，融合教育建立於零拒絕的教育哲學基礎上

，平等看待每個學生，並且尊重其個別差異；由

於從兩位研究者長期觀察記錄及期初訪談原班兩

位老師資料中，共同發現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

兒在人際互動方面，出現負向行為的比例較一般

學生多。職是之故，值得進一步探討學前融合班

場域特殊需求幼兒之人際互動相關議題。 

二、人際互動之內涵 

  Paiget 認為兒童在社會環境中與人交往互動

，也會使個體在心理上產生同化、調適、平衡等

心理作用(張春興，2007)，幼兒透過與他人的互

動，獲得、瞭解並組織他的知識與概念(曾葆賢

，2005)。Erikson 提出一個人出生之後與社會環

境互動而成長，特別是希望從人際關係中獲得滿

足，由此可見，人際互動在個體發展的歷程中為

一不可或缺的要素。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表示

觀察學習成為社會學習的基礎，許多學習都發生

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當中。Vygotsky 的理論架構

認為，學生必須透過與能力較佳的同儕或成人互

動，並透過語言，才能將之內化，進而改變兒童

本身的認知架構(周俊良等，2006)。Vygotsky 的

理論強調社會因素對學習及發展是最有影響能力

的，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是透過與成人及有能力

的同儕互動的結果，讓學生在往後的活動中能獨

立(葉倩伶，2006)。Maslow 將人類需求分為生理

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自尊的

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同儕的接納可以提

供我們歸屬感與愛的需求，還有被尊重的需求，

對於個人的自我評價、自信心、自尊、自我態度

、自我觀念與人格養成都有影響(李至婕，2009)

，這說明了同儕互動能滿足個人的基本需求，以

維持健康的心理狀態。綜上所述，人際互動是一

種人與人之間刺激與反應的連結，它涉及認知、

情感、技能與表現的運作，其功能包含訊息的傳

遞、行為的調整、社交技巧與道德規範的習得、

自我概念的形成、人際關係的促成，並能滿足個

體情緒、社會、學習以及安全的需求。 

  就人際互動的行為向度分析，廖信達(1988)

將幼兒的社會互動行為歸為三類，包括正向行為

(幫助、合作、稱讚、順從、照顧、聊天)、負向

行為(命令、拒絕、忽視、干擾、身體攻擊、吵

罵、威脅)以及依賴行為(徵求意見、尋求幫助)

，以探討受歡迎和被拒絕學前兒童與其好朋友及

不 願 做 朋 友 者 之 社 會 互 動 。 Cartledge 和

Milbum(1995)將社會技能分成四大類，即自我、

任務、環境、和互動，其中互動則是指與他人溝

通互動的表現，即人際互動，包括接受權威、處

理衝突、尋求注意、問候他人、幫助他人、與他

人溝通、對他人表示友善、所有權的概念、規劃

遊戲或休閒活動、以及與他人一起從事活動或遊

戲。在林麗英(1997)提及人際互動屬於社會性領

域的一個部份，其中包含依附行為、視線接觸、

回應能力、主動趨近、分享以及幫助別人。張瑛

玲(1999)以啟動行為(接近對方、吸引對方注意

、注視對方、叫對方的名字、稱讚對方、要求對

方、向對方描述、向對方提供物品或協助、對於

困擾的情境表現適當的反應)、反應行為(當對方

提問時，表現適當的反應、當對方要求時，表現

適當的反應、當對方描述或回答時，表現適當的

反應、當對方稱讚時，表現適當的反應)以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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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行為(遊戲行為)作為研究國中小高功能自閉症

學生同儕互動行為觀察的依據。張素珠(2004)在

研究中觀察個案合作、輪流、分享以及主動性四

個行為向度，來探討國小自閉症學生同儕互動能

力改變的情形。謝淑英(2004)經研究分析後發現

，幼兒在角落情境中的同儕互動多由分享私人物

品、邀請與觀看、主動詢問以及私下傳遞消息等

社會技巧所啟動，而同儕互動的內涵主要則是以

遊戲為主。曾葆賢(2005)將互動行為分成正向互

動行為(與他人分享、要求他人分享、協助他人

、請求他人協助、合作、表示關切、讚美他人、

表達友好、聽從指示、邀請他人、接受他人邀請

、提供建議、勸喻)、負向互動行為(干擾、衝突

、命令、嘲諷、搶奪、不理會他人、責罵)以及

中性互動行為(提出問題、回應問題、傳遞物件

、呼叫同儕)，以探討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

學習區的同儕互動情形。沈佳儀(2006)認為，同

儕互動關係包含行為層面(合作／分享、照顧、

領導、競爭、衝突／攻擊和破壞行為)及情感層

面(親密和退縮)共八大要素。陳淑鳳(2006)提出

幼稚園兒童在教室情境中的同儕互動行為主要包

括尋求和提供協助、表達關心、分享、衝突、交

流訊息和遊戲為主；在利社會行為方面，發現兒

童會主動提供協助，也會主動要求同儕協助，並

且以口語或肢體表達對同儕的友善，例如：關心

、安慰、讚美和親密。葉倩伶(2006)以眼神接觸

、對話、自發性與同儕互動等三個向度來觀察經

整合性遊戲團體教學實驗介入後，國小重度多重

障礙兒童社會互動能力的進步情形。Stephens 

(1978)認為人際互動行為是與他人溝通互動的表

現，包含接受權威、處理衝突、尋求注意、問候

他人、與他人溝通、對他人表示友善，有所有權

的概念，規劃遊戲或休閒活動、以及與他人一起

從事活動或遊戲。張雅麗(2008)將互動行為分為

正向互動行為(與他人分享、要求他人分享、協

助他人、請求他人協助、接受他人協助、合作、

讚美他人、表達友好、邀請他人、接受他人邀請

、表示關切、聽從指示、提供建議、勸喻)、負

向互動行為(干擾、衝突、責罵、命令、拒絕、

搶奪)以及中性互動行為(提出問題、回應問題、

傳遞物件、呼叫同儕)，來觀察發展遲緩幼兒在

學前融合班角落學習區的互動頻率。柯欣蓉

(2009)亦將同儕互動分為正向互動行為及負向互

動行為，以探討聽覺障礙幼兒主動發起行為之意

圖，發起正向互動行為的意圖包含：與他人分享

、要求他人分享、協助他人、要求他人協助、合

作、表示友好、邀請他人、表示關心、引導活動

，而發起負向行為的意圖則涵蓋：干擾、命令、

搶奪、責罵、拒絕、衝突。Gresham(1988)將人

際互動行為劃分為遊戲行為、合作行為、溝通技

巧、接受權威四部份，茲整理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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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年代） 人際互動內涵 

Stephens(1978) 接受權威、處理衝突、尋求注意、問候他人、與他人溝通、對他人表示友善，有

所有權的概念、規劃遊戲或休閒活動、與他人一起從事活動或遊戲 

正向行為 幫助、合作、稱讚、順從、照顧、聊天 

負向行為 命令、拒絕、忽視、干擾、身體攻擊、吵罵、威脅 

廖信達(1988) 

依賴行為 徵求意見、尋求幫助 

Gresham(1988) 遊戲行為、合作行為、溝通技巧、接受權威 

Cartledge和

Milbum(1995) 

接受權威、處理衝突、尋求注意、問候他人、幫助他人、與他人溝通、對他人表

示友善、所有權的概念、規劃遊戲或休閒活動、與他人一起從事活動或遊戲 

林麗英(1997) 依附行為、視線接觸、回應能力、主動趨近、分享、幫助別人 

啟動行為 接近對方、吸引對方注意、注視對方、叫對方的名字、稱讚對

方、要求對方、向對方描述、向對方提供物品或協助、對於困

擾的情境表現適當的反應 

反應行為 當對方提問時，表現適當的反應、當對方要求時，表現適當的

反應、當對方描述或回答時，表現適當的反應、當對方稱讚時

，表現適當的反應 

張瑛玲(1999) 

活動行為 遊戲行為 

張素珠(2004) 合作、輪流、分享、主動性 

謝淑英(2004) 分享私人物品、邀請與觀看、主動詢問、私下傳遞消息、遊戲 

正向互動行為 與他人分享、要求他人分享、協助他人、請求他人協助、合作

、表示關切、讚美他人、表達友好、聽從指示、邀請他人、接

受他人邀請、提供建議、勸喻 

中性互動行為 提出問題、回應問題、傳遞物件、呼叫同儕 

曾葆賢(2005) 

負向互動行為 干擾、衝突、命令、嘲諷、搶奪、不理會他人、責罵 

行為層面 合作／分享、照顧、領導、競爭、衝突／攻擊、破壞行為 沈佳儀(2006) 

情感層面 親密、退縮 

陳淑鳳(2006) 提供和尋求協助、表達關心、分享、衝突、交流訊息、遊戲、以口語或肢體表達

對同儕的友善、安慰、讚美、親密 

葉倩伶(2006) 眼神接觸、對話、自發性與同儕互動 

正向互動行為 與他人分享、要求他人分享、協助他人、請求他人協助、接受

他人協助、合作、讚美他人、表達友好、邀請他人、接受他人

邀請、表示關切、聽從指示、提供建議、勸喻 

中性互動行為 提出問題、回應問題、傳遞物件、呼叫同儕 

張雅麗(2008) 

負向互動行為 干擾、衝突、責罵、命令、拒絕、搶奪 

正向互動行為 與他人分享、要求他人分享、協助他人、要求他人協助、合作

、表示友好、邀請他人、表示關心、引導活動 

柯欣蓉(2009) 

負向互動行為 干擾、命令、搶奪、責罵、拒絕、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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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歌教學活動相關研究之探討 

  兒歌教學是學生語言學習的重要媒介之一，

張素連(2003)認為兒歌是幼兒口裡唱的歌或唸給

幼兒聽的歌，藉以練習發音、學說話，陶冶性情

及增加生活情趣和知識。兒童大多喜歡唱歌，而

唱的內容多為兒歌(張娣明，2001)。兒歌童謠有

別於成人歌謠，因為必須適合幼兒的年齡、語言

能力、理解能力、思考能力、音樂能力等發展，

因此必須具備節奏明顯、簡短優美、淺顯易唱、

快樂活潑之特色(許瑛珍，2004)。兒歌是符合兒

童需要所創作出來語句簡短、內容生動、具生活

化，用詞簡單易懂卻能具體描述，並以兒童觀點

所見或創造想像之事的歌曲，非常適合兒童唸唱

或朗誦(何雅竹，2009)。兒童喜愛兒歌，因為可

以從兒歌中得到快樂，同時的也達到充實知識；

啟發思想；陶冶性情，培養高尚情操；增進文學

的修養；發展想像力(陳正治，1984)。馮輝岳

(1995)更將兒歌形容為「孩子們唸著玩的玩具」

。兒歌的內容包羅萬象，有意義的兒歌能使幼兒

在唸誦之間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洪慧如，2002)

。林儀婷(2010)依據自己多年在特幼班的教學經

驗指出，「歌詞簡單、或有押韻」、「節奏鮮明」、

「重複段落多」的歌曲可以讓孩子很快學會，並

且可以隨意唱出口；另外若將平常已經說得很熟

的指令或提醒，改變一下方式呈現，運用兒歌的

某一段旋律配唱指令，發現孩子們會更願意參與

。音樂性、節奏性極強的兒歌能提供障礙兒童重

複學習的機會(洪育慈，2002)。教師在選擇兒歌

時，除了要注重它的工具性、實用價值外，更要

緊的是要著重在內容情趣的深淺，再依學生的認

知程度、識字量選擇適合的，這樣才能滿足學生

的好奇天性，誘導其尋找其中的情境，發揮想像

力(陳良真，2006)。蔡尚志(1989)提到，教唱兒

歌時，必須讓兒童覺得輕鬆、愉快、有趣；絕不

可像上正式的音樂課一樣，嚴格要求兒童一本正

經的唱，那個地方一定要唱幾拍，那個地方音量

要多強多大，要唱多高或多低。綜合上述，好的

兒歌不僅符合學生的心智發展，還能增加學生的

學習動機、滿足好奇心，在輕鬆愉快的學習情境

下，不斷反覆哼唱，使得學習變得有趣、有效率。 

  兒歌教學應用於幼稚園一般幼兒(王慧玲，

2002；吳美玲，2002；魏純美，2003)、國小一

般學生(林仙姝，2006；邱桂秀，2003；潘葉棻

，2006；藍正發，2006)及特殊需求學生(何雅竹

，2009；林婉瑜，2005；洪育慈，2002；張維真

，2003；盧文偉，2006)均呈現正向的影響力，

能增進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語文能力，訓練

其認知，而動物兒歌更能激發學生愛護動物的觀

念。但研究者發現上述文獻較多著墨在應用兒歌

教學於語文學習方面的研究，未有探討幼稚園特

殊需求幼兒有關兒歌教學活動對於專注、溝通與

合作等行為之學習成效；然而，學前融合班特殊

需求幼兒在人際互動方面，出現負向行為的比例

較一般學生多，且從相關文獻指出藉由音樂教學

活動介入，能夠提昇特殊需求學生人際互動之能

力，兒歌本身具有更貼近幼兒心境、更受幼兒喜

愛的另一種音樂形態，非常值得學術單位加以關

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兒

人際互動之影響。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的實驗設計及自然觀察法

，以花蓮縣某幼稚園學前融合班一位中度自閉症

及一位發展遲緩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自編兒歌

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之

成效，並以自然觀察法的方式，運用「自編兒歌

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自編兒歌教學

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等評量工具，記錄受試者

在音樂教學情境中行為目標之進步情形。 

  本研究係針對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特殊需求

幼兒提升其人際互動能力之研究，並進一步分析

受試幼兒在實驗前、實驗中與實驗後的人際互動

情形。兩位研究者期望透過自編兒歌教學的介入

，能使受試個案的正向人際互動行為得到提升，

並在教學介入撤除後，其正向人際互動行為仍然

能維持介入時的效果，因此採 A-B-A’設計。本

研究實驗過程分為基線期(A)、教學介入期(B)、

保留期(A’)三個階段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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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是基線期(A)：此時期不給予受試

者任何自編兒歌教學活動的介入處理，僅觀察個

案平日的人際互動行為；第二階段是教學介入期

(B)：此階段針對兩位個案進行融合班自編兒歌

教學活動的介入，以團體教學方式進行實驗；第

三階段是保留期(A’)：將介入撤除後再進行入

班觀察，以確定受試者正向人際互動行為之保留

情形。 

  另外，本實驗亦採自然觀察法分析受試幼兒

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中的表現，以及在融合班中

的人際互動行為。兩位研究者與融合班教師進行

深入的訪談，更完善的加以評估與了解該生的人

際互動狀況，並參閱兒歌及相關音樂教學理論相

關文獻，以擬定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特殊需求幼

兒的計畫，在融合班進行課程時，運用「自編兒

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自編兒歌教

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做成質性觀察記錄，作

為實驗研究結果的判斷依據。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的自編兒歌教學內容乃依據受試個案

幼稚園所提供之主題教學網來設計，共分成「作

伙遊台灣」以及「放眼看亞洲」兩大主題。「作

伙遊台灣」又分為「坐火車遊台灣」以及「買水

果」兩大單元；「放眼看亞洲」亦分為「搭飛機

」及「亞洲美食」兩大單元。每個大單元中都包

含三堂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而每節課的基本

形式為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在教學

內容上則有故事引導、說白節奏、兒歌教唱、兒

歌律動以及音樂溝通遊戲。每節課皆含有專注行

為(包含視線接觸、聽從指示)、溝通行為(包含

讚美他人、與他人對話)、合作行為(與他人合作

、輪流)等教學內涵，茲將教學內容架構詳列於

表二。 

 

與人際互動內涵之對應 

專注行為 溝通行為 合作行為主

題 
單元名稱 節 次 教 學 內 容 

視線
接觸

聽從
指示

讚美
他人 

與他人
對 話 

與他人
合 作 

輪流

1.開始的歌       

2.故事引導       

3.說白節奏       

4.兒歌教唱       

第一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我最想去的台

灣景點 

      

4.音樂溝通遊戲-瘋狂火車行       

第二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火車大風吹       

4.音樂溝通遊戲-交通工具快樂GO       

一
、
作
伙
遊
台
灣 

(一)坐火車遊 
台灣 

第三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故事引導       

3.說白節奏       

4.兒歌教唱       

 (二)買水果 第一節課 

5.下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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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際互動內涵之對應 

專注行為 溝通行為 合作行為主

題 
單元名稱 節 次 教 學 內 容 

視線
接觸

聽從
指示

讚美
他人 

與他人
對 話 

與他人
合 作 

輪流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一二三水果人       

4.音樂溝通遊戲-水果傳遞       

第二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水果拼圖       

4.音樂溝通遊戲-水果猜猜看       

 (二)買水果 

第三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故事引導       

3.說白節奏       

4.兒歌教唱       

第一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喀啦蹦蹦       

4.音樂溝通遊戲-交通工具大集合       

第二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亂流來了       

4.音樂溝通遊戲-飛機飛好高       

（一）搭飛機 

第三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故事引導       

3.說白節奏       

4.兒歌教唱       

第一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環遊亞洲吃美食       

4.音樂溝通遊戲-搭飛機出國去       

第二節課 

5.下課歌       

1.開始的歌       

2.兒歌律動       

3.音樂溝通遊戲-飛機來了       

4.音樂溝通遊戲-亞洲美食秀       

二
、
放
眼
看
亞
洲 

(二)亞洲美食 

第三節課 

5.下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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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花蓮地區學前融合班四至六歲的

特殊需求幼兒，其對象之篩選是依據「身心障礙

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以被鑑定為身心障

礙特殊需求幼兒者為研究對象。研究者於花蓮縣

某不分類學前融合班級中進行自編兒歌教學及觀

察，該班共有十五位幼兒，其中五名為特殊需求

學生，但由於有一位為重度肢體障礙，時常請假

至醫院複診，而其餘兩位則是於學期中途轉入特

教班，故兩位研究者以該班一位中度自閉症幼兒

及一位發展遲緩幼兒為研究對象。為保護園所及

研究對象之隱私，本研究所顯示之個案名稱，皆

為代號 A、代號 B。 

四、教學場域及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之實施，就物理環

境而言，乃運用學前融合班一樓班級教室後之角

落活動區，該區全面鋪設木質地板，並設有小白

板，其中音樂角教具櫃中擺放了各式節奏樂器。

而就參與研究人員而言，該融合班共有十五位幼

兒參與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該班之兩位班級導師

以及一位教師助理員，皆會從旁協助研究的進行

。 

  兩位研究者除了擔任本研究的教學活動設計

者及教學者，亦於教學過程及其他課程情境中，

同步觀察及記錄個案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之學習

狀況。 

五、教學時間 

  本實驗研究於 98 年 7 月初開始，至 99 年 2

月底結束，為期 8 個月。整個實驗過程包含基線

期、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三個階段，介入期的自

編兒歌教學活動是利用週四早上九點半至十點進

行，每一節上課時間為 30 分鐘。 

六、研究工具 

  本研究前測與後測量表之「自編兒歌教學活

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

程本位評量表」乃由兩位研究者共同編擬，並進

行音樂教學初始、結束及每一次音樂教學活動，

均進行個案人際互動表現之質性資料分析，及針

對個案於每次「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

評量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

之分數差異情形予以比較，以綜合探討學前融合

班特殊幼兒在參與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之後，其人

際互動能力之進步情形。 

  兩位研究者先以黃榮真(1999)研究所使用之

Battelle 發展量表、IDA 嬰幼兒發展評量表、嬰

幼兒發展側面圖及活動、成長技能時間表、兒童

發展手冊、TEACCH、Portage、兒童訓練指南－

兒童發展評估表為藍本，再參考學前發展性課程

評量(林麗英，1997)和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徐

澄清、廖佳鶯、余秀麗，1991)中之社交、人際

向度作為依據，對照所觀察個案之年齡刪除表中

不合適之行為目標後，再予以歸納統整成表格，

發現學前階段 3 歲至 6 歲的孩子能達到的社交、

人際向度包含獨立性的發展、依附行為、與他人

對話、具備察言觀色的能力、參與遊戲、等待與

輪流、分享、具備自我與他人的概念、具備所有

權的概念、遵守簡單規範、視線接觸、主動趨近

、幫助他人等。 

  接著，兩位研究者整理國內十一位學者及國

外三位學者針對人際互動行為內涵提出論點，發

現同時有三位以上學者共同表示人際互動行為包

括接受權威、協助他人、尋求協助、遊戲行為、

對他人表示友善、表示關切、讚美他人、與他人

分享、要求他人分享、邀請他人、提出問題、尋

求注意、合作行為、呼叫同儕等向度，其中，讚

美他人、合作行為等兩項人際互動行為，是學前

融合班特殊幼兒與一般幼兒在教學情境中，常出

現的行為類型；此外，兩位研究者依據長期教學

現場實務觀察，彙整出學前融合班特殊幼兒與一

般幼兒在學校情境中，除上述兩種行為類型之外

，同時也常出現視線接觸、聽從指示、與他人對

話、輪流等四種行為類型；基於此，結合文獻及

教學現場觀察經驗，本研究決定以視線接觸、聽

從指示、讚美他人、與他人對話、與他人合作、

輪流等六種行為類型為主軸，兩位研究者更進一

步將此六種行為類型歸納為專注行為、溝通行為

以及合作行為，作為本研究對象教學行為觀察的

向度，以及音樂教學活動設計之主要內涵，各目

標行為操作型定義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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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互動行為類型 操   作   型   定   義 

1.視線接觸 眼睛能注視活動領導者、正在表演的同儕或是與自己互動的人。 一、專注行為 

2.聽從指示 注意聆聽活動領導者的指示並做出適當的反應。 

3.讚美他人 當同儕表現優良或出席音樂課能給予讚美或鼓勵。 二、溝通行為 

4.與他人對話 答話或相互間的交談，包括回應活動領導者或同儕的提問、在適當

的時機問候他人、以對話的方式邀請他人共同參與活動等。 

5.與他人合作 能與同儕一起參與活動，完成共同的目標，不出現干擾活動進行的

行為。 

三、合作行為 

6.輪流 能遵守遊戲或活動進行的規則，依照順序傳遞物件或進行活動。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學習行為評量表 

  「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

由兩位研究者共同編擬，共有三個向度，計分方

式如表四所示。

 

             計分方式 

觀察項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視線接觸 

每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1 分鐘以
下 

單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1 到 1.5
分鐘 

單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1.5 到 2
分鐘 

單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2 到 2.5
分鐘 

單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2.5 到 3
分鐘 

單次上課最
長專注時間
達 3 分鐘以
上 專注行為 

聽從指示 未聽從指示 
能聽從 5 個
及 5 個指示
以下 

能聽從 6 個
指示 

能聽從 7 個
指示 

能聽從 8 個
指示 

能聽從 9 個
及 9 個指示
以上 

讚美他人 未讚美同學 
能讚美 3 位
及 3 位同
學以下 

能讚美 4 位
同學 

能讚美 5 位
同學 

能讚美 6 位
同學 

能讚美 7 位
及 7 位同學
以上 

溝通行為 

與他人對話 
沒有對話行
為 

在合適的情
境下(在教
學者允許的
範圍內)出
現 3 次及 3
次以下正向
對話行為 

在合適的情
境下(在教
學者允許的
範圍內)出
現 4 次正向
對話行為 

在合適的情
境下(在教
學者允許的
範圍內)出
現 5 次正向
對話行為 

在合適的情
境下(在教
學者允許的
範圍內)出
現 6 次正向
對話行為 

在合適的情
境下(在教
學者允許的
範圍內)出
現 7 次及 7
次以上正向
對話行為 

與他人合作 
未出現合作
行為 

出現 1 次合
作行為 

出現 2 次合
作行為 

出現 3 次合
作行為 

出現 4 次合
作行為 

出現 5 次及
5 次以上合
作行為 

合作行為 

輪流 
未出現輪流
行為 

使輪流出現
暫停，不過
能在老師肢
體協助下繼
續完成 

使輪流出現
暫停，不過
能在老師口
頭協助下繼
續完成 

在老師肢體
提示下順利
完成輪流行
為 

在老師口頭
提示下順利
完成輪流行
為 

自己獨立完
成輪流行為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 

  「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係由

兩位研究者共同編擬，共計有十二個人際互動行

為目標，每一行為目標以 1 分計算，未達成以 0

分計算。 

七、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目的是要瞭解個案之人際互動情形，

因此於研究實驗介入前、中、後依據自編兒歌教

學活動學習行為評量表分數計算方式所得分數化

為百分比，繪製成曲線圖，以分析個案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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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進步狀態。本研究過程分為基線期（A）、

教學介入期（B）、保留期（A’），研究之基線期

觀察為時兩週，研究者隨機選取上午課程入班進

行個案觀察，並依據「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

動行為評量表」做成紀錄；介入期的觀察共計十

二週，兩位研究者於每週四上午九點半至十點至

幼稚園進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並進行錄影資料

蒐集工作，將個案的學習情形做成詳盡的紀錄；

研究之保留期觀察為時兩週，亦是隨機選取課程

入班觀察，並將觀察到的資料依據「自編兒歌教

學活動人際互動行為評量表」做成記錄。所有觀

察紀錄將作為之後量性及質性資料分析的依據，

兩位研究者觀察一致信度為 96.36%。 

(一)量的分析 

    為了解兩位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的人際互動

表現情形，茲依據「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

行為評量表」將基線期、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的

資料以點繪出，採取通過百分比的計算方式，其

計算公式如下：目標達成率＝實際達成目標/預計

達成目標×100%；另外，以曲線圖的方式呈現「

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觀察個案於

活動介入期間是否出現所預定的目標行為（專注

行為、溝通行為、合作行為）。 

(二)質性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質性資料分析為研究過程中，於個

案進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介入時，將教學過程依

據「軼事記錄表」向度進行觀察記錄，並且以日

期來標示；每次上課結束後該班老師所給予的回

饋，予以分析及歸納，以了解自編兒歌教學活動

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的成效，以

及學前融合班老師對本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之看法

及建議。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兩位特

殊需求幼兒「專注行為」成效之分析 

(一)個案 A「專注行為」之評量結果分析 

  本研究「專注行為」包含了「視線接觸」及

「聽從指示」兩種行為，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共

實施十二次的教學。在整個教學期間，每個單元

含有三次教學，從「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

行為評量表」中的分數得知，個案 A「視線接觸

」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而在

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68.3％，最後在

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80％，其「視線接

觸」行為呈現大幅度的進步，並能在自編兒歌教

學活動結束後仍保留所養成之行為；個案 A「聽

從指示」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20％

，而在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78.3％，最後

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90％，其「聽從

指示」行為表現有進步，並能在保留期維持所養

成之行為；因此，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A「

視線接觸」和「聽從指示」之學習，呈現明顯的

教學成效，整體而言，個案 A 之「專注行為」的

表現有進步。 

(二)個案 B「專注行為」之評量結果分析 

  個案 B「視線接觸」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

標達成率達 0％，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

成率達 68％，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

達 100％，其「視線接觸」行為呈現大幅度的進

步，並能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結束後仍保留所養

成之行為。個案 B「聽從指示」行為在基線期的

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10％，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

目標達成率達 86％，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

成率則達 90％，其「聽從指示」行為呈現進步的

表現，且在保留期仍保持養成之行為；故此，自

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B「視線接觸」和「聽從

指示」之學習，呈現明顯的教學成效，整體而言

，個案 B 之「專注行為」的表現有明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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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兩位特

殊需求幼兒「溝通行為」成效之分析 

    本研究「溝通行為」包括「讚美他人」及「

與他人對話」兩種行為，個案 A「讚美他人」行

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而在教學

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76.7％，最後在保留

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卻只達到 20％，其「讚美他

人」行為在介入期呈現較多的進步，但在自編兒

歌教學活動結束後並未能保留所養成之行為。因

此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A 的「讚美他人」學

習雖有明顯成效，但較難類化至自編兒歌教學活

動外的其他情境，兩位研究者推論，這可能與此

階段孩子的「自我中心」特質有關。個案 A「與

他人對話」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20

％，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56.7％

，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100％，

其「與他人對話」行為呈現進步的情形，並能在

自編兒歌教學活動結束後持續此一行為；整體言

之，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A「讚美他人」和

「與他人對話」之學習，呈現明顯的教學成效，

整體而言，個案A之「溝通行為」的表現有進步。 

  個案 B「讚美他人」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

標達成率達 10％，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

成率達 86％，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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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 40％，其「讚美他人」行為在介入期呈現進

步的表現，但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結束後並未能

完全保留所養成之行為。因此自編兒歌教學活動

對個案 B 的「讚美他人」學習雖有明顯成效，但

較難類化至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外的其他情境，與

此階段孩子的「自我中心」特質有關。個案 B「

與他人對話」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66％

，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100％，

其「與他人對話」行為呈現大幅度的進步，並能

持續保留所養成之行為；綜括而言，自編兒歌教

學活動對個案 B「讚美他人」和「與他人對話」

之學習，呈現明顯的教學成效，整體而言，個案

B 之「溝通行為」的表現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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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兩位特

殊需求幼兒「合作行為」成效之分析 

  本研究「合作行為」涵蓋「與他人合作」及

「輪流」兩種行為，個案 A「與他人合作」行為

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而在教學介

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80％，最後在保留期的

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100％，其「與他人合作」

行為呈現明顯的進步，並能在自編兒歌教學活動

結束後仍保留與他人合作之行為。個案 A「輪流

」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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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78.3％，最後在保留

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100％，其「輪流」行

為呈現大幅度的進步，並能持續維持輪流的行為

。因此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A 的「輪流」學

習有明顯成效。總體評析，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

個案 A「與他人合作」和「輪流」之學習，呈現

明顯的教學成效，整體而言，個案 A 之「合作行

為」的表現是有進步的。 

  個案 B「與他人合作」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

目標達成率達 10％，而在教學介入期的平均目標

達成率達 72％，最後在保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

則達 100％，其「與他人合作」行為有明顯進步

的情形，並能維持與他人合作的行為。個案 B「

輪流」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0％，

而在介入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84％，最後在保

留期的平均目標達成率則達 100％，其「輪流」

行為達成率提升，且仍保留所建立之輪流行為。

整體來說，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個案 B「與他人

合作」和「輪流」之學習，呈現明顯的教學成效

，整體而言，個案 B 之「合作行為」的表現有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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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自編兒歌教學活

動課程本位評量表」結果分析 

  本研究「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一共分為四個

大單元，每一大單元各有三堂課，而每堂課行為

目標皆各有其對應人際互動三個向度，每個向度

均有四個行為目標，共計有十二個人際互動行為

目標，每一行為目標以 1 分計算，個案達成目標

可得到 1 分，若未達成則以 0 分計算，亦即，每

個向度均有四個行為目標，若個案完全學會該項

行為目標，則可獲得 4 分。 

(一)專注行為 

  個案 A 在專注行為方面的表現上，前六週呈

現不穩定狀態，其分數在 3 分及 4 分之間上下跳

動，到了第七週以後，個案 A 在專注行為的表現

上，皆有 4 分的表現；個案 B 在自編兒歌教學活

動進行期間，其各週均完全學會預定的四個行為

目標，獲得 4 分，平均目標達成率達 100％。

 
 

 

 

 

 

 

 

 

 

 

 

 

 

 

 

 

(二)溝通行為 

  個案 A 溝通行為表現於前六週呈現不穩定，

但卻處於持續進步的狀態，其分數起初從 2 分進

步至 3 分，到了第七週以後，個案 A 在溝通行為

的表現上，皆為 4 分；個案 B 則是在溝通行為方

面有不錯的表現，除了第二週得到 3 分外，其餘

各週均學會四項溝通行為之行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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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行為 

  在合作行為方面，個案 A 學習情況穩定，除

了第一週得到兩分外，其餘各週皆得到 4 分。個

案 B 在合作行為方面的表現上，前四週呈現不穩

定的狀態，其分數在 3 分及 4 分之間上下跳動，

到了第五週以後，均學會此一向度所有行為目標

，均為 4 分。

 

 

 

 

 

 

 

 

 

 

 

 

 

 

 

 

圖九 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合作行為」之表現情形 
 

  整體觀之，本研究發現兩位個案在「自編兒

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量表」之表現，皆能自起

初的不穩定，逐漸步入穩定狀態，並能達到每堂

課預期達成的十二個課程本位評量之行為目標。

由此觀之，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能激發特殊需求幼

兒人際互動之潛能，並能有最佳的學習表現。 

五、軼事記錄分析 

  本研究除了「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人際互動行

為評量表」以及「自編兒歌教學活動課程本位評

量表」的分析之外，亦於平日入園觀察兩位個案

的人際互動情形，並將其記錄於軼事記錄表之中

。 

(一)個案 A 

  個案 A 是中度自閉症的幼兒，未介入本研究

之前，與老師、同儕視線接觸的時間短暫，平均

一秒的時間，平日較傾向獨自遊戲或平行遊戲，

少與同儕互動，不易了解他人的感受，會在不適

當的情境說出不適當的話，以致於有時會做出讓

人討厭而自己卻不自覺的事情；個案 A 也常出現

鸚鵡語言，比如說上課時突然出現一句或多句與

課程無關的話語，干擾到課程進行及影響同學上

課，需要老師時時提醒。 

  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介入之後，個案 A 平日在

音樂課程和其他課程情境當中，跟著老師的指示

拍手，以及與老師、同儕視線接觸的時間延長，

與同儕的互動明顯增多了，特別是溝通行為及合

作行為，他會主動與人進行與當下情境有關之對

話，能主動關懷同學，懂得主動問候跟別人打招

呼，以及回應他人的問候，會邀請同儕一起遊戲

，能回應同儕的邀請出現鸚鵡語言干擾上課的次

數減少，會和個案 B 一起遊戲，也會關心周遭的

人，也會與人合作搬桌椅。此外，能與同儕輪流

使用玩具或玩遊戲，也會與同儕分享自己最愛的

電子琴，甚至會主動教導同儕彈奏電子琴。此外

，會向同儕提出自己的疑問，會與人分享自己開

心的事，也會主動與人談話，能和人輪流玩遊戲

，也可以跟同學一起練習歌謠，會與人分享自己

的作品，能聽從老師的指示，能主動安慰受傷的

同學。綜合觀之，個案 A 到了自編兒歌教學活動

介入的中、後階段，兩位研究者發現個案 A 與老

師、同儕視線接觸的時間延長，最長可持續五分

鐘，且能在教學活動中讚美 13 位同學，也能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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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台表演的小朋友拍手鼓勵，對各地的水果已

經可以朗朗上口了；並且主動協助班上同學、與

人合作、主動邀請同學參與活動、與同學分享等

正向人際互動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全班同學在

個案 A 的領導和帶動之下，下課時間或是下午時

間，總會全班同學一起唱出本研究兒歌，由此可

見，本研究兒歌已受每位同學的喜愛，且能隨時

朗朗上口。 

  在教學保留期間，個案 A 仍維持主動問候他

人的習慣，能主動與人對話，分享自己的作品，

也能和同儕分享電子琴。 

(二)個案 B 

  個案 B 是發展遲緩的幼兒，其個性較急躁，

無法耐心等待，常伴隨出現過動及衝動行為。平

日能與同儕互動，但常出現做危險動作、大叫、

干擾同學、故意模仿他人等，來取得他人的注意

；由於希冀受到他人關注，卻使用了錯誤的互動

技巧，使得個案 B 的人際互動呈現較多的負向行

為，如搶奪、戲弄、欺負、故意模仿同學……等

，或是會用各種奇怪的方式來引人注意，譬如：

表示自己要打同學、作勢把同學的書本丟掉、故

意引起同學不當的行為、破壞公物、不遵守規定

。 

    然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介入後，剛開始在

音樂課程和其他課程情境當中，能聽從老師的指

示，但他會用不當的行為來引起別人注意，包括

欺負同學、發出怪聲音、故意模仿不適當的行為

、打人等，也會用不適當的方式引人注意，不遵

守規定，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干擾他人以及搶

奪他人物品。雖然負向行為依然頻頻出現，但同

時個案 B 的正向的人際互動行為亦逐漸增多，能

聽從老師的指令，會跟別人打招呼，會主動邀請

他人一起遊戲，也會與人合作，也會主動邀請同

儕一起朗讀歌謠；而對他來說最為困難的「等待

」，也漸漸能以舉手的方式等待表達需求。個案 B

會主動和個案 A 一起玩遊戲，會主動加入同儕的

遊戲活動，該等待輪流的時候，個案 B 學會用舉

手的正確方式來表達；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幫助

重度障礙的同學參與活動，也會加入同儕的話題

，更能正確的回應老師的教學，以及主動關心孤

單的重障同學。除此之外，也懂得輪流，知道用

「說」的來表達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用搶奪的方

式。此外，個案 B 會問候他人，看到需要協助的

事情時，他也會挺身相助，會做出一些好行為，

希望得到讚賞，也會和同學一起玩假扮遊戲，也

會與人合作搬桌椅，開始出現對人有禮貌的行為

，離開教室前會先徵得老師的同意，也會尋求並

接受別人的幫助，他能用禮貌的口吻邀請別人和

他一起玩，會推薦表現好的同學給老師，遇到困

難會請求他人的幫助，能接受他人的協助，並為

重障同儕加油，也能回應老師和同學的提問，以

及會主動尋求幫助，也能接受他人的協助，能告

訴同儕自己的喜好，會加入團體的對話，能與人

合作完成任務，會與人分享自己的作品，主動與

人對話，會攜伴欣賞同儕的作品、能聽從他人的

勸告，可以模仿老師的示範做動作。整體言之，

到了自編兒歌教學活動介入的中、後階段，兩位

研究者發現個案 B 的負向人際互動行為雖依然存

在，但已減少許多，與老師、同儕視線接觸的時

間延長，最長可持續近五分鐘，且能在教學活動

中讚美 11 位同學，也能為 4 位上台表演的小朋

友拍手鼓勵；除此之外，個案 B 亦出現關心班上

重度障礙同學、主動協助班上同學、與人合作、

能為他人加油打氣、主動邀請同學參與活動、與

同學分享等正向人際互動行為。 

  而在教學保留期階段，個案 B 會主動與人對

話，會邀請同儕一起遊戲，能模仿老師的示範上

台表演，主動問候他人，也會主動與人對話，另

外，也能接受同儕的協助，會與同學一起玩假扮

遊戲，會主動與人對話，遊戲中也能接受同儕的

協助，也會主動邀請別人，很樂意在大掃除時擔

任掃地的工作。 

  總括言之，兩位研究者一個學期觀察及研究

發現，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及保留期

，全方位地增進學前融合班每位學生的活動參與

度及人際互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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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研究者針對本實驗課程之整體研究結果提出

以下結論： 

(一)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

兒在教學介入期人際互動之成效 

  1.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能增進學前

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視線接觸」、「

聽從指示」等「專注行為」的表現。 

  2.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能增進學前

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讚美他人」、「

與他人對話」等「溝通行為」之頻率。 

  3.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能增進學前

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在「與他人合作

」、「輪流」等「合作行為」的出現比率。 

  4.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能明顯減少

學前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負向的人際互

動行為次數。 

  5.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教學介入期能增加學前

融合班每位學生的活動參與度及人際互動次

數。 

(二)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

兒在保留期人際互動之成效 

  1.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保留期能增進學前融合

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視線接觸」、「聽從

指示」等「專注行為」的表現。 

  2.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保留期能增進學前融合

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讚美他人」、「與他

人對話」等「溝通行為」之頻率。 

  3.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保留期能增進學前融合

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在在「與他人合作」、「

輪流」等「合作行為」的出現比率。 

  4.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保留期能明顯減少學前

融合班兩位特殊需求幼兒負向的人際互動行

為次數。 

  5.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在保留期能提高學前融合

班每位學生的活動參與度及人際互動次數。 

二、建議 

(一)課程設計方面 

    本研究自編兒歌教學活動編製係符合學前融

合班四至六歲特殊需求幼兒身心特質及學習需求

，徵詢三位學者專家及三位實務工作教師之建議

，教學內容全部取自日常生活之題材，掌握趣味

化原則，並且重視四至六歲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

動之相關生活經驗等特點，可作為學前融合班音

樂課程設計之主要參考要點。 

(二)未來研究 

  1.本研究設計，在依變項僅針對人際互動部分

做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充其他可能的依

變項，為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做更廣泛的探究

。 

  2.本研究僅針對一個學前融合班進行單一受試

之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若干學前融合班

，以及擴增其他機構、團體為研究對象，以

增加樣本數，提升教學效果之推論性。 

  3.本研究採單一受試研究之 A-B-A＇設計，僅

能就兩名特殊需求幼兒針對自編兒歌教學活

動對特殊需求幼兒在依變項上是否有效做討

論，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能比較不同的音樂

教學活動在效果上的差異，並針對其優缺點

做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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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welve self-designed kid-song teaching activities on inter-person interactions 

in preschool inclusive classes. Two subjects were chosen from preschool inclusive classes in Hualien area. The 

experimental desigh is based on A-B-A test, “self-designed kid-song teaching activity inter-person interactions 

evaluation list”, and “self-designed kid-song teaching activity curriculum evaluation lis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found: (1) Self-designed kid-song teaching activity can improve the focusing behaviors such as “eye-

contact”, and “order obedience”. (2) Self-designed kid-song teaching activity can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inter-

pers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like “praise others”, and “talk to others”. (3)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s such 

as “cooperate with other” and “take in turns” were improved. (4) The frequency of negative inter-person 

interactions was decreased.     

    Analysis and further discussion were processed based 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urriculum 

desigh\ned of preschool inclusive classes were provided. 

 

Keywords: kid-song music activity, preschool inclusive class, special need kid, inter-person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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