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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階段特教班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自我

決策之詮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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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高職階段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自我決策技能表現現況，並就相

關影響因素與以詮釋分析。本研究對象為 5 名就讀台灣北區普通高職特教班與特殊

學校高職部，年齡介於 16 至 18 足歲，領有障礙手冊之自閉症學生。本研究運用深

度訪談法及三角交叉檢視法進行資料搜集，於不同之研究場域（校園、教室、家庭）

透過參與觀察，設身處地的瞭解、分析、歸納受訪者休閒娛樂自我決策之相關問題，

個案訪談資料係透過編碼、摘要性描述、言談分析、敘說分析、澄清與再概念化後，

再採用修正分析歸納法的方式加以分析。本研究藉由描述性分析詮釋與紮根理論將

高職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自我決策歸納為七大範疇與以統整。分別為休閒娛樂種

類、休閒決策動機、休閒決策知識、休閒計畫決策技能、休閒決策溝通能力、休閒

決策行動能力、心理調適策略等層面進行深入分析與討論。本研究並進一步提出相

關的改善建議，以做為日後相關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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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史典籍乃歷史之銅鏡，讓大時代的波瀾

壯闊不致隨著白雲蒼狗，成為飄散在流金沙漏

裡的野馬塵埃。藉由牛津英文辭典的反照

（Simpson & Weiner, 1986；引自 Wehmeyer, 

Abery, Mithaug, & Stancliffe, 2003），得知「自

我決策」一詞誕生於浪漫個人主義開始孕育的

十七世紀，係指「依據自己的想法或信念，實

踐某特定目標之行為表現」；而在二十世紀濃

厚的民主思潮下，自我決策又擴展為「人民用

以決定統治型態的行動過程」；字裡行間雖將

決策鵠的自個人信念移轉至政治型態的自治

訴求（Wehmeyer, Abery, Mithaug, & Stancliffe, 

2003; Wehmeyer, Bersani, & Gagne, 2000），然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卻是始終隱含的哲學情

懷。1940 年代，預測人類行為的新興工具─人

格心理學，率先援引自我決策做為形容人類內

控行為的描述用詞；而後隨著人權列車的開展

啟迪，自我決策又逐漸與障礙者權利運動結

合，成為障礙者擁護自身權利倡言之詞

（ Wehmeyer, Bersani, & Gagne, 2000; 

Wehmeyer & Schwartz, 1998），如今自我決策與

自我擁護（self-advocacy）同被名為身障者運

動第三波，人權響鐘遍及之處，有志之士皆群

起回應。包括：1.相關法定的制定：美國各身

心障礙法案相繼融入自我決策之概念，以提昇

障礙者自我決策之技能與機會。諸如 1990 美

國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法 案 （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s），1992 與 1998 復健法案修正

案（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及 1990、

1997 與 2004 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s）皆在其列。2.

服務態度的革新：專家導向服務宣言的式微與

支持決策服務潮流的興起（Tonkens & Weijers, 

1999; Olney, 2001）。除將互動的目標訂為了解

障礙者需求與增加彼等生活選擇權外，更由命

令、迫其服從的服務導向，移轉為照護及被照

護者間，權利與義務的分擔與無障礙生心理空

間的重視。3.官方經費的推動：美國教育部之

「特殊教育與復健服務署（Office of Special 

and Rehabilitative Service）」，自 1990 至 1997

年共補助 26 項自我決策展示方案及 5 項自我

決策評量計畫，其結果除促進自我決策之定名

外，更使自我決策成為特殊教育與轉銜服務的

重要元素；而美國衛生慈善團體翹楚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亦透過專款，試圖扭

轉州政府身心障礙政策與服務的傳統作風，改

以自我決策做為最高指導原則（林宏熾、丘思

平、江佩珊、吳季樺、林佩蓁，2003；Malian & 

Nevin, 2002; Wehmeyer, Bersani, & Gagne, 

2000）。4.社會制度的變通：往昔身心障礙者的

金錢管理缺陷為家屬訴請代決權的主要動

因，美國明尼蘇達州遂以申請受款代理人、聯

合銀行帳戶、信託基金或非正式金融控管等形

式，企圖協助障礙者在不喪失法人權利的情形

下，仍能保護其免於錯誤決策之剝削（Stancliffe, 

Abery, Springborg, & Elkin, 2000）。5.相關教學

模式與研究的紛陳出現：1990 年代以來自我決

策、自我擁護等相關教學模式與研究已逐漸取

代 IEP 相關問題之探討，成為各期刊論文的主

要議題（林宏熾、丘思平等，2003；Malian & 

Nevin, 2002）。 

自我決策為一哲學構念，百家爭鳴詮釋各

異。Field, Martin, Miller, Ward, & Wehmeyer

（1998）試圖統合各家看法，將自我決策定義

如下：「自我決策是一種知識、技能和信念的

結合，使個體具有目標導向、自我規範與獨立

自主之行為能力。就自我決策的概念而言，具

有一種了解自我長處、限制並相信自我係一有

為、有用個體之信念，是相當必要的。當個體

按照這些技能與態度進行自我決策時，個體將

具有較大的能力去掌控個人生活，並較能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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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個成功成人的角色」（引自林宏熾，

2003）。若近一步窺探自我決策之內涵，其共

包含四項基本特質與十二種基本能力。自我決

策的基本特質（或操作性定義）包括：1.「獨

立自主（autonomy）的行動」：係指個體能免

於外在過度干擾而能依自己的興趣與喜好來

行動。2.「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的行為」：

係指個體能綜合當時的情境、任務、性質，以

及自己的資源作為行動與計劃的依據。包括自

我管理、目標設定與達成、問題解決等能力。

3.「心理賦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的

動機」：係指自覺掌控的多種面項（Zimmerman, 

1990；引自 Palmer & Wehmeyer, 1998）；又可

分為相信自身具有影響環境的能力與技能，與

相信行動便能產生理想成果的兩種信念。4.「自

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態度」：係指個體

基於對自己優弱勢能力的正確了解，進而達成

合理的理想與願望（林宏熾，2003；Palmer & 

Wehmeyer, 1998; Wehmeyer & Schwartz, 

1998）。自我決策的十二種能力（或構成要素）

包括：1.做選擇；2.決定；3.問題解決；4.目標

設定與達成；5.獨自生活、承擔風險與安全；

6.自我觀察、評價、增強；7.自我教導技能；

8.自我擁護與領導；9.內在控制能力；10.正向

的效能歸因與結果期待；11.自我覺察；與 12.

自我知識（ Field, Martin, Miller, Ward, & 

Wehmeyer, 1998; Wehmeyer, Agran, & 

Hughes,1998，引自林宏熾，2003）。 

具體言之，自我決策亦為發展並執行實際

生活計劃之過程（Fullerton & Coyne, 1999），

起於個人內在的心理賦權與覺察；藉由教學、

調適、部分參與等環境支持策略，將個體所既

有與潛藏（即 Vygotsky 所言之近側發展區）的

知識技能予以統整激發，進而達成目標、自我

實現。是以自我決策特質與內涵除前述之靜態

描述外，若以生態學或情境論的角度切截，將

不再是全憑內鑠、非有即無的個人條件，而為

複雜、相對之動態拉距；除個人技能與需求的

媒合度外，當下所處環境之條件、文化所持之

態度與生命週期之變化等，皆為影響個體自我

決策能力消漲起伏的影響變項（Turnbull & 

Turnbull, 1996）。相關研究亦顯示，環境理念

（如：成人期待或養護觀點）與個人能力皆為

影響決策機會之指標（Robertson , Emerson, 

Hatton, Gregory, Kessissoglou, Hallam, & Walsh, 

2001; Stacliffe, et al., 2000）；而決策機會又直

接牽動障礙者社會融合力、自我控制與自我效

能等決策相關能力之發展（Heller, Miller, Hsieh, 

& Sterns, 2001 ; Jenkinson, 1999）。是以如欲評

估障礙者之決策表現，除需考慮環境變化與時

間遷移雙軸度的影響外，障礙者內在資源與外

在適性支持之媒合，更應同列天秤兩端，缺一

不可（Thomas, Nathanson, Baker, & Tamura, 

2002）。 

蒐集 1998 至 2004 年之相關文獻，可將自

我決策研究化約如下主題，包括：自我決策教

學與服務模式之研究，自我決策生態影響變項

之探討，自我決策與障礙者生活品質、轉銜教

育、離校後成果的相互關係。綜合上述各項研

究可知：認知障礙者在工作記憶、訊息處理與

生活經驗的缺陷與不足，致使其在解決問題

時，較不易深究社會情境的複雜度（Gumpel, 

Tappe, & Araki, 2000）；常固著好惡或經驗，而

非 彈 性 權 衡 當 下 之 利 害 以 為 決 策 方 針

（Jenkinson, 1999）。其中不易覺知抽象危險之

特質，更使彼等淪為不當剝削的主要對象

（Khemka & Hickson, 2000），遂將照護者推入

「放手─獨立」或「保護─安全」的兩難維谷中。

就心理層面而言，認知障礙者較易產生習得的

無助感且自我控制能力較常人為差，因此雖有

獨立自主之渴望，卻在經濟與人生重大決策時

強烈倚賴家庭支持（Gumpel, Tappe, & Araki, 

2000; Whitney-Thomas & Moloney, 1999）；但決

策乃個體價值、信念與興趣之彰顯，因此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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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往往造成當事人期望上的落差與生活滿意

度的下降（Wehmeyer & Schwartz, 1998），甚至

因缺乏決策機會而被間接剝奪其權能，造成自

我決策能力的褪縮（Jenkinson, 1999）。 

在各類障礙者中，自閉症者因溝通、社會

互動、認知思考等殊異特質的交相影響，為缺

乏決策機會的高危險群，其主要困難包括 1.溝

通方面：不擅明確地表達自己的喜好、興趣與

需求；2.認知思考方面：主觀時間感與訊息統

整組織缺陷，不利其掌握目標計畫的時間進

程、問題解決的宏觀視野與彈性變通策略的執

行（Field & Hoffman, 2002; Fullerton & Coyne, 

1999; Held, Thoma, & Thomas, 2004）。然文獻

上自我決策之研究卻以智能與學習障礙的量

化研究為大宗（王明泉，2003；余禮娟，2001；

Cea & Fisher, 2003; Duvdevany, Ben-Zur, & 

Ambar, 2002; Jenkinson, 1999; Palmer & 

Wehymer, 1998; Robertson, et al., 2001; 

Wehmeyer & Metzler, 1995; Wehmeyer & 

Schwartz, 1998）。自閉症者的研究較少，且因

其溝通與思考的特異性，皆以質性研究為必要

探討取向。如：1.Olney（2001）透過參與觀察

發現，發現自閉症者能重複以隱喻式語言或沮

喪表情表達決策企圖； 2.Held, Thoma, & 

Thomas（2004）透過參與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以興趣覺察、轉銜目標倒返

設計、自我決策課程教學與調適策略等方式，

以三年時間協助一位 18 歲的重度自閉症者落

實自我決策於轉銜計劃中。3.Fullerton 與 Coyne

（1999）透過「資訊視覺化（如：時間架構圖、

語意連結圖與角色扮演示範等）」與「社會活

動明晰化（如：以圖片和錄影帶輔助學習）」

等教學策略，以十週的教學時間，教導 23 位

16 至 28 歲，輕致重度自閉症者學習「我的夢

想（My Dreams）」課程，結果發現教學後 67%

學生不論在家中或晤談情境皆能更廣泛地談

論未來目標與問題解決步驟；37%學生則更富

目標導向自主行為。 

就轉銜服務的延展性而言，休閒者是人生

扮演的角色之一（Super, 1983）；而休閒娛樂更

是生活品質的重要內涵（Halpern, 1993，引自

林宏熾，2003），並具有強健體魄、提昇活動

與社交技能、減少問題行為之裨益（Flexer, 

Simmons, Luft, & Baer, 2001; Westling & Fox, 

2004）。隨著職種專精化，台閩地區十五歲以

上的障礙者僅有 26.37%就業，餘者因身體重障

無法工作者佔 76.7%（內政部，2003），因此閒

暇時刻，休閒娛樂自我決策能力更形重要。其

中高職階段是青少年轉型成人角色的重要關

卡，個人自我決策能力高低將對未來生涯轉銜

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林宏熾、江佩珊、吳季

樺、丘思平、林佩蓁，2004）；是以不論就 1.

自閉症者在自我決策或休閒娛樂表現上的特

殊性；2.此類相關研究的缺乏性，3.生涯轉銜

時刻的急迫性，或 4.自我決策與休閒娛樂在障

礙相關服務及自身存在感的重要性來看，本研

究之探討皆有其意義。期許透過質性研究了解

高職特教班自閉症學生自我決策之特徵，並就

相關因素與以詮釋分析，期許能對日後相關服

務之執行與支持有正向幫助。 

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設計及步驟 

本研究運用訪談法進行資料搜集，並以半

結構性訪談方式，深入了解各個不同特質之高

職自閉症學生所顯現之休閒娛樂自我決策現

況。本研究訪談類型採用「訪談指引法」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訪問結構的類型

屬半結構訪問。研究期間，文獻探討工作仍持

續進行。本研究之進行主要分為以下五階段：

1.準備階段：進行正式樣本訪談之前先以開放

式訪談訪問 5 位研究對象之家長，以獲得自閉

症學生平日休閒娛樂決策活動之一般概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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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再擬定訪談題綱。2.預試階段：先以研

究者自編之「休閒娛樂活動語句完成問卷」作

為探針，除篩選出不適合訪談之學生，改以實

地觀察、文件蒐集及相關他人訪談做為補強

外，亦再次修改題意不當之題目（謝易芬，

2003）。3.正式蒐集資料階段：本研究以半結構

的方式，對 5 位研究對象及其重要他人進行深

入訪談。並在徵得同意的情形下，取得相關私

人文件，並將訪談時的感想及在所處研究場域

時，所觀察的事件、反應，紀錄於田野札記表

中（含：紀錄時間與地點、互動對象、直接觀

察內容、場地白描圖、動作速描與研究者反

思）。大抵而言，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40 至 60

分鐘不等，且在訪談結束一週內轉騰並審視逐

字稿，以標記出不明確或有疑問之處，再透過

面對面晤談或電話訪問方式諮詢對方，平均每

位訪談對象有 9 至 26 次訪談次數以供資料查

核，合計為 84 次訪談；相關內容如表一所示。

4.資料分析階段：將所蒐集到的資料，以「修

正分析歸納法 （modified analytic induction） 」

分析，並用同儕檢查等方式，求取資料整理的

一致及完整性（Berg, 1998）。5.資料整理與撰

寫階段：將研究過程與資料分析結果以文字方

式呈現，完成此篇論文。

表一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對象、方式與時數 

個案 
代號 

接受晤談之樣本 
與其相關他人 

晤談方式 
晤談

次數

晤談人

數合計

總晤談次

數合計 
參與觀察 
場域 

參與觀察 
時間合計 

1.個案本人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7 

2.班級導師 面對面晤談 1 

3.休閒體育教師 面對面晤談 1 

4.同儕 面對面晤談 6 

CM1 

5.母親與父親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1 

5 16 校園、社區 
 

11.5 小時

1.個案本人 無法接受晤談 0 

2.班級導師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3 

3.休閒娛樂教師 面對面晤談 2 

4.同儕 面對面晤談 1 

5.母親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7 

CM2 

6.弟弟 電話訪問 1 

6 14 校園、家中、 
社區 

6 小時 

1.個案本人 無法接受晤談 0 

2.母親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8 

CM3 

3.同儕 面對面晤談 1 

3 9 校園、家中 10 小時 

1.個案本人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11 

2.班級導師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2 

3.休閒體育教師 面對面晤談 1 

4.同儕 面對面晤談 1 

5.母親 電話訪問 3 

CF1 

6.父親 電話訪問 1 

6 19 校園 6.5 小時

1.個案本人 無法接受晤談 0 

2.學校導師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2 

3.家教老師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2 

CF2 

4.母親 面對面晤談、電話訪問 22 

4 26 校園、家中、 
社區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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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訪談個案之基本資料 

個案代號 性別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溝通能力 年齡 居住地區 教育安置 排行／手足總數

CM1 男 自閉症 輕度 完整敘述句 17 台北縣 普通高職 2/2 

CM2 男 自閉症 中度 字詞 16 台北縣 特殊學校 2/3 

CM3 男 自閉症 極重度 字詞 16 台北市 特殊學校 2/2 

CF1 女 自閉症 輕度 完整敘述句 18 桃園縣 普通高職 1/2 

CF2 女 自閉症 重度 字詞 18 台北縣 特殊學校 2/2 

表三  本研究個案或家長監護人之基本資料 

個案代號 個案父母教育程度 個案父母的職業 社區特色 
CM1 父：國中 

母：國中 
父：服務業 
母：服務業 

都市型社區 

CM2 父：國中 
母：國中肄 

父：服務業 
母：家管 

都市型社區 

CM3 父：大專 
母：高職 

父：工程師 
母：家管 

都市型社區 

CF1 父：大學 
母：大學 

父：公務員 
母：教師 

市郊透天厝 

CF2 父：大專 
母：高職 

父：商業 
母：家管 

都市型社區 

 

二、訪談樣本 

訪談樣本的決定，係採多個案研究法

（multiple-case study）的方式，以立意隨機抽

樣方式（purposeful random sampling）抽取高

中職自閉症學生進行訪談研究，並以滾雪球方

式，從每一個案之關係人決定訪談人數與對象

（如表一所示）。訪談對象除個案本人外，皆

涵蓋家長、教師等重要他人。研究樣本基本資

料，如表二所示；樣本家長或監護人之基本資

料與居住社區特色，如表三所示。本研究之障

礙類別係依照我國「身心障礙等級」之規定來

決定。就訪談樣本的資料分析而言，本研究之

對象有男性 3 位，女性 2 位。就年齡範圍而言，

從 16 至 18 歲，平均為 17 歲。就居住地區而

言，五位研究對象皆居住於北部地區。就障礙

類別與程度而言，輕度自閉症者 2 位、中度、

重度與極重度者各一。就溝通方式而言，2 位

可以理解並表達完整的敘述句，其餘主要以單

詞進行溝通。就家中的排行與手足數而言，有

1 位在家中排行老大，3 位排行老么，1 位介於

中間。就教育安置而言，2 位受訪者就讀普通

高職特教班，其餘皆就讀特殊學校。整體而

言，研究對象之個人特質與家庭背景在分配上

沒有太大的差異。 

三、資料的整理及分析 

研究者先將晤談筆記、訪談錄音帶按發問

順序謄錄為逐字稿，仔細閱讀後，進行編碼工

作，逐句或小段落檢視資料內容，形成摘要性

描述，並歸納出不同的類目。若在不同的段落

中，出現相同或相似的談話內容，則再度做成

相同的摘要性描述，待資料分析時再予以統整

（研究紮根圖舉隅，如圖一所示）。本研究訪

談資料系採「修正分析歸納法」加以進行分

析，即研究者於開始分析時即對高職自閉症學

生休閒娛樂自我決策表現有一粗略的定義和

解釋存在，再據此作修正、分析歸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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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CF2 休閒娛樂自我決策紮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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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與陳述。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模式，

為求研究結果的精準與正確，研究者並以下列

的模式，提升本研究的信、效度。 

1. 信度建立 

為求訪談之一致性及完整性，由一位受過

訓練之訪視員進行訪談工作。正式訪談之前，

訪視員先對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及訪談內

容，以徵得受訪者同意、減少其防衛與疑慮。

訪談過程中，訪談地點之選擇皆由受訪者決定

其最感自在的環境中進行，同時訪視員也會先

說明訪談地點宜在安靜、安全、不受干擾及自

在的情境中進行。就參與觀察的內涵而言，包

括（1）研究對象是否在休閒時間表現娛樂行

為；（2）該娛樂行為的表現方式、主動性、個

人滿意度與環境接受度為何等兩個基本主

題，執行時由訪談員深入受訪者一周內例行參

與之休閒場域中（包含︰家庭、校園或社區），

採用生活日誌的形式進行詳細且豐富的觀察

記錄，以增加本研究的遷移性與描述的完整

性。訪談時採取現場錄音與簡式速記模式紀錄

資料，以利資料整理與撰寫研究報告。為讓資

料整理具有一致性，訪視員在進行資訊編碼分

類的過程中，邀請一位特殊教育所研究生與一

位曾有質性研究經驗之國中特教老師共同進

行資料編碼，三人分別逐句斷出合乎語意邏輯

的句子，並就意見不合處予以討論，直到符合

度達.80 以上。 

2. 效度建立 

質性研究之效度取決於研究者之資料分

析與統整能力，本研究採取下列做法以提高本

研究之效度。（1）持續閱讀文獻與田野札記中

的反思部分去除焦點；（2）設計訪談題綱，試

圖引導出所欲探究之主題；（3）訪談紀錄完成

後，以電話或當面討論的方式查核內容偏誤程

度並修改之；（4）考慮自閉症學生用語的特殊

性，除向本人查核外，亦就疑慮的部份與其重

要他人進行討論；（5）資料搜集完備後，研究

者再商請熟悉質性研究的特教系教授，進行專

家效度以及資料的再審核；（6）以方法上（如：

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蒐集）與資料來源

方面（如：自閉症學生、家長、教師、同儕）

等三角交叉檢視效果，提升本研究的可信度

（胡幼慧、姚美華，1996；Neuman，朱柔若譯，

2002）。 

四、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五位就讀特教班之輕、中、

重與極重度高職自閉症學生。雖然其障礙類別

皆為自閉症，並在研究取樣上力求橫跨各障礙

程度，以增加結果的概括性。但研究對象不

多，且個體間殊異的事實依然存在，因此若欲

推論至類似情況之高職自閉症學生，仍宜審慎

考量。 

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以障礙者權能間的拉距關係對五

位研究對象進行詮釋分析，藉以回答高職自閉

症學生休閒娛樂自我決策特徵。依據紮根資

料，研究者參考 Stancliffe 等人（2000）「自我

決策乃信念、知識與技能之總和」，與 Field & 

Hoffman（2002）「自我決策包括了解與珍視自

己、計畫、行動、體驗成果與學習」等觀點，

將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決策能力分為下列七

方面予以詮釋；七大範疇推衍關係圖，如圖二

所示。  

一、自閉症學生所決策參與之休閒娛樂

種類 

如表四所示，五位研究對象傾向從事單

獨且靜態的休閒娛樂活動（如：看電視、打

電動、聽音樂），雖然體力耐久性佳（如：CM1

可連續拋打桌球 2 至 3 小時），但不熱衷動態

休閒活動，需他人主動邀約方能參與。此外

五位研究對象亦深受自閉症感官特異性及固

執性影響，呈現特異的休閒傾向組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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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噪音情境過大的休閒情境（CM1、CF2）；

喜歡觀看移動的物品（CM1、CM2、CM3）；

偏好嗅聞香草植物、咖啡與人的氣味（CM1、

CF1、CM2）；不停歸位與收納物品（CM2、

CM3、CF2）等。普遍而言，多數研究對象不

擅從事消費、閱讀等抽象表徵休閒活動，除

CF1 因認知功能較佳，平時會至公車線附近的

便利商店消費與閱讀小說外，餘者四位皆較

少表現出從事此類活動之動機。惟社會性休

閒活動則依障礙程度構成殊象，包括：1.輕度

自閉症學生 CM1 與 CF1 樂於透過聊天與人建

立關係，但因社會性溝通與社會覺知缺陷

（如：語句過短、容易文不對題、難以分辨

善意提醒與惡意捉弄之差別），往往不易建立

相稱且滿意的同儕關係；2.中度自閉症學生

CM2 以刻板、退縮之行為表現強烈的社交需

求（如：呆立一旁注視他人，但別人一靠近

則逃跑）；3.重度與極重度自閉症學生 CM3 與

CF2 雖未表現出明顯地人際交往興趣，但從其

喜愛外出、依附母親的行為觀之，仍不應認

為離群索居為其天性而任其封閉自我，反應

透過適當的休閒支持，盡可能地開拓彼等參

與社會性休閒活動之機會。 

二、休閒決策動機 

如表五所示，依據歸納分析，內在心理

驅力為休閒決策動機之共象，自發的休閒活

動具強烈的表現動機，但外力介入的休閒安

排卻呈現被動消極的休閒態度，如 CM2 導師

所言：「他下課就是定在門口或陽台那邊看

人……（但）體育課教他打球，他就是一個

口令一個動作」此方面與 Dattilo（1994）「休

閒活動需考慮當事人主觀經驗」（引自許家

璇，2002）與 Stancliffe 等人（2000）「代決權

往往造成當事人期待落差」的看法一致。而

障礙程度與環境支持則構成殊象，除輕度自

閉症者 CF1 外，其餘研究對象皆熱衷前庭或

聽覺過激性的休閒活動，展露天賦異稟的休

閒表現，如 CM1 與 CM3 家長所言：「他游泳

很厲害，小時後第一次下水就在水裡一直後

滾翻，……別人會嗆到，但他不會」「他玩棉

被很厲害，一直用腳踢一直旋轉，就像特技

表演」而隨著認知功能發展與環境的因勢利

導，自我刺激行為雖仍為活動持續表現之引

線，但不再是休閒活動的主體，休閒的意義

與價值更形彰顯，包含：CM1 成為拋打桌球

比賽的選手、CM2 從抖動報紙中養成閱讀的

習慣、CF1 將對蛋的癖好提昇為烹飪興趣、

CF2 將反覆歸位的習慣移轉為組裝物品，此方

面的發展與 Schopler（1995）「擅用優勢便得

以增加休閒豐富性的看法一致」 (引自楊宗

仁、張雯婷、江家榮合譯，2003)。  

三、休閒決策知識 

如表六所示，透過歸納分析，障礙程度與

環境支持在此構成殊象，輕度自閉症學生 CM1

與 CF1 決策命題分化出的概念節點（nodes）

最為細緻深入，所從事的休閒娛樂種類也愈

多，此方面與 Stancliffe 等人（2000）「認知功

能乃個人自我控制能力變項」之研究結果一

致；此外環境休閒刺激愈豐富，個體決策知識

之建構益愈豐富，如：家人積極介入的重度自

閉症學生 CF2 所從事的休閒活動，遠較休閒支

持較少的中度自閉症學生 CM2 為多，此與

Wehmeyer, Baker, Blumberg, & Harrison（2004）

及 Stancliffe 等人（2000）「檢視個人自我決策

程度時，需納入環境支持作為決策指標」之看

法相符。若就休閒活動的內涵觀之，多數研究

對象皆傾向從事靜態且單獨的休閒活動，休閒

貧乏與孤獨感的遞減順序將隨前述障礙輕重

與支持多寡，自「與人的互動」降至「與物的

互動」、最後則退回至「與自己的互動（即自

我刺激行為）」。因此在提供自閉症學生休閒娛

樂決策支持時宜逆向思考，以社會性支持優

先、器物性支持次之，以滿足其不易自發而得

的休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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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 表平行的聯屬關係；→表從屬的因果關係 

圖二   七大範疇推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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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五位研究對象所從事的休閒娛樂種類 

研究對象 
休閒活動 CM1 CM2 CM3 CF1 CF2 

打電動 ˇ 

俄羅斯方塊(動作類) 
ˇ 

射擊(動作類)  
ˇ 

三國志(文字類) 
△ 

超級瑪莉(動作類)

看電視/VCD ˇ 

氣象報告 

ˇ 

音樂台、偶像劇、

談話節目 

△ 
隨意轉台 

ˇ 

卡通 

ˇ 

高職前喜歡看廣

告，現無特殊發現

做家事    
ˇ 

烹飪與打掃  

電話聊天 △ 
喜歡但僅能被動回答   

ˇ 

偶能主動 
開啟話題 

 

聽音樂 ˇ 

流行歌曲與老歌 

ˇ 

五月天、周杰倫

Gary Barlow 

△ 
心經或廣播音樂

  

觀察他人  
ˇ 

呆立一旁 
發出怪笑 

   

看報紙  
ˇ 

看報紙圖片    

閒晃 ˇ 

在學校走廊來回走  
ˇ 

在家中收納物品
 

ˇ 

在家中收納物品 

聽覺刺激 ˇ 

逃避噪音大的活動 
ˇ 

抖動報紙   
ˇ 

逃避噪音大的活動

前庭覺刺激 
ˇ 

喜愛雲霄飛車與翻滾 
看水流動與輪子轉動 

ˇ 

看轉動錢幣、陀螺

與衝撞的四驅車

ˇ 

以手甩水並凝望

水珠的滾動 
  

嗅覺刺激 ˇ 

園藝時不停嗅聞香草 
ˇ 

嗅聞人體味道
 

ˇ 

常烹調蛋及 
泡咖啡 

 

打牌/下棋    
ˇ 

對象僅限同學  

閱讀    
ˇ 

星座書與 
漫畫為主 

 

消費    
ˇ 

僅限公車線附近  

製作手工藝     
△ 

不完成不離開座位

外出至社區 ˇ 

僅願意至熟悉地點 
△ 

需家人陪同 
△ 

需家人陪同 

ˇ 

父母限制 
獨立外出 

△ 
需家人陪同 

體能活動 
△ 

被動但 
喜歡籃球與羽球 

△ 
被動但喜歡桌球

與騎腳踏車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畫畫/著色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 
被動且 

未表示喜歡 
獨立 8 8 2 9 3 合計

(項) 半支持 3 3 5 2 5 
註：ˇ表獨立且主動表現的休閑活動；△表半獨立表現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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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五名研究對象的休閒娛樂決策動機 

個案 
代碼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愛與隸屬需求 知的需求 美的需求 意義化的休閒 
(自我實現) 

CM1 

5 項 
坐雲霄飛車、 

後滾翻、聞香草 
看水與物品轉動、 
懼怕休閒噪音 

1 項 
外出時，僅願意

至熟悉地點 

1 項 
(毫無取捨地聽

從玩伴指令) 
0 項 

2 項 
欣賞音樂 

崇拜氣象主播 

2 項 
練習拋打桌球 

電玩破關 

CM2 
1 項 

抖報紙發出聲響 
1 項 

不願意獨自外出

1 項 
(觀察他人) 

1 項 
看報紙圖片 

2 項 
欣賞音樂 
崇拜偶像 

0 項 

CM3 
2 項 

(以手甩水)、 
以腳旋轉被子 

0 項 1 項 
和家人互動 

0 項 0 項 0 項 

CF1 
1 項 

中午泡咖啡 
0 項 

4 項 
聊天、去朋友家

玩牌、下跳棋

3 項 
上網、看卡通

閱讀漫畫/ 
星座書 

0 項 
3 項 

園藝、烹飪 
電玩破關 

CF2 
1 項 

(拋擲物品以聽聲) 
0 項 1 項 

和家人互動 

1 項 
拆解並重組各項

物品 
0 項 1 項 

從事組裝業 

合計(項) 10 2 8 5 4 6 
註：( )表環境制止後，依然故我之行為 
 

四、休閒計畫決策技能 

如表七所示，依據歸納分析，雖然五位研

究對象皆難擺脫刻板化的行動標籤，但主觀時

間感在此構成殊象。以輕度自閉症 CF1 為例，

其不但了解娛樂與工作的分野，每日必自動自

發完成作業；尚能因休閒時間長短，彈性規劃

每日休閒活動。如 CF1 導師所言：「如果空堂

比較『長』的話，她最常從事的活動就是打牌。

她平常下課就是走動呀、倒水，十分鐘有時候

對他們來說走來走去一下子就過去了」其餘四

位研究對象，因較無法掌握時間進程，除休閒

作息需賴人提醒，易流於無所事事、空動貧乏

外，若輔以本體覺缺乏，甚至會有休閒勞動化

的現象，如 CF2 導師所言：「你叫她投球，她

就一直投、一直投，直到她投得很累，她就會

停下來看你，好像在等什麼指令。然後你說：

『好了！』她就很快把球收起來」若就決策計

畫的內涵觀之，五位研究對象皆面臨動作計畫

與問題解決缺陷的問題，惟環境支持與成就動

機在此造成殊象，如 CF1 家長所言：「小時候

她很怕水，但看到那個小狗游泳，小朋友也這

樣，就愈來愈不怕了。……溜冰也是，她很怕

摔呀，但是看我和弟弟還在溜，心裡就有一份

不認輸，她也要會呀！」可知其在同儕楷模的

引導下，挫折的負面影響力降至最低。但多數

缺乏同儕支持的研究對象，卻易因挫折產生逃

避動態社區休閒活動之結果，如 CM1 家長所

言：「打羽毛球，你要發球給他打，他接起來。

我一面打一面就要告訴他要看球怎樣的……

有時候放假想找他打羽毛球，他好像很不情願

地，陪你打一下就很不開心，那我就不勉強他」

是以如欲提供自閉症學生完整的休閒決策支

持，除需利用結構化提示，協助其掌握時間序

列、有效安排休閒作息外，尚需透過調適策略

與同儕楷模，營造快樂且具融合性的休閒經

驗，以激發並維續彼等參與休閒活動之動機與

興趣。 

五、休閒決策溝通技能 

如表八所示，根據歸納分析，多數研究對

象除較難解讀他人非語言訊息外，亦較少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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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五名研究對象休閒娛樂決策知識(僅討論自發的休閒娛樂表現) 

所決策之休閒活動屬性                    所決策之休閒知識命題 
個案 
代碼 靜

態 
動

態 
單

獨 
團

體 休閒對象 休閒技能 休閒時間 休閒場域 

CM1 ˇ ˇ ˇ  
2 項休閒對象備選知識

教學者、陪伴者 

5 項休閒技能備選知識

電玩、音樂 CD、園藝、

電視、逛街路線 

2項休閒時間備選知識

權威是否允許 
是否為自由時間 

3 項休閒場域備選知識

家庭、學校、社區 

CM2 ˇ  ˇ  
1 項休閒對象備選知識

陪伴者 
3 項休閒技能備選知識

電玩、電視、閱讀報紙

1項休閒時間備選知識

權威是否允許 
2 項休閒場域備選知識

家庭、學校 

CM3 ˇ ˇ ˇ  
2 項休閒對象備選知識

教學者、陪伴者 
3 項休閒技能備選知識

看電視、甩水、轉棉被

1項休閒時間備選知識

權威是否允許 
1 項休閒場域備選知識

家庭 

CF1 ˇ ˇ ˇ ˇ 

2 項休閒對象備選知識

教學者、陪伴者 
 

8 項休閒技能備選知識

上網、電玩、烹飪、園藝、

電視、閱讀、逛街路線、

團體遊戲(玩牌/下棋) 

2項休閒時間備選知識

權威是否允許 
是否為自由時間 

3 項休閒場域備選知識

家庭、學校、社區 

CF2 ˇ  ˇ  
2 項休閒對象備選知識

教學者、陪伴者 
2 項休閒技能備選知識

電玩、物品歸位 
1項休閒時間備選知識

權威是否允許 
2 項休閒場域備選知識

家庭、學校 

合計

(項) 5 3 5 1  

表七  五名研究對象休閒計畫決策技能 

主觀時間感 動作計畫 問題解決 
個 
案 
代 
碼 

倚
賴 

半
獨
立 

獨
立 

倚
賴 

半
獨
立 

獨
立 

倚
賴 

半
獨
立 

獨
立 

平 
均 表 
單 現 
日 休 
獨 閒 
立 數 

備  註 

CM1  ˇ   ˇ   ˇ  

2 
看電視

打電動

1.能區分假日與非假日的差別 
2.打桌球/羽球/籃球皆站立在固定定點不動 
3.休閒時偶呆立停止，等待他人提示才動作 

CM2  ˇ   ˇ  ˇ   

2 
觀察人

看電視

1.在工作與休閒時間的區隔上，未有明顯分野 
2.動態活動參與動機低，肢體舞動略顯僵硬 
3.討厭的活動會大叫、逃跑，其餘則被動參與 

CM3 ˇ   ˇ   ˇ   

3 
閒晃 
玩水 
看電視

1.在工作與休閒時間的區隔上，皆需賴人提醒 
2.能跑步與定點投球(肢體略顯僵硬)，模仿動作 
的動機較差，學習時需他人全肢體協助 

3.多數活動皆以大叫、大哭反抗 

CF1   ˇ  ˇ   ˇ  

3 
家事 
電動 
電玩 

1.能區分假日與非假日的差別，了解休閒為工作

後的修養，能完成作業才休閒 
2.運球與投籃略顯僵硬，但能溜冰 
3.能主動向人求助或上網搜尋電玩功略 

CF2 ˇ    ˇ  ˇ   

2 
閒晃 
組裝 

1.在工作與休閒時間的區隔上，未有明顯分野 
2.能定點投籃，模仿他人動作則常嚴重拖拍 
3.總是呆立一旁，等待他人指示方能行動 

合計 2 2 1 1 4 0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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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五名研究對象休閒決策溝通技能 

語言接收 語言表達 個 
案 
代 
碼 

表

情 
手 
势 

語 
言 

非 
語 
言 

單 
詞 

句 
備  註 

CM1  ˇ ˇ ˇ ˇ ˇ 

1.能以短句表達喜歡，常以加大音量等非語言訊息表達不滿；同學常貽指氣

使與之說話，但 CM1 仍未發現當中的失當性，因此常淪為被捉弄的對象 
2.呈現單向且直接的情緒反應，較少涉及以行為或語言影響他人的意圖 
3.環境大多以觀察、口頭問答、詢問周遭他人等做為溝通調適策略 

CM2  ˇ ˇ ˇ ˇ  
1.若非全面順從，便是激烈反抗；且僅能以不要或非語言訊息表達抗拒 
2.環境大多以觀察、口頭問答、詢問周遭他人等做為溝通調適策略 

CM3  ˇ ˇ ˇ ˇ  
1.總是以大叫不要或僵立原地的方式激烈反抗，且拒絕次數遠較服從為多

2.環境大多以觀察、單詞問答的方式做為溝通調適策略 

CF1 ˇ ˇ ˇ ˇ ˇ ˇ 

1.能以短句表達喜歡，但大多以不理人等非語言訊息表達不滿；當同學垂

頭不語時，能發現其傷心而主動陪伴 
2.呈現單向且直接的情緒反應，較少涉及以行為或語言影響他人的意圖 
3.環境大多以口頭問答、反覆述說解釋做為溝通調適策略 

CF2  ˇ ˇ ˇ ˇ  
1.能以笑表示喜歡，並以發出哼聲與哭叫表示抗拒；但環境常不解其意 
2.環境大多以觀察、口頭問答、詢問周遭他人等做為溝通調適策略 

總計 1 5 5 5 5 2  

 

說服或自我揭露的交涉表現。但若進一步深

究，輕度自閉症學生 CM1 與 CF1 仍能以「你

問我答」的被動式短句表達感受；如 CM1 自

陳：「喜歡……休閒體育，我喜歡打乒乓

球……」而中、重與極重度自閉症學生 CM2、

CM3 與 CF2 則可以非語言訊息（如：直接行

動或大聲嘀咕）傳遞意圖，惟肢體語言之幽微

旁人不易察覺，因此容易聚焦其溝通受挫後的

攻擊反應，而無法歸納其好惡意圖的邏輯性，

如 CM2 與 CF2 導師所陳：「他會反抗，反抗算

是一種選擇嗎？他不樂意去做的時候，嘴巴會

碎碎唸，這種情況算不算選擇？」、「投籃這個

活動我感覺她喜歡吧？但是你說他非常喜歡

嗎？我也不知道」此方面與 Fullerton & Coyne

（1999）與 Held, Thoma, & Thomas（2004）「自

閉症者不擅表達自身喜好、需求與興趣」及

Olney（2001）「極重度認知障礙者溝通效能較

差」之研究發現一致。因此如何運用功能性行

為分析與擴大溝通，提昇少（或無）語言自閉

症者與環境間的溝通效能，將為休閒決策支持

者不可忽視的要項。 

六、休閒決策行動能力 

如表九所示，根據歸納分析，社會覺知能

力在此構成殊象；社會覺知能力愈佳者，愈能

感受權威、同儕及規範的影響力，愈常以外界

指令做為休閒活動引發或終止的依據；如 CF1

家長所言「她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讓她去朋友

家，但是我們會盡量跟她講『碰到壞人怎麼

辦？』，雖然她剛開始會生氣不理人，但一下

子就忘記了」，但對障礙程度較重、社會覺知

能力較弱的自閉症學生而言，堅持對抗規範的

決策行動，往往構成支持者的壓力核心，進而

造成自閉症學生自我決策機會的縮減；如 CM3

家長所言：「我在外面也怕人家誤會呀！他哭

得很大聲，我只好把他的手指弄得很痛，把他

的情緒壓下去」此方面與 Robertson等人（2001）

「身障者能力為獲得決策機會之變項。」的觀

點一致。此外若近一步深究自閉症學生決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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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內涵，亦會發現彼等較少理解規範之所

由，除自我擁護的倡議行為偏少外，亦有過度

服從的危險。如 CM1 家長所言：「他是被人家

利用，下課時間，人家說『騎腳踏車』，他就

把老師腳踏車騎走」整體而言，自閉症學生在

判斷外界介入適當性上猶有困難，須靠環境支

持者的內省與自閉症學生心裡衝突後的挫折

反應做為雙方調整的契機，彼此間的互動才能

更趨理性調和。 

表九  五名研究對象休閒決策行動能力 

決策楷模 自我管理能力 個 
案 
代 
碼 

不

明

顯 

同

儕 
師

長 
倚

賴

半 
獨 
立 

獨 
立 

備  註 

CM1  ˇ ˇ  ˇ  對師長及同儕的指令照單全收，極度缺乏自我擁護的行動表現 

CM2  ˇ   ˇ  

雖部分娛樂行為違反社會規範(如：逛街摸女生大腿、盯住他人並發出怪笑)，
仍表現出堅持到底的角色秉性；但以其每日必寫完兩面作業可知，在具體行為

規範之下，其仍可藉由增強回饋，養成負責任的休閒習慣 

CM3 ˇ   ˇ   
隨著青春期生理成熟的自覺與溝通功能的頓悟，逐漸呈現堅持自主的角色秉

性，時常透過肢體反抗及大聲說：「不要！」表達對代決權的不滿 

CF1  ˇ ˇ   ˇ 
師長沒有限制的就是可做的事，雖能主動表示探索休閒資源的欲求(如：嘗試上

網、外出訪友、閱讀弟弟的小說)，但師長一旦喝止，休閒活動即宣告結束 

CF2  ˇ ˇ  ˇ  
大多時刻皆極度服從師長及同儕的指令，但偶爾會以哭、叫、摔東西表達對代

決權的不滿；但在違抗決策楷模後會出現自傷的焦慮反應(如：狠狠自轉三圈)

總計 1 4 3 1 3 1  

 

 

七、心理調適策略 

如表十所示，根據歸納分析，青春期荷

爾蒙在此構成共象，五位研究對象在休閒取

向上皆較幼時呈現較多狂風暴雨期的不安與

焦躁。除在休閒取向上展現對性的好奇外

（如：CF1 閱讀少女漫畫，CM2 喜歡在逛街

時瞄穿黑絲襪的女生），彼等亦更易以暴力攻

擊展現對代決權的不滿；如 CM3 的家長所

言：「他年紀小的時候硬拖還可以，現在要他

跑步或游泳，他會拒絕說：『我不要！』我就

是要在這裡發脾氣」。惟同儕與休閒活動滿足

感在此構成殊象，CM3 與 CF2 因休閒作息的

結構性最差、除日常娛樂接賴父母提醒外，

空巢期的家庭環境及重障為主的教育安置，

亦使其缺乏主動邀約的休閒楷模，造成聊賴

與休閒失落感頻生的結果。反觀休閒活動種

類同樣較少、同樣安置於特殊學校的 CM2，

因家庭頗能滿足其觀看電視與觀察他人的娛

樂需求，情緒表現則較為穩定。如 CM2 家長

所言：「我們家的電視都開二十四小時的……

那因為我大兒子都會朋友來我們家玩，CM2

就會在旁邊聽他們講話，他們不趕他，他也

不覺得無聊」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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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五名研究對象心理調適能力 

風暴期特色 挫折反應 

個案 
代碼 

不 

明 

顯 

性 

好 

奇 

同
儕
需
求 

情
绪
起
伏 

不 

明 

顯 

焦 
 

慮 

攻 
 

擊 

備    註 

CM1   ˇ ˇ   
因在家人、學校與協會的安排下同時擁有豐富的居家、社會與休閒生活，

故未呈現焦慮的心理反應 

CM2  ˇ ˇ ˇ   
因家庭敦親睦鄰且手足較多，頗能滿足其喜愛觀察人群的休閒喜好，故未

呈現焦慮的心理反應 

CM3  ˇ  ˇ  ˇ ˇ 
家庭積極安排跑步打球等體能活動，但同齡休閒玩伴較少；除容易有青春

期性焦慮反應外，拒絕休閒代決權之反應亦更趨頻繁強烈 

CF1  ˇ ˇ  ˇ  
曾因無法外出訪友而有失落焦慮反應，但因學校休閒場域提供互動機會，

且家人同意 CF1 使用電話聊天做為調適策略，故未釀成攻擊反應 

CF2   ˇ ˇ  ˇ ˇ 
因社會性休閒對象侷限於母親，常以焦慮攻擊反應表現對代決權的不滿，

目前家庭正積極為其安排社區休閒以滿足其休閒需求 

總計 0 3 4 2 2 3 2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重要結果整理如下：1.就自閉症

學生所決策參與之休閒娛樂種類而言，自閉症

學生能彰顯多面向的休閒決策動機，且普遍具

有從事社會與社區性休閒娛樂之需求。其中輕

度與中度自閉症學生常透過聊天及觀察他人

表現強烈的特教需求，但因溝通與社會覺知缺

陷，往往不易建立相稱且滿意的同儕關係；重

度與極重度自閉症學生雖未表現出強烈的人

際交往興趣，但從其喜愛外出、依附代決者的

行為觀之，仍不應認為離群索居為其天性，而

任其封閉自我，反應透過適當的休閒支持，盡

可能地開拓其參與社會與社區休閒活動之範

疇。2.就休閒決策動機而言，與外力介入的休

閒安排相較，自發的休閒活動具強烈的表現動

機；且在前庭或聽覺過激性的影響下，常展露

天賦異稟的休閒表現。而障礙程度與環境支持

在此構成殊象，隨著認知功能的發展與環境的

因勢利導，自我刺激行為雖仍為活動持續表現

的引線，但不再是休閒活動的主體，休閒的意

義與價值更形彰顯。3.就休閒決策知識而言，

障礙程度愈輕且環境休閒刺激愈豐富者，決策

命題分化出的概念節點最為細緻深入，所從事

的休閒娛樂種類也愈多。若就休閒活動的內涵

觀之，多數研究對象皆傾向從事靜態且單獨的

休閒活動，休閒貧乏與孤獨感的遞減順序，將

隨前述障礙輕重與支持多寡，自「與人的互動」

降至「與物的互動」、最後則退回至「與自己

的互動（即自我刺激行為）」。因此在提供自閉

症學生休閒娛樂決策支持時，宜逆向思考，以

社會性支持優先、器物性支持次之，以滿足其

不易自發而得的休閒需求。4.就休閒計畫決策

技能而言，雖然五位研究對象皆難擺脫刻板化

的行動標籤，但主觀時間感在此構成殊象。能

了解娛樂與工作分野及分辨休閒時間長短之

自閉症學生，將能擁有更彈性、豐富的休閒作

息。而缺乏時間感與本體覺的自閉症學生，則

易有休閒勞動化與貧瘠化的現象。若就決策計

畫的內涵觀之，五位研象皆面臨動作計畫與問

題解決缺陷的問題，惟環境支持與成就動機在

此造成殊象，在同儕楷模的引導下，挫折的負



 高職階段特教班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自我決策之詮釋研究 ．181． 

面影響力降至最低；反之則易因挫折產生逃避

動態社區休閒活動之結果。5.就休閒決策溝通

技能而言，多數研究對象較難解讀他人非語言

訊息，亦較少出現說服或自我揭露的交涉表

現。但若進一步深究，輕度自閉症學生仍能以

「你問我答」的被動式短句表達感受；而中、

重與極重度自閉症學生則可以非語言訊息傳

遞意圖，惟肢體語言之幽微旁人不易察覺，因

此容易聚焦其溝通受挫後的攻擊反應，而無法

歸納出其好惡意圖的邏輯性。因此如何運用功

能性行為分析與擴大溝通，提昇少（或無）語

言自閉症者與環境間的溝通效能仍有其必

要。6.就休閒決策行動能力而言，社會覺知能

力愈佳者，愈能感受權威、同儕及規範的影響

力，愈常以外界指令做為休閒活動引發或終止

的依據。而對障礙程度較重、社會覺知能力較

差的自閉症學生而言，堅持對抗規範的決策行

動，往往構成支持者的壓力核心，進而造成自

閉症學生自我決策機會的縮減。若近一步深究

自閉症學生決策行動之內涵，亦會發現彼等較

少理解規範之所由，除自我擁護的倡議行為偏

少外，亦有過度服從的危險。整體而言，自閉

症學生在判斷外界介入適當性上猶有困難，仍

須靠環境支持者的內省，與自閉症學生心理衝

突後的挫折反應做為雙方調整的契機。7.就心

理調適策略而言，青春期荷爾蒙在此構成共

象，五位研究對象在休閒取向上皆較幼時呈現

較多狂風暴雨期的不安與焦躁。除在休閒取向

上展現對性的好奇外，彼等亦更易以暴力攻擊

展現對代決權的不滿。但同儕與休閒活動滿足

感在此構成殊象，休閒作息結構性較差、處於

空巢期及重障教育環境的自閉症學生，常因缺

乏主動邀約的休閒楷模，造成聊賴與休閒失落

感頻生的結果；反之若家庭能滿足其多面向的

娛樂需求，則彼等情緒表現將較為穩定。 

二、研究建議 

茲就本研究之發現與結論提出建議事項

如下，期許能做為高職自閉症學生自我決策能

力發展及相關服務之參考。惟本研究係一立意

取樣之研究，其在研究結果的推論與類化上仍

有其限制性： 

1. 社會環境需建立「不論能力高低，自閉

症學生皆有休閒決策潛能」之服務正念 

本研究發現決策信念乃天賦本能，惟計畫

及決策溝通缺陷對自閉症學生之影響依然存

在，致使環境容易忽視其決策信念之誘發與滿

足，由最初代為決策的不得已，成為現今與日

後的習慣成自然。如同決策信念乃決策行動的

啟始源流，相信自閉症者皆有休閒決策潛能之

正念，不啻為人性關懷的充分彰顯、全人哲學

的基本精神，更為有效教學的關鍵所由。是以

如何透過輔具、調適、提示與支持，協助靜默

順從的自閉症學生表達自己的休閒喜好、興趣

與需求；如何調適教學者的自身思維，將自閉

症學生的反抗情緒視為決策挫折的溝通訊

息，與提昇服務方式與內涵的扭轉契機，皆是

所有自我決策擁護者需共同努力的方向。 

2. 提供個別化、適齡、自主且具融合性的

休閒娛樂支持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認知功能、溝通效

能與環境支持度之自閉症學生，在休閒娛樂自

我決策表現及需求上呈現殊象。此結果除再次

激勵服務提供者，惟有跨機構的協調合作，方

能提供多元且個別化的休閒決策支持，使自閉

症學生生理、心理等多層面的休閒需求得以充

分地滿足與提昇外；亦須留意青春期荷爾蒙對

自閉症學生的影響（如：休閒自主欲提昇與同

儕玩伴需求增加）。本研究亦發現自閉症學生

傾向從事靜態且單獨的休閒活動，且障礙程度

愈重，休閒貧乏與孤獨感表現更為強烈。因此

在提供自閉症學生休閒娛樂支持時，應逆向思

考，以提供廣泛的社會性、社區性與動態性休

閒支持為主要考量，進而滿足其不易自發而得

的休閒需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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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輔具與調適策略，降低動態休

閒活動的困難度：自閉症學生因動作計畫能力

缺陷，傾向從事刻板、靜態的體能活動，但若

透過輔具與調適策略、擅用優勢能力等方式迴

避缺陷制梏，通常具有耐力極佳的運動表現。

如：在牆壁沾黏壓克力板取代高大的籃框、以

桌球拋接或餵球取代競爭性對打、利用同學楷

模簡化康樂活動中遊戲規則的表徵度等皆是。 

（2）豎立接納、平等的同儕休閒楷模：

同儕休閒楷模為引發自閉症學生主動學習，表

現休閒娛樂行為的要項。但隨著障礙程度與所

處環境的不同，有的自閉症學生因過度被動而

離群索居、友伴疏離，有的雖有友為伴，卻常

成為同儕欺壓捉弄的對象。因此僅有空間的接

近而無心靈的悅納尊重，自閉症學生亦無法享

受融合的社會性休閒生活。故除單方面教導自

閉症學生建立友誼的社交技巧外，如何利用逆

向回歸與志工參與，使社會或班級同儕知曉自

閉症者的認知與溝通特質，採用尊重、平等且

富同理心的方式與其互動（如：放慢說話速

度、主動和其為伴、提示其休閒作息或技巧

等），皆是服務提供者可以思忖、提供社會性

休閒支持效度的方法之一。 

（3）擅用義工協會等民間資源，擴充自

閉症者參與社區休閒的機會：社區性休閒亦為

自閉症學生休閒決策之弱項，除開放性空間的

紛擾刺激易令其焦慮與無所適從外；社會亦常

對自閉症學生獨特的行為表現（如：大聲說

話、自言自語、自我刺激行為）與較弱的情緒

控制能力（如：在街上大哭），投以嘲笑眼光

與負面評價，造成自閉症學生與休閒支持者的

壓力與不安，間接造成社區休閒娛樂機會的縮

減。因此除鼓勵社會以同理關懷精神，分擔障

礙對個體與家庭所造成的生活侷限與壓力

外，家長亦可考慮加入協會，透過團體號召而

非單打獨鬥的方式，有計畫地聚斂社區休閒資

源（如：義工招募、以協會名義租借休閒場地）

或利用團體行動的去個人化，使自閉症學生擁

有更豐富自在的休閒娛樂支持。 

3. 透過內射覺察與結構化情境，提昇自閉

症學生對「內在娛樂感」與「休閒時間序列」

的休閒決策覺知能力 

本研究發現本體覺與時間感的覺察缺

陷，為自閉症學生休閒勞動化與貧瘠化之關

鍵；而規律但非單調的外在線索提示，則為其

日後能否藉習慣化學習策略，將外控性休閒支

持轉為內控性作息規劃的樞紐。然而研究者亦

發現，家長容易以隨機且少結構化的方式提供

休閒決策支持，其中零星且缺乏統整性的教學

步驟，除造成教學與學習者間的挫折與緊張

外，亦較難做為有效教學的背書，因此建議透

過內射覺察與結構化情境，提昇自閉症學生對

內在娛樂感與休閒時間序列的休閒決策覺知

能力，包括： 

（1）以隨機教學法教導自閉症學生娛樂

感的內射覺察：情緒乃個人主觀且直接的感

受，隨機教學法中自然與零推論的教學特質，

恰能呼應情緒教學中「先外爍後內發」的教育

哲學。先由支持者於真實休閒情境中觀察自閉

症學生的非語言訊息（如：笑容、配合度、流

汗與否等），再告知其感受與情緒的對應關係

（如：喜歡、討厭、累了），做為引發自閉症

學生以內在本體覺做為休閒決策參考依據之

引線。 

（2）以結構化情境提昇自閉症學生對時

間序列的覺知：休閒時間表的制定有助於提昇

自閉症學生掌握休閒生活的自我效能，服務提

供者宜透過觀察，整併個人喜好與適當的生理

作息（如：體能勞動 30 分鐘，休息 10 鐘以減

少運動傷害），以規律非單調、時距而非精確

點的方式安排休閒起訖時間；並依自閉症學生

的情緒反應，動態調整安排方式與內容。此外

為提昇自閉症學生的理解度，支持者可透過具

體刺激與操作回饋（如：圖畫或文字作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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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鈴或錄音提示、每完成一項作息便劃記或抽

換圖卡），協助其掌握活動流程的進行。 

4. 透過系統性觀察與擴大溝通，提昇自閉

症學生與環境間的休閒決策溝通效能 

本研究發現溝通效能為決策信念彰顯度

與代決權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者須將

「溝通工具」予以重新定義，自語言、手勢、

圖片、乃至溝通者本身之信念，皆為不可忽視

的溝通媒介。某位家長曾反應：「我買了溝通

板，但是很複雜，所以只好擱著」就此而言，

如欲以數十張圖片取代語言的無限性，確有其

技術面的困難與理想面的落差。但若以擴大溝

通技術、功能性行為分析為左輔右弼，續以密

集地結構化訓練為探針，使自閉症者先學會以

少量、實用但必要的溝通工具表達自身的休閒

喜好與需求，再擴充其溝通基模，相信其與環

境間之溝通效能將能大幅提昇。 

5. 教導親師協商合作技巧，以增進家長與

教師面對支持挫折時的復原力 

本研究發現，不同的自閉症學生有不同的

行為光譜，且因溝通、互動與認知的特異性，

常令休閒決策者產生挫折（如：看不出自閉症

學生的休閒喜好、過度被動、難以消弱自我刺

激式娛樂行為等）。然而教育的偉大與艱難同

位於相同的水晶刻面上，家長與教師如能儲備

良好的合作信念與技術，彼此肯定與鼓勵，藉

由有效教學法的分享與教學一致性的提昇，使

自閉症學生得以在統整性支持服務中獲利，相

信才是彼等休閒決策技能得否不斷綿延開展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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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utistic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Determination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hiang-Yi Huang Hung-Chih Lin 

San-Chong High School ,Taipei County National Chu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project interpreted the ro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leisure-tim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f autistic student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riangula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ole 

played by self-determination for five autistic students, aged 16 to 18, in a Taipei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a Taipei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vocational program. Data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ir leisure-tim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y autistic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for three environments: the 

schoolyard, classroom, and family. The subjects were observed, then cross- examined 

and analyzed via summary descriptio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coded and re-conceptualized by means of modified analytic 

induction. Seven ways in which environment influenced the degree of students’ 

self-determination were verified by descriptive analytical synthesis and grounded theory. 

The categories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leisure-recreational activities were further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students’ motivation, knowledge, skills,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mobility capabilities,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concer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and related services, for autistic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Key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autism, leisur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elf-determination, qualitativ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