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特殊教育  

 

極重度身障生  步行訓練計畫  

 

●教學策略  文／李明洋  

 

  四年級的小宏有極重度智障、聽障及輕度肢障，因走路時眼睛不

看前方路面，常被路面的凸起物或障礙物絆倒，導致外傷不斷。  

 

實地觀察與分析  

 

 實際觀察小宏走路，發現：  

 

 1.小宏有扁平足及輕微腳掌外翻，致使走路不穩，容易跌倒，所

以小宏喜歡在坐位上把玩手指或物品，鮮少起來走路，也因此減少走

路機會，更使活動範圍受限。  

 

 2.若要他起來行走，他多半會去牽大人的手，以降低行走時的危

機意識，養成他走路不看路的習慣，造成他獨自行走時意外頻生。  

 

 3.小宏在家多是半坐或躺在沙發或床上，偶爾起來行走，都是短

距離移動，出門時也都是家長牽著或以交通工具代步；然而學校環境

動線既長且廣，複雜度高，造成他行走的難度更高。  

 

 綜合觀察結果，小宏雖為輕度肢障，但應能獨自緩慢行走；雖然

重度聽障，但對老師的「來、去」等手勢都有正確反應，應給予系統

性訓練，教導他行走技巧，建立正確行走習慣；若只是一味給予協助，

只會養成他依賴習性。  

 

步行板的製作  

 

 為改善小宏走路不看路的習慣，特別設計一組步行板訓練他步行

技能。首先，購買數片寬窄不一的桐木合板，請木工依照寬、中、窄

等三個面寬，以及高、中、低等三個高度，製作成寬高、寬中、寬低、

中高、中中、中低、低高、低中、低低等九種尺寸，且一端裁成左側

或右側斜邊的梯形木板，構成十八種不同形態的步行板。訓練者可依

進度，將各步行板進行不同形態搭配，拼湊成數百種以上組合。每塊

步行板的邊及角均以細號砂紙磨光，並以黏膠固定基座後，用鋼釘釘



牢，防止訓練過程中因碰撞或摩擦造成外傷。  

 

訓練方式  

 

 每個階段訓練前，先在大型塑膠軟墊上依進度將步行板拼組成訓

練步道，步道起點放一張椅子，讓小宏坐在椅子上等老師指令，終點

目標放一個塑膠籃，內裝一顆塑膠球。訓練時，老師以手勢要求起身，

並引導他在步道上前進。到達終點時，要求他拿起籃裡的一顆球，再

轉身往回走。當小宏走回起點，將塑膠球交到老師手上，即可坐下，

同時得到一個玩具當獎勵。三分鐘後，重複進行相同訓練，反覆五次

後結束。訓練過程中，老師全程跟在小宏身邊，預防他跌倒，但不出

手牽引。若小宏自行走下步道，老師會立即阻止，並要求他回到步道

上行走。  

 

各階段訓練目標  

 

 各階段訓練目標如下：  

 

 階段一  直線訓練（步行板高度／直線步道上獨立行走）  

 

 1.高度相等且沒有空隙。  

 

2.高度不等但沒有空隙。  

 

3.高度相等但有空隙。  

  

4.高度不等且有空隙。  

 

 階段二  曲線訓練（步行板高度／曲線步道上獨立行走）  

 

 1.高度相等且沒有空隙。  

 

 2.高度不等但沒有空隙。  

 

 3.高度相等但有空隙。  

 

 4.高度不等且有空隙。  

 



 步行板拼組成的步道在寬度和行進方向上多有變化，且每塊板子

間可能有高度落差及空隙存在，小宏須用眼睛觀察前方路面，否則極

可能會踩空而跌倒。訓練時，老師會根據小宏的狀況及表現，調整每

塊步行板間的空隙大小，以及控制步道的長度，調整都記錄在觀察紀

錄表上，作為下次訓練前的參考資料。  

 

實施成效  

 

 經過一個學期的訓練，小宏走路時不看前方的狀況已大有改善，

跌倒受傷的情形也較少發生，且行走時要求大人給予協助的次數也大

幅減少。更重要的是，現在他已能獨自走到較遠的地方從事更多種類

的活動，無形中也擴大了活動範圍，豐富了生活。  

 

安全快速的人導法  

 

●關懷視障生  文／黃國晏（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

授）  

 

 有個同學在課堂上分享她和視障好友的相處經驗：某天下課，她

和好友一起離開教室時，由於兩人位置的關係，好友被迫要走在她的

前面，她只能在後方緩慢的引導好友走向門口。當時教室內課桌椅凌

亂，難以行走，兩人只能小心翼翼的前進，她很害怕會讓好友不小心

受傷，一段路走得戰戰兢兢。  

 

 比起運用導盲犬或輔具，明眼人直接協助視障者行動是最安全

的；但是不正確的引導方式，也會讓被引導者遇到危險，甚至受傷。  

 

 視障者接收周遭環境訊息是不完整的，不能確認眼前是否有危險

狀況，如果引導者以直接拉扯的方式引導，會讓他們極度害怕與不安。

最好的方式是引導者走在視障者前方傳遞訊息，這叫「人導法」。  

 

 人導法的基本方式，是讓視障者走在明眼人的右後側方（或左後

側方）約半步距離，視障者用手輕輕抓握引導者的手或手肘；引導者

只要手臂自然下垂，保持平常行動時的自然擺動狀態前進即可。若遇

到道路狹窄或人多，僅可供一人行走時，引導者可將被視障者握住的

手肘，夾緊貼著腰旁稍向身後挪移，以暗示前有窄道；被引導者應將

身體移向引導者身後，就可以很簡單的通過。  

 



 抓握的高度，基本上是以身高為考量，身高一樣的話，就由被引

導者主動抓握引導者手肘上方，這樣視障者本身發生情況時可以主動

反應，不會被拖著走。如果引導者比被引導者高，視障者可握著引導

者的手腕處；如果比被引導者矮，視障者可以將手搭在引導者肩膀。

可能的話，最好讓視障者站在右（左）後側，避免踩到引導者的腳。  

 

 如果沒有足夠的明眼人可協助，同時又有超過兩位以上的視障者

需要行動時，可由明眼人在第一位引導，視障者搭前者的肩，所有人

像火車列車般一起行動。  

 

 引導者所肩負的，並不只是單純帶領視障者到目的地而已，怎麼

樣保護視障者不會在路途中受到傷害，也是引導者的任務與責任之

一，所以正確的傳遞訊息十分重要。例如：上下樓梯時，引導者應站

在視障者前方，相距一個階梯的距離；上（下）樓的第一階及走完整

個階梯時均須稍停，以暗示前方有障礙物或樓梯已走完；也可以在上、

下樓的第一階，以口頭說明「上、下」，表示正要上樓或下樓。  

 

 視障者通常都能透過抓握引導者的身體部位來獲得行動訊息，即

使引導者忘記要口頭告知被引導者前方的狀況，只要透過引導者的身

體動作，他們也能夠獲取部分訊息，像是上下樓梯、過馬路、顛簸的

路面，或是路面上翹起來的水溝蓋等，都可以透過引導者本身的動作

讓他們跟著行動。不過，傳遞正確的語言訊息仍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