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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育課程設計─藝術治療融入特教美術教學(三之一) 

 

文／陳麗婷  

 

身心障礙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常因無法順利學習與發展，周遭的人可能會不

自覺給予太多的協助或糾正；加上不一定能夠得到適當的支持環境，所受到的挫

折、困難與限制形成的心理狀態與衍生的情緒，值得關注。尤其重度、極重度的

孩子，難以用口語表達自身感受，除了各項認知學習及復健訓練外，心理衛生的

需求更值得我們重視。 

 

因此在特殊教育中，筆者認為，藝術治療就如同物理治療、職能治療，以及

語言治療等跨專業領域，相當適合運用在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身上。 

  

個人服務於招收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學校，近四年來，學

校邀請三位藝術治療師進入校園，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教學，進行為期六週到一學

年不等的藝術創作活動，提供學生在學校體系中難得的資源。 

  

在此，筆者分享以特教教師的角色，參與藝術治療融入特殊教育美術教學的

一些心得，提供教師參考。 

 

重視身心發展階段 

  

特殊需求孩子內外在身心發展的差異非常大，高職部同學或許長得人高馬

大，心智年齡卻可能像四五歲的孩子。這時我們在創作活動中，可以透過學生的

繪畫表現，對其心智發展階段做基本判斷。掌握學生的內在起點後，協助學生在

這個起點更向前跨步，除了期待能連帶刺激其認知發展外，也讓創作更具豐富性

與表達性，進而增加自信心。 

  

以高職部學生小褔為例，剛開始常常畫出一些雜亂短促、線條品質較弱的線

條，但在引導後，發現他很快可以進步到畫圓圈。從小圓圈進展到大圓圈，沒有

語言能力的他還會用手指向班上某位同學或老師，然後在畫面上畫下一個個圓

圈，樂在其中。 

  

小褔明顯的從不規則塗鴉進步到具有表達意義的命名塗鴉，雖然一學期下

來，或許是能力的限制，他進展到畫出接近方形的形狀（比畫圓更進一步的發展

階段）就顯得十分吃力，但不難看出他從自己小小的進步中，體驗到創作的樂趣



與自信。 

 

視個案的需求定創作主題 

  

藝術創作可讓情緒與感覺宣泄，創作過程中的自發與自控有助於情緒的緩

和，因此老師在設計活動主題方面，有時除了因應一般教學單元（如節慶應景課

程、生活認知學習課程、實用性裝飾課程等）而設計，亦可依據學生的心理狀態

與需求帶領特定主題，以主題誘發學生對特定議題的思考。 

  

例如，藝術治療師曾帶領我們進行「我的家人」、「動物面具」、「我的學校」

等單元；若老師在教學安排上有足夠彈性，甚至可以穿插、保留些時間，讓同學

進行自發性的創作，會發現孩子們不同的表達模式。 

  

媒材的魔力 

  

藝術治療也引導我們重新看待各種媒材在藝術創作中的角色。從學生實際使

用不同媒材時的反應，可觀察出創作媒材不只能營造不同的視覺效果，還影響學

生的情緒、行為與心理。各項媒材有不同的性格、感情和使命，各自在創作中發

聲，與孩子對話。 

  

例如：細細的沙子除了是製作沙畫的好材料，手部功能較弱的孩子也能參與

創作。沙子豐富的觸感，對情緒困擾的孩子也有莫名的吸引力，對觸覺敏感的孩

子更充滿感官刺激；而各色飽滿的豆子，不知不覺帶出孩子的生命力與觀察力；

黏滑的手指膏對孩子的觸覺經驗也是一大挑戰，並可能牽引出內在的情緒；甚至

連一張紙的厚薄、大小、顏色深淺，都會牽動孩子的表達能量與投入程度。 

  

在藝術的治療研究中，各種媒材在創作歷程中展現了不同層面的影響，老師

可視學生的需求與目標提供適當媒材。但這也提醒特教老師，在使用媒材時，應

有更多的覺察與調整，也應細心觀察孩子使用媒材當下與之後的情緒狀態。 

 

 

融合教育的迷思 

 

文／白位傑 

 

一位擔任幼教教師的親戚最近萌生去意，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少子

化，幼稚園招生困難，她服務近八年的幼稚園，近三年幼童人數大約剩下一半不

到，有些老師已被迫離職。 



  

她表示，幾年前招生情況好時，碰到有些發展遲緩兒要入園就讀，園長都會

向家長解釋，因為老師經驗不夠，且班級幼童人數太多，可能無法妥善照顧到特

殊兒童，建議父母將孩子送去專門療育機構；但現在園方因招生不易，為了繼續

營運，且政策倡導特殊兒童融合教育，園方目前也收了幾個遲緩及身心障礙兒

童，其中以自閉兒居多。 

  

這些自閉兒乍看和一般兒童無異，可是入園後老師發現，他們聽不懂簡單指

令，兼有過動情形，坐不住，動不動就莫名的鬧情緒、發脾氣，老師根本不知道

如何協助他們；特別是生活自理方面，很多孩童連自己上廁所都不會。而幼稚園

一班有十幾個孩童，老師很難有多餘心力訓練這些自閉兒。 

  

這些自閉兒父母會選擇將孩子送到普通幼稚園，多因希望孩子能有好的學習

環境，藉由和其他孩童互動的機會，進一步刺激自閉兒語言發展。再者，很多醫

師和治療師提到，讓特殊孩童到幼稚園接受「融合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

一般機構對發展遲緩兒整體限制比較多，學習刺激的機會也較少，長期下來，不

利於發展遲緩兒的成長學習。 

  

再加上這幾年幼稚園招生不足，以及很多父母不願面對孩子有自閉及發展遲

緩事實，普通的幼兒融合教育就成為父母心目中安置孩子學習的最佳選擇；更何

況還有醫院安排的治療，讓家長相信，透過這樣的療育，孩子就會進步，可以和

一般兒童一起融合學習。 

  

筆者從事早期療育服務工作多年，近期發現，有多位發展遲緩兒童家長的孩

子送到普通幼稚園就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六十幾歲的阿媽，帶著四歲大

的自閉症孫子來。 

  

阿媽提到，孫子在幼稚園讀了一年多，非但口語表達沒什麼進展，人際互動

也沒有改善，現在還是整天包著尿布。前陣子幫孫子送感冒藥到校，看到孫子一

個人窩在角落玩，也沒人理他，阿媽才恍然大悟，原來孫子在幼稚園上課的情形

是這個樣子。 

  

發展遲緩兒童的父母是否實地看過孩子在幼稚園上課的情形？以目前這種

不甚健全的幼兒教育融合體制，造成的結果是發展遲緩兒被不當教育，身為父母

的您看見了嗎？ 

  

多數幼教老師最盼望的就是能將孩子教育好，讓他們能夠順利成長，但在人

力資源不足及經驗欠缺的情況下，要如何兼顧到班上的特殊兒童，真的很困難。



每個家長也都希望孩子能夠得到最適切的教育，而「融合」的立意對發展遲緩兒

童確實相當好，但如果被誤用，被當作商業利益炒作，缺乏相關的配套措施，對

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人來說無疑是一大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