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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社會故事教學法──教導自閉症學生行為改變教學實例 
文／曾月照 
 
 教導自閉症學生在社會互動的能力，在教學現場上，一直是研究者面臨的教

學困境，也是最想突破解決的問題。九十三學年度嘉義縣政府教育局為自閉症及

嚴重情緒困擾的學生辦了一場專業訓練，邀請臺北市立師範學院王大延教授為老

師、家長們上了一系列共同成長的課程，其中有一場次是社會故事的理論與應

用，研究者以社會故事的理論為基礎，在教學現場上實際應用。摘錄課程內容希

望提供現場教學實務上的參考，能夠推廣應用，有助於自閉症生的有口難言困

境，增進社會適應能力。 
 
壹、社會故事的理論 
 
 社會故事的原創者蓋瑞(Gray)和格蘭(Garand)於一九九三年提出，主要由父

母或老師針對自閉症兒的需求而撰寫的簡短故事，描述整個情境，以及可能發生

的相關線索為內容和社會的預期行為，也就是把抽象的環境轉為具體的方式呈

現，目的在於教導自閉症兒童在那些情境應該做出應有的應對技巧，以及解釋人

們的行為，使自閉症兒童做正確合適的反應。 
 
貳、社會故事的主要結構 
  
社會故事主要包含描述句、指導句、觀點句、控制句四種，分別簡述如下： 

  
1.描述句：這種句子以描述故事的人、事、地點、原因等為主要內容，句子

以不超過二十句（十二句之內最佳），解釋為什麼發生，發生的內容，指出與情

境相關的特徵，是故事的起點。 
  

2.指導句：此種句子即是希望自閉症學生應有的反應，最好以肯定句來呈

現，如「我要」、「我能」開始為佳（兩句為主）。 
  

3.觀點句：係以別人的感受或反應，來教導自閉症學生了解別人的想法和感

受（一句為主）。 
  

4.控制句：用來增進記憶與了解（一句為主）。 
  
社會故事的內容以敘述句和觀點句為主（約二—五個句子），而以指導句及

肯定句為輔（○—一句），依自閉症學生的能力來撰寫。 



 
參、社會故事的教學步驟 
  
首先要以自閉症學生不適當的行為所發生的情境，並儘可能寫出可能預期和

反應情形來描述。主要步驟為：一、選擇情境，二、觀察，三、撰寫社會故事，

四、學習及複習。 
 
 一、選擇情境 
  
自閉症學生下課不主動到校園玩遊戲器材，上課不主動回到教室來上課，想

要改變學生的行為。 
  
二、觀察 

  
蒐集學生的資料三五天，做持續的觀察，直到有一定穩定的水準並記錄細節。 

 
 三、撰寫社會故事想 
  
以適合學生理解力及識字量為原則，撰寫社會故事。想 

  
四、學習及複習想 

  
以社會故事教導後，持續性的複習也很重要，老師或家長要持續注意孩子的

轉變及發展，並適時修正，但也別急著褪除社會故事，可以製作成小卡片放在口

袋，有利學習及類化。 
 
肆、社會故事教學實例（如下圖示） 
 
伍、社會故事 
 
應用結果 

  
自閉症學生在社會故事學習後，會有以下的學習成效： 

  
一、會主動於下課時到遊戲區玩。 

  
二、會主動回到教室上課，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三、褪除社會故事圖片後，仍會按時回到教室。 
  
四、褪除社會故事文字後，仍會按時回到教室。 

  
五、全部撤除後，仍會按鐘聲響準備回到教室上課。 

 
陸、社會故事實施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蒐集及觀察學生的行為樣本及情境資料，有利確定社會內容。 
  
二、和家長討論最迫切希望改變的行為問題，並共同討論實施後成效。 

  
三、請家長在家中也能配合，每天念故事給自閉症學生聽（每天晚上念兩

次）。 
  
四、每一次僅設計一個社會故事，太多的訊息自閉症學生無法消化吸收。 

  
五、注意評量學生的行為改變，可適時修正，但一次以一個變項來調整為原

則。 
  

六、當行為有改變時，社會故事可以逐步褪除。 
  
七、設計可攜帶式或放置固定位置社會故事圖卡，自閉症學生可以方便看到

為原則。 
  
八、整個社會故事教學宜以自閉症學生的優勢及增強系統搭配使用，效果會

更好。 
  
九、社會故事的教學內容要在一週前設計好，以利教學。 

 
結語 
  
社會故事應用在實際教學上，確實能改變一個自閉症學生的行為，增進在社

會技巧上的學習。 
  
感謝王大延教授提供這麼精闢的理論基礎，在學習過程中，實際應用在學生

的行為改變，讓研究者深深的感受「學以致用」、「教學相長」的意義，不斷吸收

新知，應用在教學現場，用無以倫比的熱忱去真正感動這群星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