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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 Flash 結合手持裝置於輕度智能障礙學生作為多媒體軟體製作工

具的有效性及適切性。Flash 為目前主流的多媒體設計工具，具有高的互動性和實用性，

但對於方便性及直覺性的操作上則略顯不足，無法滿足攜帶上的便利。本研究希望透過

手持裝置的方便攜帶和直覺的觸控操控介面的特性，讓使用更加簡單與便捷，增進 Flash

的功能，並建構一套適合特殊學生使用的應用軟體。研究以時間管理為主要方向，探討

多媒體軟體的建構方式、流程與困難，並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法。

中文關鍵詞：Flash、手持裝置、時間管理、輕度智能障礙

英文關鍵詞：Flash、Handled device、Time management、Mild mental retardation

壹、前言

目前國內特殊需求學生的教育安置，

原則上採取多元安置的方式（特殊學校、

自足式特教班、資源班、巡迴輔導、床邊

教學及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等）。根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100學年度10月的

資料顯示，國內小學階段安置各類型特殊

需求學生共有 39,869 人，而在部分時間安

置在普通班中特教學生，人數更高達

31,166 人，這還不包含疑似（未接受或未

通過鑑定）的特殊需求學生。因為特殊需

求學生有較多的行為問題，因此許多的研

究報告顯示普通教師對於特殊需求學生安

置在自己班級中仍感到極大的壓力（吳南

成，2010；洪明財，2007）。其中，以時間

管理能力不佳，使學生無法獨力執行某件

事情，最為困惱（ Janeslätt, Granlund,

Kottorp, Almqvist, 2010）。一般教師普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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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學生能夠擁有良好的時間管理概

念，會大大減少他們的負擔（吳南成，

2010），時間管理能力較強的個案，在生活

中的表現會比較規律、知道什麼時間該做

什麼事。

教導身心障礙學生能獨立自主的生

活、工作，一直是特教老師以及家長的期

望。近年來教育部開始要求教師應多運用

輔助科技於教學活動中，以利學生學習。

擁有一套對於輕度智能障礙學生自我時間

管理的輔具，是最佳協助時間管理之方

法。目前研究電腦輔助教學在時間概念上

的學者很多，但尚未看到讓學生自行規畫

時間的程式軟體。研究者認為這與智能障

礙者自行操作與理解困難有關。

因此本研究就將以 ipad 做為行動裝

置，研究者相信以 ipad 的方便攜帶、直覺

的觸控操控介面等貼近人性的特性，讓使

用更加簡單與便捷（Skylar，2008）；並自

行設計一套符合輕度智能障礙學生能力的

時間管理程式軟體，結合手持裝置 ipad 進

行自我時間管理，以探討其有效性及適切

性。

貳、文獻探討

一、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性
(一)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

一般認為智能障礙學生具有注意力的

困難、訊息處理能力缺陷、後設認知能力

與策略不足、學習遷移和類化有困難、學

習動機薄弱、工作記憶缺陷等特質。輕度、

中度、重度智能障礙兒童之間的學習特

性，皆具有相同的學習特徵，不同的只是

在程度上的差異，但學習的特徵差異不

大，學習特徵茲整理如下（ Kabrich,

McCutchen, 1996；何華國，2001；林惠芬，

2003 洪榮照，2000；傅秀媚，2001）：

1. 學習動機低落

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動機低落的原

因，可能為長期學習的挫敗，較容易有預

期失敗的心理，使其不經嘗試就表示退縮

（秦麗花，1995）。而為了逃避這種不愉快

的經驗，因而降低對自己的期望，進而影

響學習意願和動機。

2. 注意力缺陷

智能障礙學生常出現注意力方面的問

題，如(1)注意力無法持久，容易受到外在

環境吸引或干擾而注意力分散；(2)選擇性

注意力較差，如不該注意或不需注意的刺

激加以注意，但對於有意義的刺激卻無法

專注，因而無法將注意力灌注在學習工作

上（林惠芬，2003；洪榮照，2000；何華

國，2001）。

3. 認知發展遲緩

認知能力包括記憶、組織、注意力、

推理能力，然而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發展

卻較一般學生遲緩。皮亞傑將認知發展分

為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

形式運思期四階段，而學習是由具體事物

開始進而到抽象，由於智能障礙學生理解

能力弱，因此大多學者認為其認知發展能

力最多只能到具體運思期，很難運用抽象

思考物來解決問題（Hickson, Blackman &

Reis, 1995；傅秀媚，2001）。

4. 短期記憶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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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榮照（2000）指出智能障礙學生由

於短期記憶的缺陷，使其無法對訊息作有

效的編碼、儲存和提取。因此，若能擁有

一個方便攜帶、適時的引導智能障礙學生

的輔助工具，將有助於提升智能障礙學生

的自主能力。

5. 遷移類化困難

智能障礙學生很難將以學得的技巧或

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中，意即他們較不會

舉一反三，無法運用舊有經驗解決日後類

似的問題（傅秀媚，2001）。因此在設計適

合智能障礙學生的輔具時要注意其實用

性，並將輔具與生活情境結合以增進智能

障礙兒童類化的能力（林惠芬，2003；何

華國，2001）。

6. 缺乏有效的學習策略

智能障礙學生較一般人不會使用有效

的技巧來組織學習材料，也較傾向於被動

的學習態度，故其在使用介入策略方面方

面也會產生困難（林惠芬，2003）。Kabrich,

McCutchen（1996）則指出智能障礙學生

短期記憶力和非智能障礙的學生類似，只

是他們不會應用學習的策略來幫助學習。

由上述之特徵可發現，智能障礙學生

因本身的特殊性，不利於抽象思考與學

習，在需要大量使用抽象思考的科目，例

如數學，往往居於學習不利的劣勢。另外，

學習類化的困難導致於課堂上學習的成果

無法應用於實際生活情境中。因此，若能

針對其學習特性發展適合的輔具，應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時間管理的相關研

究

1. 時間管理能力之意涵

時間管理能力是時間處理能力的一部

份，其他還包含了時間覺知、時間定向兩

個部分 (Janeslätt et al., 2008)。時間覺知的

意義為對時間的經驗，特別在自身對時間

的長度及時間流逝的體認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1)。其中，包含

了使用計時器對一段固定時間（如一分

鐘、五分鐘）的體驗、具有能瞭解及估計

日常生活行為所需時間的能力，如吃晚餐

需要多少時間、搭校車從家裡到學校需要

多久等 (Block, 1990; Grondin, 2001)，另

外，表現在日常生活活動的時間覺知，會

和心理的感受有關 (Larson, 2004)，例如一

樣是一小時的時間，觀看喜愛的電視節目

時總覺得一下子時間就過了，上課時間卻

總是很漫長。時間定向的意義為對於白天

黑夜、一天、一週等時間單位的瞭解

(WHO, 2001)，知道現在時刻，以及和過

去、未來時刻的關係，並能夠判讀時鐘、

月曆等測量及記錄時刻的工具 (Friedman,

1990)。

時間管理是較進階的概念，融合上述

的兩個能力，能對日常生活或工作上必須

要處理的事進行時間的排序，並能夠對每

件事在時間上做適當的安排 (WHO,

2001)。所以時間管理包含了兩個向度，一

個向度指的是要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的待辦

事項，另一向度指的是能替待辦事項排

序，並安排時間 (Janeslätt, Granlund,

Kottorp,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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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管理能力對於身心障礙兒童是否

能獨立自主完成生活上或學業上的任務，

有很大的關連 (Davies et al., 2002)。因

此，時間管理能力的相關研究普遍認為，

使用適當的策略技巧有助於時間管理能力

的提升。若是配合使用記事本、行事曆、

便條紙等輔助工具使用，則進步的更為明

顯。另外，時間管理能力的增強，對於學

業成就及學習效能等，也會有所幫助。

2. 智能障礙學生特性對時間管理能力的影

響

智能障礙學生因為注意力與記憶力的

缺陷、認知能力發展遲緩等特性，導致在

時間處理能力的發展上，常會有明顯的落

後，其反映在日常生活上，無論是在兒童

本身或是對照顧者而言都會造成很大的困

擾 (Janeslätt et al., 2009)。此外，時間的規

劃與管理也被認為影響了身心障礙學生

「自我決策」能力。根據研究顯示，多數

障礙者對於時間的管理有基本的認知，而

對於時間的規劃並沒有自主權與自決權，

仍不具備自行管理時間與規劃分析學習的

能力（劉光漢，2004；張雅惠，2010）。但

探討特殊學生時間管理能力的相關研究卻

很少見。孟瑛如（2004）發展一套時間管

理檢核表，使用對象包含了國小低年級、

中高年級學童自評及家長與教師的檢核，

主要在評估學生是否在學習時間管理上遇

到困難。另外，Davies et al.（2002）探討

掌上型電腦配合電子行事曆增進智能障礙

學生的時間管理能力及獨立性的成效，該

研究針對 12 名智能障礙的成人，進行兩階

段的實驗，第一階段是使用傳統的紙筆方

式進行任務的安排，第二階段使用掌上型

電腦輔助的方式，結果顯示掌上型電腦輔

助對於智能障礙成人的時間管理能力及獨

立性有顯著的提升，但是該軟體的介面複

雜，該受試者在獨自使用上並不容易，必

須要有他人幫助其輸入排程。在特殊學生

的時間管理教學方面，林敬芹（2008）利

用單一受試的跨受試多試探設計，進行三

位受試者的實驗教學與評量，探討時間管

理技巧教學對國小資源班學生獨立學習能

力的影響，皆有明顯的提升，但研究並無

直接對時間管理能力進行評量，對於在時

間管理部分的教學成效無法從結果得知。

蔡靜怡（2010）使用時刻表進行時間概念

與時間管理的多媒體教學，利用單一受試

的跨受試多試探設計，對兩位受試者進行

實驗教學與評量，結果顯示在『時鐘與時

刻表』、『認讀時刻表』、『估計時間』三個

部分的教學均具有成效，研究中使用時刻

表進行教學，能培養學生初步的時間管理

能力，但僅限於讓學生知道時刻表的功能

及估計時間是否來得及，對於時間的安排

與管理及如何類化至生活情境中則著墨不

多。

綜上所述，時間管理能維持生活的規

律與步調，對智能障礙學生來說是很重要

的能力，特殊生因為認知功能的缺陷，在

記憶力、注意力及抽象概念的能力薄弱，

常常無法發展出適當的時間管理能力，若

以課程教學或輔具的介入，則能有效的提

升學生時間管理能力，但是，如何將課程

中的時間管理能力類化至生活情境中，則

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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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持裝置與電腦輔助教學
(一) 電腦輔助教學的特色

國內近年來，在電腦輔助教學與特殊

教育數學領域已有不少相關研究（許瑞

玲，2007；劉蕾，2009；張雅惠，2010），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CAI) 是一種學習型式，也是

一種教學型態，意即教學者利用電腦軟體

的設計，以彌補學生在學習上的不足（朱

經明，2002）。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能力、

學習速度與學習表現等表現均較同年齡之

學童低下，且個別差異也大，但並不代表

他們無法利用電腦來學習。張英鵬（1993）

從相關文獻中歸結電腦輔助教學可提供障

礙學生直接教學和練習的機會，具有效教

學的特徵，更指出電腦提供多樣化的教學

方式，適合特殊兒童高異質性的特質。 而

教育部更於民國八十八年修正發布特殊教

育課程教材教法實施辦法第九條中指出：

「學校實施特殊教育，為達成個別化教學

目標得以電腦或多媒體輔助教學實施

之」。電腦輔助教學能配合學生的程度進行

個別化的教學與練習，所以能有效提升智

能障礙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和成效（王華

沛、李品蓓，2002）。

(二) 手持裝置與電腦輔助教學的相關研究

與成效

1. 手持裝置與電腦輔助教學在教學的應用

從掌上型電腦開始，已有許多研究以

手持裝置為載具，探討其如何應用融入學

習環境 (Penuel, 2005; Rose, 2001）與提升

學習成效 (Lary, 2004)，並使用相關應用

程式，透過網際網路的連結進行行動學習

（陳景蔚，2006）。以手持裝置應用的課程

教學也分佈很廣，包含閱讀 (Bomar, 2006;

Patten, Craig, 2007)、數學 (Lary, 2004)、

社會(Dixon, 2007)、科學 (Tinker, 2007)

等，利用手持裝置所提供的功能，能改變

學生學習的型態，不再僅限於教師透過講

授方式提供知識；提供更多元的學習管

道，不但能讓學生更有機會自主的學習，

更能在不同的場域中使用。

2. 在智能障礙學生的時間管理上之應用

就研究者目前整理的文獻中，並無研

究使用手持裝置與多媒體教學應用在時間

管理上，僅找到數篇關於多媒體教學應用

在時間教學的研究，綜合國內學者應用電

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時間

教學研究可發現，教學結果均具有顯著成

效，例如在教導學生報讀鐘面以及時間單

位的換算（劉光漢，2005）、教導學生如何

管理時間（張雅惠，2010）、以時刻表培養

時間概念（蔡靜怡，2010）以及培養學生

時間量感等（吳柱龍，2011）。

綜合上述，手持裝置的優勢在於可以

和學生的學習情境與生活情境相結合，透

過網際網路及相關的應用程式進行自主的

學習。但是智能障礙學生常因為缺乏學習

動機，進行自主學習的意願低落，本研究

利用多媒體的高互動優勢來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另一方面，智能障礙學生時間管

理能力的學習，必須要與學習情境相結

合，才能真正落實其成效，使用手持裝置

可以在學習環境中，隨時應用與查詢其所

學習的課程，所以使用行動裝置與電腦輔

助時間管理的規劃應是十分可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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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材製作流程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設計

模式從事軟體的分析、軟體的設計開發、

軟體實驗以及最後成效評估等程序。

ADDIE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包括五個階

段步驟：「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

發展（Development）、實作（Implement）

和評鑑（Evaluate）」。ADDIE 模式可用於

任何形式的教學設計，主要的方法不變，

只是執行的細節不同（引自徐新逸、施郁

芬，2003）。林佳蓉、劉新白（1999）表示

這五個步驟並非線性的，而是循環式的，

完全由教學內容的設計者決定有哪一個階

段為起點。因此，研究者為發展出適合特

殊學生的時間管理軟體，以 ADDIE 模式

進行發展，再將每階段項目彈性調整，以

符合特殊學生使用時間管理軟體的開發需

求，各階段實施工作說明如下：

一、分析
在此階段，研究者透過時間管理行為

特徵檢核表（孟瑛如，2004）與自編的行

為觀察檢核表進行前測，分析受試對象的

時間概念與時間管理能力，並藉由家長、

教師、學生等多元角度檢視同一行為特

徵，以分析的結果作為軟體發展的依據，

最後再融入受試者的特性與先備知識等方

面綜合探討。本階段主要工作著重於使用

Adobe Flash CS4 為教材設計的工具，並

考量手持裝置的特性及結合生活的教學目

標，進行軟體的編製，深入探討本研究設

計的有效性及適切性？

二、設計

(一) 以直接教學策略為設計核心：以直接

教學策略融入於多媒體軟體的製作，

可讓整套軟體具有一貫性與連結性，

直接教學策略已被證實是成效良好的

教學設計，若能融入於多媒體教學

中，應更能發揮其功能，增進學生的

學習成效。

(二) 教材融入學生生活：以學生自身所填

寫之行事曆、時刻表及待辦事項作為

教學材料，配合照片與影片，使學生

能快速學習操作軟體。

(三) 畫面簡單明瞭：簡單的畫面設計不但

可使受試者容易理解時間管理內容，

便於自行操作練習，還可以避免過於

花俏的版面分散學生注意力。

(四) 語音說明：智能障礙學生常有認字困

難或閱讀理解困難等情況，文字加上

語音說明可幫助受試者了解操作內

容。

(五) 與手持裝置結合：藉由手持裝置可以

將軟體行動化，可隨時練習與操作，

達到個別化學習的目的。

三、發展
本研究所設計的時間管理軟體，主要

是運用 Adobe Flash CS4 製作，美工方面

則以 Photoshop CS4 軟體來修畫圖。每當

教材初步完成後，隨即給予專家進行效度

檢驗分析，並根據專家的意見作為教材修

改的方向。

將開發完成之時間管理軟體實際應用

於手持裝置 ipad 進行操作，來了解本研究

之時間管理軟體結合手持裝置在應用上，是

否能明顯提升學生在時間管理上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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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時間管理軟體設計流程圖

肆、討論與結論

一、以 Flash 開發軟體套用 ADDIE
模式進行設計，具適切性

ADDIE 是系統化教學設計中最流行

且最簡易的模式，只要遵循標準作業流程

進行軟體的開發，即能有效確保軟體開發

時程並確實掌控一定之教學品質（林佳

蓉，2008）。尤其針對特殊學生，系統化的

設計更能掌握要點，有效提升學生的操作

成效。Flash 是目前十分普及的軟體製作工

具，便於製作出容易上手且互動性高的軟

體，教材編制的限制也較少。就研究者的

觀察與研究顯示，特殊學生間彼此能力差

異很大，必須要彈性、適性的調整教材。

教學者往往因為沒有適合的製作工具，在

多媒體教材的編製上，需要花費很多時間

分析

設計

發展

實作

評鑑

電腦輔助教學 手持式裝置

時間管理軟體

使用手持裝置介入做為學生自我時間管理
的輔助工具，教導學生自行規劃、管理自我
時間

實施結果

瞭解自行設計軟體結合手持裝置
在增進學生時間管理能力之有效

時間管理



92 國小特殊教育

與精力，甚至預期教學的成效無法充分表

現（邱晨晃，2008）。因此，使用 Flash 作

為軟體開發的工具，除了能有彈性的編製

軟體，更能有效將內容應用在手持裝置，

藉由介面的設計提供清楚的操作方法，也

能完整的轉換為手持裝置觸控式的操作。

研究者認為若能掌握軟體開發的要點，結

合適用於特殊學生的輔具，應能開發出一

種適合學生使用、教師容易上手的軟體開

發工具。

二、使用手持裝置操作時間管理軟
體，具高便利性

手持裝置方便攜帶、直覺的觸控操控

介面等貼近人性的特性，讓使用更加簡單

與便捷。對於智能障礙學生來說，過於繁

雜的理解與操作會增加他們使用的上的困

難，而且傳統的教師提醒其現在要做什麼

事或以便條紙提醒皆費工費時，而且，並

不是學生主動想去做的，而是被動的作

業。以手持裝置進行時間管理，可以不受

時間、地點限制進行時間安排或修改行

程，直覺的觸控操控介面也讓學生更有動

機去安排自己的時間管理。時間管理能力

能維持生活的機能，對智能障礙學生來說

是相當重要的能力，若以時間管理軟體搭

配輔具的介入，則能有效的提升學生時間

管理能力，甚至進一步達到類化的效果。

但是特殊學生具有高度的個別化差異，故

使用手持裝置操作時間管理軟體前期需教

師或教導員從旁協助，以利學生熟悉操

作，方能獨立進行此輔具之應用。

三、以 Flash 結合手持裝置設計時間
管理軟體

高互動性且方便攜帶的需求是未來設

計輔具的重要趨勢。故研究者以 Flash 作

為製作軟體的工具，提供彈性化的編輯方

式，並搭配手持裝置更能符合學生特殊需

求， 以達到真正輔助的效果，進而能夠自

主監控時間的分配與管理。

本研究以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為研究對

象，未來可將此軟體應用在其他對於時間

管理產生困難的學生，如學習障礙等。並

比較不同障礙類型的學生，針對其時間管

理上的困難，進行軟體編輯及修正的依據。

四、軟體成果
主要介面呈現多點觸控螢幕提供簡易

的操作。左上方可依照單日、週次或月份

的需求做切換；左下方為今日行程，點選

框框會顯示詳細資訊；右上方資訊視窗會顯

示正在進行的事項、還有多久會結束，以及

下一階段的事項；右下方今日待辦事項可供

使用者備忘尚未完成的事項（圖 2）。

次要介面為顯示的詳細資訊，內容呈

現事件名稱、時間、記事；點左上角編輯

按鈕即可進行設定，可選擇文字、聲音、

照片或是圖片提示；手持裝置也提供立即

拍照、錄音作為事項資訊（圖 3）。

圖 2 時間管理軟體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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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時間管理軟體次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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