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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身心障礙學生
溝通成效之後設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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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後設分析及文獻分析的方式，蒐集 1994 年至 2011 年國內針對無口語身心

障礙學生使用圖片兌換系統相關的溝通教學研究，透過後設分析分析其主要平均效果

值，並從效果值探討其溝通成效，另輔以文獻分析探討影響教學成效的正面及負面因素。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研究經後設分析，其結果顯示 PND 平均效果值約為 90%，達到非常

有效，其中有 11 篇非常有效，1 篇中等效果，1 篇無效。

中文關鍵詞：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後設分析

英文關鍵詞：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Meta Analysis

壹、緒論

溝通經常是身心障礙學生所面臨到的問

題之一，若身心障礙學生無法以口語、手語

或筆談方式與人對話，也沒有適當的輔具或

教學的協助，則與他人溝通時可能會產生很

大的困難。因此，身為一位教師必須協助這

些身心障礙者找到適當的溝通方式，使其能

順利和他人進行溝通。

William, Michael 和 Rebecca(2006) 認為

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口、手語及筆談外，其他

可行的溝通方式也可包括圖卡、聲音、符號、

表情、手勢等。易言之，教師和身心障礙者

間的溝通，不一定只限口、手語及筆談等，

事實上還可以有其他媒介進行溝通，如：圖

卡、表情、手勢等。

為了增廣身心障礙學生的溝通媒介，圖

片交換溝通系統是經常被特教教師所使用的

方式。圖片交換系統乃由Bondy和 Frost(1996)

發展出的溝通系統，最初用於自閉症學生身

上，而後擴大至智能障礙學生，甚至是各類

型有語言溝通問題之身心障礙學生及成人。

此系統依馮鈺真和江秋樺（2010）綜合各國

內外學者的觀點，乃分為以下六個階段及內

容：

階段一：圖卡交換實物
首先，教學情境安排上，需有一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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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一位協同教學者、學生和其所欲得

到的增強物，教師需透過學生想要的增強物

去引起其溝通動機，當學生展現出想要伸手

拿或注視增強物時，協同教學者要協助學生

拿溝通簿上的圖卡，並將圖卡放在主要教學

者的手上，以獲得增強物。

階段二：拉長學生與主要教學者和溝通
簿的距離

學生精熟第一階段的學習後，主要教學

者和學生所坐的位置其距離要逐漸拉遠，讓

學生為了要把身邊溝通簿上的圖卡拿給主要

教學者，必須不斷把手往前伸，並把圖卡拿

給主要教學者，最後漸漸訓練學生能自己主

動站起來，把溝通圖卡拿給主要教學者。

最後，溝通簿、學生及主要教學者處在

不同的位置，學生必須先走到溝通簿的位

置，翻開溝通簿，並拿上面的溝通圖卡，再

走到主要教學者的位置，把溝通圖卡教給主

要教學者。

階段三：圖卡區辨
此階段讓學生能區辨不同溝通圖卡的溝

通目的，因此一開始先擺放學生喜歡物品和

不喜歡物品的圖卡與實物互相對應，讓學生

從溝通簿中自己選圖卡與主要教學者兌換物

品，若學生拿不喜歡的圖卡兌換到不喜歡的

物品，教學者不做任何提示，讓學生能從中

區辨二個不同圖卡的目的。

當學生能逐漸區辨相異圖卡的溝通行為

後，主要教學者在溝通簿上增加圖卡數量以

及相對應的物品或行為，讓學生能漸漸區辨

並瞭解到各種溝通圖卡的用途，此外，主要

教學者可試著將圖卡的位置進行更換，可避

免學生強記圖卡位置，而非真正懂得不同圖

卡有不同相對應的溝通行為。

階段四：「我要」的句型結構
學生已有圖卡區辨的能力之後，主要教

學者在溝通簿貼上句型條，把「我要」的圖

卡放在句型條的左邊，引導學生將想要溝通

的圖卡放在「我要」圖卡的右邊，學生放好

想要溝通的圖卡後，主要教學者協助學生把

句型條撕下來交給主要教學者，主要教學者

並唸句型條上的溝通圖卡內容給學生聽，而

後滿足學生的溝通意圖，最後，改由學生自

己拿句型條，交給主要教學者，此階段的目

的是增加無口語身心障礙學生的圖卡句子溝

通複雜度。

階段五：回答「你要什麼」的問句
當學生已完全瞭解「我要」句型結構的

圖卡溝通行為後，主要教學者加入「你要什

麼」的問句，讓學生聽到主要教學者問「你

要什麼」之後，就可以把「我要」之完整溝

通結構的句型條拿給主要教學者。

階段六：自發性反應
當學生已完成第五階段的訓練後，主要

教學者可加入「你看到什麼」、「你要什麼」

的問句，並訓練學生當一聽到類似的問句

後，可以主動把溝通句型條拿給主要教學

者，並完成相對應的溝通物品或行為的兌

換，但教師需注意到溝通圖卡的內容仍需以

學生的生活環境中必須使用或常出現的物品

或行為進行設計。

由上述可知 Bondy 和 Frost 提出圖片兌

換系統的概念非常完整，因此國內特殊教育

界中多數人以圖片兌換系統當作研究的主

題。而其研究結果，在許耀分（2003）、林欣

怡（2004）等之研究結果均具成效，但也有



40 國小特殊教育

部份的研究者，如：董愉斐（2004）之研究

未達成效，所以，圖片兌換系統對於增進身

心障礙學生溝通行為成效性至今在國內研究

中仍無一致定論。

因此，本研究希冀以後設分析及文獻分

析的方式，蒐集國內針對無口語身心障礙學

生使用圖片兌換系統相關的教學研究，透過

後設分析分析其主要平均效果值，以探討其

溝通成效，並輔以文獻分析探討影響教學成

效的正面及負面因素。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透過後設分析，瞭解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運用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溝通教學成

效現況。

（二）透過文獻分析，探討影響圖片兌換系

統運用在身心障礙學生溝通教學成效

之正負面因素。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搜尋及選取標準
文獻選取標準具以下條件：第一、所選

取的研究須使用單一受試研究法為主要教學

實驗方法；第二、各篇文獻進行單一受試研

究時，均包含基線期及處理期；第三、研究

對象以身心障礙學生為主，排除有疑似特殊

學生的樣本。

本研究資料搜尋，乃透過國家圖書館以

及「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網」、「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等

來源，透過關鍵字「圖片兌換」、「圖片交換」、

「溝通」、「身心障礙」等關鍵字進行搜尋，

蒐集自 Bondy 和 Frost(1994)提出圖片兌換系

統的概念之後，特教領域以圖片交換溝通系

統進行身心障礙學生溝通行為分析的研究。

而目前國內第一篇出現關於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之研究，為謝淑珍（2002） 發展遲緩幼兒

溝通教學成效之研究。因此，至 1994 年後至

今 2011 年為止，共選取 13 相關研究。其 13

篇研究分別為碩士論文 10 篇，期刊 3 篇。由

於大多數的研究仍屬未出版之學位論文，因

此，研究複製與推論宜謹慎檢視。

二、研究文獻內容分析方法。
本研究選取 13 篇有關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介入身心障礙學生溝通行為之相關研究進

行探討，針對研究年代、研究題目、研究對

象、PECS 訓練階段設計進行現況說明，其

後分析影響成效之正負面因素。

三、後設分析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以 Mathur 等人(1998)對於基線期

和處理期兩階段的未重疊百分比（percentage

of nonoverlapping data，簡稱 PND）為主要

的後設分析方法，其判斷研究的效果，乃是

透過基線期和處理期進行比較，若處理期和

基線期的 PND 越大，就表示教學介入的成效

越大，其標準如下：PND 值大於 90%，代表

介入非常有效，PND 值介於 90%~70%之間，

代表介入是中等效果，PND值介於 70%~50%

之間，代表介入效果不佳，若 PND 值小於

50%代表該介入無效。而 PND 公式如下：

PND= ×100%

處理期的處理總數目

高於基線期最高點的
處理期資料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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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身心障礙學
生溝通行為之研究現況
以下就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身心障

礙學生溝通行為之研究年代、研究題目、研

究對象、PECS 訓練階段設計及影響成效之

正負面因素進行現況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研究年代

國內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身心障礙學

生溝通行為之研究，就表 1 所列，最早始於

2002 年，研究者為謝淑珍，題目為發展遲緩

幼兒溝通教學成效之研究。爾後 2003 年 1

篇，2004 年 4 篇，2006 年 1 篇，2007 年 1

篇，2008 年 2 篇，2009 年 2 篇，2010 年 1

篇。由上述的研究年代可知，其研究多數出

現於 2004 年，在其餘年代平均各為 1 至 2

篇。

（二）研究對象

1. 特殊學生類別

根據表 1，研究對象包括自閉症及智能

障礙二類，其中 10 篇研究對象為自閉症類學

生，5 篇為智能障礙類學生。可見大部份研

究仍以自閉症學生為主。

2. 特殊學生就學階段

依研究對象就學階段而言，學齡前幼兒

4 篇，國小學生 7 篇，國中學生 2 篇，高中

以上學生則沒有任何研究。但身心障礙有溝

通問題者，並不只有國中小，因此未看見以

高中以上甚至成人之身心障礙者進行圖片兌

換之研究，實為可惜。

3. 圖片兌換系統( PECS )訓練階段

在 13 篇研究中，完成全部一到六階段訓

練的只有 8 篇，而許耀分（2003）、林欣怡

（2004）、陳麗華（2006）、陳明瑜（2009）

及馮鈺真、江秋樺（2010）等人未完成全部

六階段的主要原因分述如下：許耀分(2003)

所選擇之個案為重度自閉症學生，且其認為

受試者進步較緩慢，因此無法於介入期間完

成一到四階段教學。林欣怡（2004）於設定

研究目的時，就已經決定要進行一到三階段

之 PECS 訓練。陳麗華（2006）未完成全部

階段的原因乃為所選擇之個案為無口語且認

知程度低落之自閉症學生，無法於研究期程

內完成所有階段之研究。陳明瑜（2009）認

為個案之程度及研究時間不足影響訓練階段

減少的情形。馮鈺真、江秋樺（2010）其研

究對象因家中突然遭逢變故導致 PECS 訓練

階段減少。綜而言之，未完成全部六階段的

原因包括家庭事故、個案能力、研究時間不

足，以及研究者的原實驗設計。

4. 介入行為目標

根據表 1 得知，研究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介入身心障礙學生溝通成效之介入行為目標

組合成分以下 5 種為主：口語溝通、非口語

溝通、使用圖片溝通、自發性溝通，以及手

語。若依據介入行為目標，分析其中 5 篇未

能完成 6 階段的研究文獻可知，除了許耀分

(2003)的研究目的為增進個案之圖卡及口語

溝通行為以外，其餘四篇之行為目標均以增

進個案自發性溝通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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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進行圖片兌換系統應用身心障礙者溝通行為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參與人數）
介入行為目標 PECS訓練階段設計

謝淑珍

（2002）

發展遲緩幼兒溝通教

學成效之研究

自閉症幼兒

二位

智能障 礙 幼

兒一位

增進個案主動及

被動口語反應、

主動及被動非口

語反應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許耀分

（2003）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

學對增進自閉症兒童

自發性使用圖片溝通

行為之研究

自閉症幼兒

二位

增進個案圖卡溝

通及口語溝通行

為

進行一到四階段 PECS

訓練

唐紀絮

、林惠芬

、龔仁棉

、簡言軒

（2004）

唐氏症幼兒「圖片兌

換溝通系統」教學成

效之初探

自閉症幼兒

一位

智能障 礙 幼

兒一位

增進個案主動及

被動口語反應、

主動及被動非口

語反應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林欣怡

（2004）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

改善國小低功能自閉

症自發性溝通行為類

化之成效

國小

自閉症學生

二位

提昇個案自發性

溝通行為

進行一到三階段 PECS

訓練

羅汀琳

（2004）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

中度自閉症兒童溝通

行為成效之研究

國小

自閉症學生

一位

提昇個案自發性

溝通行為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董愉斐

（2004）

應用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教學法增進自閉症

兒童主動溝通行為之

研究

自閉症幼兒

二位

能使用圖片兌換

系統與他人溝通

並提昇個案自發

性溝通行為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陳麗華

（2006）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訓

練對國中無口語自閉

症學生溝通行為之成

國中

自閉症學生

二位

增進個案食品要

求及活動要求的

溝通行為 (表達

1. 「食品要求」溝通

進行一到三階段

PECS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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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參與人數）
介入行為目標 PECS訓練階段設計

效 需求的自發性溝

通行為)

2. 「活動要求」溝通

其中一名進行一

到三階段 PECS 訓

練，另一名進行一

到四階段 PECS 訓

練

鄧育欣

（2007）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

國小智能障礙學生溝

通行為成效之研究

國小

智能障礙學

生

一位

提昇個案自發性

溝通行為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周信鐘

（2008）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訓

練方案對提升智能障

礙學生溝通行為成效

之研究

國小

智能障礙學

生

二位

增進個案圖卡溝

通及口語溝通行

為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林季蓉

（2008）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

國中智能障礙學生溝

通技能學習成效之研

究

國中

智能障礙學

生

二位

提昇個案自發性

溝通行為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鄭善次

（2008）

比較圖片兌換溝通系

統與口手語溝通模式

對重度自閉症學童行

為語言教學成效

國小

自閉症學生

二位

促進圖片兌換溝

通和口、手語並

用的溝通

完成一到六階段 PECS

訓練

陳明瑜

（2009）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訓

練對增進國小自閉症

學生自發性溝通行為

成效之研究

國小

自閉症學生

二位

增進以圖片表達

需求的自發性溝

通行為

進行一到四階段 PECS

訓練

馮鈺真

、江秋樺

（2010）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在

自閉症兒童溝通能力

之應用

國小

自閉症學生

一位

提昇個案自發性

溝通行為

進行一到四階段 PECS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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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入效果之後設分析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身心障礙學生溝

通行為之後設分析如表 3。其中 PND 效果值

達到 100%的有 6篇，PND效果值 99%到 90%

有 5 篇，PND 效果值 89~80%的有 1 篇，而

PND 效果值在 50%以下則有 1 篇。依 Mathur

等人（1998）所提出之後設分析標準判斷，

共有 11 篇達到非常有效，1 篇中等效果，1

篇無效，而全數 13 篇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之

PND 主要平均效果值約為 90%，為達到非常

有效。可見目前國內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

身心障礙學生溝通行為仍有一定的成效。

表 3 各篇研究後設分析的效果值及成效

研究者及年度 PND數目 PND效果值 研究成效

謝淑珍(2002) 27 96% 非常有效

許耀分(2003) 73 100% 非常有效

唐紀絮、林惠芬、龔仁棉、簡言軒(2004) 23 86% 中等效果

林欣怡(2004) 49 100% 非常有效

羅汀琳(2004) 75 100% 非常有效

董愉斐(2004) 20 10% 無效

陳麗華(2006) 138 99% 非常有效

鄧育欣(2007) 47 97% 非常有效

周信鐘(2008) 194 100% 非常有效

林季蓉(2008) 82 90% 非常有效

鄭善次(2008) 33 96% 非常有效

陳明瑜(2009) 94 100% 非常有效

馮鈺真、江秋樺(2010) 12 100% 非常有效

三、影響圖片兌換系統教學成效之正面
及負面因素
目前本研究所蒐集之影響圖片兌換系統

教學成效之正面及負面因素皆為國內研究者

針對其研究所提出可能影響研究成效之因

素。經文獻分析之結果，呈現如下以供未來

研究之參考：

1. 影響圖片兌換系統教學成效之正面因素

從表 2 中可知，多數的研究結果指出，

增強系統有助於圖片兌換系統的學習（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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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2002；許耀分，2003；唐紀絮、林惠芬、

龔仁棉、簡言軒，2004；林欣怡，2004； 羅

汀琳，2004；陳麗華，2006；林季蓉，2008；

馮鈺真、江秋樺，2010）。然而，亦有其他研

究者不支持增強系統為影響教學成效的正面

因素（羅汀琳，2004；董愉斐，2004；鄧育

欣，2007；周信鐘，2008）。羅汀琳認為增強

物會使受試者的行為固著，董愉斐認為隨時

獲得增強物會讓受試者懶得去溝通，鄧育欣

認為教學物品為受試者喜歡的增強物，會特

別想拿取，而忽略老師的社會性稱讚，周信

鐘則認為把增強物藏起，讓受試者看不見，

可讓受試者在無增強物誘使之下，不受增強

物影響，此時的行為表現才是真正的主動表

達溝通意願。由此可知，增強系統就算是受

試者喜歡的正增強物，也有可能會影響圖片

兌換的成效，也有可能受試者是因為增強物

才表達溝通需求，而非自己真正主動表達。

次之的正面因素是受試者的生活經驗。

鄧育欣（2007） 及周信鐘（2008）提出圖片

兌換溝通系統的圖卡內容需和受試者的生活

經驗相配合。雖然其他研究者並無提及此觀

點，但他們所使用之增強物均為受試者日常

生活中所喜歡之物品而研究具有正面成效。

鄭善次（2008）的研究也發現溝通圖卡內容

未與生活環境及經驗配合會降低受試者的學

習表現。另外，鄭善之（2009）與陳明瑜（2009）

的研究均指出，教學者之提示有助於圖片溝

通系統的教學成效。其他單一研究所提出之

正面因素則包括溝通簿的位置及路徑一致，

以及同學相互模仿等。

2. 影響圖片兌換系統教學成效之負面因素

由表 2 中可知，主要負面因素為受試者

的溝通動機低落（謝淑珍，2002；林欣怡，

2004； 羅汀琳，2004；林季蓉，2008； 陳

明瑜，2009；鄭善次，2008）。 其次為增強

物的使用不當而影響溝通成效（羅汀琳，

2004；董愉斐，2004；鄧育欣，2007；周信

鐘，2008）。可見，進行圖片兌換系統教學時，

首要注意到學生的溝通動機。

其他的負面因素包括，研究者或教學者

兌換系統的操弄不佳（唐紀絮、林惠芬、龔

仁棉、簡言軒，2004；羅汀琳，2004；董愉

斐，2004）；受試者情緒行為問題（陳麗華，

2006；陳明瑜，2009；馮鈺真、江秋樺，2010）；

受試者缺乏自信（謝淑珍，2002；董愉斐，

2004）；溝通簿距離太長（羅汀琳，2004；周

信鐘，2008）；受試者把圖片兌換誤解為配對

（羅汀琳，2004；林季蓉，2008；陳明瑜，

2009），以及受試者專注力低落（馮鈺真、江

秋樺，2010）。

表 2 影響圖片兌換系統教學成效之正面及負面因素之研究統整

研究者及年度 影響研究成效之正面因素 影響研究成效之負面因素

謝淑珍

（2002）

1. 給予增強物

2. 加入問句教學

給予口頭增強

1. 受試者缺乏自信

2.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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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及年度 影響研究成效之正面因素 影響研究成效之負面因素

許耀分

（2003）

1. 給予增強物

2. 循序漸進教學

3. 互動溝通

家長配合實驗進行

無

唐紀絮、林惠芬

、龔仁棉、簡言

軒（2004）

擺置學生喜歡的玩具等增強物吸引

學生注意

1. 教學時間有限

2. 教師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經驗

和知能尚未充足

林欣怡

（2004）

1. 受試者年紀較長

2. 同學相互模仿

3. 給予增強物

1. 受試者已有部份 PECS 需要培養

之溝通能力

2.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羅汀琳（2004） 運用口頭增強 1.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2. 受試者對增強物的固著

3. 受試者易受教學者影響

4. 受試者把圖片兌換誤解為配對

5. 受試者不瞭解溝通的意義

6. 溝通簿的距離過長，受試者會因

難以拿到，而影響溝通行為

董愉斐（2004） 受試者瞭解語言溝通意義 1. 受試者缺乏自信

2. 受試者動作流程記憶不好

3. 隨時可獲得增強物

4. 把研究者當成教師教學，缺乏興

趣

5. 沒阻止受試者仿說

陳麗華（2006） 給予增強物 1. 受試者情緒行為問題影響

2. 對於溝通簿所接受的訊息難以

理解

鄧育欣（2007） 以受試者在生活情境中可見到之物

品為主要溝通媒介

教學物品為受試者喜歡的增強物，

會特別想拿取，而忽略老師的社會

性稱讚

周信鐘（2008） 1. 隱藏增強物，受試者看不見，

無增強物誘使下，才為受試者

1. 溝通簿的距離和位置擺放混亂

會對受試者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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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及年度 影響研究成效之正面因素 影響研究成效之負面因素

真正主動表達溝通意願

2. 受試者拿溝通簿後，回來需經

過研究者身旁，以知道圖片要

拿給研究者

3. 圖卡內容以受試者的學習及生

活經驗相結合

2. 受試者在區辨圖片階段時，容易

被兩張喜歡的圖片所弄混

3. 受試者在家中鮮少與家人進行

對話，缺乏溝通經驗

林季蓉(2008) 以受試者喜歡之增強物為溝通媒

介

1.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2. 基線期觀察時間太少

3. 受試者把圖片兌換誤解為配對

4. 圖片兌換的教學教室類型不

同，難以將行為類化到不同情境

5. 父母對受試者研究成效之期待

過高

鄭善次(2008) 教學者適當的提示 1. 溝通圖卡內容未與生活環境及

經驗配合

2.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陳明瑜(2009) 1. 溝通簿的位置及路徑一致

2. 由視覺提示至口語提示的方式

循序漸進

1. 受試者專注力低

2. 受試者溝通動機低落

3. 受試者情緒行為問題影響

馮鈺真、江秋樺

(2010)

密集且立即的正增強及增強物 1. 受試者專注力低

2. 受試者情緒行為問題影響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乃針對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

身心障礙學生溝通行為進行文獻及後設分

析，其結論如下：

（一）文獻分析方面

研究年代多集中於 2004 年，研究對象上

主要為自閉症及智能障礙學生二大類別，並

集中於國小階段。介入之行為目標則以自發

性溝通行為為主。圖片兌換系統(PECS)訓練

階段設計有 8 篇完成全部 6 階段之教學，有

5 篇未完成。而影響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介入

成效中，各研究最常出現的正面因素為增強

系統的使用，主要的負面因素則為受試者的

溝通動機低落。

（二）後設分析方面

全數 13 篇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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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D 平均效果值約為 90%，達到非常有效，

其中有 11 篇非常有效，1 篇中等效果，1 篇

無效。

二、建議
（一）以不同類別或不同年齡層的身心障礙

學生為研究對象

目前國內針對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之教學

介入研究多半以國小階段之自閉症兒童為

主，然而，在其他類別以及其他階段之身心

障礙者亦不乏有溝通障礙或溝通困難者。因

此未來之研究對象可以包括不同階段之其他

具有溝通障礙之身心障礙者，以提供相關特

殊教育教學者或普通班教師執行教學的參

考。

（二）未來後設分析需納入維持期做檢核

目前的單一受試實驗研究法的後設分析

仍以 PND 效果值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並未出

現可同時檢核基線、處理及維持期的方法，

若未來出現維持期檢核的後設分析方法，可

針對以上之研究再一次進行探討。

（三）未來進行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研究時宜

依個案起點行為審慎擬定研究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研究，其最初的方案

仍希望個案能持續完成六個階段的訓練，但

可惜的是目前國內研究仍有些未完成所有階

段之訓練，多半原因是因為受試者本身的因

素，如：介入行為設計不符合個案的起點行

為等…。因此未來進行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研

究時宜依個案起點行為審慎訂定研究目標，

也需考量研究者的研究時間是否能完成這項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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