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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學生參與啦啦隊活動之初探

林芳宜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教師

摘要

智能障礙學生由於在身體機能、成長發育、心理發展和運動經驗上比起正常學生有

發展遲緩或不足的現象，因此其身心健康問題備受重視。啦啦隊活動能建立其運動習慣

的養成，獲得運動技能與知識，並提供體能及情緒的表達及發洩管道外，還能與他人互

動參與團體活動之機會與動機，非常適合智能障礙者的學習，因此透過啦啦隊活動有助

於提升智能障礙者身心發展。

中文關鍵詞：智能障礙、啦啦隊

英文關鍵詞：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heerleading

壹、前言

啦啦隊結合了音樂、舞蹈、服裝及口號

等多種元素，不同元素能帶給智能障礙學生

多元的感官刺激與影響，雖然他們自信心較

一般同儕低，但如果提供有安全感、難度適

中的挑戰，有助於提升正向的自我觀念（陳

素勤、尚憶薇、蔡育佑，2001）。筆者服務於

特殊學校，教育對象皆為領有智能障礙手冊

的學生，且目前兼任校內最受歡迎的啦啦隊

社團，在指導啦啦隊的經驗中發現，大部分

的智能障礙學生因行為與情緒反應之表達模

式不當，常在社會上飽受異樣眼光，且長期

挫折的學習經驗以及來自家庭、社會的壓

力，易導致在自信心與人際關係上有負面影

響，如：學習意願低落、同學排擠、衝動或

攻擊行為等。

綜觀國內外針對啦啦隊相關研究中提

到，啦啦隊的隊員經由活動的參與，有助於

運動習慣的養成，獲得運動技能與知識，並

提供體能及情緒的表達及發洩管道外，還能

與他人互動參與團體活動之機會與動機（楊

綺麗，1994；鄭麗媛、麥秀英，2002；Bennis,

2004；Boden & Mueller, 2003；Jacobson &

Palmer, 2005）。因而，筆者觀察智能障礙學

生在參與啦啦隊活動之變化，練習初期難免

同學間常會出現摩擦，練習過程中卻總是表

現投入且認真，並十分期待每一次的練習，

且最後同學間都能成為最佳夥伴。部分導師

及家長也反應，學生在參與啦啦隊活動後在

生活及行為上有所轉變，不僅學習變得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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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樂於表現外，在自律及情緒控制上亦有所

改善，在團體中更有責任感且能為他人著想

等正面價值。

綜合以上，筆者以四年多來指導智能障

礙學生啦啦隊活動經驗中，看到了智能障礙

學生參與啦啦隊社團後在學習歷程所產生的

變化，以及在動作表現及師生互動的改善及

自信心的提昇，這些都引發筆者欲對此議題

進行更深入的探討。

貳、啦啦隊之發展

啦啦隊的英文名稱為「cheerleader」，

是由cheer和leader兩個字組成的，cheer可解

釋為為選手加油打氣，與觀眾一起帶動氣

氛，而leader指揮引導之意，兩字組合在一起

有領頭喝采歡呼的意思，更正確地說，啦啦

隊是一種團體性的活動，目的是為了提升士

氣、振奮人心(Chappell , 1997)。它發展最早

且最為完備的國家為美國，在十九世紀時，

美國便用啦啦隊的表演來結合美式足球等體

育運動競賽，其功能主要在帶領觀賽群眾為

自己擁護的運動團隊鼓舞士氣（楊綺儷，

2006）。張育銓（1999）提到美國的啦啦隊

通常是以團隊結合熱舞、舞伴特技、翻筋斗、

拋投、跳耀、金字塔，及配合音樂、口號、

服裝、隊形變化等要素，在運動競賽中表演、

帶領群眾歡呼，或單獨進行啦啦隊比賽或在

公開場合表演之運動。啦啦隊在美國發展至

今已有一百多年，從大專院校開始盛行，逐

漸遍及各級學校，並被視為學校所推廣的重

要活動之一，此項運動風氣更擴展到世界各

國，現今啦啦隊已成為國際性的運動，美國

啦 啦 隊 協 會 (Universal Cheerleaders

Association, UCA) 每年仍然都會舉辦全國

性比賽。

啦啦隊在臺灣的發展，從1983年開辦第

一屆全國大專盃啦啦隊比賽至今已二十餘

年，目前在國內有政府（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運動總會、…）及民間團體（TCA中華民國

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相繼推展啦啦隊各

項活動事宜，包括：研習課程、設立資訊網

站、舉辦大型比賽。因而啦啦隊除深植於各

大專院校外，更積極推廣進入中小學內，讓

這種活動量大強調團隊合作及增加個人自信

的舞蹈，給予學生們更積極參與的機會（蔡

佳容，2004）。我國啦啦隊的發展時間雖然

不長，但經常可見許多啦啦隊代表著學校參

加比賽，以及參與各項活動的演出，甚至透

過啦啦隊亮麗的演出及傲人的成績，也肩負

為學校拓展健康及活力的形象（黃惠芝、趙

榮瑞，2008）。

參、啦啦隊之內涵

啦啦隊的表演內容包含：活力動感的「舞

蹈」(dance)、振奮人心的「口號、歡呼」(cheer)

和節奏強烈的音樂(music)，融合了力量、速

度、柔軟、韻律等運動因素，透過亮麗的服

裝與道具、多變的隊形，團隊間所傳達的團

結、合作及默契，更凸顯啦啦隊所發揮的最

佳團隊精神，全體隊員間有共同的信念、共

通的目標；成員間彼此信任、相互關懷（王

吟勤，2006；涂翠敏，1995；張育銓，1999；

黃旭男、孫美蓮、丁翠苓、吳文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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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蓉，2003；Hisiro, 2000；Ng, Cheung &

Fung, 2001）。

蔡佳容（2004）在推展競技啦啦隊運動

的研究，指出啦啦隊在情意層面上可以發揮

最佳的團隊精神，當啦啦隊在發揮團隊精神

時，全體隊員有著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

成員間彼此信任、互相關懷。林佑儒（2010）

也提到啦啦隊強調團隊合作的默契，藉此培

養學生欣賞、尊重及信賴他人之互動。因此，

經由啦啦隊訓練對於個體的學習以及團隊的

精神表現來說是有正面幫助，除了能提升學

生體能及肢體能例外，在態度的養成亦有所

影響。

肆、智能障礙啦啦隊的競賽活動

近來國內智能障礙人數逐年增高，對其

身心健康問題也漸受重視，智能障礙者在身

體機能、成長發育、心理發展和運動經驗上

比起正常學生有發展遲緩或不足的現象，因

此參與活動的質或量也相對缺乏（吳智東，

2006）。但身心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或體育

活動的技能，其重要性卻是不容忽視的，為

保障其基本權利，並期望透過有效的適應體

育活動增進智能障礙者的體適能、休閒生活

技能及正向概念及社交能力，進而改善生活

品質（闕月清，2002）。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服務推展協會在1993年舉辦第一屆台灣「北

區心智障礙者啦啦隊比賽」，此活動當初約

有1000人參加， 2009年第17屆已達近2000

人的參賽。在2000年時，協會又開始增辦「中

區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將此活動推廣擴

至臺灣中、南區，提供智能障礙者有更多參

與社群的機會，更以啦啦隊團結之精神來鼓

勵當時921災區的朋友透過活動共同「迎向陽

光，重建家園」，而原本的參與隊伍從22隊

340人，增加至今有30隊500人參與比賽（中

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廣協會，2011年3月9

日，訪談）。如今，心智障礙者啦啦隊比賽

已成為智能障礙者及家屬每年期待、重視的

活動，而有意參賽的學校亦鼓勵校內學生參

加，並加以規劃訓練。

鑑於啦啦隊在臺灣日漸蓬勃，教育部

（2000）訂定「中華民國中等學校啦啦隊競

賽安全規則」，目的在建立啦啦隊競賽之安

全規則，確保校園推廣啦啦隊之安全，以期

啦啦隊隊員能在安全有保障的練習與比賽環

境下，培養校園團隊精神與健康的身心。而

心智障礙者啦啦隊的比賽中，參與的學生生

理年齡介於十到十八歲之間，但心智年齡卻

只有五、六歲，在動作技巧及動作安全上皆

有所限制，因此在啦啦隊競賽的規則及評分

方式將有所調整。以下茲就心智障礙者啦啦

隊競賽規則（第十一屆中南區心智障礙啦啦

隊規則，2011）作一說明：

一、規則：
（一）分成甲級由學生獨力完成，教師僅提

供動作示範；乙級為教師除動作示範

外，必須有他人在場上提供肢體協助。

（二）表演時間長短需控制在三分五十秒至

四分十秒之間。時間計算由音樂開始

或第一個動作、口號開始計時，至動

作、音樂或口號停止時結束。

（三）場地為鋪設十公尺乘十公尺面積的綠

色軟墊組成。

（四）參賽人數最少十人、三十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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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一）團體精神：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五，

如：默契、氣氛、精神。

（二）創意：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如：服

裝、道具、隊形、標語、時間的運用、

特色展現。

（三）動作技巧：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五，

如：安全、難易。

（四）聲音運用：佔總成績百分之十，如：

口號、音樂選配。

三、獎項：
分別為特優獎、優等獎、潛力獎、最佳

團隊精神獎、最佳創意獎、最佳動作技巧獎、

最佳聲勢獎等獎項。另外，特別頒發「自信

活力成長獎」，鼓勵參賽的心智障礙學生，

在準備比賽期間，努力認真參與學習的過程

中所呈現出來的活力、自信、成長、樂觀的

一面展現出來。

智能障礙啦啦隊競賽與一般大專院校啦

啦隊競賽最大的不同，在於希望透過推廣這

樣的活動能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並接納智能

障礙者，並提供智能障礙者走入人群，勇於

表現自我的機會，因此往年活動場地多以戶

外為主。另外，考量到智能障礙者之動作、

認知能力及情緒特質等身心狀況，主辦單位

在空間動線及安全設備的規劃上總是格外用

心，例如：各隊休息區設於搭棚內、行動廁

所使用的便利性、以及比賽專用地墊等，而

每年參賽人數的增加，未來將需要更多的志

工加入。

在評分方面，著重智能障礙學生的潛能

啟發，主要以團隊的創意、難度及氣勢三方

面為評分標準。但筆者觀察每年得到優秀名

次之隊伍中，參賽學生幾乎都是具有獨立行

動能力且認知較佳之智能障礙者，表演難度

高且內容確實精采萬分；反觀肢體、感官受

限較多，或程度較為嚴重之智能障礙者，在

動作變化少及內容難度較低的表現下，仍可

強烈感受到學生的熱情奔放及老師付出的辛

勞，卻常常僅獲得鼓勵性質之獎項，以鼓勵

師生們再接再厲。這樣的狀況下，未來參賽

單位/學校也許為了奪得佳績，因而容易忽略

障礙程度較為嚴重之智能障礙學生對於啦啦

隊的喜愛，亦可能限制其參與活動之機會，

逐漸失去此活動的美意。因此，筆者建議任

何競賽活動應該從「不放棄任何一位特教生」

為出發點，強調在公平、公正之原則下，從

比賽規則的訂定及遵守，並且聘任之專業評

審應具備特教知能，進而有效發揮啦啦隊伍

之青春、活力、健康與團隊精神。

伍、智能障礙學生之啦啦隊教學

啦啦隊隊員需要經由長時間，且密集的

訓練後能夠培養默契，教師必須在有限的時

間內完成動作及隊形編排、動作訓練、基礎

訓練、口號編排以及動作指導等工作，除了

要教導隊員進行各種動作操作之外，還要確

切的在有效時間內掌握學生學習及適應狀

況，兼顧學生身心二者之健全平衡發展。

但是，由於智能障礙者先天的限制，使

其在動作能力、專注力及理解能力表現較

差，因此活動設計必須採循序漸進方式進

行，並利用視覺及聽覺的提示輔助教學（李

翠玲、劉淑英、黃澤洋，2009）。陳素勤、

尚憶薇、蔡育佑（2001）指出，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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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較一般非障礙同儕低，提供有安全

感、難度適中的挑戰，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

學生正向的自我觀念。因此在運動進行之

初，設計適合學生能力的活動及給予鼓勵與

關愛的環境，並提供智能障礙學生參與比賽

的經驗，使學生在練習的同時需要專注與耐

心，給予團隊表現的機會，能增加學生的自

信心與人際互動的正向發展（莊弘明，2009；

楊詠菘，2009；戴芳儀，2010；謝淑芳，2003；

簡孟瑩，2009； Mantry, 2009）。

筆者參閱國內外有關啟智教育課程與教

學設計、動作教育、知覺動作、啦啦隊指導

手冊及音樂律動等研究及著作（李翠玲，

2001；李宗芹，2002；胡寶林，周結文，1994；

陳英三，林風南，吳新華譯，2000；鈕文英，

2003；黃麗卿，2001；簡孟瑩，2009；Neil &

Hart, 1986），根據智能障礙學生之身心特質

歸納出啦啦隊的教學重點，分別從教學方

法、教學步驟、教學設備及教學態度簡述之：

一、 教學方法：智能障礙者大部分會有手

眼協調能力差，動作較笨重遲緩，走

路姿態較僵硬等問題。因此，確實完

成暖身活動，練習前必須先檢視學生

穿著裝備的適切性，才能盡情的活

動，並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傷害。過程

中，依學生程度及需求提供適度的提

醒，如：口語提示、部分肢體協助、

手勢提示等，須避免批評與指責，應

多給予正向的鼓勵，並帶給學生成

功、快樂的學習經驗。

二、 教學步驟：智能障礙者由於學習速度

較慢，注意力常不能集中與持久，易

受周圍環境影響，短期記憶力不佳。

因此，必須將各個技巧動作簡化，並

分段分解練習，所有動作教學把握由

易而難、由簡而繁之流程反覆練習，

讓學生能輕鬆學習動作以獲得成功的

經驗。另外，再配合適度的肌耐力訓

練，強化學生軀體的控制能力，持續

各部位的柔軟度、肌肉延展性，以利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益，並降低運動傷

害的發生機率。

三、 教學設備：智能障礙者大多沒有自我

保護的能力及認知，因此教學環境與

保護器具的完整性，是讓教師及教學

者得以安全無慮盡情活動的首要條

件。故在教學場域應該隨時備有各式

的保護墊及輔助器材，善用現有的器

具與設備，以確保學生的學習安全。

四、 教學態度：智能障礙者學習態度被

動、缺乏自信、預期失敗等特質。因

此，教學者善用將抽象概念與生活經

驗相聯繫，以眼神、動作、表情來提

示活動，引導學生將全部的精神專注

於訓練過程中，並多給予學生正向鼓

勵及參與的機會，增進師生間的默契

與關係。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當進行啦啦隊活動

訓練時，須考量智能障礙者之身心特質與優

勢能力，依學生能力調整學習內容，配合已

具備的動作及生活經驗，以合作教學的方

式，結合道具及輔具的使用，使學生能維持

上課的興趣，有效參與練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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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智能障礙啦啦隊活動課程設
計

為使啦啦隊教學更具結構化、系統化，

因而筆者根據上述教學重點及自身的教學經

驗，參考簡孟瑩（2009）所設計的「中重度

智能障礙青少年之啦啦隊課程」之架構，初

擬目前正在實施的啦啦隊活動課程，主要以

「基本動作練習」、「道具與隊形練習」、

「口號與疊羅漢練習」、「綜合活動」等四

個練習階段，設計不同之教學重點及活動內

容，依學生練習狀況每階段約進行一至五

週，分別詳述如下：

一、基本動作練習階段：
（一）訓練前的能力評估：在瞭解學生起點

行為後，先將課程內容作適性安排及

調整，對於肢體受限或身體疾病的學

生，於上課前應該先與導師溝通、了

解，並特別留意學生參與的狀況。

（二）主要課程：為基本動作及舞蹈之訓

練，主要以大軀幹的動作練習為主，

如：手畫圈、臀擺動、腳踢屁股等，

一邊模仿教學者動作，一邊藉由鏡子

欣賞自己的舞姿，逐漸建立動作表現

的精準度。接著，加入明確的節奏，

教導簡化的動作組合，充分展現力與

美的舞蹈動作。

（三）輔助課程：為運動常識及節奏練習之

教學，指導學生學會控制自己的肢體

及力道，避免受傷。而舞蹈動作編排

常需要配合音樂旋律，因此教學者應

給予明確簡單的拍子，速度不要過快

或過於複雜，反覆讓學生練習以達精

熟。

二、道具與隊形練習階段：
（一）道具練習：針對表演主題，選擇合適

且安全、操作簡易之道具。練習手持

道具時，需配合動作舞蹈，適時調整

動作難易度，並給予時間讓學生重複

練習。當道具使用的靈活度增加後，

便讓學生自由發揮創意，教學者亦可

從中獲取新的動作靈感。

（二）隊形練習：隊形變換對於缺乏抽象及

空間感的智能障礙學生來說，需要花

費較多時間練習。因此可以利用圖

片、手勢等具體形象，先給予學生形

狀概念後，再開始調整位置，然後每

一次換位置，往返距離及方向都需要

反覆練習，讓學生得以熟記。

三、口號與疊羅漢練習階段：
（一）口號練習：啦啦隊口號代表著團隊的

精神和默契，有特色的口號可以增添

啦啦隊的氣勢與獨特性，但由於智能

障礙學生構音清晰度及口腔靈活度、

記憶力較差，因此以常聽到的日常生

活用語為主，設計簡短有力的口號內

容，並編排於啦啦隊表演中。

（二）疊羅漢練習：疊羅漢主要增加啦啦隊

演出的豐富性及難度，在進行數週練

習後學生逐漸對身體意識有所察覺，

並與同學間互動關係較多時再開始練

習。建議將難度控制在兩人左右的高

度，並安排學生擔任保護員及底層人

員，主要在培養學生互相信任及負責

的態度。

四、綜合活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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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為整首歌曲已編排完成，學生可

能有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或演出之機會，因此

增加重覆練習之次數，以達到精熟的程度。

由於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練習後，逐漸培養

出絕佳之默契，因此教學者可以褪除口語提

示，盡量僅以眼神、部分的手勢動作給予提

醒，但仍然需適時修正並調整學生的舞蹈動

作。學期結束前，教學者可以播放本學期參

與練習、演出或比賽的影片，提供學生欣賞

自己及同學的曼妙舞姿之外，亦讓學生回憶

啦啦隊的練習過程及展現成果，從中了解到

自己在團隊的重要性與價值。

依課程設計進行實際教學時，容易受到

學生特質、個別差異、環境等因素之影響，

筆者建議應考慮到下述教學原則：

（一）活動設計從學生的舊經驗為出發點：

從他們已知的動作經驗開始去引導學

習新的動作，新、舊經驗連結，教學

活動才能有連續性、系統性的層次銜

接與發展。

（二）教學活動難易合宜、動靜有致：活動

的難易度應做合理的分配，讓每位學

生在易學和挑戰中獲得成功的喜悅和

自信，亦使得教學發會最大的效益。

（三）激發學生的興趣：讓學生自發性的隨

著指令或音樂節奏、旋律而動，教學

者以眼神、動作、表情來提示活動，

引導學生將全部的精神專注於活動

中，隨時能有所反應。

（四）多使用正向回饋來鼓勵學生的參與：

智能障礙學生常由於自身缺陷而動作

畏畏縮縮，因此當發現學生有良好的

表現時，應立即給予適當的增強來鼓

勵。考量學生的健康狀況，主要以社

會性增強鼓勵之，盡量避免使用食物

增強的方式。

（五）配合運用教學提示與不同程度的協

助：當下依學生能力與表現，給予不

同的提示與協助，如：口頭提示、示

範提示、肢體協助等，並提供重複練

習或分組練習，以加強學習印象。

柒、結語

啦啦隊活動結合了音樂、舞蹈、服裝及

口號等多種元素，智能障礙學生能透過視

覺、聽覺、觸覺、知覺等多重感官刺激，學

習運用身體肌肉的能力，進而達到力與美的

表現，並從團體中獲得自我價值之肯定及認

同，更能促進其社會適應之能力，對於個體

在體能、自信心等發展皆有正面影響。啦啦

隊在國內推廣多年，並獲得智能障礙學生之

喜愛，且有助於動作能力、學習動機、以及

適應能力之提昇，因此未來實有必要進一步

實驗並發展相關課程活動，以得到更多更具

說服力的科學證據，也有利於作為實務工作

者在教學上之參考，最重要的是不論任何活

動，都不忘提供給智能障礙學生更多表現的

機會與空間，幫助他們昂首闊步的邁入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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