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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片，分析其傳播形式與成效。研究

方法採內容分析法，在 YouTube 上以「融合教育」或「融合」作為關鍵字搜尋條件，時

間取樣以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為範圍，取樣對象為以我國為範圍，該影片應設定

公開在網際網路上，經篩選後有 20 部 YouTube 影片與融合教育相關。針對影片內資訊

進行整理與分析，結果發現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多以微電影的方式呈現，其

他則以新聞類型、紀錄片或綜藝節目形式呈現。相關影片由高知名度網路紅人協助拍攝，

其影片觀看數較高。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提供相關教育機關組織參考，以作為融合教育推

廣之用。 

關鍵詞：YouTube、融合教育知識傳播、影片搜尋平台 

 

壹、前言 

身處在數位資訊快速傳遞的年代，訊

息傳遞管道多元且豐富，影像傳播不再侷

限於電視，人們開始改變習慣，轉由透過

網 際 網 路 尋 找 自 己 感 興 趣 的 影 片 。

YouTube 為現代人常用的影片搜尋和分享

平台，透過 YouTube 可以上傳自己所拍攝

的影片，亦可透過自己有興趣的關鍵字搜

尋並觀看影片，在每個影片中供有上傳

者、影片資訊、觀看次數、上傳日期及留

言等資訊。故 YouTube 改變現代人觀看影

片的習慣，透過網際網路搜尋自己有興趣

的影片以增進休閒娛樂，甚至獲取新知。 

YouTube 於 2005 年成立，基於用戶

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所

產生的影音平台，意指該平台的內容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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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戶所貢獻創造而成的，亦被視為 Web 

2.0（亦可稱為參與式網路或社群網路）的

一種形式(Burgess & Green, 2009)。因為

YouTube 中的影片多為 UGC，傳統上很難

吸引著觀眾的目光 (Kim, 2012)。但自從

2006 年被 Google 收購後，YouTube 上的

專業作品明顯地增加，轉而成為專業生成

內 容 (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 

PGC)，這些 PGC 實際上是企業實體為擴

展商業品牌影響力而創建的內容，吸引了

許 多 網 路 上 的 人 們 所 注 意 ， 亦 改 變 了

YouTube 上影片的呈現模式 (Kim, 2012; 

Lobato, 2016; Vonderau, 2016)。YouTube

影片亦為傳遞知識訊息的管道，人們會透

YouTube 搜尋健康與疾病的相關影片，藉

此增進自我對於疾病資訊的認識 (Keelan 

et al., 2007; Sood et al., 2011)。Burgess 與

Green（2009）進一步指出 YouTube 上有

大量的內容消費者(content consumers)，但

仍不能保證吸引觀眾並取得成功，成功的

關鍵取決於頻道的訂閱者數量和影片觀看

次數。且 YouTube 透過其演算法，向觀眾

推薦熱門影片，進而增加了這些影片的受

歡迎程度，透過其推薦系統既可辨識出熱

門內容，在受到推薦的情況下讓相關頻道

及 影 片 更 受 觀 眾 的 重 視 (Szabo & 

Huberman, 2010; Welbourne & Grant, 

2016)。Cooper (2019)更指出 YouTube 每個

月活躍用戶近 20 億，在美國有 73%的成

人、81%的年齡介於 15-25 歲的青少年會

使用 YouTube，且 YouTube 在美國以外的

用戶佔 80%，其影響力超過一般電視媒

體。顯示 YouTube 發展至今已成為網路上

重要的影音平台，透過 YouTube 傳遞商業

品牌、健康及個人創作的資訊，藉由影片

吸引人們的關注，經由不斷地觀看次數累

積與演算法的推播，創造更多的觀看數及

網路上的影響力，已成為這個世代中重要

的訊息傳播媒介。 

融合教育為近代特殊教育的重要思

潮，且為特殊教育學界所熱烈探討的議

題，亦為許多國家特殊教育政策發展核

心，更為聯合國宣示的普世價值，落實融

合教育亦被視為教育革新的重要目標，其

實施成效更被視為國家教育發展與人權保

障 之 指 標 ， 普 遍 在 歐 美 國 家 獲 得 認 同

(Armstrong et al., 2010; Benjamin, 2002)。

我國在《特殊教育法》（2019）第 18 條中

明訂「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

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

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而融合教

育目的為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參與學習，學

習到更多技能以利於融入社會，獨立參與

社會。為使學校能落實融合教育，促進身

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適應良好，便制定《身

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2013），其

中第 13 條便明訂「學校（園）及機構應每

年辦理相關特殊教育宣導活動，鼓勵全體

教職員工與學生認識、關懷、接納及協助

身心障礙學生，以支持其順利學習及生

活」；亦說明「前項所定特殊教育宣導活

動，包括研習、體驗、演講、競賽、表演、

參觀、觀摩及其他相關活動；其活動之設

計，應兼顧身心障礙學生之尊嚴」。如同

Opertti 等人（2013）指出融合教育不單純

只是提供資源、基礎設施、技術或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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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內容調整，更不是僅透過調整課程、

引進新的專業或要求職前教師學習特殊需

求教學，而是應能達成「所有人都有接受

教育的權利」、「為所有特殊需求學生創

造最佳學習條件」、「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及「提供優質教育」等 4 個核心

目標。融合教育若能從小做起，透過年幼

孩子開始教育融合的觀念，增進一般學生

與身心障礙學生的接觸，便能減少歧視與

促進身心障礙者的適應 (Kozleski & Yu, 

2016)。故融合教育是當今特殊教育重要的

實施模式，為求每位身心障礙學生能參與

學習，透過相關理念的落實與實施減少歧

視與增進適應，在相關法規中亦強調透過

宣導活動讓全體師生認識、關懷、接納及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以增進全體民眾皆能

具備融合教育知識，以促進身心障礙者未

來進到社會後得以有良好的適應，使社會

環境更加融洽。 

現今知識傳遞管道多元，融合教育知

識傳遞應不限於學校或教室，透過網際網

路其觸及範圍廣泛，不限於學齡者，亦可

對社會大眾產生新的影響，傳播融合教育

的形式也應隨著時代的演進有所變化，透

過更多元的影音模式便能吸引更多人瞭

解。而 YouTube 為現今最熱門且廣泛被使

用的影音平台，使用者不需花費任何費

用，僅需透過可上網的裝置便能在其中觀

看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故本研究旨在探

究以 YouTube 為媒介傳播融合教育知識

之成效研究，分析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

相關的影片，整理其傳播形式與成效。研

究目的為瞭解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的內容

呈現方式資訊及傳播形式，並探究相關影

片的傳播成效，期能提供相關教育機關組

織參考，以作為融合教育推廣之用。 

貳、文獻探討 

一、融合教育知識傳播之相關研究 

Opertti 等人（2013）指出融合教育須

優先發展對融合教育的社會理解、促進正

確的融合態度、對所有學習者提供全面性

支持的學校改革、學習者的課程調整及教

師融合教學技能的增能等事項。而融合教

育施行模式需考量學生的認知行為、社會

情緒能力、身體物理能力、感官上障礙程

度及其優勢能力，透過專業團隊的判斷給

予 不 同 的 融 合 教 育 環 境 (Bryant et al., 

2008; Salend, 2008) 。 洪 榮 照 與 黃 翠 琴

（2010）具體指出學校應多舉辦認識各類

身心障礙者的活動，使普通班學生可以認

識身心障礙同學的優點及可能的需求，以

增進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學接受與接

納。是以，在教育環境中進行正確的融合

教育知識傳遞，可以增進普通班學生對於

身心障礙學生更加認識，進而產生同理心

協助有需要幫助的人，促進更好的相處模

式。 

學校單位為求讓全校師生能認識身心

障礙學生，常採取特教宣導方式進行。

Snow (2004)指出特殊教育宣導意義在於

試圖教育他人關於身心障礙者相關知識，

以減少歧視或在校園、工作場域等為身心

障礙者創造積極且正向的環境。除特教宣

導外，亦採取團隊合作、個別輔導、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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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給予具體建議及落實個別化教育計

畫等策略，讓融合教育得以落實（劉淑雯、

楊惠琳，2016）。蔡明富與林雍津（2017）

具體分享至一所大學及國中進行自閉症認

識與接納宣導實施過程，採用形式為海報

及電腦簡報，結果指出宣導過程應注意材

料及視聽設備，並建議相關用詞遣字應口

語化及淺白。而在形式上，陳志軒與彭彥

嘉（2018）比較人際接觸法與傳統教育宣

導法，結果指出研究發現人際接觸法介入

對低年級普通班學生能有效能降低對特殊

學生的社會距離，且行為上能夠提升接納

特教班學生，國小早期階段應用人際接觸

法推廣特殊教育宣導較具成效。顯示透過

特教宣導活動方式傳遞融合教育知識，常

以口語傳遞搭配圖像進行宣導，亦有透過

人際接觸方式進行。除上述特教宣導外，

在融合教育宣導上已可採用文章分享、海

報宣傳、作品展示、身心障礙體驗活動及

表揚活動等，更有網頁、電影或動畫等形

式。然隨著科技進步相關融合教育知識傳

播越趨多元，江承儒與劉新貴（2016）整

理出常見可用於 Android 系統應用程式的

融合教育宣導，但指出目前 app 運用有

限，建議未來應可多使用科技產品進行特

殊教育宣導活動，使特殊教育宣導活動進

入一個更多元的時代。 

而隨著數位資訊快速傳遞，知識傳遞

應有更多元管道，透過網際網路觸及範圍

更為廣泛，現行相關研究較少探究網際網

路裡的融合教育知識傳播形式。尤以網路

已成為極具影響力的第四媒體，根據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指出全國

12 歲以上上網人數達 1,898 萬人，而全國

上網人數經推估已達 2,020 萬，整體上網

率達 85.6%，且超過八成以上的民眾使用

網路以滿足在社交、娛樂、資訊、溝通等

使用需求，其中 YouTube 為大眾使用影音

平台的第一名。因 YouTube 可供免費瀏覽

或上傳影片的共享平台，許多人依賴它學

習新知或打發時間，其影響力十分廣大。

Google 與 Ipsos 公司於 2018 年公布臺灣

《YouTube 使用行為大調查》報告，其中

指出有 超過 9 成的 民 眾每月 至少造 訪

YouTube 一次，每日使用者則高達 7 成，

更 有 超 過 一 半 的 使 用 者 每 天 平 均 在

YouTube 上花費超過 1.5 小時。YouTube

對觀眾最大的吸引力在於平台上豐富的影

音內容，全球每一分鐘有超過 500 小時的

影片上傳到 YouTube。若透過 YouTube 將

相關融合知識傳播，將更具有重大意義與

效益。如同 Mullen 與 Wedwick（2008）認

為在現今科技發展的年代，應在課堂教學

中採用現代科技技術，使學生得以面對數

位社會所需的技能。顯示教學媒介的多元

化，科技被視為生活中各方面的重要組成

因子，教育者有責任為學生做好應對未來

的準備，透過 YouTube 作為融合知識的傳

播媒介，應可更具事半功倍之效。故本研

究以 YouTube 為探討媒介，分析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片，探究其傳播融

合教育知識之成效。 

二、YouTube 作為知識傳播平台之相

關研究 

Alias 等人（2013）指出 YouTube 吸

引數十億的用戶，包含相關教育工作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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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等不同專業背景人士，尤其是教

育工 作 者可 透過 YouTube EDU (http:// 

www.youtube.com/edu)作為共享講座和校

園活動的渠道，使 YouTube 成為學術界發

展的一部分。隨著 YouTube 在教育與研究

中的蓬勃發展，相關專家學者亦發現到相

關研究議題，YouTube 中累積的數據儼然

已 成 學 術 文 獻 中 討 論 和 詢 問 的 話 題

(Chenail, 2008; Snelson, 2009) 。 Ahmad 

(2016)研究亦指出利用 YouTube 是「可視

化」(visualized)工具的特性，可有效提升

教師的教學效能，使相關內容得以透過重

複檢視及影音效果傳遞。是以，YouTube

不僅可作為社會大眾放鬆、娛樂的平台，

更提供了眾多數據讓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

從中發現整理分析數據。 

YouTube 上影片十分廣泛，從社會、

政治、新聞、娛樂、生活到醫療專業，一

切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顯示其影響

範圍十分廣泛。Keelan 等人（2007）在

YouTube 中使用疫苗接種 (vaccination)及

免疫接種 (immunization)作為關鍵字進行

搜尋，最後找尋到 153 部影片，結果發現

到相關影片對於觀看者的疾病防禦知識產

生影響。Sood 等人（2010）分析在 YouTube

上使用與尿石症相關的 109 個影片，並以

與 腎 結 石 相 關 的 關 鍵 字 （ 如

"nephrolithiasis"; "renal calculi"; "renal 

stones"及 "kidney stones"）進行搜尋，結

果 發 現 其 中 58.3% 為 有 用 訊 息 (useful 

information) ， 18.1% 的 內 容 具 有 誤 導 性

(misleading)，最後指出 YouTube 擁有大量

關於尿石症資訊，對於觀眾有極大的影響

力。Madathil 等人（2015）回顧 18 篇探討

透 過 YouTube 傳遞 醫療 保 健 訊息 的 文

獻，結果指出 YouTube 被越來越廣泛地用

於作為傳播健康資訊的平台，且相關影片

被觀看次數取決其關鍵字，而透過這些

YouTube 影片會影響到觀眾對於相關健康

的態度與知識，但仍須檢視其內容是否涵

蓋不實資訊，方能使觀眾做出正確的醫療

保健決策。Airoldia 等人（2016）針對 22,141

部 YouTube 音樂相關影片進行分析，以了

解 YouTube 相關演算法間的關聯，結果整

理出 50 個相關的集群(clusters)，形塑出相

同的音樂訊息傳遞，讓觀眾可獲取相關的

音樂資訊。Welbourne 與 Grant（2016）針

對 YouTube 中 與 科 學 傳 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有相關的 39 個頻道 390 個

影片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儘管專業生

成的內容數量佔所有內容較多數，但用戶

生成的內容明顯更受歡迎，且具有一致的

科學傳播者比沒有常規傳播者的影片更受

歡迎。Chesher (2017)則是以 YouTube 上與

玩具機器人 (toy robots)相關影片作為研

究，結果發現有許多影片在介紹商品內容

（開箱）、說明操作及紀錄與玩具機器人

互動過程等內容，讓觀看者可以瞭解相關

玩具機器人的用途，增進相關商品知識。

從相關研究可知透過 YouTube 得以傳遞

許多訊息，無論是醫療健康、音樂、科學

傳播或商品資訊等皆有相關研究進行探

討，惟相關融合教育或特殊教育的資訊傳

播狀況在以往研究中鮮少進行分析。 

從相關研究可知 YouTube 可作為相

關知識訊息的傳遞媒介，且透過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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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媒介之影響力不容小覷；而融合教育

為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理念目標，若

能透過 YouTube 為媒介傳播融合教育知

識必能有效發揮其功能。惟現今並無相關

研究進行探究，故本研究將檢視 YouTube

上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以內容分析方式

探 究 其 相 關 資 訊 之 成 效 ， 藉 此 瞭 解 以

YouTube 作為媒介傳播融合教育之成效，

透過本研究結果提供相關教育機關組織參

考，以作為融合教育推廣之用。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 YouTube 上以「融合教育」

或「融合」作為關鍵字搜尋條件，時間取

樣以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間合計 6

年 6 個月為時間範圍，取樣對象為以我國

為範圍，該影片應設定公開在網際網路

上，未公開或設定為私人影片則不在本次

研究取樣範圍之內。結果發現自 2015 年

11 月起才有第一部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

片，刪除掉部分與特殊教育無相關之影

片，經篩選後計有 20 部 YouTube 影片。 

二、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採 用 內 容 分 析 法 (content 

analysis)的方式進行分析。內容分析是一

個研究量化趨勢與呈現改變狀況的有用工

具，該方法亦稱為文獻分析或資料分析，

經常用來解釋某段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

態，或某段時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

文科，2003）。網路發達的趨勢下，內容

分析再度受到重視，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上 是 文 本 分 析 的 重 要 方 法 之 一 (Bauer, 

2000)。其分析步驟可分為形成研究問題或

假設、資料蒐集、資料濃縮、類目界定、

分析文獻資料及下結論等 6 個步驟（王石

番，1989；Kalus, 2003）。本研究針對影

片的描述內容、影片長度、上傳時間、觀

看次數、喜歡數、不喜歡數、留言數及留

言內容等資訊進行整理與分析。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Berelson (1952)認為內容分析對於明

顯的資料進行客觀而有系統的量化，並加

以 描 述 的 一 種 方 法 。 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YouTube 中與融合相關的影片內容進行內

容分析，YouTube 影片提供了該影片的描

述內容、影片長度、上傳時間、觀看次數、

喜歡數、不喜歡數、留言數及留言內容等

資訊。針對這些資訊可透過 Krippendorff 

(1980)之建議，將蒐集來的資料進行單位

化 (unitization) ， 並 將 資 料 濃 縮 (data 

reduction)後再行推論與分析。為求資料搜

集之準確性，研究者與 1 位擁有教育碩士

學位的現職特教教師進行影片篩選，篩選

出 20 部 YouTube 影片。 

資料搜集部分，研究者透過相關爬蟲

軟體抓取此 20 部影片的相關留言內容（如

圖 1），另外針對觀看次數、喜歡數及不

喜 歡 數 則 透 過 influencer (https://tw. 

noxinfluencer.com)進行搜集（如圖 2），

其餘不足資訊則由研究者自行搜集補充。

資料分析部分，分為量化與質性內容。量

化內容部分有影片長度、上傳時間、觀看

次數、喜歡數、不喜歡數及留言數，透過

R 軟體進行相關描述統計，以最小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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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次數及標準差等方式呈現以進行說

明。質性內容部分有留言內容，亦透過 R

軟體將詞頻、內容製作成文字雲進行說

明。

 

 

圖 1  爬蟲軟體抓取影片留言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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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nfluencer 抓取影片觀看數等內容示意圖 

 

肆、結果與討論 

一、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

內容資訊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的影

片名稱及相關內容，按照上傳時間由舊到

新，整理後如表 1。從表 1 中可知，最早

的影片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2015 年 11 月上傳的微電影，自此之後則

改由「微電影特殊教育」從 2015 年 11 月

至 2019 年 4 月陸續共上傳 15 部微電影，

可發現多透過微電影的形式來介紹相關身

心障礙類別；而其餘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

片則以新聞類型（如表 1 中編號 9 及 15）、

紀錄片（如表 1 中編號 14）或綜藝節目（如

表 1 中編號 20）等形式呈現。亦可得知在

各 年 度 皆 有 融 合 教 育 的 相 關 影 片 在

YouTube 上傳，計 2015 年有 4 部、2016

年有 2 部、2017 年有 3 部、2018 年有 6

部、2019 年有 5 部，每年皆有不同影片可

供有興趣的大眾觀看，若教師要利用其進

行融合教育理念宣導，亦可有不同的內容

可供使用。在內容部分，多談論我國的特

殊教育模式，除表 1 中編號 9 為介紹挪威

的特殊教育外，其餘皆以我國為範疇，說

明與身心障礙者相處時應注意的內容或融

合教育的相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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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名稱及形式整理表 

編號 影片名稱 創作者 上傳時間 形式 

1 特殊教育微電影「呼叫少

年」【學生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2015 年 11 月 3 日 微電影 

2 特殊教育微電影「呼叫少

年」【教師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2015 年 11 月 3 日 微電影 

3 我好喜歡你--學習障礙--學

生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5 年 11 月 5 日 微電影 

4 我 好 喜 歡 你 --學 習 障 礙 -- 

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5 年 11 月 5 日 微電影 

5 微電影 --[ 跳舞 吧！ 機 器

人 ] My Very First Dance--

腦性麻痺-- 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6 年 11 月 25 日 微電影 

6 微電影 --[ 跳舞 吧！ 機 器

人 ] My Very First Dance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6 年 11 月 25 日 微電影 

7 微 電 影 --[ 青 春 手 拉

手 ]Short Film: Hand in 

Hand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7 年 4 月 10 日 微電影 

8 特殊教育微電影-青春手拉

手--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7 年 4 月 10 日 微電影 

9 獨立特派員第 494 集 (挪

威特殊教育) 

公 共 電 視 - 獨 立 特

派員 PTS INNEWS 

2017 年 5 月 3 日 新聞 

10 特教微電影「加好友的那

件小事」【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8 年 5 月 11 日 微電影 

11 微電影 --[ 加好 友那 件 小

事  ] Unsolicited Friend 

Request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8 年 5 月 11 日 微電影 

12 特教微電影「青春倆好三

壞」【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8 年 5 月 11 日 微電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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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影片名稱 創作者 上傳時間 形式 

13 微電影--[ 青春倆好三壞 ] 

How I Met My Best 

Friend's Date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8 年 5 月 11 日 微電影 

14 106 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

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愛一夏

36 分鐘完整版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8 年 6 月 4 日 紀錄片 

15 20181205 融 合 或 是 抽

離？特教資源班教學模式

受矚目 

佛光山人間衛視 2018 年 12 月 5 日 新聞 

16 微電影--[ 你看妳看  ]--妥

瑞症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9 年 3 月 28 日 微電影 

17 微電影--[ 你看妳看 ]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9 年 3 月 28 日 微電影 

18 微電影--[女孩卡卡]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9 年 4 月 10 日 微電影 

19 微電影--[女孩卡卡]--拒學

症教師篇 

微電影特殊教育 2019 年 4 月 10 日 微電影 

20 【博恩夜夜秀】蛤？適應

體育？ 

STR Network 2019 年 6 月 18 日 綜 藝 節

目 

 

而相關創作者的背景，若以 UGC 或

PGC 的方式分類，則皆為 PGC，即是以企

業、公司、團體或政府機關等作者為創作

者。尤以相關微電影皆是以「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為創作者，因「微電影特

殊教育」此創作者是在「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相關經費委辦下創作，透過委

託相關製作公司完成微電影，以進行相關

融合教育知識的宣傳，其餘創作者則為相

關新聞或娛樂媒體。是以，YouTube 中與

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多以微電影的方式呈

現，皆為 PGC 為背景的創作者，內容則多

為較為能吸引社會大眾，用較為輕鬆或吸

引人的形式進行拍攝，自 2015 年有第一部

相關影片發佈至今，幾乎每年都有相關內

容用以宣導融合教育的理念，其數量雖不

多但每年皆有新的內容可供觀看。 

二、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

的資訊分析 

將此 20 部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

關影片的影片長度、觀看次數、喜歡數、

不喜歡數、點讚比例、粉絲互動率、粉絲

觀看率及留言數等資訊，將其最小值、最

大值、平均及標準差進行比較分析，整理

後如表 2。從表 2 中可知，影片長度最短

僅有 2 分 53 分，是編號 15 由佛光山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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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視製作的「20181205 融合或是抽離？特

教資源班教學模式受矚目」新聞，由於影

片最短其留言數便為 0；點讚比例為 90%

為點讚比例最低的一部，其粉絲互動率為

0.69%及粉絲觀看率為 2.20%，顯示觀眾雖

喜歡該影片，但該創作者的粉絲對於該影

片並無很高的興趣。影片長度最長的則有

36 分 33 秒，是標號 14 的「106 年度大專

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愛一夏 36

分鐘完整版」，由「微電影特殊教育」進

行創作，其影片雖為最長，其留言數卻僅

有 1 則；點讚比例為 96.67%、粉絲互動率

為 1.03%及粉絲觀看率為 37.80%，顯示影

片長度過長也無法吸引粉絲或社會大眾所

關注。綜上可知，在 YouTube 上影片過短

或過長皆無法有效吸引觀眾注意，引起相

關的認同或留言。

 

表 2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資訊分析整理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標準差 

影片長度 2 分 53 秒 36 分 33 秒 16 分 45 秒 6 分 17 秒 

觀看次數 1,198 522,978 122,061 135215.16 

喜歡數 9 13,000 1,573 2836.62 

不喜歡數 0 117 35 37.35 

點讚比例 1 90.00% 100.00% 96.77% 2.07% 

粉絲互動率 2 0.28% 4.53% 1.47% 0.78% 

粉絲觀看率 3 2.20% 100.00% 83.94% 32.79% 

留言數 0 544 56.50 115.28 

註 1： 點讚比例為喜歡數除以喜歡數加不喜歡數換算出點讚比例，顯示給予影片回饋

者比例 

註 2： 粉絲互動率：為該頻道創作者的粉絲對該影片留言的比例，此數據為透過

influencer 所得 

註 3： 粉絲觀 看率： 為該 頻道 創作者 的粉絲 觀看 該影 片的比 例，此 數據 為透 過

influencer 所得 

 

此外，進一步以觀看次數進行討論。

觀看次數最少的為編號 15 由佛光山人間

衛視製作的「20181205 融合或是抽離？特

教資源班教學模式受矚目」，其觀看次數

僅有 1,198 次；觀看次數最多的則為編號

20 由 STR Network 製作的「【博恩夜夜秀】

蛤 ？ 適 應 體 育 ？ 」 ， 其 觀 看 次 數 高 達

522,978 次。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此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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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19 年 6 月才上架，約一年的時間便累

積了 52 萬多的觀看次數，其關注度十分

高，而該影片長度僅有 6 分 2 秒低於所有

影片長度。而觀看次數亦與喜歡數及留言

數成正比，觀看數最高的編號 20 的影片留

言有 544 則、喜歡數有 13,000 個，觀看數

最低的編號 15 的影片留言卻為 0 則、喜歡

數有 9 個。但在此 20 部影片中，每部影片

的喜歡數皆大於不喜歡數，點讚比率的平

均高達 96.77%。而 2017 年後有部分影片

會透過 Hashtag (#)的方式作為標記，以增

加影片的點閱性。綜上便可知，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其觀看次數與喜歡

數、留言數成正比，且點讚比率超過高，

顯示其內容受到網路上的觀眾所喜愛，惟

其留言內容直得深入探究，以確認是否為

正向的言語。 

三、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

留言的內容分析 

針對此 20 部影片中的留言，透過爬蟲

軟體抓取出總計 1,130 則留言，將所有留

言內容經分析後，先得出留言內容的詞頻

(term frequency)。詞頻意指文件中詞彙出

現的頻率或是次數，是衡量一個詞彙重要

性的一種指標。並透過詞頻內容，將文字

進行分析，整理成為文字雲，如圖 3 所示。

 

 

圖 3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留言文字雲 

 

經文字雲呈現後，可知其詞頻越高在

文字雲所呈現的文字越大。為更瞭解詞頻

狀況，將其頻率超過 30 次的詞整理後，如

表 3 所示。由表 3 中可知，最高出現的詞

為「博恩」計有 108 次，其次為「老師」

有 80 次，「真的」有 79 次，其餘大於 30

次的詞性皆為正向與支持的。其中最高出

現的詞為該節目的主持人曾博恩先生，其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13 

餘內容亦有討論微電影的「女主」、「主

角」、「可愛」等詞，皆與融合教育或特

殊教育無直接相關，但可知影片內的人物

是大眾觀看影片時非常關心與注意的一部

分。針對詞頻較高的留言，整體進行回顧

可發現大家對於「老師」在特殊教育中扮

演的角色予以極高的肯定，如「很感謝這

些拍攝人員付出的辛苦，每一間學校裡都

會有一種學習障礙的學生，但是透過一些

同學鼓勵加上老師的教材運用相信他可以

突破障礙，其實特教班他不是身心障人士

讀的，他是一位老師給你個別輔導讓你在

升學中獲得更多資訊」、「現在很少這種

老師啦雖然我很慶幸自己遇到很多好師長

但是也有遇到些為人師表很差且助肘為孽

的『教師』學習障礙的學生在台灣很辛苦

的感謝我遇上的好教師幫助了我」、「很

喜歡這次的主題，同時也很欣賞羅老師的

教育理念。現代的社會是不斷地進步，是

時候將一些古板的教育觀念做調整與更新

了，祝福這些學生未來都能有不錯的發展」

等。許多留言亦對影片內容給予高度肯

定，如「這集很棒～有康納秀的味道」、

「這單元很棒！」、「我覺得透過體育讓

一般生跟特教班玩在一起很棒耶！」等。

顯示其留言內容多以正向為主，願意給予

影片正向的肯定，並留下自己對於影片的

心得，充分展現出對於影片的關注，亦對

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給予支持。 

 

 

 

 

表 3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留言內容

詞頻整理表 

次數 詞 

108 博恩 

80 老師 

79 真的 

66 什麼 

58 可以 

58 特教 

54 哈哈 

53 國中 

53 體育 

51 不是 

48 自己 

45 教育 

42 可愛 

40 主角 

39 知道 

38 看到 

38 覺得 

37 女主 

35 同學 

35 影片 

34 喜歡 

33 那個 

32 這樣 

31 不會 

31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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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呈

現方式及內容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從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計有 20 部，多

以微電影的方式呈現，其他則以新聞類

型、紀錄片或綜藝節目形式呈現，內容部

分多以談論我國的特殊教育模式為主。其

創造者多為專業生成內容 (PGC)，主要是

由教育部進行拍攝或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專訪而成的影片。其影片長度平均為 16

分 45 秒，不因影片長短而產生觀看次數的

差異，但可發現過短或過長的影片內容，

較不吸引人去觀看及討論。其中最熱門影

片觀看次數高達 52 萬次，其喜歡數有

13,000 個，留言則有 544 則。而自 2015

年有第一部相關影片發佈至今，幾乎每年

都有相關內容用以宣導融合教育的理念，

其數量雖不多但每年皆有新的內容可供觀

看。 

(二)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片

觀眾接受度 

在此 20 部影片中，普遍而言受到觀看

者喜歡，每部影片的喜歡數皆大於不喜歡

數，點讚比率的平均高達 96.77%。其留言

內容多以正向為主，願意給予影片正向的

肯定，並留下自己對於影片的心得，充分

展現出對於影片的關注，給予融合教育理

念支持。 

(三)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的影片

運作策略 

YouTube 中與融合教育相關影片拍攝

的創作者多數仍集中在相關的教育主管機

關，僅有少數為 YouTube 的創作者，其成

效亦反應在觀看數的高低。本次分析的融

合教育相關影片中，觀看數最多的影片即

為擁有高知名度的網路紅人（俗稱為網

紅），在留言部份亦以該網紅名字為高詞

頻。結果顯示若需提高關注影片，必須要

找尋高知名度的網紅、明星或名人協助拍

攝，可造成較高的影片觀看數或關注話題

性。 

二、建議 

(一) 對研究內容的建議 

從過往 YouTube 相關研究中可發現

會對於相關影片資訊進行事實查核 (fact 

check)，而本次分析的影片已由研究者進

行初步篩選，故未針對內容正確訊息進行

檢視，且其影片量尚屬少，建議後續研究

若融合教育影片累積到一定數量，或是開

始有大量用戶生成影片出現時，可針對進

行影片內容正確性進行篩選探究。 

(二) 對相關教育單位的建議 

從本研究可知在 YouTube 上雖未有

大量與融合教育知識相關之影片，但每年

皆有新的內容可供觀看，且教育部投入大

量人力、資金拍攝影片。故建議教育單位

應有效運用這些影片，打破以往特教宣導

模式，透過讓學生運用自己熟悉的網際網

路觀看，吸引更多學生注意融合教育的議

題，透過 YouTube 的影響讓融合教育知識

得以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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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YouTube as a 

medium to disseminate understanding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in 

videos related to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sort out its dissemination form and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uses "integrated education" or 

"integrated" as the keyword search criteria on YouTube. The time sampling is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20, and the sampling object is based on my country. The video It should be 

set to be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After screening, there are 20 YouTube videos related to 

integrated education. Collate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for in-video found on YouTube more 

than a way of presenting micro-film integrated education related videos, and others at the 

type of news, documentary, or variety shows presented in the form. Related Videos 

assistance taken by the high-profile Internet and media celebrities, its high number of video 

view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may provide releva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ganized reference, as with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Keywords: YouTube, understanding of inclusive education, video search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