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職場社會技巧課程實施經驗分享-以一所專科學校為例 

蔡明富、黃葳庭 

在《社交職人-大專校院特教學生職場社會技巧課程》一書編製完成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源教室黃葳庭輔導員及林寶鈺輔導員受邀前往屏東區一所專科學校進行職場社會技巧課程教

學，本文主要分享大專職場社會技巧課程在專科學校的實施經驗，供未來大專校院資源教室進

行職場社會技巧課程實施時的規劃參考。 

一、 課程規劃 
在眾多的社會技巧課程單元中，依據成員屬性、課程目標、課程時間進行課程規劃，以下

分述說明： 

(一) 課程目標 
1.本次團體於行前課程安排規劃與討論時，友校的老師希望可針對職前與職場中兩部分的情

境進行規畫，並加強學生在校園間較常見的弱勢能力，以利提升學生未來在面臨求職過

程中的心理準備與就業信心。 
2.此次活動名稱定為「出道練習曲-社會技巧成長團體」，期能針對即將面臨實習課程考驗的

身障同學在接軌職場之際，具備基本的職場社會技巧能力。 
3.友校原本各選定五門職場社會技巧，第一場次主題為練習合適的面試技巧，第二場次主題

為創造職場好關係，然因實際的課程時間為 1.5 小時，對於五個技巧的帶領會有實際的困

難，經與友校老師討論後，先修改為一堂課安排兩個社會技巧。 
4.第一堂課：為培養學生在面試準備中的能力，安排「我能準時抵達面試地點」、「我會穿著

合適的衣著」課程。 
5.第二堂課：為提升學生在職場的適應能力，安排「我會主動向同事問好」、「我會正確的接

聽電話」課程。 

(二) 成員屬性 
1.本次參與的學生共有八位，為專科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學伴，障礙類別為智能障礙及

學習障礙，其就讀科系為護理科、餐飲管理科、幼保科及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2.成員皆為專科三、四年級學生，未來即將面臨職場實習課程，會有面試準備及職場人際議

題的挑戰。 
3.成員組成如表所示： 

場次 就讀科系 年級 特教類別 

第一場次 

護理科 四 學習障礙 
幼保科 四 智能障礙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餐飲管理科 三 學習障礙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四 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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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就讀科系 年級 特教類別 

第二場次 

護理科 四 學習障礙 
幼保科 四 智能障礙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幼保科 四 協助同學 

數位媒體創意設計科 三 智能障礙 
 

(三) 課程時間 

1.依據專科學校的課程時間，每周三下午 15:00 至 16:30 為社團活動時間，為全校統一的空

堂時間，資源教室會於該時段安排相關知能課程，不致影響到學生的專業科目學習，學

生的參與意願也會提高。 

2.此次課程原先安排如下表所示，最後因為時間因素，每場次各上一個單元，第一場次上課

單元為「我能準時抵達面試地點」，第二場場次上課單元為「我會主動向同事問好」。 
場次 時間 課程單元 

第一場次 
110 年 11 月 24 日(三) 

15：00-16：30 
我能準時抵達面試地點 
我會穿著合適的衣著 

第二場次 
110 年 12 月 01 日(三) 

15：00-16：30 
我會主動向同事問好 
我會正確的接聽電話 

 

二、 課程實施 

將此課程在專科學校帶領特教生學習過程經驗、遇到的問題及可進行的調整方式，依據兩

場次課程進行程序整理如下： 

(一) 第一場次：我能準時抵達面試地點 

1. 成員整體表現： 

本次團體人數總共八位，特教類別主要為智能障礙、學習障礙，身障學生的助理人員(四位)

也陪同參加課程。學生多能穩定聽課，跟上進度，並給予適時的回應，無發生躁動或沉迷手

機之情事。 

2. 引發動機： 

開始的時候，輔導員使用錯誤版影片，來進行課程的破冰討論，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在影片的討論中，學員們也會願意主動發言，雖然剛開始有些害羞緊張，但經由講師的邀請

與回饋，皆能敞開心胸進行分享以及跟同儕互相討論。 

3. 示範： 

看過錯誤版影片後，發現學生對於準時已有初步的概念，從錯誤版影片銜接到正確版影

片的示範教學，學生都能接受，並思考自己是否可依循這四步驟學習到準時抵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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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時，講師也會不斷重複地唸出步驟一、步驟二、步驟三、步驟四的內容，並在

影片中說明步驟處停留，除了以口語方式幫助學員進行記憶之外，也使用視覺記憶的方式，

強化學員對於該社會技巧的內化。 

在觀賞影片中，學員也會分享自己會如何規劃行程，或自己曾經遇到過那些困難跟阻礙，

討論度佳。 

4. 規劃四步驟： 

在進行實際練習前，講師發下檢核表，並說明檢核表的使用方式，除了在觀看其他學員

的演練過程協助檢核對方的四步驟之外，也可以檢核自己的四步驟是否正確。 

然講師發現學員們對於要直接進行演練四步驟時露出疑惑的表情，較難直接進行練習，

考量學員本身的心智狀況與學習能力，故停留約 15 分鐘時間，讓學員們針對所選的情境，

於檢核表中先去寫出對於四步驟的進行順序。 

另外，對於智能障礙及學習障礙的學生，因為障礙特質影響，須提供緩衝時間，也需要

再單獨透過輔導員或講師進行一對一的解說，始能完成四步驟規劃。 

5. 演練： 

在進行演練前，為求情境的真實度貼近實際職場環境與面試情境，課程中有設計六種情

境供學員使用，情境的安排除了讓學員自行挑選之外，部分學員對情境無特別喜好時，也可

由講師進行安排，以利提升課程進行的順暢度。 

演練的過程中，學員們態度大方，可依序輪流練習四步驟，並完成練習，同儕彼此之間

也給予很正向的支持與鼓勵。 

6. 回饋與修正： 

整體課程的進行過程中，因考量學員的年紀較小，個性較為害羞，除了不斷地給予正向

的回饋與肯定之外，也發現學生對於四步驟的概念會有過多的擴充與錯誤解讀，以至於部分

學員的演練中，會產生過多且不必要的細節，因此講師會再解說一次正確四步驟進行提醒與

修正。 

7. 回家作業： 

課程結束前，輔導員提供回家作業讓學員帶回，並提醒須於下周課程進行時帶來，以利

講師了解學員對於第一次課程的實際理解與應用情形。 

8. 修改課程安排： 

原定兩門的社會技巧課程，因時間與人數上的限制，加上學員的心智能力與所需的緩衝

時間，僅完成一門技巧，因此課後講師與友校輔導員進行討論，修改為一堂課進行一門技巧

即可，以利學生可有效學習，增加基礎的練習能力，提升對技巧的熟練度。 

故第二場次的課程以「我會主動向同事問好」課程為主。 

(二) 第二場次：我會主動向同事問好 

1. 回家作業： 

第二次課程開始時，同學們皆有完成回家作業，並主動帶回課程中，練習的對象多為同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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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輔導員。而友校的輔導老師也回饋學員於上一次課程結束後，部分同學有積極的到

資源教室想要進行練習，也與學生的障礙特性(思考單一、固著)相關。 

2. 成員組成與表現： 

本次團體人數總共七位，其中一位同學因科系活動而未能參與，特教類別主要為智能障

礙、學習障礙，身障學生的助理人員(四位)也持續陪同參加課程。 

學員參與的穩定度有助於整體課程的連貫度，也可以看到學生進行回家作業的狀況，除

了增加社會技巧的熟練度之外，也理解到學生可將該技巧融入於生活之中。 

三、 課後回顧及檢討 

(一) 課程人數與時間安排： 

本次團體人數總共 8 位，特教類別主要為智能障礙、學習障礙，在文字書寫與語言表

達能力上較弱，對於步驟的記憶也需要給予時間進行練習。 

原本友校老師期待規畫一次團體課程中要進行兩門社會技巧課程，但在課程中發現，

講師須花較多時間進行社會技巧步驟的講解以及提供較長時間供學員練習，加上人數眾多，

所以在第一次的團體課程中，僅能完成一堂社會技巧的練習，故修改為第二次的團體課程

中進行一門社會技巧即可。 

(二) 需視學員情況提供規劃情境的彈性時間： 

原本課程進行中使用之回饋檢核表，原意是提供學員在其他學員進行演練時，可協助

檢核他人是否有完成步驟，但實際於課程進行中，發現學員需要先依據所選情境來規畫自

己要如何進行步驟練習，並由老師在旁協助提醒、說明跟討論後，始能理解四步驟的內容，

並記憶該社會技巧的四步驟，後續先在檢核表中寫下自己的四步驟內容後，才可順利的進

行情境演練，從中獲得成就感。 

(三) 學員對求職具有需求，提升投入度： 

因參加的學員已有職場實習的需求及經驗，在整體課程的進行中投入度高，能力較佳

的學生(例:助理人員)會主動與同儕討論，特教學生也會主動向輔導員或是講師詢問該如何

進行規劃，對於演練的重視程度高，也可看出學生對課程的重視度。 

(四) 學員的穩定度高，有助於社會技巧課程的連貫性： 

本次的參與學生皆為高年級生，已經逐漸接觸到職場實習的議題，也有學員已有實習

經驗，所以對於自己在求職的期待度高，也間接提高對於該課程的參與度，學員流動度低，

可使課程的進行更為連貫。 

(五) 強化情境的演練： 

考量本次參與的學生多為心智障礙類，對於記憶與操作須提供較多的緩衝時間，學生

們對於情境演練的接納度高，表現也十分認真，也於回饋資料中表示重複進行練習有助於

記憶該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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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紀實 

  
帶領學生熟悉四個步驟 學生認真參與課程進行 

 

 

 
兩兩一組進行演練 學生參與活動後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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