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社會技巧領域【叫我人氣王】編製說明 

壹、 基本理念 

    社會技巧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相處的能力，我們依著社會規範，在適當的情

境使用適切的方法與他人互動、溝通。但身心障礙兒童的社會適應問題在特殊

教育中一直是被關注的重點。因不適當的社交行為易導致身心障礙者不被社

會、同儕所接受與認同，而影響身心障礙兒童身心人格發展，因為個體在團體

中獲得接納，擁有歸屬感，直接會影響個人自我概念的形成，間接則會影響到

個體的適應（Hurlock，1978；張照明，1996）。許多身心障礙兒童不被同儕所

接納，有時並非其障礙所致，反而是不適切的社會互動。社交技巧的訓練，對

改善問題行為是有幫助的，因為根據 Meyer 和 Evans（1989）指出，身心障礙

兒童的問題行為是有其目的並具有社交功能的，透過社交技巧的訓練，可加強

身心障礙者問題行為的消除和支持行為的改變。 

貳、 編製目的 

一、 以學校為情境，增進孩子透過維持自身清潔增進同儕關係的能力。 

二、 透過解決妙招提升孩子整理物品的動機。 

三、 透過認識情緒進而覺察情緒。 

四、 利用「我訊息」處理並表達自身情緒。 

參、 教材分析 

    以「叫我人氣王」教材為主軸，討論學生在學校時可如何增進自己的人際

關係，將教材分為二大項。第一大項：自身清潔部分，其中又延伸出清潔篇和



整齊篇，透過解決妙招讓學生學習維護自我整潔以增進同儕之間關係；第二大

項：覺察情緒部分，其中分為如何覺察與表達我很生氣/難過和我很開心的情

緒，學生學習如何適切表達自我情緒以增進正向互動。 

肆、 教材特色 

一、 生活化 

    小組成員皆為國小特教教師，透過觀察班上孩子，找出孩子們最常

出現的社會互動問題，讓孩子從故事討論中，思考出一個最適合自己的

解決問題方式。(以下為社會故事大綱，繪本以此為主軸) 

                 

      清潔篇                          整齊篇 

                       

   開心篇                           生氣/難過篇 

二、 獨立性 

    教材之間雖看似連貫，但篇篇可獨立呈現。老師可依照孩子需學習

的項目自行挑選。如案例一: 孩子本身的生活自理不佳已嚴重影響人際

(自身髒亂)。建議從清潔篇為先，再上整齊篇。案例二: 孩子能維持自



身清潔，但無法整理自己的物品。建議老師從整齊篇下手。 

三、 故事化 

    每個主軸都由一個社會故事組成。透過社會故事繪本，讓孩子從故

事中學習解決方法，並思考及討論最佳的解決策略。 

  

四、 趣味化 

    課程中內含遊戲、活動，不但容易吸引孩子，還可以讓孩子在潛移

默化中學會正確地成為「人氣王」的妙招。 

 



五、 抽離角色 

   故事情境是孩子天天上演的問題，讓孩子透過當小棟好友的方式，

陪伴小棟解決問題，降低感覺被「糾正」窘狀。 

 

六、 實用性 

    單元中有附上前、後測供老師、家長、學生使用。透過前測，老師

可更清楚孩子在家、在校的真實情況，以及孩子認為此行為的重要性(了

解孩子的認知)。於課後有後測量表，能更清楚了解孩子執行情況是否

改變。 

 



伍、 教材架構 

 

陸、 教材內容 

本教材分為兩大主軸，內容如下： 

一、 自身整潔 

(一) 清潔篇 

1. 前測檢核表(教師/家長/學生) 

2. 社會故事繪本-透過小棟的故事讓孩子發現維持自身清潔的重要性

及維護自身及書包清潔能改善與同學間的人際關係。 

3. 透過教學簡報(以下稱 PPT)討論故事內容思考解決妙招。 

4. 透過第三者的角度，利用所學的解決妙招幫小棟解決問題。 

5. 後測檢核表(教師/家長/學生) 

(二) 整齊篇 

1. 前測檢核表(教師/家長/學生) 

2. 社會故事繪本-透過小棟的故事讓孩子發現維持自身及物品整齊的

叫我人氣王 

自身整潔 
覺察情緒 

(我渴望…) 

 

清潔篇 整齊篇 我很生氣/難過 我很開心 



重要性及維護自身整齊及物品整齊能改善與同學間的人際關係。 

3. 透過 PPT 討論故事內容思考解決妙招。 

4. 透過第三者的角度，利用所學的解決妙招幫小棟解決問題。 

5. 後測檢核表(教師/家長/學生) 

二、 覺察情緒 

(一) 認識情緒 

1. 小蜜蜂遊戲-察覺情緒，表達情緒。 

2. 情緒詞彙大挑戰-情緒表達的重要性。 

3. 心情日記-記錄心情與事件 

(二) 察覺生氣/難過的情緒 

1. 思考情緒察覺與表達的重要 

2. 社會故事繪本-小棟想與小優同組，但小優拒絕，小棟的情緒從憤怒

到悲傷，最後指導使用我訊息表達自己的情緒。 

3. 透過 PPT 討論故事內容思考解決妙招。 

4. 透過第三者的角度，利用所學「我訊息」幫小棟解決問題。 

5. 學習單-情緒事件處理單(生氣/難過) 

(三) 察覺開心的情緒 

1. 思考情緒察覺與表達的重要 

2. 社會故事繪本-小棟想與小優同組，且小優同意，小棟的情緒因過度

開心以至於不適切行為出現，最後指導使用我訊息表達自己的情緒。 



3. 透過 PPT 討論故事內容思考解決妙招。 

4. 透過第三者的角度，利用所學「我訊息」幫小棟解決問題。 

5. 學習單-情緒事件處理單(開心/綜合) 

柒、 使用說明 

一、 本教材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

特殊需求的社會技巧科目課綱為主要編製能力指標，目標如下： 

特殊需求領域對照能力指標 調 整 後 能 力 指 標 

1-b-2 衣物照顧 

1-2-2-3 能維護衣物的整潔，定期要求清

洗換新。 

1-b-3 儀容衛生 

1-2-3-1 能因關心外在儀容整潔，運用器

具適時清理儀容（如：梳子、毛巾等） 

 

 

2-b-1 環境清潔與維護 

2-1-1-1 能維持個人物品清潔（如：抽

屜、書包不放垃圾等） 

1-b-1 處理情緒技巧 

1-1-1-1 能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

緒（如：高興/快樂、生氣、傷心/難過、

害怕、討厭、害羞等）  

1-1-1-2 能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

緒 

1-4-1-1 能根據情境或情緒強烈程度，選

擇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 

4-b-1 自主行為 

4-2-1-3 能分析遭遇簡單問題時可能之

解決方法 

4-b-2 自律行為 

4-1-2-1 能觀察個人行為表現（如：衣

1-b-2 衣物照顧 

1-2-2-3-1 能覺察自己的衣物是否有

汙漬或異味。 

1-b-3 儀容衛生 

1-2-3-1-1 能透過照鏡子發現臉上有

髒汙需要清洗。 

1-2-3-1-2 能利用毛巾將臉、手擦拭乾

淨。 

2-b-1 環境清潔與維護 

2-1-1-1-1 能維持書包清潔。 

 

1-b-1 處理情緒技巧 

1-1-1-1-1 能分辨自己的正向或負向

情緒 

1-1-1-1-2 能命名自己的正向或負向

情緒 

1-1-1-2-1 能說出自己的情緒 

1-4-1-1-1 能選擇適當的方式表達情

緒 

4-b-1 自主行為 

4-2-1-3-1 能參與討論遇到問題時可

能之解決方法 

4-b-2 自律行為 

4-1-2-1-1 能覺察到自己衣物或書包



二、 適用對象: 本教材適用於中年級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 

三、 使用方法: 

(一) 本教材雖看似一貫，但篇篇可獨立使用。老師可依據孩子所需調整

使用。 

(二) 每篇附教案及課程 ppt、社會故事繪本老師可搭配使用。 

  

(三) 自身清潔篇有前後測檢核表。前測可讓孩子更了解孩子的實際情形

及孩子對此項目的想法﹔後測可看出孩子在課後的改變情形及實際

執行度，檢核表使用說明如下圖所示。 

i. 學生部份 

物、書包清潔度等） 

4-4-2-2 能從他人觀點檢視個人表現水

準 

4-1-2-2 能參照具體標準檢視個人表現

水準（如：對照功課表準備課本、作業做

好聯絡簿打勾等） 

的清潔度。 

4-4-2-2-1 能從他人觀點檢視自己人

際關係。 

4-1-2-2-1 能依照檢核表檢視自己是

否完成目標。 

繪本其中一頁 



 

ii. 家長/老師部分 

 

(四) 察覺情緒篇有情緒事件處理單，透過此學習單讓孩子更能察覺自己



的情緒並更適切的表達。 

 

 

 

 



捌、 未來教材建議與延伸 

  一、整體教材架構 

 

 

 

 

 

 

 

 

 

 

 

此架構為原整體教材架構，黑框部分為現階段完成部分，此教學模組已建

立，剩餘部分待之後完成。 

二、自身整潔篇： 

    於孩子理解自身清潔與能自我整理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後，能以正向的解

決妙招應用於學校生活，進而能自動自發延伸至家庭生活，改變自我生活習

慣，成為真正人氣王。 

三、察覺情緒篇： 

叫我人氣王

我能保持整潔 我能適當表達情緒 

在學校 在家裡

自身清潔 

桌椅周遭

工作櫃 

休憩場所 

讀書環境 

浴室 

察覺情緒 
我很生氣/

難過 
我很開心 

接納情緒 

表達情緒 

接納情緒 

表達情緒 



    當孩子能於老師指導下察覺情緒，並使用我訊息表達情緒後，進而能將

此能力類化於自我生活，並找到最適切且正向的情緒表達、情緒處理方法，

成為真正人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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