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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融入客家文化精神於弱勢學生之訓練，研

究實驗觀察其效果。被實驗之對象為，某國立家商綜合職能科智

能障礙學生。研究者依據客家文化之精神，編定訓練教材，以參

加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主辦之「跳躍生命的音符」第

十屆台灣中南區心智障礙者啦啦隊比賽，為具體努力目標做為激

勵。仔細講解客家在歷史上常年遷徙中，仍不忘注重讀書，尊重

長幼有序，在困苦環境中，鍛鍊出團結、毅力、刻苦、堅忍、硬

頸之精神特色。從客家文物、音樂、食物，讓受試學生體會客家

文化氛圍；在訓練中，遇挫折、艱苦時，便提示客家不屈服之精

神，鼓勵受訓學生。教師對這群受訓之智能弱勢學生之訓練，必

須比指導常態學生更多的耐心及毅力，這也是教師本著客家精神

的考驗，和受訓學生一起體驗客家文化之精神。

本實驗行動研究之結果，獲得的結論：訓練智能障礙學生加

入如同客家文化精神之毅力、刻苦、不服輸之精神時，訓練項目

之：

一、主學習舞蹈動作、體能訓練均獲得可以滿意之成效。

二、附帶學習之態度養成，受訓的學生們，因而獲得優良成績，

得到自信及喜悅。

因此，學生的溝通能力、居家生活、社會互動、自我照顧、

休閒娛樂等的學習能力，均普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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