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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飛翔—大專身心障礙學生
自我探索學習之旅

大專教育階段是身心障礙學生重新檢視過去自我、思考未來的認同發展關

鍵時期。大專身障學生的自我探索歷程便是其認同形成的過程，透過大專身障

學生自我探索內涵及自我探索學習方案運作之相關文獻要義，研究者以行動研

究法，邀請 9 名大專身障學生組成共學團體，從探索、增能角度擬定自我探索

學習方案，重新認識自己，重塑自我意義及價值並探討其結果。該方案在為期

一學年的執行過程中，因學生們的強烈意願而修正學習任務，發展出一趟出國

探索學習之旅。本研究在走完整趟自我探索學習之旅後，對大專身障學生輔導

有新的體認： 一、以探索、增能為主之內涵有助其重建自我意義； 二、可藉由

反思協助學生將外在經驗與內在自我加以連結； 三、應重視學生個人自主性及

真實感受； 四、建構協同學習的環境，鼓勵學生在團體中學習。本研究也掌握

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意義及價值重建是個自主性高及持續認識並整合多元自我的

內在建構歷程。最後，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教師與輔導人員及家長可營造大專

身障學生探索、增能之支持環境。本研究並根據研究發現，分別對大專校院提

供身障學生輔導、引導大專身障學生重建自我意義與價值，以及未來研究提出

若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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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進入大專教育階段的學生處於青少年

過渡到成人階段，有「認同」的危機，但從

發展的觀點，這卻是一個轉捩點（Erikson, 
1968: 96），是個有各種可能性、可改變生

命的階段（Arnett, 2014；Hanson, 2014）。

學生在這個時期會增加判斷力與做得好的能

力，進而提升內在統整感（Erikson, 1980），

形成他們的自我意義（Kaufman, 2014），

再塑造「他們是誰（who they are）」及「想

成為什麼樣的人（want to be）」的形象

（Verhoeven, Poorthuis, & Volman, 2019）。

認同是要實現人類健康成熟與潛能的必要步

驟（Arnold, 2017），然而學者發現身心障

礙者（以下簡稱身障者）長期受社會制度及

主流文化提醒哪些是他們做不到的事，使得

許多身障者將這種外在觀點內化，認為自己

的能力比他人差（Gibson, Pousson, Laux, & 
Myers, 2018）。因此大專階段實為身心障礙

學生（以下簡稱身障學生）重新檢視過去的

自己，思考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自己的認同

發展關鍵時期。

認同無法由外在賦予（Erikson, 1968, 
1980），而是個體與所處環境持續互動

（Kaufman, 2014），透過生活選擇，構建

出具連貫性、整合感和方向感之一致的自我

理解、目標、價值觀和行為（Eichas, Meca, 
Montgomery, & Kurtines, 2015) ，最後逐漸

形成一套自己認定、具承諾感的信念或價值

體系（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2005）。

其中「探索」是認同的重要向度之一，尤其

個體在青少年晚期積極參與各種有意義的探

索，重新思考、整理和嘗試各種不同角色

和生涯規劃（Kroger & Marcia, 2011），透

過經驗、認知運作及資料蒐集處理，認識自

我及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以對未來進行選擇

及做出重要決定（Kroger & Marcia, 2011；
Pearlman-Avnion, Kenny, & Vortman-Shoham, 
2017）。這樣的探索歷程就是認同形成的過

程（Grotevant, 1987），對個體發展具有立

即與長期影響，應列為教育的重要目標，以

自我反思方式結合能力提升、個別興趣、自

我覺察、自我決定及自我調整等心理要素

與行為（Flum & Kaplan, 2006），在校內

或校外透過專題課程、各種學習方案或戶

外營隊等休閒體驗進行自我探索（Gillard, 
Hartman, & Craig, 2019；Kaplan, Sinai, & 
Flum, 2014；Sivan, Tam, Siu, & Stebbins, 
2020）。大專身障學生的自我認同也需要這

樣的探索過程（Glover-Graf, 2012），體會

障礙是他們的一部分，而非全部（Gibson, 
2006），認識含括個人的、公民的、專業

的多面向的自我（Hanson, 2014）。是故，

如何協助大專身障學生擁有自主權，進行

多元體驗，探索不同面向的自己，建構「自

己是誰」及「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自我

意義，是目前國內研究所缺少而實務上卻

亟需探討的議題。 
教育部在國內大專校院廣設資源教室

提供身障學生學業、生活、心理和轉銜輔導

服務，然而，研究發現自我認同是大專身障

學生心理社會發展中最低的項目（李育逢，

2010），他們的教育需求不宜僅著眼於弱勢

補救或協助，而應關心其內在潛能的提升、

實踐與應用（鄭聖敏，2014），以成為「社

會潛在的人力資源」，服務及貢獻其所處社

會（林坤燦、羅清水、邱瀞瑩，2008: 3）。

這種從「弱勢補救」轉變為「探索、增能」

的輔導觀點，有待實務現場的多元嘗試，以

探求具體落實之策略。

研究者在與大專身障學生互動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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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常有自我設限或對未來發展感到迷惘的

情形，即便提供心理輔導，仍未能改善。有

鑑於大學經驗將成為學生生命的一部份，且

影響他的未來，學校應提供學生更新其自我

意義的機會，協助發展更有智慧、想法，更

理想的自己（Hanson, 2014）。是故，本研

究以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意義與價值感的探索

和重建為重點。然而，自我意義橫跨不同面

向，也無統一樣貌，因此，研究者採行動研

究法，在大專校院原有之身障學生輔導工作

外，嘗試規劃一個自我探索學習方案，邀請

大專身障學生以個人內在自我為出發點，透

過自我探索、增能體驗行動及反思，重新認

識自己，思考「我是誰」、「我能做什麼」、

「我需要什麼」及「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等問題，建立自我價值感。研究者亦藉由參

與觀察，掌握整個行動過程及學生經此過程

的改變，並期待此一探索、增能行動能作為

日後規劃大專身障學生輔導之參考。

文獻探討

一、�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之內涵及
相關研究

大學時代是學生探索各種理想，檢視

過去和想像未來，整合成一種心理社會模

式，並重新思考個人角色與責任，讓未來生

活有價值、意義及目標的黃金時期（Baxter 
Magolda, 2014；McAdams & Guo, 2014）。

相較於一般學生，身障學生的自我探索更要

納入對自己是一名障礙者及所處社會位置

的了解（吳惠慈，2013；O’Shea & Kaplan, 
2018），再經由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
與自我建構（self-construction）交錯運作的

探索過程，結合情感支持，鼓勵個體認識

潛能，訂定相對應之目標及理想；以及運

用認知策略，考量外在情境做最有利的認

同 選 擇（Schwartz, Kurtines, & Montgomery, 
2005），重建其自我意義及價值感。

大專身障學生認同探索之議題尚未受

到關注，國內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探討其心理

社會發展現況（李育逢，2010；洪宜昀，

2002；黃竹瑩，2017），回溯其等在不同面

向的認同建構歷程（吳惠慈，2013；林郁

青，2010；張稚鑫，2004）。國外對此議題

的相關研究也有限，有學者透過問卷調查指

出肢體障礙青年認同探索程度低於非肢體

障礙者，但二者差異未達顯著（Dominiak-
Kochanek, 2016）。也有學者在協助 3 名 21
至 24 歲高功能自閉症青年轉銜至職場的研

究中，發現越能自我覺知、接納、理解自己

障礙且不以障礙來界定自我的自閉症青年，

越能成功的融入社會（Pearlman-Avnion, et 
al., 2017）。

綜合以上，引導學生不被自己障礙侷

限、認識自己興趣及潛能、想像未來的自己、

設定自我目標等主題是本研究規劃自我探索

學習方案可參考之內涵。

二、自我探索學習方案之運作

大專身障學生如同一般青少年需要持續

不同面向的探索與生活經驗，透過個人經驗

的敘說與對話（McAdams & Guo, 2014），

在部分、全部，或不同主題上來回探索自我

（陳蓉，2015）。他們參與學校提供的加

廣或加深學習機會，並在教師安排適當時

機，個別調整介入措施，以及支持的互動氛

圍下，檢視、探究、評估學習內容及行為與

「我是誰」及「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相

關性和意義，並藉由反思，持續進行自我定

義的建構與再建構，形成一個結合動機與



•4•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學習的複雜、動態、情境化過程（Flum & 
Kaplan, 2006；Kaplan et al., 2014；Verhoeven 
et al., 2019）。這個過程可經由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方式，讓學生平等

參與，彼此尊重，進行深度討論，重視個別

能力和貢獻，強調合作、互學而非競爭，一

方面達成特定的學習目標（陳凱謙，2014；T. 
Panitz & P. Panitz, 1998），學生也在與其他

同儕合作的經驗中學習成長（Cabrera et al., 
2002）。

協同學習是實踐學習共同體教育理念

的具體策略（李真文、羅寶鳳，2010；傅天

韻、張芬芬，2017），也是一種適用在高等

教育的教學法（Cabrera et al., 2002；T. Panitz 
& P. Panitz, 1998；Wren & Harris-Schmidt, 
1991），行政人員、教師或學生均可參與，

共同探究，一起學習或完成團隊計畫（Wren 
& Harris-Schmidt, 1991）。教師在這個學習

團體裡的角色，不再是個知識提供者，而是

個協助者（Cabrera et al., 2002），也是個學

習者（歐用生，2013），傳遞對學習的熱忱、

關注學生學習、提供其建構知識的機會、鼓

勵學生與同儕或其他專業互動，以及讓學生

感覺受尊重與被接納、對冒險和犯錯有安全

感等，這也是支持學生自我探索的重要環境

特徵（Flum & Kaplan, 2006）。

綜上所述，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學習

方案可採協同學習之精神，形成一個含括教

師及學生的共學團體，所有成員地位均等。

教師的角色是個協助者，提供一個結合認知

及情意面向的支持情境，先引發學生的探索

動機，再提供符合其個別需求的加廣、加深

增能學習經驗，並藉由行動後的反思，引導

學生將此經驗與過去的我加以連結，重新認

識自己，思考並重建「我是誰」及「我想成

為什麼樣的人」的自我意義與價值。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嘗試從探索、增能的角度，協助

大專身障學生重新認識自己潛能，更新其自

我意義，重建自我價值感，採行動研究法，

設計以自我探索為核心之學習方案，徵求具

有探索動機的大專身障學生為研究參與者，

藉由實際體驗，讓每一名學生不只呈現表象

的參與行為，還能一起經歷自我反思、理

解、覺醒與批判的歷程，持續不斷調整與修

正自己的概念思維、實踐行為與經驗內涵，

且賦予整個行動不同的意義觀點（高淑清，

2008）。而研究者也在此行動過程中，提升

對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之知能，並探尋大

專身障學生輔導之可行之方向。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北部某大學為主要研究場域。

該大學係一所國立綜合型大學，擁有 9 個學

院，大學部有上百名身障學生，男女身障學

生比例約為二比一，涵蓋各種障礙類型，校

內設有資源教室並進用專職輔導員提供服

務。然而，研究者觀察到該校身障學生受到

了傳統社會文化，甚至家庭對他們抱持之

「限制」觀點，並將這樣的觀點內化（吳惠

慈，2013；Gibson et al., 2018），限制了自

我價值感。因此，研究者組成研究小組，徵

求 9 名具探索意願之身障學生共計 12 名研

究參與者，共同展開身障學生自我探索學習

之旅。

三、研究參與者

（一）身障學生

研究者透過該校資源教室公告招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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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生採自由報名參加，並無特殊資格限

制，唯一要求是必須全程參與，不可半途而

廢，因此確認要報名參加的學生必須簽署學

習契約書，以展現學生參與探索的決心；

如中途退出，需有充分理由。最後有 9 名

學生報名參加，其中 8 名為男性，女性僅 1
名，分別來自 5 個學系的大一、大三及大

四學生。這些學生中有 4 名是視覺障礙者，

視野狹窄，夜間視力不佳，在陌生環境須

引導；有 2 名腦性麻痺患者，身體平衡感

較弱，移動時需扶手且速度較慢；學習障

礙者 1 名，需要書寫輔具及報讀服務；肢

體障礙者 1 名，有手部肌耐力弱之限制；

還有 1 名以輪椅代步之多重障礙者，無維

持身體姿勢、轉移位及行走等能力，手部

動作能力及肌力亦有限。

（二）研究者

研究者共 3 人組成研究小組，皆為該校

編制內教研人員，各自擁有身心障礙或資賦

優異領域之不同專長，其中二名研究者曾擔

任該校資源教室的督導老師，對於資源教室

提供身障學生之服務相當嫻熟；另一名研究

者也曾與學生家長電話晤談，擔任身障學生

社團指導老師。三名研究者雖和該校身障學

生有互動，但非輔導員角色，平時也未提供

學生直接服務。研究者在整個行動過程中，

共同擬定學習方案；分別擔任活動引導者，

帶領學生反思及回饋，並觀察學生，適時調

整、修正活動內容或進行方式。此外，一名

研究者另行負責學習方案相關行政事務規劃

與執行。綜合而言，研究者兼具雙重角色，

對行動研究而言，研究者扮演方案內容規

劃、反思引導、研究觀察、檢討修正及資料

蒐集的角色；對學生而言，研究者則扮演資

源整合、機會提供、探索支持及過程陪伴之

角色。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有四：

（一） 觀察紀錄：記錄學習方案執行期間，

學生與研究者或周遭人事物之互動情

形。

（二） 書面檔案：包括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

畫、學習方案報名表、作業、心得，

以及講師之講義、簡報等。

（三） 討論紀錄：記錄研究小組之會議結果，

以及學生與研究者或學生間的討論。

（四） 研究日誌：研究者分別記載活動進

行、與研究小組或學生互動之心得

或反思，以及在研究中對自我角色

之省思。

五、研究歷程

本行動研究自 2018 年 9 月展開至 2019
年 7 月學期結束為止，其歷程可概分為「行

動前」、「行動中」及「行動後研究」三大

階段（蔡清田，2013）。「行動前研究」階

段即為本研究之行動起點，研究者先組成研

究小組，一方面分析現況，確定本研究之行

動主軸、進行方式、資料蒐集和分析方法及

期程；一方面則彙整文獻要義，確定方案核

心理念，規劃初步架構、執行策略、預期目

標等，並著手準備相關表件以掌握學生參與

之表現。研究者在「行動中研究」階段和學

生討論確認其權利與義務、方案內涵與執行

方式後，便依方案規劃展開行動，並在每一

次行動後即進行檢討、微調或修正後續行動；

在「行動後研究」階段，研究者整理所蒐集

之各項資料並加以分析，以掌握學生參與自

我探索學習方案之表現並評估成效。

整個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則以面對問

題、解決問題之精神貫穿整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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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了豐富的質性資料，在整理

及分析資料之前為防洩漏個人身份及隱私，

設定以 S1、S2、…S9 代表個別學生；以

P1、P2、…P9 為對應之學生家長；以 R1、
R2 及 R3 代表研究者。其次，設定不同研究

工具資料代碼，如，表件／檔案（件）、觀

察紀錄（觀）、課程講義（課）、學生作業

（業）、心得（得）、師生討論（論）、會

議紀錄（會）、通訊軟體討論（通）、研究

日誌（誌）。最後將所有的資料依工具類型、

資料來源、資料獲得日期之順序編號，進行

去連結之處理，以確保所分析之資料無法再

辨識其代表之真實人物。如，觀 _R31071215
意指 R3 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5 日所進行之

觀察記錄；論 _S71080218 則指 S7 在 108 年

2 月 18 日的討論內容。研究者將所有資料編

碼後，反覆閱讀資料，先標示出符合研究主

題且有意義之文字，形成概念單位；再將概

念單位進行跨學生、資料蒐集來源與方法之

分類，統整相近之概念形成更高層次的類別

並加以命名，並持續進行反面或變異案例的

分析；最後，則連結類別之間的關係，將意

義相近之類別組合成最高層次的主題。

七、研究信賴度

本研究歷時一學年，透過長期進行、

持續觀察，廣泛的蒐集來自學習方案及學

生多來源、多形式之資料，進行不同方法、

不同來源及不同資料分析者的三角驗證，

以提高本研究之信賴度。此外，研究者身

兼多元角色，故在資料蒐集及分析過程中

對自己觀點的檢視，自己對研究過程與方

向的掌握、想法及因應，省思自己的角色

對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等，亦詳實的記錄

在研究日誌裡。

八、研究倫理

研究者秉持誠實及尊重的態度與學生

互動，包括在研究正式開展前進行說明會，

告知研究目的和參與者權利，並解釋資料

蒐集及其運用，悉心解答疑問，確定其參

與意願並請其簽署各項資料的使用同意書。

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係以學生之權益及福

祉為首要考量，並在此前提下規劃、執行、

評估及修正研究內涵與行動，確定學生及

研究者均能透過本研究獲致預期的成果，

彼此間沒有剝削的問題存在，也和學業修

課成績無關，同時確保本研究是「為了教

育」而非滿足研究者需求之研究（引自潘

世尊，2005: 111）。

結果與討論

一、�行動起點—研擬方案內涵與執行
策略

（一）研究者行動

1. 擬定學習方案草案

研究者在了解大學身障學生適應現況及

資源教室原有之服務內容，並整理認同探索

之相關文獻後，決定聚焦在學生的自我意義

與價值重建，規劃一個「引導學生跨越障礙，

多元探索、增能，並透過行動、實踐，重新

認識自己」（件 _1070917）之「逆風飛翔學

習方案」（以下簡稱逆風飛翔方案），取其

「身障學生之障礙限制，猶如逆風一般，然，

期待他們能透過學習方案，發現及發展個人

潛能，進而展翅飛翔，隱含逆轉勝的快感」

之義（通 _1071003）。

研究者透過多次討論（通 _1070917、通

_1070921、會 _1071001），確定以鼓勵身障

學生勇敢挑戰自我，進行多元探索與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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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認識自己，重塑自我意義及價值為方

案目標，並根據此目標，考量學生課業、可

運用之課餘時間及學校行事曆等，安排一學

年的學習活動。學習方案之設計原則如下：

(1) 初步規劃三階段，分別在前期以多元探

索、自我覺察及技能提升為主，共 20 小

時增能課程；中期讓學生跨出校園，依自

己的目標和需求，自訂校外的體驗學習計

畫並付諸行動；最終於後期辦理學生的自

我探索學習成果分享會，邀請校內師生甚

至家長前來聆聽。

(2) 依多數學生需求主題聘請專業講師，以講

述、實作、討論、發表、引導反思等方式

進行。

(3) 強調學生的主動性與企圖心。學生須簽

署學習契約書，並從出席、課堂參與、

心得撰寫、口頭發表和回饋等向度評估

其表現。

(4) 以協同學習精神為方案運作基礎，所有學

生及研究者組成共學團體，彼此學習、尊

重、信任及支持。

2. 召開學習方案說明會

研究者先請校內資源教室輔導員協助公

告資訊以招募學生，並召開一場說明會，直

接回答學生疑問。說明會當天有 10 名學生

參加，研究者簡報說明逆風飛翔方案的名稱

意涵、方案目標、初步架構及運作型態、研

究者與學生之角色、權利與義務，其中校外

自我探索學習計畫議題引起學生關注。研究

者說明此計畫之用意乃期待學生能檢視自我

需求，主動訂定興趣探索或優勢增能之自我

學習目標，設定挑戰任務。

（二）學生行動與表現

最終參與方案學生共 9 名，均透過

報名表傳達其參與動機，有的學生表示了

解方案的規劃後，「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安

排自我學習計畫的好機會，有助於自己的

生 涯 探 索 」（ 件 _S21071006）； 有 的 學

生認為「要增進自己的能力與開闊眼界」

（件 _S71071008）、「自我成長」（件 _
S91071007）、「自我挑戰，學習面對更多

不同的環境跟困難」（件 _S81071007）。

學生也期待透過本方案「嘗試做一些過去

沒有做的事情，有一些自我突破」（件 _
S51071009），「更了解自己，讓自己視野

更加開闊，也督促自己努力向上」（件 _
S81071007）、「能產生不同的火花和學習」

（件 _S31071008），或是更為具體的「找

到自我規劃的方法」（件 _S21071006）、

「 增 加 口 語 表 達、 穩 固 臺 風 」（ 件 _
S61071008）、「 增 加 溝 通 技 巧 」（ 件 _
S71071008），並「將收穫運用在生活上」（件

_S41071008）。學生們更期許自己「自主、

自立」（件 _S31071008、件 _S91071007）、

「勇於表達」（件 _S71071008）、「更有自

信」（件 _S81071007），也「希望帶給我充

實且獨特的大四生活，也帶給我的人生巨大

改變」（件 _S11071009）。

除了在報名表上展現參加動機、對方案

的期待及自我期許，學生都簽署了學習契約

書，承諾全程參與，堅持到底絕不中途放棄，

且認真學習，按時完成所交付的任務。

（三）行動省思

研究者有感於學生的動機及期待，不斷

地從學生、教育人員、資源運用等各種角度，

多元面向交錯規劃學習方案，並讓學生們有

更多機會參與設計學習內容，期待能提供學

生最符合其個別需求的引導。

初步規劃之逆風飛翔方案由研究者引

發學生探索、認識自己的動機；再透過經學

生討論選擇的主題活動引導其實際探索、提

升技能及自信，並協助學生擬定寒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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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學習計畫且加以執行、分享成果，期待

能引領學生持續修正其對自我之認識並更新

其自我意義。除了方案之目標與內涵，在運

作上，為了建構團隊成員地位均等的氛圍，

藉此拉近彼此關係，此共學團體由其中一名

研究者負責「班長」一職，學生推舉一名代

表擔任「副班長」，期望透過這樣的職務設

定，讓研究者和學生之間可以平等溝通、互

相討論，營造支持的互動情境，讓學生感受

來自研究者的尊重與接納（Flum & Kaplan, 
2006；Verhoeven et al., 2019）。但，逆風飛

翔方案設計之初心即強調學生的動機與自主

權，方案架構僅是研究者單方面的構想，尚

待第一次上課和學生討論和確認，這也是研

究者期待看到學生展現的自主性與企圖心

（Kaplan et al., 2014）。

二、行動開展—自我探索與挑戰

（一）研究者行動

研究者在跟學生討論並確認逆風飛翔方

案內容後，便依據決議安排相關活動，卻發

現因方案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且時數有限，故

僅能以主題式課程來涵蓋學生所期待之方案

內涵。研究者也在課程中持續提醒學生準備

中期的自我探索學習計畫並思考進行方式，

此學習計畫以學生個人需求為核心，內容不

限，但以校外學習為主，關鍵在於自己設定

目標、自己檢視成果，於寒假執行完畢，在

後期進行成果分享。研究者亦將學生分為三

組，由每一名研究者負責與一個小組進行主

要互動，在過程中給予適時的引導及回饋。

研究者之間則定期討論以掌握方案運作情

形，並視學生表現提供建議。

研究者及學生各自在忙碌的生活中因著

方案的進行，彼此交錯、互動。

（二）方案內涵與執行

研究者和學生於第一次上課充分討論

後，確定以自我探索和自我增能作為逆風飛

翔方案前期之重點，主題涵蓋：1. 相見歡、

學習方案討論及設定方案自我目標；2. 認
識自己；3. 精進組織技巧及簡報能力；4. 提
升說話和溝通能力；5. 精進組織技巧之應

用；6. 與自我及他人相處；7. 提升自信。方

案成員們是伙伴關係，以共學團體形式運

作，彼此學習、尊重及支持；以「樂於學

習、重於思考、勇於表達」及「不遲到、不

早退、如期交作業」為方案參與守則（課

_1071017）。每次活動主題和內容在執行時

依實際狀況微調，但不變的是每次活動均從

參與守則的提醒揭開序幕，強調實作、反思、

分享，並鼓勵學生主動給予他人回饋。

（三）學生行動與表現

學生隨著活動進行，展開了自我探索

學習之旅，自己設定目標、自我增能並透過

對話與反思，將經驗與自我連結。研究者觀

察到大部分學生都很樂意提出自己的想法，

即使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不一樣，也能暢所欲

言（觀 _R11071017、觀 _ R11071024）。不

過，也有極少部分學生說話和人際表現較無

自信，需要較長時間相處才能勇敢地表達（觀

_ R11071024）。研究者在過程中不斷鼓勵，

且提醒方案參與守則，幾節課之後學生表現

漸入佳境（誌 _ R 11071126）。

1. 重新聚焦自我

學生藉由未來圖像的想像活動，思考

一至五年後的自己：有的希望能當講者或

老 師（ 業 _S11071017、 業 _S71071017、
業 _S81071017）， 擬 定 出「 一 年 後 能 通

過教師檢定，進入學校實習；三年後能回

家鄉工作；五年之後能安定下來，奉養父

母 」（ 業 _S71071017） 的 具 體 圖 像； 有

的設定明確目標，如，進入研究所（業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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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071017、業 _S51071017）、學習語言或

才藝（業 _S21071017、業 _S41071017）；有

的則期待自己為特教發聲，規劃進行身障議

題的倡議（業 _S21071017、業 _S31071017、
業 _S51071017），甚至參與政治（業 _
S51071017）。另有學生期待當旅人、領隊、

公務員、體育主播、特教專家或身障人權

倡議者（業 _S11071017、業 _S31071017、
業 _S61071017），也有學生以更獨立、自

信、對人表達關懷等情意表現為目標（業 _
S81071017、業 _S91071017）。

這些多樣的結果也引發學生反思：

「從小我們的義務教育或父母就

已經幫我們把好幾年的課程都安排好

了，......，能為自己做選擇的機會很

少，......，剛好利用這次機會，讓我好

好想想我要的到底是什麼。」（得 _
S11071017）

「在我大一剛進大學就讀時目標

就是畢業考公職就業，但是隨著幾年

來的摸索開始轉變想法，覺得自己想

要年輕、熱血的時期做一些有關於特

教、身障人權議題的事情。」（得 _
S31071017）

學生透過未來圖像活動激發其思考並

反思自己過去的經驗和作為，發現過去所做

的決定並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而隨著

時間推移，在和研究者持續討論的過程中也

覺得自己的觀念和想法會改變，可以不斷調

整、修正自己的方向。

2. 勇敢面對自我

逆風飛翔方案期待學生能展現主動學習

及負責的態度，因此鼓勵學生勇敢表達想法

或隨時進行自我反思。

「我想參加辯論培訓課程來增加本

身對外論述能力，但老師在詢問大家想

上什麼課程時，我並沒有說出來，......，
我應該要趁此機會更踴躍地表達我自己

真正想上的內容。」（得 _S21071017）
「我覺得自己在課堂中都是被點名

才發言，應該要更積極主動地表達自己

的想法，這也是我未來想增強的能力之

一。」（得 _S41071017）
「之前寫過要加強主動發言的部

分，但是很多時候我還是沒什麼特別

的想法，......，我覺得多傾聽他人想法

及意見也是很棒的學習方式。」（得 _
S41071029）

學生們誠實地檢討自己，勇敢面對自

己有所為與不為的部分，多名學生點出自

己在口語表達和溝通技巧需要再更進步，

認為應該更主動積極提升自己的態度和能

力；對於課堂上進行的活動也躍躍欲試。

3. 共學團體的體驗

逆風飛翔方案希望能建立互學機制，不

僅養成學生觀察學習的習慣，更期待學生之

間能形成支持伙伴關係。學生對此方式也有

積極的回應：

「第一次上課最讓我感動的是大家

會利用課後時間三三兩兩互相交流、給

予建議與鼓勵，雖然目標不同，但卻像

個團隊。」（得 _S11071017）。

「這次參加的成員裡面有幾名不太

熟識的同學，我決定要透過這次的機會

與他們認識，......，這些學生每個人身

上都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及風格，這些獨

特的個人元素肯定能對人生經驗擦出不

一樣的火花。」（得 _S31071017）
本方案以協同學習精神為基礎，建立共

學團體運作模式，學生們和研究者經過幾次

課程活動不斷地討論與反饋、觀摩與反思的

運作之後，逐漸展現彼此尊重、支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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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認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想

法和意見，雖不見得相同卻能互相欣賞，而

且可以互相交流和學習。

4. 展現出國學習意願

學生討論在方案中期跨出校園去學習的

地方，幾名有旅行經驗的學生拋出了出國體

驗的點子，獲得其他學生的共鳴。學生們經

過數次討論後，逐漸浮現去美國的想法，也

對去美國體驗學習表達強烈意願：

「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活處處受

到環境限制，在自家之外的地方參與活

動、過夜都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
想要再次向老師傳達自己相當想要

得到前往美國交流的機會。」（得 _
S31071017）

「大家真的都很想去美國，我私下

聽到有人說他以前從來不敢想可以去那

麼遙遠的地方，...... 我也是一樣，我的

英文很破，...... 要搭十幾個小時飛機飛

越太平洋，我媽媽很不放心，只有參加

學校的活動才有可能去，我也很想趁這

次機會讓我媽媽知道我可以的」（論 _
S21071018）

「我的英文爛到不行，可以說只

認識 100 個英文單字吧，如果不是這次

跟著大家一起，我一定不可能，...... 我
蠻想去看看美國的大學長什麼樣子、

美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有 多 好。」（ 論 _
S51071025）

「我在想：如果出國經費不夠，我

可以去打工存錢，我真的很不想錯過這

次去美國交流的機會，也很希望能認識

美國的大學生。」（論 _S11071026）
學生們從一開始的探索，覺察自己

所受的內在與外在限制，到勇敢展現其意

願，渴望前往美國實地體驗、印證自己的想

像……。這一路走到此，學生願意踏出在臺

灣的舒適圈，接受未知的挑戰，探索人生地

不熟的陌生國度，需要極大的勇氣。

（四）學習方案的修正

研究者帶領學生釐清其現階段對自己的

想法，也對未來有無限想像。研究者發現「他

們真的信守在學習契約書所簽訂『參加過程

中認真參與和學習，並按時完成所交付的任

務』的承諾」（誌 _R11071105），只是「學

生反思與自我統整需要更多時間醞釀」（誌

_R11071029）。此外，學生間已建立某種程

度的革命情感，尤其大家表現出強烈出國意

願後，彼此鼓勵、想方設法，期待大家能順

利成行。如，英文程度好的學生推薦購買英

文書籍惡補；行動不便的學生蒐集出國之無

障礙措施相關資訊；擔心旅費不足的學生以

實際行動打工存錢；體力不佳的學生開始運

動健身以增強體力；家長擔心安危不肯鬆口

放行的學生想盡辦法說服父母……，大家都

希望自己對整個團隊前進美國有所貢獻，更

不要成為團隊的負擔。

儘管學生興致高昂，研究者衡量要帶

領一群身障學生出國，茲事體大，尤其安全

是一大考驗，那完全超出研究者的過去經驗

與最初的方案規劃，而且學期已經開始，

出國準備也非短時間內一蹴可及，經費也是

一大問題……。但研究者反思學生的動機與

自主性，甚至自我挑戰的勇氣是本方案的預

期目標，帶領學生至此，研究者豈有因經

驗缺乏不予支持？但這將會是此共學團體

的一大挑戰，包括研究者的自我挑戰（會

_1071105）。

三、調整方案—跨出舒適圈

（一）研究者的行動調整

研究者一邊安排逆風飛翔方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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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持續討論出國學習的可行性，盤點人力

和物力資源後，最後決定以 9 名學生全數出

國為行動目標，並著手準備，包括：向校內

行政單位報備取得同意、擬定出國計畫、尋

求校內外資源和經費等。對於出國地點，經

考量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以下簡稱 UT）特教系

JP 教授為研究參與者所就讀之大學資源教

室的國際顧問，而 UT 也是一名研究者的母

校，熟悉校內外環境，經多方評估後決定

以 UT 為目的地。另外，陪同參訪人員經考

量研究者為單一性別，且有一名研究者因個

人因素無法前往，便邀請資源教室研習講

師 H 師同行（會 _1071024、會 _1071105、會

_1071210）。

由於出國前時間緊湊，研究者與學生任

務分工：學生仍以多元探索、自我理解及自

我增能為核心，各自擬定其出國的學習目標；

而整體出國規劃由研究者主導，並視學生的

學習目標加以安排。然如何解決使用輪椅

的 S3 需要生活助理員協助其身體移動、如

廁和淋浴，著實讓研究者反覆討論。最後考

量學生希望在沒有家長陪同的狀況下前往異

國學習，研究者思考或可由共學團體內其他

學生幫忙，一來對於提供協助和被協助的學

生雙方皆是學習機會，二來也能解決輪椅學

生需要生活協助的特殊需求。期間研究者也

向學生強調出國行前準備、旅途注意事項及

返臺後的成果展現，並提醒學生忙著準備期

末課業時也要留意班長的重要訊息通知（課

_1071126），隨後舉辦了簡易的參訪說明會

（課 _1071226），並期許這個共學團體成員

更能互學、尊重、信任及支持，攜手完成一

趟探索冒險之旅。

（二）學生的行動調整

每名學生得知自己獲得出國學習機會，

莫不興奮萬分，後續也多能配合整個團隊展

開一連串的出國準備。

1. 擬定出國自我探索學習計畫

每名學生評估自己需求，擬定出國自我

探索學習計畫及預期達到的目標，並提出自

己在出國期間的特殊需求，之後和研究者討

論、調整使之可行後定案。

2. 準備交流報告及自我介紹

學生 9 人採固定 3 人一組，從「簡介研

究者就讀的大學」、「介紹大學資源教室」，

以及「報告臺灣特殊教育現況」三大主題中

擇一，準備約 5 分鐘英文交流報告，由學生

草擬內容後和研究者討論、確認，再進行口

頭練習。此外，每一名學生也要準備簡短的

個人英文自我介紹，並設計自己的名片以便

出國時與 UT 學生交換聯絡資訊。

3. 練習英文溝通

學生英文程度有極大落差，因應出國，

新增英文練習機會。首先，添購一本英語常

用會話及一本介紹臺灣的英文書作為工具

書，除供學生平日練習和準備交流內容，也

方便參訪期間攜帶使用。其次，研究者規劃

新增四次集訓課程，內容包括個人自我介紹

及交流報告內容討論及修改，以及外聘 UT
畢業的美籍英語教學博士到校，指導學生實

際演練。

4. 著手行前準備

另有一些學生出國必須準備事宜，包括：

（1）辦理相關手續：申請新護照或確認舊

護照有效期、申請電子旅遊許可證（ESTA）；

（2）熟悉德州資訊：了解 UT 與各參訪單位

的基本資料、德州歷史／文化／旅遊景點等；

（3）準備個人用品：依個人需求而定，包

括英文版的相關疾病診斷證明書、自備小禮

物、個人的學習或生活用品等。另為因應 S3
需使用電動輪椅代步，研究者也新增辦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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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行無礙－電動輪椅趴趴走」講座，讓全

體成員增能（課 _1071214）。

（三）學生的成長與表現

1. 擬定自我學習目標

學生的自我學習目標大致可歸納為：（1）
認識美國的大學生活（業 _S11071126、業 _
S21071126、業 _S61071126、業 _S81071126、
業 _S91071126）；（2）了解 UT 特教服務

概況及無障礙環境（業 _S11071126、業 _
S21071126、業 _S31071126，業 _S51071126、
業 _S61071126、 業 _S71071126、 業 _
S81071126、業 _S91071126）；（3）體驗美國生

活與文化（業 _S11071126、業 _S21071126、
業 _S51071126、 業 _S71071126、 業 _
S81071126、 業 _S91071126）； 以 及（4）
練習英文日常會話（業 _S41071126、業 _
S51071126、業 _S61071126、業 _S71071126、
業 _S91071126）四大類。除了共通性的目標

外，尚有一些較獨特的目標，其中屬於知識

性的目標如：「了解特教學生的職涯發展、

工作機會及社會對身障者的態度」（業 _
S11071126）、「了解身障學生的生活娛樂、

學習表現與學生組織」（業 _S31071126）；

屬於技能方面的有：「透過影像、文字或

錄音，在 IG、FB 上做生活紀錄」（業 _
S31071126）或「進行心得撰寫與學習回顧等

文字紀錄」（業 _S51071126）；以及情意面

向的「嘗試自立生活」（業 _S31071126）、

「適時表達困難，既能求助，也能助人」（業

_S41071126）、「結交到外國朋友」（業 _
S71071126）及「培養自己的國際觀」（業 _
S91071126）。研究者樂於見到學生們自訂

的學習目標多元而豐富，也期待未來一一去

實現。

2. 投入出國準備

學生要同時兼顧逆風飛翔方案原本的學

習活動和自己就讀科系的課業壓力，也得準

備出國事宜，不同面向的壓力隨著時間推移

相互交錯，學生們也在各自的學習與生活軌

道上被各項進度追著跑。研究者提醒學生如

果難以兼顧，可隨時提出來討論並調整出國

準備內容和步調。

3. 學生的問題解決

學生們在出國準備過程中不乏遇到需

要解決的問題：有學生擔心經費，打工存

錢，也私下找研究者探詢變通辦法（論 _
S51071108、論 _S51071108）；有學生在集

訓時因個人活動安排太滿，無法出席課程導

致進度落後（觀 _S81080115），事後經研

究者提醒而調整步調。英語能力是許多學生

擔心的項目，多名學生在出國準備期間反覆

地擬草稿、背誦、練習，期望能在短時間內

盡自己所能而有所進步（誌 _R21080116、
誌 _R21080123）。另有幾名學生擔心自己

的體能較弱，無法應付長途和長期旅程，安

排定期運動以增強體力（觀 _S61071212）；

而沒有護照的學生，也都自行上網查詢或

交由旅行社處理（論 _S610801226、論 _
S71081226）。綜上所述，為了出國，學生

們遇到問題就想辦法問人、上網查資料、和

研究者或同學彼此間討論解決辦法，其精神

和作法值得肯定。

4. 團隊關係提升

學生之間的默契在課程活動過程中因著

不斷互動而逐漸提升。對於 S3 的生活起居、

行動擺位及電動輪椅的使用問題，研究者一

呼「誰可以幫忙」後，S5、S7 及 S8 便跳出

來表達願意協助。研究者特地安排 S3 和其父

親指導協助者手握輪椅和移位姿勢，S5、S7
和 S8 也按照指示練習，後續又多次在學生

宿舍細心地演練。S5、S7 及 S8 不因自己的

限制積極參與，也主動協助他人，尤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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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的移動擺位需要力氣，也必須注意安全，

身體親密接觸更是需要彼此信任。伙伴之間

也因此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如同 S3 回憶「洗

澡、上廁所是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瑣事，但

是，要同學把光溜溜的我抱到洗澡椅上面，

還是需要勇氣的」（論 _S31071210）。

（四）行動省思

研究者在學生集體表達強烈的出國意願

下自忖可帶著學生來一場探索冒險之旅（誌

_R21071024），讓學生有機會出國探索不

同社會文化的樣貌，與美國大專身障學生互

動，體驗美國大專校園無障礙環境，並與自

己的經驗連結，期待學生能藉由這樣加廣、

加深的探索及反思，發現自己的潛能，重新

認識自己，重建其自我價值感（Verhoeven et 
al., 2019）。在安排行程時，考量時差及學生

體驗美國新經驗和連結臺灣舊經驗時需要時

間與空間，故避免將行程塞滿，而留給學生

一些自主時間（通 _R11071031）。

帶著 9 名身障學生出國學習，尤其是

有乘坐輪椅的重度身障學生同行，對研究者

而言，是一項全新、充滿壓力的挑戰；但學

生期待能獨立、自己完成這一趟探索學習

之旅，也讓研究者思考並決定這次行程朝向

避免家長同行之方式努力，即便是平時就協

助 S3 行動和如廁的家長也必須嘗試放手，

因此難度更高。研究者戰戰兢兢，不斷地

沙盤推演各種可能狀況（件 _1080111、會

_1071105、會 _1071224、會 _1071210），希

望能作好萬全準備（誌 _R21071126），也期

待這樣的活動能兼顧學生安全與獨立，以及

自我探索學習的目標。 

四、再度出發—逆風飛翔

（一）夢想起程

1. 研擬參訪行程

研究者根據學生的出國自我學習目標擬

定參訪行程，有五大主軸：（1）參與 UT 課

程，和學生交流，並分享臺灣經驗；（2）
與 UT 身障學生社團互動，了解其等在大學

校園中的學習與生活情形；（3）拜會 UT 校

內服務身障學生的行政和輔導單位，瞭解其

服務和運作模式；（4）考察 UT 校園、社區

公共設施和大眾交通工具等無障礙設施，以

及（5）拜訪身障者民間團體，瞭解他們推

動身障者議題的現況。除了前述正式的參訪

行程之外，研究者也保留空白時間讓學生們

有自主探索的機會。

2. 安排住與行

由於 S3 是輪椅使用者，因此全程住宿

及交通需以其無障礙需求為首要考量。研究

者透過網路預訂 UT 附近設有無障礙房間的

旅館。S3 與 2 名生活協助學生共住一間無障

礙房間，且已在出國前事先演練、掌握各項

移位協助方式。

在交通方面，研究者事先掌握搭機行程

中個人輪椅及鋰電池之處理，預定機上簡易

輪椅、機上移位、轉機時間與協助等事宜。

此外，在德州奧斯汀市的參訪行程中，除了

UT 校內行程可以步行，其餘校外單位參訪

需使用交通工具。研究者在安全及經費考量

下，租用一部 7 人座休旅車，由研究者自行

駕駛，另外固定約雇一部無障礙計程車，由

專業駕駛負責載送 S3 和其他 3 名學生到參

訪地點，採跳表計費。這樣的安排也促使乘

坐計程車學生必須跟駕駛溝通，有更實際的

生活體驗。

3. 學生分組運作

研究者雖然主導大部分的出國參訪事

宜，但此行乃學生的自我探索學習計畫，故

仍以學生為核心。學生在出國前已分組準備

交流內容。研究者提醒學生在美國境內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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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行動，彼此照顧、協助與提醒，而研究

者的任務則是聯繫、確定每天行程、視學生

需求給予支持及解決各種突發狀況。另，

每天晚上行程結束各自回房前有分享時間，

彼此述說當天見聞和心得。研究者除對學

生的分享給予回應，並提醒隔天行程應注

意事項。

（二）美國，我們來了

1. 學習方面

學生們不論是進入 UT 課堂進行交流報

告；參與美國大學生的分組討論、分享臺

灣文化；與 UT 身障學生社團交流；或是拜

會 UT 校內服務身障學生相關單位或校外提

供障礙者服務的民間團體；甚至與民間團

體一同前往德州州議會陳情倡議等，均展

現出積極的態度，並勇於發問，蒐集相關

資訊，且隨時和研究者討論心得和所見所

聞。研究者適時地給予學生正向回饋、鼓

勵學生，提升不少學生的自信心。而學生

也在每天晚上分享其感受，或是檢討自己

的表現：

「我覺得今天上臺報告的表現好很

多，看到臺下聽者聽得認真，還點頭，

這樣的回饋讓我很安心，就很順的講下

去。」（得 _S21080214）
此外，學生進一步思考：「美國與臺灣

的價值觀不同，雙方的特教制度也不一樣」

（得 _S71080213）、「美國大學裡很多身障

生是不需要服務的，學生對於是否需要服務

要有主動性」（得 _S81080213）、「我們重

視照顧，他們強調獨立，...... 但內向的學生

會不會被犧牲？」（得 _S51080213）、「臺

灣採取全面制度化，美國則依個人需求，到

底哪一套較好？」（得 _S11080213），學

生們也與研究者就美國及臺灣均有智障學

生上大學的現象進行不同觀點的探討（論 _

S71080218、論 _R21080218）。

2. 生活體驗方面

體驗美國生活、文化及無障礙環境是

學生此行目標之一，學生們也把握這個難

得的機會勇敢探索、體驗。物價高、餐大

份是許多學生進入美國的第一印象（得 _
S11080211、得 _S41080211、得 _S81080211、
得 _S91080211）。在入住旅館後，學生們

把握自由時間以小組行動探索旅館附近的環

境，留意各家便利商店或超市的貨品價格和

優惠折扣；也發現附近滷肉飯、牛肉麵、鍋

貼、炸雞排、奶茶等「家鄉味」餐點的位置，

部分學生還發展出共點、共餐的權宜策略（觀

_R11080214）。學生們積極嘗試各種體驗，

相約去洗衣服、買紀念品，也不斷地和伙伴

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心得，研究者也提醒購

物時的銷售稅計算方式、美國的小費習慣及

獨特口音，協助學生儘快融入當地生活（論

_R21080211）。

學生們除了在每天行程中體驗無障礙

環境外，UT 身障學生社團的社長是一名

有導盲犬引領的視障者，為我們安排了一

個校園建築物夜間導覽活動，親自帶領

大家參觀、解說 UT 各棟建築的無障礙設

施。學生表示「在晚上體驗無障礙設施，

是個特別的經驗」（得 _S91080218），他

們發現雖然「有值得學習的榜樣」（得 _
S41080218、得 _S81080218），但也有「像臺

灣一樣要加強之處」（得 _S61080218），甚

至「在新大樓還有障礙」（得 _S11080218、
得 _S31080218）。大家原本對美國的無

障礙環境有高度期待，參訪之後才發現其

實真正的現況和自己的想像有落差（論 _
R11080218）。

3. 語言溝通方面

練習以英文口頭報告及主動用英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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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多數學生們自我學習的目標。學生們依

個人狀況盡力準備，研究者也不斷地鼓勵學

生一定要開口練習、不要害怕講錯，才會進

步。從 S5 在桃園機場候機時不斷背誦自我

介紹，並背給同伴聽（觀 _R11080210）、

S2 在洛杉磯機場轉機時查單字點餐（得 _
S21080210）、S1 發現自己「雖然是英語系

的學生，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口音時要當下反

應，感覺壓力很大，是過去未曾有過的經

驗」（得 _S11080210）、S8 靠著大家一起

溝通，才付給計程車駕駛正確的費用（得 _
S81080210）的震撼期，學生們逐漸融入英

語的氛圍中。他們的自我介紹，從初期的緊

張、結巴，到後來敘述流暢，甚至穿插詼諧

用語或加入德州特殊口音，以引發聽眾共

鳴，學生英語溝通的改變幅度非常明顯。研

究者發現出國前緊鑼密鼓地加強英語能力、

單一情境（如：自我介紹）的重複演練、

到美國後的實地應用，確實發揮功效（誌 _
R21080210）。

4. 學生互動方面

這 9 名來自不同科系，彼此也未必熟悉

的學生經過逆風飛翔方案前期活動及寒假集

訓課程與出國準備的互動之後，在出國學習

期間，展現出強烈的共學支持氛圍，不僅能

勇敢表達自己在語言、學習或行動上的需求；

也會主動，或聽到對方提出需求時盡己所能

給予支持。學生們和研究者也彼此討論、分

享美國與臺灣在各方面的差異。

（三）滿載而歸

學生在參訪過程中的表現超乎研究者

所預期。除了盡情探索、體驗及反思，在

整個緊湊的參訪行程中，學生們沒有遲到

或走失，展現了高度的自制力，他們對此

共學團體的貢獻值得肯定。研究者回想出

發前家長在桃園機場送行時的殷殷叮嚀，

其所擔憂的「幾個鬧鐘也叫不醒」、「忘

東忘西、遺漏物品」（觀 _R11080210）幾

乎沒有發生。這也讓研究者省思隨著身障

學生逐漸成長，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模式該

如何調整才有助孩子探索、認知自己的能

力、形塑自我意義，建立自我價值感（誌 _
R11080218）。

五、行動尾聲—成果與省思

（一）自我探索學習成果分享

逆風飛翔方案後期，研究者依著原本規

劃，安排不同場合讓學生分享出國自我探索

的成果和心得；該大學校長也在所主持的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中特地撥出時間讓出國

學生上臺口述學習心得，並大力肯定學生的

表現。這些分享讓學生再次反思出國期間的

感受及這個經驗對自己的意義，同時也從聽

眾的反饋驗證他人對自己的正向看法，重建

自我價值，決定未來的行動。

（二）學生表現與成長

檢視學生們參加逆風飛翔方案之初的

動機與自我期許，以及出國學習所擬定的自

我學習目標，一開始以各自的方向融入方案

學習，逐漸形成共學伙伴關係，顯現挑戰

自我的主動性與企圖心，不被自己的障礙侷

限，勇敢爭取出國學習機會，在陌生的國度

體驗獨立生活、問題解決，探索、發現自己

的潛能，重新認識自己。在方案結束後，

S8 認為：「課程在自我探索上花費了許多

的心力與時間，……這些課程都讓我能更加

瞭解自己，……我認為是相當重要」（得 _
S81080912）。S7 也覺得「學習成長是我最

大的收穫」（得 _S71080916）。

學生們除了自我反思成長之外，其對自

我認識及自我意義與價值也出現些微變化，

可從以下表現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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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揭露的勇氣

S2 分享在出國前對語言、時差、緊湊的

行程充滿緊張、擔心與害怕：「給自己的目

標就是簡單的成功在美國活 10 天，……應

該要知道自己其實沒想像中的那麼糟糕」（得

_S21080426）。使用英語溝通的焦慮感是 S5
出國前的心情，他覺得：「自己的英文障礙

在美國徹底被彰顯出來，幸好有同學幫忙翻

譯、解釋，才較能掌握當下的資訊」（得 _
S51080426）。S4 把在 UT 學生面前緊張做

口頭報告視為膽量訓練（得 _S41080426）。

S9則坦承：「自己報告很緊張，吞吞吐吐的」

（得 _S91080426），S1 表示過去認為美國

有嚴重的種族歧視，卻因這次友善、熱情的

參訪經驗而改觀（得 _S11080426）。

2. 對身為身障者的省思

學生們在拜訪 UT 校內服務身障學生的

單位，強烈地感受到臺灣和美國大學對身障

學生的態度和作法有很大不同，在內心裡產

生極大的衝擊。S7 認為「在美國，大家同等

競爭，大學需要身障學生自我揭露才提供特

教服務……自己會有強烈的被壓迫感，無法

融入」（得 _S71080426）。S2 不同於 S7 的

被壓迫感，反思：

「西方國家身障生由內而外散發成

熟、像個大人；而自己從小在齊頭式平

等的環境下成長，……自己是否被過度

保護？自己要的是哪一種生活？……過

去自己堅持要有特別標準，現在覺得似

乎可以適度放手。」（得 _S21080426）
S2 也進一步思考國內身障學生大學入學

考試措施：

「臺灣有身障生大專甄試，但美國

根本就沒有這項特殊管道，……，如果

我們在臺灣一直要求增開甄試名額，這

是不是也意味著我們自己認定身障者就

是弱者，無法和一般人競爭，需要特殊

優惠對待？」（論 _S21080213）
此外，許多學生對此行中有機會參與民

間障礙社團發起去州議會的倡議行動，表達

訴求，感到有意義（得 _S41080426、得 _
S51080426、得 _S61080426）， S5觀察到「美

國是身心障礙者本身進行倡議，但在臺灣身

心障礙團體比較偏向由家長或其他協助者來

幫忙」（得 _S51080426）。S4 則覺得「被

美國身障人士發出的正向能量感染，回國更

能正視自己的障礙，不再那麼自卑」（得 _
S41080426）。

3. 透過人際互動肯定自我與他人

S8 在與 UT 身障學生社團社長互動後，

體會到：「身障學生社團社長需要導盲犬

引導，可見障礙程度嚴重，卻能帶著大家

逛校園，非常佩服他的自信。勇氣是這次學

到最重要的事」（得 _S81080426）。S6 認

為「『自己』在美國或許會更獨立，……這

次臉皮有變厚一點」（得 _S61080426）。

學生們進入課堂學習，體驗與外國人互動。

有的學生回國後還彼此透過信件繼續交流

（得 _S41080426、得 _S61080426、得 _
S91080426）。S8 則分享：「10 天來最熟

識的是計程車駕駛，因為每次都是我坐前

座，負責跟他對話。……最後一天，他深

深擁抱我，這個回憶是不會消失的」（得 _
S81080426）。

相較於與外國人的互動，學生們對

彼此的幫助與扶持也都充滿感謝（得 _
S21080426、得 _S41080426、得 _S51080426、
得 _S81080426）。S5 為自己一直問同伴英文

感到不好意思，而對方一句「不論你問我多

少次，我都會告訴你」，則讓 S5 感動不已，

也為自己終於能在回程的機上點了一杯果汁

而開心（得 _S51080426）。使用輪椅的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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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對於在出國期間協助他的同學深深地表

達謝意，而二名協助同學歷經這次的過程，

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微妙關係，且認為

自己的付出是有意義的，認同自己對同學和

整個團隊的貢獻和價值（論 _S51080912、
論 _S81080912）。S2 也分享：

「被丟到異地，即便生活再怎麼

艱難，同學會互相幫助、扶持，這種心

態最可貴。老師努力帶著大家思考……

向自己證明可以做到什麼事。」（得 _
S21080426）

4. 探索路上持續向前

學生們在新學年度持續依著自己的方向

往前走：S4、S5 分別前往日本及中國大陸

擔任交換學生。S1 接任校內身障社團會長，

成立國際部，邀請 S3 及 S4 共同負責與國

外身障者或團體聯繫、規劃參訪交流活動。

原本計劃 109 年 7 月前往日本參訪，最後該

活動因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取消，但學

生們參考美國經驗規劃日本行程，且帶領學

弟妹準備出國事宜，持續以勇敢挑戰、努力

實踐的態度領導社團發展，展現企圖心及責

任感。

另外，S2 應屆報考並順利錄取特殊教

育研究所，更深入探討臺灣特殊教育相關議

題；S3 雖嚮往出國進修，但因身體因素留

在臺灣準備研究所考試。S1 開始蒐集公費

留學相關資訊，他表示：「以前覺得很難、

不可能，但這次出國後讓我覺得不試試看怎

麼知道答案」（論 _S11080426）。S6 則嘗

試工讀，自我挑戰；S7 與 S8 積極準備教師

檢定考試；S9 則持續投入系上專業科目之學

習。不論學生們朝哪個方向發展，「勇於跨

越限制，多元探索自我」正是逆風飛翔方案

期待學生面對生命，自我挑戰的態度（誌 _
R11080920）。

（三）研究者的省思與成長

回顧 9 名學生參與逆風飛翔方案一年

來的表現，以及自我探索學習成果分享，

反映出學生最真實的體驗及最深刻的感受，

也展現其對自我、對他人及對所處環境的

觀點。研究者反思同樣的活動在不同學生

的身上，產生不同面向的反思與後續行動，

這是個持續自我確認、評估、再建構的過

程（Eichas et al., 2015；Kroger & Marcia, 
2011），且受個人及社會因素影響朝不同

方向、來回移動（吳惠慈，2013；陳蓉，

2015）。研究者期待學生在此經驗基礎上，

能持續看到自己不同面向的潛能，重塑「我

是誰」及「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形象，

並成為貢獻社會的人力資源（林坤燦等人，

2008）。

研究者也不斷反思帶領學生出國學習的

意義。出國是因著學生們在方案進行中極力

爭取而做的調整，反映出身障學生期待能走

出舒適圈，藉由「飛越重洋、開拓未知」（得

_S41080426）來證明「我們可以做得到」

（得 _S31071017、論 _S21071018）的一種

企圖心。然，出國需要因緣際會，且未必人

人可行，因此，相信學生的潛能並提供其展

現潛能的舞臺，才是此舉背後的核心精神（會

_1080430）。

研究者初次帶領一群大專身障學生飛到

太平洋對岸的陌生國度，體驗不同的異國風

情，實為極大的挑戰。除了食宿交通的預先

安排之外，每天的緊湊行程、中西雙邊文化

差異的適應、突發狀況的應變處理……，對

研究者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體驗和衝擊。

我們發現不僅是學生跨出舒適圈，研究者也

走出研究室，接受整個活動歷程帶來的真實

挑戰和洗禮（誌 _R21080225），成為一名學

習者（歐用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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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討論

（一）�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學習方案內涵

與運作

1. 以探索、增能角度協助大專身障學生重

建自我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以探索、增能觀點規劃自我探索

學習方案，引導學生從想像自己一至五年後

的圖像開始，透過各種活動參與，甚至爭取

出國學習機會，挑戰自我，發現自己的潛能，

重新認識自己，建立自我意義與價值。本研

究在這樣的歷程中，看到學生在不同面向的

自己中交錯，除了聚焦自己的學習，反思自

己經驗的意義，還觀察、省思自我與他人及

社會文化之互動，重新看見、認識不同面向

的自己，並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在方案結束

後繼續朝向個人目標努力（Schwartz et al., 
2005）。這個引導學生藉由多元探索、增能

體驗，重建其自我意義與價值之自我探索學

習方案，提供大專校院輔導身障學生之可行

方向，未來可持續探討其落實之具體作法。

2. 學生藉由反思將外在經驗與內在自我加

以連結

本研究所規劃之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

索學習方案除了有加廣、加深的探索學習

機會之外（Verhoeven et al., 2019），需藉由

課後反思，整理探索時的觀察、感受，重

新認識自己及周遭的人事物，以決定未來

（Kroger & Marcia, 2011；Pearlman-Avnion, 
et al., 2017）。研究中學生反思含括：評估

或期許自己參與活動的表現、檢視過去經驗

的意義、反思或回應所觀察現象、對身為身

障者的省思、對自我的肯定等，面向相當多

元。本研究發現「反思」是促成探索活動與

學生內在自我產生交集之重要關鍵，與學

者（Flum & Kaplan, 2006；Verhoeven et al., 

2019）認為探索課程應含有反思機會的主張

一致。

3. 以學生為探索起點，重視個人自主性及

真實感受

本研究規劃之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學

習方案雖有整體架構，但考量每個學生障礙

類別不同、成長背景有異，經驗都是獨一無

二的，因此，執行過程中，強調學生動機，

以學生自我為探索行動起點，自訂目標，進

行探索與增能學習，研究者則根據學生個人

表現，給予個別回饋。本研究也發現自我探

索學習方案實難以設定一致的目標，期待統

一的結果。整體而言，本學習方案聚焦學生

自訂目標，重視過程真實感受，學生也在過

程中展現其自主性（Kaplan et al., 2014），

對於「我是誰」及「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有更多元面向的理解、統整與期待。

4. 以共學團體為運作基礎，鼓勵學生與同

儕互學

自我探索學習方案雖強調學生自訂目標

及真實感受，但以協同學習精神所建立之共

學團體方式運作，一起學習並完成團隊計畫

（Wren & Harris-Schmidt, 1991），重視成員

互學、尊重、信任及支持。研究者觀察學生

在共學團體的互動，從一開始的陌生，到活

動中互相協助，一起投入出國準備事項，甚

至在出國學習期間彼此支援與對所見所思分

享及討論，以及與 UT 身障學生社團及民間

障礙社團交流後，對自己、自己的障礙、對

他人及對所處情境產生出更廣、更深且正向

的體悟與思考。然而，本研究係以自我探索

學習方案為主軸，對於學生在共學團體中與

他人互動的經驗、與自我連結及感受與變化

並未深究，有待後續研究更深入的探討。

（二）�大專身障學生在自我探索學習方案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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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個自主、內在建構，而非外塑的實踐

歷程

本研究雖以團體方式進行，但與學生

共同決定探索主題，且整個過程強調個別學

生自訂目標、解讀探索經驗的意義，自我反

思該經驗與個人的關係，重新自我理解與統

整等之真實感受。研究發現學習方案所提供

之探索及增能體驗與共學團體成員間之相互

支持、學習及學生自我理解是持續發生且不

斷交錯，這個歷程雖發生在團體情境中，卻

是非常個別化與自主性的，無法由外在給予

（Erikson, 1968），需要自我建構（Eichas et 
al., 2015；Kroger & Marcia, 2011）。學者們

的主張在本研究中也得到實務面的驗證。

2. 是個探索不同面向，持續重建自我意義

及價值的歷程

本研究鼓勵學生進行多元探索，並重

視對話及反思，以促其將探索經驗與自我連

結，檢視自己過去與障礙相關的自我論述

（吳惠慈，2013；Gibson et al., 2018），重

建其自我意義與價值。本研究發現，學生在

不同探索活動與不同生活經驗交互作用下，

能重新看待自己，也看到障礙不是自己的全

部（Gibson, 2006），形成新的自我意義。本

研究聚焦在大專身障學生多元探索後所表

現的自我意義與價值，對於個體如何評估、

選擇不同的環境互動，如何詮釋、反思該

互動經驗與自我的連結，以及該結果如何

影響其自我意義與價值體系則未予著墨，

值得持續探討。

（三）�營造大專身障學生探索、增能之支持

情境

本研究所規劃之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

索學習方案將學習主導權及責任交給學生。

對學生而言，研究者除了扮演資源整合、機

會提供、探索支持及過程陪伴之角色，也努

力建構一個兼具認知及情意面向的支持環境

（Flum & Kaplan, 2006），提供其發現及展

現潛能的舞臺並肯定其表現。這是一個在高

等教育系統中的新嘗試，學校行政所提供的

支持與資源，是促成學生「跨出舒適圈」的

幕後推手之一，尤其提供出國學習部分經費

補助，讓學生更自在地去探索、體驗，反思

不同情境、不同面向的自我，也凸顯學校是

引導大專身障學生重建其自我意義與價值之

重要情境，與 Verhoeven 等人 ( 2019）的主

張一致。

此外，研究者也從學生出國前私下提問：

「我們可以自己去吧？可以規定家長不能跟

嗎？」（論 _P31071029），家長在桃園機場

送行時的叮囑；以及家長在學生成果分享會

上表示：

「其實當初很不希望孩子參加，去

那麼遠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太危險

了，但是孩子堅持要去，只好勉為其難

同意。」（得 _P31080426）
另有家長覺得「在那段出國過程，我在

臺灣真的很煎熬，很擔心孩子會不會出什麼

事情」（得 _P61080426）。研究者發現大專

身障學生對離家探索的期待與其家長對孩子

單飛擔憂之間的落差。Glover-Graf（2012）
指出大專身障學生有脫離家庭進行價值與信

念探索之需求。因此，大專階段身障學生與

家長之互動如何依著學生成長而調整？又，

家長如何協助大專身障學生建構其自我意義

與價值？是值得探討之議題。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嘗試以不同於現行大專校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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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身障學生弱勢補救或協助之輔導服務，由

研究者從探索、增能角度，規劃大專身障學

生自我探索學習方案架構，再和參與的 9 名

學生組成共學團體，共同確定方案內涵，期

間亦因學生們的強烈意願而修正學習任務，

發展出一趟出國探索學習之旅。整個方案進

行中，研究者鼓勵身障學生跨越自己的障

礙，展現主動性與企圖心，為自己設定學習

目標，並經由行動與反思，重新認識自己，

重建其自我價值感。方案結束後，參與學生

能勇敢的自我揭露、對身為身障者有更深入

的思考，也透過人際互動更加肯定自我及他

人，並持續各自的探索之路。

本研究在陪著學生走過自我探索學習之

旅後，研究者對輔導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有新

的體認，主要發現如下：

（一）大專身障學生的輔導

1. 探索、增能為主之輔導內涵有助大專身

障學生重建自我意義

引導大專身障學生從自己未來圖像反思

現在應採取的行動，進而透過各種探索、增

能行動，發現及發展自己的潛能，重新看見、

理解不同面向的自己，設定自己的目標、規

劃未來。

2. 藉由反思協助學生將外在經驗與內在自

我加以連結

透過活動後之心得，引導學生反思該活

動對自己的意義、自己的表現、對自己的期

待及可向他人學習之處等，藉以重新建構自

我意義，形塑自己的價值感。學生反思是將

外在的經驗與內在自我連結的重要關鍵。

3. 以學生為起點，重視個人自主性及真實

感受

大專身障學生之輔導可鼓勵學生自我設

定學習或增能目標，透過實作、分享、反思，

重新認識自我，輔導人員則根據學生表現，

給予個別回饋。

4. 建構協同學習的環境，鼓勵學生在團體

中學習

大專身障學生之探索、增能雖然強調個

別性，但可透過協同學習建構尊重、信任及

支持的環境，並透過互動、合作與互學，對

自己、自己的障礙、他人及所處情境有更多

元的體悟與省思。

（二）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意義與價值之重建

1. 是個自主性高的內在建構歷程

大專身障學生透過自訂探索目標、解讀

探索經驗意義，自我反思該經驗與個人的關

係，形塑其「我是誰」及「我想成為什麼樣

的人」的想像。

2. 是個持續認識並整合多元自我的歷程

大專身障學生持續透過不同面向自我探

索、增能體驗及反思交錯，不斷重新認識自

我，調整目標，重建其自我意義與價值。

（三）�營造大專身障學生探索、增能之支持

環境

學校給予行政支持與資源，教師與輔導

人員提供學生探索、增能與反思機會及展現

潛能的舞臺，且肯定學生表現，是進行大專

身障學生輔導之重要情境。而家長支持也是

學生探索、增能之重要助力。

二、建議

（一）對大專校院提供身障學生輔導之建議

學校對身障學生的服務不侷限在弱勢補

救，而能從探索、增能角度，整合校內行政

與教育單位之資源，提供其自主之多元探索

與增能體驗機會，並提供其展現潛能的舞臺；

教師、輔導人員及行政人員從優勢角度發展

身障學生的潛能，結合專業發展與校內各項

活動、課程和服務，引導學生發現及發展自

我潛能，透過反思，重新認識自己，決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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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目標；建構尊重、信任及支持的協同學

習環境，鼓勵學生彼此合作與互學。

其具體行動策略，建議可結合校內專業

學習課程或資源教室之特殊教育方案所提供

的活動和相關服務，如：到離島或偏鄉服務

學習，鼓勵學生參與規劃，跨出舒適圈，挑

戰並探索自己，且將此過程與個人經驗連結

並重新自我理解。除了提供行政支持也融入

輔導專業並加以引導，營造其探索自我、增

能學習的環境。

（二）�對引導大專身障學生重建自我意義與

價值之建議

教育者引導身障學生思考「我是誰」及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想像；鼓勵大專

身障學生跨越障礙，勇敢挑戰自我，規劃多

元探索，自訂探索、增能目標並行動、實踐，

發現自己的潛能且予以展現；引導學生透過

敘說、對話、分享及反思重新認識自我、肯

定自我，重建其自我意義與價值；引導學生

體認自我認識、自我意義與價值是個不斷嘗

試、修正，貫穿整個生命週期的自我建構歷

程。

其具體行動策略可於學生入學後，先

引導學生想像未來的自己，再思考要讓想像

成真的具體行動，擬定分階段的多元探索、

增能計畫，如：自我覺察、多元興趣嘗試、

增能與生涯體驗、參與各種學習方案或營隊

等，自訂各項計畫目標且評估結果，並與自

我或同儕、輔導人員、教師加以檢討、對話、

分享、反思，重新認識、理解自我，進而持

續擬定、修正或更新目標，以規劃未來。

（三）本研究之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參與者所就讀的全方位校

園支持及資源協助的場域下進行，整個方案

的規劃、開展、調整與結果均凸顯出參與學

生對自我探索的主動性與企圖心及行動力，

此為本行動研究之特色，亦為其限制。研究

者期待未來有更多大專身障學生自我探索方

案之相關研究出現，探討不同特性與需求學

生之學習方案樣貌，充實對此領域之了解，

以提供大專身障學生輔導實務工作者參考；

亦可探討其具體成效，使其成為一個有實證

基礎的方案，以吸引更多研究者或實務工作

者之投入。

除了針對學習方案之探究外，建議可進

一步了解大專身障學生與他人互學之經驗，

並探討這樣的經驗對其重新建構自我意義與

自我價值之關係；深入探討大專身障學生不

同面向的探索行動與內在自我連結、交錯、

整合，以及建構自我意義與價值感之過程；

探討有助大專身障學生建構自我意義與價值

之學生與家長／主要照顧者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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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College is a critical period during which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an re-
examine their past self-perspectives and consider the future. The self-exploration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s a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n a self-exploration journey to 
foster their self-understanding, reshape their self-meaning, and develop their self-worth.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m was formed for each student, and each student developed 
their own self-exploration learning plan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perspective of self-
exploration and empowerment. Methods: This study involved 12 participants: nin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ree research fellows recrui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Taipei. The students’ disabilities comprised visual impairment, cerebral palsy, learning 
disabilities, other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multiple disabilities. The researchers’ areas of 
expertise were special and gifted education. We developed a 1-year program to guide the 
students through the self-explorat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operation of self-exploration learning programs, we conducted action research involving 
continual adjustment of the program based on discussion, rethinking, and self-reflection. 
Using direct observations, discuss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we 
analyzed the students’ experience of the self-exploration learning program. The research 
data were extensive and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s from which they were 
collected and the times at which they were gathered. All data were encoded to protect the 
students’ privacy and avoid disclosure of their identities. We repeatedly reviewed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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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data and highlighted any meaningful text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theme to form a conceptual unit. Each conceptual unit was then classified by the students 
and data resources from which the pieces of text were taken. Similar concept units 
were then combined to form higher-level categories.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tegories were examined, and categories with similar meanings were combined into 
a theme. Results/Findings: Over the 1-year study period, the students expressed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travel abroad and eventually took an exploratory and adventurous 
trip to the U.S. After witnessing the students’ self-exploration journey, the researchers 
reported new ideas on how to provide guid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First, a strategy that focuses on self-exploration and empowerment can help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rebuild their sense of self-worth. Second, self-reflection can help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onnect their external experiences with their internal senses 
of self. Third, teach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value students’ personal autonomy 
and feelings. Fourth, teach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learn in peer groups. 
Conclusions: First, regarding counsel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e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Counseling based on self-exploration and empowerment 
can help such students rebuild their self-meaning. (2) Assisting students in connecting 
their external experiences with their internal selves through self-reflection is valuable. 
(3) Students’ personal autonomy and feelings should be emphasized. (4)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long with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learn in groups 
is a useful strategy. Second, regarding the cultivation of self-meaning and self-wor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e concluded that such cultivation is a highly 
autonomous internal process and involves continually recognizing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selves as well. Finally, creat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explore and increase their abilities is crucial. Implication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lf-meaning and self-worth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volves high autonomy, continual recogn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selves. 
Schools, teachers, counselors, and parents should create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in 
which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an explore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We hope 
that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 guid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rebuilding their self-meaning and self-wort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self-exploration, self-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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