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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多重障礙幼兒於多感官音樂活動中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學習成

效。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多感官音樂活動為主架構所進行之活動，經由質性與量化資料分析

個案之學習成效。研究採用參與觀察法與單一受試研究法蒐集研究資料，活動進行為期

12 週，每週一次，每次 30 分鐘。為求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將量化資料及相關文字資料進

行交叉比對，研究結果為：(1)多感官音樂活動能增進個案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2)活

動後，穩定保留其進步成果。從研究結果發現多感官音樂活動除了能夠促進個案之多感官

發展，還能夠引起個案參與活動之意願。因此，本研究證實多感官音樂活動對多重障礙幼

兒之正向影響，是個值得推廣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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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哈 佛大 學發 展心 理學 家高 德能

(Howard Gardner)於《心智架構(frames of 

mind)》專書提出多元智能強調個人非某

項智力的定型而是擁有多元智能的組合，

其 中 提 出 「 音 樂 智 能 (music 

intelligence)」，指出個體對音樂喜好是與

生俱來的，特別在聲音辨識與韻律表達上

較突顯(Gardner, 2011)。近幾十年在認知

科學、心理學與神經科學領域發現語言、

知覺、動覺、認知與情感等障礙可透過音

樂訓練提升其效果 (Ahonen-Eerikäinen, 

Lamont, & Knox, 2008; DeBedout & 

Worden, 2006; Francois, Grau-Sanchez, 

Duarte, & Rodriguez-Fornells, 2015)。大都

依據個別特殊需求而設計（李玲玉，

2010；Petruta-maria, 2015）。相關研究顯

示音樂能提升幼兒認知、注意力與肢體障

礙等功能（李玲玉，2007，2011；黃榮

真，2006；詹乃穎，2006；Adamek & 

Darrow, 2005; Lee, 2005, 2011）。顯然，音

樂可成為提升幼兒注意力與肢體動作更好

發展的最佳媒介。整體來說，從古至今音

樂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人類對音樂喜

好是天生的，再加上音樂對個體的各項發

展有提升效果更影響著我們的健康，因

此，音樂可用來教育亦可治療個體特殊行

為。大多數多重障礙者接收理解他人訊息

與對他人進行表達等能力較弱，所以常以

不適當行為，例如：前後搖晃、尖叫、哭

或咬等方式出現，而且多重障礙者的身心

發展其肢體功能大都可能有障礙，推測表

達需求與尋求注意力有困難，所以在學習

與生活各方面皆可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王慧儀等人，2009；張英鵬，2003）。

研究發現多感官儀器有助提升個體的障礙

功能，其使用硬體設備可成為特殊需求個

案透過感官接收外界刺激的媒介（汪姿

伶、張育菁、謝協君，2011；Katai & 

Toth, 2010; Lee, 2011; Matson, Bamburg, & 

Smalls, 2004）。近年來，國內相關研究發

現音樂可配合多重感官刺激協助特殊需求

之幼兒改變其行為，更可加強學習行為等

能力，已有顯著效果（李淑玲，2008；陳

柏旬、王雅珊，2010；黃榮真，2006；羅

珮芳、李芃娟、邱柏升，2015）。研究者

從 2007 年與研究團隊於活動融入多感官

儀器已有九年之久，發現特殊幼兒透過多

感官視覺、聽覺、觸覺的刺激增進其學習

意願及學習動機，研究皆獲正向結果（李

玲玉，2011；Lee, 2011, 2012; Lee & Lin, 

2012, 2013）。目前，以音樂或多感官為主

題探討大都聚焦自閉症與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等類群（林鋐宇、劉國政、張文典、洪

福源，2012；Lee, 2010a, 2010b; Lee & 

McCord, 2012; Powell, Travers, Klinger, & 

Klinger, 2016）。針對多重障礙類群則著

墨較少。音樂育療(music educational ther-

apy, MET)為國內專為特殊幼兒設計的音

樂活動理念（李玲玉，2004，2010）。已

有實務結果且獲得顯著成效（李玲玉，

2012a，2012b，2012c，2012d，2012e；

Lee, 2012）。本研究以 MET 概念融入多

感官儀器，針對三位多重障礙幼兒設計多

感官音樂活動，期望藉由多感官音樂活動

促進多重障礙幼兒學習動機，以充滿感官

刺激來增進學習參與度並探討三位幼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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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注意力及肢體動作發展歷程及其學習

成效。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多重障礙幼兒設計多感官

音樂活動並分析於音樂活動中的持續注意

力與肢體動作之學習歷程及成效，期望研

究結果可提供教育、父母或醫療臨床工作

者後續採用教學策略或訓練計畫之參考依

據。研究目的有二：(1)分析多重障礙幼

兒在「多感官音樂活動」的持續注意力與

肢體動作之學習成效；(2)探討多重障礙

幼兒在「多感官音樂活動」的持續注意力

與肢體動作之學習歷程。 

二、名詞界定 

本研究重要專有名詞包含多感官音樂

活動、多重障礙、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

作，以下茲將各名詞加以解釋介定之。 

1. 多感官音樂活動(multi-sensory musical 

activities)：多感官教學為教學內容結

合觸覺、視覺、聽覺與動覺等刺激讓

學習者的學習經驗因不同感官刺激提

升學習效能(Matson et al., 2004; Shams 

& Seitz, 2008)。設計之多感官音樂活

動 以 音 樂 育 療 理 念 （ 李 玲 玉 ，

2010）。研究活動使用的多感官儀器

有：「視覺追視儀器」設計快慢與走

停音素的音樂活動，「星空儀器」設

計舒緩音樂活動。 

2. 多重障礙(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

ities)：研究個案為領有診斷證明書之

先天性多項功能障礙，有特殊教育需

求並完成教育安置及所需相關服務評

估之「多重障礙」學齡前五歲幼兒。 

3. 持續注意力(sustained attention)：注意

力可分為選擇性、分離性與持續性注

意力三向度，或選擇性、持續性、分

離性、轉移性與自動性五種向度。其

中持續注意力為個體具備注意能力並

持續一段時間關注活動（周台傑、邱

上真、宋淑慧，1993；Kasai, Naka-

gome, Iwanami, & Fukuda, 2001）。本

研究持續注意力為了解個案是否可持

續一段時間關注多感官音樂活動。 

4. 肢體動作(physical movement)：肢體動

作為肢體活動反應，包括姿勢、運動

與運用臂和手部肌肉，如抓握或移動

等。研究發現音樂活動有助提昇肢體

動作（李玲玉，2011；Lee, 2011; Luo 

et al., 2012）。本研究肢體動作係指個

案於多感官音樂活動自發運用肢體反

應與表達動作。 

貳、文獻探討 

一、多感官教學之特色 

義大利教育家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倡導視覺、聽覺、觸覺和動覺

的多感官學習，認為學習可透過模擬自然

環境提供多感官訓練讓學習發揮最佳效果

（施霞，2008）。多感官教學為有系統教

學結合觸覺、視覺、聽覺、動覺、本體覺

與 前 庭 覺 (visual-auditory-kinesthetic-

tactile, VAKT)，多感官刺激以激發潛在

能力較單一感官接近自然真實環境且易產

生有效的學習(Shams & Seitz, 2008)。近

年來，多感官儀器於教育領域逐漸受到重

視，特別是儀器可透過極具吸引的聲音和

生動色彩融入現實生活與教學環境。研究

指出透過多感官儀器之應用比教科書學習

更有成效(Philpot, Hall, Hubing, & Fl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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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所以，本研究提出以音樂搭配多

感官儀器的多感官教學活動，融合多項感

官刺激讓特殊幼兒於自然情境中學習。 

二、多感官活動應用成效 

多感官所提供的環境為整合空間呈

現 ， 目 的 為 促 發 學 習 者 主 動 學 習

(Pagliano, 1998)。提供多感官環境對特殊

幼兒而言，可刺激他們主動體驗與探索環

境的動機意願，對重度與多重障礙者提供

可學習到的技能與成就感有助提昇較高層

次認知能力（李淑玲，2008）。近幾年神

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已證實教學或學習以

多媒體學習材料配合多重感官刺激其學習

成效有顯著(Katai, Toth, & Adorjani, 2014; 

Philpot et al., 2005)。Matson 等人(2004)將

多感官概念用於心智遲緩之局部偏癱與四

肢痙攣型患者，發現多感官儀器對視覺刺

激能產生顯著成效。真實生活情境中可透

過不同方式學習，例如：音樂、節奏、舞

蹈與角色扮演等，使教學與學習表現更有

成效(Katai & Toth, 2010)。研究發現音樂

對身體動作發展有提升效果，尤其個體聽

覺皮層顯著增加，且若身體動作呈現休息

狀態，音樂可增強整合低知覺和運動網

絡，佐證了音樂介入可涉及多感官和整合

運動功能(Luo et al., 2012)。 

三、多重障礙幼兒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

相關研究 

Tang 與 Posner (2009)提出二種注意

力訓練方式，一為表現與執行功能相關題

目，過程需反覆不斷地練習，另一為注意

狀態訓練(attention state training, AST)，用

不同感覺刺激使身體反應和心理狀態產生

改變以增進注意力表現。Sohlberg 與

Mateer (1987)使用注意過程訓練(attention 

process training, APT)發現腦傷患者的注

意力可透過 5 至 10 週的認知矯正治療

(cognitive remediation therapy, CRT)獲得成

效 。 Rueda 、 Rothbart 、 McCandliss 、

Sacco-manno 與 Posner (2005)針對 4 歲與

6 歲幼兒進行注意力訓練，研究透過腦電

波儀(electroencephalogram, EEG)探討注意

力訓練中大腦產生變化，研究發現大腦前

額葉及額葉頂區 4 歲訓練組與 6 歲未訓練

組類似，6 歲訓練組與成人類似。所以實

施相關課程或訓練有可能提升注意力之學

習成效(Park & Ingles, 2001)。Klenberg、

Korkman 與 Lahti-Nuuttila (2001)執行多向

度注意研究發現 3 至 12 歲幼兒持續性注

意力呈現持續性成長。為此，注意力是學

習的第一步，而持續性注意力是注意的重

要向度。 

多重障礙幼兒於學習參與的肢體動作

與障礙類別明顯受到身體功能影響（王慧

儀，2002；Ostensjo, Carlberg, & Vollestad, 

2003）。或許多重障礙幼兒因生理限制，

所以因應外界知覺刺激與反應程度有差

異，導致學習表現較弱。研究發現 5.5 至

10 歲腦性麻痺幼兒參與每週兩次半小時

虛擬樂器 (the virtual music instrument, 

VMI)治療課程（共 10 週），過程必須透

過手勢始能播放音樂聲音和旋律創作，結

果發現腦性麻痺幼兒的手勢辨識之自主動

作 有 進 步 (Ahonen-Eerikäinen et al., 

2008)。且在 VMI 治療課程中腦性麻痺幼

兒會注意大聲和高音並回應課程內容

(Hobbs & Worthington-Eyre, 2008)。以上

證明多感官樂器對特殊幼兒具有刺激性與

可塑性。另外，多重障礙幼兒學習受生理

限制，若學習脈絡對課程內容感興趣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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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動作控制能力弱無法立即反應，推測

可能會消弱學習動機。研究發現若適當調

整坐姿擺位且活動安排較有趣時，幼兒自

主抬頭的動作與注意意願相對提高也會較

有反應（鄭裕峰，2007）。顯然，協助多

重障礙幼兒學習除硬體設備，其注意力為

誘發幼兒持續學習的重要因素(Posner & 

Rothbart, 2007)。綜上述相關研究發現特

殊幼兒因生理功能缺陷與活動限制，日常

生活比一般幼兒承受較多挫折且可能會影

響學習與適應問題。為此，本研究以

MET 理念設計音樂活動（李玲玉，

2004，2010）。研究融入視覺追視儀器

（快慢與走停）與星空儀器（舒緩）兩項

多感官儀器，探討三位多重障礙幼兒接受

音樂結合多感官儀器後其持續注意力與肢

體動作的學習歷程及其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研究以參與觀察法蒐集研究資料，量

化數據以單一受試研究法為主，輔以變異

數分析與單一樣本 t 檢定分析個案學習成

效及學習差異情形，目的為探討三位多重

障礙幼兒個別於參與 12 次每週一次，每

次約 30 分鐘多感官音樂活動持續注意力

與肢體動作學習歷程與成效。活動基線期

為三位個案參與多感官音樂活動前評量，

主要了解個案於參與活動前發展水準、介

入期（12 次）實施多感官音樂活動、保

留期為經過四週後是否仍保留學習成效。

活 動 前 以 「 嬰 幼 兒 綜 合 發 展 測 驗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CDIIT)」了解三位

個案發展現況，研究介入前與保留期請帶

班教師與物理治療師提供多感官音樂活動

觀察資料。另外研究結束後（保留期後一

個月）再以 CDIIT 施測結果了解三位個

案於發展水準，進一步驗證多感官音樂活

動結束後之學習成效是否維持。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 

研究透過臺中某非營利早療機構，以

立意取樣方式選出研究對象。研究三位個

案皆有特殊教育需求，診斷證明書確診為

先天性「多重障礙」學齡前特殊五歲幼

兒，並完成教育安置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

估，三位個案皆有認知和語言障礙，無法

以語言清楚表達，四肢控制能力較不足

（參與者之基本資料，表 1）。其他篩選

標準包括：無視覺與視知覺障礙、聽覺正

常、未曾參與過任何多感官活動。實施多

感官音樂活動硬體設備有兩項多感官儀

器，研究教學活動所需樂器與教材皆由研

究團隊提供。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進行前使用的研究工具 

CDIIT 為國人編製的多向度標準化測

驗，有臺灣隨機抽樣 3,703 位學前幼兒個

別施測的本土常模，適用 3 至 71 個月一

般或發展遲緩嬰幼兒。測驗具良好信度

（內部一致性為  .75～  .99，重測信度

為  .90～  .99）與建構效度（王天苗等

人，2003）。測驗內容有認知、語言、動

作、社會與自理能力。本研究三位個案施

測實足年齡為 60 至 61 月，根據個案

CDIIT 測驗結果，各分測驗發展商數

(DQ)皆小於 54，百分位皆為 1，與實足

年齡相較確實有顯著低下情形（附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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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項目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實際年齡 60 月（女） 
中度多重障礙 

（含認知和語言障礙） 

61 月（男） 
多重肢體障礙 

（含認知和語言障礙、 
頑性癲癇） 

61 月（男） 
重度多重障礙 

（含認知和語言障礙） 

動作 1. 頭頸穩定弱，軀幹控制

弱。 
2. 感官、前庭刺激反應皆

被動接受。 
3. 各項動作發展有受限。 

1. 低張，頭頸／軀幹控制

能力較不足。 
2. 右上肢動作較佳，肌力

較不足。 
3. 動作協調穩定度表現較

弱。 
4. 活動皆使用左手進行拿

取。 

1. 俯臥需協助固定維持支

撐姿勢。 
2. 下肢外展角度需持續維

持。 
3. 持續左側側臥以降低異

常張力及避免持續壓迫

右側耳。 

感官知覺 1. 視觸覺反應正常。 
2. 聽覺反應佳，喜歡輕柔

音樂。 
3. 輕拍或擁抱安撫能穩定

情緒。 
4. 能分辨大人生氣或溫和

聲音。 
5. 對低頻聲音會扁嘴哭

泣。 

1. 視線可停留於有興趣物

品。 
2. 對聲源每次均可反應。 
3. 能以眼睛或身體動作找

出東西掉落的地方。 
4. 不排斥碰觸或撫摸，能

接受對身體、手腳等觸

覺刺激。 

1. 對光線刺激有反應。 
2. 對常聽聲音有反應。 
3. 肢體碰觸或聲音很敏感

會不易放鬆，表現反弓

張力。 
4. 主動注視光線或追尋聲

音來源。 

認知 1. 認識熟悉與常做的事

情、物品。 
2. 聽到自己名字會有身體

動作。 
3. 對日常生活常用語有回

應。 
4. 被逗弄會以笑聲回應。 

1. 會發出一些聲音回應照

顧者。 
2. 能聽懂生活常用基本指

令。 
3. 正確回應待加強。 

1. 會用哭聲或以「啊」聲

表達需求與不適。 

 

（二）研究進行使用的研究資料 

1. 多感官音樂活動觀察表 

此階段主要提供幼兒持續注意力與肢

體動作的學習歷程為介入期重要資料來

源，研究亦將多感官音樂活動之錄影資料

轉換為研究關心的資訊。計分標準參考周

台傑等人(1993)與 Kasai 等人(2001)提出

持續性注意力概念與個案具體肢體表現動

作，包括姿勢、運動與運用臂和手部肌

肉，如抓握或移動。量性資料依據持續注

意力與肢體動作計分標準（表 2），每次

會得到「點名、視覺追視（走停）、視覺

追視（快慢）與星空儀器（舒緩）」各單

一數據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質性資料為

觀察者紀錄每次個案於多感官音樂活動的

具體行為表現。本研究整合質與量研究著

重奠基與擴充，以量的方式來對質化結果

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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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體設備──多感官儀器 

本研究多感官儀器有二，一為「視覺

追視儀器」，另一為「星空儀器」。視覺追

試儀器呈現視覺刺激圖案，融入快慢與走

停音樂活動。星空儀器投射於天花板仿星

空的視覺刺激圖案，融入舒緩音樂活動。 

（三）研究前與結束後的研究工具 

此部分研究工具為基線期與保留期兩

階段由帶班老師、物理治療師與觀察者填

寫多感官音樂活動觀察表資料，輔以了解

三位個案參與研究前與研究後 4 週的持續

注意力與肢體動作學習成效。另外，再以

CDIIT 了解三位個案於研究前與研究後

（保留期後一個月）發展水準，進一步驗

證多感官音樂活動結束後是否保持學習成

效。 

四、研究流程 

研究進行先取得三位個案家長同意

書。透過 CDIIT 與幼兒基本資料了解三

位個案發展水準再設計多感官音樂活動。

研究多感官音樂活動以 MET 理念為主

軸，活動教案舉例如附錄二。研究團隊有

教學者、協同教學者與觀察者角色進入研

究現場，此團隊為幼教或特教相關科系且

皆受過半年專業培訓始得進入研究現場。

多感官音樂活動內容包含點名歌（開始提

醒）、音樂遊戲（視覺追視儀器──音素

有走停、快慢）、舒緩情緒（星空儀器）、

再見歌（結束提醒）。研究正式執行「多

感官音樂活動」共 12 次，三階段步驟分

述如下。 

 

表 2 

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計分標準 

 持續注意力 a 肢體動作 b 
1 從未 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下提醒後

看他處 
音樂活動中完全沒有或拒絕反應動作 

2 很少 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提醒後

看他處 
音樂活動中需提醒表現或被動協助 

3 有時 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中斷

注視後會再持續注視音樂活動達 10
秒以上（需提醒） 

音樂活動中可自主表現動作（需協助） 

4 時常 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惟中

斷注視後會再持續注視音樂活動達 10
秒以上（不需提醒） 

音樂活動中可自主表現動作（不需協 
助） 

5 總是 音樂活動中自主注視達 30 秒以上 音樂活動中可立即表現自主動作（不需 
協助） 

註：a視覺持續關注多感官音樂活動內容，注視計算秒數不得中斷。 
b肢體表現動作需與多感官音樂活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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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線期 

針對三位個案參與接受多感官音樂活

動前先個別進行 CDIIT 評量，基線期每

位個案至少接受兩次（含）以上音樂活動

觀察。此階段研究者僅針對個案發展現況

進行了解，目的為獲得個案研究前發展水

準，俟三位個案基線期的資料各自呈現穩

定後開始進入介入期。 

（二）介入期（1－12 次） 

當第一位個案基線資料呈穩定水準時

即實施音樂活動介入，第一位個案的持續

注意力學習成效連續兩次達 80%（含）

以上活動介入即告一段落。接著第二位個

案進入介入期，同第一位個案持續注意力

成效連續兩次達 80%（含）以上，活動

介入亦告一段落。接著第三位個案進行活

動介入，活動流程同個案一與個案二。研

究以音樂進行多感官音樂活動，時間約

30 分，活動過程有帶班老師與協同教學

者進入研究現場協助執行多感官音樂活

動，觀察員僅進行觀察紀錄。活動設計有

「走停、快慢」音素與「舒緩」音樂活

動，多感官儀器有「視覺追視儀器、星空

儀器」，另有環境硬體設備（木頭地板、

音響器材）、樂器（鈴鼓、蛋沙鈴、波浪

鼓、木枕、三角鐵、風鈴、攪拌木琴、鼓

棒、switch 板、雨柱、大提琴等）及其他

教材（氣球傘、U 型積木、圍巾、紗布

巾）。 

（三）保留期（經過 4 週） 

保留期為個案參與活動後 4 週觀察的

學習成效資料，此時期再進行 2 次多感官

音樂活動，請帶班老師、物理治療師與觀

察者填寫多感官音樂活動觀察表，了解個 

 

案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之發展現況，以

了解個案活動後是否仍有保留學習成效。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的信度與效度主要是

藉由同儕審視、評分者堅信度、以及長期

進駐研究場域來達成，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同儕審視 

研究有教學者、協同教學者與觀察者

角色進入研究現場。觀察資料收集為求第

一手資訊及客觀性，介入期有兩位觀察者

進行紀錄以增加資料可靠性，每次活動皆

做全程錄影以進行事後回顧。觀察者須提

供研究過程詳實紀錄資料且彼此會進行不

定期討論與相互交叉驗證每週觀察結果。 

（二）評分者間信度 

教學過程研究者運用數位錄影機詳實

拍攝每週活動內容以蒐集研究相關資料，

研究建立評分者一致性，觀察者接受嚴謹

訓練且研究前進行影片登錄觀察練習並建

立觀察共同依據標準，其中，帶班老師與

物理治療師在基線期與保留期皆須提供活

動前後的學習資料，故亦接受研究前訓

練。觀察者間一致性平均百分比為 82%

－100%（如表 3 所列）。 

（三）長期進駐研究場域 

長期進駐研究場域的目的為提升內在

效度。量化資料期望搜集多觀察點或高持

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的數據資料，於質化

資料期望提供支持例證以利於歸納資料。 

研究質性資料以參與觀察蒐集資料，

編碼為「Ⅰ第一位觀察者、Ⅱ第二位觀察

者、Ⅲ治療師、Ⅳ帶班老師」、個案「A

個案一、B 個案二、C 個案三」、第幾次

活動、學習成效（a 持續注意力、b 肢體

動作，例如：ⅠA01-a 為第一位觀察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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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觀察評分者一致性 

基線期  介入期 保留期 

持續 
注意力 

肢體 
動作 

 
 

持續 
注意力 

肢體 
動作 

持續 
注意力 

肢體 
動作 

94%* 82%*  97% 96% 100%* 99%* 

註：*評分資料含有帶班老師與治療師的觀察數據。 

 

案一第 1 次活動持續注意力。量化資料為

觀察者填寫多感官音樂活動觀察表並依據

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計分標準（表 2）

所評定的數據分數。研究以時間序列分析

呈現分析個案於基線期、介入期與保留期

三階段學習成效。分析有：(1)基線期；

(2)介入期／基線期比較；(3)保留期／介

入期比較；(4)基線期／保留期比較──

整體前後測成效。效果量所計算的效應值

(Cohen’s d)以驗證多感官音樂活動對個案

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的學習效應大小。

判定標準，d = .20（效果小）；d = .50

（效果中）；d = .80（效果大）；r2 < .01

（效果小）；r2 < .06（效果中）；r2 < .14

（效果大）。 

肆、結果與討論 

一、個案「多感官音樂活動」之學習成效 

研究三位個案皆為多重障礙幼兒，因

為頭頸穩定較弱、軀幹控制能力較不足與

俯臥需協助固定維持支撐姿勢，所以研究

過程皆坐在輪椅並由帶班老師陪同參與，

協同教學者僅協助多感官音樂活動執行並

無直接接觸個案。整體活動個案視覺、觸

覺與聽覺反應正常，惟頭頸穩定度不足與

軀幹控制差，當個案對音樂活動有興趣，

皆會嘗試抬頭注視前方教學活動。三位個

案活動參與率：個案一 100%，個案二

91.66%，個案三 91.66%。 

研究結果以單一樣本 t 檢定（附錄

三），表列受試樣本在活動後平均數和標

準差。個案一整體持續注意力成效為「音

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中斷注視後

會再持續注視音樂活動達 10 秒以上（不

需提醒）(4.47, p < .01)」，其中視覺追視

（快慢）音樂活動可達「自主注視達 30

秒以上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動，帶班

老師推著輪椅隨音樂快慢節奏在教室走

動，看著視覺刺激圖案 37 秒 (ⅠA10-

a)」；整體肢體動作成效為「音樂活動中

可自主表現動作（需協助） (3.67, p 

< .05)」。個案二整體持續注意力成效為

「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中斷注

視後會再持續注視音樂活動達 10 秒以上

（不需提醒）(4.12, p < .01)」；整體肢體

動作成效為可「音樂活動中可自主表現動

作（需協助）(3.99, p = .01)」。個案三整

體持續注意力成效為「音樂活動中注視達

10 秒以上，惟中斷注視後會再持續注視

音樂活動達 10 秒以上（需提醒）(3.58, p 

< .05)」；整體肢體動作成效為可「音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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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可自主表現動作（需協助）(3.68, p 

< .05)」。 

研究發現提供多感官環境有助重度與

多重障礙者習得技能與成就感，且亦有助

提昇較高層的認知能力（李淑玲，

2008）。本研究以 CDIIT「認知」分測驗

證實三位個案於研究介入前至保留期後一

個月的發展變化增加 4－7 分，「動作」分

測驗變化增加 2－5 分，表示三位個案參

與多感官音樂活動其「認知」與「動作」

皆穩定成長（附錄一）。由表 4 三位個案

「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差異分

析，持續注意力向度在 95%信心水準

下，持續注意力在多感官音樂活動無顯著

差異。肢體動作向度在 95%信心水準

下，視覺追視（走停）活動 F 值= 3.88 (p 

< .05)與視覺追視（快慢）活動 F 值= 

12.43 (p < .001)，事後比較發現個案一大

於個案二與個案三，發現個案一在視覺追

視活動中無論是走停或快慢活動，其肢體

動作之學習成效較個案二與個案三顯著。

個案一為中度多重障礙幼兒，推測「多感

官音樂活動」對中度多重障礙幼兒其肢體

動作之學習成效可能有助益，且設計快慢

與走停音素活動配合使用視覺追視儀器對

其中度多重障礙幼兒的肢體動作學習產生

正向助益成效。舒緩情緒活動 F 值= 

53.91 (p < .001)，事後比較個案二大於個

案一與個案三，發現個案二在舒緩活動所

使用的星空儀器其肢體動作之學習成效較

明顯。個案二為多重肢體障礙幼兒，推測

「多感官音樂活動」對提升多重肢體障礙

幼兒其肢體動作可能有正向的效果，且設

計舒緩音樂活動配合使用星空儀器對其多

重肢體障礙幼兒的肢體動作可能提升正向

學習成效。 

二、個案「多感官音樂活動」的學習歷程 

研究以單一受試研究法之時間序列分

析三位個案學習成效，兩位觀察者透過多

感官音樂活動觀察表評定分數，即為個案 

表 4 

三位個案「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差異分析摘要表 

 持續注意力 肢體動作 

活動 個案 M SD F 事後比較 M SD F 事後比較 

視覺追視

（走停） 
一 3.50 1.29 0.11  2.79 1.10 3.88* 一＞二＞三 

二 3.50 1.01  2.58 0.92  

三 3.37 0.86  2.08 0.64  

視覺追視

（快慢） 
一 4.25 0.85 1.62  3.71 1.08 12.43*** 一＞二＞三 

二 3.91 1.14  2.88 0.74  

三 3.97 0.99  2.55 0.59  

星空儀器 一 3.42 1.21 0.85  3.08 1.14 53.91*** 二＞一＞三 

二 3.27 0.84 4.19 0.92  

三 3.02 1.11 1.06 1.10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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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持續注意力或肢體動作向度之學習成

效，各向度分數除以總分乘百分比繪成曲

線圖（圖 1 持續注意力與圖 2 肢體動作之

學習曲線圖），分別呈現各階段進步情

形。於基線期與保留期請物理治療師與帶

班老師共同提供活動介入前後的觀察紀

錄，目的為確定三位個案活動前與活動後

四週是否維持學習成效佐證。 

（一）三位個案持續注意力之學習歷程 

1.「個案一」持續注意力之學習成效 

從圖 1 與附錄三得知，個案一於基線

期大都沒有參與活動僅短暫注意教學者，

兩次活動持續注意力為 33.33%。 

點名歌的開場活動，教學者

點到名字，看教學者 3 秒後轉頭

看窗戶( AⅠⅡⅢⅣ 基 1-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著教學者隨音樂節奏表現

快速搖動動作 11 秒後看窗戶，

帶 班 老 師 提 醒 沒 有 反 應

( AⅠⅡⅢⅣ 基 2-a) 

視覺追視（走停）與星空儀

器（舒緩）音樂活動，一直看窗

戶，帶班老師提醒沒有反應

( AⅠⅡⅢⅣ 基 1.2-a) 

進入介入期，個案一在介入初期大都需帶

班老師提醒始能了解活動的執行模式，直

到第四次活動開始主動持續關注音樂活

動，如看著教學者等待點名或看著視覺刺

激圖案，惟仍須提醒。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著教學者隨著音樂節奏表

現出快慢搖動身體的動作 12 秒

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仍看

窗戶( A01ⅠⅡ -a)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看視覺追視儀器 10 秒後看

窗戶，帶班老師提醒仍無反應

( A01ⅠⅡ -a)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看天花板的星空視覺刺激圖

案 9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

沒有反應( A01Ⅱ -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視覺追視儀器 13 秒後看

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看著教學

者 9 秒( A04Ⅰ -a)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看天花板星空視覺刺激圖案

15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

後再看星空視覺刺激圖案 8 秒

( A04ⅠⅡ -a) 

第五次點名時關注教學活動時間較多且提

醒後亦會持續關注音樂活動。惟第六次活

動因為不想躺於「U 型積木」，拒絕反應

進而中斷活動。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視覺追視儀器 10 秒後看

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再看視覺

追視儀器 11 秒( A04Ⅱ -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聽到教學者以快節奏敲打棒

棒糖鼓看著視覺刺激圖案 15 秒

後看它處，帶班老師提醒後再看

視覺刺激圖案 15 秒( A05ⅠⅡ -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因拒絕躺在 U 型積木且看

著門口長達 20 秒(ⅠⅡA06-a) 

第七次至活動結束，個案一持續注意力皆

能以穩定趨勢成長且表現出較長時間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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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注視，雖有時會看他處後自己再繼續持

續專注活動進行。在第九次活動後帶班老

師提醒次數漸少且對視覺追視的快慢音素

有長時間持續注意的成效。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教學者快速搖蛋沙鈴 17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再

看 教 學 者 搖 蛋 沙 鈴 15 秒

( A07ⅠⅡ -a)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進行時看雨柱 13 秒，

當音樂停止時看視覺刺激圖案

15 秒( A07ⅠⅡ -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教學者快速搖蛋沙鈴 12

秒，再看視覺刺激圖案 15 秒

(ⅠⅡA08-a)不須提醒再看視覺

刺激圖案 20 秒( A09ⅠⅡ -a)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看天花板星空視覺刺激圖案

7 秒後看窗戶，不須提醒後再看

星 空 視 覺 刺 激 圖 案 18 秒

( A09ⅠⅡ -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推著輪椅隨音樂快

慢節奏在教室走動，看著視覺刺

激圖案 37 秒( A10Ⅰ -a) 

個案一在介入期隨著參與活動次數其持續

注意力成效也越顯見，水準變化由

33.33%至 100%成長，保留期皆可維持

100%。為此，由圖 1 可知介入期較基線

期顯著增加，介入期與保留期兩次結果重

疊百分比為 100%，統計效果量(d = 2.69)

表示活動成效效果大且維持到保留期，介

入期與保留期兩次結果重疊百分比為

100%。 

2.「個案二」持續注意力之學習歷程 

從圖 1 與附錄三得知，個案二於基線

期執行三次活動測量，基線期個案二大都

無持續專注音樂活動，僅關注教室其他硬

體設備。其活動持續注意力為表現為

26.67%。 

音樂活動開始前主動靠近教

學者打招呼，然後指著教室左側

櫃子。活動開始帶班老師提醒後

看教學者 2 秒，活動過程常關注

櫃子，最長達 15 秒(ⅠⅡⅢⅣB

基 1.2-a) 

進入介入期，第十次活動因個人因素無參

與。個案二對每次音樂剛開始的點名歌活

動參與度高，且每次課程都會主動回應教

學者，尤其在點名歌前（開始提醒）知道

教學者會點名到自己的名字，所以對教學

者持續注意力可長達 30 秒甚至兩分鐘之

久。

整體活動來說雖然有時在活動過程會分

心，但只要帶班老師提醒則會持續注意正

在進行的音樂活動。

點名歌開場活動，聽到教學

者點到自己名字會拍手，看著教

學者到點名歌唱完，注視教學者

有 30 秒 (ⅠⅡB01-a,ⅠⅡB02-

a)；注視教學者唱完 2 次歡迎歌

2 分鐘(ⅠⅡB05-a,ⅠⅡB06-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音樂慢時看著教學者 13

秒，有時會轉頭看教室左邊的櫃

子 5 秒，帶班老師在耳邊說「老 



 
 
 
 
 
 
 
 
 
 
 
 
 
 
 
 
 
 
 
 
 
 
 
 
 
 
 
 
 
 
 
 
 
 
 
 
 
 
 
 
 

 

˙37˙ 多感官音樂活動促進多重障礙幼兒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之學習成效

圖 1 個案參與「多感官音樂活動」持續注意力之學習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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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慢~慢~的~」，再看教學者 15

秒(ⅠB04-a) 

活動初期對多感官儀器（視覺追視與星空

儀器）持續專注力較不顯見，到第七次活

動開始增加持續惟需帶班老師提醒。第九

次活動開始持續注意力已能達到 10 秒以

上且不需提醒。另外星空儀器活動持續注

意力表現最顯著。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教學者快速搖蛋沙鈴 10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再

看教學者快速搖蛋沙鈴 11 秒(Ⅰ

ⅡA07-a)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進行時看雨柱 8 秒，當

音樂停止時看視覺刺激圖案 12

秒(ⅠⅡA07-a)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教學者操作大提琴時說：

「停～（同步停止）」，有注視教

學者 17 秒(ⅠⅡB12-a)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躺著看星空儀器投射在天花

板的星空視覺圖案 15 秒，轉頭

看櫃子 6 秒後，再持續注意空視

覺圖案 15 秒(ⅠB09-a)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躺著看天花板的星空視覺圖

案 18 秒(ⅠⅡB11-a)27 秒(ⅠⅡ

B12-a) 

進入介入期學習成效大都呈穩定上升趨

勢。個案二基線期到介入期由 26.67%至

90%成長，統計效果量(d = 1.58)表示活動

成效效果大且維持到保留期，介入期與保

留期兩次結果皆重疊百分比為 100%。由

圖 1 顯示介入期比基線期顯著增加，保留

期亦有達到百分比為 90%，其中個案二

為多重肢體障礙，在活動開始的點名歌持

續注意力最佳，推測個案二了解活動開始

模式且學習準備度極佳。

3.「個案三」持續注意力之學習歷程 

從圖 1 與附錄三得知，基線期執行四

次活動測量且持續注意力表現為 20%。

個案三基線期大都關注教學環境中其他物

品。

點名歌開場活動，從進教室

就一直看著窗戶，帶班老師協助

提醒後繼續看著窗戶(ⅠⅡⅢⅣC

基 2-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一直看著窗戶，帶班老師提

醒後看著教學者 2 秒繼續看著窗

戶(ⅠⅡⅢⅣC 基 3-a) 

進入介入期，第十次活動因個人因素無參

與，介入初期個案三對多感官音樂活動的

參與度較低，有時會看樂器聲音方向，但

仍常看他處，需帶班老師提醒。

點名歌開場活動，進教室看

著教學者 10 秒，聽到教學者點

到自己名字搖手表示不要(ⅠⅡ

C01-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著雨柱搖動發出聲音 11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持續

看著窗戶(ⅠⅡC04-a) 

第六次活動後持續注意力以穩定趨勢成

長，活動過程在帶班老師提醒後有較長的

持續注視。另外，第九次活動個案三對視

覺追視的快慢音素表現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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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躺在Ｕ型積木慢慢搖晃發出

笑聲 15 秒(ⅠⅡC06-a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個案三看著雨柱快速轉動

10 秒後看窗戶，再看雨柱慢慢

轉動 16 秒(ⅠⅡC07-a)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看著教學者慢慢打節奏 10

秒後看窗戶，帶班老師提醒後再

持續看教學者快快打節奏 20 秒

(ⅡC09-a)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停止時看視覺追視儀器

10 秒，音樂進行時看窗戶，音

樂停止時自己再看視覺追視儀器

17 秒(ⅠⅡC09-a) 

個案三介入期持續注意力學習成效由

20%至 86.67%，與基線期活動比較發現

有進步。個案三介入期最高分數與保留期

為 86.67%，統計效果量(d = 1.47)表示活

動成效效果大，介入期與保留期兩次結果

皆重疊百分比為 100%。顯示個案三介入

期比基線期顯著增加，個案三在「多感官

音樂活動」持續注意力有達到學習成效，

特別是視覺追視快慢音素之持續注意力最

佳。

（二）三位個案肢體動作之學習歷程

1.「個案一」肢體動作之學習成效

從圖 2 與附錄三得知，個案一在基線

期初期無表現出相關回應或肢體動作，有

時甚至拒絕，基線期兩次活動水準範圍為

26.67%。 

點名歌的開場活動，對教學

者的指令完全沒有動作反應(Ⅰ

ⅡⅢⅣA 基 1.2-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協助推輪椅隨快慢

音樂在教室移動，沒有反應(Ⅰ

ⅡⅢⅣA 基 1.2-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協助隨音樂搖動身

體，沒有拒絕 (ⅠⅡⅢⅣA 基

1.2-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當協同教學者關掉教室的電

燈，揮手說不要(ⅠⅡⅢⅣA 基

1.2-b) 

進入介入期，介入初期大都需要帶班老師

協助進行活動，肢體動作較為被動表現或

沒有拒絕。到第五次活動開始出現以肢體

動作來回應，如舉高雙手或抬頭，但仍需

帶班老師協助，第六次活動因不想躺在

「U 型積木」表現拒絕反應後中斷活動。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隨著音樂慢慢地搖

動身體，沒有拒絕(ⅠⅡA01-b)

帶班老師協助抬頭氣球傘快速抖

動，沒有拒絕(ⅠⅡA02-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停時教學者協助拍壓

switch，沒有拒絕(ⅠⅡA01-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協同教學者關掉教室的電

燈，帶班老師協助抬頭，揮手說

不要(ⅠⅡA01-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當音樂節奏快時會舉高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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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帶班老師協助揮動雙手(Ⅰ

ⅡA05-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停時抬頭看視覺刺激圖

案，帶班老師協助扶住頭部(Ⅰ

ⅡA05-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拒絕躺在 U 型積木並做出

搖手動作(ⅠⅡA06-b)。 

第七次活動開始對教學者的指令自行做出

回應動作，主動對視覺追視儀器投射出的

視覺刺激圖案與星空儀器投射出的天花板

星空視覺刺激圖案感興趣，特別是視覺追

視（快慢）活動表現出較多的肢體反應

（抬頭、舉雙手），雖仍需老師協助。第

九次至結束活動帶班老師協助的次數漸漸

減少。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停時抬頭看視覺刺激圖

案，帶班老師協助扶住頭部(Ⅰ

ⅡA07-b)(ⅠⅡA08-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主動抬頭看天花板星空視覺

刺激圖案，帶班老師協助扶雙手

肘(ⅠⅡA07-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當音樂停止時會自己抬頭看

視覺追視燈，帶班老師不用協助

扶住頭部(ⅠA09-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躺著雙手比天花板星空視覺

刺激圖案，教學者協助按摩四肢

沒有拒絕(ⅠⅡA09- 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推輪椅隨音樂快慢

節奏走動，節奏快時雙手緊握輪

椅兩側(ⅠⅡA11-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躺著雙手比著天花板星空視

覺刺激圖案，手掌作出開合動作

(ⅠⅡA11-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節奏快時抬頭看氣球傘(Ⅰ

ⅡA12-b)。 

介入期個案一隨著參與活動次數增加，其

水準變化由 26.67 至 93.33 成長，顯示個

案一肢體動作表現持續提高其活動成效亦

逐漸增加。在學習過程皆看到個案一由被

動到主動學習，代表多感官音樂活動對個

案有著助益效果，雖介入期第六次活動對

使用「U 型積木」拒絕中斷活動，但之後

活動皆呈現穩定逐漸增加情形。為此，個

案一整體學習成效趨勢及水準均呈現穩

定，保留期仍維持 93.33%代表介入期效

果佳，統計效果量(d = 2.37)表示活動成效

效果大且維持到保留期。推論個案一在

「多感官音樂活動」肢體動作有穩定成長

趨勢，特別在視覺追視（走停與快慢）的

活動設計有著較佳的學習成效，如主動抬

頭看視覺追視儀器呈現的視覺刺激圖案，

抬頭注視天花板星空及舉高雙手比著天花

板呈現的星空視覺刺激圖案。

2.「個案二」肢體動作之學習歷程 

從圖 2 與附錄三得知，基線期執行三

次活動測量，基線期三次活動水準範圍為

26.67%。基線期剛開始個案二的肢體動

作表現都非針對多感官音樂活動表現回應

動作。

點名歌的開場活動，主動與

教學者揮手打招呼，然後指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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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左側櫃子，活動中一直指著櫃

子(ⅠⅡⅢⅣB 基 1.2-b) 

進入介入期，第十次活動因個人因素無參

與，剛開始個案二在點名歌的開場活動都

有主動的肢體動作表現，惟需要帶班老師

協助表現其動作。

點名歌的開場活動，聽到自

己名字會拍手(ⅠⅡB01-b, ⅠⅡ

B02-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帶班老師協助扶左手肘比著

天花板星星，沒有拒絕(ⅡB01-

b, ⅡB02-b)。 

第三次活動開始對於教學者的指令，如伸

手觸摸教具皆能接受，惟活動礙於肢體限

制需帶班老師協助，有時能自主表現出有

音樂節奏性的肢體動作。

視覺追視（快慢）的音樂活

動，音樂慢時教學者協助伸左手

抓住抖動較慢的氣球傘(ⅡB03-

b) 

視覺追視（走停）的音樂活

動，由帶班老師推著個案二的輪

椅在教室隨音樂節奏表現走停動

作(ⅡB05-6) 

視覺追視（走停）的音樂活

動，自己雙手以穩定節奏拍打鈴

鼓，當音樂停止拍打動作亦會停

止(ⅡB06-b) 

第七次活動開始有肢體動作配合發音行為

出現，活動過程若發現新呈現的音樂教具

或教材，主動表現肢體動作的意願增加，

惟因肢體限制大都無法自行完成反應動

作，需帶班老師協助。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當音樂停止時看著教學者笑

著舉左手說「ㄚ」或「YO」(Ⅰ

ⅡB07-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主動摸 switch 板，也讓帶

班老師輔助用腳踩 switch 板(Ⅰ

ⅡB08-b) 

個案二在活動初期就對星空儀器（舒緩）

的多感官音樂活動感到興趣，到第九次活

動表現出更多自主控制身體動作。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左手比著天花板星空視覺刺

激圖案(ⅠⅡB02-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抬頭看天花板星空視覺刺激

圖案，左手比天花板星星 (Ⅱ

B05-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躺著看星空儀器投射在天花

板的星空視覺刺激圖案，伸出左

手想要抓住投射出的星星圖案，

上半身微微抬起(ⅠⅡB09-b) 

個案二介入期學習成效由 26.67%至 80%

成長，個案二為多重（肢、頑）障礙學前

幼兒，許多活動進行動受限制需協助者給

予較多的協助，但隨著參與活動次數增加

自主動作亦增加，例如：抬頭看視覺刺激

圖案或伸左手想抓住投射出的星星圖案

時，上半身也會微微抬起。活動過程觀察

到個案二對星空儀器感興趣，甚至為了關

注星空儀器呈現的視覺影像，進而願意自

主控制肢體表現動作。整體學習成效於保

留期仍維持 80%，統計效果量(d = 1.53)

表示活動效果大且維持到保留期。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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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示個案二介入期比基線期顯著增

加，保留期的肢體動作兩次結果皆為

80%，推論個案二在「多感官音樂活動」

肢體動作有穩定成長趨勢。

3.「個案三」肢體動作之學習歷程 

從圖 2 與附錄三得知，基線期執行四

次活動測量。活動剛開始個案三對樂器聲

音或觸碰身體都非常敏感，有時會出現高

張反應。

點名歌開場活動，聽到自己

名字呈現高張力，帶班老師在旁

邊安撫放鬆(ⅠⅡ基 1.2-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聽到快節奏音樂身體表現高

張力(ⅠⅡ基 1.2-b) 

推測個案三可能對活動模式陌生且未與教

學團隊建立信任關係，所以基線期第二次

活動後教學團隊與帶班老師進行專案討

論，決議活動前以預告方式讓個案三有學

習準備度。

帶班老師在耳邊說：「等下

要上音樂課，那位（指著教學

者）老師會叫到你唷，我們準備

囉」(ⅢⅣC 基 3.4-b)。 

待基線期第三與第四次活動觀察，發現該

方案確實減緩個案三高張反應，證實此方

式對個案三產生穩定效果，俟個案三肢體

動作穩定後即進入介入期，此方案維持到

活動結束。在基線期個案三肢體動作水準

範圍表現 13.33%。 

進入介入期，第十次活動因個人因素無參

與。介入活動初期因活動前皆會提前預告

讓個案三產生學習準備度，所以推測個案

三知道多感官音樂活動開始模式，但個案

三在活動初期的參與度仍較低。

點名歌開場活動，聽到自己

名字搖手表示不要(ⅡC01-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動，

躺在Ｕ型積木慢慢搖晃，速度快

時搖手不要(ⅠⅡC04-ab)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動，

帶班老師協助推輪椅隨著走停音

樂在教室移動，搖手表示不要

(ⅠⅡC05- b) 

自第六次活動發現個案三對較快的節奏易

產生拒絕反應。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節奏慢時讓帶班老師隨

著音樂按摩身體，音樂節奏快時

搖手不要(ⅠC06-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動

趴在地墊，音樂節奏較快時帶班

老師以快的速度由背部撫摸至小

腿，搖手表示不要(ⅠⅡC09-ab) 

視覺追視（快慢）音樂活

動，教學者以大提琴拉出快節

奏，個案表情出現皺眉 (ⅠⅡ

C12-ab) 

所以第七次活動開始調整視覺追視（快

慢）音樂活動，發現個案三自主表現肢體

動作明顯出現，另外，在星空儀器之舒緩

活動，個案三會隨視覺刺激影像主動轉動

頭部。

視覺追視（走停）音樂活

動，音樂停時發出笑聲且自己將

手微微提高(ⅠⅡC7-b) 

星空儀器（舒緩）音樂活

動，抬起頭部跟著投射在天花板

星空視覺刺激圖案移動 (ⅠⅡ

C07-b、ⅠⅡC1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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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個案參與「多感官音樂活動」肢體動作之學習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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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個案三隨著活動次數對活動模式逐漸

熟悉，所以開始會抬頭注視天花板的視覺

刺激圖案，更表現主動轉動頭部的自主肢

體控制動作。介入期學習成效由 13.33%

至 60%成長，表示個案三的肢體動作成

效有緩慢趨勢成長，保留期亦可維持在

60%，統計效果量(d = 0.59)表示活動成效

效果中等，但成效可由介入期維持到保留 

期。為此，證實多感官音樂活動對個案三

能達到提升肢體動作之成效。 

（三）綜合討論 

1. 多感官音樂活動促進持續注意力成

效，個案一(+66.67)、個案二(+63.33)

與個案三(+66.67)持續注意力學習水準

變化證實有成長趨勢，保留期達維持

效果（附錄三）。 

2. 多感官音樂活動促進肢體動作成效，

個案一(+66.66)、個案二(+53.33)與個

案三(+46.67)肢體動作學習水準變化證

實有成長趨勢，保留期達維持效果

（附錄三）。 

3. 因研究對象僅限於三位多重障礙且皆

參與本研究之多感官音樂活動，研究

效果無法推論至其他障礙類別之特殊

幼兒。 

4. 研究在可控制、單純的教學環境進

行，沒有情境因素干擾，例如：執行

其他治療方案等，因此無法推論非控

制情境因素。 

5. 活動使用音樂育療(MET)，研究三位

個案皆使用相同教學模式，無法個別

化與推論其他音樂活動之學習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發現三位個案在多感官音樂活動

的介入期持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皆呈穩定

趨勢，隨著介入期的活動次數增加其持續

注意力與肢體動作確實有提升效果，活動

結束後的保留期亦皆維持類化成效。可推

論「多感官音樂活動」能提升三位個案持

續注意力與肢體動作的學習成效，數據結

果也證實多感官音樂活動之有效性，推測

此活動對三位多重障礙幼兒是適合的。其

中，個案一為中度多重障礙幼兒，其持續

注意力之視覺追視（快慢）學習成效最

佳，且對多感官音樂活動自主注視可達

30 秒以上，所以視覺追視儀器可能是提

升中度多重障礙幼兒的持續注意力的最佳

媒介。換句話說，視覺追視儀器對其肢體

動作學習有顯著成效，特別是設計快慢與

走停音素活動，推測視覺追視儀器有助多

重障礙幼兒肢體動作發展。另外，設計舒

緩音樂活動配合使用星空儀器對多重肢體

障礙幼兒有提升肢體動作的學習效果，其

結果與 Luo 等人(2012)發現相同，證實了

音樂活動有助多感官和運動功能的整合能

力。最後，本研究活動僅設計走停與快慢

音素，並無呼應 Hobbs 與 Worthington-

Eyre (2008)於大聲和高音音素成效證明，

相關多感官音樂音素規畫設計值得日後研

究參考。 

本研究呼應 Shams 與 Seitz (2008)提

出個體對於不同多感官刺激較傳統單一刺

激有效果。但是多重障礙幼兒生理功能缺

陷與活動限制承受較多的挫折與壓力，且

易造成學習與適應的困難（王慧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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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本研究以 MET 為基礎的教學活

動融合多感官儀器，期望多重障礙幼兒於

多感官刺激的自然情境學習有成效(Katai 

& Toth, 2010)。研究發現運用音樂活動有

助提升特殊幼兒學習（黃榮真，2006）。

對多重障礙幼兒的注意力與肢體動作正向

發展的助益（李玲玉，2007；李淑玲，

2008；陳柏旬、王雅珊，2010；詹乃穎，

2006 ； Ahonen-Eerikäinen et al., 2008; 

Hobbs & Worthington-Eyre, 2008）。最

後，期望本研究結果能提供其他治療方式

參考，以輔助幼兒達到最佳學習途徑與成

效。本研究活動設計方式以及研究設計，

對於未來相關研究皆有參考價值。 

二、研究建議 

（一）對於照顧者的建議 

照顧者如能陪同幼兒共同參與活動，

且隨時提供教學者幼兒學習進度與現況，

有利於教學者調整活動內容，讓多重障礙

幼兒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 

（二）對於教學者的建議 

建議教學者與家長建立密切聯繫，使

家長成為教師。例如：給予家長課後叮

嚀，內容包含活動教唱的歌曲及如何於家

中複習活動，透過教學者與家長雙向互動

配合，讓多重障礙幼兒能更快速地進入活

動與提升更佳的學習成效。 

（三）對於學前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建議學前特殊教育工作者可以運用音

樂搭配多種樂器或教材（如：觸覺球、U

型積木或樂器），增進特殊幼兒感官刺激

進而促進其學習成效。亦建議多參加相關

音樂教育研習，以加強音樂教學能力。 

 

 

（四）對於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國內尚無適用多感官音樂活動的量化

工具，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建立不同評量向

度，便於研究獲取更多量化資料，進而與

質性資料相互對照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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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個案 CDIIT 測驗結果 

分測驗 項目 

個案一 

60 月（女） 

個案二 

61 月（男） 

個案三 

61 月（男）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認知能力 
介入前 15 <54 13 <54 12 <54 

保留期 22 <54 18 <54 16 <54 

分數變化 +7 +5 +4 

動作能力 
介入前 12 <54 5 <54 5 <54 

保留期 17 <54 8 <54 7 <54 

分數變化 +5 +3 +2 

語言能力 
介入前 10 <54 8 <54 7 <54 

保留期 11 <54 9 <54 7 <54 

分數變化 +1 +1 +0 

社會能力 
介入前 13 <54 13 <54 13 <54 

保留期 13 <54 13 <54 13 <54 

分數變化 +0 +0 +0 

自理能力 
介入前 6 <54 5 <54 3 <54 

保留期 7 <54 5 <54 3 <54 

分數變化 +1 +0 +0 

測驗總分* 

（發展商數） 

介入前 56 <54 44 <54 40 <54 

保留期 70 <54 53 <54 46 <54 

分數變化 +14 +9 +6 

註：*測驗分數為個案 CDIIT 測驗五項分測驗的累加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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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多感官音樂活動教學──活動教案舉例（李玲玉，2010） 

 活動內容 

項目／時間 30 分鐘 

點名歌 活動目標： 

以點名歌讓個案知道課程即將開始。 

建立個案與教學者間的互動關係。 

增加個案聽到自己名字時的反應。 

提高個案的持續專注力。 

增加肢體動作。 

音樂遊戲 活動目標： 

提高個案於走停與快慢音樂音素的持續專注力。 

增加個案於走停與快慢音樂音素的肢體動作。 

音樂音素：走停、快慢 

教學資源：視覺追視儀器 

舒緩情緒 活動目標： 

穩定平復情緒。 

提升個案舒緩情緒的持續專注力。 

增加個案舒緩情緒的肢體動作。 

音樂曲目：舒緩 

教學資源：星空儀器 

再見歌 活動目標： 

以再見歌讓個案知道課程即將結束。 

備註 活動內容與過程，會隨著依幼兒反應情況做適時的更改。 

教學與設備器材 硬體設備（木頭地板、音響器材）、多感官儀器（視覺追視儀器、星

空儀器）、樂器（鈴鼓、蛋沙鈴、波浪鼓、木枕、三角鐵、風鈴、攪

拌木琴、鼓棒、switch 板、雨柱、大提琴等）、其他（氣球傘、U 型

積木、圍巾、紗布巾），研究教學活動所需之樂器與教材皆由研究團

隊提供。 

註：研究採一對一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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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三位個案於多感官音樂活動之學習成效分析摘要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基線期 持續注意力 肢體動作 持續注意力 肢體動作 持續注意力 肢體動作 

階段長度 2 2 3 3 4 4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趨向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趨向內資料路徑 ─ (=) ─ (=) ─ (=) ─ (=) ─ (=) ─ (=) 

水準穩定性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穩定 100%

水準範圍(%) 33.33-33.33 26.67-26.67 26.67-26.67 26.67-26.67 20-20 13.33-13.33

水準變化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水準平均值 33.33 26.67 26.67 26.67 20 13.33 

介入期／基線期比較  

趨向路徑預估 / (+) / (+) / (+) / (+) / (+) / (+) 

水準範圍(%) 100-33.33 93.33-26.67 90-26.67 80-26.67 86.67-20 60-13.33 

水準變化(%) 
33.33-100 

(+66.67) 

26.67-93.33

(+66.66)

26.67-90 

(+63.33) 

26.67-80

(+53.33)

20-86.67 

(+66.67) 

13.33-60 

(+46.67) 

重疊百分比 0% 0% 0% 0% 0% 0% 

階段間平均差值 10.88 9.63 9.21 8.44 8.28 4.72 

Cohen's d 2.69 2.37 1.58 1.53 1.47  .59 

effect-size r  .80  .76  .62  .61  .59  .03 

保留期／介入期比較  

水準變化(%) 
46.67-100 

(+53.33) 

40-93.33

(+53.33)

40-90 

(+50) 

40-80 

(+40) 

33.33-86.67 

(+53.34) 

20-60 

(+40) 

重疊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階段間平均值 11.71 10.43 10.32 9.39 9.79 5.50 

基線期／保留期比較  

觀察者評定平均值 33.33/100 26.67/93.33 26.67/90 26.67/80 20/86.67 13.33/56.67

物理治療師評定平均值 33.33/100 20/90 26.67/90 20/76.67 20/86.67 13.33/53.33

帶班老師評定平均值 33.33/100 20/90 26.67/90 20/78.33 20/86.67 13.33/53.33

單一樣本 t 檢定 
4.47 

(p < .01**) 

3.67 

(p < .05*) 

4.12 

(p < .01**) 

3.99 

(p < .01**)

3.58 

(p < .05*) 

3.68 

(p < .05*)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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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main goals were to discuss multi-sensory musical activities’ influence on the 

participants’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physic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aids of multi-sensory 

musical activities. This case study was structur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sensory mu-

sic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nalyze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performance by way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The researcher team participated in, Participant Obser-

vation, and single-subject research designs then collected data. This duration lasted twelve 

weeks with 30 minutes per week. To achieve objectivity, the researcher cross-juxtaposed all 

quantitative data and found out.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indicated:(a)Multi-sensory activities 

can improve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sustained attention abilities and intensify 

physical movements. (b)After the activity, a follow-up retention session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had been retained.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Not only can multi-sensory 

musical activitie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ren, but they can also arouse 

their willingness to join this course. Thus, this research proves to be positive to the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Key words: multi-sensory musical activities, children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sustained atten-

tion, physic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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