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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心障礙者穩定就業對自尊、自信心、職業生涯發展及生活獨立自主性皆有正面影響，

其中職能表現為持續服務於職場的關鍵因素，而體能表現也影響智能障礙者的身體健康與

生活品質。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工作職能表現與各項體能檢測之關聯性，招募 51 位加油站或

汽車美容之智能障礙勞工進行符合該族群合適的職能表現檢測與相關體能檢測。研究資料

以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與克－－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各項

職能表現與部分體能檢測達顯著負相關(r = -.33 ~ -.63)，即當體能表現愈好職能表現耗費時

間越少，其績效亦較佳；(2)經工作任務分組後，除同時具洗車與加油能力工作者於上、下

肢肌力及步態移行與其他組有顯著差異之外，其他體能與職能表現在各組間並無差異。本

研究發現體能與職能表現存在部分項目之關聯性，可作為未來進一步發展監測智能障礙勞

工身體狀況與職能表現之研究基礎。同時，基於考量勞力型工作環境的工作效率與身體負

荷能力，建議未來於加油站或汽車美容工作的智能障礙勞工之體能訓練應關注心肺耐力、

肌力與肌耐力三個項目。此外，亦建議未來應建立大樣本資料庫，將關聯性較高的項目進

一步進行預測力之檢驗分析，以完備智能障礙者就業支持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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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稱 UN）

為促進及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公平地享有所

有基本人權與自由，保障其有公平機會參

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

等領域，以降低身心障礙者長年於社會中

處於不利的狀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14）。因此，聯合國在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該約

中，第 27 條明訂：「身心障礙者享有與他

人平等之工作權利；同時，應給予身心障

礙者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的機會；保障身

心障礙者擁有安全的職場環境等」（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2014）。此外，在我國憲法

增列修訂條文中第 10 條規定：「國家對於

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訓練、就業輔導及生活

維護與救助，皆應予以保障，並扶助其自

立發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2005）。

為服膺上述法規命令，我國對於身心障礙

者於工作保障及就業支持上推動了許多政

策，予以許多福利與輔導。徐文豪與吳亭

芳(2017)的研究指出，支持性就業服務（包

含功能性基本認知能力、工作表現、工作

態度、社會能力、健康照應、財務及居家

協助等七項）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工作適應

有顯著的正向相關，若滿足其工作支持的

需求，可提升身心障礙者在工作上的表

現。針對身心障礙者於工作就業上的支持

需求，包含有工作速度、耐力、獨立性、

應變能力與專注能力等（關婉珍、陳靜江，

2001）。綜整上述，除透過法令規範保障身

心障礙者於工作權之平等外，亦應提供適

合地工作機會與工作環境，同時須配合身

心障礙者於工作適應上進行調整，提供相

對應的訓練與輔導。 

依據勞動部統計處《108 年身心障礙

者勞動狀況調查》中指出，智能障礙者就

業人口數總計 9 萬 1,657 人，其中行業類

別以從事製造業占 30.9%居多，其次為批

發、零售業占 16.4%；住宿與餐飲業及服

務業分別占 14.5%及 12.9%。其職業類別

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占 56.3%，包含有

清潔勞力型占 32.2 及製造勞力型占 20.1%

最多。而在智能障礙者離開上一份工作的

原因中，其工作負荷太重占 12%、體力無

法勝任占 8.4%、工作技能無法勝任占 8.9%

及受傷或生病占 3.6%（勞動部統計處，

2019）。再依據衛生福利部《105 年身心障

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中指出，

身心障礙者從事非典型勞力工作的原因，

以找不到全職工時的工作機會占 60.22%

最多，其次為因體力限制 22.42%（衛生福

利部，2016）。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得知，智

能障礙者多從事有關身體勞力付出的工作

居多，對於體能上之耗損較大，統計數據

顯示智能障礙者常因體力不支、身體不堪

負荷或受傷等因素離開工作職場。基於上

述問題現況分析，若以 Dawis 與 Lofquist 

(1984)之工作適應理論（the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簡稱 TWA）提出職業與生涯

發展雖重要，但在就業後的適應問題更應

更加關注，因其攸關是否能持續穩定工

作，並進而影響個人生活及生涯發展之品

質。故此，本研究希冀透過探討體能檢測

與職能表現兩者間之關係，以近一步提供

解決當前問題現況之參考建議。 

近年來研究發現工作表現與運動訓練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Drannan (2016)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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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指出，有參加體育訓練的員工，其工

作績效會有所提高，甚至會有更良好的身

體健康與情緒。Sjøgaard 等人(2016)認為藉

由體育運動的訓練提高身體能力與功能，

可使員工保持或提升生產效率與工作能

力，甚至減少缺勤時數。Marques、Balle

與Curado (2018)的研究亦發現雇主關切員

工的高水平工作績效，而運動訓練與工作

績效、工作滿意度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

在Beck等人(2015)的研究中更是進一步指

出，身體適能訓練中的敏捷、肌耐力與心

肺耐力等運動項目與工作表現有顯著的相

關性，可推論藉由運動項目的訓練將有助

於提升工作的表現，亦可提供雇主作為員

工培訓及管理的參考依據。針對智能障礙

者在此議題的相關研究，Croce 與 Horvat 

(1992)的研究曾指出，智能障礙者透過運

動訓練以改善工作表現的效益與非智能障

礙者相似。Jeng、Chang、Liu、Hou 與 Lin 

(2017)一篇針對智能障礙者透過技能相關

體能訓練(skill-related fitness)來提升其工

作績效與參與休閒活動能力的一篇系統性

回顧研究，統整結果顯示，在敏捷、肌肉

力量、協調、速度、反應時間與平衡感的

訓練模式可以有效改善智能障礙者在工作

績效上的表現。同樣在另一篇系統性回顧

的研究中 Bouzas、Martínez-Lemos 與 Ayán 

(2018)提及針對智能障礙者，體能鍛鍊是

重要的生活指標之一，此乃攸關其生、活

健康、活動能力、工作績效及延緩衰老等

重要的調節項目，經統整後發現在體能訓

練中以改善心肺耐力、肌力與肌耐力可有

效改善其活動能力與工作績效。另一篇研

究亦發現，智能障礙者的體能訓練與職業

表現兩者之間存在有相關性，從就業市場

中離開的人，除表現其體能衰退、工作技

能與績效下降的情況外，亦使生活品質下

滑，因此，部分支持輔導性的策略，應從

改善身體適能著手，以提升智能障礙者長

期就業及生活獨立性 (Gomes-Machado, 

Santos, Schoen, & Chiari, 2016)。 

綜整本章上述，我國智能障礙者多數

從事勞力密集型的工作範疇，其中包含餐

廳服務員、產品銷售員、加油站與汽車美

容中心等工作內容。而從全國身心障礙者

勞動狀況相關調查發現，多數的智能障礙

者離開工作的原因包含有體能衰退、身體

不堪負荷、工作傷害及被迫提早退休等，

以上皆可能成為導致職能表現不佳及工作

績效下降的原因（勞動部統計處，2019；

衛生福利部，2016）。因此，為提供智能障

礙者長期就業及維持獨立能力的支持性就

業服務，本研究目的欲探討職能表現與體

能檢測兩者間的關聯性，並進一步提出未

來透過體能檢測來提升智能障礙者於工作

職場上表現，進而解決延續就業之問題，

同時，希冀發展可做為未來訓練智能障礙

勞工身體適能的課程編製之參考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智能障礙者的職能表現 

身心障礙者相較於一般人，較需重視

其身體功能的健康狀況，除需有生活自理

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身心障礙者也必須進

入職場就業以維持生計。Almalky (2020)

回顧 27 篇有關職能表現的研究發現，智能

障礙者的就業對於其自尊、自信心、職業

生涯發展及生活獨立自主性皆有正面的影

響，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能直接提供自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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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增長，顯示出身心障礙者之就

業議題之重要性。Ellenkamp、Brouwers、

Embregts、Joosen 與 van Weeghel (2016)回

顧性研究中發現，於工作環境中(1)雇主的

決策與意見；(2)工作內容、需求與表現；

(3)工作場域的互動與文化；(4)工作指導的

支持系統等四項因素是影響智能障礙者是

否能獲得或維持的關鍵因素，其中在影響

雇主的決策與意見的因素包含智能障礙者

對於工作本身的安全性、生產力、出席率、

可行性及支持性服務。此外，該研究也就

智能障礙者本身的角度檢視，若其於工作

場域中能獲得一定的工作支持，將有利於

維持該工作的表現與維持穩定就業。

Nota、Santilli、Ginevra 與 Soresi (2013)也

透過統整多篇研究後發現，雇主在聘雇智

能障礙者時，特別關注其工作表現與績效

及社會接受度的能力，而在聘用之後，雇

主亦強調智能障礙者可接受支持與輔導工

作培訓的能力，尤其是針對社交技巧與工

作所需技能，將有助於提升其職業成就的

發展、維繫同事間的關係及雇主的支持。

綜合上述，過往研究皆指出對於智能障礙

者而言，工作職能的表顯攸關其獲得或維

持一份工作的重要條件。因此，在輔導智

能障礙者協尋工作時，應針對其對於工作

內容的技巧與能力進行相關培訓。 

職能表現優良的智能障礙者雖初步有

較高機會獲得工作，但高馨玲與任麗華

(2005)的研究中提及，若智能障礙者欲維

持穩定就業或增加就業年限，工作適應能

力及職場所提供的支持性系統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郭峰誠與張恆豪(2011)進一步指

出身心障礙者於就業條件中，若相關配套

措施不足、成效不彰，是無法改變身心障

礙者在社會環境與工作環境上的障礙，即

便其能順利進入職場，也不容易融入、不

易被長期聘僱。此外，陳玫伶(2011)年的

研究中發現，身心障者支持性就業系統宜

針對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的參與式服務、

建立以職業評量為主的就業訓練，並透過

管理控制來提升其服務品質及工作產能，

如宜提前訓練準備能力及工作能力等。上

述研究皆表述，對於智能障礙者之支持性

就業系統的提供，是影響其維持就業能力

的一大關鍵因素。 

雖然尚未有明確的研究指出，何種支

持、輔導或培訓方式對於提升身心障礙者

職業表現最有成效，但多數研究仍指出針

對該職業技能或服務項目提供直接的相對

應的培訓是重要的 (Oorsouw, Embregts, 

Bosman, & Jahoda, 2009)。如在支持輔導就

業策略中出現頻繁的項目包含有工作技能

強化、工作行為輔導與人際技巧的強化皆

直接針對工作所應用的技能與內容進行強

化（劉秀之、林明慧、林建邦、謝依婕、

陳瓊玲，2017）。若能有效地擴展與改善智

能障礙者於工作場域中的支持性就業服務

係能創造更友善地的工作環境與條件，亦

能提升其參與率及工作產能與效率

(Ellenkamp et al., 2016)。 

綜整上述，本研究目的為探索職能檢

測與體能項目檢測之關聯性，於眾多的體

能檢測中發掘能有效預測職能表現的提

升，並據此安排相關的體能訓練，作為未

來智能障礙者支持輔導就業系統之參考依

據，亦藉由體能的訓練達到智能障礙者須

強身健體、提升工作表現及維持工作年

限，進而達到提升自主生活能力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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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障礙者的體能與體能檢測 

在 Perez-Cruzado 與 Cuesta-Vargas 

(2016)一篇回顧性文獻中提及智能障礙者

可藉由運動的參與來提升體能狀況與表

現，進而促進其社會支持與、自主參與活

動、自我效能與生活品質等面向。上述顯

示，瞭解個人的體能狀況，是可以有效管

理且促進個人多元面向之發展，過往研究

也指出透過身體適能的檢測或是體能檢測

等測驗，可以瞭解並追蹤個人的體能狀況

(Perez-Sousa, Olivares, Escobar-Alvarez, 

Parraca, & Gusi, 2018; Lynch, Bird, Lythgo, 

& Selva-Raj, 2020)。智能障礙者的體能檢

測又相較於非身心障礙者更需要被重視，

許雅雯、林麗娟與蔡佳良(2008)指出因自

身的身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影響，身心障

礙者在面對身體活動的訓練時，相較於一

般人難度甚高，因此在針對該族群的體能

發展尚有許多待研究與開發之空間。

Oppewal 、 Hilgenkamp 、 van Wijck 與

Evenhuis (2013)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從 31篇

研究中發現，在缺少足夠的運動量及心律

不整的兩大因素影響下，智能障礙者的心

肺耐力普遍較低，並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逐漸下降，而在經過跑步機的訓練與檢測

後，證實心肺耐力可作為有效的、可靠的

健康指標。而該研究團隊於另一篇探討智

能障礙青少年的體能檢測之可行性或有效

性的系統性回顧文獻中，篩選出共 18 項體

能檢測項目，包含有身體組成 4 項、肌力

4 項、肌耐力 4 項及心肺適能 4 項，在施

測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研究中發現，距離慢

跑或慢走（心肺耐力）、屈臂懸吊（肌耐

力）、握力計（肌力）及身體質量指數（身

體組成）為最佳檢測項目，然而，此研究

亦提出若需廣泛應用體能檢測於身心障礙

者的運動訓練上，則需進行更進一步之評

估 (Wouters, Evenhuis, & Hilgenkamp, 

2019; Wouters, van der Zanden, Evenhuis, 

& Hilgenkamp, 2017)。過往研究皆指出評

估智能障礙者的身體及健康狀況不容易，

因此，在該族群之體能檢測亟待研究去開

發，Oppewal 與 Hilgenkamp (2019)提出一

套適用於智能障礙成年人的體能檢測，包

含有身體組成(BMI, waist circumference)、 

肌力(grip strength)、肌耐力(30 second and 

five times chair stand)及平衡感(static bal-

ance stances, comfortable gait speed)，應用

此體能檢測證實運動可改善身體狀況較

差、功能衰退及不健康的智能障礙者。透

過上述研究可得知，體能檢測可作為評估

智能障礙者身體狀況及健康程度的有效方

式之一，而過往研究亦提出此效益仰賴於

適度地運動及定期的體能檢測。本研究希

冀藉由體能檢測的項目開發，作為未來智

能障礙勞工運動訓練與檢測之參考依據。 

三、職能表現與體能檢測 

過往許多研究都指出體能檢測可用來

進行有效的員工管理及工作能力之評估，

特別是低技術、高勞力付出的工作類別，

如軍事、消防或執法警察等 (Hydren, 

Borges, & Sharp, 2017)。關於體能檢測與

工作或職能表現的研究，皆透過不同的體

能檢測指標與職業或工作任務的相關性來

檢驗兩者間的相關與影響關係為何。

Tammelin、Näyhä、Rintamäki 與 Zitting 

(2002)研究發現在工人的早期階段進行身

體體能的監控，有助於評估工人是否可以

從事繁重的工作能力及確定是否需要改善

工人之體能活動。Beck 等人(2015)的研究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N%C3%A4yh%C3%A4+S&cauthor_id=1178266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Rintam%C3%A4ki+H&cauthor_id=1178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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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體能檢測與校園警察的工作表現之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在體能檢測中的敏捷

性、柔軟度與肌耐力都與其工作表現有顯

著的相關，同時也藉由提升這些體能項目

的指標，能夠使校園警察有足夠的體力跟

力量去完成工作中的任務。上述研究結果

顯示，適當的身體訓練將有助於提高其體

能狀況，並足以應付高勞力密集的工作內

容與環境，而最有效的檢測就是與職業表

現或工作內容與績效相關的體能項目

(Hauschild et al., 2016)。有關本研究對象智

能障礙者於體能檢測與職能表現的過往研

究中發現，Yildirim、Erbahceci、Ergun、

Pitetti 與 Beets (2010)的研究中，針對患有

唐氏症及輕度智能障礙者進行漸進式鍛鍊

計畫，包含伏地挺身、啞鈴、站到俯臥、

波比跳、50 米衝刺間歇訓練。該研究結果

發現經過上述運動訓練循環後，對於解決

其工作內容所面臨之問題是有成效的，同

時，對於生活行為及日常活動的反應速度

亦有所提升。以系統性方式回顧過往研究

文獻，透過檢驗運動成效的方式來探討對

於智能障礙者的科學證據，有氧運動及阻

力運動是最常出現的運動訓練，對於改善

身體狀態、健康、活動能力及工作績效與

表現都有明顯的提昇益處 (Jeng et al., 

2017; Bouzas et al., 2018)。提升身體各部位

的力量對於智能障礙者從事日常生活及工

作內容是有重要價值，而掌握上半身肌肉

對於其獲得許多工作機會更是先決條件之

一，因此，過往研究皆已表示需要有適當

的評估方式來確定智能障礙者身體體能狀

況，特別是肌力與肌耐力(Corce & Horvat, 

1992; Pitetti, Rimmer, & Fernhall, 1993)。 

 

根據勞動部蔡瀚輝、謝曼麗於 2013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其中將身心障礙者族

群列為推動照顧與支持工作相關計畫推動

五大優先團體之一。同時，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34 條，『為保障身心障礙

者工作權益，各級勞工主管須針對具有就

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依其工

作能力，提供個別化就業配置、訓練以及

其他協助等支持性就業服務』（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2015）。然健康體能係為促進

職場健康推動計畫項目之一，其目的在於

透過有效的運動方式，來達到工作績效與

個人健康之全面性效益（蔡瀚輝、謝曼麗，

2013）。而在針對製造業、服務業或營造業

等高勞力密集型的勞工所提出提升健康體

能的建議，其體能重點項目包含有身體組

成、心肺適能、肌力、肌耐力、柔軟度及

關節活動度、平衡感與協調反應等（王子

娟、潘致弘，2011）。 

因故，本研究考量加油站與汽車美容

是身心障礙者就業型態中較常見的職業類

別，而這兩類工作都屬於高度的身體勞力

付出，故若有適當的體能訓練與定期的體

能檢測，將使智能障礙者提升其就業能

力、職能表現及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因

此本研究目的欲發展針對智能障礙者職能

表現與體能檢測之相關研究。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加油站

及某汽車美容中心工作之智能障礙勞工，

以便利抽樣之形式公開招募，依其意願自

由報名參加，共計募集 71 位智能障礙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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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中汽車美容中心 38 人與加油站 33

人。本研究未排除任何個案或有排案條

件，因有些個案工作時間與施測時間無法

配合，或部分檢測項目無意願進行，僅以

能完整參與本研究之體能檢測與職能檢測

者之數據進行資料分析，經檢測後有 28

位加油站勞工與 23 位汽車美容中心勞

工，共計 51 位智能障礙勞工完成所有檢

測。本研究參與者之障礙類別全為智能障

礙，其認知功能為輕度至中度，手部功能

皆為可支應汽車美容及加油站之工作內

容，視覺及聽覺功能皆屬正常範圍內，並

所有研究參與者皆符合勞動基準法，每週

工作不超過 40 小時，每日工作不超過 8

小時，以自由意志排班。本研究於實施前

確實讓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簽署知情同意

書，並待同意後，配合每一位研究參與者

工作輪班調度，以不影響工作及生活的情

況下，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進行施測，每位研究參與者均完成職能

檢測與體能檢測。本研究業經 108 年 10

月 8 日由某基金會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

查核可通過（計畫編號：SU108005）。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施測工具包含有「體能檢測」

及「職能表現檢測」兩項，並於開始測驗

前讓研究參與者知悉每一項操作流程，確

認其皆可以完成後，開始進行施測，每位

研究參與者個別進行一次測驗，過程中將

由施測人員協助進行口語指令，引導研究

參與者可以盡全力及順利的完成檢測。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職能與體能檢測之效度均以

專家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以確保測驗

項目內容的周延性、代表性與適切性。本

研究工具透過 2 次內容效度專家審查會議

邀請 10 位於特殊教育、職業重建、運動體

能訓練、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領域之學者

與該職場工作場域之加油站站長與汽車美

容站長，共同研擬本研究之測驗。另外，

以職種族群概念而言，本研究面向僅限於

「加油站」與「汽車美容中心」兩種，其

研究向度無法推估至其他職種。 

（一）加油站及汽車美容職能表現測驗 

本研究職能表現測驗依據加油站及汽

車美容工作現場所需工作項目做設計，測

驗項目共四種，如表 1 所示，施測過程如

圖 1 到圖 4。模擬工作步態移行：起始點

與折返點為直線距離 8.5 公尺，研究參與

者僅能用步行方式進行來回 10 圈的測

驗，完成 10 圈後停止並記錄時間。模擬洗

車登階：置放雙層階梯兩組間距為 1 公

尺，並距離牆面 10 公分，第一階高度離地

面為 30 公分、第二階高度離地面為為 60

公分，研究參與者須以一腳一階的方式進

行登階，雙腳從地面到達第二階，雙腳再

回到地面，完成兩側登階為 1 趟，完整操

作連續 5 趟後停止並記錄時間。模擬油槍

拿放：加油機臺與模擬加油處距離為 75 公

分，研究參與者以拿起油槍，將其插入模

擬加油處（油槍口上方第一個鐵環須靠在

模擬加油洞口處），再將油槍放回機臺上，

完整並連續操作 10 次後停止並記錄時

間。模擬弓步抹洗：抹洗區域為高 130 公

分、寬 90 公分牆面兩塊，研究參與者須以

弓箭步方式，且側向抹洗區域進行抹洗操

作，以完整擦拭指定區域後停止並記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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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職能表現測驗項目 
檢測項目 相對應工作站處 
步態移行 加油站、汽車美容中心 
洗車登階 汽車美容中心 
弓步抹洗 汽車美容中心 
油槍拿放 加油站 

註：本資料之檢測項目與其對應之工作內容係經由召開 2 次內容校度專家審查會議邀請共

10 位專家學者，分別於特殊教育、職業重建、運動體能訓練、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與

該職場工作場域之加油站站長與汽車美容站長與督導，共同研擬編製之。 
 
 

 

圖 1 職能表現檢測──步態移行。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2 職能表現檢測──洗車登階。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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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職能表現檢測──油槍拿放。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4 職能表現檢測──弓步抹洗。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本研究測驗工具之信度，採再測信度

(retest reliability)分析，先於 108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進行 71 名研究參與者之職能檢

測之前測，相隔三週後於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再進行後測。本研究之再測信度分析結

果為步態移行(ICC = .85)、洗車登階(ICC 

= .89)、弓步抹洗(ICC = .85)、油槍拿放

(ICC = .84)，各檢測項目皆為高度相關。

研究參與者之測試間信度及一致性，係使

用 Park 與 Lee (2014)研究中所測試組內相

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高度相關(ICC ≧ .80)、中度相關

(ICC = .60 ~ .79)、低度相關(ICC < .60)作

為信度分析之標準，顯示本研究之職能表

現檢測量表之再測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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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能檢測 

本研究體能檢測項目之組成，是經由

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於會議中共同編製，主

要採納 Winnick (2005) The Brockport Fit-

ness Test Technical Manual 中之部分體能

檢測項目與教育部體育署所訂定之體適能

檢測項目，並依據研究參與者之工作職能

所需相關身體能力，最終選定 7 項測驗項

目（如表 2）合適於加油站與汽車美容中

心之智能障礙勞工，施測過程如圖 5 到圖

11。(1)心肺耐力：漸進式折返跑(progres- 

sive aerobic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run)， 

研究參與者須在測驗指示聲音間隔內，於

長 20 公尺的跑道中，完成一趟折返。並以

多階段的來回持續折返跑，每一階段的時

間為 1 分鐘，包含 7 次以上的來回趟數，

指示聲音將隨時間拉長，間隔越來越短，

若研究參與者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20

公尺，則視為運動衰竭，並記錄前一次完

成的階段數，此項目僅測驗 1 次作為紀

錄。(2)柔軟度：修正式坐姿體前彎，研究

參與者須採坐姿，測驗單腳伸直於測量器

材上並輔以雙手往前延伸至測量數值，另

外一隻腳可略彎於手肘外側並腳掌踩地，

單腳測驗兩次，取成績較佳者作為紀錄。

(3)平衡感：功能性前伸測試 (functional 

reach test; Scena, Steindler, Ceci, Zuccaro, 

& Carmeli, 2016)，研究參與者須平行於牆

壁站立，且身體靠近但不碰觸，手臂自然

舉起與身體保持 90 度，雙腳站立地面於起

始點，測驗開始手臂於牆壁上測量尺度向

前延伸，並保持在肩膀水平不掉落，延伸

至研究參與者將被迫離開起始位置後，停

止測驗並記錄停止刻度，連續測驗兩次，

取成績較佳者作為紀錄。(4)上肢肌力：架

上臥推，採 1 次反覆最大重量(one-repeti- 

tion maximum, 1RM)為該測驗紀錄，研究

參與者須於 5 組檢測內找到可執行之最大

重量，每組組間休息 2 分鐘，有運動經驗

者從平時訓練的重量作為起始值，無運動

經驗者則男性從 20 公斤槓鈴、女性從 8

公斤的槓鈴為起始值，記錄其完成之最大

重量。(5)下肢肌力：推雪撬，研究參與者

須於10秒內完成推行負重雪橇於長3公尺

之人工草皮，並於 5 組檢測內找到可執行

之最大重量，每組組間休息 2 分鐘，有運

動經驗者從平時訓練的重量作為起始值，

無運動經驗者則以自身體重的 25%、

50%、75%、100%依序開始，記錄其完成

之最大重量。(6)核心肌耐力：單手負重行

走，研究參與者以脊椎中立，並保持頭部、

肩部與臀部為一直線為原則，測驗時單手

持自身一半體重之重量，記錄其可行走之

最大距離，左、右手各測驗一次為一組，

組間休息 2 分鐘。(7)肌耐力：雙手負重行

走，研究參與者以脊椎中立，並保持頭部、

肩部與臀部為一直線為原則，測驗時雙手

持自身體重之重量，記錄其可行走之最大

距離。 

本研究之信度分析則採再測信度

(retest reliability)，先於 108 年 9 月 16 日至

20 日進行 71 名研究參與者之體能檢測之

前測，相隔三週後於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再

進行後測。本研究之再測信度分析結果為

心肺耐力(ICC = .89)、柔軟度(ICC = .97)、

平衡感(ICC = .76)、上肢肌力(ICC = .95)、

下肢肌力(ICC = .91)、核心肌耐力(ICC 

= .94)、肌耐力(ICC = .93)，除平衡感為中

度相關以外，其皆為高度相關，而平衡感

再測信度的結果與 Kamath 與 Sandes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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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體能檢測項目與指標 
體能指標 測驗項目 
心肺耐力 漸進式折返跑 
柔軟度 修正式坐姿體前彎（左腳及右腳平均值） 
平衡感 功能性前伸測試 (Functional Reach Test) 

上肢肌力 架上臥推 
下肢肌力 推雪撬 
核心肌耐力 單手負重行走（左手及右手加總平均值） 

肌耐力 雙手負重行走 
註：本資料之檢測項目與其對應之工作內容係經由召開 2 次內容校度專家審查會議邀請共

10 位專家學者，分別於特殊教育、職業重建、運動體能訓練、職能治療與物理治療與

該職場工作場域之加油站站長與汽車美容站長與督導，共同研擬編製之。 
 

 

圖 5 體能檢測──漸進式折返跑。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6 體能檢測──修正式坐姿體前彎。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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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體能檢測──功能性前伸測試。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8 體能檢測──架上臥推。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9 體能檢測──推雪撬。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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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體能檢測──單手負重行走。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圖 11 體能檢測──雙手負重行走。 
資料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對身心障礙勞工之

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 
 

的研究結果相近(ICC = .72)，該研究指出

唐氏症者因智能上的限制，在手眼協調、

身體精細動作控制、肌力等因素，皆會影

響平衡感再測信度之結果，而該研究亦證

實功能性伸展測試對唐氏症者係一項有效

且具有良好信度的動態平衡檢測工具。故

本研究仍以功能性伸展測試作為平衡感之

體能檢測指標。研究參與者之測試間信度

及一致性，係使用 Park 與 Lee (2014)研究

中所測試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

tion coefficient, ICC) ，高度相關 (ICC 

≧ .80)、中度相關(ICC = .60 ~ .79)、低度

相關(ICC < .60)作為信度分析之標準，顯

示本研究之體能檢測量表之再測信度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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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23.0 版本

之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以斯皮爾曼等級相

關係數分析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職能表現與體能各項參數

之相關性，並以克──瓦二氏單因子等級

變異數分析(Kruskal-Wallis test)分析以不

同工作內容所分配之組別，各組於職能表

現與體能各項參數間之組間差異。 

肆、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參與者之描述性統計 

51 位參與研究之智能障礙勞工平均

年齡為33.90 (±9.83)歲、平均身高為169.16 

(±8.72)公分、平均體重為 73.41 (±18.27)

公斤，如表 3 所示。由於本研究 51 位研究

參與者主要來自汽車美容站及加油站，故

依據各站處督導人員評估其工作能力進行

工作任務分配，將其分為五類，如表 4 所

示。再經由現場督導與專家學者於內容效

度專家審查會議中視其所分配之工作任務

安排合適之職能表現檢測項目。在四項職

能表現檢測與七項體能檢測之統計結果如

表 5 及表 6，兩項測驗之相關性如表 7 所

示。 

（二）肌耐力與職能表現之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智能障礙者在體能檢

測與職能表現相關性中，以核心肌耐力與

步態移行相關性(r = -.63) 最高，再依據工

作內容分組中有進行步態移行之分析結

果，以 E 組(加油與洗車)與核心肌耐力相

關性較高(r = -.56)。另外核心肌耐力亦與

洗車登階檢測達顯著負相關(r = -.45)。肌

耐力與步態移行及洗車登階達顯著負相關

(r = -.53; r = -.37)，再依據工作內容分組中

有進行步態移行之分析結果，以 E 組（加

油與洗車）與肌耐力相關性較高 (r = 

-.59)。本研究發現與過往研究發現相似，

如 Mayer 等人(2015)曾對需要大量體能基

礎的消防員工作需求與體能訓練進行研

究，發現背部與核心肌耐力的訓練能有效

改善其工作表現，以及增加對於工作的安

全性及身體保護。此結果亦呼應 Oppewal

與 Hilgenkamp (2019)的研究，該研究認為

肌耐力可作為智能障礙者良好的生活功能

或工作需求的測指標之一，因此，本研究

結果顯示核心肌耐力較佳者，所需完成其

工作的時間愈短，其職能表現愈好。 

 

 

 

表 3 

研究參與者之人口統計變項 
變項 M SD 
年齡 33.90 9.83 
身高 169.16 8.72 
體重 73.41 18.27 

N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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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參與者主要工作任務分組表 
代號 工作任務 個數 職能表現測驗項目 

A 擦車、貼心服務及清潔 9 步態移行 
B 洗車及擦車 2 步態移行+洗車登階+弓步抹洗 
C 單純洗車 20 洗車登階+弓步抹洗 
D 單純加油 2 步態移行+油槍拿放 
E 加油及洗車 18 步態移行+洗車登階+弓步抹洗+油槍拿放 

N = 51 

表 5 

七項體能檢測結果摘要表 
變項 M SD 

心肺耐力（等級） 14.18 8.62 
柔軟度（公分） 17.85 9.45 
平衡感（公分） 36.78 6.01 
上肢肌力（公斤） 44.80 12.77 
下肢肌力（公斤） 194.55 61.08 

核心肌耐力（距離／公尺） 44.84 27.05 
肌耐力（距離／公尺） 49.55 33.32 

N = 51 

表 6 

四項職能表現檢測結果摘要表 
項目（秒） M SD 

步態移行(N = 31) 107.68 15.21 
洗車登階(N = 40) 31.95 9.80 
弓步抹洗(N = 40) 27.35 8.21 
油槍拿放(N = 20) 34.50 7.42 

表 7 

職能與體能檢測之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分析摘要表 
 步態移行（秒） 洗車登階（秒） 弓步抹洗（秒） 油槍拿放（秒） 

心肺耐力 -.59** -.57** -.21 -.41 
柔軟度 -.21 -.01 -.06 -.26 
平衡感 -.37* -.10 -.33* -.29 

上肢肌力 -.36* -.38* -.44** -.50* 
下肢肌力 -.37* -.24 -.46** -.33 
核心肌耐力 -.63** -.45** -.16 -.43 
肌耐力 -.53** -.37* -.13 -.39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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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肌力與職能表現之相關 

本研究之智能障礙者在上肢肌力與四

項職能表現皆達顯著負相關(r = -.36 ~ r = 

-.50)，再依據工作內容分組，以 E 組(加油

與洗車)與上肢肌力相關性較高(r = -.48 ~ 

-.58)。下肢肌力與步態移行與弓步抹洗達

顯著負相關(r = -.37; r = -.44)，再依據工作

內容分組，以 E 組（加油與洗車）與下肢

肌力相關性較高 (r = -.58)。此結果與

Nindl、Jones、van Arsdale、Kelly 與 Kreamer 

(2016)的職業軍人研究類似。該研究指出

軍人須長時間穿戴多項裝備於工作期間進

行行走及工作技能操作等，而研究發現徒

手訓練、跑步及高強度肌肉訓練，特別是

軀幹及手臂的力量與改善軍人對於穿戴裝

備的負荷能力有關聯，故建議在安排軍人

體能訓練時可特別專注於上述幾項體能訓

練。本研究之智能障礙勞工在洗車及加油

工作中須反覆地來回應用上肢或手部部位

來完成，如擦拭車體與手持加油槍等工作

內 容 ， 此 結 果 亦 呼 應 Oppewal 與

Hilgenkamp (2019)的研究，該研究認為肌

力可作為智能障礙者良好的生活功能或工

作需求的檢測指標之一，因此，提升本研

究之工作性質須長時間應用的上肢肌力，

進而增強對此的工作負荷能力，可使工作

耗費的時間更少、更有效率。 

（四）心肺耐力與職能表現之相關 

本研究參與者在心肺耐力與步態移行

與洗車登階兩項職能表現達顯著負相關(r 

= -.59; r = -.57)，再依據工作內容分組，以

C 組（單純洗車）與心肺耐力相關性較高

(r = -.48)。Storer 等人(2014)有關消防員健

康與體能的研究中發現，心肺耐力是高耗

能的工作所需體能指標之一，藉由心肺耐

力的提升，可維持高度工作表現的時間。

此結果亦符合 Oppewal 等人(2013)的研

究，心肺耐力之檢驗對於智能障礙者是有

效及可靠的生活指標之一，可用於評估其

生活健康、生活能力及工作能力等面向。

本研究發現與過往研究相符，於工作站體

中智能障礙勞工須長時間來回走動，如服

務時須於車輛或車輛間來回移動，因此心

肺耐力成為重要的指標，若體力較佳時，

工作所耗費之時數便能縮短。 

（五）依工作內容分組之差異 

經檢測本研究智能障礙勞工之不同主

要工作任務分組組間差異可以得知，在體

能部分，E 組在上肢肌力與下肢肌力項目

中表現與其他組別出現顯著差異。在職能

表現上，E 組也在步態移行檢測項目中，

表現顯著優於其他組別。本研究探究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 E 組的成員通常是機構內能

力相對較好的成員方能同時支援加油站與

汽車美容二個單位，因此推測可能是因為

智能障礙勞工進入該職場後經過職能評估

後分配工作所致。除上述結果有統計上顯

著差異外，其餘項目並無組間顯著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為提升智能障礙者於就業上的競爭

力，避免因體力的不足、職業傷害或疾病

而導致無法繼續工作或被迫離開職場，本

研究為探討職能表現與體能檢測之關聯

性，用以瞭解是否未來可以藉由適度的身

體訓練並定時追蹤檢測，以穩定其就業工

作能力。爰此，本研究之結論為：(1)智能

障礙者未來可強化心肺耐力與核心肌耐

力，因該兩項體能項目與四項職能表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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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最高，意即當心肺耐力與核心肌耐

力較高者，其該職種之績效表現亦較好；

(2)除上述兩項，若未來欲提升該職種之職

能表現亦可經由本研究結果中與其他職能

表現具有關聯性的項目為主，包含上、下

肢肌力及全身性肌耐力之體能檢測做為追

蹤指標；(3)本研究不同主要工作任務之智

能障礙勞工於職能表現檢測及體能檢測

中，除了同時能支援加油站與汽車美容的

研究參與者於上、下肢肌力與步態移行有

顯著優於其他組別之外，其它項目均無差

異。 

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進一步使用不同的

體能項目來進行職能表現的評估，以利開

發更多適用於智能障礙勞工的體能訓練，

並更精準地提升其職能表現，增加就業能

力。此外，未來研究可繼續擴大樣本數之

蒐集，可將關聯性較高的項目進一步進行

預測力之檢驗分析，以完善我國智能障礙

勞工之就業環境與條件。 

 

 

致謝：本研究感謝由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與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多元運動介入

對身心障礙勞工之體能與職能影響之探討

──以陽光事業體為例」合作計畫案提供

相關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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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mpacts positively on their 

self-esteem, self-confidenc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pendence. Occupational perfor-
mance is the main key of maintaining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hysical performance also 
impacts their physic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of worker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D). Fif-
ty-one workers with ID employed in gas station and/or auto detailing were recruited and com-
pleted occupational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tests.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Kruskal-Wallis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1) the significant correla-
tions between occupational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tests (r = -.33 ~ -.63) implies that with 
higher physical performance, workers with ID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with their works; (2) ex-
cept the group who work both in gas station and auto detailing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alk 
test, upper and lower muscular strength, there is no other significance among group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some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are correlated and 
could b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in understanding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for workers with ID. Because gas station and auto detailing are labor-intensive 
working environment, 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 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are three 
domains that are recommended in physical trainings for workers with ID to provide enhanced 
working efficiency and physical capacity. In addition, studies with big data are needed in order to 
provide stronger evidence to support of enhancing the support service for labors with ID. 

Key words: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orkers,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physical test, gas station, 
auto detai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