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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二十世紀五十年代開始，教學改革在世界各地發展得如火如荼，到了九十年代，改革依然持續不斷(趙昌木 

1999)。近年來，香港課程改革方興未艾，若課改只是課程文件的規劃，而缺少了教學改革的相互促進，絕對未能

完整，課程改革也很容易變成紙上談兵，也談不上教育質素的提升。 

 

香港明愛賽馬會樂仁學校是一所為 176 位香港嚴重弱智兒童提供教育的機構，大部份學生兼有多重障礙，其

中部份學生的基礎社交和溝通能力較薄弱，包括與別人相處有障礙、害怕身體接觸、欠缺專注力、有抗拒學習、

少表達意向和愛獨處等表現，這類有自閉傾向的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在傳統教學中，若採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單

向式教學，即教學主要是建基於教師單方面要求學生學習的內容及所設計的學習程式，學習以機械化形式進行，

教學只著重學習成果而非過程，課堂氣氛亦非常枯燥。他們往往因未能充份建立基礎社交和溝通能力，再加上他

們很多時兼有重複性動作和情緒行為，會引致學習進展不大 (Nind 和 Hewett,1994；Kellett 和 Nind,2003)。故此，這

類學生極需要另類教學模式，去幫助他們跨越障礙，建立基礎社交及溝通能力，才能一展所長。 

 

明愛賽馬會樂仁學校嘗試在教學上探求更有效的教學模式時，參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路

向諮詢檔(2000)中所強調的：「以學生為本、學生學習的最大利益」作考慮，故此學校的教學改革必需以學生的需

要為主，注重整體效果和實踐的例證。近十多年來，一種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習環境刺激、學生主動參與

和充滿藝術創意的互動模式教學，開始受到更廣泛的重視(Ware, 1994; Nind 和 Howett, 1994)。 

 

高富文(Barry Neil Kaufman)夫婦于八十年代中期於美國推行的「選擇模式」(Option Approach)，讓自閉症學生

在一特設的遊戲室中，不斷透過與施教者進行互動模式的學習，以達致能跨出自我封閉的世界，為進一步的學習

建立基礎。這種互動模式教學已廣泛受到歐美等國的重視，更被推薦為五種主要訓練自閉症兒童方法之一。英國

Harperbary 醫院學校亦於八十年代中期建立了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幫助有嚴重學習困難和特別在溝通和社交上遇

到困難的學生。這就是從嬰孩和照顧者互動模式中所發展出來的密集互動(Intensive Interaction)教學模式，目前亦廣

泛應用於教導有嚴重弱智而兼有多重學習困難的學生，Nind(1994)強調上述學習必須在一個自然而正常化的情境中

進行。 

 

再根據 Aspin(1982)和 Ware(1994)的研究，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在課堂相互交往極少，同時學生缺乏主動參

與，確實妨礙學生的學習，因為互動交往對學生學習和成長十分重要，不少有關互動(interaction)的研究顯示，一

個互動性較強的環境有助正常或特殊的孩子在感知、社交和溝通等各方面的能力，取得較大的進步(Bray,1988；

Watson,1997；Nind,1999)。因應上述的文獻，同時亦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一些著重學習通過自然情境去建立基礎

社交及溝通能力的教學模式，會為嚴重弱智而兼有多重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教學，提供另類可行的嘗試。 
本文旨在探討以學生為中心的密集互動(Intensive Interaction)教學模式和其實施方法，同時透過一個個案研究去

引證密集互動教學模式的可行性。 

 

 

密集互動(Intensive Interaction)教學模式 

 

  密集互動(Intensive Interaction)教學模式源於英國 Harperbary 醫院學校，在八十年代中期，Nind 等人建立了一套

獨特的教學方法，幫助有嚴重學習困難和特別在溝通上遇到困難的學生。從多個運用密集互動教學模式的個案研

究中，均顯示受教的嚴重而兼多重學習障礙學生在社交和溝通能力，都有顯著的提升(Nind 和 Hewett,1994,1998；

Watson 和 Fisher,1997 ；Kellett 和 Nind,2003)。目前在英國有不少特殊學校均採用密集互動教學模式，其效果亦得

到正面的肯定(Nind 和 Hewett,1998)。其中英國 Waverley 學校運用密集互動教學模式去改善學生的專注學習、溝通

和社交技巧，得到英國質素保證視學報告的讚賞(Ofsted report,2001,Ref:102070)，指出這個方法有效地改善學生的學

習效能。而密集互動教學模式亦應用於教導多重感官障礙學生、自閉症和早期教育

(Addis,1998;Peters,1998;Nind,1999)。 

 

總括來說，密集互動教學模式是一種適用於教育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士，其主要目的是透過互動過程，促進

有嚴重學習障礙人士的基本社交和溝通技能的發展(Kellett 和 Nind 2003)。「密集互動」教學模式是建基於互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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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理論，希望孩子在一個充滿動力和交往性較強的環境中學習，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動參與、投入和有機會主導、

作出回應和伸延互動。 

 
 
「密集互動」教學的實施 
 

密集互動教學是在一個「具回應性環境」(responsive environment)中施教，「具響應性環境」是指一個允許學

生需求得以被滿足的環境。在這環境中，施教者會對學生的行為作出即時的回應，而學生亦同樣會對施教者的行

為作出回應。此外，學生在與其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均能有機會擔當一個主導的角色，即學生不是一個完全被動

的受教者。 
 

首先，依據學生的學習需要，厘定一些方向性目標，然後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施教者需選擇一些能與學生產

生互動的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必需營造和維持一個「具響應性環境」，施教者必須向學習者提供即時及足夠的回

應，給予他們選擇的機會，從而培養其示意能力，讓他們能在活動中有主導的機會。此外，在回應技巧方面，對

於學生的行為，施教者需即作出即時而有力量的回應，施教者對學生的表現，給予歡欣和興奮的回報，而在等候

學生的回應時，施教者需耐心等候，或使用不同的方式，去誘發學生。令學生感到他們在互動過程中也能夠擔當

一個主導的角色，達至雙方都能夠在互動過程中得到樂趣。(Ware,1996) 
 

密集互動教學模式是一程過程模式(process approach)，所強調的是互動過程的質素，在互動過程中，施教者

需要營造一個良好和可延續的互動環境，並運用誇張有趣的面部表情、身體語言、聲音和目光注視等來引起學習

者的興趣，對學生任何一個小動作，均需給予適當的回應和等待，以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回應必需充滿力量和包

含欣喜，這種強而有力的回應，能引起學生的注視和給予繼續工作的鼓勵，在有必要時更需作較誇張回應。同時

以同等的位置、高度和視線水平，和學生保持目光接觸，在需要時可以運用有吸引力的物品。 

 

在此，研究小組強調密集互動教學模式是一種教學方法，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更多學習經驗，

完全可以配合目前中央和校本課程，給予學生、家長和教師一個更適切的期望。 

 

 

個案研究 

 

此研究以明愛賽馬會樂仁學校的學生作個案研究的樣本，個案學生在一個特別設計的遊戲室內，透過一系列

的互動玩耍活動，進行 16 星期密集訓練，每次 60 分鐘，全期共進行了 54 次訓練。個案學生在未接受訓練前，先

在課室接受觀察，並作錄影紀錄，建立評估基線，施教組每星期進行教學會議，檢討學生的表現和所有施行的互

動活動，同時分析學生的一些表現，加以強化，設計新互動活動，加入教學計畫的內。全部施教過程均作錄影紀

錄，同時亦進行描述性紀錄。 

個案學生名健仔，男，12 歲，入讀嚴重弱智的學校已有四年。他的專注力很短暫，很少專注於別人主導的活動，

對成人的要求少有響應，抗拒別人執手帶領參與活動，並會吵鬧發脾氣，對人不太理會，對物件不感興趣，會即

時推掉別人給予或身邊的對象，需長期穿上約束帶，否則便會不停用力打下顎，吮手情況嚴重，並常以吐口水玩

樂。 
 

健仔由級任轉介進行密集互動教學，目的是改善其社交技巧，施教組首先厘定三項方向性目標，包括專注力、

社交反應和表達意向等，每項方向性目標包含多個具體學習細項。經過了 16 星期的密集式教學後，健仔的學習進

展如下(表一)。 
 
 
  表一. 健仔的學習結果 

 

學習方向 訓練前 訓練後 

a.專注力 
(包括對人、物件

和活動) 

z 大部份活動和四周環境都不感

興趣，很少和人有目光接觸，專

注的時間短暫，只有數秒。 

 

z 能專注留意施教者，同時會很快便留意到四

周環境的轉變。 
z 專注活動的時間有明顯增加，參與計畫的後

期，健仔在參與單對單的活動如具有節拍感

的專注活動時間延長，可達數分鐘。 
z 而在課堂小組活動中更會主動留意其他同

學的活動，在熱鬧環境下表現更為專注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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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b. 社交反應(包
括對別人呼喚接

觸和指示的反

應) 

z 對人不太理會，施教者嘗試伸手

觸摸他的手，與他打招呼，但他

不斷縮手示意拒絕。 
z 在學習活動中，他經常以逃避的

眼神，不願注視施教者 

z 對呼喚其名字沒有反應 

z 接受施教者與他有身體接觸，例如摸臉、攬

肩、拖手．．．等，經常面露微笑，表示接

受。 
z 偶爾更會主動拉身邊的施教者親近自己。 
z 每當施教者呼喚他的名字時，他能經常注視

施教者作回應。 

c. 表達意向/需

要 

z 只顧吮手和玩口水，不願意與人

作出溝通，對學習沒有興趣。 

z 模仿別人的聲音，主動發聲與施教者表達自

己的需要，在到訓練後期高達 30 次。 
z 毋需再約束左手，吮手行為也減少。 

 
 
討論和總結 

 

雖然早於八十年代，已有人關注應用「互動學習理論」於教育有嚴重學習障礙人士(Collis 和 Lacey,1996)，但

嘗試把密集互動教學模式用作教導自閉症學生，只是近數年的發展，這個個案研究正好為運用「密集互動」教學

模式去增進有自閉傾向嚴重弱智學生的社交技巧提供正面的支援例證。在個案研究中，個案學生在 16 個星期中，

社交技能有明顯的進步，一步步地和施教者建立關係，不抗拒接觸他人的目光，慢慢離開獨自一人的世界，能夠

有意識地和他人一同玩耍。個案學生的專注力均有所增長，能夠在玩耍活動中維持一段較長時間的專注，同時亦

經常主動示意，表達自己的需要。在這種氣氛下，學生更主動地參與學習，同時亦很自然地減少其不如意的情緒

行為，個案學生經過訓練後，已減少吮手和玩口水行為。 
 

在是次教學改革的經驗中，研究小組深深體會到教學改革必需以學生的需要為依歸，學習目標的施行，先要

考慮正常孩童在甚麼情境中學習該些學習目標，然後為有嚴重弱智而兼有多重學習障礙的學生營造近似的自然情

境，讓學生經歴 自然情境中學習，學習才更為有效和鞏固。誠如是次個案

研究所訂定的學習目標在集中於基礎社交技巧，在正常孩子的成長歴

往性較強的環境中學習，故此「密集互動」教學模式也體現「返璞歸真」的要旨。 

 

這次嘗試也回應了「建構主義」的理念而進行教學設計的要求，學生不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知識的主動建構

，在學習目標的改革上，由單一目標走向多項目標：發展在教學內容的改革上，強調內容綜合化、形式自然、

少約束而多元化。這才是真正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何克抗 1999)。 

 

香港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分部先後在五年間對 283 所學校進行總體視學，發現學校的課堂教學，較偏重單向

性教學，而建議宜為學生提供合作和互動的機會，有策略地增加互動。再加上在課程改革中，所臚列的九項共通

能力，協作能力和溝通能力是其中兩項重要的基礎能力，這次教學改革也正好配合香港當前教育發展。 

 
  最後，「密集互動」教學模式亦強調施教者教學態度轉變的重要性，施教成員必需切身感受學生的個人和行

為，同時熟識學生所表達的訊息，掌握隨機教學的技巧，懂得啟動師生互動，訓練自己有豐富的面部表情和身體

語言。故此，「密集互動」教學模式不但是使學生成長的教學模式，還是引導施教同工不斷反思和改善，不要自

我設立限制。 

 

(文 章 發 表 於 2004 年 11 月 16 日-19 日中國 廣州「粵港澳臺弱智人士康復服務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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