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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旨在藉由漫畫式對話及繪本教學之實施，探討是否能

改善 AS 學童情緒表達及社會互動技巧，及增進 AS 學生與同儕

的互動品質。根據這樣的研究動機擬定研究目地與問題，並經由

前幾章之分析探討後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結論分為兩部

份:第一部份是瞭解漫畫式對話與繪本教學對 AS 學生所發生的

影響;第二部份是探究繪本教學的小團體實施後是否增進 AS 學

童與同儕的互動品質? 

 

壹壹壹壹、、、、漫畫式對話對漫畫式對話對漫畫式對話對漫畫式對話對 AS 學生的幫助及影響學生的幫助及影響學生的幫助及影響學生的幫助及影響    

一一一一、、、、AS 學生對漫畫式對話的接受度良好學生對漫畫式對話的接受度良好學生對漫畫式對話的接受度良好學生對漫畫式對話的接受度良好，，，，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AS 學生減少焦學生減少焦學生減少焦學生減少焦

慮及挫折慮及挫折慮及挫折慮及挫折:即便其中一名研究參與者一開始對於為何要與研究者

一起畫畫有疑慮，但練習數次後，研究者也調整討論主題、事件，

幫助 AS 學生漸漸能熟習使用，AS 學生也就能了解他的問題或

困擾可以藉由此方式得到較正確的解決方法。研究者協助個案將

對話的過程畫出讓個案得以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狀況，也就是可

以「預測」，透過可以預測的狀況，減輕 AS 學生對於不確定而

產生的焦慮感。AS 學生因為可以「預測」而接著能想出解決方

法應對，重要的是過程中個案如果有不恰當的應對方式，透過研

究者的引導或提供參考策略，AS 學生則可以修正，使得事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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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正面的結果發展;應用在現實生活中也能透過漫畫式對話預先

練習心理對話，或是模擬可能的狀況協助降低其心中的恐懼及負

面預期。 

二二二二、、、、漫畫式對話增進漫畫式對話增進漫畫式對話增進漫畫式對話增進 AS 學生的情緒表達能力學生的情緒表達能力學生的情緒表達能力學生的情緒表達能力::::小星透過漫畫式

對話練習後減少打罵同學的行為，小光學習如何道歉修復友誼等

等，這些漫畫式對話的練習都幫助了兩個個案在實際生活中改進

了以往的錯誤人際互動以及增進了同理他人感覺的能力。更重要

的是:漫畫式對話最終的結束都是以正向結果引導 AS 學生，這

對習慣負面思考模式的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練習，透過「可看見」

的成功經驗幫助他們增加信心。 

三三三三、、、、漫畫式對話漫畫式對話漫畫式對話漫畫式對話對對對對 AS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是簡單易學是簡單易學是簡單易學是簡單易學、、、、方便且容易親近的溝通方便且容易親近的溝通方便且容易親近的溝通方便且容易親近的溝通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對於不善以文字敘述、言辭表達的兩個個案透過使用漫畫

式對話，都能學習正確的人際互動技巧或協助克服心中的焦慮，

而且簡單易學又有趣，AS 學生透過漫畫式對話還能表達其創

意、幽默、內心想法，有助於幫助 AS 學生對自我的了解。 

  

貳貳貳貳、、、、繪本教學小團體增進繪本教學小團體增進繪本教學小團體增進繪本教學小團體增進 AS 學童與同儕的互動品質學童與同儕的互動品質學童與同儕的互動品質學童與同儕的互動品質    

一一一一、、、、繪本對繪本對繪本對繪本對 AS 學生及學生及學生及學生及同儕同儕同儕同儕都有助益都有助益都有助益都有助益:不管是動畫的繪本故事或

是紙本的繪本，都提供了反思的機會，研究中發現即使某一、二

個故事學生已經聽過，都還是吸引住他們，一方面是說故事的人

不同，一方面是聽此故事的時間不同，學生也比較成熟了，所以

研究過程中學生都能被故事情節或精美的圖像所吸引;二名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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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都曾經在我述說完故事後，要求要再看一次繪本，顯而易見

的，他們都已被繪本所吸引。再加上繪本後的學習單提供給學生

反省，因為學習單上的問題都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因此他們的

感受很深刻；並藉此回饋給也給了研究者了解學生想法的機會。

在本研究中的確是發現 AS 學生的態度及行為都有所改善，所以

繪本教學對 AS 學生的情緒行為的影響是正面的。 

    

二二二二、、、、我我我我如何說繪本故事對學生產生影響如何說繪本故事對學生產生影響如何說繪本故事對學生產生影響如何說繪本故事對學生產生影響    

在我擔任說故事人的角色時，儘量用自己的話陳述故事，過程中

有以下重點: 

1.說故事時呈現隱喻性的情境，有類似 AS 學生經歷過的情緒如

恐懼、衝突、沮喪、焦慮、憤怒等等，讓 AS 學生了解主角如何

經歷這些情緒，也藉由故事將學生帶入類似的情緒情境中了解別

人如何處理這些情緒。 

2.誠實陳述故事內容，沒有使用太多聲音技巧，沒有道具，但是

也不是將故事視為工具，而是一個跟學生溝通的媒介，是我和

AS 學生拉近距離的橋樑，透過講述故事的過程中我的提問、澄

清以及再確認 AS 學生及同儕們的內心想法，並進而可以雙向溝

通或是導正他們的想法。 

3.培養、訓練 AS 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及預測能力:藉由說故事 

的過程中詢問:「你猜接下來會怎麼樣?」，「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 

麼說?怎麼做?」希望幫助 AS 學生增進以上兩種重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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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調故事結局的正面經驗以及主角克服困難的勝利，為 AS 學

生及同儕發展出一個新的認同的觀念。AS 學生獲得了替代經

驗，因而對事情結果的期待有了較多的正向期待，進而減少挫折

感，並且能漸漸修正自己的行為態度。 

5.說繪本故事時研究者對待 AS 學生的態度，對 AS 同儕產生潛

移默化之影響:同儕在每次小團體中對於我怎麼與 AS 學生互

動、引導都在潛移默化中受影響，同儕也會學習我的態度去對待

AS 學生，例如:小婷笑笑的會提醒小光不打斷別人的話、上課中

不做自己的事、說話不離題、不可嘲笑別人笨;小均會在小星角

色扮演時協助他說出台詞(小均說:「我幫你。」)，或是當小星

不斷旋轉椅子時要他不要再轉;小晴也懂得在小星打她時表達她

的不舒服並要求其停止。同儕的提醒與協助口氣都是溫和而有耐

心的，並無強制或威嚇 AS 學生。 

 

參參參參、、、、結合漫畫式對話與繪本對結合漫畫式對話與繪本對結合漫畫式對話與繪本對結合漫畫式對話與繪本對 AS 學生的益處學生的益處學生的益處學生的益處:前者對 AS 學生的

幫助是可以透過畫面呈現的問題討論，對於視覺式思考優勢的

AS 學生是可以快速理解而且印象深刻的方法；後者則可以做為

使用漫畫式對話的成人與 AS 學生討論問題時的橋樑，可避免

AS 學生的防衛或拒絕。透過繪本故事的教導，可以做為長期的

行為認知改變的媒介，可藉由閱讀繪本故事的替代經驗減少 AS

學生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受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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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同儕的角色不可或缺同儕的角色不可或缺同儕的角色不可或缺同儕的角色不可或缺:本研究的同儕雖各只有兩名且都是女

生，優點在於女生特質上較體貼而且曾經協助個案，再經過小團

體十次的相處，彼此又更熟悉，也經歷過友誼中的分享、衝突等

過程，彼此的接納程度也增加；此兩名同儕再回到班級中所扮演

的角色將有所不同，她們可以協助其他同學對於 AS 學生的接

納，而 AS 學生有熟悉的兩名同儕的支持，在班級中將不再孤單。 

 

伍伍伍伍、、、、AS 學生與同儕互動的品質提升學生與同儕互動的品質提升學生與同儕互動的品質提升學生與同儕互動的品質提升: 

一、小星的同儕互動:小均在小團體中原本是小幫手常常協助我

提醒小星該有的行為規範，而經過十次的小團體，小均對於她的

協助者角色要交棒給別的同學，她流露出對小星的擔心與關心，

早以不是原來小星媽媽的委託人角色，而是當成朋友來對待，所

以才在分離的前夕不放心的叮嚀即將接棒的同學小銓。而另一個

友伴小晴，一開始只對小星的不當行為容忍，而後來她可以更了

解如何與小星相處以及如何協助小星變得更好。 

二、小光的同儕互動:小婷由原來的規勸者和同情者變得更懂得

欣賞小光的好友，小婷說:「以前覺得他常被欺負很可憐，現在

把他當成朋友。」小婷還說喜歡聽他說天氣，說一些有關自然科

學的事。至於安靜的小月，在研究過程中因為把小光當成朋友而

容忍小光躺在她腿上，但是也因為小光任意動她的鉛筆盒而氣得

差點不理小光，但經過小光的誠意道歉他們已經合好;而且小光 

變得很喜歡請小月當他的小老師指導他的體育，而小月也很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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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的小老師。透過這十次的互動而成長、質變的友誼讓小光增

加了許多自信，同儕的友誼之手也由於更接近小光而有了更豐富

的體驗。 

以下為研究者根據教學前後針對同儕角色改變所進行的觀

察及分析表列如下: 

表 5-3 教學前-教學後【小星】同儕角色的改變 

      同儕 教學前 教學後 

小均 受託的協助者  主動關心、擔心 

小晴   陪伴者與容忍者 善意的提醒者 

 

表 5-4 教學前-教學後【小光】同儕角色的改變 

      同儕 教學前 教學後 

小婷 規勸者與同情者   視小光為朋友 

小月      傾聽者 教練、視小光為朋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上節對於本研究所歸納出的成效，針對兩位參與研究的 

AS 學生與同儕的關係確實是有幫助的，AS 學生透過繪本教學及 

漫畫式的對話練習能改變他們的行為及態度，進而改善他們與同 

儕的關係，同儕也透過同儕訓練及小團體的每次相處時間，經由 

研究者從旁的提醒之下透過繪本教學後的分享、演練，以及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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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衝突及雙方的行為修正，確實讓彼此的友誼更好，比起 

從前只是協助者與被協助者的關係，現在變得更懂得相互關心， 

相互分享。 

本節針對漫畫式暨繪本教學對 AS 學生學習情緒表達及增進 

與同儕之關係，依研究者的經驗及淺見，提出相關建議給家長、

普通班老師、特教班老師教學上之參考;亦對本研究未臻完美之 

部份，提出後續研究方向之建議。 

 

壹壹壹壹、、、、可多方嘗試不同主題繪本可多方嘗試不同主題繪本可多方嘗試不同主題繪本可多方嘗試不同主題繪本::::多數繪本對兒童皆有益，研究者

仍然參考繪本研究的相關論文及文獻做為挑選繪本的依據，其中

有許多與情緒教育相關議題的繪本，雖然不是特別針對 AS 學

生，但是只要是 AS 學生個別特殊事件相關或是有興趣的主題，

即可多方嘗試。研究者教學時也曾擔心所選繪本是否恰當，幸運

的是活動過程中學生給予的回饋還不錯，再加上 AS 學生情緒發

展比一般兒童慢，所以即使部份繪本是推薦給學前兒童的，但是

在本研究過程中對於 AS 學生都能發揮影響力，並無發現不適合

的情形。所以建議可嘗試各種繪本，包括不同型式:動畫、紙本

或影音光碟甚至是戲劇演出型式的繪本內容;而主題內容方面也

可不拘其建議年齡或是有文字或無文字。 

 

貳貳貳貳、、、、使用漫畫式對話的建議使用漫畫式對話的建議使用漫畫式對話的建議使用漫畫式對話的建議    

一、使用時間:對於某件發生不久的事件，可藉此針對 AS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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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適切性做討論，因為不說教而且只針對事情討論，可避免

AS 的防衛心態。對於擔心或害怕而不願面對的困境，可討論可

能的狀況減少不恰當的預期及過度的焦慮。 

二、使用地點:隨時隨地皆可，沒有場所的限制，但仍建議是 AS

學生情緒冷靜時再使用，避免遭受 AS 學生排斥。越是自然的情

境越好，希望是自然的與 AS 學生聊天的方式，才能減少其焦慮

與壓力，也才能使得對話順利進行，進而能談出 AS 的困難及內

心想法，也才能夠協助 AS 學生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法。 

三、使用者: 

1.必須是獲得 AS 學生信賴者:老師、家長特教老師或是與 AS

學生熟識並獲得其信任的師長。依研究者的使用經驗:若是無法

取得 AS 學生的信任或是引起他的興趣時，其配合的意願則明顯

較低落，所花費的時間較長;所以建議使用者必需是與 AS 學生

先建立互信關係，或是已熟識者較為適合，如此可以減少彼此關

係建立的時間，能討論更多 AS 學生的個人困擾及情緒行為等問

題，使用效率會更好。 

2.使用者不需要太多繪畫技巧:只要與 AS 學生約定好對話人物

及對話泡泡的畫法即可，對於AS學生宜鼓勵他不用畫得很漂亮， 

與他對話的成人也不需要有繪畫的專長，重點在於對話的過程中

的趣味化以及情境的圖像化，以及漫畫的最後引導至正向的結

果。 

3.成人的引導、支持和鼓勵扮演重要角色:一開始 AS 學生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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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使用漫畫式對話時，成人的引導與鼓勵是相當重要的；因為

有時 AS 學生也許受到情緒特質的影響，無法馬上進入話題，此

時與他使用漫畫式對談的老師或是其他人，必需適時的鼓勵他說

出來，若是對話框中不知如何填上適當的描述文字，對談的成人

就可以協助其文字表達。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加上使用漫畫式

對話的成功經驗後，AS 學生就越來越能接受使用漫畫式對話協

助解決他的問題。 

4.使用者宜多鼓勵及引導學生畫下他的想法:有時 AS 學生容易

因為情緒變化的影響而不願意畫或是草草了事，建議使用者可自

行先找出特定事件與 AS 學生談，並由使用者先畫下第一格漫畫

起頭，之後再鼓勵 AS 學生說出(畫)他的想法，並引導出正向結

果做為結尾。其間若 AS 學生仍有情緒無法配合，則可利用繪本

故事的主角所發生的困難請 AS 學生代為設法解決。總之，使用

者與 AS 學生尚未熟練使用此工具前，可多練習，相信能漸入佳

境。 

 

參參參參、、、、對未來教學者的研究建議對未來教學者的研究建議對未來教學者的研究建議對未來教學者的研究建議    

1.可針對較年幼的 AS 學生實施，提早避免因情緒調節及同理心

弱所發生的不佳的人際互動所留下的標籤。 

2.可由家長在家組成兄弟姊妹的小團體或由年齡相仿者組成小

團體，實施此模式之教學。 

3.普通班老師可選擇同理心較佳的同儕或情緒穩定度較高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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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與 AS 學生組成小團體成員，有益於 AS 學生的人際關係的建

立，減少 AS 學生在普通班的孤立、無助，並有助於 AS 學生情

緒的穩定。 

4.對於資源班老師則可應用在不同的對象上:例如有情緒困擾而

且口語表達能力較弱者、學習障礙學生等。使用漫畫式對話可減

少學生因為學習不利而造成的人際互動困難，及其所引起的焦慮

與自信心長期的低落，老師可藉此教學模式引導學生，並提供學

生適當的解決方法。 

5.建議可長期使用此模式得以追蹤AS學生其友誼的維持及了解

長期使用之影響。 

6.建議可鼓勵國小中年級以上的AS學生在成人協助下單獨練習

使用漫畫式對話或漫畫式對話搭配社會性故事的教導，幫助 AS

學生解決個人情緒困擾或學習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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