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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教育部 (2022) 統計，我國 110 學年度各級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達 11.2 萬人，其中，學習障

礙 (簡稱學障) 最多，共 4.4 萬人 (佔 38.9%)。同樣在各國的求學階段都有學習障礙學生 (簡

稱學障生) 因為學業能力落後、理解力差，或社交技巧不佳等因素，導致學習與日常生活面臨

許多困境，電影《心中的小星星》的也有描述主角伊翔面臨學障問題。因此，本研究想要探

討電影《心中的小星星》的主角及一位現實個案的學障特徵，並進一步分析電影主角與現實

個案與其老師、父母的人際關係六階段運作哪些社會支持行為，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的學習障礙之情形。 

  (二)探討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與其父母、老師人際關係發展階段的社會支持行為。 

  (三)針對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的學習障礙之情形提出建議。 

  (四)針對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與其父母、老師人際關係發展階段的社會支持行為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學習障礙： 

    根據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定義：「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

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

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特殊教育法，2013)。整理後發現，常見的學障具體

特徵有注意力異常、口語語言困難、認知學習策略的發展困難、閱讀困難、動作能力不佳、

心理歷程缺席和資訊處理困難、書寫語言困難、數學困難、非語文學習障礙 (如社交技巧) 及

自我刺激行為等等 (張世慧，2006；孟瑛如，2002)。 

  (二)人際關係發展： 

    人際互動關係是兩人或兩人以上相處時，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形成關係 (Mayall, 1999)。人

際關係的優點在於降低孤獨感，能認識自己，提升自尊，使人獲得滿足，覺得自我有價值。

反之，人際關係缺點會顯露個人弱點，給人帶來壓力，缺少人際會沮喪，影響身心 (DeVito, 

2006)。本研究採用 DeVito (1994) 理論，把人際關係的發展分成六個階段，分別為： 

   1.接觸期：指關係發展的開始，知覺上開始接觸。 

   2.涉入期：人們互相探索對方興趣，並且尋找共同點。 

   3.親密期：親密期分為兩個階段，人際承諾階段與社會連結階段。 

   4.惡化期：關係惡化，可能是突發事件或慢慢發展出的結果。 

   5.修復期：關係可能選擇性修復，也可以直接進入解體期。 

   6.解體期：切斷個體聯繫在一起的力量，常以人際分離形式進行。 

  (三)社會支持： 

    個體可以從人際關係或他人幫助中感受到的支持行為，稱為社會支持 (Colvin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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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假如人在生活時都會遇到問題，就必須從可以得到社會支持的關係網

絡尋求合作，透過他人的幫助，讓個人獲得資源來解決問題 (宋麗玉，2018)。簡單來說，社

會支持可以透過各種社會關係來獲取，得到自己需要的支持資源 (陳肇男、林惠玲，2015)。

本研究採用 House (1981) 社會支持四層面： 

   1.情感性支持：親朋好友、師長的尊重、喜愛、相信、關心、傾聽。 

   2.評價性支持：親朋好友、師長的肯定、回饋、社會比較。 

   3.訊息性支持：親朋好友、師長的勸告、建議、指導及提供資訊。 

   4.實質性支持：親朋好友、師長的金錢、實質物品、服務或照顧。 

 二、學習障礙與人際關係、社會支持之關聯性 

    不同文獻證實，當擁有愈多社會支持的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就愈好 (王志煬，2018)。而

其它文獻對於學障生的看法幾乎有共同看法，其中一項特別指出，學障生們常因先天的限制，

在學習這方面困難重重，難以進步 (洪儷瑜，1995)，導致學障生在生活適應上常出現問題，

這時需要在師生關係中獲得老師的幫助 (卓曉園，2023) 以及父母的心理支持與鼓勵 (曾瓊禎、

洪儷瑜，2020)。因此，我們研究主題想探討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在跟老師、家長的人際發

展六階段中有哪些社會支持行為。 

參、研究架構 

    本研究利用敘事結構分析、深度訪談法，從不同方面獲得足夠的研究資料，進行結論的

分析。 

 一、研究方法 

  (一)敘事結構分析： 

    運用 Chatman (1990) 的影像敘事架構將電影《心中的小星星》的電影情節、台詞轉為文

字後，當作研究的分析資料。如圖 3-1。 

圖 3-1：本研究電影敘事架構分析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Chatman (1990) 電影敘事架構分析策略圖 

  (二)深度訪談法： 

    依照 DeVito (1994) 的人際關係六階段與 House (1981) 的社會支持四層面當作探討基礎，

設計半結構式訪談題目，實際採訪或筆談一名學障個案，及個案的國小老師、父母，透過訪

談了解求學階段的互動情形，獲得研究需要的資料。 

 二、研究對象： 

    電影主角與學障個案於國小階段都有呈現某些學障的特徵，其父母及老師都曾感受到他

們在日常生活、校園學習上出現一些問題。以下是研究對象的資訊，如表 3-1。 

敘事

故事(內容)

事件(動態)
行動

發生的事

存在物(靜態)
角色

場景

話語(表達) 學障特徵與人際關係六階段的社會支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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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本研究對象一覽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製作 

 三、研究流程： 

 

 

 

 

 

 

肆、正文 

 一、電影主角與現實個案學習障礙之情形 

    一開始，我們發現個案是寫中文，筆畫較多的字就會一錯再錯，而伊翔使用英文，則是

常常拼錯單字或無意間寫出鏡像文字。雖然個案與伊翔使用的語言不同，但是共通點是書寫

文字時，很容易出現重複錯誤的情況。 

     她寫字的部件出錯率高，有一些特定的字彙是重複錯，但是這些特定字的筆劃又偏多…… (R-T 訪談， 

     112/8/16)。 

 

     ……伊翔母親注意到他作業本上潦草的字跡並拿起作業本說：「寫完了嗎？拿給我看看？寫得亂七八糟， 

     這是什麼？字都拼錯了！桌子寫成 tabl 和 table，冠詞 the 寫成 d，這是什麼？教過幾次了？昨天教過了， 

     你怎麼忘得那麼快？」…… (M-T，00：34：22 - 00：35：25)。 

 

    在學科考試方面，伊翔跟個案的考試成績總是不如預期，像是有數學及閱讀理解上的困

難，原因可能是單一的數字或文字他們還有能力理解，可是一旦使用數學符號將數字連接起

來計算，或將文字串聯在一起，變成一段話或一篇文章時，他們便無法完全理解，導致考試

不是很理想。個案也特別提及自己閱讀上有困難，對閱讀內容無法了解 (R-S 筆談，112/8/12)。 

     伊翔看到數學考卷的題目後，開始轉著筆並思考。他把數學符號想成星球，進行不可能的星球任務。經過 

     一陣天馬行空的想像，得出 3*9=3，整堂課下來他只完成一題，卻驕傲地看著另一位同學說：「免驚啦！」 

     (M-T，00：37：40 - 00：40：18)。 

背景 編碼 身分 觀影/受訪日期 備註 

電影 M-T 

伊翔(主角) 

2023/8/5 

電影中，主角的父母不清楚何謂「學

習障礙」，是透過電影中的老師針對

症狀判斷並說明，判定主角有學習

障礙。 

伊翔父母 

伊翔老師 

現實 

R-S 個案 2023/8/12 現實中，個案在國小階段出現學習

障礙特徵，父母與老師有察覺相關

症狀，但直到國中階段才正式鑑定，

判定為學習障礙。 

R-P 個案父母 2023/8/12 & 8/16 

R-T 個案老師 2023/8/16 

討論

主題

蒐集

文獻

閱讀

文獻

設計

研究架構

專家審視

研究架構

觀賞電影

與實際採訪

分析電影

與訪談資料

撰寫研究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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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書或看完題目後，對書中描述或題目內容無法完全了解，所以在答題時無法做正確的選擇，常常一開 

     始就把正確答案給刪除了，所以社會科文字較多的是非選擇題型，經常無法得到好成績 (R-P 筆談，112/8/12)。 

 

    伊翔與個案在上課時皆被老師察覺有分心的現象，像是明明已經是上課的時間，必須保

持專注，可是他們卻表現出心不在焉的樣子，這也反應學障生可能會注意力異常的特徵。 

     感覺她(學習)不夠專注，也包含說看她上課時的一些專注力似乎也沒有很高，當時就是希望她能不能專心 

     一點…… (R-T 訪談，112/8/16)。 

 

     老師向全班學生下指令：「翻到第 38 頁第四章第三段，今天教形容詞。」伊翔這時拖著頭，看著窗外，老 

     師這時提醒說：「你也要學，伊翔阿瓦斯提！」老師再一次發現伊翔沒注意聽要做什麼，最後老師忍不住 

     再次大喊：「伊翔！」(M-T，00：22：23 - 00：23：30)。 

 

    日常生活中，學障生對於過於複雜的連續性動作或控制小肌肉的精巧動作，他們很難去

順利完成指定的行為，如伊翔不擅長扣扣子及綁鞋帶，而在訪談過程中，個案老師也提及個

案曾在跑步過程中忽然發生跌倒骨折的意外 (R-T 訪談，112/8/16)。 

     尼康老師繼續說明：「有些小孩有時候有特殊問題，比如說聽不懂多重指令，翻到 65 頁看第 9 章第 4 章第 

     2 行，搞不清楚了。或者大小肌肉動作發展不良，伊翔是不是不太會扣扣子或者綁鞋帶？(伊翔母親點頭同 

     意) ……他無法區別大小、距離和速度，球的大小，從多遠的地方丟過來，速度是多快，等他發現就來不 

     及了。」(M-T，01：42：42 - 01：43：22)。 

 

     一位大男孩大聲的說：「球，快去撿球，那邊，快丟過來！」伊翔蓄力往前丟，球卻筆直的飛到圍牆外， 

     大男孩無奈的扶著頭說：「為什麼要亂丟？」伊翔感到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覆。(M-T，00：12：10 - 00： 

     12：30)。 

 

    人際關係方面，我們發現了兩種現象。第一個是個案缺乏自信且跟人相處較為被動，通

常其他同學不會刻意欺負她，但是相對的同學也不會主動找她，生活周遭沒有特別要好的同

學或朋友。 

     其實她比較沒有自信，相對的感覺她羨慕其它同學的人際關係，然後感覺比較沒有個性，別人說什麼都好 

     好好……當時是沒有(欺負或排擠個案的情形)，但是如果講到什麼感情特別要好或想要特別的同學，(同學) 

     要做的事情也不會想到她，就是你有感覺她沒有威脅感，可是也沒有什麼存在感 (R-T 訪談，112/8/16)。 

 

     ……她的人際關係 是大家願意跟她親近的，但是她在朋友、同學之間不主動，同學們會覺得(個案)不會帶 

     來威脅性，所以她的人際關係不佳，是因為她是處於被動人家來找她，她就接受，然後人家其實是不是討 

     厭她，而是她不會去主動找人，的確是沒有存在感 (R-P 筆談，112/8/16)。 

 

    而伊翔的情況則是相反，他明明沒特別做什麼事，卻有同學主動挑釁伊翔課業不佳的問

題，甚至帶動「氣氛」，讓其他同學也一起去嘲諷他，甚至排擠他，形成不好的風氣，讓伊翔

的人際關係更不理想。 

     罰站結束後，伊翔回到教室。一位同學嘲諷似的開口問道：「伊翔，數學作業寫了沒？考卷有簽名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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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完蛋了啦！」說罷，輕蔑的甩著手，周遭的其它同學也嘲笑附和道：「對～你完蛋了！」 (M-T，00：  

     26：35-00：27：05)。 

 

    接著，我們發現很特別的現象，學障生的「重要他人」會影響老師誤判學生情況。一旦

學障生的重要他人屬於成績優異或有較高的社經地位，老師通常不會立即意識是學習障礙，

反而用自己的經驗判斷，如伊翔的哥哥各科表現優異，因此老師會認為伊翔不用心或有智能

障礙；個案的父母是學校老師，個案的老師會以為個案的國語學不好是因為她本身不夠認真。 

     父母在校長室裡，伊席驚恐的站在門口，一位女老師開口說道：「伊翔的成績和回家作業都沒進步，他還 

     是和去年沒兩樣他還是把課本當敵人……他總是重道覆轍上課都不聽講……沒有人相信他是約翰（伊翔的 

     哥哥，成績優異)的弟弟。」校長接著說：「令郎他三年級已經留級兩次了，再這樣下去我也幫不了，他可 

     能有點問題。」父親疑惑的問「什麼意思？」校長無奈的說「他可能……有些小孩可能比較不幸，他可能 

     需要去上特教學校。」(M-T，00：43：51 - 00：45：50)。 

 

     ……我們(以前)遇到的學障可能比較偏數理，可能數理方面的學習障礙會比較明顯，但是她(國字寫不好) 

     就是會滿容易誤解成是不是她不夠用功？當時的解讀，包含我從家長(個案父母皆為老師)那邊得到的訊息， 

     好像只有提到說她就是學不會，很奇怪，她寫作業寫很久，花很多時間寫，可是就是學不會 (R-T 訪談， 

     112/8/16)。 

 

     家長在判斷學障生的情況時，同樣也先認為學障生本身不夠用功、不專心唸書、聽課等，

或者是還沒找到適合的讀書方式，不會特別去聯想到原來他們屬於學習障礙，因此沒有想到

要去進行專業鑑定。 

     尼康老師疑惑的問伊翔父親想法，為什麼伊翔會這樣？伊翔父親激動的說：「不認真阿，不然呢？不用功 

     讀書，做什麼事情都不用心，老是調皮搗蛋、闖禍、不聽話。」尼康老師聽完後微微搖頭說，他想知道具 

     體症狀是什麼，而伊翔家人卻說不出來，表示家人們沒有具體發現問體所在……  (M-T，01：39：40 - 01： 

     41：05)。 

 

     一開始沒有聯想到她有學習障礙，只是想到可能學習方法不對或是學習較緩慢，需要更多的努力和陪伴， 

     所以花很多時間陪著她複習功課，希望她早日跟上他人的腳步 (R-P 筆談，112/8/12)。 

 

    總合上述發現， 學障生並不會只有一種學障特徵，可能是多重性的，而且學障生的老師

及家長沒有意識到孩子有學習障礙的問題時，大多先認定是個人不認真學習所導致，變成在

校時，家長會希望老師多指導；在家時，老師請家長多叮嚀，沒有尋求更多方面的專業協助。 

 二、人際發展六階段中的社會支持行為 

  (一)接觸期 

    學障生的學障特徵出現時，無論是伊翔或個案的家長，往往先察覺他們的成績或學習跟

不上同學的進度，或許因為訊息性支持較能夠快速解決作業的錯誤問題，所以學障生的家長

大多採取訊息性支持，利用額外的時間陪伴學障生訂正課業，希望透過親自指導，改善學習

情況。然而，花了很多的時間，學習情況卻沒有明顯進步。 

     ……伊翔母親難過的說：「我是哪裡做錯了？我為了小孩，犧牲了事業，每天要他唸書(指導與訂正作業)都 

     很痛苦……」 (M-T，00：45：51 - 00：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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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課業的部分的話，就是陪著她做功課，比如說一開始可能是爸爸陪，然後從國文開始一題題講解， 

     講解完之後爸爸已經沒力了，就換母親上場，然後就是花很多時間…… (R-P，筆談，112/8/16)。 

 

    另外，我們也發現到個案可能會因為自信心不足，所以處理事情上不夠果決，而個案父

母也會擔心孩子事情無法做到好，所以會利用訊息性支持，給予生活上的指導或建議，告訴

個案面對不同情況時該採取哪些行動。 

     ……遇到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的，我就會跟她說，比如說出去外面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然後就會講像這個狀 

     況你應該怎麼處理。因為感覺她不是處理的很好，應該也是說沒有自信，所以事後都會跟她說，像遇到那 

     個狀況也可以怎麼說、可以怎麼做…… (R-P 訪談，112/8/16)。 

 

    而伊翔的部分，他的父母採取實質性支持，願意花較昂貴的學費，將伊翔送到寄宿學校

就讀，希望改變他的生活，但是伊翔知道後非常抗拒，對他而言是一種壓力。所以，實質性

上的支持不一定會幫到學障生，反而可能造成負面的效果。 

     伊翔父親說：「他需要別的東西」。回家後，父親拿起電話開始聯繫某人，伊翔心中已經知道父親堅決要送 

     他去寄宿學校，因此他強烈表達不願意和不滿。可是父親卻只冷漠地說：「相信我，我是他父親，我們負 

     擔不起，但還是得想辦法，過完排燈節就開始上課。」(M-T，00：45：52 - 00：48：20)。 

 

    至於電影中的尼康老師的作法則跟其他人不同，他發現伊翔的問題後，努力去找出原因

所在，再去思考哪些是合適的支持行為。不同於上面的資料，伊翔的父母還沒了解真正的原

因就做出決定，反而讓伊翔走向孤僻。所以，只有找到學障生的真正問題，才有機會解決。 

     ……尼康老師發現伊翔的奇怪行為後，離開辦公室去問伊翔的同桌同學：「拉強，伊翔是怎麼了？他有什 

     麼心事嗎？老是一副害怕的樣子」拉強說：「他想回家，他才剛轉來，不管怎麼努力就是不會寫字和認字， 

     他的作業本都是滿江紅」。尼康老師聽後陷入思考，回到辦公室後，翻找伊翔的作業本，他似乎思考出伊 

     翔真正的問題所在 (M-T，01：18：28 - 01：20：20；01：25：22-01：27：53)。 

  (二)涉入期 

    因為學障生在學習上較難獲得成就感，所以為了提升信心，個案父母利用實質性支持，

花錢讓個案參加才藝班，培養其它的興趣，同時學校老師也有發現個案的專長與興趣，同樣

用實質性支持，利用學習以外的舞台，讓個案有展現自己的機會。個案也提到，在評價性支

持的部分，感受老師及家人的肯定及支持 (R-S 筆談，112/8/12)。     

     其實興趣應該是說她接觸之後(才藝或活動)，然後才想她是不是很熱衷，然後尋找她的興趣。比如說像她 

     小時候就學跳舞，也學畫畫，然後上鋼琴課，然後或者是說游泳之類的。我們就想說到底哪一方面她可以 

     做得很開心，然後又很喜歡這樣子…… (R-P 訪談，112/8/16)。 

 

     當時大概兩個，因為當時學校比較有發揮其它才藝的空間，所以當時有讓她去演出戲劇，她演出也滿開心 

     的。然後她本身也有學音樂，好像也會彈鋼琴，所以才藝晚會表演的時候，也有讓她去彈奏 (R-T 訪談，  

     112/8/16)。 

 

    電影中，為了改變伊翔，尼康老師利用評價性支持，介紹同樣有學習障礙症狀的名人，

去激勵學障生只要努力，自己也會闖出一片天。在伊翔後續的反應，確實也發現他開始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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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自信。所以評價性支持可以透過楷模，讓學障生去效法他們的事蹟，激勵自己找到興趣，

並且努力去實現。 

     尼康老師為了讓大家知道學障生的困境，舉出了許多名人的例子，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藝術家達文西、 

     印度歌手阿比夏巴屈臣、還有畫家畢卡索等等……這時伊翔的表情明顯放鬆多了，臉上也多了笑容，同時 

     更願意參與活動，最後，尼康老師還用自己同樣是學習障礙的經歷鼓勵伊翔，希望他為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努力 (M-T，01：49：15 - 01：56：13)。 

 

     最後，可以發現家長的同理心能夠當作一種情感性支持，透過同理心來換位思考，當知

道學障生的感受後，會開始改變家長的想法，以及後面的行為。 

     上國中後，學習表現一直沒改善，才決定去看醫生尋求協助，才發現她有學習障礙。因為診斷出她有學習 

     障礙，比較能理解她過去學習表現低落的原因，比較能給予同理 (R-P 筆談，112/8/12)。 

 

     ……伊翔父親仍然反駁說是伊翔不用心，尼康老師沒有多說什麼，從旁邊拿一個模型盒子，要求伊翔父親 

     念出上面的日文字，當伊翔父親說不會時，尼康老師立即嚴厲的指責他要專心，別找理由，忽然，伊翔的 

     家人表情似乎想通了什麼…… (M-T，01： 41：06 - 01：42：35)。 

(三)親密期 

    我們發現個案與父親很親密，或許是個案父親的訊息性支持到會轉變成情感性支持，因

為在指導作業中個案父親比較有耐心與包容心，讓個案感受輕鬆感。而老師的部分則是以評

價性支持鼓勵個案，過多的責罵沒有明顯的效果。經過上述，學障生需要家長、老師的耐心

陪伴，透過鼓勵幫助他們進步。 

     ……即便她表現的不是出色，(個案父親)可是就是會很疼她，包容她……依指導功課的部分來看，我可能 

     會覺得不耐煩，那她爸爸做得比較好，因為她不會，(個案父親)就會很有耐心的、更有耐心的去陪伴…… 

     (R-P 訪談，112/8/16)。 

 

     (維持親密感)其實應該說不要責罵，因為發現責罵也沒有意義了，只能跟她說，希望妳可以多努力一點， 

     把這些事情做好，當時的確會覺得看他的狀況，我覺得責罵沒有用，我們就是採用鼓勵的方式…… (R-T 訪 

     談，112/8/16)。 

 

    然後，電影中的尼康老師利用訊息性支持，個別教導課業，同時也用實質性支持，利用

課後時間特別照顧，並準備多項化的教具讓伊翔學習，而當伊翔在學習過程中順利完成目標

時，也會給評價性支持，回饋他的好表現。最後三個支持相互配合下，慢慢出現情感性支持，

讓伊翔有一種被接納與肯定的感覺，雙方的感情越來越好。 

     在徵求校長的允許後，尼康老師為伊翔進行多元特教課程，不同於一般的上課課程。像是透過沙子練習寫   

     字，並練習字母發音；透過肢體觸覺來了解字的形狀；運用視覺效果加深印象，將不同字母用不同顏色寫 

     出來，透過黏土培養其他的興趣；利用百格版練習數字；運用小精靈遊戲練習手指小肌肉；跳格子遊戲練 

     習數學加法。最後，伊翔的字跡進步許多，臉上表情也不像以前一樣愁眉苦臉，晚上甚至利用課餘時間聽   

     音檔練習發音。當伊翔完成一個學習任務時，他開心的看著尼康老師並與他擊掌，雙方相視而笑 (M-T， 

     02：03：00 - 0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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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惡化期 

    學障生與老師時常會因為學習的方面產生衝突。在伊翔的案例中，老師對於伊翔不會念

課文而感到氣憤，但是在伊翔看不懂內容的過程中，老師卻沒有給予適當的訊息性支持，像

是示範一遍，或者請隔壁同學幫忙提醒，所以造成誤會。而在個案中，老師依然強調課業，

沒有提供任何支持，不鼓勵個案依照自己的興趣去努力嘗試。 

     老師點名伊翔說：「唸第一句，告訴我形容詞有哪些？」，伊翔站起來後一臉迷茫的看著課本，老師在旁邊 

     仍然一直叫伊翔念，伊翔不知道要怎麼念。伊翔看了許久說：「那些字母在跳舞……」老師仍然不滿意， 

     伊翔小聲地唸了幾句，老師受不了說：「大聲一點！」伊翔受不了指令，最後「略略啦略啦啦略略」的亂 

     念，引起其他人同學的大笑，同時點燃老師的怒火，並大聲喊：「滾出我的教室！」 (M-T，00：23：30 –  

     00：24：30)。 

 

     ……老師就會在擔心(課業)，灌輸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讀技藝班的話，那以後再考慮，你至少先讀完 

     高中，不要一開始就去讀那個高職，你要先讀高中」。那你要讀高中的前提就是功課要好，所以就是課業 

     (優先)…… (R-P 訪談，112/8/16)。 

 

    在與父母相處方面，發生衝突的原因往往是提供不適當的社會支持，父母認為自己的行

為就是為學障生著想，可是這樣不僅沒有解決學障生面臨的問題，還會造成他們身心不舒服

或備感壓力。 

      ……我覺得我應該會帶給她的壓力的，雖然我自己覺得說要克制，不要給小孩壓力，可是不知不覺中，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希望她更好，可是這種希望就會造成小孩的壓力…… (R-P 訪談，112/8/16)。 

 

      進到寄宿學校第一晚，伊翔獨自在廁所哭泣後，哭泣了好長一段時間，卻沒有人過來協助，他只好擦乾 

      眼淚，默默回到床上躺著。同時，伊翔母親一次又一次翻著伊翔繪製的圖畫本，裡頭是一張張的全家福， 

      可是，隨著頁數的快速轉動，圖畫中最小的人物離自己的家人越來越遠，最終消失在圖畫本上。翻完後， 

      伊翔母親落下眼淚，眼淚滴在圖畫本的最後一頁 (M-T，00：55：04 - 00：56：36)。 

(五)修復期 

    伊翔的父親透過老師的講解，才意識到兒子的困難，開始同理伊翔的情況，建立起情感

性支持，也發現自己以為好的協助不一定是正確的支持，反而會讓伊翔有壓力。在個案方面，

個案家長發現一直給她支持與幫助，會讓個案感受到壓力，因此家長會想要改變自己，希望

修復彼此的關係。 

     ……尼康老師聽完伊翔父親的話後說：「關心，這時很重要的，關心有治病的效用，能緩解痛苦，讓孩子 

     覺得被需要，偶爾的擁抱和親吻，表示我的關心。『兒子，我愛你』；『如果你害怕，就來找我』；『如果你 

     摔跤、受挫，別擔心，有我陪著你』，強化信心。關心，這就是關心，不是嗎？」父親聽完後不禁開始省 

     思過去的行為，並感到些許愧疚，告別尼康老師後便看到了伊翔在佈告欄前認真地朗誦，頓時父親眼眶泛 

     淚，開始後悔過去的所作所為，也開始同理伊翔當時的害怕與困難 (M-T，02：07：21 - 02：11：14)。 

 

     ……我後來就是慢慢做，因為我自己會去意識到這樣會造成壓力，所以會克制說：「她怎麼樣就那樣」，不 

     要一直去糾正她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R-P 訪談，1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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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尼康老師用評價性支持修復同學及老師跟伊翔的關係，因為透過他人的肯定可以

讓其他人看見學障生的優點。因此，適時的評價性支持相當重要，可以影響別人的看法，讓

旁人不再只注意學障生不好的一面。 

     ……伊翔用心完成的船順利的在水面中前行，尼康老師看到後大聲喊：「你們快看！它動了。」引起其他 

     同學開始圍觀，欣賞伊翔的作品，這時尼康老師不斷的發出讚嘆的聲音，帶動其他同學也發自內心為伊翔 

     完成的作品大聲鼓掌 (M-T，01：56：30 - 01：58：10)。 

 

     寄宿學校的語文老師與數學老師興奮地說道，當伊翔接受尼康的輔導後，伊翔成績有了很大的進步，也讓 

     許多人對他改觀，並說伊翔十分活潑，在許多科目進步許多，且觀點獨到，是個值得栽培的人才。伊翔父 

     母聽完後流下高興的淚水，滿臉不可置信的向老師們致謝 (M-T，02：32：01 - 02：32：40)。 

(六)解體期 

    雖然個案老師因為學校的安排，個案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再是個案的導師，無法在課業上

給太多訊息性支持，像是叮嚀作業，但是在非課業的部分，個案老師仍願意持續提供實質性

支持，帶個案參加不同的比賽。當個案擺脫學障身分時，個案家長會尊重個案的興趣，讓個

案想嘗試什麼就去嘗試，提供所有需要的支持。個案也是回應到，希望有老師及家人的關心 

(R-S 筆談，112/8/12)。 

     我帶她的時候是三、四年級，五、六年級不是我帶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非課業上的表現，當然我們願意 

     盡量去幫他，那個時候因為我當時在帶其他班，所以能夠幫的還是有限的……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說，我 

     們這一些像創客類的比賽，或者是小論文我覺得其實她有機會可以參加，因為她配合度高，任勞任怨……  

     (R-T 訪談，112/8/16)。 

 

     (個案擺脫學障身分後)著重在應該是興趣的部分，其實就是興趣跟個人成長，她對於什麼感興趣就去做…… 

     我們不用管它的(興趣)效益，或者是她真的實際上得到有什麼回饋，單純就是興趣，所以她想做什麼就去 

     做吧…… (R-P 訪談，112/8/16)。 

 

    最後，電影中雖然伊翔與尼康老師要暫時分離，但是他們卻不難過，因為彼此之間透過

情感性支持而有所連結，彼此相互信任。 

     學期結束後，伊翔準備返家，與尼康老師暫時分離，尼康老師看著伊翔說：「我會想你的。」並給予熱烈 

     的擁抱，這時伊翔的表情打從內心的開心，幸福的向老師道別 (M-T，02：33：30 - 02：32：40)。 

     

    分析完之後，可以發現到社會支持行為不是有使用就能幫助學障生解決生活以及學習的

問題，要顧慮學障生的心情或需求，了解他們真正需要什麼後，再提供適當的社會支持，才

能避免讓學障生產生壓力。當學障生與老師、家長維持良好關係的時候，就有機會更順利的

解決困難。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學障生的部分 

1. 一般人會直接從「課業不好」來判斷是不是學障，但是研究中的學障生有出現多重症

狀，所以建議不只從課業方面判斷，也要從個人行為或人際關係了解。  

2. 判斷是不是學習障礙時，可能會受學障生的重要他人影響，如果重要他人的成績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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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優異，就會認為是學障生自己不認真，而不是有學障問題。 

3. 學障生通常比較沒有自信，生活上許多事情比較被動，因此需要不同方面的支持或幫

助，或者找更專業的資源進行諮商或鑑定，讓學障生的學習或生活更加順利。 

  (二)人際關係六階段中社會支持的部分 

1. 訊息性支持是最常見的行為，因為希望能改善學障生的學習問題，但是要注意適量就

好。過多的訊息性支持會造成學障生的壓力，甚至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 

2. 實質性支持可以針對學習以外的活動進行花費，讓學障生學習有興趣的事情。但是如

果只用在學習有關係的事情上，就會造成反效果。 

3. 評價性支持可以使人發現學障生的優點以及長處，可以適時使用，增加學障生信心。 

4. 情感性支持可以使學障生感受到安定感，特別是將評價性、訊息性、實質性等支持妥

善運用時，能夠讓情感性支持效用最大，也能讓彼此的感情更緊密。 

 

    總結來說，我們都知道學障生跟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學習以及日常生活方面，

特別需要人際關係中其他人的支持與幫助。在判斷學生有沒有學習障礙時，一定要從多方面

去留意是否有學障特徵，就可能及早發現。另外，人際關係六階段中有不同社會支持行為，

效果有好有壞，要特別注意使用的時機點與次數，才能減少彼此的互動壓力，避免破壞關係。

最後，希望這份研究可以讓更多人關心學障生的困境，並且知道如何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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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助力」？還是「阻力」？探討人際關係中幫助學障生的行為- 

以電影《心中的小星星》主角與現實個案為例 

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學習障礙特徵 

1. 與個案互動(自己生活)過程中，哪些學習障礙的特徵讓您印象深刻？  

2. 當察覺個案(自己)有學習障礙特徵時，您的心情如何？或是當下有什麼反應與採取

什麼行動?  

3. 當個案(自己)出現學習障礙症狀時，有沒有察覺個案(自己)周遭的人、事、物發生什

麼變化? 

第二部分-學障生的社會支持網絡-個案的老師、父母 

1. 當察覺或意識到個案有學習障礙的特徵時，您會提供哪種什麼支持或幫助? 

2. 相處一段時間後，您與個案會尋找共通點，加深關係，您會提供哪種支持或幫助? 

3. 當關係越來越密切時，彼此會有親密感，您覺得提供哪種支持或幫助有助於維持親

密感? 

4. 當察覺彼此的關係變差或不好時，您覺得是缺少哪種支持或幫助導致關係不佳？ 

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空協助訪談，研究題目為『是「助力」？還是「阻力」？探討人

際關係中幫助學障生的行為-以電影《心中的小星星》主角與現實個案為例』。研究採

用 DeVito 人際關係六階段與 House 社會支持四層面，研究目的在於分析電影與現實學

障生人際關係六階段中的社會支持行為如何運作。 

    接著，本次訪談是研究需要，針對不同身分的受訪者有不同的訪談題目，每人 10

題，訪談時間約 15~25 分鐘。懇請先仔細閱讀 5~10 分鐘，題意若有不清楚的地方請立

即提出，確定完全理解題目後，由參賽學生進行提問，請受訪者回答相關問題。 

    最後，回答的內容沒有固定答案，且訪談內容將只用於 112 年太平洋盃小論文比

賽，其個人資料絕對保密。感謝您撥冗參加訪談，謝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如意  

                        南投縣旭光高中國中部    

                        指導老師：黃聰銘老師、黃奕晨老師  

                        參賽學生：李亭幼、李采臻、吳沁芸   敬上  112 年 8 月 



5. 當關係選擇進行修復時，您會提供哪些支持或來幫助恢復關係?  

6. 當關係不得不結束時，您在最後會提供哪些支持或幫助?  

7. 訪談最後，對於這次的研究您有什麼心得或感想希望讓別人知道？ 

第三部分-學障生的社會支持網絡-個案本身 

1. 當察覺或意識到自己有學習障礙的特徵時，您最印象深刻的是接受到哪些支持或幫

助?  

2. 相處一段時間後，您與其父母、老師會尋找共通點，加深關係，您最印象深刻的是

接受到哪些支持或幫助? 

3. 當關係越來越密切時，彼此會有親密感，您最印象深刻的是接受到哪些支持或幫助? 

4. 當察覺彼此的關係變差或不好時，您覺得是缺少哪種支持或幫助導致關係不佳？ 

5. 當關係選擇進行修復時，您接受到哪些支持或幫助有助於恢復關係? 

6. 當關係不得不結束時，您最希望接受到哪些支持或幫助? 

7. 訪談最後，對於這次的研究您有什麼心得或感想希望讓別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