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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在這社會化的時代，除了追求物質的生活，人們在精神以及心態上也應

更廣闊的接納異己。因此想了解在高中校園中，學生、師生以及行政人

員們對於亞斯伯格症這類的特殊學生是否有更為廣納的心態、認知以及

應對。同時也想研究若有更妥善的方式改善這不夠友善的環境，那學

生、老師、行政人員們希望以何種方式來進行宣導。 

(二)、 研究目的 

一、調查三種身分對亞斯伯格症的認識與應對 

分別是學生、老師以及行政人員 

二、調查內容包含： 

1. 是否聽過「亞斯伯格症」

2. 是否聽過或看過「亞斯伯格症」的介紹

3. 認為「亞斯伯格症」的特質有哪些

4. 與「亞斯伯格症」的相處方式

5. 會希望如何宣導「亞斯伯格症」

三、預測結果： 

1. 是否聽過「亞斯伯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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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聽過的比例：老師>行政人員>學生 

2. 是否聽過或看過「亞斯伯格症」的介紹

預測聽過或看過介紹的比例：老師>行政人員>學生

貳、文獻探討 

(一)、 亞斯伯格症候群理論： 

一、亞斯伯格症的病因應與自閉症相似，接源自於腦部功能失調。(註三) 

二、此外，他們有社交和非言語交際的困擾，有時候會看到他們出現特

異的行為、以及較不流暢的言語表達。症狀通常在兩歲前出現，且

不會痊癒。(註二) 

(二)、 亞斯伯格症候群發展： 

一、最早由奧地利的兒科醫生漢斯•亞斯伯格發現(註二)。截至目前為

止，台灣博碩士論文中僅有不到100篇的研究。 

(三)、 亞斯伯格症候群相關議題： 

一、雖然同卵雙胞 胎跟異卵雙胞胎有較高比例的機率有亞斯伯格症，但

目前仍不認為亞斯伯格症完全來自遺傳。(註三) 

二、報告顯示亞斯伯格症跟其他有關F ragile X syndrome（X染色體脆折

症）的疾病有關。(註三) 

參、研究方法 

(一)、 查閱書籍、雜誌 

(二)、 參閱網路資料 

(三)、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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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調查的流程 : 

圖(一) : 問卷調查的流程 

(五)、 問卷題目設計原因： 

第1題 是否聽過「亞斯伯格症」 

我們想藉此瞭解在高中校園中，大家對於亞斯伯格症的聽聞比例

的多寡，並且比較學生、老師和行政人員間的比較。 

第2題 是否聽過或看過「亞斯伯格症」的介紹 

想藉此瞭解是否有必要增強宣導關於亞斯伯格症，建立友善環境，

且同時比較老師、學生和行政人員間的瞭解比例。 

第3題 認為「亞斯伯格症」的特質有哪些 

想了解無論在過往學生、老師及行政人員是否聽過，或者是否

接觸過此類的同學，大家對於此類同學特質的瞭解有多少。 

第4題 與「亞斯伯格症」的相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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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藉此瞭解在得知對方是亞斯的同學時，學生、老師以及行政

人員會如何應對。 

第5題 會希望如何宣導「亞斯伯格症」 

想藉此瞭解大部分學生、老師及行政人員較接受哪種宣導方式。 

(六)、 調查樣本： 

1. 預計收到樣本數：

學生：50個 

老師：50個 

行政人員：50個 

2. 實際收到樣本數：

學生：52個 

老師：82個 

行政人員：24個 

3. 原因：

最先達到預計樣本數的是學生，因此在收達超過50份後，我

們便不再推廣。接著，老師與行政人員，我們透過到各處室

與請託外校老師的推廣，總共收集到106份，其中老師佔了82

份。但由於校園中，有老師身份的行政人員比例非常高，因

此他們可能會填選老師身份，導致行政人員樣本數不足。但

即使如此，圖表與我們預計仍然相符。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 我們第一題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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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是否聽過「亞斯伯格症」 

結果與我們的預測符合。而我們認為在學校中，老師對於亞斯伯格症的了解大

於另外兩組的原因來自於他們可能受過相關的訓練、課程。而行政人員大於學

生的原因，很可能來自他們面對的學生數較多，且經常處理學生事務，進而對

這類症狀較有了解。而在學生群體中有聽過亞斯伯格症的人數不及行政人員的

原因我們認為，相較於行政人員，學生可能對這方面比較沒有興趣，也較少接

收到這類資訊，以及對他們來說也比較沒有接觸這類同學的機會，因此才會低

於行政人員。 

【小結】聽過的比例：老師>行政人員>學生 

(二)、 我們的第二題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 

圖(三) : 是否聽過或看過「亞斯伯格症」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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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我們預測相符，我們認為老師的比例大於兩者的原因來自於，老師有接

受相關課程、研習，而行政人員的比例少於老師的原因在於較少接觸或不一定

上過相關的教育課程等等。而學生在宣導方面的力道也不亞於老師才對，但我

們認為在過往的紙本文宣、全校演講中，其真正帶來的影響力較微弱，對學生

也較難引起興趣，而對於這方面在我們的圖(五)中也給出了我們推論的原因。 

【小結】聽過或看過介紹的比例：老師>行政人員>學生 

(三)、 我們的第三題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 

圖(四) : 三種身分認為亞斯伯格症的特質 

我們分析圖表中的幾個選項，其中包含C、D、F。 

首先，我們發現C選項的老師和學生的差距達25%，而我們推論分為兩個層面。 

第一，老師大於學生的原因。其一是因為老師可能接觸過這類學生，因此對該

類學生有一定瞭解；此外，是因為老師基本上都有接受過或者有上過相關的課

程。第二，學生小於老師的原因。因為學生可能從小到大皆沒有接觸過亞斯伯

格的同學，而且學生對於這類資訊接受較少，宣導活動業較少，因此對於該學

生的症狀較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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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D選項學生與老師及行政人員差距20%左右，但他在三種身分中占比

最高的選項。我們推論是因為對亞斯伯格症有聽聞的人大多都知道，「亞斯伯

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因此「缺乏社交能力」成為學生、老師和行政中佔比

最高。(註一) 

接著，在F選項中又為學生跟老師及行政人員的差距大。我們推論老師跟行政大

於學生的原因分為兩點。第一，老師與行政可能受過相關的訓練、課程。第二，

他們同時也經常與學生接觸、協助學生處理相關事務。而學生小於老師與行政

人員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學生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且接收的相關資訊較少。

第二，學生可能沒機會接觸亞斯的學生。第三，即使接觸過，也不見得有機會

和亞斯的學生深入瞭解。 

【小結】大部分人對亞斯伯格症有初步瞭解，但完全答對的比例仍然不多，其

中，老師的答對率是對高的。 

(六)、 我們的第四題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 

圖(五) : 三種身分與亞斯伯格症的相處方式 

我們從三種身分中，取最高與最低作為分析。 

學生中最高的是「試圖了解與他相處的方法」，由此可知，學生們大多會想與

亞斯學生好好相處。然而，學生中最低的是「我不希望讓別人知道我們是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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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排斥跟他同一組」以及「當他需要幫助時，我選擇視而不見」，由此

可知，學生們對亞斯的學生大多都能包容、接納。 

老師中最高的是「我也會建立友善學習環境，引導同儕接納小明」，由此可知，

老師們大多都希望協助亞斯的學生融入群體。老師中最低的是「如果可以，我

不希望他選這門課」，由此可知，老師不會因為他是亞斯的學生，就特別排斥

該學生。 

行政人員中最高的是「為了了解如何幫助他，我會請教特教老師有關亞斯的概

念」，由此可知，行政人員大多願意幫助亞斯的學生，並願意深入了解他們。

最低的是「已說明完畢，若他持續反覆發問，我覺得我已經沒義務」、「對他

比較沒耐心，語氣也會不客氣」、「請他去詢問其他瞭解這件事情的同學」以

及「為了讓他不要反覆發問，以斥喝方式回答他的問題，促使他專心聆聽」，

由此可知，對於行政人員而言，即使這位學生說話語氣不太好，或是造成自己

的困擾，仍然會不嫌麻煩的協助他。 

【小結】大部分人皆能包容、接納亞斯伯格症的學生，即使他與正常人不一樣，

仍然願意協助他融入群體。 

(五)、 我們的第五題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 

圖(六) : 三種身分認為亞斯伯格症的宣傳方式 

在學生的圖表中，我們發現學生最希望以生命教育以及生涯規劃課程，融入對

於此類症狀的介紹以及認知。 

而老師的圖表中，我們發現老師較喜歡以校務、教務與學務會議進行宣導，然

而在這方面的教育研習和讀書會卻占較少比例。 

但在行政人員的圖表中卻發現想參加教育研習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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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學生較接受以「融入生命教育或生涯教育規劃課程」的方式進行宣導，

而老師較接受以「融入校務、教務或學務會議宣導」的方式進行宣導，然而，

行政人員較接受以「參加特殊教育研習」。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總結： 

由圖表得知，老師對亞斯伯格症的瞭解與應對是高於學生和行政人員

的，我們推論是因為老師大多有受過相關訓練、課程。然而，由以上

的數據分析得知其實亞斯伯格症仍然不夠廣泛的被熟知。但同樣身為

社會上的成員，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接受被排斥，而原因僅僅因為個

體差異。若大家能更多一份瞭解、多一份包容，那社會必定更美好。

亞斯伯格症的存在並非他個人意願，事實上，他並不是十惡不赦的壞

人，不應該受到歧視與排擠。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宣導方式，促使大家

接納亞斯伯格症融入群體。基於這點的思考，我們也把這個想法加入

表單並得出結果。 

(二)、 研究中遇到的種種思考 : 

對於問卷一開始的問題，我們思考了許多不同的面向，而我們思考了

過往同學中是如何說明他們的特質以及上網參考專家以及協會中的文

章，來設計我們的選項，藉此設計裡面同時有著正確以及錯誤的選

項。 

而在分析中，我們也遇到了不曉得使用何種函數，來表達我們想要這

類數據，因此當時參考了不同種的函數來帶入，但最終發現某種函數

最能表達我們想要的數據，因此採用他。 

(三)、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 

在宣導方式中，我們發現同樣身為學校內的員工，但主要希望的宣導

方式並不同，但我們卻不清楚為何會如此。我們推論或許是因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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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融入校務、教務或學務會議宣導」較不會占用個人休息時間；

而行政人員或許是認為「參加特殊教育研習」比起「融入校務、教務

或學務會議宣導」是較輕鬆的場合，因此會選對自己而言較輕鬆的方

式學習。 

(四)、 未來研究的方向： 

將範圍從高中校園擴大為大眾，研究亞斯伯格症在社會上被熟知的比

例有多高，同時也調查大眾會如何應對他，又最能接受何種宣導方式

以便更加瞭解該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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