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民國 110，16 (1)，1-18 

DOI: 10.6580/JTSP.202105_16(1).01 

 

 

 

1 

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介入 

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運動能力之影響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 林曉恬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尚憶薇* 

 

摘  要 

 

目的：本研究為探討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平衡能力與協調

能力之影響，以 12 週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為主。方法：本研究以國立某縣市特殊教育學

校 8 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為研究參與者，進行為期 12 週的直排輪運動教學，在課程實

施前後以第二版「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 (The Bruininks-

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Second Edition, BOT-II) 測量平衡能力與協調能力，測

驗項目內容包含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走直線、同側手腳跳躍、同側手腳拍擊等進

行施測及標準化的評分。結果：在平衡能力部分，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和走直線的

平衡能力有顯著提升的效果，僅一位參與學生沒有顯著差異。在協調能力部份，同側手

腳跳躍和同側手腳拍擊有顯著提升的效果，僅兩位參與學生沒有顯著差異。結論：對中

度智能障礙學生，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有助於平衡能力和協調能力提昇。 

 

關鍵詞：智能障礙、平衡性、協調性、直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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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根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2019)

統計資料顯示得知，智能障礙者之人

口總數已達 10 萬以上，佔所有障礙

類別中比例 8.6％。教育部 (2013) 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指

出，智能障礙是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

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

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智能

障礙受限於認知功能，使得動作發展

遲緩，肢體協調不佳導致動作控制與

平衡協調能力差 (Boswell, 1993；朱

若緁、林威秀，2016) 。一般而言，智

能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都以靜態活

動為主，動態活動則為輔 (黃怡萍，

2020)，較易產生被動式的生活形態，

造成體適能低弱 (Pitetti & Tan, 1990)，

身體的肥胖指數增加 (Howie, et al., 

2012)，低運動參與動機(Lotan, Yalon-

Chamovitz, & Weiss, 2010)，具有低運

動能力 (Wuang, Chiang, Su, & Wang, 

2011)。 

運動能力的基本要素要具有良好

的平衡能力和協調能力，可在各種環

境下維持穩定的姿勢並進行新技能

的學習和肢體活動，也是所有體育活

動成功因素 (許太彥、郭暐頎、蔡曜

駿， 2011 ； Tsimaras, Giamouridou, 

Kokaridas, Sidiropoulou, & Patsiaouras, 

2012)。根據過去國內針對智能障礙學

生所做的研究皆發現智能障礙學生

在運動能力發展較緩慢，也會影響平

衡能力和協調的能力 (陸莉、黃玉枝、

林秀錦、朱慧娟，2000；范姜逸敏，

2001)。陸莉等 (2000) 指出智能障礙

學生在動作發展方面，視覺─動作協

調控制、平衡感、上肢協調發展較差，

進而在各項動作學習效率不佳，也會

間接影響參與各項體育活動學習，更

降低了從事各項運動的意願。范姜逸

敏 (2001) 研究發現，中度智能障礙

學生在運動能力發展上缺乏正確的

姿勢且平衡感不佳，導致基本動作技

能在從事球類或精細動作的運動上

會表現困難，甚至在學習上產生挫折

感。 

體育活動能幫助智能障礙者提升

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改善動作發展以

及維持良好的平衡能力及協調能力，

使能增進動作能力及自信心，以利提

升其生活品質。侯堂盛、任秀林與侯

均穎 (2009) 研究結果發現智能障礙

學生透過體育活動參與，對於視覺與

動作控制能力、雙側協調性、上肢協

調性等項目的表現皆會提昇。Kong 等 

(2019) 針對太極運動介入於智能障

礙青少年，研究結果發現太極運動能

夠改善肌力和下上肢的協調能力，同

時有益於體重指數與健康體適能。 

運動的項目很多，適合中度智能

障礙者運動應以容易學習、中低強度、

大肌肉的活動來實行課程設計 (蔡鴻

祺、陳長源、胡巧欣、吳一德，2019)。

本研究選擇直排輪之因素為直排輪

兼具運動與休閒的運動項目，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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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年齡限制，容易學習且以大肌肉

為主。直排輪運動能提高身體各關節

的靈活性和平衡能力以及協調能力，

對肢體動作、知覺能力及情緒表現上

也有進步 (劉仁輝，2005；陳志平、李

翠玲，2003)。國內直排輪運動實證性

研究發現，平衡性與協調性能力對於

智能障礙學生皆呈現正向影響 (陳樹

屏、林尚武、佘紹文，2010；陳勇安、

闕月清，2016；鍾宜橋、許柏仁、潘

倩玉，2016)。陳樹屏等 (2010) 對國

小三年級學童進行 12 週的直排輪運

動訓練，結果顯示學童的動態平衡能

力、靜態平衡能力及下肢肌耐力得到

改善。陳勇安與闕月清 (2016) 研究

結果顯示中度智能障礙兒童在接受

直排輪訓練課程後，在靜動態平衡能

力表現上有改善。鍾宜橋等  (2016) 

研究複合式直排輪課程對高職智能

障礙學生體適能及動作技巧之影響。

研究對象為 12 位高職智能障礙的學

生，以每週 2 次，每次 60 分鐘共十二

週的複合式直排輪課程進行教學介

入，課程設計由易而難，進而提高成

功率及學生的參與動機，研究結果顯

示直排輪課程能有效提升高職智能

障礙學生的心肺適能及動作技巧。

Chol 與 Kim (2019) 針對 10 名身心

障礙的國高中學生進行直排輪運動

教學，研究結果顯示直排輪運動教學

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身體健康有積極

作用。直排輪運動具備感覺統合刺激

的特性，有相關研究指出學習直排輪

運動，確實能有效提升身體的動作能

力。蔡鵑如與張祿純 (2009) 指出直

排輪運動具備刺激小腦平衡感以及

增加肌肉協調性等效果。綜上所述，

直排論運動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可增

進平衡能力與協調性。 

動作能力評量的第二版布魯茵克

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

具 (BOT-II) 被廣泛用於評估臨床和

研究目的的運動技能，可測量 4 至 21

歲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細和粗略運動

技能 (Deitz, Kartin, & Kopp, 2007) 。

BOT-II 在評估發展協調障礙兒童、輕

度到中度的智能障礙、高功能自閉症

和亞斯伯格症候群等三種臨床族群

與一般族群的表現，均達到顯著差異  

(邱千綺、林巾凱，2015)。 

本研究探討國立某縣市特殊教育

學校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平衡能力與

協調能力之成效，研究者設計直排輪

運動教學方案，挑選適合身心障礙學

生動作能力評量的第二版布魯茵克

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

具 (BOT-II) 作為測驗工具，瞭解透

過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提升中度智

能障礙學生平衡能力與協調之能力。

 

 



林曉恬、尚憶薇* 

 

4 

貳、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某特殊教育學校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為研究參與者，進行為

期十二週的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在

課程實施前後以第二版「布魯茵克斯

─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 

(BOT-II) 測量研究參與者的平衡能力

與協調能力。研究自變項、依變項、

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一) 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直排輪運動

教學方案，教學時間，每次 1 節體育

課，每節 50 分鐘，每週 2 次的課程教

學，參考相關文獻的實驗設計有 9 至

23 週的例子，故取學期中 10 月至 12 

月共 12 周，24 次課程。本研究的直

排輪運動教學方案參考鍾宜橋、許柏

仁、龔憶琳與潘倩玉 (2013) 的課程

內容，針對智能障礙學生的能力作調

整，設計適合的課程內容 (參閱表 1) ，

教學實施中對於程度較為落後的學

生，會進行個別化教學，直至能獨立

完成基本動作以及平衡及雙側協調

前後測的項目。直排輪運動教學單元

與動作技能教學融合遊戲化與樂趣

化以符合學習目標。 

 

 

 (二) 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平衡能力及

協調能力的表現，施測項目為第二版

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

度評量工具中的平衡及雙側協調兩

項分測驗，以了解研究參與者在接受

課程教學介入前後的改善情形。  

 (三) 控制變項 

    為減少教學實驗的干擾，並增進

教學實驗的嚴謹度，對於下列變項予

以控制：教學地點─本研究以研究者

所任教的學校為選取場所，實施課程

教學及施測環境皆為學生熟悉的場

所，教學地點為學校草坪及走廊空地、

戶外直排輪廣場；教學者─研究教學

者即為研究者本身，擁有 10 年的特殊

教育教學及適應體育教學經驗，負責

擔任直排輪社團教師，直排輪運動教

學方案由研究者會同特殊教育教師、

指導適應體育課程之教師、物理治療，

共同討論教學內容，以達到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八名研究參與者之評量

方式、工具、次數、時間與項目皆相

同，研究者在實施測驗前進行 3 次的

模擬施測練習，以熟悉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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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直排輪運動教學課程內容 

周次 教學單元 直排輪動作技能 學習目標 

一 基本站立 
穿脫直排輪鞋護具 提升跨越中線協調能力 

提升平衡能力 V 型站立暨壓刃 

二 安全跌倒起立 
蹲姿暨站姿雙腳跳躍 

提升平衡能力及控制 
跌倒暨站立起身 

三 基本踏步 
V 型踏步 提升雙腳張力、腳底平衡控制 

提升平衡能力、雙側協調能力 V 型走步 

四 踏步前進 
螃蟹步繞行 提升平衡能力、雙側協調能力 

學習速度控制 平行滑步 

五 前進滑行 
推動前溜 

提升平衡能力、雙側協調能力 
前弓箭步滑行 

六 基本八字煞車、轉彎 
大葫蘆煞車 提升平衡能力、雙側協調能力、跨越中

線協調能力 A 型轉彎 

七 單腳滑行、基本蹲溜 
單腳直線前溜 

提升平衡能力、穩定度、雙側協調能力 
雙腳直線蹲溜 

八 連續推刃、轉彎 
連續推刃 500 公尺 學習速度控制、訓練腿部肌肉 

提升雙側協調能力、跨越中線協調能力 前溜之字型 

九 連續推刃、S 型轉彎 
連續推刃 800 公尺 學習速度控制、訓練腿部肌肉 

提升雙側協調能力、跨越中線協調能力 S 型轉彎過樁 

十 連續推刃、後溜 
連續推刃 1000 公尺 學習速度控制、訓練腿部肌肉 

提升雙側協調能力 踏步後溜 

十一 連續推刃、前溜葫蘆 
連續推刃 1500 公尺 學習速度控制、訓練腿部肌肉 

提升雙側協調能力、跨越中線協調能力 前溜葫蘆過樁 

十二 連續推刃、蹲溜 
連續推刃 2000 公尺 學習速度控制、訓練腿部肌肉 

提升平衡能力、雙側協調能力 連續蹲溜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為

八名國立特殊教育學校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篩選標準如下： (一) 經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障礙類別及程度

為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二) 本研究

參與者為高職部學生，年齡界於 15 歲

至 17 歲之間，共八位學生 (參閱附件

一) 。 (三) 尚未學習過直排輪運動

的學生。 (四) 平衡性和協調性動作

能力不佳的學生。 (五) 經過家長或 

 

監護人同意後填寫家長同意書。 

三、研究限制 

 (一) 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差異大，且

易產生挫折感、自信不足，且較少參

與運動。 

 (二) 要求智能障礙學生自主性利用

課餘、休閒時間進行直排輪運動較難

達成，因此本研究配合課堂時間每週

二節課的直排輪課程，以達到一週兩

次的訓練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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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第二版布魯茵克斯─

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 (BOT-II) 

為臨床與研究中常使用的動作評估

工具，是 Bruininks 在 1978 年發展完

成，本測驗是一個標準化的動作測驗，

全量表分為 4 個分量表，依項目性質

可分為八個分測驗。本研究依據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的動作表現以及直排

輪運動教學特性以身體協調  (body 

coordination) 為主，分測驗為平衡能

力  (balance) 及雙側協調  (bilateral 

coordination) ，測驗項目內容包含張

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走直線、同 

 

側手腳跳躍、同側手腳拍擊。為簡短

的施測工具，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評

估，每一項目施測時間短且不繁雜，

測驗項目評分簡易，容易進行施測及

標準化的評分 (參閱表 2) 。BOT-II 

測 驗 的 內 部 一 致 信 度  (internal 

reliability) 大於 0.80，效度方面，對

六歲至十四歲的受試者進行效度考

驗，相關係數介於 0.45~0.80 之間，整 

體言之，BOT-II 測驗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 (邱千綺、林巾凱，2015)。 

 

 

表 2  第二版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 (BOT-II) 平衡及協調測驗內容方法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處理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4 個測驗項目：張眼於平 

衡木上單腳站立；走直線；同側手 

 

 

 

腳跳躍；同側手腳拍擊之前、後測

結果差異分析。 

 

分

量

表 

分

測

驗 

測驗解釋 測驗項目 測驗方法 

身

體

協

調 

平

衡 

1.主要評估受試者在

站立、走路或是有無

視覺訊息下的軀幹穩

定性與動作的穩定度 

 

2.活動內容包括： 

雙腳站立、單腳站立 

閉眼站立、走直線 

1. 張眼於平衡木

上單腳站立 

  2.  走直線 

 總測驗：2 次 

 計時 10 秒 

 受試者眼睛必須看著目標物。 

 總測驗：2 次 

 在 10呎 (ft) 的直線連續走 6步 

 受試者必須看著目標物走。 

 第 1 次測驗沒有走 6 步，才要

施測第 2 次 

雙

側

協 

調 

1.主要評估受試者在

軀幹、上下肢動作的

順序性與同時協調能

力 

 

2.活動內容包括： 

手指與腳一同做拍擊 

1.同側手腳跳躍 

2.同側手腳拍擊 

 總測驗：2 次 

 連續跳 5 次 

 受試者若 5 次中有跳錯立即喊停

止，算 1 次測驗成績 

 總測驗：2 次 

 連續做 10 次 

 受試者若第 1次測驗沒有做到 10

次，才要施測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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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介入對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平衡能力結果分析 

 (一) 平衡能力─張眼於平衡木上單 

腳站立 

    從圖 1 得知八位個案平衡能力-

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的前測、後 

 

 

 

 

 

測成績差異折線圖，結果得知 8 位研

究參與者在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

立平衡能力上有顯著改善情形。 
   

 
圖 1  平衡能力-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 (點分數) 個案前後測成績差異折線圖 

 

    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八位

研究參與者在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

站立的前測成績 (M = 3.5 秒、SD = 

2.0 秒) ，提升至後測成績 (M = 7.62

秒、SD = 2.32 秒) ，經相依樣本 t 檢

定統計分析比較後，結果達顯著差異 

(t = -13.981，p = .000 <.05) 。研究參

與者在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平

衡能力有顯著提升的效果 (參閱表 3)。

 

 

表 3  平衡能力-張眼於平衡木上單腳站立 (秒)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時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前測 8 3.50 2.00 
-13.981 .000* 

後測 8 7.62 2.32 

* p <.05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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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平衡能力─走直線 

從圖 2 得知八位個案平衡能力─

走直線的前測、後測成績差異折線圖， 

 

 

結果得知六位研究參與者在走直線

測驗平衡能力上有顯著改善情形，其

中兩位無明顯差異。
 

 
圖 2  平衡-走直線 (點分數) 個案前後測成績差異折線圖 

 

    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八位

研究參與者在走直線的前測成績 (M

＝ 3.5 步、SD ＝ 1.19 步) ，後測成

績 (M ＝ 5.5 步、SD ＝ 0.75 步) ，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統計分析比較後，

結果達顯著差異 (t = -5.292，p = .001 

<.05) 。研究參與者在走直線的平衡

能力有顯著提升的效果 (參閱表 4)。 

 

表 4  平衡能力-走直線 (步)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時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前測 8 3.50 1.19 
-5.292 .001* 

後測 8 5.50 0.75 

 *p <.05  

二、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介入對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協調能力結果分析 

 (一) 協調能力─同側手腳跳躍 

    從圖 3 得知八位個案協調能力－

同側手腳跳躍的前測、後測成績差異

折線圖，得知七位研究參與者的協調 

 

 

 

 

能力有顯著改善情形，僅一位維持，

無顯著差異。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前

測
後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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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協調能力-同側手腳跳躍 (點分數) 個案前後測成績差異折線圖 

 

    從本研究統計分析比較，結果顯

示八位研究參與者在同側手腳跳躍

的前測成績 (M ＝ 1.25 次、SD ＝  

1.48 次) ，後測成績 (M ＝ 3.50 次、

SD ＝ 1.41 次)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

統計分析比較後，結果達顯著差異 (t 

= -7.180，p = .000<.05) 。研究參與者

在同側手腳跳躍的協調能力有顯著

提升的效果 (參閱表 5)。 

 

表 5  協調能力─同側手腳跳躍 (次)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時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前測 8 1.25 1.48 
-7.180 .000* 

後測 8 3.50 1.41 

 *p <.05 

 

(二) 協調能力─同側手腳拍擊 

從圖 4 得知八位個案協調能

力─同側手腳拍擊前測、後測成績

差異折線圖，得知七位研究參與者 

 

 

在同側手腳跳躍測驗的協調能力

有顯著改善情形，僅有一位維持無

顯著差異。 

0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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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

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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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同側手腳拍擊 (點分數) 個案前後測成績差異折線圖 

 

    本研究統計分析比較後，結果顯

示八位研究參與者在同側手腳拍擊

的前測成績 (M ＝ 1.62 次、SD ＝ 

1.06 次) ，後測成績 (M ＝ 4.12 次、 

 

 

SD ＝ 2.16 次)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

統計分析比較後，結果達顯著差異 (t 

= -5.000，p = .002<.05) 。研究參與者

在同側手腳拍擊的協調能力有顯著

提升的效果 (參閱表 6)。 

表 6  協調能力-同側手腳拍擊 (次) 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時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前測 8 1.62 1.06 
-5.000 .002* 

後測 8 4.12 2.16 

 *p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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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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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設計在教

學方法及策略上採用多元學習，以提

升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平衡能力與

協調能力為教學目標。本研究直排輪

運動教學方案經由授課教師調整介

入課程，強調基本技巧、動作分解、

平衡與協調動作、動作練習與綜合應

用。郭為藩 (2002) 指出中重度智能

障礙學生的平衡性與協調性教學過

程中需給予重複練習及動作分析，加

強訓練基本動作及知覺動作技巧。智

能障礙者的運動能力相關的研究，如

Stopka 等 (1994) 以四十鐘的有氧運

動等作為適應體育課程內容，大多數

呈現進步的現象。對於此，本研究支

持蔡鴻祺等 (2019) 適合中度智能障

礙者應以大肌肉的活動來實行課程

設計。 

    智能障礙學生在 12 週直排輪運

動教學方案介入後，大部份學生在平

衡能力的控制上呈現進步的幅度，但

每位參與者的改善程度會因為個體

能力有所差異，此結果與陳勇安與闕

月清 (2016) 及 Thomas, Matthias 與 

Urs (2013) 的研究直排輪訓練能提升

智能障礙者的平衡能力一致。 

    研究個案平衡走直線和協調能

力─同側手腳跳躍對於 S5 學生的平

衡能力和協調能力效果沒有影響，其

原因有可能 S5 個案學生的身體機能

發展較佳，原有的平衡能力和協調能

力皆具有中上表現。動作能力受到限

制會有不愉快的體育活動參與經驗，

相反的動作能力較佳者則較喜愛參

與體育活動 (Lopes, Rodrigues, Maia, 

& Malina, 2011) 。個案 S6 學生的平

衡能力和協調能力皆較其他同儕差，

在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介入後對於

直線走的平衡無差異，由於 S6 的身

體瘦小四肢肌力不足，單腳側邊肌力

不均，平衡感不佳容易跌倒，操作動

作呈現不協調狀態，因此直排輪運動

教學內容無法在平衡直線走上達到

顯著效益。此結果和林博軒、陳湘嵐

與林金定 (2017) 的研究結果一致，

障礙個別性差異對於智能障礙學生

的平衡能力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換句話說，智能障礙學生的障礙程度

及心智發展會影響其平衡能力的表

現。協調能力─同側手腳拍擊對於 S4

學生的協調性效果沒有影響，其原因

為 S4 的右側協助性不佳，穿著矯正

鞋，大腿前側力氣不足，導致走路不

穩，影響協調性。本研究直排輪運動

教學方案介入對於個案學生的協調

能力─同側手腳拍擊即效果不佳。針

對此個案增加直排輪運動的自我訓

練技能，除了在學校的體育課程外，

可將自我訓練技巧轉銜至課後或休

閒時間訓練，以增進個案的運動能力 

(Connell, Carta, & Baer, 1993) 。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之分析，本研

究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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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論 

    依據本研究所設計的直排輪運

動教學方案，利用一周兩節的體育課

進行運動能力訓練，列出以下結論要

點： 

 (一) 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介入後，

大部份智能障礙學生在平衡能力與

協調能力的控制上呈現進步的幅度，

但每位個案的改善程度會因為個體

能力有所差異。 

 (二) 直排輪運動教學方案設計在教

學方法及策略上採用多元學習，有助

於智能障礙學生產生正向效果，以增

進個案的運動能力。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特殊學校與學校特教班可以設

計易學習、低強度、大肌肉的活動作

為課程設計，以增進智能障礙者之運

動能力，綜合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實踐

行為。 

 (二) 體育教師除了學校體育課程外，

可於課後輔導建立結構化與樂趣化

的教學環境，以培養學生持續運動的

能力。 

 (三) 直排輪運動課程參考工作分析

法教學策略，應以學生為主體，符合

個別性差異之轉化空間。 

 (四) 研究限制，本研究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專注力較差且易受外在環境

及情緒因素影響，導致測驗結果可能

會因為個別差異而有不穩定狀況，未

來在測試的過程盡量在可控制的環

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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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ability on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gram of in-line sk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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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on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e researchers designed a teaching 

program of in-line skate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8 students from 

one of the national special school in Taiwan. The teaching program of 12-week in-line 

skates was conducted in the study. The 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Second Edition (BOT-II) was used to test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ability of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skills. The study was used short form of BOT-II. Results: In balance 

ability, the participants ha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to stand on one foot 

and walk in a straight line on the balance beam. In coordination ability, the jumping on 

the same side and tapping on the same side ha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Conclusion: 

The 12-week in-line skates allows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o 

improve their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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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與能力現況簡述 

個

案 
年齡 性別 動作能力 

Ａ 16 男 
動作反應不足，跑步擺動不協調，對於困難的運動不太喜歡嘗

試，但是喜歡與同儕共同學習。 

Ｂ 16 男 
時常跌倒，平衡感不佳，下肢肌力不足，但是很喜歡及嘗試不同

的運動，喜歡參加運動比賽。 

Ｃ 15 男 
平衡感不佳，做動作時偶爾會跌倒，跑步會用跳的方式不協調，

扁平足且走路呈現外八，下肢肌力不足。 

Ｄ 17 女 
扁平足，右側較不協助，有穿矯正鞋，但仍無法撐起足弓，走路

仍不穩，上下樓梯需扶手，大腿前側力氣不足常會拖著地走路。 

Ｅ 17 男 
雖然動作反應緩慢，但模仿能力佳，關節比較緊影響操作的靈活

度，走路及跑步不愛抬起腳。 

Ｆ 15 男 
身體瘦小四肢肌力不足，單腳側邊肌力不均，平衡感不佳容易跌

倒，操作動作呈現不協調狀態。 

Ｇ 17 女 動作操作上容易出現左右不太協調的狀況，喜歡運動。 

Ｈ 15 男 
身體瘦小四肢肌力有待加強，單側明顯平衡不佳，但能靠著運動

增進動作的操作能力，喜歡參與運動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