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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流行音樂視為促進社會變革的工具，旨在探討將音樂教育融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課程設計，並評估其對減少對身心障礙者偏見與提升

共融意識的影響。研究通過比較傳統的生命教育模式與創新的共融協作課程，為高等教育中融合永續發

展、身心障礙者權利、共融社會與音樂教育提供了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研究採用「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ATDP）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評估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轉變。研究對象為 82 名

學生，其中 68 名參與了生命教育課程，10 名參與了共融協作工作坊並填寫量表。結果顯示，參與共融協

作活動的學生在 ATDP 量表上的分數有顯著提升，且其成效優於傳統的生命教育課程。此外，雖然性別

與生活經驗等變項，對於 ATDP 分數之影響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女性參與者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較

高，這可能反映了其社會角色的影響，值得更近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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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popular music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by integrating music educ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It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integration in reducing bias against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romoting inclusion. 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life education with collaborative inclusion courses,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new possibilities for mer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ability rights, and mus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Utilizing 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 (ATDP)" scale as a measurement 

tool, the study assesses changes i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The sample comprised 

82 students, with 68 participating in life education courses and 10 engaging in collaborative workshops, all of 

whom completed the ATDP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cores among students 

involved in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demonstrating superior outcomes compared to those in traditional life 

education courses. Whil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life experience did not yiel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emale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greater interest, suggesting social role influences that warrant further exploration. 

Keywords: Music education, Social change, Inclusion, Disability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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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高等教育的多重使命 

教育一直是知識的搖籃與人才的培養地，高等教育不僅是培育學術與專業知識的場所，更承擔著培

養具有全球永續發展觀念的下一代人才之重任。隨著全球化、技術進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高等教育的

角色和重要性在當代社會中愈加顯著。高等教育不僅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還致力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

思考、團隊合作與領導才能，以準備他們面對未來的職場挑戰。然而，高等教育的使命並不限於此，還

與社會的核心價值與目標緊密相關。因此，當論及培育具永續發展觀念的下一代，高等教育扮演著不可

或缺的角色。 

二、 全球永續目標與障礙者權利的連結 

消除對性別、種族與身心障礙者的不平等、偏見與歧視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十項”減少不平等”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所共同強調的重要目標。SDGs 旨在解決全球最迫切的問題，如貧困、

饑餓、健康及消除各類型的不平等，各國政府需要攜手應對這些阻礙全球永續發展的挑戰。CRPD 則強

調每個人，不論其身體狀況、背景或社會地位，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大

眾對於不同性別與族群的共融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理解，然而，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改善卻未見顯著進展。

這一現象凸顯出教育在專業知識培育之外，更應成為推動社會公平、包容與永續的重要力量。因此，消

除對身心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不僅有助於促進社會的多元與共融，還是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

因素。 

三、 流行音樂的影響與教育契機 

如何將 SDGs 與 CRPD 融入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對於培育下世代人才至關重要。特別是流行音樂

在社會變遷中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對許多人而言，音樂可能僅是娛樂和休閒的一部分，但它也是反

映社會的一面鏡子，以及促進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歷史上，許多音樂家透過他們的歌曲提出對於社會

議題的觀察與批判，激發人們對於這些議題的重視，最終產生社會變遷。更進一步來說，流行音樂不僅

影響與建構我們的文化與價值觀，也在過程中藉由音樂敘事，促進了不同群體的理解，減少彼此的偏見。

因此，在流行音樂人才培育中融合 CPRD 與 SDGs 目標對於促進社會變遷具有關鍵作用。 

四、 研究方向與目標 

本研究旨在探討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理念的流行

音樂創新課程，如何有效減少對身心障礙者的偏見並促進共融。課程設計以流行音樂為社會變革工具，

結合大學社會責任計劃之目標，對比傳統生命教育模式，探索創新教學的可能性。課程納入流行音樂創

作與演出的實務操作，讓學生與身心障礙者合作，促進多元群體間的理解與互動。初步結果顯示，參與

課程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明顯改善，並展現更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國際研究亦證實，將 SDGs 與

教育相結合的創新設計能有效推動社會公平與多元共融，為本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證支持。本研

究希望深化流行音樂與共融教育之間的協作，為高等教育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提供具體範例，並促進高等

教育應對當前與未來挑戰的能力。 

貳、文獻分析 

一、社會共融與多元性在全球永續發展中的角色 

在 21 世紀，全球永續發展已成為各國共同的使命和挑戰。聯合國在 2015 年推出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和 2006 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提供了具體的方向和策略，凸顯了社會共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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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在全球永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不僅是社會共融和多元

性的象徵，更是國際社會首次將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納入全球人權議程的重要里程碑。CRPD 不僅強調身

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還專注於確保障礙者能在各個社會領域中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這兩項重要的全

球政策揭示了一個點出了永續社會的關鍵議題：只有當所有人都被納入、參與並得到尊重時，我們才能

實現真正的永續發展。 

談及社會共融不能只侷限是為邊緣群提供社會參與機會的救濟，也是群體能否實現社會、經濟和環

境永續發展的關鍵。例如，當身心障礙者接受適當的教育和培訓，並能進入勞動市場時，不僅可以提高

他們的生活品質，還能為整個社會帶來經濟效益。此外，當我們建立無障礙的公共場所和設施時，這不

僅有助於身心障礙者，也讓所有對無障礙設施有需求的參與者受益，包含長者、嬰兒車使用者與傷者。

綜合以上，社會共融和多元性不僅是實現對於人權的保障，更是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臺灣共融與障礙教育現況 

自 2006 年臺灣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政府積極採取各類型政策與環境改善行動，以保障障

礙者具有平等參與社會之機會，其中「共融教育」成為學習場域中轉變障礙者刻板印象的重要課程。從

相關研究文獻中可以將現有臺灣「障礙共融教育」區分為三個角度，其為個人／醫療模式、生命教育模

式與障礙體驗模式。 

首先，個人／醫療模式將身心障礙視為疾病與損傷，是個人層次，並由醫療專業主導的議題，例如

在校園中以輔導資源，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能力、生活適應、特殊活動、社交生活等方面的困難，

強調改變個人來適應社會，並透過如加分、經濟補助等方式，以優惠待遇與物質資源的重新分配達到「結

果平等」，但在個人／醫療模式下，障礙者常因不被視為正常的社會成員，導致權利被忽略。第二、生命

教育模式，以邀請名人身心障礙者或以障礙者成功故事為啟發，引導學子「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熱愛

生命」之態度。而此模式之角度大多以非身心障礙者之觀點描述障礙者克服自身損失達到特定目標之成

功經驗，較少談及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中所面對之系統性障礙，包含歧視、缺少平等社會參與，以及障礙

者的多元經驗等。第三、障礙體驗。體驗活動是一種創造現實元素的表徵來進行學習的活動，讓參與者

發展技能、獲得知識或改變他們對現實的態度。常見的活動包含使用輪椅、盲人行走、使用耳塞降低聽

力以及由他人餵食等，讓參與者感受感官與肢體功能受到限制的情況。研究顯示體驗障礙對於增進同理

心、增強自我意識和對多元的接納能有一定程度之提升，然而這方式向人們展示身心障礙者消極和困難

的經歷，強調身心障礙的個人／醫療模式，偏重身心障礙者努力生活的神話以及對他們的同情，而不是

消除刻板印象。例如，矇眼體驗視障者生活僅能表現人失去視覺當下的創傷感受，而無法重現視障者身

為一個群體於社會中的真實經驗。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現有「障礙共融教育」大多以醫療模式為設

計核心，將焦點聚焦於如何克服因「缺損」所造成之障礙（個人經驗），或是藉由演講與模擬體驗障礙者

的身體困境，卻少採用 SDGs 與 CRPD 所強調的共融與平等參與的社會模式來引導大眾學習與理解身心

障礙者所面對的系統性偏見，及其所面對的社會歧視與環境障礙。 

因此，高等教育如何在實踐中體現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的理念，強調提供平等參與機會，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能以彼此的興趣或專業為基礎，進行「共融」與

「協作」的教育模式，透過專業合作共同執行工作，並以此推動群體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高等教育

培育下世代人才的關鍵。 

三、融合 SDGs 進入課程設計的機會與挑戰 

在當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理

念融入高等教育體制變得越來越重要。高等教育機構通過融合這些概念，不僅能夠提升教學品質，也能

培養學生的全球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但這一轉變不僅是對學術傳統的挑戰，也是對教育資源調配與

包容性的重新審視。 

目前許多國家的教育機構已開始將相關概念融合至教學中，並且獲得顯著成效。例如，義大利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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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行了一系列的系統性地調查，成果顯示將 SDGs 融入課程設計，不僅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社會責任

的認識，還展現此種教學策略在國家層面上的可行性。更進一步來說，墨西哥高等教育機構（ the 

Intercultural University of Veracruz）透過為原住民群體提供平等教育機會，拓展了群體多元對話的可能，

也展示了有效實現 SDGs 地具體方法。在亞洲，日本的立命館大學也針對大學生對於在課程設計中融入

SDGs 後的成效進行調查，正向的學習成果也支持將 SDGs 融入課程對提升學生永續發展觀念的重要性。

這些案例證明了融入 SDGs 和 CRPD 不僅可行，而且對於推動高等教育的創新和社會責任具有重要意義。 

儘管如此，許多國家在執行相關課程創新時也面臨許多挑戰。首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

融合 SDGs 與 CRPD 概念的同時、同樣可以達到課程的學習目標與成果。例如，印尼許多大學融合 SDGs

於課程中所展現的積極策略包括開發相關的學分學程與成立 SDGs 中心等。然而這些資源投入是否排擠

到其他教學需求，這個問題也揭示了大學教育在實行相關融合時所面臨的資源與時間上的限制。此外，

學術文化和組織結構也可能成為實施的阻礙。像是創新課程設計是否能同時符合 SDGs 的目標與學術行

政規範都是在執行上需要克服的課題。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在融合這些概念時，需要靈活應對的創新課

程設計，才能在執行中沒有偏離原本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成果。 

四、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 

音樂在促進社會共融和多元性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可以跨越文化和社會隔閡，成為各種

群體之間溝通和共融的橋樑。更進一步來說，音樂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

表達形式。音樂有能力喚起情感，促進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並激發行動。例如，許多臺灣與國外的社會

與反戰運動中，音樂成為了表達抗議和追求變革的重要媒介。因此，流行音樂提供不只是娛樂，更可以

是促進社會變遷的有效工具。 

音樂教育同樣對於促進社會共融和多元性具有深遠影響。研究指出音樂教育不僅提供了技能和知識

的學習，更是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敏感度和欣賞能力的重要途徑，促進對於多元文化背景的理解。此外，

音樂教育也被視為培養學生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團隊合作能力的有效工具，這些都是當今社會所需要

的重要技能。在當代社會，將永續觀念融入音樂培訓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音樂教育也可以是培養學生對

永續發展的認識和參與的重要平臺。透過音樂創作和表演，學生可以探索和表達和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

從而提高對環境和社會正義問題的認識。 

總結來說，音樂教育在促進社會共融、多元性及永續發展意識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藉由養成對不同

文化的敏感度和欣賞習慣，同時鼓勵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音樂教育不僅豐富了學生的技能和知識，也

有助於塑造更和諧共融的社會。 

五、綜合評論：流行音樂課程對共融與障礙教育的關聯性 

社會共融與多元性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視。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及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均突顯了這一點。社會共融不僅為邊緣群體提供參與機會，更是一種全面性的

發展策略，強調多元性與共融是達成社會、經濟和環境永續的關鍵。 

臺灣近年在推行共融教育方面具有大幅進展，但仍存在侷限性。目前的教育模式大多聚焦於個人層

面，如個人／醫療模式和生命教育模式。這些模式往往無法全面解決社會上對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和歧視

問題，忽略了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深入理解和改革。全球各地高等教育機構在融入 SDGs 過程中展現出

顯著成效。這些機構透過創新的教育方法和工具，不僅在提高學生對永續發展議題的認知上取得進展，

也在實際行動上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成功案例對臺灣推動類似教育改革提供了參考。特別是在教育領域，

將永續與平權觀念融入專業訓練中被證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社會共融和多元性意識。這為臺灣發展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的音樂培訓課程提供了寶貴的指引。 

綜合上述分析，高等教育需要更多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的創新課程，特別對流行音樂音樂課程，

這正是臺灣培育培育流行文化產業人才的核心議題，也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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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將流行音樂教育結合 SDGs 與 CRPD 目標之障礙共融教育的創新

實施方式，特別是去比較傳統生命教育演講與「共融協作」模式對障礙平權態度的影響。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評估這兩種教育方法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和消除偏見方面的有效性。為了達成這一目

的，本研究將著重於回應以下三個關鍵問題： 

（一）傳統生命教育演講對之於學生對在改變其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與偏見影響為何？ 

這個問題將探討傳統的演講式生命教育在提高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和同理心方面的效果，以及

這種方法的局限性。 

（二）融合SDGs與CRPD目標之「專業協作」音樂培訓模式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

的共融意識和態度？ 

（三）比較傳統生命教育演講與「共融協作」模式，哪種方法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平權態

度上更顯著？ 

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本研究期望能為流行音樂的創新教學提供有力的證據，並為未來相關教育實

踐和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二、研究架構與程序 

（一）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 

 

 

 

 

 

 

 

 

 

 

 

 

 

 

 

 

 

 

 

 

 

 

研究目的與問題 

參與對象：82 位學生 

「生命教育」課程 「共融協作」活動 

生命教育演講 

評估學生對身心障礙者

的態度與偏見改變 

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專業 

共融協作 

評估學生對身心障礙者

的共融意識和態度 

比較分析： 

傳統生命教育 vs. 

共融協作模式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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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於探索創新的教育介入方法對提升／減低對於身心障礙的概念／偏見之影響。研究參與

者包含82位學生，其中68位於生命教育課程後填寫問卷，10位學生自主參與共融協作共作坊。這項研究

通過兩種教育介入層次，旨在評估這些方法如何改善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在本研究的設計中，傳

統生命教育模式以演講形式為主，由身心障礙者創作者分享個人經歷，學生以觀眾角色進行學習，重點

放在感性層面的啟發與同理心的提升，以單向經驗分享為主。相較之下，「共融協作」活動透由該校流行

音樂產業系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合作，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之展演與活動規劃之專業知識，與身心障礙

舞蹈團體一同規劃，推動身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共同參與的藝術表演活動。專業「共融協作」的目的是

通過實際的合作和創作過程，加深學生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共融。 

（二）研究程序 

研究的兩層次介入，包括生命教育演講和專業協作活動。參與者在生命教育演講前一週完成前測問

卷，並在演講後進行後測。在「共融協作」活動中，學生運用流行音樂專業知識（如編曲、表演和活動

規劃），與身心障礙舞蹈團體共同設計並執行藝術展演。活動的核心在於透過音樂創作過程中的合作與交

流，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的經驗與需求，並透過音樂語言傳遞共融理念。例如，學生需根據障

礙舞蹈團的需求調整音樂風格或表演方式，並舉辦能符合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參與者需求之排練與會議，

最終攜手完成一場共融展演。這些活動不僅讓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共融理念，也促進了對偏見的反思與態

度改變，從而為臺灣障礙共融教育的發展提供新的見解和建議，下表為施測規劃表： 

表 1  

研究程序規劃表 

序號 階段名稱 活動內容 施測時間點 參與者 

1 前測 完成前測問卷 生命教育演講一週前 全體參與者 

2 第一階段介入 身心障礙者生命教育演講 演講後 全體參與者 

3 第二階段介入 藝術共融表演規劃 活動規劃執行後 自願參與者 

三、研究施測工具-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ATDP）量表應用 

本研究採用經典的 The Attitude Toward Disabled Persons（ATDP）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此量表經

過研究團隊翻譯，並得到美國身心障礙領域專家學者與台灣大學研究倫理審查通過，以確保譯本的準確

性和適用性。ATDP 量表的特點在於它測量的是對身心障礙者的整體態度，而不限定於特定類型的障礙。 

（一）量表結構 

ATDP 量表包含多個陳述句，涵蓋工作、人際關係到情感或個性等生活的各個面向，旨在全面評估受

訪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量表共有三種形式，本研究選擇使用表 B 版本，其包含 30 個項目。 

（二）評分方法 

每個項目均需受訪者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例如，一個積極的陳述可能是「身心障礙工作者能

與其他工作者一樣成功」。而消極的陳述如「最好讓一位身心障礙者與另一位身心障礙者結婚」。量表採

用 5 點量表，從+2「非常同意」到-2「非常不同意」。其中，11 個項目設計為反向問題。總分範圍為-60

至 60，並通過增加常數 60 調整使所有分數為正值，範圍從 0 至 120。 

ATDP 量表在國際中被廣泛應用，其信度與效度得到多方驗證。Yuker 與 Block（1986）指出，ATDP 

的折半信度係數範圍從 0.75 到 0.85，表明量表項目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Tervo 等人（2002）的研究

進一步驗證了 ATDP 在醫療領域評估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適用性，顯示其內在信度的 Cronbach α 達到 

0.855，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這些結果支持本研究選擇 ATDP 作為核心測量工具的科學性。 

（三）倫理考量 

為確保研究的倫理性，本研究通過臺灣大學倫理研究中心 REC 的審查。所有研究方法、量表和招募

方式均符合研究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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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整理與分析流程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與處理流程包含以下關鍵階段，旨在確保結果的有效性與可靠性： 

圖 2  

資料整理與分析流程 

 

 

 

 

 

 

 

 

 

 

 

 

 

 

 

 

 

 

 

（一）資料蒐集與篩選 

研究團隊在南臺科技大學進行資料蒐集工作。在前測階段，共有 82 位參與者，其中 68 位填寫了

ATDP 量表，第二階段參與者 62 位完成了生命教育演講後的跟進測量，10 位學生則參與了專業協作活動

的後期評估。 

（二）統計分析 

本研究選擇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這包括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用以確定參與者

的人口學特徵，以及 t 檢定，以評估不同教育介入模式對改變態度的影響。研究特別關注參與者的 ATDP

量表得分在前測、第一次後測及第二次後測的變化情況。 

（三）分析變項 

研究重點聚焦於包括性別、年齡以及與身心障礙者的關係（是否為朋友或家庭成員）等關鍵變項。

在進行 t 檢驗之前，對這些變量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確保樣本的代表性和多樣性。 

（四）資料處理與整理 

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所有資料均經過嚴謹的輸入和清理工作，以確保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並

排除任何無效或移漏的回應。 

（五）結果的呈現 

本研究的結果將通過表格和圖表形式直觀展現，清晰呈現各階段量化分析的結果。 

通過以上綜合的資料分析與處理方法，本研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教育介入策略對提升學生對身心障

礙者態度的影響，旨在為障礙共融教育領域提供實證支持和新的洞見。 

資料蒐集與篩選 

統計分析 

 

分析變量 

 

資料處理與整理 

 

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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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基本統計資料（前測） 

在本次研究中，共有 82 位參與者出席，其中 68 位填寫了前測階段的 ADTP 量表，其中參與者的平

均年齡為 18.5 歲（標準差為 2.6）。62 位參與者在參加了生命教育演講（即第一次介入活動）後，完成問

卷填寫。第二次介入活動（共融協作），則有 10 位參與者自願投入與障礙藝術家一同規劃共融展演活動

之工作坊三次，並於活動後進行了第二次後測。 

在性別分析中，前測樣本中有 23 位（約 33.8%）為男性，37 位（約 54.4%）為女性，8 位（約 11.8%）

選擇不回答其性別。而在完成第一次後測的 62 位參與者中，沒有任何人勾選「選擇不回答性別」的選項。

在第一次後測階段包括 62 位參與者，其中 64.2% 為女性，35.8% 為男性；在第二次後測階段有 10 位參

與者，其中 80%為女性，20% 為男性。 

在家庭成員與朋友是否有身心障礙者之變項上，前測時 68 位填答者中，有 11 位（16.2%）表示家庭

成員中有身心障礙者，16 位（23.5%）參與者有身心障礙的友人。在第一次介入後，62 位參與者，有 9

位（14.5%）表明他們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並有 12 位參與者（19.4%）表示他們有身心障礙的朋友。

而在第二次介入後，則有 5 位（50.0%）參與者表明有身障者家人，4 位（40.0%）表明有障礙者朋友。

這些資料反映了參與者在家庭和社會關係方面與身心障礙者的接觸情況，這可能對他們對於身心障礙議

題的態度和認知。 

表 2  

參與者基本統計資料 

 前測 
第一次介入後  

（生命教育講座） 

第二次介入後  

（共融協作工作坊） 

男生 23 （33.8%） 22 （37.1%） 2 （20.0%） 

女生 37 （54.4%） 40 （62.9%） 8 （80.0%） 

選擇不回答性別人數 8 （11.8%） 0 （0.0%） 0 （0.0%） 

參與者總數 68 62 10 

家庭成員中 

有身心障礙者 

Yes: 11 （16.2%）  

No: 57 （83.8%） 

Yes: 9 （14.5%） 

No: 53 （85.5%） 

Yes: 5 （50.0%） 

No: 5 （50.0%） 

有身心障礙者朋友 
Yes: 16 （23.5%） 

No: 52 （76.5%） 

Yes: 12 （19.3%） 

No: 50 （80.7%） 

Yes: 4 （40.0%）  

No: 6 （60.0%） 

二、ADTP 分數分析 

為了提升參與者的意願，本研究團隊採用匿名方式收集數據，並透過獨立樣本 t 檢驗進行統計分析，

旨在理解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態度分數在介入活動前後的統計學上差異。在整體 ADTP 分數分析中 （見

表 3），前測時平均 ADTP 分數為 64.3（標準差=10.7），在第一次後測時為 66.35（標準差=8.8），第二

次後測時為 75.9（標準差=12.4）。初步結果顯示，生命教育演講和專業協作活動都能有效促進參與者對

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而參加專業協作活動的參與者在態度分數上的提升（統計顯著）高於僅參加生

命教育演講的參與者。 

為了進一步檢驗介入活動對參與者 ADTP 分數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結果顯示，介入活動對分數有顯著影響（F(2, 137) = 5.96, p = .003），表明前測、第一次後測（生命教育

課程）與第二次後測（共融協作活動）在 ADTP 分數上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Bartlett 均等檢驗結

果不顯著（χ2 (2) = 3.45, p = .178），表明滿足變異數同質性假設。進一步的 Bonferroni 校正事後比較顯

示，共融協作活動的 ADTP 分數（M = 76, SD = 12）顯著高於前測（M = 64, SD = 11，p = .002）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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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後測（M = 66, SD = 9，p = .017）。然而，前測與生命教育課程之間的 ADTP 分數無顯著差異

（p = .708）。這些結果表明，雖然生命教育課程對態度有提升作用，但最顯著的態度改變發生於參與共

融協作活動之後。 

進一步的性別 ADTP 分數分析顯示，在前測時，女性參與者（平均值=66.5，標準差=9.0）的 ADTP 

分數高於男性參與者（平均值=61.3，標準差=11.4）及選擇不回答性別者（平均值=62.4，標準差=14.4），

但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F（1, 60）= 2.22, p = .1414。在第一次後測中，女性參與者（平均值=67.6，標準

差=8.8）的 ADTP 分數仍高於男性參與者（平均值=64.2，標準差=8.4），但差異仍未達顯著；t（60） = 

-14.902, p = .1414。由於樣本數過小，第二次後測未進行性別分析。 

在有無身心障礙家人和朋友的分數分析方面，前測結果顯示，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者（平

均值=60.3，標準差=11.0）的 ADTP 分數略低於無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平均值=65.0，標準差

=10.5），但兩者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t（66）= 1.3635，p = 0.1774。同樣地，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

（平均值=65.9，標準差=12.6） 的 ADTP 分數高於無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平均值=63.8，標準差=10.0），

但差異不顯著；t（66）= -0.7142，p = 0.4776。 

第一次後測結果顯示，有家庭成員是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者（平均值=69.3，標準差=12.6）的 ADTP 分

數略高於無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平均值=65.8，標準差=8.0），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t（60） = -

1.1053, p = 0.2734。同樣地，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平均值=65.1，標準差=5.5）的 ADTP 分數略低

於無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平均值=66.7，標準差=9.4），差異同樣不顯著；t（60）= 0.5568，p = 0.5797。 

最終結果表明，專業協作活動在促進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上具有潛在效用，同時也指出

了後續研究方向，尤其是在性別、家人或朋友是身心障礙者的背景對 ADTP 分數的影響，這部分將在後

續章節進一步探討。 

表 3 

ADTP 分數分析表 

階段 
平均 ADTP 分數 

（標準差） 
性別差異 

與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

關聯 

與身心障礙朋友的

關聯 

前測測試 64.3（10.7） 

1.女性：66.5 （9.0）  

2.男性：61.3（11.4）  

3. 不願回答： 62.4

（14.4） F（1, 60） 

= 2.22, p=.1414 

1. 有 家 庭 成 員 ： 60.3 

（11.0）  

2.無家庭成員：65.0（10.5）  

3.t（66）= 1.3635, p= 0.1774

差異不顯著 

1. 有 朋 友 ： 65.9 

（12.6）  

2.無朋友：63.8（10.0）  

3.t （ 66 ） =-.7142 

p=0.4776，差異不顯

著 

第一次 

介入後 

66.35 （8.8）未顯著

高於前測 t（128）

=-1.2136, p=.2271 

1.女性：67.6 （8.8）  

2.男性：64.2 （8.4）  

3.t（60）=-14.902, p 

= .1414，差異不顯著 

1. 有 家 庭 成 員 ： 69.3 

（12.6）  

2.無家庭成員：65.8 （8.0）  

3.t（60）= -1.1053，p = 

0.2734，差異不顯著 

1.有朋友：65.1（5.5）  

2.無朋友：66.7 （9.4）  

3.t（60）=.5568 ，p = 

0.5797，差異不顯著 

第二次 

介入後 

75.9 （12.4）顯著高

於前測 t（76）=-

3.1538, p<.01; 同

時也顯著高於第一

次介入後 t（70）=-

3.0091, p<.01 

N／A N／A N／A 

三、研究結果分析結論 

本研究旨在評估生命教育與共融協作課程對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影響。綜合分析結果，我

們得出以下幾點重要發現： 

（一）生命教育對共融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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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數據顯示，生命教育在提升學生對身心障礙者的共融態度上，分數有所提升，但其效果在統計

學上並不顯著。在前測時平均 ADTP 分數為 64.3，第一次後測時為 66.35，但這些變化在統計上並不顯

著，這表明單獨的生命教育課程對改變學生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影響有限。 

（二）共融協作活動的顯著效果 

相比於生命教育，參與共融協作活動的學生在 ADTP 分數上的提升在統計學上顯著，且分數提升幅

度明顯。第二次後測的平均分數（75.9）顯著高於第一次後測（66.35），這顯示了共融協作活動在促進學

生對身心障礙者的正面態度上具有顯著的效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支持這一結論，共融協

作活動的效果顯著高於生命教育課程（p = .017）和前測（p = .002）。這表明，共融協作活動在促進學生

對身心障礙者態度的轉變中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力，進一步證實了此類創新教育方式的潛力。 

（三）性別對參與態度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女性參與者的參與率，從前測到第二次介入階段，以及 ADTP 分數均高於男性，儘管

都未達統計顯著，但是這暗示女性在這類課程中的積極參與和對身心障礙議題的關注可能更高。 

（四）家庭與朋友背景的影響 

論家庭成員是否為身心障礙者，或是參與者是否有身心障礙的朋友，在前測與後測的 ADTP 分數皆

未呈現顯著差異。這或許表明，目前使用的評估工具在衡量參與者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時，未能充分捕

捉這些特定背景因素對態度的影響。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或許需要考慮對現有評估工具進行調整，

以更好地反映參與者在不同社會背景下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變化。 

（五）研究倫理的遵循與保障 

本研究在設計與實施過程中，嚴格遵循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的審查規範，並獲得倫理審查通過。

所有參與者均基於自願原則參與，且在研究開始前已獲得書面知情同意，確保他們對研究目的、流程及

個人權益有充分了解。參與者的身份與回應內容均被嚴格保密，使用匿名方式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並

採取多重措施以保障參與者的隱私與尊嚴。本研究的參與者包含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研究過程充分考量

了參與者的特殊需求，並提供必要的協助，確保其能夠平等參與研究活動。 

伍、研究討論與限制 

在現代教育體系中，隨著社會多元化的加劇，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包容和平等接納已成為教育領域的

重要課題。傳統的教學方法，如生命教育，雖然對於提高學生對障礙者的認識和理解有一定的作用，但

面臨著深度和廣度上的局限性。在這種背景下，探索和實施創新的教學策略，如專業協作課程，顯得尤

為迫切。本研究以融合 CRPD 與 SDGs 概念所規劃之音樂培訓創新課程出發，藉由實行生命教育與專業

協作課程之比較，旨在揭示這些策略對於促進學生對障礙者的正面態度改變的有效性。根據上述資料分

析，研究討論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說明。 

一、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對障礙態度改變的影響 

在當前教育體系中，生命教育課程是推動校園多元與共融性的重要媒介，承擔了啟蒙學生對障礙者

的理解與接納的重任。然而，傳統的生命教育在深度和廣度上有其限制，未能充分促進學生對障礙者權

利的全面認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融合 SDGs 與 CRPD 目標的課程設計是當務之急。 

本研究所實行的課程，以專業協作課程的設計吸納了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CRPD）與可持

續發展目標（SDGs）所強調的平權意識，不以幫助出發，而是提供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平等參與展演規劃

工作之機會。與傳統的單向宣導式平權教育不同，這種課程設計將平權概念與日常生活、尤其是職場中

的專業協作緊密結合。通過這種方式，學生不僅在理論上了解障礙者的權益，更在實踐中學會如何在多

元的工作環境中與不同背景的人共事與相互理解。這種課程設計顯著地提高學生對障礙者的接納與尊重。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在學生平權意識與障礙態度上的提升作用尤為明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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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析顯示，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在對障礙者的態度評估（ADTP）分數上有顯著提高，這一結果

高於生命教育課程的成效。這說明，與傳統單向宣導不同，透過實際的職場模擬與專業互動，學生在減

緩對於障礙者的態度與偏見上，成果顯著。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顯示，實務導向的專業協作課程設計在減少偏見與促進共融方面的有效性與國

際研究趨勢相一致。例如，Tervo 等人（2002）的研究指出，醫學領域中參與與障礙者的直接互動活動顯

著改善了學生對障礙者的態度，與本研究的共融協作活動結論相互支持。此外，Yuker 與 Block（1986）

在其對 ATDP 量表的研究中強調，參與者對障礙者態度的提升與教育介入的深度相關。本研究的結果進

一步驗證了這一結論，顯示創新教育設計能有效促進學生對障礙者的接受與尊重。 

二、性別與身心障礙者的關聯性對態度的影響 

在對障礙態度的研究中，儘管性別和與身心障礙者的關係並未顯現統計學上顯著的趨勢，卻展現了

一些有趣的現象。首先，女性參與者在態度測量分數上、參與比例與人數上皆高於男性，即使 ADPT 分

數差異未達顯著，但女性對於此類議題的關注似乎較高。這或許與女性在社會中通常扮演照顧者的角色

有關，這使她們對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和處境更具敏感度和同理心。不過，這個推測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加

以驗證，以確定女性在此議題上的特殊反應是否確實與其社會角色有關。 

另一方面，是否有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參與者，以及是否有身心障礙朋友的參與者分數，在前測與

第一次介入的 ADPT 分數比較中，互有高低，但統計上也都不顯著。這與原始推測，即擁有直接與身心

障礙者生活經驗的參與者，分數應該有別於沒有此類經驗的參與者之假設不成立。這樣的結果表明，生

活經驗對於態度的影響可能比預期更加複雜，或許是由於現行調查工具未能充分捕捉這些經驗的質性差

異。因此，後續將討論是否需要對調查工具進行調整，或者應納入更多背景變項，諸如參與者與身心障

礙者的互動頻率、照顧責任的負擔程度、以及社會支持的可用性等因素，從而更全面地反映參與者的態

度變化。 

綜上所述，雖然這些性別以及與身心障礙者是否有直接生活經驗，對於分數比較上，在統計學上並

不顯著，但它們揭示深層的社會文化動力和潛在的影響因素。未來的研究需深入探討這些差異背後的原

因，並考量如何透過教育和社會支持，改善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進而促進一個更為包容和平等的社會。 

三、執行創新課程的挑戰與困境 

創新課程的實施雖然富有前景，卻同時面臨著一系列挑戰與困境。這些挑戰不僅影響了課程的實際

運作，更關乎於學校和參與者的資源與動力。首先，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學校資源緊張成為不可忽視的

問題。少子化導致學生人數減少，學校的經費和人力資源隨之壓縮。在這種背景下，學校能否提供足夠

的支持來實施創新課程，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創新課程往往需要更多的物質和人力投入，如專業

協作活動、場域參訪等，這些都需要學校在財政和組織上的大力支持。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平

衡創新與實用性，是學校必須面對的挑戰。 

其次，與傳統課程相比，創新課程如場域參訪、實地體驗等，需要更多的前期準備和策劃。這不僅

對教師是一種挑戰，同時也增加了學生的參與負擔。教師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設計課程、聯絡場

地、準備教材等。學生方面，他們需要適應非傳統的學習方式，並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活動。這

種增加的負擔可能會影響學生和教師的參與動機，尤其是在學業壓力已經很大的情況下。 

最後，這些挑戰和困境並不是不能克服的。透過創新的課程設計，學校可以為學生提供更豐富、更

有深度的學習體驗。學生能夠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更好地理解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於教師而言，參

與創新課程的設計和實施，不僅是專業上的挑戰，也是個人成長的機會。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生和教師

可以一起探索新的知識領域，共同成長。因此，儘管存在挑戰和困境，創新課程的實施仍然具有重要的

價值和意義。 

四、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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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參與者來自研究者所授課的班級。在研究過程中，考慮到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

研究倫理的問題，研究團隊並未採用隨機選擇的方式來選取第二階段介入的參與者。這是為了避免學生

感到參與研究有任何被迫的壓力。因此，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是基於自願原則進行的，這一點對於

招募過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由於研究團隊無法控制願意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數量，這可能導致了

樣本的不均衡。 

此外，自願參與的性質也可能導致了所謂的選擇偏差。這意味著那些選擇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

可能本身就對人權觀念持有更開放和友好的態度，以及對障礙者有較高的接受度。因此，這些參與者的

態度可能與那些未參與專業協作活動的學生有所不同。這種現象在研究中不可避免，但它對於研究結果

的解釋和推廣可能造成一定的限制。 

此外，本研究的樣本規模，特別是在第二次介入活動中的參與者數量，對研究結果的普遍性造成一

定限制。由於參與共融協作活動的學生為自願參與者，可能存在選擇偏差，即這些學生本身可能對身心

障礙者持有較正面的態度，從而影響結果的解釋。未來研究應考慮擴大樣本規模，並嘗試採用更具隨機

性的樣本選擇方式，以減少偏差。同時，對於參與者的背景變項如與障礙者的接觸經驗、性別角色等進

行更深入的探討，也將有助於全面理解這些因素對態度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 

本研究在探討高等教育在推動共融與多元社會中的責任與作用，以及多元教育的成就與局限性，並

強調培育多元性與包容人才對臺灣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性。研究發現顯示，高等教育在塑造學生對於身心

障礙者和其他社會少數群體的態度上扮演著關鍵角色。在這個多元化日益增長的時代，大學及其相關教

育機構不僅是知識傳承的場所，更是培育學生對於多元文化和社會共融認知的重要基地。 

傳統的多元教育策略，如生命教育和文化多樣性課程，在提升學生對社會多元性的認知和理解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這些方法在深度和廣度上存在局限，無法完全滿足當前社會對多元共融意識

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強調需要更多創新的課程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多元意識。這包括實踐導向的教學方

法、跨文化交流活動、以及與社會多元實踐相結合的課程內容，從而使學生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尊重

社會的多樣性，讓臺灣不僅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更具競爭力，同時也能夠成為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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