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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與 目 的

3

• 手功能(精細動作)發展是兒童發展重要面向之一。

• 手功能的良窳與兒童的學習及日常活動參與息息相
關。

• 家長往往苦於無法掌握影響手功能發展的要素
(components)與訓練歷程而在教養上事倍功半。

• 動作學習需要經過大量練習，若有同儕可以比較競爭

或合作學習，將可誘發參與訓練活動的動機。家長也

可透過團體成員分享教養經驗與資源。

• 我們希望根據兒童發展理論(Exner, 2001)與動作學習理論
(Giuffrida, 1998)，透過結構性的團體課程規劃，逐步教導

家長並引導孩童演練重要的手功能要素(Exner, 1995 & 2001)，
藉此提升孩童功能性活動表現。

經 驗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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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對象

• 經治療師進行發展評估相關測驗後，篩選
手功能發展狀態與問題相近之幼稚園大班
至小學一二年級兒童約8~10位。

• 主要診斷為全面性發展遲緩(85%)或發展協
調障礙(15%)。

• 無明顯肢體障礙、能跟從指令、可遵循團
體規範、持續性注意力至少10分鐘。

• 自94年6月至97年7月，共進行5期團體課
程，參與人數共4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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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 團體課程由2~3位治療師負責規劃與執行。

• 每期為時六個月，每週一次，每次1小時，
含50分鐘實際操作與10分鐘家長諮商。

• 治療師根據手功能發展要素，分析個案弱
勢能力，列出訓練大綱，利用活動分析技
巧，設計具有難易度分級之目標導向、符
合孩童生活經驗、有意義的活動。藉由團
體遊戲的競賽或合作，營造有趣愉悅的學
習氛圍。提供正向有效之回饋，鼓勵參
與。(吳端文、陳韻如,2007; 莊育芬、吳亭芳、莊凱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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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類型
(一) 依各項手功能要素，以一個月為基期，分單元進行

訓練，最後再進行綜合技能練習。如:
第一個月加強上肢近端關節穩定度與活動度

第二個月促進手弓發展與虎口穩定度以強化

各式抓握姿勢

第三個月訓練橈尺側分化及掌內操作技巧

第四個月提升兩側整合能力

第五六個月再進行複雜功能性活動之綜合技能練習

(二) 每次訓練課程綱要皆涵蓋所有手功能要素，每週隨

個案進步狀況，逐步調整活動內容與難度，如：每

週皆練習近端關節穩定度與多項掌指技巧，並合併

進行綜合性功能活動。 8

手功能發展要素--(1)

• 上肢近端關節穩定度與活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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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發展要素--(2)

• 手弓發展與虎口穩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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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發展要素--(3)

• 各式抓握姿勢—無大拇指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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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發展要素--(4)

• 各式抓握姿勢—含大拇指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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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發展要素--(5)

• 橈尺側分化



2008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 2008-11-14

论文报告 F1B.3 3

13

手功能發展要素--(5)

• 掌內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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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發展要素--(6)

• 兩側整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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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範例

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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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童與家長的影響

• 透過結構性課程，可以有系統地幫助家長了解兒
童手功能組成要素與發展歷程，有助提升家長教
養知能。

• 家長藉由團體諮商相互交流與鼓勵，並經同儕比
較了解孩童的優缺點與各項訓練活動的表現基
準，明顯提升其參與指導兒童訓練活動的動機。

• 兒童在團體中則因為有同儕的示範觀摩、合作與
競爭，提升了活動參與度、注意力持續度與挫折
忍受度。

• Pless & Carlsson (2000): 團體治療與居家治療方式
成效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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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動作學習的助益
• 動作學習是在個人(individual)-活動(task)-環境

(environment)交互作用下，尋求解決任務的策略
(Shumway-Cook & Woollacott, 2001) 。

• 動作學習的過程為知覺(perception)與動作(action)
不斷協調的結果，與環境及活動的特性很有關係

(Shumway-Cook & Woollacott, 2001)。因此訓練活動的設計以
符合孩童職能角色所從事的職能活動為主，如:日
常活動中的繫物操作、食具操作、衣物摺疊；學
校作業常進行的剪貼、塗色、摺撕紙活動或是孩
童常進行的遊戲。

• 為了增加學習的固化與類化，團體課程強調居家
活動的大量延續練習，因此家長若有配合執行家
庭作業，則孩童進步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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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模式的差異—(1)
• 兩種團體形式的主要差異在於練習模式的不同。

• 將各手功能要素分月執行者，可在一次練習情

境中，利用不同活動，明確傳達某個動作技能

學習的重點，如: 疊高積木、大力士互推遊戲、

牆壁上作畫等皆同樣強化近端關節穩定度。

• 缺點是僅維持四週，若未同時配合居家訓練，

則治療強度將不足，學習效果不易維持與類化。

• 但此模式有利兒童與家長了解活動概念以掌握

教學策略，適合基礎能力較差之兒童與初次接受

衛教的家長。
20

練習模式的差異—(2)
• 第二種每次涵蓋所有要素的練習模式，因增加

練習活動的變異性，動作反應模式需不斷調整，

受情境干擾效應(contextual interference)影響，當

次表現往往不佳，但因經歷較多認知參與，而強

化動作計畫能力，有利動作的類化與保留，在後

期較複雜性的功能活動表現似乎較佳(Shumway-Cook &

Woollacott, 2001) 。

• 此類型課程，因單次練習的要素較多，特別是綜

合性功能活動常需更多的工作步驟分解、引導與

串聯，更需充足的治療師人力及合宜的活動流程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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