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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 skills / Fine motor skills :
手功能、精細動作、小肌肉。

• 伸取(reach)、抓握(grasp)、攜帶(carry) 、
放開(release)、掌內操作技巧(in-hand 
manipulation)、兩側整合(bilateral hand 
use)、工具操作(tool use) 。

• 雙手是探索環境與學習的重要工具。手功能
發展對兒童日常生活打理、課業學習、遊戲
及與同儕互動十分重要。

• 手功能發展遲緩兒童之家長往往苦於無法掌
握影響孩童手功能發展的要素及訓練歷程，
而求助於作業治療的專業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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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改變身體機能之目標，採用兒童發展理
論，依動作發展程序選擇適齡性活動，來強
化上肢近端關節動作控制、手弓發展與虎口
穩定度、各式抓握姿勢發展與手部橈尺兩側
分化、掌內操作技巧以及兩側整合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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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理論
• 手功能技巧發展的順序性及與其他技能的關聯性。

• 依發展歷程擬定目標 ; 依順序(年齡分層)呈現訓練活
動。

• 重要的發展概念:

- 原始反射(reflex) 自主性動作(voluntary control)
- 整體(mass) 特定(specific)
- 粗略(gross) 精緻(fine)
- 近端(proximal) 遠端(distal)**
- 穩定度(stability) 穩定度合併活動度(stability and mobility)
- 直線(straight) 旋轉(controlled rotation pattern)
- 非對稱(gross asymmetry ) 對稱(generalized symmetry)
交替分離性非對稱(voluntary controlled asymmetric patterns)

- 尺側抓握(ulnar grasp) 掌握(palmar grasp) 橈側抓握(radial grasp)
- 手掌面接觸(palmar contact) 手指面接觸(finger surface contact)
手指腹接觸(finger pad contact)

- 手掌外部長肌群(extrinsic m.) 手掌內部肌群(intrinsi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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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手功能發展歷程 (1)

(Henderson, A. & Pehoski, C.,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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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手功能發展歷程 (2)

(協康會,1999) 8

兒童手功能發展歷程 (3)

(吳端文、陳韻如,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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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減少活動執行失能與增加社會參與的目標
下，則以現代動作學習理論為基礎，從生態
觀點，考慮兒童個人(child)—活動(task)—環
境(environment)間的動態交互作用，以符合
孩童職能角色所從事的職能活動為訓練方

向。 10

• 動態系統理論 (Dynamic System Theory): Bernstein, 1967

--知覺(perception)-動作(action)緊密聯合

--利用協同模式(coordinative structure/synergy)解決自由度問題

動作控制與學習理論 (1)

Overall
goal Environment

Task
Performer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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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organising
action system

Perception

Action link Emergent/evolving 
movement

以符合個人需求之功能性活動教導常用動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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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理論 (Ecological Theory): Newell, 1991

動作學習的過程是知覺(perception)與動作(action)不斷協調
的結果，與環境及活動很有關係。知覺與動作系統一起合作
以求找出最佳的活動解決方法。

• 生態介入 (Ecological Intervention, EI): Sugden & Henderson, 2007

動作控制與學習理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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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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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情境。

• 功能性活動的工作導向訓練(task-specific 
intervention)。

手功能訓練之作業治療原則

Occupation as means
Occupation as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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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功能訓練之教學策略 (1)
• 活動分析(task analysis): 
將活動所需的動作技巧分成許多有意義的小
項(mini-skills)，根據孩童的能力由適當的程
度開始教學，逐漸進展到學會整個技巧。

Planning
計畫能力

Execution
執行能力

Evaluation
評估能力

執行活動之動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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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活動是什麼?  了解活動的目標、要求

如: 用剪刀把畫紙上的圖形沿線整齊的剪下來。

• 要如何做呢?  了解活動的時空等特性、計畫
如: 下刀處必須對準線頭、連續剪幾刀、轉角要暫停改變方向、

另外一隻手要扶住紙且要適時跟著移動。

• 要做出哪些動作? 執行活動
如:橈尺側分化(radial-ulnar dissociation)以前三指彎曲伸直動作

開合剪刀而後兩指彎曲穩定手弓(transverse metacarpal 
arch) 、
近端關節穩定度、腕部活動度、兩側整合、掌內操作技巧、

視動整合。

• 活動做得如何? 可以察覺及使用的訊息、自我評量
如:剪歪了、超出範圍、邊緣不整齊、手部姿勢不利開合動作、

另一手沒有調整好握紙的位置導致紙張癱軟，不利剪紙側動

活動分析 (1)

如何簡化活動的計畫部分

有什麼方法可讓執行的部分較簡單

調整活動的自我評量需求 16

小項技巧 (mini-skills)

活動分析 (2)

完整活動(whole task)

PerceptionAction linkfor a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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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動作學習的階段

--了解技能 (understanding the skill)
--習得精練技能 (acquiring and refining the skill)
--自動化技能 (automating the skill)
--類化技能 (generalizing the skill)

• 操作影響動作學習的因子

--指導 (instruction)
--練習 (practice)
--回饋 (feedback)

手功能訓練之教學策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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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技能階段
• 指導: 提供動作計畫所需知覺與認知的訊息

--一對一、一步一步的指導。

--口語指令簡單、簡短、直接明確、提供概念、解釋規則 。

--視覺提示、示範目標與動作、以孩子的角度。

--邊說邊做、強調相關部分。

--必要時以肢體引導(physical guidance)調整肢體位置。

• 練習: 熟練基本模式

--一段時間內集中持續練習同一動作(blocking) 。
--固定不變(constant)。
--需足夠大量的機會、有意義、有趣不枯燥。

• 回饋: 幫助掌握此技能概念轉化為動作
--簡單、明確、單一重點、高頻率、正向鼓勵 。

--強調正在做的事(knowledge of performance)、提供

動作的訊息(information about mov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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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精練技能階段
• 指導:

--口語指令逐漸增加數量、複雜度、強調細節。

--引導注意活動的某些特定面向。

--引導注意力由內在(internal focus)轉為外在(external focus)，
即強調注意動作的效應(effects of the movements) 。
*考慮發展成熟度影響訊息處理能力(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ies)

• 練習: 提升動作表現的穩定度與減少錯誤率

--交替隨機穿插練習多組動作(randomized)。
--變化性的練習、每次練習皆改變活動不同的變項，如:
不同的器材、不同大小、不同平面….(variable)。

--練習依環境需求調整動作模式(adaptation of m’t pattern) 。
• 回饋: 引導自我覺察錯誤、減少依賴外在回饋

--逐漸減少頻率，但不宜讓錯誤動作模式再發(cognitive effort)。
--給予外在回饋時同時引導感受及注意動作以連結內在覺察。

--引導自己問問題(是否做了想做的事?結果是想要的嗎?動作與結果

之間是否有不吻合?哪個部分覺得有困難?) 20

自動化技能階段
• 指導:

--不太需要額外的指導語。

--一段時間提醒一下以維持技能及預防不當習慣產生 。

--引導同時間做另外其他事。

• 練習: 視學習技能的種類不同決定練習的模式
--在可預期情境下的分離性動作，以固定不變的恆常性

練習深化每個部分的技能，維持動作的一致性。

--在開放性的動態情境下需採用變化性練習，增進彈性 。

--心象練習(mental practice)，先預演成功的動作。

• 回饋: 強調自我評量與自我調整
--不每次給、可在執行數次後給一個重點式的總結。

--不直接給予、可利用討論、詢問意見 。

--學習自己處理來自各種不同感官的回饋(intrinsic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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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化技能階段

• 指導: 幫助辨認何時及如何將學會的技能用在新情境

--指導語清楚、直接強調兩件事情的相似處。

--可以指出動作模式、認知或知覺要素、力學原理、

規則或策略的相似處。

--由直接告知逐漸改變為問答方式，引導其找出相似處

• 練習: 提升動作技能應用的最大彈性

--以變化性練習為主，增進彈性。

--考量類化時兩個情境的差異度(transfer width)，
由小(近)開始。

--當類化出現困難，可再以固定不變的恆常性練習固化

習得的基本技巧，以必免受挫，重建自信。

• 回饋: 針對使用類化訊息的程度來給予 22

• 將問題相近孩童分群 (grouping children)
--釐清自我概念

--提升參與學習的動機

--察覺別人的困難可提升個人的學習

--分工合作可增加覺察活動的特性

--相互評分可增加覺察自己的表現

--觀察而分享解決問題的策略 (observational learning)
--團體活動較有趣

• 將策略相近的活動分群 (grouping tasks)
--學習一個較通用的策略以應用在不同的情境

--減少要學習的技能數目

--因活動間的共通性而容易類化

手功能訓練之教學策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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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作業治療對於手功能發展遲緩兒童介入之

最終目標在於可以讓其

成功參與日常職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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