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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感覺運動篇

大部分在家接受教育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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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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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其感覺或知覺

 觸覺、發音

咸促進其

 。假若兒童

 時，也必須，

他的感覺器

 未俱全，侶

動機能有障

造戚整天的

特在同一姿

縮體

細動作

給予刺

靈活應

教學內

對

活有密

學習基

障礙兄

 例如]．

的刺激

腕等觸

眼與耳

的任何發展

激使能獲得

用感覺或知

 容。

於感覺或知

觸覺等感覺

切關係的人

礎中極重要

及說話

官的殘

的視力

吏這些吋

官多少

也必須

礙的兒

生活都

 勢，致

此指導

 過程，

 的兒童，不僅肢體上

 作也有甚多的障礙。

器官上有障礙的兒童

存機能能夠互相產生

 、聽力、痛覺、觸覺

能在日常生活中充劣

對人或事物都有直接

 加以指導。

 ，由於無法維持正

尚臥在床上或坐在

 使肌肉、關節、骨骼

時一定要把握兒童的

同時注意生活不要過

有嚴重的

尤其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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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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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關連而有

等沒有特

的發揮作

 關係，雖

確姿勢或

 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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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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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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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粗大運動

 於單調，

 時，

 覺，選擇會產生自發性的反應及行

變換

並且

 ，身

及精

量

的富豐

 經驗。擬定教學計

匕
匕

么
同

是需

靜止的

 反應，3．

摸或拿握

 、眼與手

體

 覺發展遲緩的兒童，指導時應當選擇視覺、

 器官互相關連並能相互起作用，以及與生

 或事物為內容。感覺、知覺．運動訓練在

 且不可或缺的一項學習內容，對重度多重

 ，也是非常重要的學習課題。具體的內容，

 到動態物體的刺激，2．對各種聲音或光線

 色、形狀、大小等的辨別，4．用手指、手

 體動作，5．對發聲物體的注視或追視，6．

 眼與腳、眼及口等協調動作等。至於全身



感覺刺激的訓練

感覺運動篇

的運動機能如坐正與站立姿勢的維持及栩 爬行

^
丁叮

 等移動動作，就需依照兒童的能力現況來決定訓練內容。

 不過多數重度多重障礙兒童，其運動機能都受到限制，行

 動範圍自然也有限。因此我們應該協助家長取得相關機構

 的支援，確實瞭解兒童在何處接受治療或訓練較為恰當，

 作為決定指導課程的重要依據。

 ]，視覺的刺激

(1)給予光線的刺激

叨利用各種顏色的

的表

(^)抱著

 具，

忖將兒

周圍

仰利用

由上

仰利用

兒童

聽覺的

山給予

叨給予

讓兒

(3)給予

 情變化。

 兒童來回於日晒及陰涼處。

 童的視野範圍內。放置色彩鮮豔及有光澤

 讓兒童觀看，刺激發展視覺能力。

 童躺臥在光線充足的房子襄，提供兒童留

 人物，藉視覺的刺激，發展視覺能力。

 手電筒或玩具對準兒童視線，緩慢地由左而

 而下，畫圓圈，使兒童的眼睛跟隨著移動

會移動或發出聲音的玩具在兒童面前操作

 視覺產生迪視作用。

 u激

 各種聲音的刺激，觀察

 兒童會發出不同速度、

 童對聲音起反應。

 兒童傾聽各種樂器的打擊及節奏聲，促使

 聲音變化的聽覺刺激。

的玩

意其

 右，

 童的表情反應。

變化顯著的音樂玩 且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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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運動篇

 仍以各種姿勢讓兒童傾聽音樂或歌唱，刺激兒童消除身

心的

(5)將兒

家人

常對

使兒

 立。

(6)將手

動作

(7)點名

或用

 3．觸覺的

(1)觸摸

抱的

 張，同時也輕鬆的發出聲音。緊派

 童置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場所中，使兒童可聽到

 的說話聲、談笑、唱歌、接電話、響聲等，並經

 %童發出歡笑聲、對話，儘量給予兒童聽覺刺激，

童有機會留意家人的說話聲音及家中可發出的聲

 搖鈴掛在兒童手腕上，搖動手腕發出聲音

 大小快慢產生的聲音也有差異。

反應訓練是叫喚兒童的名字時兒童會將手

 尺反應。

感受

起來

體  卜
｜

圭
日

 各種材料製威的玩具如硬的、軟的、光滑的、可

 。這些玩具需有引發兒童注意及引發去觸摸的意

(2)給兒

洗並

(3)用絨

使兒

(4)扶著

鼓勵

(5)扶著

用手

水中

皿 溫。

(6)安排

黏土

若兒

 童可吸、咬、嚼等刺激口腔的物品，但以容易清

 能安全的吸、咬之玩具為佳。

 布或毛由裹住溫水瓶，讓兒童抱住或用手握住，

 童體會溫熱的感覺。

 兒童坐直，讓兒童把雙腳伸入溫水或冷水盆襄，

 兒童用腳潑濺水或攪動，讓兒"童體會不同的水溫。

 兒童坐在膝上，在兒童面前放一盆水，鼓勵兒童

 潑濺水或在水盆中放一、二個玩具讓兒童用手在

 。可使用溫水或冷水，讓兒童體驗不同的水

 不同材料的玩具供兒童觸摸，如泥土、小沙石、

 、粉末、面霜、漿糊、人的肌膚、振動玩具尊。

 童對某些材料有恐懼感時，應予鼓勵，並引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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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咫^心

 童逐漸接近它，也去觸摸它。

 (7)使用毛刷、毛巾在兒童的全身摩擦或按摩增進兒童

 皮膚的感覺功能。

 俐讓兒童躺或坐在彈簧床上，上下振動使其感受身體

 速振動變化，增進平衡控

匕
匕

么
目

 1．運動

生活

不過

練時

就難

 限，

發展

變形

戚剪

肉不

動訓

^'^"。刀變

也需

以運

(^)抑

@

作

機能訓練的目的

重度多重障礙兒童的

 、開發殘存的機能以

和社會生活的適應能

重度智障兒(者)的學

 ，若無法引導其自發刁

 獲得良好的效果。

重度多重障礙兒童的

因此運動訓練 主要

 ，儘可能達到正常兒

 ，例如兩下肢拘縮得

 刀型，踝關節也戚尖

斷的收縮而引起肌肉

 練，由他動訓練來伸

 形。不過變形矯正需

藉醫學的手術來處理

勃發展為主的訓練

制異常反射動作

反射動作是指由於

 。嬰兒出生以後，大

療育以促

及獲得代

力的運動

習意願及

的學習域

身體運動

目的就是

童的水準

 很緊，股

 足狀態，

收縮的結

展其肌肉

要較長的

使兒童運動機能的

 償機能、增進日常

 機能訓練為目的。

 興趣甚缺，施予訓

 勉強其接受訓練，

意識及經驗相當有

促進其運動機能的

 且汝八、，、

兩

這種變形是由於肌

 果。因此可透過運

 功能，同時也可預

 時間及勞力，有時

yF

叭走預防肢體
 土，么
雙

感覺刺激誘發非意識性的動

部份的動作皆屬於反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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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運動篇

 動作。然而隨著年齡的增加及運動的學習，隨意的動

 作就逐漸取代了反射動作。若有正常反射動作的缺失，

或反射動作的異常遲緩都會影響到肌肉張力的正常表

 現。 ．常見而影響兒童姿勢的異常反射有:

0非對稱性頸張力反射:當頭部側轉時其臉部朝向的

 上下肢伸肌群張力增強，而後頭部方向的上下肢屈

 肌群張力增強，是一種非對稱性的肌張力變化。若

 這種反射持續存在時會妨礙翻身、以及向前取物、

 進食等手部的自由活動，同時坐姿的平衡也會受到

 展、姿

為

反射或

同作用

 a^撫

 b．揉

 0迷路張力反射:當兒童仰臥時，頭部後仰、

 弓、身體伸直。這種姿勢就妨礙了轉頭、翻

 "作。若俯臥時，則彎頭屈身屈肢縮威一團，

 頭，也無法伸出上肢，探索前方的環境。

 0莫洛反^^(MORO)又稱驚嚇反射:幼兒自出生

 月大之間，遇驚嚇、大聲或身體不穩時，即

 身性伸肌和外旋外張肌群的陣發亢進，隨而

 曲。兒童若此反射持續存在，未被其他自主

 式或保護、翻正、平衡反應所取代時，則容

 各種姿勢，如坐、站、步行的不穩。

 以上這些異常反射動作的遲延，娥會妨礙兒童的

 安定以及起居生活。

異常肌肉張力的方法

烈刺激誘發反牽引反射

藥物來達成改善的目的

摩皮膚:用各種不同溫度

 群上的皮膚，可以增加該

輕拍或推壓肌肉

軀幹反

身的動

無法抬

到四個

產生全

全身屈

活動模

拙

改
牙

主要巨定^1^用刺激誘

 同時配合姿勢、肌

不

曰
土

匕
匕

么
日

 質地做觸覺摩擦、

 的肌肉張力。

激肌肉的紡錘體而

發牽引

群的協

刺激肌

誘發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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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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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射

強
使

肌
體

力

射
伸

伸
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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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用

受
初

多
指
需
體

肌
肌

肌
肌

承
輕

強
肢
反
肉
肌
起
肉
妞

 用:低張力兒童可以應用抬頭、仰臥的

 的張力。高張力耆則採用俯頭、伏臥姿

 張力鬆弛。

 受重量，能引發伸展肌肉群的張力，反

 負載則會減少伸展肌群的張力，而使屈

蒞
牽
震
肉
的
鬆

的

 勢
，
 
 
，
的

姿
勢

 
之

肌

 動可以使肌肉鬆弛下來，這是於誘發

 射所引起的作用。

 作肌肉的按摩，可使肌肉放鬆。

 疲勞後的痊變有鬆弛作用，但對

 收縮，其鬆弛效果就不顯著。

 :以阻斷神經肌肉的接觸面，使肌肉

 誘發而鬆弛。

的訓練

 動發展都有一定的模式，

也要依循正常兒童的運毫

 必須考慮異常反射動作的抑制。首先

體活動的重力反射及誘發產生支持身

 為主要目的。其方法如下:

肌

弛

抑
平

制
衡

部
俯

@
C

頭
兩

小

礙
同

抵
的

的
臥
身

備
部

手

的
兒

時
抗

反
穩
使

後拉

反
器
動
肉
劑
的
展
運
童
也
身
應
定
勢
展
作
定
其
向
使

姻
江

夭己既使目

發展

 令兒童用兩上肢支撐於地，抬．起頭部

 ，兩腿外轉，這是訓練站立 有效的

 及直立，令兒童仰臥於地，拉起兒童

 坐起，頭部向前屈曲。

 前屈曲時，可在其背後將兒童兩手往

 兒童頸部伸展頭部抬起。或將兒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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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對稱

身體

以脊

自如

 位。

 臥、

上肢

坐姿

上肢

反應

身體

軀幹

分可

旋轉

平衡

促進

衡使

早期

 a^躺

 b．俯

 c．兒

右

 d．擁

 肩
、

兩
手

^且

 往上伸直，使脊椎及頸部伸展

姿勢的保持

 姿勢的保持，讓兒童臉朝正中

 椎為中心，置於平行的位置，"

 ，如手可伸到嘴邊，手指可觸;

這對促進上肢及手指的動作發展非常

 坐姿、仰臥等各種姿勢均可實施。

的保護伸展反應

 狀態身體向前、向側方或後方傾倒失去

 反射性的伸出，支撐身體防止跌倒的

軀幹的回旋

回轉時肩夾帶及骨盆帶不可同時回旋

 先回旋，俯臥時上半身先旋轉後下半

反應

及股盆都

兩腳活動

的其他部

 重要。側

 平衡時，

一種重要

 ，任一部

身再隨之

壞其平

 練習。

 平衡反應，先學習坐姿的平衡，然後

 其能矯正並恢復正確的姿勢，可反偵

全身的運動

 或坐在彈簧床上彈動。

 臥或仰臥在健身球上滾動。

 童躺在毛毯中央，兩人拉起毛毯四周當揪繼左

 擺動。

 抱兒童在懷中，上下左右搖動。

 3．肢體的運勇 台己訓練

區幹的穩定性

 口兒童假若無法坐正時，就必須利用輔助椅子並用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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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固定，使其坐在椅子上。這種椅子可以附加桌

臆
心

(2)翻身

其目

手碰

後
的

的

要兒童有正確坐姿可讓兒童盤起兩腿坐在軟墊

 並在兩側大腿上放置沙包使其固定，必要時

 方給與支持。

 穩定後才能進行兩手的動作訓練。

訓練

 在於使兒童能隨意變換姿勢，並且可以

 一起。必需在軟墊上進行。

反射性的翻身

 將兒童的頭轉向一側，用手緊緊固定他的下

 在第五胸骨間個隔處往下壓，且推向胸前的對

 童的身驅就會誘發出反射性的翻身。

部控制式的翻身

 童的一腿伸直外展，另一腿彎屈內旋，轉

 ，可以誘發上身翻轉，並帶動手臂轉至對

 盆骨的轉動帶動兒童翻身動作。

臂控制式的翻身

 童的一臂伸直，使肩部往上伸而外展內

 上，

在身

雙准使
顎

兒
 O腿

兒
側

 O手

將
橫

，、

爬行

爬行

前肘

古
 何。

部跟

 O兒

地

 對
。

至
側

兒

 週身體，頭、身及腿都自然會轉動翻身

訓
訓
伸

若
著
童

將

 練的基本條件是俯趴時頭能抬高。將兒

 直，後腿的的體及膝關節曲起，頭自然

 用玩具在前方逗他，他的上身也會挺起

 玩具的移動而左右轉動，動作也更靈活

 學習爬行時，用手控制他的盆骨，然後

 盆骨向上提，左右交替，有助兒童爬行

厥

圭訌的

會才台

"百 夕豆．、

萃整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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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當

人^人

當
也

右
姿

兒
較

痊
後

的
用

徐
曲

他
常

下
可
當

心

于
刮
姿
腳
薯

叫
手
身
或
點

聊
 撐

起
兩

 保
開

左

自
威

膝
舉

的
 
以
以

 學
以
手
。
．
舉
 
部
就

會
變

雙
手

起
 
可
可

 漸
可
雙
衡
腳
 
頭

，
漸

就
童

平
左

練
的

時
童

漸
兒

習
手

訓
童

好

 剛開始是手腳同側往前伸，

 氾及右手左腳式的交替爬行。

 勢較穩定以後，就可以開始

 舉起的三點著地平衡，進而

 地平衡。

變型的兒童要蔔

 抬高在正中位置，上身的控制

 曲，然

 4訓練他坐起來。口巧

坐立 應先使髓關節

 再坐下(而非坐下再彎曲)。指導者應用手將

 腳分開並外轉，使身體向前傾而促體關節彎

 手將他的下肢壓直，並鼓勵他學習獨自向前彎

 動型的兒童要訓練坐立，必須先使兩腿並攏

 ，並用手捉住兒童的肩膀，使身體向前內方

 的雙手可以撐在兩旁支持自已。

 張力型的兒童坐下時不能抬頭挺胸的坐著，

 會往前趴。訓練時可用雙手在兒童的腰椎部

 壓，且用大姆指壓放在脊椎兩旁，以給予固定

 促進頭及身軀的伸直。

 兒童坐穩後，就要開始訓練他的坐姿平衡。

 好，然後向左、右、前、後各方面將他推動

 學習在動態中保持平衡，不要跌倒。．

曲
而

身
位

力

儼
往

讓他

童練蓓 刁乎/^A抄  訓練時，可擺一個高度合適的

站
訓

工
練

讓兒童

 兒童玩遊戲，可以增進兒童頭、身往上挺，

 能坐得更久。

訓練

 站立可以先由坐姿開始，扶著他站起來，也

 子或桌子，自己學習站起來。

子
也

~匕
口

 ̂
L
卜

可以

花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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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運動篇

 站起來時身體重心必須往前傾，再配合膝蓋往後

 伸直的動作，就能夠輕易地站起來。

 時容易兩腳交叉的兒童，要讓他兩腿分開站

 如跨著小圓筒或枕頭站立)，並將雙手舉起

 平高，比較容易保持平衡。

 身容易往前傾的兒童，站立時要不斷要求他

 挺胸，採立正姿勢，比較容易

步
當

路
勉

的

站
立

至
上

縮
也

再
早

站
站

行
站

 立
︵

水
半

肩
可

漸
衡

起
起

 以讓兒童先扶著架子、

漸嘗試短暫放手站立

 ，進而自己立正。

來的訓練可以先由坐;

 連續動作進行訓練。

桌子等身

漸漸就

開始

要不斷要

 呆持平衡．

西學習站

可以增加

 穩，
 ，心

站工

更可以由跪而

^
勺
日
上
申

自
兀

工

 立平衡較好以後，兒童就可以在指導下學
加
末
 刃

白

召
慣

兒
支

兒

十 主
邊

屋住

吏用固定的

些條件未充分準備好以前

 兒童學步，否則往往會;

 ，甚至導致腿部畸型。

 童雙手，使兒童站立後:

 助一邊保持平衡。

 童的手肘上部，支撐身體

切勿操之過

威各種難以

 走
，

正

習
急
修

著兒童向前走

西當

 並推著向前走。

 助(利用牆邊站立)，獨自

叮丁

斗

 行訓練中常常需要各種輔助器具，如矯正鞋、

 架、支架、步行器、拐杖、平行桿等等，也要

 家指導下選擇使用。

 衡和技巧增進以後，就可以訓練兒童獨立行走。

 兒童站在平衡板上左右幌動，使兒童能保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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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兒童沿著滾筒的兩側向前走，可幫助兒童學習

4

行中將體重交替移至一 可以協助兒童增進平

佔

手部

手部

決口

手是

因此

如在

就會

肚子

 中，

手部

須依

西放

敲打

(1)捉

作訓練

作訓練對重度障礙兒童的飲

常
應

手
發

 食、穿衣、玩

些障礙兒童對

刀
牡
一

右
仲
^川

 □互定食來張嘴地倚賴

昭

兒
以

生活問題等是很重男

 不關^u，也缺乏興趣

儘量嚐試各種方法吸引兒童對手部產生與

 上綁一小鈴錯，甚至加上美麗的彩帶，手

 出悅耳的聲音，可以吸引兒童的注意力;

 時把食物塞在兒童的手中，再扶著他的手

 他瞭解手的功能，漸漸對手發生興趣。

 作的發展是由握至伸、由笨挫到靈巧。訓

 發展的順序去進行，先捉握東西，然後學

 ，再學習如何雙手並用、指頭的運用、投拋

 習及各種技巧配合的功能性動作。

束西的訓練

 童常常緊握拳頭，無法捉握東西，為使手

 把大姆指往外拉，其餘的指頭均會自然伸

 打兒童手指的背部，兒童的拳頭就會鬆開

己
人

自
另
U

迭進

練時

習把

束西

例
動
他
口
 
必
束

敲

 可用手將兒童的整個手掌扳開，並將手腕往

兒
並

 童的手張開後，可以將小玩具塞入兒童的

 稍用力壓一下，兒童的手就會較容易捉住

 童會捉握束西以後，就可以把束西放在適

 下的位置，鼓勵兒童去拿。

 助兒童捉住繩子或拉繩子，使物品振動並

 ，或單手握拿手搖鈴，輕輕的搖動使手搖

張開

 直。

 來。

上壓

手心

玩具

合兒

發出

鈴發

可
或

聳
出

崔毛日



(幻放開東西的訓練

 0讓兒童將束西捉住，再輕輕敲打兒童的手

 將他的大拇指往外側拉開，或將他的手提

 上，並將肘部伸直，這些都可促進兒童的手

0兒童手捉束西會鬆開時就要常常用語言哄

 張開。叫兒童把手中的小彈珠丟到傾斜的小

 彈珠發出聲響，練習手的張開。

眉

或
賄

刑戶

他
苯

習

上

佳
叉

佳

使
兒

是
手

(4)手

投
里

肌
將

緊
使

拆
手

指
訓
的

頭
教

子
讓

拋
用
去

 童將小藤圈放入架上，或把東西拿給媽媽。這

 捉拿與放置連續動作的訓練。

並用訓練

 兒童做雙手放在地上撐身的動作，可以訓練兒

 肘部伸直、手指打開，並緩和指頭與手關節屈

 緊張度。有助手部的動作。

 海綿先浸水後拿起，讓兒童使用兩手將海綿握

 。出水

 用需要雙手並用的玩具，如拋接皮球，

 玩具，有魔術帶的積木等。可以讓兒童

 並用拆開和組合玩具。

項運用的訓練

 練重點是在拇指與食指的運用。可用具

 化學粘土，教兒童用拇指和食指去捻拿

 陷入泥中，學會抽動作．。

 兒童把小方塊的積木拈起來，再把方塊

 內，或把鎳幣放入撲滿中。

 兒童在桌面上抽起葡萄乾粒，放入嘴中

和打擊動作的訓練

 較輕的大皮球，與兒童拋來接去，或用

 擲入小丑的大嘴巴中，練習投拋的遊戲

訓練

雙

有 色
把

衫
指

 沙
、

代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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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槌去敲打樁架、打 工 習打擊

綜

作
合

手
匕

匕
么

日
娃

 。投拋和打擊動作友邑 部動作

 連續性、

能的目的

彩多

 結帶子、玩彈珠、替

 多姿的遊戲，也可以

情形

 可配，

更可

仰各種遊

 CD，^
"百 昱．

爬
韌
心

 、
^
^
口

配
也

 、小琴等

較高級的

性的手部動作訓練

部動作的 終目的是可以做綜合性

 性的動作，達到用手做事，甚至雙手

 用組合性的玩具、摺紙

 穿、彈小鋼琴等各

手部精巧連貫動作的訓練

行日常生活訓練如進餐等

 ，適時加入一併訓練

活動

各種不同方式使兒童趴著玩柬西

 與上身挺起來。

 兒"童趴在母親身上，學習上身挺起來，漸漸整

 起來，用手去摸媽媽的鼻子、嘴巴。耳朵等。

 不僅可增進頭、手控制能力，還可以練習五官
識

 而O

 兒童捉住母親的手，要他向前拉，並把他往後推

 合歌謠的節拍，即可以增進坐姿平衡訓練，兒

 覺得很好玩。

 兒童擺在俯臥方式讓兒童看電視，可讓兒童較

 習頭部抬起運動。

促

手部動作的進

 輔相承。

可促進兄童的

勺
刁

 L
口
口

有

^

大型健身球訓練兒童  勢，可使運蜀

螺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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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運動篇

 三、知覺技能的訓練

 1．身體形象的知覺訓練

 (1)身體肌肉緊張、鬆弛訓練

 0身體儘量屈縮或伸展，兩手用力並攏及放鬆

 0兒童橫臥在墊上，全身放鬆，不用力。可讓

 樂鬆弛肌肉。

 兩人互相推拉，或讓兒童躺下做仰臥

聆聽音

與兒童

的動作

(2) 體圖式

利用治

手向前

 感覺。

讓兒童

控制身

 以坐、

衡及肌

的發展訓練

 療球讓兒童趴在球上，前後搖動使兒

 伸出或著地，同時可促進兒童前庭及

 坐在滑板上，拉動滑板向前移動，兒

 體的各部位而保持平衡。

 躺的姿勢在彈簧床上做活動，刺激全

 肉的感覺，促進申樞神經系統的發展

(3)身體概念的訓練

 己，可從鏡子中辨認自己，或從相片0認識自

到自己

0瞭解身

所摸的

0利用大

0兩人相

 2．知覺統整扶

(1)形狀的知

0尋找基

 體部位的名稱，可讓兒童閉上眼睛，

 部位。

 娃娃，與自己的身體各部名稱做對應

 對，做模仿動作的遊戲。

兒童

起坐

童雙

早衡

童可

身早

中找

猜猜

能的發展訓練

覺發展

 本圖形如C  □、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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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利用實物或圖形進行圖形穩定性的認知。

 D瞭解所觸摸之物體的特性。

 、間知覺的發展。

 D用爬姿穿越各種不同空間，如呼拉圈、彩色隧道。

 勺抖動．彩帶，觀察彩帶在空間的變化。

 D拼圖可瞭解整體與部分的關係。

 口穿串珠子，不但訓練手眼協調，同

 物體在空間的複合知覺。

 h堆疊積木，發展物體間的建構關係。

可促進兒童對

 四、指導時應注意事項

 對
的

給
朝

n
甚

 L
 
 
匕
 
比

 兒童對不同刺激的反應能分化，應給予

 小
．
7

自

激

臣不二匕

予
向
舌

4.^{吏

的'刀

激
所

．，．、5給

度

當
時

以
予
受
堅

度障礙兒童指導時只給予各種的感覺荊

 應重視兒童對刺激的受容情形。

 刺激要能促使兒童產生自發性的動作，例如眼睛

 刺激物，耳朵傾聽聲音，手或腳伸出接觸物體，

 靠近食物缽食等活動，至少能夠集中注意力喚起

兒童容易接受刺激則應注意刺激性質及施予刺激

 法之結合，也就是配合兒童的興趣、關心再給予

 的刺激。例如應顧慮刺激的種類與強度、施予刺

 間的持續性及反應變化、以及對不同刺激的反應。

 可以兩種不同的刺激交互刺激或同時刺激。

 刺激前應先調整兒童的身體狀況，使其比較容易

 刺激。例如刺激先消除兒童身體四肢、軀幹的過

 張，或用語言或觸摸．身體給予預告，使兒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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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仕教師

聽覺

可
或

的
反

膚皮

^古^巡牲

 Z男己的

部&人 口小『

以有

給
予

激的
 分、充
激(
衣服
叩敲
較應
上久嘩予
觸覺
新調

體

石

利用自已的身體做為刺激的根游

 聲音，口哨、拍手)、觸覺刺激(

 的接觸、吹氣)、搖擺刺激(

 )等都是相當重要而常用的。

 差的兒童，經常都期待其產生反應

 強度的刺激，但這些兒童有時從口

 刺激，也會有意想不到的反應出現

 整的必要。

 叩歹U六口

塭 、
h

並反

或背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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