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特殊幼兒生活訓練

 自理能力是一個人為生存及適應社會生活所需具備的基本行為能力，也是兒

 童所要學習的部份重要行為。它們包括吃，大小便、穿衣服;更高層次的自理能

 力包括儀容修飾、洗澡、裝飾、清掃、買菜及與社會技能有關之用餐禮節等(

 Bender & Va^^etutti)。對智能不足幼兒而言都很重要， 基本的自理能力的

 訓練。

自理能力的意義:

 訓練殘障學齡前幼兒的自理能力要有要領。這些能力由一些行為構成，可以

 學習，並且可以訓練? (Osarchuck 1973. Wes^^^ng & Mur^en 1987) 0有些能

 力如大小便或飲食的知能有賴於生理上的成熟，有些技能被公認為受成熟因素的

 影響。例如幼兒會吃之前，應先會隨心隨意做嘴唇、舌頭、口腔運動，縷能吃固

 體食物。(Coango, Bergen, &  Gott^^eb, 1976)。幼兒會上廁所大小便訓練之

 前，要訓練括約肌肉運動，總而言之，智能不足兒童只靠生理成熟單項因素是不

 夠的。例如:除非幼兒會隨意控制嘴唇、舌頭、上下顎、口腔的運動，幼兒就不

 Koh^enberg (1973)研究指出，對--名十三歲會弄髒內褲的兒童，以使用增

 強物訓練括約肌肉運動增強其自理能力。

 擔任殘障幼兒教育的人員要相信，以有計畫而系統的訓練智能不足幼兒的自

 理能力，能力比等兒童的生理成熟有效。Sn^^^ (1980)主張:生活自理能力的訓

 練是重要的教育項目。過去，認為幼兒的進食、大小便、穿著等訓練應由家庭負

 責的。自從(94?142)公法通過後，對安置在普通學校的重度殘障兒童，應施

 予個別化、適切的教育，教師要負起殘障兒童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責任。

 Cohen & Gross (1979)研究指出，正常兒童的自理能力能在學前階段獲得

 。例如:嬰兒在十二個月大時會自己脫下襪子，到六歲就會綁鞋帶。當湯小弟二

 歲時，被帶到廁所時會自己小便，但要到四歲後才不會夜間睡眠尿床。史小弟在

 八、九個月大時，自己用手指拿食物吃，但是要等到四歲縷會用筷子夾桌上的肉

 。學齡前幼兒的家長需要熟知生活自理能力與訓練方法。

 生活自理能力的技能，看起來很容易，實際上，有些人做起來很吃力。鄧小

 弟會自己穿鞋子，但穿鞋子要費五分鐘。李小弟會用湯匙自己進食，但溢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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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量的食物。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的技能要訓練才會精進，欲精進則要具備正確與

 速度二要件? (Gentry & Har^ng 1976)

 生活自理能力的另一特色是出現於常規行為，其出現頻率低。例如:兒童幾

 乎每天要穿鞋子。但每天只做一次或二次而已。羅小弟練習用湯匙進食，一天頂

 多吃三餐，有時候只喝喝牛乳罷了。因此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有時候受到自然的

 時間、空間所限制(用餐時間練習自己進食、睡覺上床時間練習脫衣服)。由於

 行為發生次數少，所以殘障幼兒教師應與家長、保母配合實施。

 Lance和Koc^ (1973)調查一0七組智能不足幼兒的家長，問:「何種生活自

 理能力 重要、 難教?^回答如下:

 家長們認為， 重要的生活自理能力依序為:

大小便

 洗手、洗臉

正

大小便

 洗手、洗臉

 因此幼兒特教教師應指導與支持家長做這些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

 總而言之:生活自理能力係由許多一系列的個別行為組成。(Bensberg, 1965

 )例如「喝水」的動作含有下列十二步驟

 ]．放好杯子

 2．飲料放人杯子

 3．拿杯子

 4．從桌上拿起杯子

 5．將杯子拿到嘴邊

 6．將杯子放在下唇上

 7．傾斜杯子，將飲料注入嘴裡

 8．閉嘴免讓飲料流出

 9．嚥下飲料圖1．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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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將杯子從口角移開

 11．將杯子放在桌上

 12．放開拿杯子的手

 13幼兒能做好上述十二項動作縷會自己喝飲料。

 14．幼兒要會自己吃，事先也要學會下述一系列動作:

15喝杯子裡的飲料

16用湯匙吃

17用筷子夾食物

18用餐餐巾擦嘴

 19．遞佐料、食物給旁邊的人

 20．使用語言和一些人交談

 21．懂得用餐的禮節

 因此教師應懂得吃的一系列動作，做為訓練步驟的依據。

 第一節、飲食訓練

 飲食是一種相當複雜的操作行為過程，我們在工作之初就必須有所認識，訓

 練智能不足兒童熟練此項技能以達到我們的期望和文明世界的要求，更是一件艱

 難而麻煩的工作。

 智能不足兒童的飲食訓練，其 初階段應以個別指導的方式進行，而不要有

 其他家人在場。換句話說;餵食智能不足兒童應該在家人圍桌用餐之前，如此兩

 方面則皆得其便。因為唯有如此，你才能先專心訓練智能不足兒童，也能於事後

 更從容而完善地照顧其他的親人，假使每餐都因智能不足兒童的緣故而弄得大家

 神經緊張，較為不宜;再說，你同時要注意先生或其他的孩子，那對於智能不足

 兒童充其量也只能把食物「鐘」進他的喉裡，根本談不上教他如何吃了。

 教導智能不足兒童飲食技能應事先有所準備，不論兒童、母親、桌子、椅子

 和地板均應妥善維護，桌布、圍兜、圍裙以塑膠的為宜，那樣可以省去不少洗滌

 的麻煩，起先兒童會吃得滿臉、滿手都是，因此 好在手邊準備一條濕毛巾和抹

 布，免得頻頻起身而不勝勞累。

 每一次用餐時，安詳的氣氛是很重要的，這對於智能不足兒童來講尤其必要

 ，所以每餐對他來說都具有雙重的目的，他但要吃飽喝足，還須學到如何吃和喝

呢?

二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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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智能不足的孩子，雖具有健康的牙齒，可是卻懶於嚼，而拒絕食用。於

 是母親必需把食物弄成糊狀，否則孩子根本不碰它。長時間如此下去，不僅麻煩

 ，而且對孩子無益，因為咀嚼是一種必需的活動。雖然咀嚼對大部份智能不足的

 孩子來說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必需很用心的在剛開始時就培養成習慣。

 第一步，乃是不斷的給予咀嚼。有些母親常給孩子麵包去嚼，姑不論如此是

 否有助於長牙，但是無可否認，這樣的孩子比那些沒給他東西咀嚼的孩子，來得

 有發展。常讓孩子手中拿著麵包或餅乾，他們大半會去咀嚼，不僅因為他們喜歡

 甜食，他們同時也喜歡咀嚼時的聲音。

 為使孩子能習慣於硬食，開始時可用一些不是糊狀而只需一些咀嚼就能很快

 在嘴中變成糊狀食物。例如土司。當然要選用孩子喜愛的食物。但我們要記得，

 並非所有的孩子都喜歡甜食，有些孩子寧願吃一片香腸，也不願吃一片餅乾。如

 果我們首先給他一小片漢堡肉或肉丸，可以使這些固體食物變得更具吸引力。

 當孩子餓時，可給與只夠一口吃的固體食物。當他能吞嚥一些硬食時，他會

 把食物嚼到他滿意的糊狀為止，此時就可漸漸的增加數量。如果母親在這過程申

 能沈著，則有助於孩子養成習慣。

 智能不足的孩子其食物應與一般孩子無別。如您懷疑你的餵食方法是否正確

 時，你可請教小兒科的醫生，當醫生指示時才改變您所慣用的餵食方法。偏食的

 方式對小孩有害。

 像正常的孩子一樣，智能不足的孩子對食物也會有所喜好和厭惡，這不足以

 緊張的。我們能強迫孩子去飲用他所不喜歡的食物，同時也不用把這個問題嚴重

 化。我們需有機智的，技巧的克服這現象。就我們所知，有很多具有良好教育和

 良好適應力的成人，也不能克服自己對食物的厭惡。

 在訓練時，不僅要重視孩子吃些什麼，同時對訓練的方式也要重視。我們必

 需不斷的慢慢增加我們的要求。如果孩子能像正常的小男小女孩一樣，用湯匙餵

 他吃時，能適當的開口閉口，那我們會很高興。

 在餵食時，要儘量不讓他的嘴弄髒。有些母親，餵食時像水泥匠在抹牆一樣

 。如此要叫孩子以後能乾乾淨淨吃東西是很困難的。 好開始時，就讓孩子知道

 食物只能放在口中，不能放在其他地方，以後孩子會喜歡去達成這個目標。同時

 ，要使孩子習慣於坐到食物吃完，讓孩子邊吃邊玩或邊走，是不好的，也不要讓

 他把手放到盤子裡去，但如果他這樣做是為了試著拿些食物放到嘴裡，則該鼓勵

 他這種直接的、有目的舉動。我們應為他這種獨立的行動，感到高興，但我們要

 讓他瞭解如能用湯匙做的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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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望孩子能使用湯匙之前，我們必須給以足夠時間訓練。可讓他用小鐘子

 把沙子裝滿桶子，或是把沙從這桶鐘到那裡。也可讓他用湯匙把米或豆子從一容

 器到另一容器。同時也可使用不同形狀的碟子，因為每一種都需要不同的動作。

 湯匙的操作是一種小肌肉活動，孩子們不可能像您教他那樣優雅著拿著它，但如

 能把湯匙的柄換成木質的，就更容易些。如能用一種膠帶或類似的東西纏上去，

 那麼孩子比較上更能正確的握住它。

 然而，吃飯不只是要能會操作湯匙，也要會把食物送到嘴裡。智能不足的孩

 子，只能在一種時間裡為一種動作，所以訓練時，要把這兩種操作分開。在訓練

 他能正確把食物送到嘴裡時，可使湯匙沾上一些蜂蜜或糖漿，使他們每一嘗試，

 都能得到一些獎勵，如此可促使他們樂於學習。當然，他可能弄得滿臉黏黏的，

 但我們不能就此沮喪或停止訓練。他許當母親還記得那沾滿蜂密每天要訓練幾次

 的小臉時，他在餐桌上的態度已值得我們讚賞。

 開始，應鼓勵在用餐時使用湯匙，並引導他的手使食物從盤子放到嘴裡，如

 此重覆幾次後，我們就可發現，不再需要去引導，，慢慢的雖然他的動作不可能完

 美，但他可把湯匙放在手裡。在此時期，我們可意料到孩子會弄髒他自己、桌子

 以致四周，我們不可因此放棄。

 我們可採一些預防的方法，例如用高邊緣的湯匙，如此不僅在滔時容易，也

 不易潑散、灑掉。我們也不要讓孩子吃飯時玩或跑。如他吃好了，在他玩以前，

 把盤子拿走，如此可使孩子知道有些事情是在一定時間內做，不可在其他時間做

 用湯匙稻糊狀的比液狀的容易，布丁和一些膠狀物易於滑出湯匙。如孩子能

 滔馬鈴薯泥來吃，在滔湯時卻灑掉，不要生氣，也不要責罵，不要說「如你能用

 心，就會做好」的話，要有耐心，給他足夠的機會去沈著練習，如此他可把這困

 難的工作做好。

 至於要不要教孩子用一種器具把食物推到湯匙去，要看孩子的情況而定。如

 孩子的胃口好，且高興著等待食物，他就會用這種方法，這種孩子喜歡用另外一

 種器具，可使他們快一點吃到他們所喜歡的食物。但我們要知道，使用第二種器

 具是一種很大的挑戰。因為孩子必須在同一時間內操作二種動作，他們必需用一

 手滔取食物一手用來推進食物。如果認為此可幫助孩子，我們可用教他用湯匙的

 態度來教他。

 如孩子可從杯子喝到東西，也可用湯匙吃到東西，則不需幫助他，只要監督

 他即可。此時，就是讓他與家人一起進餐的時刻了，讓孩子知道，這是一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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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步驟，一個他努力所得來的報酬。告訴他，他必須真正的努力做好，否則他會

 此時家人會因全家團聚進餐而高興，但每一分子都需知道，這件事情成功與

 否，每人都有一分責任。兄弟們 主要的責任是以身作則，因智能不足孩子會模

 仿。有些智能不足的孩子甚至有一些嚴重傷殘的孩子，在餐桌上的禮貌非常好，

 以致可應用到任何場合，甚至餐廳裡。我們必須瞭解我們努力去達到的目的，並

 不是要讓孩子與我們或他人隔絕，而是要教導他們在人群中活動，不致受到討厭

 、吃的訓練

 一個人為攝取生存所需營養，生活自理"吃"的動作是一件重要的事，其行

"特質與訓練重點如下:

 fr m w n	"^^^""""言^^^海捉三冒邑黑占
 自理能力是學習能	佰盲二吃"的能力是應該及早訓練^
 力	的，不可一直等生理的成熟。^
 	教師要適當地應用行為分析法。^
 擬定自理能力合理	自理能力的學習，有賴於一些先?^^
 的教學目標	基本能力的具備。^
 	學習自理能力，可減少殘障兒童間^
 	的差異。^
 自理能力在人小學	教師需要訓練殘障兒童的生活自理^
 年齡前獲得	能力。^
 	大部分的兒童都要接受生活自理能^
 I	力的訓練。^
 以日常生活做為訓	教師對兒童學會自理能力要有信心^
 練生活自理能力是	o
 不夠的	I
 在日常生活裡、訓	教師應與家長合作共同訓練兒童的^
 ̂練生活自理能力較	自理能力。在家裡也訓練。^
 為有效	I
 ̂大部份的自理能力	教師將"吃"的行為工作分析以分^
 是由許多行為鏈鎖	解動作訓練之。^

 "匕	

評量吃和自己進食的能力

飲食自理能力的評量

飲食自理能力的評量可分成熟層面及能力層面的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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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吭吸和嚥下。
 開口，用湯匙吃。

 食物入口，能開、閉口，能將舌頭
 對著口蓋劈拍響。
 能拿杯子、拿湯匙玩。
 能用拇指、食、中指拿起掉下的食
 物。

 於食物的湯匙放在嘴上時，會開口
 ，將舌頭放在適當位置。

 用湯匙放入嘴裡，會移動食物。
 湯匙放入口後，會從口角拿開湯匙

 自己咬碎食物。

 適量正確地咬吃桌上的食物。並咀

 嚼會使用杯子。
 拿湯匙接近碗盤，掉下湯匙，比取
 用食物機會多，在嘴裡翻轉湯匙，
 常溢出食物。
 會彎曲手腕拿湯匙，以水平拿湯匙
 移至嘴角、放入嘴裡。
 將湯匙翻轉讓食物入口。
 會拿著湯匙向上，將湯匙放入嘴裡
 ，翻轉湯匙後抽出湯匙。
 不用協助，能隨心所欲使用杯子。

 能用筷子夾菜。
 能巧妙地使用筷子湯匙吃飯。

 0
口

0
 
卜

^
 
q
^

 @
@
工
 
@
@
上
口
｜
工

 		18

		@
		@
@	~	4
 @	~	二"5

 l8月

出生後幾小時
4      ^      6月

4      ^      6月

7月

7      ^      8月

7      ^      8月

7      ^      8月

 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宜先將工作分析以供擬定教學目標之參考

 例如用餐巾擦拭嘴的動作，其工作分析如下:

 廿兒童被安置在用餐的位置，兒童會移動手臂。

 □兒童動手拿放在桌上或膝上的餐巾。

 口兒童用手拿餐巾。

 刨兒童將拿著餐巾的手移至嘴邊。

 何兒童拿餐巾擦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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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兒童放回餐巾。

 Co^p^^^I (1977 1979)指出，自理能力指導者，若只注意是否出現特定行為

 而不注意行為品質，兒童的飲食行為動作會不夠正常。因此若不用正確的指導方

 法就達不到正確的行為。

 目前有些幼稚園使用功能(機能)訓練法和功能評量法，惟這種機能訓練方

 法比較不重視發達的層面。Campbe^^ (1977)主張應兼顧兒童發展和機能的訓練

 法。例如，飲食時有時會兮引起反胃、嘔吐的反應。理由可能是舌頭的過敏性而

 引起反胃。這是一種觸覺防衛反應。

至於其他的飲食問題:例如拒食固體(硬)食物係由於舌頭的過敏性而引起

 反胃的現象，尤其是吃了凹凸不平的食物。環境因素也會引起拒食、反胃的現象

 ，例如噪音、混雜、阻斷進食時間，對某些食物的過敏，對某些食物的偏食及不

 順從成人的要求等都可能引起反胃。(Morrjs 1974)對拒食和反胃兩者的處理方

 法不同。

 有些兒童有拒食問題，例如:對食物偏食，只愛吃少數幾種食物，不肯從玻

 璃杯喝飲料，上下顎的運動控制差，用舌頭推出食物，嘴唇閉不住，不會咀嚼，

 流口水，吃時口腔肌肉運動過度等問題都可能引起拒食。刨orr^s 1974)

 評量兒童飲食能力包括下述各項能力。(Suh^^dt, 1976)

口腔肌肉運動

 原始反射(Pr^m^t^ve re^^exe^) 0

 頭部、頸部的穩定。

 能握住、放手。

 拿食物到嘴裡的動作。

 舌頭運動。

 嚥下、吞的動作。

 兒童能吃的食物種類。

 兒童的飲食有問題時，教師 好也請教物理治療師、作業治療師。

吃能力評量工具

 除了兒童能力檢核表外，有下列診斷工具

The Ba^thazar Sca^es Of Adapt^ve Behav^or

l (Ba^thaza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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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t^ng Assess^ent Too^ (EAT) (Schmidt, 1976, 1977)

 The BaIthazar獨立技能(自理能力)檢核表包括飲食、穿著、大小便等三領

 域。飲食能力細分為五領域。即能自己飲食、用手拿食物，使用湯匙，使用筷子

 、喝。The Eating Assessment Too1 (EAT)認為亦包括五部份，即含有大肌肉技

 能運動，飲食姿態，口腔技能，手眼協調，飲食動作，及其他。

匹喝水

 由瓶子裡吸吭，和用杯子內喝水，兩者之申有很大的不同，吸忱是小孩自出

 生而後因實際上之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一種本能的動作。換一方面來說:喝，就是

 必須經由學習才能獲得的一種技能。

 對智能不足的小孩而言，我們必須將「喝」這個工作，分析成幾個構成的部

 份，我們第一個目標:是要教這個小孩在吞嚥動作之前不要先有吸吭的動作。

 我們要小孩子坐直，用一個茶匙放少量的液體在他的嘴裡，大部分的液體將

 會溢了出來。但當母親將小孩抱在手臂上，以稍微傾斜的姿勢，如此小孩會本能

 的將液體吞了進去。經過練習，我們將可使孩于達到坐正而順利吞嚥液體的階段

 一旦孩子對吞嚥的動作已經沒有較大的困難時，我們可以開始教他如何去喝

 ，我們可以用茶杯來代替匙。這個茶杯必須放四分之一的液體。且茶杯必須有點

 傾斜，傾斜到足夠使小孩能夠一次吞嚥一點水，千萬不要一次灌太多的水，以至

 於造成小孩的錯誤方式而感到害怕。不要忘記這個小孩尚未習慣於很快的連續喝

 水，我們必須給予時間，我們只能緩慢的增進他的速度。

 一旦小孩已經學會了吞嚥的過程，我們可以嘗試的讓他學習握住杯子，過了

 一段時間，他可能會自己想要握住杯子，我們很高興他們有此慾望:要握住杯子

 。在此時，我們不要吝惜讚美，雖然必須經過一段長的時間，我們必須儘量的以

 適當並且不是勉強的方法。同樣地，在此段時間內，這個杯子裡的水不要太滿

 ，因為從滿的杯子裡喝水，比只有一半水的杯子裡喝水要困難得多。

 有一個把手的杯子，對智能不足兒童而言是不適合的。因為他們的小手指頭

 握不住把手，他們即無力量亦沒有能力用一手來握住一個杯于， 好給孩子一個

 沒有把手的杯子，而必須用兩手來握住它。

 接著教小孩用麥管來吸飲料是一個好主意。這是一個簡便的方法，當你遠離

 家的時候。大部分給小孩飲用的飲料都會附有麥管，一旦小孩學會了用麥管以後

 ，就顯得整潔多了^但是我們要注意:不要讓其吹此飲料。用麥管吹水泡是一件

 有趣的事情，甚至對正常的小孩也是如此。但是智能不足的小孩不會瞭解，為什

- 70



 麼同一件事情，在家時我們會笑他，但在外面時我們會責罵他。(林婉真)

山用杯子喝水

 0．完全不會自己拿杯子。

 1．經由您的協助，會握住杯子喝水。

 2．經由您的協助，將杯子放回一半後，會將杯子放回桌上。

 3．協助他喝完水後，會將杯子放回桌上。

 4．協助他拿起杯子到嘴巴的半途，他會自己喝並且將杯子放回桌上。

 5．您將盛了水的杯子遞給他，他會自己拿住杯子喝水，並且將杯子放回桌上

 6唱己會拿住杯子喝水。

 7眉己會拿穩各式各樣的杯子喝水。

 A、利用嬰兒用椅子餵食法若幼兒仍然

 而要扶助，讓幼兒坐在嬰兒椅背微

 斜靠在桌子邊，記住，食物要放在

 幼兒前方。

 B、假如坐姿穩定度有進步，即讓兒童

 直坐，腿外轉，屁股坐在你的腿上，

 你要扶著幼兒的肩膀。

A

兒童坐姿有些微傾斜杯子

 從上方拿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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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扶扶著幼兒的肩膀

 B、正確姿勢

 兒童用喝的姿勢，上身及頭部

 略為向前，杯子從前方拿過來

 A、錯誤姿勢

如圖幼兒安排在母親前面

 端上面。不用扶著若湯匙

 由上方餵，兒童會將頭後

 退，不能嚥下食物。

 圖5．正確姿勢

 B、正確姿勢

 平伸您的手，從幼兒下方拿湯

 匙送入嘴裡，協助他穩定頭部

 ，並嚥下食物。

 圖6．錯誤姿勢
 圖7．正確姿勢

(2^喝水的訓練步驟

 站在兒童後面，讓兒童的手拿著杯子，訓練者的手放在兒童的手上，訓練過程保

 持如此姿態，其步驟如下:

 1．拿杯子到兒童的嘴邊。

 2．傾倒杯子，讓兒童喝一小口。

 3．將杯子放回桌上。

 4．移走訓練者的手和兒童的手。

 反複上述的步驟，直到喝完杯子裡的水。

 將上述的方法持續四~五次，兒童已很舒服地，在訓練者引導下會喝杯子裡

 水，並確實地拿穩杯子裡的水。

 第二步訓練方法減少引導，兒童朝向自己喝水。

 先減少喝完水，將杯子回桌子時的引導工作。其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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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第一步訓練方法，

 讓兒童的手拿著杯子，訓練者的手

 放在兒童的手上，將杯子放回桌子，

 杯子觸及桌子時移開訓練者的手，

讓兒童完成將杯子放在桌上的動作

 2．當將杯子放回桌子，距離在3/4時:

 訓練者移開扶著兒童手的手。

 3同上將杯子放回桌子，距離1/2時:

 訓練者移開手。

 4同上將杯子放回桌子，距離1/4時，

 訓練者移開手。

 5．當兒童喝下水時，移開訓練者的手，

 並讓兒童將杯子放回桌上。

 兒童學會用杯子喝水，後半部技巧

 裡的動作。

 (^)弓^導兒童拿杯子至嘴裡，移開訓練者的手，讓兒童傾斜杯子喝一口後，自

 已將杯子放回桌上。

 (2別導兒童拿杯子直到快到嘴，移開訓練者的手，由兒童自己將杯子放到嘴

 邊，並喝一口後自己將杯子放回桌上。

 (3)繼續減少訓練者的協助引導，直到兒童完全會自己做。

 圖8．喝水姿勢

即可開始前半部引導兒童拿杯子送往嘴

 0餵食方向，從臉部中央送食物比由左方或由右方好。

 0坐姿要直立，好讓餵食的食物由嘴滑下喉嚨。

 0兒童的頭部稍為向前傾斜。

 0可捲起手巾、並墊在脖子後面。

 0不可從背後推向前以保頭部的傾斜，會使脖子背後的肌肉緊張。

 0訓練者的位置:可以在旁邊、前面、後面。當訓練兒童用餐具時，;

 站在兒童後面，俾以自然的動作協助兒童的手，腕肌肉運動，並促進舒適的

 氣氛。

六用湯匙吃飯

 分為第一部份、第二部份訓練方法

第一部份訓練方法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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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者站在兒童背後一支手扶著兒童拿湯匙的手，另一支手放在碗邊。

 圖9．一1用湯匙吃飯  圖9．? 2用湯匙吃飯

 1．使湯匙盛滿食物(掏飯)。

 2．送湯匙到兒童口中，並讓兒童吃湯匙中的食物，說"很奸你用湯匙吃飯"。

 3．將湯匙放回碗裡，並讓兒童有吃下食物的時間。

 4．吃下四一五湯匙飯後，將湯匙放在桌上休息一會兒。

 5．反覆上述方法直到吃飯結束，並在以後四~五餐也是如此或兒童已學會了。

第二部份:

 兒童學會受引導用湯匙吃飯，便進入第二部份訓練，有三種技巧的步驟使用

 1．持湯匙送往口中

 2．湯匙放回碗中

 3．掏食物

 山將你的手放在兒童手上，引導湯匙送往其口中，你的手從兒童的手移開，允

 許兒童從湯匙中吃食物並從他的口中移開湯匙，再次將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上

 ，並引導他將湯匙放回碗中，並說"很好，你正用湯匙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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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3用湯匙吃飯

*

 圖9．? 4．用湯匙吃飯

 (2)當湯匙快要到兒童的口中時，移開你放在他手上的手，允許他將湯匙放進口

 中吃食物，然後將湯匙取出其口，你再度的將你的手放在其手上，並引導他

 回到碗中並說"很好，你正用湯匙吃飯"。

 (3)當湯匙在送達其口中一半的距離時，移去你的手，讓他將食物送往口中，吃

 食物並取湯匙以備放回碗中，然後再度放你的手於其上，引導湯匙放回碗中

 並說"很好，你正用湯匙吃飯"。

 (4)在你引導兒童用湯匙掏取食物後，移開你的手，讓他將湯匙送往其口中，吃

 食物並取出湯匙放回碗中，再度將手放在他手上以引導他掏取食物，並說"

 很好，你正用湯匙吃飯"。

 教導智能不足兒童用湯匙吃飯(Bensberg 1965)

 0扶助兒童用湯匙掏飯，並扶助其送入口中，全程扶助。

 0助兒童用湯匙掏飯，但只是口頭鼓勵他自己把湯匙中的飯送入口中。

 0扶助並口頭教導兒童用湯匙掏飯，但由兒童自己自飯送入口中。

 0不扶助，只要監督兒童自己掏飯，自己進食，並鼓勵多加練習。

 0兒童自己進食。

也訓練技術

 飲食訓練可以運用行盡改變技術，運用正增強物以訓練期待行為，以負增強

 物以消除不良行為。(移走食物，給予身體上的限制，從餐桌帶走兒童)

訓練項目包括了下列動作:

 1．辨別可用手拿吃的食物和不可用手拿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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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湯匙進食。

 3．使用湯匙以外的其他餐具。

 4．使用餐巾和餐桌禮節。

 5．餐廳裡的行為，例如盤子、碟子使用法，取食的量，大小。吃的速度，公共場

 合的吃儀態。

廿飲食訓練期

 飲食訓練時間以兒童在飢餓而不疲勞時 佳。此時較能不抵抗地接受，兒童

 不餓又不渴，且疲勞時做飲食訓練，可能使訓練者與兒童雙方都陷入挫折感。

 餵食訓練 好在真正用餐時實施，例如對王小弟做餵食訓練，讓王小弟做自

 己進食的動作，沒有實際實物只空動湯匙到嘴邊的練習是毫無意義。訓練餵食或

 自己進餐時易引起作嘔反應。(Morr^s 1974)

 移動湯匙時，不要摩擦到上口蓋，或碰到牙齒以免外咬住反應。咬住時不要

 抽出湯匙，彎曲兒童脖子等至開口。湯匙移走後，嘴要閉住。幫兒童閉嘴，老師

 站在兒童後面，食撫放在兒童上唇上，中指放在下唇下，無名指放在下顎，將食

 指與中指合在一起。

 □訓練兒童閉嘴的方法

 Schm^dt (1976)建議輕輕敲打唇周圍。

 Sta^nback (1976)為議每天用手指在鼻下、唇上壓數下，輕輕地敲打下唇，

 做拉下下唇，放回下唇的動作。

 E．M．K^ss^nger (1981)建議用冰片在嘴週圍移動，兒童會感受到閉嘴的動

 作，將吸管切成一半，讓兒童含在嘴裡，開開口、閉閉口，看吸管會不會掉下。

 兒童會閉嘴才會吃下食物並防止如頭將食物推出。

 重度殘障兒童要經過訓練常會吃下食物，可用按摩閉嘴周圍牙床以刺激增加

 唾液。其方法如下:

 1．大拇指及其他手指放在上唇入申線兩側。

 2．速離人中線，並作擴散狀按摩後放手。

．

 3下唇下的按摩方法同上。0;中戶/一人^/^卜@^^^^(g)
午'

 4．唇兩側也實施按摩。0．0
 氏離口角2．5c^處，壓著拇指與他指向

 入中線按摩後放開。人一0，

曰咀嚼訓練

 咀嚼動作，可放一小片可咀嚼的食物在兒童邊齒之間。必要時用顎控制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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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兒童閉住嘴。參考下列訓練方法:

 l．Mue^^er (1975)建議用中指推上兒童的下顎。

 2．Sta^nback (1975)建議放一小片麵麵，給予刺激兒童的牙齒，可以引起咀嚼

 動作。

 3．Mue^^er (1975)和Ute^y (1977)強調，當兒童咀嚼食物時，教師不可上下

 動兒童的顎，4．首尾一貫地實施顎控制法。

 5．Uteely (1977)建議當兒童不開口次食時，做顎部按摩一、二次向內、向上、

 向下的動作。

凹自己吃的訓練

上眉己吃的訓練步驟如下:

 山手指取食物進食。

 (2)用湯匙吃。

 ̂3)用筷子吃。

自己吃之前要學會下列動作:

 山將手移側嘴邊。

 (2)頭部、身體姿勢穩定。

 (3)手腕動作適宜。

 教師在兒童背後協助兒童吃，手腕的活動比較自然。選擇食物，以黏稠的、

 搗碎的馬鈴薯、養樂多、通心粉比滑溜溜的食物好，不至於從湯匙滑落下來。選

 用兒童已經會吃的食物，教師的手要握住拿湯匙的兒童的手。

 2．使用湯匙的步驟如下:

 山將湯匙放入食物中。

 (2)稍為有舉起湯匙。

 (3)將湯匙移到嘴。

 ̂4)湯匙放入嘴裡。

 ̂5)湯匙放回桌上。

 幼兒開始自己吃時會弄髒，隨著熟練會減少散亂。有時候幼兒會掉下湯匙用

 手抓吃。這種行為可以用短暫移走盤子或湯匙的方法。

 用餐時間， 好在白天做，飲食時間太久，訓練成效較差。Azin和Armstrong

 (^97^)實驗將一天三餐分成一天數小餐，並逐天增加飲食類別以增加飲食訓練

 的機會，訓練飲食時間安排在正常的家庭用餐時間前後，並使用餐時間成為快樂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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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吃的禮節

 訓練飲食，不僅訓練吃，同時學習吃的禮貌。

訓練吃新食物

夾起大小適宜的食物

使用餐巾擦拭嘴

 訓練用餐時說"請"、"謝謝"等禮節餐語，這些技能可以透過增強促成，

 教師與學生共同進食，教師必要時教兒童，例如說:"王小弟用餐巾擦嘴"，但

 不要過於撈叨。

 一般兒童及中度殘障兒童的飲食，可由觀察別人吃的行為及由家庭父母的指

 導就會學會，重度殘障兒童有需要接受飲食訓練。

 4．飲食開口訓練、閉嘴訓練

 教師訓練重度殘障兒童吃時，兒童偏偏不開口，教師可以參考下述方法訓練

 兒童開口。

三手指控制顎方法

 心教師用中指橫放在兒童下顎，方代用力操作顎部。

 (2)拇指放在下唇下方，下顎前方，協助兒童閉住下顎或徐開下顎。

 (3)食指可以穩定教師的手放在兒童臉部以防止兒童頭部朝下。

 以上的動作緩慢開始做，尤其對以嘴呼息的兒童，在餵食時用得上此法。

 用湯匙餵食時，湯匙不要部上牙齒。

湯匙凹下部位壓下舌頭中央的部位

 食物放在舌頭前部位容易吃下，食物放在舌頭後面容易吐出。

 八、怎樣矯正兒童的偏食

 據Pipes (1981)研究，殘障兒童較為偏食，只肯吃少種食物，而導至營養失

 調的問題。矯正兒童的偏食，可以參考下述方法:

 廿給予肯吃的食物與不吃的食物。以肯吃食物做為增強物，吃了原不吃的食物

 後，給予喜歡吃的食物做為增強物。

 □冰淇淋可以做為增強物，在湯匙先端放一點冰淇淋，其後放原不吃的食物，

 兒童為吃冰淇淋會整口吃。

 曰兒童拒食發脾氣或尖叫時，關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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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兒童停止發脾氣時給予增強物，或從嘴裡抽出湯匙。兒童食物的形狀和飲食

 器具，與兒童的身心發展關係密切。

 九、吃的問題行為與矯正方法

兒童吃的問題行為及其矯正方法可以參考下表:

兒童吃的問題行為及其矯正方法

 m  m  ft  m	矯正步驟
 "一	矯正
 I	增強、叱責、和肉體的制止。
 拒食嬰兒食物以	口腔肌肉運動，去掉嬰兒食物。

 外的食物	給予增強物，並安排提供食物進度表
 ̂拒食種種的食物	增強物，中斷進食，交互給予肯吃和
 I	不肯吃的食物。
 ̂濺發食物	中斷進餐，增強物。
 ̂反胃、吐	吃飽(給兒童更多的食物吃)
 I	臨時給予檸檬汁
 ̂拒食	配合增強物，用液體食物

 舌頭嚴重外伸	將舌頭推入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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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理發展與食物形狀

 飲食訓練要選擇合適兒童的食物，以訓練正當的飲食行為

 食物的營養、形狀、兒童的口腔肌肉發展狀況、餐具等問題。

 一、口腔運動發展與食物形狀

口腔運動發展與食物形狀之關系表

 口腔運動發展	^   m   %   ^
 優石誣旨開口，吸吭，嚥下。	"?AtJ ?
 ̂嬰幼兒能開口，吸吭，嚥下。	糊狀、碎、片食物。
 ̂舌頭上下運動，食物夾在上下齒	半固體食物。
 ̂咀嚼。	
 ̂用顎旋轉運動咀嚼放在上下齒間	咀嚼固體食物。
 ̂的食物。	
 ̂咀嚼時，舌頭兩側運動。	咀嚼固體食物。
 ̂兒童咀嚼小片食物，食物作兩側	能進食桌上食物。

 運動。	

 適當餐具可以幫助殘障兒童進食。有些餐具稍為變化就可以用。例如附把柄

 的湯匙，套在手腕的湯匙，或用貼布綁住兒童拿湯匙的部位，轉變或變曲湯匙以

 方便取用。

湯匙改良法:

 廿湯匙柄用粘布、膠布、橡皮包住。

 □套上腳踏車把手(gr^p)   0

 曰湯匙的柄串通皮球、線軸、玩具。

 刨湯匙釘入木釘。

設計特別的輔助配件:

 廿配上皮條套在手背上。

 □配上油瓶的把手，綁在湯匙上。

 曰彎曲湯匙。

 凹改造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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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Z．餐具

 圖25．?   1．餐具

 圖25．?  3．餐具

 圖25，?  3．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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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放上吸盤墊、濕巾以固定盤子。餐具的選用及改造可以請教治療師。

第三節如廁訓練

 大小便訓練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身體功能的控制，實際上是由潛意識

 來決定的。有些期望較高的母親堅持他們三~四個月大的嬰兒能夠坐在尿壺上。

 我們從經驗上知道智能不足兒童的心智並不像其他的孩子剛訓練即可做到，他們

 的行動總是較遲緩，甚且一般正常兒童將需要更多的時間。

 我們需要強調的，並不是要與那些正常的孩子比較。舉例來說:排泄物的控

 制並不比獲得好的餐桌禮儀來的重要。大部份的媽媽，對孩子的尿褲比溢出杯中

 牛乳，容易激動(生氣)。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我們愛需以具體而平靜的態度教導

 我們的孩子使用便器，就如同我們教他用湯匙和牙刷一樣。沒有媽媽會責備智能

 不足兒童不會使用湯匙，假如他不會尿壺，媽媽也不應該責備其孩子。媽媽應具

 有平靜、毅力、耐力來教導孩子學習控制排泄物，這比母親的撈叨和處罰來得好

 。每一位智能不足兒童在學習任何知識及技能時，總較費時，因此智能不足兒童

 學習使用便器時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小便訓練需幾年的時間，而且進展並非繼續不斷的，甚至有一段時間，你

 可能感覺你的孩子幾乎沒有進步，所以您必須預期到挫折:一名已經學好排便訓

 練的孩子，可能再度發生尿褲和尿床。

 小孩也呵能因身心疾病而導致大小便失禁，例如腸部疾病、感冒、或一些小

 刺激也可能使小孩不能適應或減弱他的注意力。

 情緒失調也可能導致大小便失禁，在許多小孩的個案裡，我們可以知道，我

 們對他們的要求，比他們所能完成的還要高，儘管我們的要求是很差的。我們觀

 察這些孩子中有害怕某些事情的，有採取惡意的反對態度的，有些人感到被愛和

 被接納得不夠充分等。

 撈叨和責備在實際上是有用的。一段說來，他們只會將這些情況弄得更糟糕

 。假如您的孩子的行為在年幼時都按他自己的方式去做時，不要失掉你的耐性，

 不要和他生氣，否則孩子可能會使用令人厭惡的態度而乞求更多的愛和關心。能

 以平靜的，堅決的毅力去愛他，甚至他做了比尿濕褲子更糟的事，您對他所表現

 的愛仍是不變的。在大小便訓練期間，經常有失禁現象，正常兒童也會如此，更

 何況是智能不足兒重了。

 我們必須時常更換尿布，如此小孩將有長期處在乾燥之中的一種愉快經驗，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倘若換尿布的時間隔很長，則小孩會習慣於尿濕，以後小孩

82 -



 則不會發現尿濕是令人討厭的。 後要使小孩試著硬留於乾燥中是件很困難的事

 假如你親密的觀察您的孩子，您不久將發現孩于在何時排泄大小便，帶他至

 一定的地方。很多的小孩解小便都在飯後，則在這個時候讓小孩坐在尿壺之上，

 如果他成功了，讚賞他;如果他失敗了，不要讓他在尿壺上坐得太久，不然他將

 開始玩，並有失敗的感覺。因為他一直坐在尿壺上，小孩坐在尿壺上的時間不能

 超過十分鐘。假如他的大腸孺動時，立刻讓小孩子坐在尿壺上，如此他會觀察在

 練習期間，通常在一規定的時間讓他在同一地方，使用同一尿壺，小孩將漸漸了

 解您為何要他這樣做，同時他們將表現適當的行為。

 讓小孩坐在尿壺上，通常說相同的話，一直重覆這字眼在他坐下，同時你連

 結這個結果和字的關連。並暗示他使用這個字。你選擇這個字要非常小心，在使

 用時，你不要讓小孩受到侮辱。甚至假如他需要暗示時，不管在熟人或陌生人之

 前也沒有受到侮辱。假如你的孩子還不會說(如了一么、，了一女、)，假如孩

 子還不會模仿你學說單語，就選擇此動作的嬰兒用由的單音如(T一，丁一)。

 這比一些不雅觀令人稱快的手勢好。訓練孩子做需求的意思表示，不可以喚叫或

 以激動地上下跳躍作為需求的意思表示。

 一旦小孩做了他缺乏了解之事時，你必需立即幫助他，因為這些小孩不能等

 候太久，否則一直至不可避免的事發生時再責備孩子，這會妨礙好習慣的發展。

 選擇一個尿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小孩的椅子在座椅下附加一個小的尿壺，

 這些椅子對智能不足的孩子是不適合的，因它對智能不足的孩子太困難，要了解

 大小便這件事。智能不足孩子必需定時在椅子上大小便，而且絕對嚴禁在其他時

 間，做使用尿壺大小便是較好的。

 尿壺 好是寬邊並儘可能的適合於孩子，如此將可舒服的坐在尿壺上，有一

 些小孩對尿壺有反感，他們不喜歡接觸冷的尿壺邊緣。在這個答案裡，你可以用

 一點溫水將尿壺邊緣溫熱。

 目前有嬰兒的坐椅能加設便器使用，在這種練習方法之下，孩子能很快地學

 會通常的便器，當改用標準便器的也甚為方便。當然智能不足男孩遲早要學會站

 著小便。

 除非是廁所或便器，不可以讓智能不足兒童隨地排便，假如當智能不足兒童

 在庭院，而你以為跑至廁所不無困難，而讓你的孩子就地排便的話，你的孩子就

 不會辨別"不可以"排便的地方。

 當小孩不能自己來扣鈕子就訓練他叫你來幫助他，上廁所並在廁所整理他的

83 -



 衣服，當他末完全穿好衣服則不讓他來你的起居室，否則他會養成一種壞習慣。

 當孩子一直在尿濕階段，他將穿著尿布和橡皮褲子。讓小孩能自由地在四處

 跑這是需要的，小孩穿著尿布和橡皮褲子在四處走比嬰兒容易得到尿布濕疹。因

 為嬰兒尚未用到他的腳來移動，我們必需注意是否有尿布濕疹，並使用嬰兒爽身

 粉和嬰兒油預防產生尿布濕疹，這在較大的小孩清潔是必要的，不但為了達到我

 們的目的，而且是為了其他人的緣故。「不要因為要熟人或陌生人厭惡小孩氣味

 而產生反感」。

 尿布和橡皮褲子必需考慮到一些無可避免的害處，我們必需得到一個要點，

 小孩不是長期需要尿布和橡皮褲子，這些項目只是幫助我們和我們的小孩適應某

 一討厭的情境，它同時會妨礙大小便，母親需付出一點的注意力對於他的孩子的

 排泄物「試如同實際上結果殘留的隱發一樣」，反過來說，孩子至少知道他必需

 自我控制，很多小孩有明確的進步，當尿布和橡皮褲子不再使用時，但在此時我

 們不必要太匆忙。得到很多的同情和一些共通的感覺來決定小孩是否一直需要這

 些事項或者是否不需要這些。雖然很多小孩在可以不需尿布，但在一段很長的夜

 裡小孩是需要尿布的。對大部分的小孩來說這是事實。在白天小孩不在配著尿布

 時，我們儘可能使小孩保持他的衣服乾淨勿與排泄物有連接，女孩子比較快學習

 如何來穿他們的衣服而不自幫助，因為小褲子使用鬆緊帶比較易操作。

 幸好小男孩的褲子也有使用鬆帶的，當男孩加穿真正的西裝褲會使他再遇到

 困擾，那時我們必需有比對比較小女孩更多的耐性，因為男孩或穿著較操作，能

 扣自己的褲鉑的孩子是很大錯的(假如他能十分正確的拉好他穿的衣服的釘子，

 為了使他能自己穿衣 好以拉鍊來代替鉑子。

你的孩子需要多久和什麼程度的家長的幫忙呢?那就要視家長的努力和孩子

 的智能不足的程度而定。孩子對於生理需求的控制及身邊的自理能力，即使是只

 有一點點的進步，對於孩子整個人格的發展是有幫助的。總而言之，孩子需要家

 庭的接納及更好的家庭生活適應。

 一、如廁訓練須知

實施如廁訓練前教師應知道下列事項:

 廿兒童是否充分攝取水分。

 □食物是否足以維持有規則的排泄週期的硬度。

 曰兒童是否有腦性麻痺、二分脊椎的醫學問題。

 如廁訓練時"逆向連鎖"比"順向連鎖法"好，較少引起混亂，且學習速度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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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學會大小便的先決條件為:

 廿括約肌(Sph^ncter musc^^)肌肉運動可以控制。

 □兒童能隨意大、小便。

 曰兒童會到廁所。

 如廁訓練的課程安排在後段較為妥。兒童沒有醫學上問題。兒童有醫學上問

 題將會影響自己大小便訓練的成效。例如尿道炎、泌尿異常、麻痺將使括約肌肌

 肉運動功能減退。教師要向家長確認兒童是否具備開始訓練力和意願。

 二、如廁訓練先決條件基本能力的評估

 年齡可以做為正常兒童是否具備"約前準備能力(^ea^^^es^)"的依據。幼

兒到了二十四個月~三十個月(-歲~二歲半)就可以沒有困難地接受如廁訓練

 。對殘障者而言，生活年齡不宜做為評估可否接受如廁訓練的依據。P．S．Sm^^h和

 L．J．Sm^th研究指出過二十五歲之智障者如廁訓練比未滿二十歲智障者如廁訓練慢

 。智障者施測文蘭社會成熟量表，成熟度二~二．五歲比成成熟度一．五~二歲

 者快。

如廁訓練先決條件如下:

廿膀恍控制能力如何?

 ]．我的孩子小便時一次尿很多量，或整天點點滴滴小便。

 2．他常常能保持長時間的乾燥。

 3．當他要大小便時，以表情表達或用他獨特的表達方法。

 □身體機能預備能力

 1．能否不用他人協助，用手拿起物品，由這一間起到另一間。

日學習預備能力

 能否聽指示摸指定物，例如指眼睛、嘴、坐下來、站起來、模仿動作、搜集

 相似的物品，非殘障兒童只要能完成上述的八項到十項，即可以開始如廁訓練。

 Sn^^^ (1978)建議殘障兒童能在每天某時段有規則地大小便就可以開始如廁

 訓練。

 輕度智障兒童的如廁訓練，開始年齡為二歲半。

 重度智障兒童的如廁訓練，開始年齡為五歲。

 Frederjcks (^975)建議幼兒齡一歲半至四歲，一天的小便次數為二次，即

 可以開始如廁訓練。

 安排家長晤談時，藉以了解有否醫學問題和他們的意願和接受訓練前之預備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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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能否經常保持
 I ^ 2/J^時的乾淨

 ｜
^寸

7"三

兒童能否保持褲子
的乾淨

不

不

 ｜
^寸

二乙

家長或病歷上有
醫學上的問題嗎

 ｜
^
中

正

看醫生

不宜開始如廁訓練
稍候^^^週再評估

 山	

 家長同並允合	一意作 一
不

7芭

不

上

定

開始訓練

稍候等
家長同意

二三

 ｜
小

 4．訓練兒童做上廁所的意累表示。這項訓練應在兒童經常使用廁所後開始實

 施。意思表示方法可用語言，非語言或用手指著廁所。

 □如廁訓練方法。

如廁訓練包括了下列多項技能:

 1．做需要上廁所的意思表示。

 2．走向廁所方向。

 3．解開褲子(假如有必要)。

 4．拉下外褲和內褲。

 5．坐在關桶上。

 6．在馬桶上坐穩。

 7．小便或大便。

 8．拿到衛生紙。

 9．擦拭得乾淨。

 10．離開馬桶"

 11．沖水洗淨。

 12．拉上內褲、外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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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洗手並擦乾手。

 如廁訓練方法可分為「傳統方法」與「改進方法」

 先觀察兒童會弄濕褲子的時間，以每15分^3^分間隔觀察，確認小便時間後

 ，在小便時間前帶到廁所。兒童能在廁所小便，即予增強物以資鼓勵。帶上廁所

 片刻內仍不小便，即讓兒童回到原來的活動。

 另一傳統方法是:訓練者在每固定的半小時，或每固定的一小時帶兒童上廁

 所，上廁所時能小便即予增強物，殘障兒童的如廁訓練較為費時。

 三、如廁訓練改進法

 這項方法是由Fred^cks對傳統方法略作修正改進的方法，其步驟如下:

 廿建立兒童小便、大便的時間記錄。

 □選擇合適時間做為如廁訓練的時刻。

 曰選擇如廁訓練時的增強物。

 凹進行訓練。

 皿記錄訓練歷程。

 因擴大訓練時間段。

廿訓練兒童做需要排便的意思;

 訓練期的十四天中，記錄每半小時段的基本資料，訓練者每半小時記錄兒童

 大小便的情況，場所(廁所或尿褲)兒童飲食的食物，以及是否保持乾淨。訓練

 者安排兒童在排便之前，事先帶兒童上廁所，應用增強物配合行為改變技術訓練

快速訓練法

 Foxx和Az^n (1973)發展手速如廁訓練法。

 對智能不足兒童實施快速如廁訓練法，約需四~六天，對正常兒童小需四~

 五小時，其驟如下:

 廿訓練期增加兒童喝的飲料量，如此，可以增加兒童小便次數以及訓練次數，

 運用增強物訓練。

 □蹲(坐)在馬桶上約十秒鐘。

 曰兒童一有小便，立即予增強，增強可用口頭稱讚或食物。

 刨兒童出了廁所仍然保持乾淨，即予增強。

血尿褲時的處理方法

 1用口頭譴責尿濕了褲子。

 2．趕快帶兒童上廁所，脫下褲子，蹲坐在馬桶上約一分鐘，站起來，拉上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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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帶到另一間。讓兒童看到弄濕的褲子。拿走褲子、洗乾淨，並晒乾。

 不可矯枉過正以免引發發脾氣、哭、以及其他情緒行為，因此要避免懲罰

夜間如廁訓練

 殘障兒童和非殘障兒童常在完成如廁訓練後仍然會尿床、尤其是男生更為顯

 著，甚至於持久到少年期。Ko^vjn (1975)研究指出五歲兒童的十七%，十一歲

 兒童的十一%，十五歲兒童的二%，會夜間大小便。

 Freder^cks (^975)研究，夜間如廁訓練的步驟如下:

 廿在就寢之前，上廁所，能保持乾淨即予增強作用。

 □就寢前二小時之前，減少喝飲料，能保持乾淨即予增強作用。

 曰同第二步驟，但如上，家長就寢前，叫醒兒童上廁所。

 凹在兒童會尿床之前，叫醒兒童上廁所。

 血叫醒兒童的時間，逐漸移到就寢或起床前。

 Frebe^^^ks等(1975)研究指出，夜間如廁訓練，有賴於重增強作用。

 大便訓練，小便訓練先用坐姿比站住為佳。在較後的時期學會需更上廁所時

 會達達。分散學習與密集學習均可行。夜間的排便訓方法可供參考。

 因穿著訓練前先評量以分動作(工作分析法)設計的能力檢核表檢核。穿著前

 之預備能力為手臂伸屈、平衡反應、抓握技能。穿著訓練應注意下列事項:

 1．穿著訓練宜在正常時間進行，訓練依易難度進行。

 2．指導家長選購衣服，學得的技能講究類似應用。

廿半身麻痺兒童穿著順序如下:

 1用手拿起襯衫，低頭穿頭，從頭部拉下衣服。

 2．先用好的一手操作，然後用另一手。

囚用雙手穿襯衫的分解動作:

 1用右手取衣左袖端。

 2．彎曲左手臂，同時拉出左袖子。

 3．在胃前從襯衫抽出左手。

 4．拉襯衫左邊高過左肩。

 5用左手取衣右袖端。

 6．拉下左衣袖，並抽出右手臂。

 7用雙手，從頭部拉出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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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穿衣褲訓練

 我們先談論脫衣服再談如何穿衣服，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兒，而原因不外乎

 脫衣服較穿衣服容易多了，假使我們能夠了解脫衣下鞋子或襪子比穿上它們容易

 ，那麼我們就能知道這個理由了，訓練智能不足的兒童首先是要教他們一些較容

 易的操作。

 大部分的小孩不需要母親的提示鼓勵就能夠脫下衣服，甚至母親不要他們脫

 下，他們也會脫下。例如在一個寒冷的天氣裡，您帶著一個小孩到花園去散步，

 雖然母親已發脾氣了，但這小孩仍然很快地脫下他的帽子和手套。有些小孩，也

 包括智能不足兒童，常視脫衣是種遊戲，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此動作，這也許是

 件很煩人的事，但卻有助於孩子學習「如何脫下衣服」。

 但要學會脫衣的技巧，那是一段漫長而困難的歷程，一個正常的小孩都要花

 好幾年的時間來學，而智能不足的兒童由於智力不足及動作笨拙等因素，他往往

 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學習。此外，有部份的小孩在不應該脫下衣服的時候，卻脫下

 了衣服。所以，其次還要讓這些小孩學習在適當的時間及適當的地點做一件事情

 小孩也將依序地學習各種單獨的動作，因此，學習的整個過程必須給予簡化

 。例如在學脫褲之前，要先學脫鞋子，在學脫襯衫或上衣之前，必先為會解開鈕

 扣。

 脫衣和穿衣主要包括下面幾個動作:向下拉、向外拉、捲起來、放下去等。

 在小還不能自主時，母親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母親要一面做一面說「脫下」、

 「穿上」、「捲起」，用這種方法教小孩、小孩會斷斷地將衣服與這些動作連結

 在一起。

 當您脫小孩的衣服時，也要用同樣的順序來做，同時在這過程中也請小孩幫

 忙您，例如您幫他脫鞋或襪子，已脫到腳跟時，就引導他的手來脫下它們、或讓

 小孩和您合作將褲子脫到臂部以下，然後坐下來，將褲子完全脫去而要將衣服從

 頭上脫下那將更困難些，要做這動作，首先要找件易於穿脫的寬鬆衣服來練習，

 然後慢慢地縮小衣服尺寸，希望以後他能夠穿脫較緊及合身的衣服。

後我們讓小孩能夠照著吩咐很熟練的將一塊兩邊縫合的布或圍巾脫下或穿

 起，(當然是脫下他所穿的衣服)。

 通常教正常的小孩穿脫衣服，必須讓小孩在每日的生活中都能做一遍，但智

 能不足的兒童需要作密集式的練習。我們必須提供機會，讓他每天練習許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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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需要以特別的衣服供他練習。我們可以用一個袋子( 好是黑色棉線編成

 的)，在袋子接近底部的地方挖一個大洞用來伸出脖子，在兩旁也挖出能容納兩

 手的大洞，這是訓練小孩穿脫襯衫、上衣或類似衣服初步練習的輔助工具，然後

 我們拿另一個袋子，在底部也挖出兩個大洞以伸出雙腳，現在我們可以練習穿脫

 褲子了^ —旦小孩子能夠穿脫這種大而簡單、寬鬆的衣服，我們就可以開始用他

 自己的衣服讓他練習。

 鈕扣、鉤鉤、拉練對小孩來說，都是難以操作的動作， 好在開始訓練練扣

 鈕扣時間用各種玩具，譬如用包著彩帶的小木棍或一些類似的東西，如在「一般

 訓練」那群裡所敘述的一樣，以遊戲的方式來進行。

 當小孩已學會將各種形狀的物體嵌入凹陷虞或將小木棍放人洞裡，那麼我們

 就可以製作一個鈕扣架，我們可以拿一個舊畫框，在畫框處，我們沿著其中一塊

 布的邊緣縫上大的扣子，而在另一塊布的邊緣上做出配合的扣子孔，一旦小孩能

 夠在這畫框上操作這些動作，我們就可以將他自己的毛衣或外套放在他面前的桌

 子上讓他練習，唯有在我們引導他做此操作之後，他才會扣夾克的扣子。

 現在我們拿另外一塊畫框，然後縫上另一種鈕扣，來讓他練習和扣鈕扣的技

 巧，我們也可以提供第三個框子，上面一一塊布有一些圓圓的小洞來讓小孩練習

 帶子，而練習打結，但這是一項煩雜的操作，必須等到小孩的發展到達等一程度

 才能進行指導。

 在小孩學會穿鞋以後，我們必須讓小孩能分辨左右鞋，我們可以在一隻鞋子

 的內面貼一個有顏色的標記，來告訴他這隻鞋子是屬於某一隻腳的。

 當然，我們要以一定的順序適當地指導小孩來穿衣服。

 教導孩子如何穿衣服，這是件極艱辛的事，而您的孩子是否能在這方面有成

 就，端賴您的努力及孩子的障礙程度如何而定，而且這還需要其他方面的許多技

 巧，有些小孩永遠不曾學會如何穿衣服，有些則能自己穿一部分，但也有小孩在

 若干年後，他能不需要任何幫助而會自己穿衣服。

 也許孩子學會脫衣服的過程會很慢很慢，因此我們在訓練孩子的時候，必須

 考慮這因素，孩子時常很緊張是否能做好，以致於沒有興趣繼續努力下去，此時

 ，責備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必須有一信念，認為穿衣服的學習，本來就是需要更

 多的時間來練習，而這信念也適用於智能不足的兒童學習。當然，在教導他學習

 時，我們可以在他和我們一起做或幫助著我們做，在這兒，我們又想起一個原則

 ;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不要替他完成。

 以事物的新穎美觀來激起孩子的興趣和自尊心，一個很小的鼓勵都有助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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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努力，而小孩很小心的整理他的衣服，讓他在鏡子前凝視著自己，注意自己乾

 淨的衣服和整潔的臉孔，看起來是多麼美好啊^偶而，我們也可以讓他瞧瞧自己

 是多麼醜陋啊^骯髒的衣服，邇遏的外表佇立在那兒。

 一般孩子能依氣候穿衣服，但智能不足的孩子不像一般孩子一樣能自己添加

 衣服，所以他們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感冒，由於他們不能及時的知覺自己感受，

 因此縱使他自己會說話了，但時常還是不能告訴您:他很冷、他們只是感覺到不

 舒服了就開始哭，淚流滿面，直到母親發現這孩子是否感冒了為止。

 不管這孩子是否會四處去動、他雙腿的裸露與否並不在於是否美觀，而在於

 他是否舒適，換句話說，不讓孩子穿得太多太溫暖，除非有這必要。孩子都喜歡

 靈巧些，讓他穿得太多，會顯得笨拙，而且由於好動而流汗，會造成他的煩燥，

 那麼就得將衣服脫下，讓他如穿著薄衣服般的行動自己，假使您的孩子穿著許多

 短褲和T恤衫，如同洋蔥似的一層又一層，他去動可能會很受拘束，因此我們要

 讓他多活動，以自然的方式來保持身體的溫暖。(許秀英)

 穿衣和脫衣定自理能力的重要項目，本節將討論發展順序，穿著衣服評量，

 穿著衣服機能，一般訓練原則以及合適的衣服。穿衣訓練以逆向連鎖法為要，當

 然另有其他方法。

 兒童學會穿衣服要歷經數年。學會穿衣服的順序為:

 廿先學會脫衣服。

 □而後學會穿衣服。

 Cohen和Gross (1979)研究，指出穿著能力的發表達順序為:

 7^12個月幼兒，扶著手或伸出腿，能合作穿衣著。

 2歲兒童能對袖口伸手，對褲管伸腿。

 1歲左右兒童會拉下套頭裝視衫，會拉下弄濕、髒的褲子。

 2歲的早期，兒童會脫下鞋子和襪子，2歲的後半，兒童會脫下他們穿的大衣

 和脫開前胸的衣服。

 3歲時，學會穿鞋子，襪子，褲子，大衣和開前胸的衣服。同時學會上鈕釗

 拉拉鍊、按鈕扣。

 4歲到6歲學會繫、結鞋帶。

 、穿著衣服基本能力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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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意的正確的手臂運動。

 動雙手。

 抓握、放開;穿著、脫下不同種類衣服時要運用抓握力。

 手、眼協調。

 靜態平衡。

 自動反應，原始姿勢反應。

 手握住家具站立，站立。

 社會技能，依吩咐動作摸仿學習技能。

 二、一般穿著技能訓練

 穿著訓練以在自然正常的穿著時間多佳。穿著如同進食，應需要時進行。例

 如一位年幼殘障兒童能在教室裡慢慢在穿脫衣服，即訓練加速穿脫衣服速度。有

 一天教師與兒童回家，當洗澡時間，教師教兒童如何脫衣服洗澡。在自然的洗澡

 時間脫衣服速度，比教室裡的脫衣服時間快得多。兒童在學校裡穿脫衣服機會不

 多，因此宜以訓練家長指導子女的穿著。

 殘障幼兒家長認為訓練子女生活自理能力項目中， 重要的項目，依序為如

 廁和飲食訓練，認為第二難訓練的項目為穿著(Lance & Koch 1973)因此，父

 母親需要獲得一些協助。

 配合教室裡的常規訓練，可含有穿著訓練，例如出入教室時穿、脫衣大衣、

 厚運動衣衫、上廁所時拉下、拉上內褲、午睡或室內活動時的脫鞋襪。穿著訓練

 配合兒童需要時刻實施，不必急。

 Cohen & Gross (1979)指出正常兒童穿著訓練以脫衣訓練先於穿衣訓練，

 因此，殘障兒童穿著訓練亦然，在沒有訓練穿衣服之前，不會訓練脫光衣服。穿

 著訓練時訓練穿脫用衣略為修改即效果更為佳。

 穿脫衣服比繫結衣服鈕扣容易做。有些衣服上的鈕拘、按式鈕扣、拉鍊太小

 且難操作，甚至於成人也難操作。這些上鈕扣、拉直鍊的訓練要在穿著訓練後實

 施。上鈕扣訓練宜先使用框架式衣上鈕扣或娃娃布偶衣上鈕扣實施。

 訓練穿著要注意對兒童的空間關係。例如你穿鞋子結鞋帶時，鞋子方向朝外

 ，當然兒童練習結鞋帶時鞋子亦要朝外。

 訓練穿著時所用服宜稍為寬鬆，訓練穿著後，改用合身的衣服，若穿著訓練

 要在教室進行，事先請家長準備較為寬鬆的衣服，存放在教室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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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衣服上原有的拉鍊、按式鈕扣，可改用有彈性的鬆緊帶。換言之，以選購:

 緊帶替代鈕扣衣服為佳，兒童較為容易穿著。

 □短統襪子比長襪容易穿對腳跟位置。

 日滑穿鞋子比需結鞋帶帶子好穿。

 熾按式子母帶比鈕扣容易操作。

 、穿褲子訓練

分解動作圖

 廿開始時，先幫助兒童將褲頭拉到臂部然後再讓他自己到腰部。

 □先將褲頭拉到膝蓋，然後再鼓勵他自行拉到腰部。

 曰當他學會將褲頭拉腰部之後，先幫助他將一條腿放進褲管，然後讓他自行放

 進另一條腿。凹鼓勵兒童將兩條腿逐一放進褲管。

 岡將褲子打開，然後讓他自己穿好。

 因 後，將摺疊好的褲子交給他，讓他自行穿好，並扣好鈕扣和腰帶。

 (將取自陳榮華1997.P.88 ;   Bensberg 1965.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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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穿衣訓練

 廿先將套頭的襯衫放進兒童的頭部，然後再幫助他將手分別插入衣袖子

 □空出袖子，鼓勵兒童自行穿進袖于。

 曰只將襯衫的套口放到頭頂部，然後讓兒童拉下。

凹幫助兒童學習將其頭部放進襯衫套口

 因 後，讓兒童自行能穿好襯衫。

 (取自陳榮華1997.P.89 ;   Bensberg 1965.P.l55)

結語(摘要)

 廿本章討論生活自理飲食人自己進食，如廁訓練、穿脫衣服訓練，可以在學齡階

 段設計教學目標實施。這些技能在生活常規中學習。

 □飲食、自己進食訓練時留意有否飲食問題。有問題時請教專家，選擇食物要適

 當，選用適當餐具，在適當時間實施，當做愉快的用餐時刻。訓練程序是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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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唇合在一起、咀嚼、用湯匙吃。

 曰兒童的排便訓練的預備能力(read^ness)包括小便、和大便的禁佳與排泄能力

 。同時要考慮病歷史、控制能力以及家長的意願，並注意下列事項:

 1唱間訓練比夜間訓練為妥，開始時，小便訓練先於大便訓練。

 2．小便訓練、蹲姿勢比站姿勢效果好。

 3．學會要上廁所的意思表示。

 4．分散式、集中式訓練法都可行。

1曲伸手臂

 2．平衡動作

 3．抓握

 穿著在自然的狀況下進行。協助家長選購衣服，訓練時使用簡便衣服，逐漸

 應用到一般衣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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