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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肆、生活照顧篇

接受在家教育的學生基木上的學習方式和大部份學生沒

 有差別，只是需要老師多花些心力去設計與執行教學方案"來

 幫助他們學習和威長。這些學生通常被稱為特殊兒童，而針

對

兒童所發展的教育理  目『是特

云
日

 兒童的需求，特殊兒童的課程設計

 活照顧及家庭輔導等方面去探討，

 師有所助益。

本文試就特殊

特殊兒童的居家生

望對在家教育的巡迥教

學

特殊兒童的需求

每

緒的需

個人才

理化能

 覺、情

可分為

的發展

能會暫

當的幫

侶
匕
匕

么
日

 身
。

時
助
不

和 需

 念，而

在

份及主

何幫助 且

體

 或
，

同
協

出
訂

被
父

 人，包括特殊兒童，都有學

 以及身體和健康的需求。只丰

 康愉快的生活。學習的需求

 判斷及應用新知識。社會和

 自我發展和人際關係。至於

 的生長和戚熟，大小肌肉能

殊兒童由於他們不同的學習

終其一生無法滿足前述三大

 他們仍然可有認知、感情及

兒童的學習特徵及

 ，巡迥教師可從木

 一個介入方案的基本架構。

 介入方案時，可依據表中各

 影響的生存技能、 迫切的

母或照顧者來指導他們學習

習的需求

滿足這"三

又可細分

情緒的需

社會和情

項需

注田

型煩搽

的需

 、合

則包含感

 身體和健康的需要貝U

力的獲得

特徵和障

 需求。但

身體發展

主要被

表申獲得

及各種感官

 礙程度，可

如能給予適

 的潛能。表

影響的能力

個完整

類特殊兒童的障礙部

需要三方面來決定如

 。不過有些孩子他們

63



生活照顧篇

被影

影

 的生存技能是無法完全恢復的，因此教師應忽略其

的 匕
匕

么
日 而儘量發展其朱受影 的潛能

特殊兒童的課程設計與教學

兒童

們的

的事

在過

法學

嚴重

課程

木扶

力或

礙程

(^)個

 □教

 他
長

如
，

任
他

，
，

業
 ，
威
，
去
習
，
時
能
學

 在家教育的特殊兒童，大部份是重度發

 們在肢體、智能及行為上都受到很大的

 和學習都非常遲．緩，即使對一般人而言

 吃飯、上廁所，他們都必須花很長的時間

 我們常忽視這群兒童，都認為以他們的

 何技能的，事實上不管這些兒童的障礙

 們仍然可以學習一些特殊的技能。巡迥

應以訓練發展特殊技能為主要學習重點

 如基本溝通、控制大小便、自己進食等

 的課程。巡迥教師應先評估兒童的學習

度和兒童的需要訂定教學目標設計教學

介

別化

注重

的自

教材

 齡。

多與

長期

可能

學原

先清

會的

對於

 教學設計(基本的、共通的原則)

功能性:功能性的技能是指該兒童在目

 然生活環境中所會用到的技能。

活動必須適合學生的生理年齡而非智力

 無障礙的人來往、交流。

 訓練目標是希望他們能在社區中生活、

 不需依賴他人。

展障礙

 限制，

非常容

來學習

能力是

程度有

教師擬

'即 ，亦

 。而非

特徵和

方案)

前與未

發展的

的
他

無
多

定
基

智
年

 工作，儘

 楚瞭解學生目前所具備的技能，即兒童現在已經

 技能。

 所要教的技能必須具體的界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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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些更小的

匕
匕

么
目 並且按照所需學

能讓學生及家長或照顧耆

 ．
︶
須
式
 
改

然
必

方
 
要

 亦
，

的
 
否

長
確

罰
 
是

家
正

懲
 
解

對
不

用
 
瞭

 。
︵

若
使

 
以

 序
．
對
。

兔
o
i

程
不
勵
避

 
了

 學
．

對
鼓
而
 
步

 教
蝴

如
，
 
進

 的
伯
，
次

。
否

 的
楚

他
強

一
會

是
．

 教
清
碰
增
教
機
，

戚
 
耍
供
抖
予
再

的
應

 析
。

所
提

，
給

法
習
反

學

能
排

須
並

斯
立

的
己

童
分

好
將

且
讓

即
方
練
的

Z
Z

 技
安
必
，
必
應
確
．

自
兒

。
的

序
師

解
師

確
正

童
意

學
教
順
教
瞭
教
正
供

兒
注

教
呼

要
的

迥
和

迥
果

提
給
時
法

把
習

巡
道

巡
如

吹
多

時
方

 c
 
 
d
．
e
 
 
 
 
V
g

土
戶

再
變么

"

 日教學步，歇

 巡迥教師在決定教學內容時，應依循以下五個步驟

 a^把課程內容分類於以下四個領域中

為許多刀

綢之活動

其能參與

 0家庭生活。0休閒;

 b．確定兒童所需學習的;

 境中操作。

 c．把以上之環境再細分

 d．在各小環境中決定相

 e．決定各種所需之扶能伯

 以下就「祖母的家」為例說明:

几臥室:

(1)準備睡覺:

 0找到臥室。0進入臥室。

 應放置的地方。0找到睡衣

 床。0拉開被子。(9)上床。

叨起床/穿衣

 OT床。0找到及選擇要穿

能
的

技
樣

業
麼

職
什

6
在 。
會

活
來

生
未

區
或

社
前

8
目

 樂
^
M
d

 A
日

環

個活動(相關活勸

 兇衣。0把衣服放

 0穿上睡衣。0找

 蓋上被子。

在
到

 、
衣 睡衣

 睡衣放好。0換上衣服穿好。0整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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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開臥室。

三浴室

(1)刷牙/洗臉

到浴室

膏牙刷

臉毛巾

皂歸位

取牙

洗

(2)梳

子
上

沉
面

頭

VlL

廁

 C^進入浴室。G^找到洗臉槽。

 0刷牙。0把牙刷牙膏歸位。

 洗面皂。(8)^洗臉洗手。0把毛

 (ED^離開浴室。

吞

下
便

匕
田

山
 工

斤
｜

 到浴室。(?)^進入浴室。^^找到梳子。0

 頭。0把梳子歸位。O9^離開浴室。

所:

 到廁所。0走向馬桶。^^掀開馬桶蓋。

 子。0坐上馬桶且儘量靠背坐。(5)^排便

 小便)。^D^/^衛生紙擦淨屁股。(9^按水

 ̂(9^拉上褲子。^^洗手。(lD^離開廁所。

山
小

^^^^
日召雀兄

拉
大
淨

 Q
︵
沖

 三、居家生活照顧
特

要更多

障礙的

賴他人

看護常

康的學

(-)居住

 A．臥

 B．盡

的引

孩子

的協

識

 而，

習和

環境

房需

量避

時遇

 童由於發展障礙的影響，使他們此一般兒童需

 導來發展一些自我照顧的技巧。有些重度發展

 ，因長期臥躺床榻，自我照顧的扶巧可能需仰

 助(部份或全部)，因此照顧者需具備豐富的

 細心、耐心的教養殘障兒，使他們快樂的、健

 生活。

 光線充足，通風良好，且溫度與室溫適宜．。

 免樓上的房間，可避兔照顧者上下樓的辛勞，

 到必須移動兒童到樓下時也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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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C．臥房布置應注意到兒童的需求與舒適，兼顧看護者的

 便，更應保持清潔

床鋪應選擇大小合

 加護欄。

 遴免滋生蚊蟲。

 高度恰當，且注

安 必

方
 
 
時

 口
卜

」
口

卜
@

被子宜經歌

左
夕

吸汗

 備些軟硬、形

及易於清洗的棉織

 、大小不同的枕頭

 口□

以供支持身體

 各部位使用。 好採用較易清洗的。

 G．床上

 。
木

力

 為使臥床或可坐起的兒童在床上活動，

 進姿勢的舒適及血液循環良好，可利用家中廢棄的

 做威各種支架;如靠背架，床上桌等。

么
氏

^^^

促
箱

^^床頭或易於操作的位置 好裝一個按淦

人
- 兒童遼而

助

)4匝

另沒

 時可按鈴通知照顧者。

人衛生:

展障礙兒童的衛生習慣培養與正常兒童一樣不可忽

 良好的衛生習慣，可增進身體的健康。長期臥躺的

視

里

A

 應細心、耐心的照料，使兒童看起

 喜愛。因此漱洗更衣、沐浴、洗頭

 ‥等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課題。

口腔衛生重點在於刷牙和飲食管瑾

伯

 常兒一般，

頭髮和指印

前
刀

參
夕

小

應依兒童的

 即
封
幾
□

多
方
缺

腔
行

體
用
哦
許

童
有
口

 進
身

利
目
。

兒
圍
潔

的
和
可
做

柄
使
範

清
 快
部
器
制

把
，
動

到

%

愉
頭
口
圈

的
柄
活

達
 勢

鬆
童
撐
皮

刷
把
手

。
 姿
輕

兒
︵
橡

牙
刷

的
補

 種
要

4
。
或

般
牙

童
彌

足

何
只
穩

嘴
布
一

變
兒
以

 取
，
夠
開
紗

變
改
如

予
 採
定
能

張
上
改

來
。
柄

及
而
該
童
套

可
用
效

刷
 作
圍
應
兒
，

便
可
有

的
操
範
置
幫
板

方
都
更

刷
處
之

位
器

舌
上

西
來
牙

何
制
作
口
壓

作
東
起

長
在
限
操
撐
或

操
小
刷

加

 礙
的

用
棍
了

的
，
應

牙
障
好
可

棒
為
申

拿
則

 刷
及
良

e
 
 
 
8

 問
F

匕
匕

么
月

家
便

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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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如下

 即可。

 臥躺的兒童需要照顧者幫他刷牙、步

 ．八要求兒童把嘴張開(或用擋口器)。

 八持續張開嘴五秒鐘。

 八照顧者刷其左上半牙齒。

 八讓兒童合上嘴休息一下。

 八再張開嘴、重覆上列動作，直到牙齒全刷乾

 八漱口杯靠近兒童的嘴，讓他低頭或側一邊

 口，幫他擦淨嘴。

 食管理:減少攝取易造成蛀牙之食物。

 要時可向牙醫請教口腔衛生問題。

 :可利用床上洗頭槽操做(長期臥躺者)。

 :床上擦拭或利用輔具操作(如沐浴椅、止滑

 扶手把等)方便而省力。

 :如一般馬桶無法使用者，可用馬桶椅，馬桶

 加高器;臥躺者可用小便壺、尿袋、便盆等

 面上也有坐輪椅使用的便盆，坐在輪椅上即

 很方便，可兔抱兒童上下之累。

:移動對重度肢障的兒童 非常重要的工作之

 肢障者經常需要搬動他，移動他，及把他固

 臥於一處以完戚其他課題。家申的擺設必需注

 是移動兒童的簡單程序。如此兒童知道大人

 ，並在此程序中教導兒童放鬆肌肉，以兔肌

 化。

 觸:碰觸兒童，告訴他你要移動他。

 通:用適當的語言或手勢告訴他，你要帶他

 兒去。

 c．預備:要求兒童放鬆肌肉，這樣你才好搬動他

 。
漱

淨
躺

 b．飲

 c．必

 B．洗頭

 C．沐浴

浴室

 D．如廁

馬桶

在市

 作、

臣移動

童度

於或

以下

什麼

型惡

 a^接

 b．滷

現
操

 。
可

定坐

 音．。
 ，心"

要做

肉畸

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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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d．搬起:若

 近床沿，

他的膝下

 e．移動

當

 f.重新安置

下一活動

安置的方

 的姿勢，

 g^-個姿勢

張;疲勞

日常生活

肢障者的

 的姿勢，

巡迥老師

的運動方

且儘量靠

隻
一住手力

 他此時躺著，先把他移動威坐姿

 然後把你的手臂繞著他的背，另

 ，再搬起他。

 移動他時，將他的臉部面朝向外側而非朝向

 如此他可看到他要去的地點。

 :將他放下，重新安排他的姿勢

 ，並告訴他下一活動要做什麼。

 法，擺位要對稱、較穩定、且盡

 這樣不但好看、且討人喜歡。

 不要持續大久，以兔因不舒適而造威肌肉緊

 ，然後進行

這裡應特別
 啟，

里 俊正喘

岱
體
以

口木
力

匕
匕

么
日

 中各種姿勢都要注意擺位，不可

 肌肉原本就畸型，如加上長期臥

 他們的肢體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應配合專業物理治療師找出 適

 式、及挑選適合這些兒童的輔助

 、三角椅、站立架、矯正鞋、矯

 …等。且儘可能及早設計出一

 這些兒童，以期他日後可能獨立完

 如自己吃飯、上廁所………。"．

 忽略，

躺及不正確

因此家長或

合這個兒童

器材如助行

 正鞋墊、身

些教導程序

威一些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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鑣;  生．活照顧篇

 四、特殊兒童的家庭輔導

特
解
家
化

多

對
瞭

廿

家庭

殊兒

是
里
兒

妞:
一

北
日

景

的
親

父

昭

家庭

或
親

戒

母

)家

列三點來

 A^凝聚力

上
^^口

力
^^^^

 @N刪7八

通
通
個

力
功

 在家教育兒童的學習場所(教室)。巡迥教

 的家庭瞭解，有助於輔導對象介入方案的達威

 童的家庭，可考慮下列幾個層面;

 :瞭解家庭威員的多寡，各個戚員的特質、

 價值觀和信仰對殘障兒的影響。例如一個戚

 ，殘障兒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可以做為

 顧者指導學習的地方。一個終日在外忙於家

照顧教養殘障兒的責任可能全落在母親的身上

的互動作用:評量家庭威員的互動作用可分

 說明。即凝聚力、變通力和良好的溝通力。

 指家庭戚員間的親疏關係。

 是指家庭的穩定性和應變緊急情況的反應。

 是指家庭戚員間的開放程度。

 能健全的家庭，是一．個能夠保持家庭威員間

市自
 文

員
父

計
。

下

 凝聚力、變通力和溝通力三個層面上取得平衡的家庭

殘障兒

 考。

 凝聚力、變通力及溝通力各舉一

 教學輔導威效的因素，以為巡迥

說明其影

師教學之

家
明
擬

住
地

︶仁

膽

家
足

家
方

介

 的功能:家庭要能提供各個威員的需求，以表三

 庭所需具備的功能。瞭解兒童家庭後，巡迥教師

 課程教學設計之初，就應先評估0兒童家庭作息

 劫枯。0瞭解父母對兒童的期望及需要幫助 環境設施。

 (經濟的、社會的、子女問的、殘障兒箏的需求)

 入方案儘量生活化。0不要增加家庭功能的過多

 0可讓家庭所有威員參與輔導殘障兒學習。0協

參

既

及
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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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何家庭

壓力

 合，

還有

還有

教學

巡
顧

、

去

 滿足發揮家庭功能的需求。

 力源:家中有一個發展障礙的戚員，對家庭產生的

 父母、兄弟 以及整個家庭

對
趟
迥

包括(她)

父母的影響

自他們與人互動上所帶來的社會與情緒上的

 外的醫療負擔等。巡迥教師了解家庭壓力來

 程中，也應列入排解壓力源的輔導。

 教師對特殊兒童需求、課程教學設計、居家

 家庭輔導有了初步的概念，對其在家自行教

 行，應有所助益，且勝任愉快。

整

 不只是他們每天照顧上的身、心問題

負擔

源後

生活照

育工作

"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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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互動作用的評

 母親以發展陣礙兒童為中心，全力關慷照顧，久之忽

 略家申其他戚員，導致戚員間關係疏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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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放而誠實的溝

 決問題。

 通，有助於解決家庭的衝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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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峭，殊媒^^u．一""	．仁．n浙升決樹^．仿小．一"""""""	□-‥五二尹．-;竺，竺，．竺呵，'半．尹;"．枕．．尹					撮主要。的．．．描．'求		

 		"游""力t立且	自找生活能力	移勒能力	人隙朋．係	悻鬥	卜	險""	是約貶
 足丁｜扎匕^^。	認知悌破	X	X		X	T	X	X	
 拌背悼械	呻""。"	X		一	X	X	X	X	
 汕;叫;靶礙	口姦知或生哩	X			X	X	X	X	口
 恃緒悌礙	感恬啼椒				X	X	X	X	
 胰咄伸械	夜．"，""	X				X	X	五--	一""一
 卜川毗悌械	月乞^吉．1^堆硝廷		X	X		竺--	X		一^^」

 丁于^^旺卡7f^扛月回;i沁陡	生理啼礙		X	X					一一"""
 濕'"^口十刊徙	多湮憚收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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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篇

表三家庭需具備的功能

 家．．．．‥庭．．．，功．．．．．．，．能		
 朵理j涕芽、	咄^且侷身	休息和恢復體力
 卜吉收人	買食物和準備食物	tAfpf H^MJ^fr
 山上帳單和存錢	買衣服和準備衣服	。""乙
 處理投貸	保持健康	%lkfr%lk.%%
 卜仟險	安全和保護	
 卜瞥得零用錢	交通	
 花費	房屋的維修	
 社會化	自找定燕	清感
 厄妄人人&勺%坷4系	姪立自我認同和自我形象	養育之愛
 \tim±t&^	認清優勢和弱勢	、方同伴愣同几巧;""一"
 一	$?$	親密關係
 		表達感情、""""""
 一"抖	一	J了舀&業"一"
 。"一	?#$L#i$A&f	咋一"^""
 。乙	。"二	^l! ^^ ^^^ A職業道德和發展""""
 #M**t#fp!HI	。"一	呻比業興趣和問題的支持""@@@
 。叫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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