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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動作發展的策略與遊戲 

 

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唐美華 

 

壹、發展的概念 

     孩子的發展有部分是先天基因藍圖設定好的，有部分是後天在不同的環境

中學習來的，設計好的藍圖讓我們循著共同的順序與方向發展，如蓋房子，須先

蓋地基再一層一層的往上蓋，而形成房子的基本結構與形象，所以孩子的發展順

序有一定的共同性，尤其是早期（0-3 歲），我們也根據這樣的共同性來設定發

展里程碑，及分辨孩子的發展是否正常；而後天環境及學習經驗的不同，讓孩子

發展出多姿多彩的個別風格，如有些孩子沒有經歷「爬」的階段就會「走」，有

些孩子喜歡爬上爬下，所以在遊戲場的表現特別靈活，有些孩子喜歡玩幫洋娃娃

換衣服，所以自己穿脫衣服的發展也特別快，這樣發展的個別差異性，就如同房

子的裝潢，因應主人的喜好或需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計與呈現。 

我們想要協助孩子能夠順利的發展，我們必須知道孩子的發展有其共同的階

段性，也有個別差異存在。必須要(1)了解孩子發展的「順序」：每一個發展都有

其意義性及貢獻值，並非一觸可及。且發展的順序其實就是孩子獲得技能從簡單

到複雜的順序。因此，照著順序引導孩子，會較有效率，也不會因為要求或挑戰

的不適切，而造成孩子及引導者的挫折感，甚至影響親子關係。(2) 「了解」與

「尊重」孩子的個別性：我們還必須了解，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

「了解」，才不會將孩子的個別性誤解為不正常，要「尊重」，鼓勵孩子發展出精

彩的個人特質，且能培養孩子適應不同環境的彈性與接受不同挑戰的自信。 

    以下先針對何謂粗大動作與精細動作發展作簡單的解釋，再描述各階段「共

同」的發展重點，最後舉例說明，如何設計與分級居家能運用的遊戲活動以促進

動作發展。 

 
貳、促進動作發展的遊戲 

一、 促進平衡反應、兩側協調與動作計畫能力的遊戲：以球類運動為例 

適用年齡 活動設計與目的 活動調整 

1～1.5

歲 

推著球走(球高約在

孩子的胸口) 

促進扶著東西走的

平衡 

扶著孩子的手推球走，以提供孩子支撐及控

制球的速度與方向→支撐減少(如只輕拉孩

子的後衣領)→控球減少(如只有危險時才幫

忙控制)→孩子自己控球(推的速度漸快)→

控球漸佳(能在不平的表面推動，如：能推過

小障礙物) 

1～2 歲 站姿下互推大球 

促進放手站姿的動

態平衡 

一位大人在孩子身後，帶著孩子的手推球，

提供必要的支撐，引導推球的時機與方向，

另一位大人餵球→讓孩子自己停住球且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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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姿，大人僅在危險時提供支撐，引導推球

的時機與方向→讓孩子自己停住球、維持站

姿平衡、推出球並維持站姿穩定，大人僅在

快倒時提供支撐→能推回較強的球也不倒

(餵變化球，不要變化到需要跨步) →能跨一

步去推回變化球也不倒(餵變化球，範圍加大

到需要跨一步) 

2～6 歲 丟小球到固定目標 

促進上肢的動作計

畫與協調性 

(2～3歲)孩子能將球向下丟掉→孩子能手舉

高過頭將球丟出→(3～4歲)要求孩子將球丟

給某人(朝指定方向丟)，距離越來越遠→(4

～6歲)要求孩子將球丟到指定目標→距離越

來越遠，目標物越來越小→能站在不穩的表

面(如：軟墊或搖板)接球，能接住變化球(需

要移位才接得到)或快速球，能丟中會動的目

標物 

3～6 歲 丟接球(球越小則越

難，3～5歲，可以先

從丟接足球般大小

的彈性球開始→4～

6歲，丟接棒球般大

小的彈性球) 

促進手眼協調 

(3～4 歲)一位大人站在孩子後面，扶孩子的

手引導其丟接球的方向與時機→讓孩子自己

丟球，僅在接球的時機點輕碰孩子的手，引

導其動作的計畫→能自己丟接彈地球→(4～

5歲)能丟給對手並接變化的彈地球→能與對

手丟接不彈地的球→(4～6 歲)丟接球時，與

對手的距離越來越遠，範圍與速度的變化越

來越大→能自己丟球到牆上，並接住反彈的

球 

4～6 歲 拍球(球越小則越

難，可以先從雙手可

環抱大小的彈性球

開始→足球般大小

的彈性球) 

促進手眼協調與兩

側協調 

雙手一起拍球，大人扶孩子的手，引導其拍

球的時機與方向→大人僅在拍球的時機碰孩

子的手引導→孩子自己雙手拍球(大人可以

用口頭指令引導拍球時機)→自己單手拍球

(大人帶著孩子的手引導→碰觸提醒→口頭

提醒時機)→雙手交替拍球→依指定的規律

雙手交替拍球(如：右手拍兩下然後左手拍一

下，如此交替) 

4～6 歲 藉由工具玩球，如：

打棒球、吸盤球… 

促進手眼協調、兩側

協調與動作計畫 

用較短較粗的球棒打上拋的好球→球棒漸趨

正常、距離漸遠、球的範圍漸大、球速漸快

→孩子站在不穩的表面(如：軟墊、草地或搖

板)打球→要求孩子將球打往指定方向 

 

二、 促進掌內操作技巧的遊戲：以投存錢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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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年齡 

活動設計與目的 活動調整 

1.5～

2.5

歲 

一次拿一個錢幣投入存

錢筒 

促進手指抓握及配對的

因果概念和空間關係 

大人拿較大的錢幣給孩子握住，調整洞的方

向協助孩子將錢幣投入→錢幣較小漸光滑，

洞較小，變換洞的方向→孩子自己拿起錢幣

投入洞中→錢幣漸小，放錢幣的表面漸光滑

(如：軟墊上→塑膠桌面→木質桌面→玻璃桌

面或金屬表面)，就越難 

2～3

歲 

一次放一個錢幣在孩子

掌心中，將錢幣從手掌

心推到手指，將錢投入

存錢筒 

促進掌內平移操作能力 

先將錢幣放在手指根處，讓孩子在不用另一

手協助，且不將錢幣放下的情況下，將錢幣

從手掌心推到手指，將錢投入存錢筒→錢幣

越放越到手掌心，錢幣越來越小，就越難 

3～6

歲 

孩子自己一次拿 2個或

以上的錢幣，再一個個

將錢幣投入存錢筒 

促進掌內平移操作能力

及手指個別操控能力 

孩子自己一次拿 2個或以上的錢幣到掌心

中，在一個個將錢幣從手掌心推到手指，(其

他錢幣握在掌心中，不用另一手協助或將錢

放下)將錢投入存錢筒→錢幣越來越多，錢幣

大小不同，放錢幣的表面越光滑，就越難 

 

伍、執行(促進動作技能)居家活動的原則與策略 

一、 了解發展的順序與難易調整的原則： 

了解發展的順序才能知道孩子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為何，以能提供適當

的挑戰，適當的挑戰能避免挫折且能提升動機。動作發展原則為： 

1. 從「頭」到「腳」—我們先能夠控制頭頸的動作(在趴姿、直立姿勢、

仰臥姿勢下控制頭頸能抗地心引力抬起及轉動)→軀幹的動作(翻身、

坐姿、四腳趴姿、跪姿及站姿時能穩定軀幹)→骨盆控制(腳不著地的

坐姿、爬、跪姿、站姿時的動態活動)→四肢的技巧(行走、跑跳、操

弄物品、丟球…)。 

2. 「一起作相同的動作」到「個別的控制」—如：手指一起握東西到只

用前 3指握東西；雙膝跪姿到單膝跪姿；「兩手作一樣的動作」比「兩

手作不同的動作」要簡單。 

3. 動作向度從單一到多重—動作向度有 3個，前後、側面(遠離或靠近軀

幹中心線)、旋轉，只用到單一向度的動作較早發展也較簡單，綜合越

多向度的動作其技巧越複雜，如：「維持坐姿」比「從躺姿轉換到坐姿」

要簡單；「手往後舉高再往前丟球」比「綜合了身體旋轉的丟球」要簡

單；寫「｜」比「/」要簡單。 

4. 「靜態」到「動態」—先學會靜態的控制，才能勝任動態的控制，如：

先會「放手站」才會「站著玩互推大球」；先會「原地跳」才會「連續



 4

往前跳」。 

5. 運用「單一肢體」比「整合多個肢體」要簡單—如：「單手拍球」比「雙

手交替拍球」要簡單；律動活動「只動手或腳」比「雙手雙腳交替動」

要簡單。 

6. 越是要求方向、順序、速度、節奏的精準度的動作越難—如：跟著節

拍律動，方向變化越多，節奏變化越大，參與的肢體越多則越難；「將

紙剪成一半」比「按照線條剪紙」要簡單；「單腳跳往前跳」比「跳房

子」要簡單。 

二、 漸漸減少提供的協助量與種類： 

在孩子剛學某項動作技巧時，先提供孩子較多量的協助，並藉由多感官

的學習管道，待孩子漸漸學會時，協助要漸漸減少，才能獨立執行並熟練。 

1. 學習的管道有很多，最常運用的有：動覺、觸覺、視覺與聽覺，從具

體(簡單)到抽象(難)的順序為—動覺(肢體協助，帶著孩子的肢體作，

讓孩子知道動作的方向、順序與力量)→觸覺(只在關鍵點觸碰，以提

示方向或順序)→視覺示範及提示(作給孩子看→用手指出關鍵方向或

順序)→口頭提示與指令(用口語指令提示孩子動作的種類、方向與順

序)。 

2. 協助的量：全程協助→部分協助→間歇性的協助→完全獨立。 

三、 居家活動目標要與功能及最終目標結合： 

跟治療師一起討論所訓練動作的目的性與功能性，該如何運用，不要僅

僅著重在訓練孩子的單一技巧，要考量訓練此動作技巧的實用性與功能，如

此，孩子才能將所學技能實際運用。如：在治療室用堆疊積木或插棒來訓練

孩子手指抓握的技巧，目的是讓孩子能用此技巧拿好湯匙吃東西；能有技巧

的操弄玩具或培養扣釦子的能力；在治療室用平衡板或平衡木來訓練孩子的

平衡，目的是讓孩子能跑跳或在公園玩時較不會跌倒。 

因此，在居家環境中，家長不需急著扮演「居家治療師」的角色，在家

重複執行治療活動，可以跟孩子的治療師一起討論，如何將孩子治療目標與

日常功能結合，且治療的最終目的不也是希望孩子能勝任其角色所需的任

務，這些任務就包含：執行生活自理活動、遊戲與學習任務。因此，居家活

動正好將治療室所學的這些技巧運用在日常的功能性活動中，並藉由執行這

些活動來熟練技巧。以免只顧著訓練單一技巧，卻忽略了最終目標。 

四、 在自然環境中練習能讓技能更為熟練： 

所謂自然環境，就是真正運用及執行這個動作的環境。如：在治療室練

習使用湯匙舀小珠珠，其運用此技巧的自然環境，可能是在家裡、幼托園所

或外出到餐廳用餐的環境。不同環境會提供孩子不同的挑戰，能讓孩子練習

如何應變及類化所學技能，若在不同的環境中都能運用，才是真正學得及熟

練此技能。環境包含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舉例說明如下： 

1. 物理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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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獨立進食來舉例，如：湯匙的樣式(握把粗細、匙深、匙深與

匙柄的角度、匙面大小…)；乘裝食物的容器的樣式(材質、深淺、

有無扶手、甚至顏色、形狀…)；食物(軟硬度、濃稠度、粗細、

色香味…)；椅子(高度[與桌子的相關高度、孩子的腳是否能著

地、成何種角度]、寬度、深度、材質、扶手樣式…)；走動空間

(障礙物的多寡、寬度長度、有無高低差、週邊設備的穩定度[在

支撐或手扶到時是否會移動]、變動性[是否有不預期的東西在路

徑中]、支撐物的高度與支撐面…)。 

(2) 以遊戲為例，如：不同的玩具的特性(聲光、顏色、材質、形狀、

大小…)；操作方式(操作方向、力道、順序、規則…)；放玩具

的位置 (因應玩具放置位置，要取得玩具需要不同能力，如：爬

高、跳下、鑽到設備下、蹲低、打開抽屜或容器…)；執行空間

或設備(靜態遊戲[桌椅的高度與操作空間，會影響採取的姿

勢]、動態遊戲[有無足夠安全的空間及地面的平整程度，對平衡

與協調性的挑戰不同]…)；移動動線或空間的不同[與(1)中的變

化相同]，對移動技巧、平衡與解決困難能力的挑戰會不同。 

2. 社會環境的變化—(1)引導者：引導者的提供多少參與的機會(主導

性)、策略、要求(規範自由度或要求品質的程度)、關係、協助量、

互動方式…。(2)干擾者：較沒有互動的其他人(餐廳其他用餐的人、

一起用餐的家人或親戚、同學…)的動作、行為、音量、互動方式…。

(3)同伴：一起完成活動，較多互動的夥伴，如，玩伴、一起分碗筷

的同學或同儕，同伴的主導程度、溝通能力(對孩子發出訊息的反應

[能否了解]，能否發出清楚的訊息)、情緒的穩定度、處理問題的方

式。 

3. 舉例比較—如：在治療室中練習進食技巧，其環境已經標準化，挑

戰最小，在幼托園所進食就比在家進食具有挑戰性，雖然同是熟悉

的環境，然而，幼托園所中老師無法提供一對一的即時協助；用餐

有時間限制；其他同學的干擾很多變；移動空間中常有不預期的東

西…，在餐廳進食主要是物理環境的挑戰較多變。 

五、 著重孩子遊戲者的角色 

遊戲是兒童的基本人權之ㄧ（與營養;居住;健康照護及教育權同等重

要）。“玩”是人主要的角色活動(日常生活活動、工作/學校活動、與休閒/遊

戲活動)之一。試想，我們若被剝奪休閑娛樂生活，對我們的心靈有何影響!?

因為孩子尚未發展成熟，所以孩子的遊戲還肩負一個重要責任—學習與發

展。也就是說，孩子除了日常活動(進食、穿脫衣物、盥洗、睡眠…)之外，

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玩”。 

所有的孩子都會“玩”，孩子藉由遊戲學習與認識他們自己及週遭的世

界。透過觀察孩子玩，就像透過窗戶了解孩子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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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功能：（1）探索及了解環境，並發展與環境互動的能力；（2）學

習成人及兒童的角色行為；（3）提供孩子成長及發展的機會，以學習動作、

社會互動及情緒的能力和技巧；（4）想像世界（抒發現實層面無法處理的事、

發展想像力與創意）；（5）人際關係的基礎及建立；（6）發展興趣及培養集

中注意力、解決問題和判斷力的技巧。 

孩子「玩的技巧」與「是否玩得開心」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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