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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甚麼是書寫前準備能力及其重要性 
    書寫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同時具備許多能力，包括：精細動作控制與

靈活度、感覺與動作整合、新動作學習及一連串動作規劃的動作計劃能力、

語言及閱讀能力、記憶及組織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這些能力要能運用

在書寫活動，並不是到了入小學(有許多書寫相關的課業學習及任務)時才開

始，孩子從出生就開始慢慢準備與不斷的練習著。 
    書寫前準備能力是孩童開始會書寫的基礎，在此之前需具備握筆、操控

筆、畫出平順的線條與幾何形狀、塗色、畫畫、寫數字、注音符號…等能力，

孩子會依一定的順序學會及熟練這些能力。 
    小學生學校活動大約有一半跟書寫有關，東方文化對書寫任務的要求更

多且重視，書寫所需的能力若尚未準備好，孩子在寫出可辨識的字或跟上班

上的課業要求可能會有困難及挫折，進而影響課業表現與自尊心。因此，書

寫前能力若沒有準備好，常造成孩童入小學後的適應問題。 
    本篇文章在介紹入小學前書寫需具備的能力、發展順序及熟練這些能力

的居家遊戲。若發現孩童的表現明顯未達同齡孩童的發展，或完成幼稚園的

書寫、畫畫、勞作…等要求有困難，則需尋求專業職能治療師的評估以釐清

造成的原因，才能找到適合有效(對症下藥)的策略來協助孩童。 
貳、 書寫前需具備哪些能力 

    書寫前需具備哪些能力包括：慣用手的建立；掌內操控能力；手部肌肉

力量；兩側整合；握筆能力；畫線條與形狀；認識數字、注音符號及國字；

視知覺；計畫及順序。由於後面 3 種能力與認知能力較有相關，相對較為複

雜與多變，本文章僅針對前面 6 種(與動作控制及視覺動作整合相關)能力作

說明，並舉例常見的[可能出現的困難]及[策略/活動建議]。 
能力 說明 可能出現的困難 策略/活動 
慣用

手的

建立 

大腦左右分工的發

展，在 2 歲開始會

有較偏好運用的慣

用手出現，但仍會

換手運用。到 4 歲

需建立成熟(使用

工具時會固定用某

一手) 

1. 左右分辨較困難，

如：穿脫衣物會左右

顛倒、律動活動較跟

不上(兩側肢體運用

較不協調)、畫包含斜

線的形狀(／、△、

╳、◇)發展較慢、寫

數字或注音符號常

左右顛倒。 
2. 使用工具(剪刀、筷

子)的靈活度與技巧

1. 尊重孩子自然發展

的慣用手，不隨意更

換。 
2. 玩分辨左右的遊

戲，如：學領袖(左
手摸右邊耳朵、學大

象鼻子)。 
3. 玩數字筆劃分邊遊

戲(將數字筆劃往右

<2,3,5,7>的寫在右

邊的格子，往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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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 <4,6,8,9>寫在左邊)。 
掌內

操控

能力 

東西在手掌內移

動、轉換位置與轉

動，如：拿起筆將

筆轉正、移動到靠

近筆尖的位置、轉

過頭來用橡皮擦。 

操作活動較沒有效率，

如：剪紙時調整紙的位

置較不靈活而剪超出預

期的路徑、扣釦子較晚

學會或效率差；手中同

時拿幾個小東西時容易

掉；握筆握很緊以致容

易累及筆畫較不平

順…。 

1. 拿起 2 個以上的零

件(錢幣、雪花片、

小積木)，不換手且

不放下，一次將一個

零件推到指尖(其他

零件握在手掌內)操
作(投存錢筒、拼雪

花片或積木)。 
2. 將小塊黏土用前 3

指(拇指、食指與中

指)搓成小圓。 
手部

肌肉

力量 

在抓握及操作有阻

力的東西時，需要

手部肌肉力量，包

含手掌內的小肌肉

及控制手腕的肌

肉。 

手部肌肉較沒力，在操

作有阻力的物品會有困

難、耐力不足或力量調

整不準，如：握筆或使

用工具容易手痠；打不

開瓶蓋、夾鏈袋；拉拉

鍊、穿脫鬆緊帶的褲

頭、擰毛巾較費力。 

用鑷子夾小東西；用曬

衣夾夾衣服；用手將大

塊黏土搓成長條再拔開

成小塊；擰毛巾；轉開

瓶蓋；玩將橡皮筋撐開

套在保特瓶身上；按壓

式的旋轉陀螺…。 

兩側

整合 
精細操作需要兩手

分工合作，一手主

要操作，一手做穩

定或調整。另外有

許多活動需要兩手

配合交替運用。 

1. 工具使用的力量與

方向的調節較差，

如：剪紙常易超線； 
2. 兩手運用的效率

差，如：穿脫衣物、

律動、勞作活動…的

準度、品質與效率較

差。 

左右手交替拍球；折紙

活動；剪線條、弧線、

幾何形狀、圖形…；律

動活動；遊戲場的攀

爬…。 

握筆

能力 
握筆能力有一定的

成熟順序(如下

表)，與精細動作發

展及其他工具使用

的技巧有密切相

關。 

1. 握筆技巧發展較同

齡孩童慢，造成畫出

來的線條較粗大、歪

斜、虛浮/太用力、不

平順(抖動)…。 
2. 使用其他工具(湯

匙、玩具工具、剪

刀…)的靈活度也較

差。 

1. 慣用手的建立、掌內

操控、手部肌力的建

議活動也有利於增

進握筆能力。 
2. 依孩童能力挑選適

合的筆。 
3. 孩童用夾的方式握

筆(握筆時手掌沒有

空隙)，可以讓孩子

在握筆同時，無名指



與小指之間握一個

小橡皮擦來增加手

指的動作空間。 
畫線

條與

形狀 

書寫前須能畫出平

順的線條及幾何形

狀，同時需要握筆

操控能力、手眼協

調及視覺動作整合

能力。 

在入小學前需會畫幾個

基本線條與形狀，其發

展順序為│、─、○、

┼、／、□、＼、╳、

△、◇、斜四邊形。 

用筆描線、塗色、連連

看、走迷宮、連點以圍

成圖形、筆順練習(鋸齒

狀、波浪型、電線…)、
畫圖(房子、人、樹…) 

 

參、 書寫前能力的發展 

(一) 握筆的發展 

 

1-1.5 歲 2-3 歲 3.5-4 歲 4.5-7 歲 
(二) 書寫前能力的發展 

10～12 個月 塗鴉 

2 歲 模仿(有看到示範，從何下筆及往哪個方向畫)│、─、○ 

3 歲 複製(依照已經畫好的範例畫)│、─、○；模仿／、＼、□ 

4-5 歲 複製┼、／、□、＼；模仿╳、△ 

5-6 歲 複製╳、△、◇；部分有經驗(有教)的孩童會寫數字 

 

肆、 若忽視孩子書寫前能力的問題，可能造成的困擾 

1. 符合(幼稚園或小學的)課業要求有困難、很容易累或效率差 

2. 寫出能辨識的數字、注音符號及國字有困難 

3. 因跟不上班上的課業要求，而造成孩子上學有壓力及焦慮 

4. 因表現比同儕差而造成低自尊 

5. 無法在要求的時間內完成課業 

6. 建構活動所需的操作有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