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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職能治療知多少??~~常見學齡前兒童家長 Q&A 

                                                          文 / 曾怡真   

                                             義大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師 

 

    兒童職能治療是早期療育團隊不可或缺的一員，與孩童的日常生活發展息息相關；

職能治療著重孩童的全面性發展，強調以個案（家庭）為中心，重視孩童在真實生活情

境中面臨的種種問題，盡可能營造愉快的氣氛，以遊戲為媒介，藉由玩的過程來培養孩

子的各項能力，達到治療的目的。 

 

    臨床兒童職能治療師經常遇到家長有許多疑問，茲將常見的問題整理如下： 

 

1. 「幼稚園老師告訴我，我的孩子學習跟不上別人，但是我認為在家裡他表現得很

棒，怎麼可能有問題!!!」  

「隔壁小明兩歲就會認數字 1-100了，小美畫畫好漂亮，小楷會講很多英文單字，

我的小孩都三歲了還不會，是不是有問題?」 

 

    當老師提出孩子在校學習有狀況時，有些家長可能會拒絕面對問題，認為老師

不夠理解孩子，不喜歡孩子，所以才會亂貼標籤，進而造成親師關係惡化。反之，

認為「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上」的直升機父母，時常處在比較與不安的心態，希望

孩子多才多藝，使得孩子喪失童年的本質，缺乏遊戲的能力，也可能引起親子關係

之間的緊張。 

    如果擔心孩子能力是否真不如人，發展上是否真有問題，建議家長可以帶孩童

至各大醫院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進行全面性的發展篩檢，  透過專業評估，了

解孩童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若孩子確實發展落後，則可盡快就近接受相關復健

治療與早期療育，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方能達到最佳療效。至於評估結果與一般

兒童發展無異的兒童，父母則不必過度緊張，因孩子的發展里程碑並沒有精確的時

間點，並不會在某一天必然出現，個體差異性原就存在，不需要「人比人氣死人」，

別急著補習各項才藝課程，讓孩子能夠適性發展愉快學習，引發主動學習動機與培

養興趣，才是最重要的。 

 

2. 不一樣，又怎樣? 左撇子行不行? 

「我的孩子慣用手是左手，我不知道要怎麼教他寫字、拿筷子，到底要不要改?」 

 

    根據統計，全球左撇子人數約佔總人口數的 10%，在台灣的比例可能更少，

然而生活中多數設施都是依右撇子做設計，對於慣用手為左手的人生活上容易造成

不便，也因此許多家長萌生要更改孩子慣用手的念頭。 

    慣用手的發展主要與大腦的分化有關，也就是大腦側化的概念；慣用手為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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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右側大腦則較為發達。孩童出生後隨著大腦逐漸分化，2 歲左右逐漸開始出

現主要使用手，約 3-4 歲才會發展出較明確的慣用手。慣用手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發

生的，並非仰賴後天「糾正」所得，如果硬要變更孩子的慣用手，反而會造成大腦

混淆，產生寫字左右相反、動作不協調、空間概念不佳、情緒行為問題等狀況。 

    「左撇子、右撇子一樣好」，建議家長可以讓孩子的慣用手順勢自然發展，不

需要特別調整，以免影響大腦發育。對於 4-5 歲尚未建立慣用手的孩童，則可接受

專業職能治療師評估檢查，以利精細動作發展。 

 

3. 玩具到底要不要給?要怎麼選? 

「媽媽說：剪刀太危險了，所以我都收起來不讓小花玩； 小花都會拿筆在家裡到

處亂畫，弄得亂七八糟，我乾脆不給她筆，免得很難整理。」  

「玩具家裡有很多啊，我都讓她自己玩，我沒時間陪她玩。」 

 

    當兒童要學習技能時，必須透過一段時間的重複練習，累積足夠的經驗，才能

順利習得某能力；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練習前當然要先提供合適

的工具，而孩子的工具就是「玩具」。 

    一般來說，選擇玩具時應該要考量幾項因素。「安全性」是首要考量因素，應

選擇材質安全牢固，不易被破壞的玩具，也需注意是否有檢驗合格的安全標章，同

時考慮玩具本身是否容易清潔，以避免對孩童造成傷害。第二、玩具貴在「精」，

不在「多」，可選擇有多用途的玩具，以避免家裡有堆積如山的情形發生。第三、

依年齡做選擇，需考量孩子的年齡與現階段發展狀況，以避免買到不適用的玩具。

第四、「天然的最好」，除了賣場的商品之外，天然的素材與大自然的場地都是很好

的選擇，也可以讓孩子體驗自己動手做的玩具，更是樂趣無窮。第五、「青菜蘿蔔

都要吃—平衡選擇」，孩子的發展有多個面向，所以包括大動作、精細動作、認知

發展、社會情緒等各方面的玩具都要均衡提供。而不只著重在單一面向，才能讓孩

子全面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盡可能提供「親子共玩」的時間，孩子的學習

是需要引導的，透過父母陪伴一起玩耍，不但可以讓孩子學到適當的玩法，能正確

的遊戲，更可以培養親子間的親密關係，何樂而不為? 

 

4. 上課上課，乖乖坐椅子才叫上課? 

「家裡長輩說，來復健不是應該好好認真做治療嗎? 怎麼覺得來都在玩?要 

玩回家玩就好了!」 

 

    「玩」是孩子的天性，遊戲是兒童時期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更可以將遊戲說成

是孩子的職業。遊戲的功能並不如表面上所見讓孩子快樂而已，經由遊戲過程的反

覆練習，更能幫助身體神經骨骼肌肉等系統發育成熟，也能經由和他人共同遊戲的

經驗中，學習人際關係與社交互動技巧，並了解所處環境的社會文化背景與規範。

對學齡前兒童來說，遊戲和學習兩者關係密不可分，也就是「玩中學，學中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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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在兒童職能治療室中，治療師經由專業審慎評估孩童能力後，歸納分析孩子的

問題，爾後將治療目標融入遊戲活動中，透過新奇有趣的活動設計，提升孩童參與

的主動性，並依照孩子的進步情形逐步調整活動難度，讓孩子「心甘情願」接受治

療，才能夠發揮治療的最大功效。 

    任何在治療室的活動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讓孩子玩的有目的，玩得有意義，

如果家長有任何問題，務必要向治療師提問，更希望家長能夠將在治療室的活動帶

回家，變成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5. 小孩都怕老師?? 

   「安安在家都不聽話，只要不順他的意就大哭大鬧，但是在學校老師卻說他 

    表現得很好，怎麼會這樣?」 

 

    常聽到家長為孩子的行為情緒問題所擾，每天周旋在與孩子的戰爭裡疲於奔

命，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家長發脾氣(請注意:孩子是很容易模仿的!!)，小孩繼續哭

泣，卻得不到預期的效果，無法真正改善問題。 

    建議家長先試著耐住自己的性子，不要急著責備小孩，能夠同理孩子的行為，

找出問題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因為孩子大哭大鬧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身體不

適、環境不適應、遇到挫折、不知如何表達、自信心不足、焦慮緊張等等原因；等

到確定問題癥結所在後，再決定如何進一步處理。 

    與孩子溝通討論時，態度要堅定一致、但不兇不大吼，用簡單明確的話語，讓

孩子清楚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更重要的是告訴孩子正確的作法，也可以訂定行為

規範（注意:規範不可過多，挑 2-3個最困擾的行為即可）才不會讓問題行為一再

發生。 

    此外，全家人站在「同一陣線」更是重要，如果家人間面對問題行為的態度不

一致，很容易導致孩子「選邊站」，屆時問題就會更加複雜。建議家庭成員間應多

做溝通，用一致的原則、相同的方式、正向的態度與孩子相處，才不會讓孩子無所

適從。 

 

    六歲以前是兒童發展的黃金期，如果有任何關於兒童發展的疑問，歡迎到兒童

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尋求協助，讓我們一起幫助孩子順利、平安、健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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