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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COVID 19)疫情讓特殊需求幼兒的早期介入停止了嗎？怎麼辦？其實只

要守住目前早期介入的新潮流和新觀念，在自然生活環境下提供幼兒學習的機會和經驗，採

取居家兒童早期介入的原則和方法，兒童早期介入不只不會中斷，可能更密集更多樣化，因

為家長或家人有更多時間在旁陪伴幼兒，更了解幼兒的

優勢和需求，有更多時間和他互動、引導學習，體驗如

何調整環境、活動內容和逐步的減少協助程度或提示，

讓幼兒學習生活中各種技能的愉快經驗和學習成功時的

成就感。 

隨著發展科學(developmental science)日益全球化，幼兒生活情境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作

用日益受到重視。專家指出，「早期介入」(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不同於「早期介入服

務」(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services)。「早期介入」是由主要照顧者，通常是家長，支持

兒童在自然場域得到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和經驗。「早期介入服務」是在法令政策規範下，早

期介入專業人員提供服務給符合早期介入資格的兒童及其家庭，專業人員會支持家長在兒童

生活場域或生活作息中持續發展學習。所以兒童早期介入是發生在兩次早期介入服務的期

間。因此，早期介入越多越好，但早期介入服務則是依兒童及家庭的需求個別化提供，量不

一定要多，但必須高品質有實證。這次的疫情比較會衝擊接受早期介入服務的時間和次數，

但只要家長善用居家環境，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特殊需求兒童的早期介入未必會受到太大衝

擊，反而有機會調整在居家環境的早期介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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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 疫情爆發也讓我聯想到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1 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

式」(biopsychosocial model)，活動和參與是健康情形和環境因素互動造成。對特殊需求兒童

而言，新冠肺炎病毒導致的社交距離措施的環境因素，使兒童的戶外及社區活動和參與頻率

及多樣性大量減少。既然是環境因素所造成，家長們也可改造環境因素來減少衝擊。建議家

長一方面提升居家早期介入內容的頻率及多樣性，安排兒童在家庭中可參與的各種活動，讓

兒童持續得到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和經驗；另一方面設法減低無法參與戶外及社區的休閒運動

及社會互動的不良影響。然而提升兒童早期介入品質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長的健康以及家庭

的經濟及生活品質。因此，家長不要忘記將自己的身心健康先照顧好，也要讓自己有時間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以生活作息為導向的早期介入強調把早期介入計畫目標融入在生活作息中，利用家庭

情境中現有資源來進行探索及學習、讓幼兒能有機會對自然的提示作出反應、配合生活作息

重複練習。因此，嬰幼兒的日常生活作息活動，也成為幼兒投入學習的一部分。因此家長宜

主動向專業人員提出並學會如何將早期介入融入生活作息中。其中，遊戲和生活自理是早期

介入內容之一。 

遊戲可促進發展和健康，即使因為疫情的關

係，要待在家中，細心觀察幼兒玩耍，多一點時間

和幼兒互動遊戲，可以發現遊戲中，兒童的動作、

語言、認知和社會功能也跟著發展。「寓教於樂」的

想法只能隱存於父母心中，實際陪伴幼兒遊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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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尊重幼兒出於內在動機的自由選擇，要跟隨幼兒喜歡的方式玩，再伺機輕鬆變通。當家長

自己打從心底覺得好玩時，就會發現，原來遊戲的樂趣來自於互動過程本身，而不是非要學

會什麼東西。大人只要喚醒自己愛玩的童心，每個父母都可以是孩子王。以下有一些在家裡

安排遊戲活動的提示。開始盤點家中現有的玩具，將玩具列表，標記出喜歡或不喜歡，以及

適合的發展年齡和場所。若幼兒年齡夠大，可以和他討論讓他選擇。對於比較小的幼兒，一

次只拿出 1、2 樣玩具給幼兒玩，輪流在不同天玩不同的玩具，幼兒才不會玩膩。找到一些

大人可以和幼兒一起玩得遊戲或是家中幾個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玩的遊戲，當然幼兒可以獨立

玩，也是一種能力。 

生活自理，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巧訓練，它需要幼兒

很多發展技能的支撐。培養幼兒生活自理能力，

要先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尋找並培養讓幼兒能夠參

與的機會，並累積足夠的成功經驗，照顧者之後

才能夠有放手的時候，讓幼兒獨立。生活自理並不單

純是自理的技巧，幼兒可在參與生活自理活動中習得各種能力。如吃飯這個活動，根據不同

年齡可以融入各種技能。如幼兒需要移動至餐桌，需要坐在餐椅上，學習餐桌禮儀，使用各

種符合他年齡的餐具，在吃飯同時可以學習各種食物的名稱以及相關知識，可以和家人交談

一天當中的生活經驗，促進家人間的情感，甚至可以幫忙做餐前或餐後的準備和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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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的運動可以增強孩童的免疫力，並降低被感染

的風險。如果情況允許，到戶外有新鮮空氣人少的地方

去進行休閒運動，在疫情期間，盡量不要讓幼兒參加團

體活動。在遊樂場所，盡量不要讓幼兒去接觸遊樂場所

的器具，而是選擇健走、騎腳踏車/滑步車、爬山等可獨

立進行的活動。如果要和家人進行球類運動，也應選擇

運球、踢球、丟接球/飛盤等項目，避免和他人近距離的

接觸和對抗，運動後也應清潔雙手和運動器材。由戶外回到家一定要先洗手、更換衣服。如

果家中環境許可的話，盡量允許兒童在家中有一段時間可以有激烈的身體活動或唱歌、喧鬧

等活動。在家中可以打開音樂，讓幼兒隨著旋律跳舞唱歌，或將軟墊放在乾淨的地板，讓幼

兒在軟墊上跑跳或做柔軟操；或使用床單和幼兒玩躲貓貓遊戲；或利用家中的各種用具在客

廳當中露營。也可以利用體感遊戲機，在家中和幼兒一起運動增加體適能。網路上的運動影

片也是很好的資源，可以跟著影片一起做親子

瑜珈或是幼兒律動和體操。王詹樣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也提供許多網路資源，例如：《讓幼兒

動起來-慢飛天使健康體能魔法寶典教師手冊》，

以及《童手童腳動動腦》中有關粗大動作領域

的活動，都可以在加入免費會員後下載使用

(http://www.wjy.org.tw/j20r/Cc1a00.do)。這次疫情，也讓大家看到遠距早期介入服務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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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家長可以詢問你的早療團隊或單位，是否有視訊諮詢或線上課程等服務，以讓早療團隊

可以持續支持家庭提供兒童學習的機會和経驗。 

 

和幼兒一起進行活動或安排活動，要注意幼兒先天的精熟動機，只要幼兒有動機進行

活動，即會主動持續參與活動，因此增加與玩具、教材或他人互動和重複練習的機會，發展

更好。精熟動機指的是幼兒與生俱來的、多面向的內在驅動力，表現出對中度挑戰或較難任

務之專注、持續及投入程度，幼兒會用這樣

的動力來解決問題、熟練技巧以完成任務。

增進幼兒精熟動機的策略如下：1)給幼兒安

排他喜歡且難易度適中的玩具、環境或活

動，讓幼兒有比較多成功且愉快的經驗；2)

支持和鼓勵幼兒獨自嘗試比較有挑戰性的活動，雖然幼兒可能無法成功完成活動，家長也不

要太快給予過多的協助；3)要鼓勵幼兒獨立嘗試、有獨創性玩法，以及自在探索環境的動

機，避免過度協助或過度指導；4)要具有敏感度與回應度：在兒童玩玩具或進行活動時，給

予適當且適時的協助，以幫助幼兒成功地完成活動，透過家長適時的引導，幼兒的能力可以

獲得好的提升。例如：當幼兒在串珠珠時，若家長了解他/她還不會串珠且兩手協調力不夠

好，可先幫忙穩定繩子之前端，讓幼兒先練習將珠子對準及穿入繩頭內，讓幼兒有較多成功

經驗；或準備洞較大或比較硬的繩子；5)讚美和鼓勵孩童有企圖嘗試具挑戰性的活動，不要

只等到成功完成後才給予讚美，這樣幼兒才會更有意願對多樣活動做嘗試，也會更有動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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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更難的事物。 

COVID-19 物理治療相關資訊，請參考臺灣物理治療學會綜合整理彙整的文章

(http://www.tpta.org.tw/articles.php?type=new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