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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動物防疫

所的「有錢家族」至

中心表演騎自行車、跳

高、彈琴、圖畫等絕

活，風靡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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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9月15日發票募集張數31,429張，中獎金額$18,400元。

謝謝大家的努力，讓我們再接再厲！

～感謝篇一～

–發行人的話–

上天的祝福－融合活動有感
李雪瑛主任

　　平日安靜的瑞復園區到了暑期卻是人聲鼎

沸、熱鬧異常。首先，有高中職與大專的青年

朋友，也有遠自北京清華大學的菁英訪問團，

利用暑假來瑞復參觀、實習、工讀或當志工；

這些大朋友儘管有不同的任務，可都懷著一顆

熱情的愛心，開心又有耐心地和瑞復的大、小

天使相處。當然，他們也接收到天使們熱烈的

歡迎與單純真摯的回饋。

　　而學前的老師們為了增加特幼兒與一般小

朋友一起上課的機會，今年暑期首次舉辦二梯

次的「愛無界限－與瑞復幼兒共融活動」，

邀請幼稚園的小朋友來上課，希望藉著同儕的

互動，增進彼此了解，相互學習生活中不同的

功課。二天的活動結束，有位小朋友告訴老

師：「我明天還要來，因為在這裡真好！」這

真是最好的禮物與鼓勵，也是辦理融合活動期

待的目標。相信這美好的經驗，讓普幼兒更認

識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能充滿自信的關愛

別人。

　　另外，社工組也辦理「他是我麻吉！－

心智障礙者手足成長活動」，藉由繪本分享、

團體活動與動物園生態探索體驗等活動，讓心

智障礙者之學齡手足了解心智障礙者之身心發

展特質，學習良好的互動與溝通模式，並有機

會認識其他家庭的手足，彼此分享家有心智障

礙手足的想法和感受，期待彼此能建立友誼，

相互支持。 
　　在聖經上有這樣的記載：耶穌前行時，看

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他的門徒就問他說：

「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

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覆說：「也不是他犯

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

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是的，天主的工

作，透過來到瑞復的朋友及幫助瑞復的善心人

士繼續進行著，而天主的降福也透過瑞復的

大、小天使顯揚出來，讓每一個來到這個園地

的人都充滿上天的祝福！

北京清華大學菁英訪問團同學與瑞復天使共融



3

「愛無界限—與瑞復幼兒共融活動」分享
學前齡組長／黃文珍

　　為了讓身心障礙幼兒多一些機會與普幼兒

相處，中心會安排交流的活動，提供同儕互動

機會，以增進其語言、認知及各領域的學習。

交流活動多為邀請幼托園所到中心或是我們主

動出擊到各園所，可惜總是短短的半天或是更

少，孩子們才剛相互熟悉，開始能進入共融的

狀況就被時間喊「卡」，意猶未盡之餘更有遺

憾。因此，今年暑假我們嘗試辦理二天的幼兒

共融活動，邀請一般幼兒到中心參與學習活

動，期待彼此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多日的大雨，並未澆熄報名參加小朋友的

熱情，除了因家長臨時有事，或是道路淹水無

法外出因而請假，大家都準時報到，可見家長

與孩子都很期待這難得的機會。共融活動在精

心的設計之下豐富又有趣，採漸進的方式讓小

朋友認識特幼兒。 

＊  首先透過繪本共讀「受傷的天使」並提
問，小朋友們都很努力的思考各種問題，

大夥一起討論特幼兒受傷的部位與造成的

不便，還有要如何幫助這些受傷的天使。

＊  接著依據各種障礙類別安排體驗活動，如：
— 獨臂穿衣體驗：單手肢障者之不便；

— 咬筆畫圖體驗雙手肢障者之不便；

—  使用溝通板或溝通卡與人互動－體驗

語障者之不便；

—  乘坐輪椅和使用助行器移動－體驗雙

腳不能移行之不便。

　　讓他們實際體會身障者之不便，進而珍惜

自己所擁有的健康及珍惜自己的幸福。

＊  最後則是進到班級與特幼兒一起上課，就
近觀察特幼兒上課及使用輔具的情形，並

學習與其互動之模式及如何適時地提供協

助。   

　　　兩天下來，可以明顯看見參與活動小朋

友們的變化，從開始的害怕、些許害怕到接

受、甚至樂在其中；從不想來到下次有機會還

要來；從不知如何協助到可以成為老師的小幫

手；他們細心的呵護著每一位特幼兒，學會幫

忙推輔具、協助穿鞋、餵飯、玩遊戲。參與了

不一樣的課程，體驗到不一樣生活經驗，讓這

群小朋友們都很開心，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在無

形之中學習到人性中最可貴的情操∼愛與關

懷，這是在書本中無法學習到的課程，唯有實

際的參與，才能看見其真正的價值。而教室裡

也由於他們的參與熱鬧非凡，模仿對象變多

了，語言刺激也增多了，特幼兒們也會模仿他

               焦點專欄　你我共融

體驗活動—以嘴代手畫圖

團體活動—同心協力



一起騎車

一起玩沙

一起上課

們，如拿書翻閱、模仿遊戲動作、學說話、還

會扮鬼臉，模樣可愛極了。二天的共融活動彼

此都有成長，超有意義！

　　活動結束時，看著小朋友們迫不及待的與

家長們分享一日心得，臉上散發出的快樂與熱

情，相信你一定會說：這活動真是值得！而我

們也從家長的回饋分享中得知，在孩子的內心

裡有某種感覺，只是孩子說不上來，但家長的

心裡了解，他一定有某一種感動、某一種體

會、某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這樣的回饋，對辦

活動的我而言已經足夠。珍古德博士（國際黑

猩猩保育專家）有句名言：「惟有了解、才會

關心；惟有關心、才會行動；惟有行動、生命

才有希望。」我想借用她的話表達自己對融合

的看法：惟有接觸，才會了解；

惟有了解，才會接納；

惟有真心接納，才能真正的融合。

一起玩水

4

協助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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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台灣的生育率已是全世界敬陪末座之時

（依據商業周刊第1190期之報導），家有手足
的孩子應是相當幸福的，但是如果家中的手足

是身心障礙者，那⋯⋯是幸運？還是不幸？在

多年的服務經驗中，與身心障礙者的家長談起

家有特殊兒之後，是否再添一名孩子的意願？

答案不盡相同，有不想再生，要全心教養這個

孩子；有想生不敢生，害怕再有一個不健康的

孩子；也有想再生一位手足來照顧、陪伴他

們；更有的希望下一個孩子是健康的⋯⋯等

等。不論如何，家有身心障礙手足的「一般手

足」，帶著不同的原因或期待，來到了這世

上！但是，他們的需求有被看見嗎？（註1）
　　一般家庭中均會面臨手足相處的議題，依

據學者的研究：身心障礙者手足較一般手足承

受較大的壓力，由於手足需分擔照顧身障者之

責任，無形中便擔任了「代理父母的角色」，

易產生「角色壓力」，因而出現焦慮、怨恨的

情緒（張素貞，民88）。這些原因也令他們更

早熟，獨立擔負較多的責任，個人心理壓力是

大的，如在告知朋友方面，正常手足可能面臨

如何告知？是否邀請朋友和身心障礙手足見

面？擔心朋友不能了解障礙者、擔心朋友告訴

學校每個人等問題。另外，正常手足可能面臨

到當朋友戲弄身心障礙手足的狀況時，要如何

處理及反應的？擔心朋友是否能接納或者會害

怕其身心障礙手足。

　　假如父母常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在身心障

礙子女身上，無形中將忽略了家中其他孩子；

或因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轉而對其他子女產

生過分的期待；若手足又得分擔較多家務或協

助照顧身心障礙兒童，也有可能造成手足角色

上額外的負擔；萬一父母教養上有雙重標準，

正常手足將成為「代罪羔羊」；父母甚至把正

常手足視為生氣和挫折時的發洩對象等。上述

諸多現象，很容易影響到正常手足與父母間的

親子互動關係。

　　對身心障礙兒童而言，手足在其一生中扮

               焦點專欄　你我共融

「他是我麻吉！－心智障礙者手足成長活動」後記
社工組長／黃錦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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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但也

對手足的自我概念、

價值觀、人生態度

會有著正、負兩極

的影響。因此，

我們在今年暑假

辦理一場「他是

我麻吉！－心智障礙者手足成長活動」，邀

請家有心智障礙手足的國小學生參加。活動分

兩天辦理，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無非希望參加

者有機會認識其他家庭的手足，彼此能自在表

達、相互分享對於心智障礙手足的想法和感

受，並學習心智障礙者之身心發展特質等相關

知識，學習與障礙手足建立良好的互動與溝通

模式。

　　第一天運用小團體方式，由心理師引導手

足探索內在對於障礙手足的複雜感受，釐清家

庭動力，抒發情緒壓力，肯定自我的付出與認

同，並藉由體驗交流活動，促進對身心障礙的

認識與接納，強化成員間的同理相惜，共同激

盪出獨一無二的自我與具體助益的情緒處理方

法。有一位就讀5年級的姊姊分享：自目前中
班的身障手足出生後，她即展現姊姊的角色，

陪著媽媽帶妹妹一起去診所復健、一起參加妹

妹學校的每一項活動。原來，媽媽不因妹妹的

障礙而有教養上的不同，以一視同仁的方式教

育，姊姊耳濡目染，也一樣以正向的態度看

待、照顧妹妹。當她在述說時，態度從容自

然，未有一絲家有身障手足的埋

怨或不滿。

　　第二天則安排身障手足

一起至高雄壽山動物園進

行戶外活動，藉由自然的

手足相處情境增進情誼，

也讓家長獲得一日的喘

息服務。由短短二天活動

中，可以發現孩子純真善良

的本質，端賴家長能引導其正向

的手足互動模式，培養友善的手足之

情，使一般手足得以身心健康的正常發展，坦

然面對身心障礙手足，進而助其順利成長，更

能提升家庭生活品質。在此呼籲，社會上手足

支持的相關方案能增加，以提供家長們足夠的

親子教養資源並順利運用，減輕面對身障兒與

一般手足的教養與親子壓力。果能如此，相信

無形中也能為台灣生育率不到1％的問題多一
些改善的方針，增加生養兒女的意願，我想，

說不定這比百萬元口號「孩子是傳家寶」來得

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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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家有障礙者其父母與一般手足在生命週期可能遭遇的問題】

生命週期 父 母 同 胞 手 足

兒童早期

（0-5歲）

﹡獲得正確的診斷

﹡告知子女與親戚

﹡找到服務資源

﹡找尋特殊性所具意義

﹡澄清個人的意識型態以指引決策

﹡提出羞恥感的問題

﹡指出特殊性所具的積極貢獻

﹡設定大的期望

﹡ 較少收到父母的時間與精神，以應付
同胞手足之需求

﹡因受較少的關注而生嫉妒

﹡因誤解特殊性而生恐懼

學齡期

（6-12歲）

﹡建立實現家庭功能的常規

﹡對教育的意涵在情緒上能作調適

﹡澄清回歸主流與特殊班安置問題

﹡參與個別化教育方案會議

﹡找到社區的資源

﹡安排課外活動

﹡對任何身體照顧之需要的責任分派

﹡做為大姐者可能較具風險

﹡家庭用於休閒活動的資源有限

﹡告知朋友與教師

﹡ 對年幼的同胞手足比對年長者更可能
表示關心

﹡回歸到同一學校的問題

﹡ 對特殊性之基本資訊的需要

青少年期

（12-21歲）

﹡ 對特殊性可能持久的存在，在情緒上
能作調適

﹡鑑識出現的兩性問題

﹡提出可能的同儕孤立與拒絕的問題

﹡為生涯或職業發展的規劃

﹡對休閒活動的安排

﹡處理青春期生理與情緒變化問題

﹡對中學教育階段之後的規劃

﹡對同胞手足過分的認同

﹡對人的差異有較佳的了解

﹡特殊性對生涯抉擇的影響

﹡處理可能的羞恥感與不安的問題

﹡參與同胞手足的訓練活動

﹡對同胞手足支援的機會

成人期

（21歲以後）

﹡ 規劃可能的養護需求
﹡提出成人時期適當的住宿需求

﹡ 對任何成人依賴的情形在情緒上能作
調適

﹡提出家庭之外社會化機會的需求

﹡引導作生涯抉擇或職業的發展

﹡財力支援可能的責任問題

﹡ 對遺傳的問題表示關心
﹡ 對特殊性介紹新的法律規定
﹡ 對生涯選擇資訊的需求
﹡ 澄清同胞手足的護持角色
 ﹡可能的養護問題

※資料來源：何國華（民85） 



8

「動」故事團體介紹—從 0 開始另一章
安南早療組職能治療師／卓柏宏

緣起
　　準備了幾個月，2010年1月，安南早療組
「動」故事團體開跑。總會有人好奇的問到底

為什麼叫「動」故事團體？其實簡單來說，我

們就是利用故事內容作為情境的媒介，讓孩子

能在其中演練動作技巧及獲取感覺刺激。這是

一個新的嘗試，以往老師或治療師帶活動會依

據目標而設計遊戲流程，但卻缺乏情境引導，

而「動」故事團體就希望將情境引入學習。

「動」、「故事」與「團體」
　　就名稱來看，已經將此團體最重要的三項

元素都包含在內（見圖）：

1、  動  ：  活動設計者會依照每個禮拜故事情
節而設計出不同的動作演練，提供

孩子操作各種粗大動作、精細動

作、感覺刺激等的機會，以促進孩

子感覺動作統合的能力。

2、故事：  故事的本身就提供情境的設定，同
時可給予孩子加強聽理解能力、練

習口語表達及提升認知的機會。

3、團體：  團體形式可以提供孩子學習團體規
範及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在這個團體中，三項元素缺一不可，各項

元素都有其關聯性，環環相扣，例如以故事情

節引導動作、動作演練及聽說故事過程中孩

子的互動及必須遵守的規範。 三項元素都備

齊，才是完整的「動」故事團體。團體目標包

括：增進個案感覺整合及動作能力、學習團體

規範、提升個案的語言理解力和表達能力、增

進個案在生活中的溝通與語用能力。

目前模式
　　孩子：目前是由安南早療組的職能治療師

及語言治療師所帶領，一個月進行一本繪本閱

讀，每週一次一小時的團體時間。在前幾次的團

體裡，職能治療師會依據語言治療師繪本閱讀的

進度而設計不一樣的活動讓孩子參與，一方面讓

孩子有動作演練的機會，同時也藉由活動提升孩

子對團體的動機及專注力。而在每個月最後一次

的團體請每位參與的孩子上台完整的講述故事給

大家聽，若有困難則由治療師協助講述，以提升

孩子口語表達及故事記憶等能力。

　　家長：有一點特別的是，團體不只有孩子

需要參與，每次的團體都有將其錄影，而下一

次的團體時間就會請家長一同觀賞上週課程的

狀況，讓家長可以觀察自己的孩子在團體裡的

表現及進展，若有問題也可在當次團體提出疑

問。另外也會在每一次新的故事的開始，就會

發給家長故事的內容大綱，請家長回家後可以

一同陪孩子來閱讀故事內容。

　　所以，「動」故事團體不只是一個團體，

是一個需要孩子、家長、治療師三方面相互配

合成長的團體。

未來展望
　　「動」故事團體是一個嶄新的嘗試，仍有

地方待調整，但有一個開始總比原地踏步好的

多，嘗試過後才能知道怎麼樣讓團體更好。未

來也希望「動」故事團體會成為瑞復安南分部

早療服務的特色，真正幫助到孩子各方面都可

以有所進步，也使家長在團體中得到如何教導

孩子的方法，同時也促進家長與孩子在家中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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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成長日記
安南早療組幼兒班／張嫚芯老師

　　時間過的真快，在瑞復安南早療組服務

已快二個月了，時間不算長，回顧這段新兵

訓練，真是點滴在心頭⋯⋯

　　就先從第一週說起：一進教室看見幼保

系實習生優秀的表現，當場給了我震撼教

育！為什麼孩子的一眨眼一投足他們即能清

楚的瞭解需求並能依據孩子的能力，協助他

如何自我滿足需求呢？例如：阿惠惠眼神尋

求協助時，實習生只要坐在她旁邊就能讓她

安心完成工作。涵涵如廁時，只要實習生給

予明確指令，她就可以乖乖坐在馬桶上，

這份魔力真令我嘆為觀止。反觀他們對我的

話、指令常視而不見，雖然錢老師和許老師

很認真指導，卻仍覺得自己怎麼做都不對，

我因為找不到與孩子之間心靈相通的那個 
Feel，而感到挫折。我在家反覆的練習單元
課、個別課、藝能課、放學前的課程統整，

直至自認為夠熟習了才就寢；躺在床上，整

個思緒仍盤旋在上課時的種種情境。雖然如

此，然而隔天上課卻⋯⋯還是常常卡住。因

為孩子的個別差異性大，而且每天都會有新

招，出現的狀況都不一樣，著實考倒有十多

年幼教經驗的我。於是我捨棄自己在幼教服

務的經驗，完全放空自己去學習許老師帶領

孩子的方式。∼∼偶而我的眼角會瞄到組長

輕輕的走進教室，我想她是不是要直接教我

如何引導孩子？可是－她沒有耶！真是納

悶。

　　第二週，我模仿該班老師的帶領方式，

如法炮製，卻居然無效！聰明的孩子們挑戰

我這位新老師。當我正措手不及時，組長真

的出現了！她分享了每位孩子的個別差異性

及需求應如何個別滿足，如：銓銓，最大的

問題在常規未建立，所以先以適當的行為規

範為主，並立即給予正增強。組長告訴我，

兒童發展歷程不會因為發展遲緩而有不同，

找出孩子的心理年齡而不是生理年齡。組長

鼓勵我將幼教經驗融入特教，型塑我自己的

教學風格，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告訴

自己：「沒關係，不管要花多少時間，我一

定要做到！」回到家我重新讀了一遍『兒童

發展理論』，再比對自己二個孩子的成長日

記，那一刻我終於知道該如何做了。

　　第三週，我完全豁出去了！不再擔心自

己做錯或是做不好，因為老師、組長會隨時

樂於協助並傳授正確方式。心情轉換後，果

真我在班級經營上漸入佳境，這份信心讓我

找回那份樂在工作的感覺。這是一份多棒的

工作啊！現在我每晚還是會夢見幼兒班，但

是夢中的情境和以前截然不同－當惠惠需要

協助時，她竟然會自己牽著我的手求援；當

阿廷午睡狂哭時，可以接受我的情境轉移。

現在的我更懂得自我規劃，也能將幼教經驗

應用在目前的工作上。

　　雖然漸入佳境，我還是有需要再努力的

地方，如滿足幼兒個別學習需求；眼觀四方

耳聽八方、不忽略孩子每一項小動作的表

現；勤向復健治療師學習，落實教室中的擺

位動作，這是一般幼教工作所沒有的。

　　在此我很感謝錢老師、許老師不嫌棄我

這特教新兵，不厭其煩的引導、協助，才能

讓我這麼快掌握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之不同

處。更感謝美英組長帶領我的方式－開放，

永遠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討論，讓我有很大

的展現空間。有一段話想跟組長分享，那就

是：謝謝組長幫我找回昔日的自信！我流淚

了，那是成長的喜悅，而不是壓力或挫折沮

喪；這種感覺好久好久都找不到，來到瑞復

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就是自信和被肯定！組

長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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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恆存」的概念
　　在認知發展階段中，透過感官與動作所獲

得的訊息來建構物體恆存的概念，這是幼兒最

早的抽象概念。發展所謂「物體恆存」，就是

能夠明白當人或物品不見時，只是因為不在自

己的視線範圍之內，只是暫時看不見，並沒有

完全消失。     
　　0∼2歲是「物體恆存」概念的主要發展
期，其中包括感官知覺之主題背景判別能力

（尤其是視覺）之外，還須有記憶力的發展，

此兩種能力之搭配與運用，才能學習並建立此

一重要概念。看得到又記得住人或玩具的影

像，並且記得他們的位置。所以這個概念是一

切學習的基礎，根據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提出

的理論，物體恆存概念與許多發展是息息相關

的，也是時間與空間概念、邏輯思考、因果關

係、與人互動及遊戲能力的基礎，因此發展此

一概念是相當重要的。

　　玩玩看，試試看，好像在玩躲摸摸⋯  

玩一玩，試試看！───物體恆存
復健輔具資源室／黃璨珣復健督導、黃士娟老師

　遊戲一   棉被底下有躲貓咪嗎？

　遊戲二   水果盤內的香蕉被吃了嗎？

→

→

棉被 棉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