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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障礙的分類

• 前庭－本體覺處理功能

重力不安全感

對身體移動感到害怕

• 雙側整合及動作時序缺失

• 觸覺防衛

• 體感覺型發展性失用症

• 大腦側障礙化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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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障礙的分類

• 感覺調節障礙（sensory modulation disorder）

感覺防衛

重力不安全感

對身體移動感到害怕

感官反應偏弱

• 肢體運用功能障礙
 

（disorder of praxis）

體感覺型發展性失用症

雙側整合及動作時序缺失

（sensory integ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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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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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輸入障礙

感覺調節障礙

感覺防衛

感覺統合障礙

行為表現太少

行為表現太多

盲動
seeking

過度反應
Fight, flight,fright

兩側協調缺失

視知覺及
視動障礙

動作計畫障礙

姿勢-眼球障礙

7



Behavior response/self regulation 
 continuum

Neurological threshold PASSIVE ACTIVE

High threshold
(habituation)

Registration Seeking

Low threshold
(sensitization) Sensitivity

Avoiding

Dunn’s Model of sensory processing  1997 8



重複行為的區辨

重複
 行為
高階(high level) 低階(low level)

可能
 成因

強迫性或儀式化行為 重覆操弄器物

無法接受人或環境改變 對特殊感覺有興趣

抗拒環境遷移 手或手指的”花招”(trick)

特殊得依附行為 其他複雜的”花招”(trick)

需具備較好的動作及語
 言功能發展

與感覺需求、動作技巧、空
 間定向感較有相關

發展
 特性

隨年齡增強 隨年齡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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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自我刺激行為」的處理

先確認自我刺激的原因或形式

提供多元化刺激的替代：尤其伴隨「重壓
 覺」既可以提供刺激又可以穩定情緒

引導主動探索外界環境，提升行為層次：
 有些合併視覺或聽覺障礙，或是無法位移
 造成

利用強烈刺激代償：提供其他刺激的競爭
 與註冊，建立選擇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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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餐-1

個人在發展日常生活的技巧性、適應性

、組織性的能力，是需要一些定性與定量的感官經
 驗

這些感官經驗視個別需求的差異，有不同的節奏、
 強度與持續時間，依照個人需求給予適時、適量的
 刺激來滿足個人需求，謂之感覺餐。

所以發展個人感覺餐要－仔細分析孩子的感覺需
 求，整天的警醒狀態，並配合孩子的作息來規劃與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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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餐的應用

• 將感覺刺激需求融入課程當中

• 將感覺刺激活動作為學習的引子

• 將感覺刺激需求做為獎賞或增強物

• 將感覺刺激活動做為調整孩子情緒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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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動作計畫

動作計畫與肢體運用
 

(Praxis) 源於希臘
 字，意指依照個人意志所做出的行動

 ( action based on will, Safire 1989)。

讓一個人能夠實行自主動作或有目的性的行
 動的能力(Frederick& Saladin,1996)。

讓我們能有效的和外在的物理環境產生互動
 (Ay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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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計畫的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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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基模(Body Schema)的概念

身體基模是一種潛意識的機制，它能夠隨
 時隨地提供我們對自己身體每一個部位的
 本體覺、動作覺、空間結構的整體概念，
 並且會隨著身體與功能的改變而隨時調整

。
孩子對自己身體部位是否建立明確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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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基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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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覺系統角色

提供動作系統一個清晰的身體地圖

體表的動覺接受器提供各關節動作的重
 要回饋提供身體基模重要的資訊，以幫
 助計畫適當的動作，尤其對於順序性或
 預測性動作格外重要

因此要引導動作學習，可以從加強本體
 回饋開始，帶著做便是很好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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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系統角色

能提供物品在體表接觸的時間與空間特性

協助計畫複雜的手部精細操作

因此引導手部動作學習，可以從各種不同
 大小的器物及工具，來加強觸覺回饋以建
 立操作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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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覺系統角色

搭配本體覺維持身體在移動中不傾倒的姿勢

移動中維持視野穩定（前庭視覺反射）

在穩定的姿勢下進行技巧性的動作

以漸進方式降低重力不安全感，對前庭刺激
 的正確註冊，進而建立正確合適的重心調整
 與姿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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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系統角色

幫助我們建立自身與物品在空間中的位
 置與移動

建立自己和環境及物品間的相對關係

提供環境資訊作為動作計畫的依據

如果對視覺刺激的利用較少、不利於動
 作概念的建立，可透過加強其他刺激回
 饋來代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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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系統角色

能夠協助我們在空間中定位特定聲音
 的方向而提高警覺，引導視覺去注意

所以因此引導動作學習可以針對動作
 的順序及時機提供聲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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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孩子認識身體圖像

如何讓孩子建立特定行為或同理心？

語言訊息：熟悉身體各部位的命名及功能

視覺空間（環境）訊息：每個人的身體形
 像基本上都一樣

動態身體形象（body image）：身體部位
 關係與相對位置及身體部位與外界環境的
 相對關係

動作呈現：根據上述過程對身體的認識，
 轉化為動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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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意念（ideation）功能障礙』

缺乏意念（ideation）形成，無法自主的
 選擇或引導行動，總是到處東摸摸西碰

 碰，想看看能做些甚麼？只是將有限的互
 動能力用在嚐試所有物品上面，對甚麼東
 西都好奇；卻無法將經驗類化，所以失敗
 後就不再玩，

通常一般人會挑自己熟悉經驗，再類化到
 其他事物上的，然後不斷修正所以有

 ideation deficit的人很難完全自己啟動
 遊戲

24



意念（ideation）功能障礙

意念（ideation）功能障礙
 無法產生意念→缺乏內在動機→無法自

 己啟動活動→需外在訊號或提示提醒

ideation Motor 
planning

execution

Oral gu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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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意念的做法-1

引導的特性:

提供身體的引導→儘快撤除身體相關的提示→
 漸漸改成口語提示→最後自行啟動執行

回饋特性：

主動動作的本體回饋在關節度活動中段較敏銳

被動動作的本體回饋在關節度活動前後段較敏銳

但活動安排仍以主動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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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意念的做法-2

• 建立意象的方法

由「提示連結動作」更改為
 

由「提示
 連結我已經做了甚麼，然後接著（計畫）
 要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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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意象的做法-3

• 用熟悉的活動連結提昇活動複雜化:

雙腳併跳→袋鼠跳→跳障礙→跳繩

• 用熟悉的活動連結當成其他訓練的引子

例如:口腔吸吮奶嘴→吸呀嘴杯→吸吸管

→吹吸玩具

• 操作層面→動作功能性完整步驟
 
vs. 

技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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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鏡像神經元的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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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側協調(bilateral integration)

SI的觀點：分成對稱(symmetry)和交替切
 換(Alternating)

從其他發展觀點：asymmetry 、
 symmetry 、alternating 

(alternating) 、unilateral

不只是四肢的兩側，也包含軀幹的兩側

這類型動作通常也包含動作計畫及軌跡性
 動作的成分在其中

31



跨越身體中線(cross midline)

肢體跨越身體中線大都合併

軀幹旋轉(trunk  rotation)

重心位移(weight shifting)

伸出慣用手到對側桌面拿東西、成熟的單
 手投球、單腳踢球

影響慣用手建立影響背景姿勢(figure –
 ground movement)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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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性(trajectory)動作

自身或是目標具有可預測的移動軌跡

針對進行中情境或目標物移動先行預期，計畫
 或啟動有效的反應動作(例如騎腳踏車繞過障礙
 物、準備起腳踢一個滾過來的球)

依賴feedforward控制

充分利用預測機制(anticipatory mechanism)

通常在自身進行移動的活動表現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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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側協調及順序性動作

asymmetry

symmetry

Alternating
(reciprocal)

synchronize

unilateral

eye

trunk

arm

leg

feedforward

feedback

B.I.S
Move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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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目
標

 /  

環
境
特
性

靜
態
性

空
間
因
素

時
空
條
件

空
間
與
時
間
因
素

移
動
性

靜態性 移動性
個案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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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常見問題

左右混淆

未建立明確慣用手

無法做出跨越身體中線的動作

軌跡性動作表現不佳

雙側對稱或交替性動作不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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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型為模式之一
 

母體模式（matri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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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適應反應的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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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類型兒童的可能問題
m.tone Sensory 

 modulation
dyspraxia BIS

Autism ＋ ＋＋＋＋ ＋＋＋

ADHD(ADD) ＋＋ ＋＋＋ ＋＋

MR ＋ ＋＋＋ ＋＋＋ ＋＋＋＋

DCD ＋ ＋ ＋＋＋＋ ＋＋＋

CP ＋＋＋＋ ＋＋ ＋ ＋＋＋＋

LD(non‐

 verb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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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謝謝聆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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