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財團法人台北市永春文教基金會 

聰明卻極度分心、情緒敏感、和手眼協調笨拙學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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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情況的描述： 
小南(化名)是 8歲大的二年級小男生，有好動分心、情緒敏感、與手眼不靈巧的問題。媽媽在諮詢

時表示小南是個好動、易分心、情緒易激動的孩子；在家不願幫忙做家事，很懶惰；因為動作很慢和

分心玩耍，因此常常每天要花 3、4小時寫功課。在學校時，容易和同學起爭執；導師也不時向家長反

應關於小南上課學業上的問題。在校成績表現為國語 90分、數學 85分、英語 90分。 
永春文教基金會對小南的評估，先請家長簡述學童 4-6項問題的行為，然後勾選 60題南加大愛爾

絲(Ayres)原創感覺統合發展檢核表，這是跟台北市市區及郊區小學共 1918 位學童常模比較的態度量

表，有 T 分數和百分位值的表達方法。家長是孩子主要照顧者，評估結果較仔細也很可靠，但同時也

要判斷家長可能高估或低估的情形。如過度低估時，其發展檢核表的結果會跟家長的簡述的背後原因

不相一致；小南家長的兩項評估互相符合。另外，我們也請教學校導師勾選出關於學童在校日常行為

共計 21項的態度量表(永春文教基金會，孔雅慧)，透過導師的觀察較為概畧，但與班上 30位同學相比
較突出日常行為的表現，導師的觀察會較公平也較中肯，也可以補充或加強家長的觀點，以作做日後

感統訓練中的觀察點和目標的參考依據之一。 
永春的評估中也讓小南施測「非語文的抽象推理智商檢測(TONI 2)」，此檢測不受時間限制外，也

不受語文數理成績、或拿筆劃符號和手眼協調困難的影響，所測得結果才是孩子大腦皮質潛在的能力；

表示當孩子的專注靈巧與衝動情緒管理(EQ)改善後，再加上家長對孩子的責任愉快的培養，孩子可以
到達的成就上限領域。這方面小南的得分是 TONI 2>136，代表小南有很高的潛在能力。 

非故意的失常或困難原因，和訓練改善達感同身受和同理心的對策： 
導師評論小南1話多、說不停；2衝動、容易激動；3喜歡插嘴；4容易分心，不專心，坐著動不

停或上課左顧右盼。家長表示小南有1無法專注完成每件事；2情緒易激動；3易分心；4好動、易發

怒。加上感覺統合發長檢核表結果對台北市市區及郊區小學共 1918位學童常模的比較，顯示小南有：
眼耳嘴唇和全身肌膚神經過度「敏感」和「抑制」困難的失常，因此引起分心、專注力困難，而有情

緒敏感衝動、手腳和口語暴力現象（如打架、等候排隊有困難）。這是感覺統合失常上稱之為「觸覺防

禦」現象；基本的原理是五官感覺過度敏銳，腦神經生理上有抑制困難（Ayres 原始稱之為 
Dis-inhibition ）。 
其原因是在遺傳學上和胎幼兒發展過程中，人類從古老的內耳前庭平衡系統在引導胚胎和幼兒發

展腦幹、小腦、原始大腦半球、和人類大腦皮質（人類文明的來源）過程中，理性大腦前額葉的腦神

經通路有些不足和導致抑制困難的缺陷。在功能性磁振造影 fMRI BOLD TEST上，可看到這些好動分
心和五官感統過度敏感或不靈巧的孩童，其前額葉血氧濃度(BOLD)呈現蒼白的現象；即在理性大腦

中，有關專注和靈巧（手眼協調和情緒伸縮調控良好)及組織執行能力的腦神經通路相當發展不足。事

實上，好動分心是孩童本身自己內驅力想幫助自己，來產生更多理性腦神經通路的現象，只是活動量

太少，與活動的時機、場地不適合，造成效果的不明顯；師長只感覺到是學童在搗蛋、故意不配合上

課或做功課在玩耍分心，甚至影響到其它同學的學習。顯然，孩童需要早晚在家中由家長陪伴帶動、

或在學校上課前做團體大量且有效的運動、且沒受欺視的情況下，來調整腦神經生理情況，改善上課

專注視聴和書寫上的行為，及平時情緒調合能有伸縮性的問題。永春文教基金會透過三到六個月的密

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在能引導孩童做益於感覺運動統合的姿勢和設備，及家長改變為接納態度並

在家中帶動，和在有經驗做觀察及訓練的老師引導帶領下，讓孩童親自藉由運動來改善理性大腦中腦

神經通路的不足的問題，讓好動分心和專注靈巧是可以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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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樞腦神經系統上，內耳前庭平衡系統上的三半規管，掌理每個人的看、聽、吃、全身皮膚和

肌肉的方向感、力道感和輕重感。這些過猶不及的現象，是過度敏感的行為和眼手協調不靈巧的原因

所在。在周邊神經系統上，頸背收縮的本體感受系統（筋肌關節位置動感）大量的活動可以強烈抑制、

調節、和刺激前庭半規管所掌理眼、耳、肌膚的方向感、力道感及輕重感，進而改善人體肌膚等五官

的過度敏感和手腳不靈巧的好動分心、讀寫跳行跳字等學習困難、情緒敏感的衝動，最後達到感同身

受和同理心的行為。 
媽媽表示小南在家不願幫忙做家事，很懶惰；因為動作很慢和分心玩耍，因此常常每天要花 3、4

小時寫功課；在學校時，容易和同學起爭執。這些是有困難學童感官過度敏銳和笨手笨腳，一再被嘲

笑和自我拒絶所引起；不是故意，而是真的有困難，自己也解決改善不了所致。這種情況叫做兒童「運

用障礙」，主要是大腦前額葉後端的身體形象很模糊不清所致，可看到畫人測驗很不清晰。在一、二年

級時，手形象模糊所延伸的鉛筆、橡皮擦、餐盒一再丟掉或帶不回來，導師每天撿一大堆。書桌內外

或書包內的整齊清潔、穿衣扣釦子、繫鞋帶，一再有困難，不是家長沒教或代操，而是教不來，真的

有困難學不來；靈巧的同學，沒人教自己摸索一兩天也可學會。 
透過密集式感覺運動訓練三到六個月內，身體形象清晰精緻後，學任何精細工作都能迎刃而解。

進一步如講話靈巧、穩定專注的手眼協調等其行為會有組織性、會寫企劃書和良好的執行能力。另外

家長一定要接納小孩弱點或缺失，不要責備，最好忽視，只要注意安全；一週中，可以一次或二次輕

聲告訴學童『您用運動改善您的衝動、分心、或抓不到重點，媽媽很高興』。講太多或不當的口氣，聰

明的小孩只會不在乎，或更會討價還價吃定家長。如在學校發生衝突、事故、或別的家長電話抱怨，

輕聲教導小孩說：「我有點衝動，目前在感統運動訓練，已經在改善中，謝謝您的幫忙」等的表達方法。

重要的是，讓孩童體認到家長的接納和身體力行的改變。如果家長只停留在：多鼓勵、少責備的帶領

方式，或鼓勵培養情緒管理(EQ)能力的空洞話，小孩成大器的機會便會減少。 

遺傳來自父母親的聰明，也把父母的細微弱點擴大成學童的困難： 
 父母皆為受過專科教育程度的成人，其小南自然會遺傳到父母的高智商。小南的在校成績是屬全

班中後半段的學生，依據「非語文的抽象推理智商檢測(TONI 2)」>136 來看，小南因為情緒管理(EQ)
和手眼協調不靈巧的生理原因，導致其潛在能力尚未完全發揮；學校導師表示小南上課時，眼睛飄渺

不定，不能專注，這就是造成數學表現較差的原因。因此，學習效果應該會更好，但受限於腦神經的

失常，未將各種感覺輸入統整好，使得生理因素影響到心理，其腦神經的失常才是造成學習分心、情

緒衝動和手眼協調不靈巧的結果。 
 另外，父母雖有高智商，以往都用漫駡責備來教導小孩，顯然本身的手眼觀察和口舌不很靈巧，

不會用稱讚和以身做則引作則引導小孩。學習到專科學歷就進入職場工作，代表家長也有點口舌稱讚

不會自我學習，也許有點手眼協調不大好，聰明無法發揮，所以只讀到專科，如果家中經濟困難，不

會用打工讀大學。但對小南來說，遺傳來自父母親的聰明，也把父母的細微弱點合並加乘擴大成學童

的困難，年紀小再加上本身的腦神經生理限制，使得數學學習和情緒控管跟行為表現就出現了顯著的

困難。父母親經感覺運動統合有關腦神經生理上和心理上的評估，加上老師觀察的評語，應當先接納

孩子的弱點或缺點，不批評、有情緒起伏可先行離開，讓孩子與自己先冷靜，只針對事情來處理。唯

有親自帶動孩童，才能將感覺運動訓練的效果達到最大化，才是真正幫助他們，並與他們一同成長。 

暑期二個月密集訓練的過程、氣氛、和結果，和後續訓練： 
 第一週：推球數量為 300下、交換球 100下、手走路為 300下，雖然體力較弱，但配合度高；第

二週：運動數量開始增加，與同伴的互動變多，雖然會抑制自己說話的音量，但仍話多且容易分心；

第三週：會想碰觸他人的方式，與人互動，經過溝通後，仍可改善。顯然，小南對觸覺感受的統合有

進步，但還是有點敏感，其神經生理抑制能力仍顯不足，才會以觸覺的方式，來探索事物。到了第六

～八週：推球數和手走路已增加為 500 下。另外，家長在暑假期間皆有持續帶領小南做感覺統合的運

動訓練。 
小南進行二個月的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後，開始對於完成事情有積極度，並堅持完成；能遵

守班規。媽媽也觀察到小南的注意力時間變長；情緒也較為穩定，即使在氣頭上時，也比較能聽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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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的話，學會控制情緒。開學後連學校導師也表示小南比較能遵從指示，抄寫能力進步很多；對於計

劃的臨時變動較能接受；與同學的人際關係也獲得改善。但是媽媽與學校導師認為小南的注意力可以

再更進步一些，目前很容易受到聲響而有分心的情況；另外，雖然在情緒激動時，會聽得進長輩的話，

但是整體看下來，小脾氣的頻率仍多。顯然，小南在接受感覺運動統合訓練是有進步的；從媽媽與學

校導師的觀察結果來看，前庭活動反應還有進步空間，需要再增加三個月的感覺運動統合訓練來獲得

改善。 

密集式感統訓練中父母所擔任的角色，和如何準備從低層到高階主管的角色： 
 小南的父母親對他的教養方式較為嚴格，而觸覺較於敏感的孩童，從父母的態度自然能感受到對

他的期望，但因為腦神經生理的限制，使得他無法全部節制自己的行為，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自然還很

多。 
父母是孩童的主要照顧者，更是長時間陪伴左右的人，為了孩童的發展，除了配合感覺運動統合

訓練外，父母的帶領方式更為重要。透過團體諮詢的方式，吸取不同得養育經驗，再對應到是否適用

於自己的孩子上，不斷的修正與補強，以孩子目前能做到的生理為基礎，再逐步養成。例如，一開始

可以先透過打字的練習(MSN)注音拼音出國字，之後鼓勵使用電腦來寫兩三行的書摘，慢慢增加遠足（戶

外教學）計劃或心得、日記等，進而規劃家庭旅遊計劃和學校壁報企劃活動等，藉由自己先修改再家

長或老師的仔細訂正，培養組織能力。藉由足以當誘因的事物當作增強物，來引導孩童自發性的學習。 
透過馬上接納孩子的弱點，傾聽孩子的需求與給予適當的協助，少糾正並些許的稱讚，再藉由感

覺運動統合訓練整合其腦神經功能，其缺點會自然改善。記得，不要逼迫孩童做超過腦神經系統能力

以外的事，多給他機會，鼓勵他能做些能力範圍做得到的事情，才是良好學習的開始。 

總結來說，這是一個情緒管理和精細動作協調跟不上的高智商個案： 
小南是個擁有高度潛在能力(TONI 2>136)的孩子，因為其腦神經功能對各項感覺的統合不良，使得

小南對手、眼、肌膚和神經過於敏感，其神經出現抑制困難的生理現象，才會有後續的行為(眼手協調
不靈巧)與情緒問題，進而影響到他學業上表現。 
透過感覺運動統合訓練，來改進腦神經的生理問題；另外，父母教養方式的調整為以輕聲教育態

度接納其弱點，偶而稱讚學童用運動改善自己的感官過度敏銳和笨拙不協調。例如，家長可敘訴對學

童現在努力藉由運動來幫助學習，這樣的行為讓父母感到很欣慰。學童很敏感於父母態度上的改進，

學童會更加努力，產生良性回饋。 
小南在接受永春文教基金會的暑期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於兩個月的期間內，其眼手協調靈

巧度與情緒問題均獲得改善，不論是孩童本身或是家長都有明顯感受其生理上的變化，及所帶來學習

表現進步的成效。雖然目前小南的情緒管理(EQ)確實有進步，為發展同理心和感同身受感的基礎。但

是開學後，家長在家帶不動，無法執行感覺運動統合的訓練，小南便無法充分使用潛在高智商，或使

用組織、執行能力。如持續續下去，日後便不會有大事業或管理高層次的能力。 
經電訪得知，小南自從開學後的功課量變多，在家的運動訓練無法持續；學校導師也反應小南上

課不專心、小動作還有；小南自己也認為停止運動訓練後，專心度有點變差，寫功課變慢。已建議家

長可利用平日寫功課前的 30分鐘做交換球，使眼手協調變靈巧，專注力提升再寫功課；另外，也增進

親子間的互動，利於人際關係的發展。 
媽媽表示會持續帶領孩童在家做感覺統合的運動訓練，以改善專注力於課業上及手眼靈巧協調度

提升，並讓情緒管理(EQ)保持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