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1學校體育1 0 8．第十八卷  第五號  |

   健康 

促進

學校體育1 0 8．第十八卷  第五號  |

兒童是國家持續發展與延續生命的重

要主角，對於兒童身心健康與教育發展都

必須相當重視。但社會不斷進步，科技的

發達使得電子遊戲盛行、電腦網路普及、

各種視聽娛樂產品多元化，加上都市化以

及少子化等這些生活型態的改變，造成兒

童遊戲型態產生重大改變。活動空間的缺

乏以及父母注視與陪伴時間減少，也讓兒

童身體活動逐漸減少，在身體發展上出現

問題，因此在醫療院所，可見到愈來愈多

來尋求幫助的發展遲緩兒童，接受感覺統

合治療，藉以改善其身體動作發展遲緩、

情緒控制不穩、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

愛爾斯 (Ayres, 1972, 1979) 提出感

覺統合理論認為：7歲以前大腦像是一部

感覺處理器，對外界事物的感受主要來自

感覺印象，兒童在此階段忙於尋求感覺刺

激，所以這期間為感覺動作發展期，以身

體活動為日常生活與學習的主要內容。經

由大腦對各種感覺刺激做有選擇性吸收，

再加以組織整理，以提供正確訊息，針對

刺激做出適當反應（高全寬，2003），

由此可知身體活動在提供大腦神經系統刺

增進學童身體活動
從運動遊戲做起

李國治／敏盛綜合醫院職能治療師

激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惟因少子化影

響，父母對子女皆希望學業能『贏在起跑

點』，因此從兒童時期就學習各項才藝，

譬如英文、心算、樂器、電腦等，對於運

動永遠覺得沒時間，也不重要。

筆者因職務關係，經常接觸身體活動

不足而產生發展遲緩之病童，深以為在兒

童成長的過程中，身體動作發展及身體活

動的重要性，藉由運動遊戲能夠幫助兒童

身體動作發展，進而呼籲重視並提供兒童

身體活動之空間與時間。

感覺統合與身體活動關係

在兒童身體發展過程中，感覺統合有

何重要？感覺統合即組織、整理各種感覺

的輸入，以為大腦功能所用；而這種能力

是大腦本身的功能之一。人們對於周圍環

境的認識，就是經由大腦集合由各種感官

得來的消息，經過組織整理，最後得到一

個完整的概念，才能產生適當反應。當大

腦無法順利進行組織整合工作時，所有經

由它指揮的行為就會超出正軌（羅鈞令，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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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發展是有一定步驟的，例如從

上往下發展，所以先有眼球的控制，再有

手部活動的控制，最後才是雙腳的控制。

至於一些身體動作發展也是如此，先學會

抬頭、翻身、坐立、爬行、站立，最後才

能走路。這些發展都是有階段性的，而其

基礎需要感覺統合功能的健全，過程中若

發生了失誤或整合不良，將會影響下一步

驟的發展（吳東昇，2001）。

各種感覺系統與身體活動功能關係如

下說明（Ayres,1979；羅鈞令，1984）：

一、觸覺系統：提供我們有關周圍環境訊

息的最主要來源之一。告知我們安全

或危險，通知我們逃避或抵抗。對個

體心理社會化的發展也很重要，因為

皮膚將個體與外界分開，幫助個體認

識到自己的存在，這種認知能力是發

展良好人際關係的基礎。

二、前庭系統：能夠感覺運動或移動，尤

其是加速度、減速度的變化，和地心

引力的牽引，讓我們分辨是環境在轉

動，還是我們本身在運動。對肌肉張

力影響很大，使我們姿勢能維持，活

動能自如，幫助發展身體空間概念；

對於肌肉張力的訊息改變，可幫助視

覺認知能力的發展。它告訴我們環境

中的空間關係，使人在身體與情緒上

有安全感，有助於正常的心理社會化

發展。

三、本體感覺：本體受器對人的活動相當

重要，藉由它各種反射動作、自動反

應、及經過設計的活動才能產生，靠

著這三種動作使自己適合環境需要或

改造環境以利生存，使大腦感覺統合

功能愈趨完善。本體感覺的輸入可幫

助大腦對各種感覺作一解釋，尤其是

視覺認知。配合前庭覺及視覺，可幫

助認識形狀和空間關係。本體感覺

對感覺統合最重要的貢獻是維持肌肉

正常收縮，使骨骼能夠自由活動，因

為動作是促進感覺統合發展最主要途

徑，也有助於情緒的正常化。

四、聽覺系統：聽覺是語言發展的基礎，

與前庭系統是從一個相關的組織發展

出來，所以前庭與聽覺對語言有著很

大影響。

五、嗅覺：低等動物的嗅覺系統與原始保

護機轉有關，而人類發展了認知能

力，使個體的保護能力更強。

六、視覺：視覺刺激分別通到兩邊大腦半

球，兩邊視野必須經由兩大腦半球整

合連接，才能認識方位、空間結構及

物體外形輪廓等。

經由上述可瞭解感覺統合與身體活動

的關係密切，舉凡肌肉變動、身體空間位

置、身體姿勢維持、身體保護動作等，必

須經由兩者相輔相成來完成，缺一不可，

透過身體活動，可增加身體觸覺及體驗身

體在不同空間中的平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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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遊戲對身體動作發展的
重要

就身體動作能力發展而言，兒童期

是關鍵期也是發展最快的時期，而兒童身

體動作發展，是指幼兒出生之後隨著年齡

增加，身體肌肉活動及手眼協調動作技能

之發展歷程（陳信全，2002）。一般而

言，基本的動作技能可以分為穩定性、移

動性、操作性以及連結性的動作。穩定性

動作技能為移動性及操作性動作的基礎，

是一種使身體保持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位置

的運動型式；移動性動作技能，指身體自

一個點轉換垂直或水平方向至另一個點的

動作；操作性動作技能則可分為粗略性的

動作，如投、接、踢，以及精細的動作，

如畫畫、繫鞋帶等等；連結性的動作則是

穩定性、移動性、操作性三種動作的結合

（許義雄譯，2001）。

學習基本動作技能的最佳階段約為2

到7歲，其知覺運動能力迅速發展，因此

對於學習基本動作技能極為有利。而此階

段的學齡前兒童，其動作技能學習依序由

初始期、基礎期、成熟期逐漸發展其動作

技能 (Gallahue,1996) 。初始期：2至3歲兒

童嘗試著表現可觀察與目的化之動作，但

是動作略顯粗糙與不協調；基礎期：3至

5歲兒童則對動作逐漸能夠有效的控制，

而動作的協調性與節奏感也有所改善，動

作流暢度仍略顯不佳；成熟期：6至7歲兒

童能表現出有效率的動作，並能與其他基

本動作相互聯結。此三個動作分期，並非

絕對以年齡為判斷依據，譬如在成熟期兒

童，因動作發展遲緩，而無法展現出該年

齡所能達到之有效率的、流暢性的動作，

甚至有極不協調的動作產生，因此必須在

學習過程中，多給予關注與個別引導。

兒童的生活就是遊戲，經由遊戲探索

身體與環境，並累積經驗增進智慧，而遊

戲種類多以身體相關的運動遊戲為主，藉

由身體運動的刺激而增加兒童身心機能的

發展。林風南（1990）認為兒童運動遊戲

是以運動為主，以遊戲為方法，以教育為

指導，培養兒童身心發展的基礎能力為目

標的活動。呂素美（1998）認為兒童運動

遊戲是為了促進幼兒全身骨骼、筋肉的全

面發展，得到身心各方面健康，並透過關

心和鼓勵，提升兒童的體能，透過身體的

活動，促進腦部發育，培養孩子豐富的情

感，以及對人事物的興趣與熱情。

由上述可知，藉由運動遊戲可增進

兒童的身體動作發展，且其促進兒童身心

發展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從實際場域

中，亦可常見國小學童、中學生上體育課

時，在技能動作學習時的身體不協調、無

法掌握身體律動、在上課時無法專注等，

皆起因於兒童時期的動作發展出現障礙，

而後天又缺少身體活動所致。因此，凡是

日常看到能讓兒童有機會去試做的都能成

為練習的材料。生活常見動作如：攀、

爬、追、跳、滾、投擲、抓、吊、拉、

推、平衡動作等都是，且應讓兒童自行創

作聯結。在目標設定上必須以兒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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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的能力所及和生活境遇中做設計，

讓兒童在變化中體驗各種不同的事務，增

加學習的機會，創造新的動機而達到思考

的教育。進而啟發兒童的思考力、想像

力、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藉以增進

兒童的知識並擴充生活經驗。

結語

人的發展過程以兒童時期最為重要

與關鍵，不管在動作、知覺動作、認知、

人際互動、情緒管理等，皆深受其影響。

兒童必須經由完善的感覺統合功能來探索

環境，進而利用協調運動能力表現適當的

反應。感覺統合功能是兒童學習動作、認

知、行為適應、情緒控制等的基礎，在環

境中有充分探索與操作機會，可使生理方

面正常發展，進而培養良好個性、情緒及

適當行為。藉由運動遊戲的介入，可以從

中獲得感覺統合功能，促進身體動作能力

發展，並學習溝通、分享、合群能力。因

此，家長及老師應經常讓兒童從事各類運

動遊戲，使其在身心各方面能夠得到充分

發展，減少發展遲緩的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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