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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手冊」（教師用）簡介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教師用）是根據「學前特殊教育課程目標檢核

手冊」（教師用）內的各領域目標所設計出來的課程活動建議，主要目的在提供

特殊教育教師和幼兒教育教師教學上的參考，使教師能依發展遲緩幼兒狀況，安

排適合幼兒個別教育需要的教學活動。 

「教師用」課程指引手冊中，包括「一般發展課程」和「特殊訓練課程」二
大部份，其中「一般發展課程」又分為感官知覺能力、粗動作能力、精細動
作能力、溝通能力、認知能力、社會情緒能力和自理及居家生活能力七大領
域；「特殊訓練課程」則分為定向行動訓練、聽讀與說話訓練二大領域。整
體而言，「一般發展課程」每一領域各有一本課程指引手冊，而「特殊訓練
課程」則合併成一本課程指引手冊，因此「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手冊」（教
師用）共有八本，提供老師參考之用。 

 

「粗動作能力」領域教師用課程指引手冊簡介 

「粗動作能力」領域課程指引手冊包含「非移位」、「移位」、「平衡」、「丟接
物」、「體能活動」等五項副領域，總共有53個課程目標。其中，「非移位」
副領域內包括頭部控制、肢體基本動作、俯臥上半身控制、坐、和站五項次
領域，共計有14個課程目標；「移位」副領域包括翻身、俯臥移位、走、上
下樓梯、跑、跳等六項次領域，共計有20個課程目標；「平衡」副領域內包
括沿線走、單腳站、平衡木上站走等三項次領域，共計有7個課程目標；「丟
接球」副領域內包括丟球和接球兩項次領域，共計有3個課程目標；「體能
活動」副領域有9個課程目標。「粗動作能力」領域之課程內容見下表。 
副領域 次領域 編號 起始頁碼 

非移位 頭部控制 

肢體基本動作 

俯臥上半身控制 

坐 

1-3 

4-5 

6 

7-10 

1 

7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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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1-14 22 

移位 翻身 

俯臥移位 

走 

上下樓梯 

跑 

跳 

15 

16-17 

18-24 

25-27 

28-29 

30-34 

31 

33 

37 

52 

58 

63 

平衡 沿線走 

單腳站 

平衡木上站走 

35-37 

38-39 

40-41 

73 

79 

83 

丟接物 丟球 42-43 87 

 接球 44 92 

體能活動  45-53 95 

 

課程指引使用說明 

根據「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手冊」（教師用）的編寫架構，有以下幾點建

議，供老師在使用課程指引手冊時的參考： 

1. 依學生學習需要，決定需參考的課程指引手冊：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手冊」（教師用）包括「一般發展課程」的「感官知覺」、
「粗動作」、「精細動作」、「認知」、「溝通」、「社會情緒」、與「自理及居家生活」等七
大領域課程指引手冊和「特殊訓練課程」課程指引手冊，共有八本教師手冊。因此，
老師利用檢核手冊評估幼兒能力的結果，並且決定幼兒需要進一步加強的「領域」之
後，就可以先找出該或該些領域的課程指引手冊，作為安排教學活動的參考。換言之，
老師要參考幼兒需要加強的某或某些領域的教學活動建議時，就需要選出某本或某些
本課程指引手冊，以為參考。例如，幼兒僅需要加強「溝通」能力，因此，教師就需
要參考八本課程指引手冊中的「溝通」那本。如果，老師面對的幼兒在各項發展能力
上均有問題，則需要閱讀七本課程指引手冊內的相關內容。對於視、聽障幼兒，老師
可以參考「特殊訓練課程」的那本課程指引手冊。 

2. 依據檢核手冊的評估結果，參考適合幼兒學習的課程目標之課程指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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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老師在對照檢核手冊上的目標與課程指引手冊內的課程目標時，能

夠更快速、更方便，因此我們在每一個課程目標的課程指引的右上方，都清楚標

示了該課程目標課程指引所隸屬的「領域」與目標「編號」。例如，粗動 10 就表

示它是「一般發展課程」中「粗動作能力」領域的第十個課程目標「能做出單腳

跪立姿勢」。所以，當老師想要快速尋找某一個課程目標的課程指引時，除了查

詢前頁表內的頁碼外，還可以瀏覽每一頁課程指引右上方的「編號」，就能迅速

找到您所需要的某課程目標的課程指引內容。 

等老師找到該課程目標的課程指引後，老師可以由指引內的「領域」、「副領

域」、「次領域」、「課程目標」各欄中，詳細知道該「課程目標」內容及所屬的領

域、副領域和次領域。詳見以下範例：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粗動 10 

領域 粗動作能力 副領域 非移位 次領域 坐 

課程 

目標 

能做出單腳跪立姿勢 

 

3. 瞭解與課程目標相關的其他目標： 

基於發展領域與發展能力之間的相互關係，老師有必要瞭解與某課程目標相

關的其他目標。這些「相關目標」可能是可以與本課程同時搭配指導的課程目標，

也可能是在進行本課程目標的教學活動之前，幼兒必須具備的基礎能力所隸屬的

課程目標。此部分資料，除了可以幫助老師瞭解發展領域和發展能力之間的關連

性，而且有助於教學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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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動 10「能做出單腳跪立姿勢」為例，在相關目標欄裡顯示為「粗動 08

（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這表示粗動 10 這個課程目標和粗動作的第八個

課程目標「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相關，老師在指導時可以互相參考與搭配。 

不過，極少數課程目標因為是最基礎的能力，因此在「相關目標」一欄內為

空白。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粗動 10 

領域 粗動作能力 副領域 非移位 次領域 坐 

課程 

目標 

能做出單腳跪立姿勢 

 

相關 

目標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4. 參考教具及環境安排的建議，建構出最佳的教學環境： 

為了使老師能夠在參考課程指引中的「活動建議」之前，能確實瞭解教學前

的準備工作，所以老師可以參考指引內「教具」和「教學安排」的內容。「教具」

一欄內，說明該課程目標活動進行前，老師應該準備的教材教具。「環境安排」

的內容，則是提供老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可以安排的學習環境的建議，使教學

活動的進行能更順利，而且達成課程的目標。 

 
教具 椅子、桌子、可吸引幼兒的玩具 

環境

安排 

舒適且安全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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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課程指引內的教學活動建議，進行個別或團體教學： 

為了要使幼兒達成每一課程目標的學習，最重要的莫過於老師要能有好的
教學策略。因此，在每一課程目標的指引中，「活動建議」一欄內就呈現了建議
教師為達成課程目標可以參考實施的教學活動。一般來說，老師可以在「活動建
議」欄內，發現四個部分的資訊： 

（1） 評估重點：簡要說明幼兒要學習該目標的活動前，老師應該觀察幼兒
的哪些行為。 

（2） 個別指導：說明了要達成該課程目標，老師可以進行的個別指導的原
則、教學方法及活動設計。活動設計內容僅屬於建議性質，老師可以
依照個人專長與經驗，設計更多采多姿的個別指導活動，以達成該課
程目標。 

（3） 團體活動：此部分活動建議，是為達成該課程目標的團體指導原則和
活動設計。同樣地，活動內容設計也僅屬於建議性質，老師可以依照
個人專長與經驗，設計更多采多姿的團體教學活動，以達成該課程目
標。 

（4） 特殊指導：為了使老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能顧及不同障礙幼兒的各
種特別狀況，因此在「特別指導」內說明了在進行該課程目標的教學
活動時，老師需要考量指導聽障、視障、肢障等特殊幼兒必須特別注
意的事項，以供老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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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是否能做出單腳跪立的姿勢？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和幼兒面對面坐著，手放在幼兒臀部幫助他雙膝跪立（雙膝跪地、身體直立）。或者，把
矮凳放在他面前，鼓勵他自己用手扶著矮凳跪立起來。 

  （2）當幼兒可以雙膝跪立後，用手扶住他的雙臂，幫他移動重心到一側，並且要他抬起
另一側腳往前踏成單腳跪立的姿勢。等幼兒能力稍好，就逐漸減少協助。 

  （3）讓幼兒扶著椅背雙膝跪立著，再移成單膝跪立的姿勢，再放開雙手。等幼兒能力稍
好，就讓幼兒試著不用椅子做動作。 

  （4）如果幼兒能做出單腳跪立的姿勢，在做活動時，口頭提醒或示範要他做出單腳跪立
姿勢，再以各種方式鼓勵他跪久一點。例如，老師和幼兒一起採單腳跪立姿勢，玩
丟球或擊劍的遊戲。或者，讓幼兒雙膝跪立在矮籃框前，鼓勵他把球由地上撿起，
再採單腳跪立姿勢把球丟入籃框中。 

 
3. 團體活動： 

  （1）把幼兒分成兩組，以單腳跪立姿勢傳球，看哪一組傳的球最多。 

  （2）「武術比賽」：要求幼兒兩兩相對，以單腳跪立姿勢拿報紙捲成的紙劍，相互比武。 

 
4. 特殊指導： 

  （1）對於髖關節或膝關節彎曲有困難的幼兒，不適合要求他們進行單腳跪立的訓練。 

  （2）對弱視或全盲幼兒，進行單膝跪立投籃的訓練時，應該先在籃框邊緣貼上一圈大的
鈴鐺（直徑約 2 公分），並讓幼兒使用有聲球。老師握著幼兒的手，教幼兒先摸到籃框，
探知距離，並以左手扶著籃框，用另一手把球投入（請選擇幼兒可以用單手握住大小的球）。 

 
 
6. 實施教學後的學習評鑑： 

為了確實掌握教學後幼兒學習的結果，老師有必要實施教學後的學習評鑑。因
此，於每一課程目標的課程指引內，最後一部分即呈現了建議老師「評鑑」的項
目和標準，協助老師根據幼兒個別發展程度及學習情形，進一步瞭解幼兒對該課
程目標的達成程度。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做出單腳跪立的姿勢且維持數秒或一段時間，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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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1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基礎手部活動 
課程 
目標 
會基本的手部動作： 
1. 會注視自己的手 
2. 會吸吮自己的手指 
3. 會把手中的東西送入嘴裡吸吮 

相關 
目標 

感知 01（對視覺刺激有反應）              認知 01（會專心地看著眼前或周圍的人事物） 
粗動 05（仰臥時，手腳會有動作） 

教具 1. 各式聲光玩具、魔術帶、黏土 
2. 砂糖、果醬、巧克力醬或冰淇淋等類似的食物 
3. 長形餅乾、棒棒糖、薯條、奶瓶、奶嘴或有吸管的飲料 

環境

安排 
1. 個別訓練最好為安靜且四周沒有太多其他物品之環境，以免分散幼兒注意力 
2. 利用點心時間做團體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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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是否會主動看著自己的手？吸吮自己的手指？或會把手中的東西
送入嘴裡吸吮？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訓練幼兒「注視自己的手」： 

① 把幼兒的手拉高到幼兒眼睛水平視線上搓揉，引起幼兒注視自己的手。 
② 聲光玩具放入幼兒手中，引起幼兒注視，或使用魔術帶將玩具固定於手

中，引誘幼兒去注視自己的手。 
③ 利用黏土（較軟且較易黏在手上的材質），在幼兒手上搓揉，提供觸覺刺激誘發

幼兒注視自己的手。 
④ 利用洗手或玩水的活動，誘發幼兒注視自己的手。 

 （2）訓練幼兒「會吸吮自己的手指」： 
① 直接帶幼兒的手放進嘴裡吸吮。 
② 在幼兒的手指沾砂糖、果醬、巧克力醬或冰淇淋等類似的食物放進幼兒

嘴裡吸吮。 

 （3）訓練幼兒「會把手中的東西送入嘴裡吸吮」：視幼兒能力，將各類形狀大小
不一的食物（如長形餅乾、棒棒糖、薯條、奶瓶、奶嘴或有吸管的飲料等）放入幼兒手裡，
讓幼兒練習把手裡的東西送到嘴裡吸吮。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上肢穩定度不佳，使他不容易做到把手放入嘴裡的動作，這時可

以幫助他托住手肘或把他手肘放在桌面。等幼兒能力改善後，再逐漸減少
協助。 

活動

建議 
（2） 對張力太強的腦性麻痺幼兒，躺著時要用側躺，坐著時需有好的座椅減低

張力，才容易誘發手部基本活動。 

（3） 要訓練視障幼兒看自己的手，① 可以在幼兒手腕上套一個比嘴巴大的玩具
（避免吞嚥），然後一邊製造聲響提醒幼兒、一邊鼓勵他去看自己手腕上的玩
具。② 也可以準備一個燈箱，引導幼兒爬到燈箱上面，或是把手放在燈箱
上，在亮光的吸引下，幼兒就會仔細去看自己的手了。③ 另外，也可以拉
著幼兒的手把他的手指或手裏的東西放到他的嘴裏。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注視自己的手。 
2. 會吸吮自己的手指。 
3. 會把手中的東西送入嘴裡並吸吮。 



學前特教課程                                                                王天苗等編著 

教育部特教小組                                                                        9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2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基礎手部活動 
課程 
目標 

會伸手取物： 
1. 會伸手碰觸眼前的玩具 
2. 兩手會同時伸出去拿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1（會基本的手部動作） 
感知 02（能注視周圍的人事物）、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粗動 05（仰臥時，手腳會有動作） 

教具 1. 有聲玩具或會發亮的玩具（如鈴鐺、亮亮球等） 
2. 只要是幼兒有興趣的玩具或食物（如奶瓶）皆可 
3. 氣球、黏貼球、海灘球、籃球等可用兩手抱的球 
4. 顏色鮮豔的紙片或羽毛 

環境

安排 
1. 以有聲玩具吸引幼兒時，在他看得到的視線內最好多放幾個，讓他有機會挑選

最想拿的東西，以提高伸手拿的頻率 
2. 在團體遊戲時間進行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是否會伸手碰觸視野內的玩具？會不會兩手同時伸出拿東西或伸
手抓到物體？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訓練幼兒「會伸手碰觸視野內的玩具」： 

① 可以用有聲玩具、發亮的玩具或顏色對比明顯的玩具，吸引幼兒的注意
力。 

② 將各式玩具放在幼兒視野內，鼓勵幼兒伸手去拿他想要的玩具。 
③ 若幼兒意願不高，或手臂的移動有困難，則帶動小孩的手去觸碰此玩具

數次，以誘發其主動伸手拿玩具的慾望。 
④ 把氣球懸吊於幼兒前面，鼓勵幼兒拍面前的懸吊氣球，若幼兒沒有伸手

動作，可帶著他的手做幾次。 

 （2）訓練幼兒「兩手會同時伸出去拿東西」： 
① 用兩手把幼兒拉起來之前，先把雙手放於幼兒前方，鼓勵幼兒主動伸出

手，再將幼兒拉起或抱起。 
② 把奶瓶或其他幼兒喜歡的玩具拿在幼兒面前，鼓勵幼兒伸出兩手去拿，

若幼兒沒有伸手動作，可以帶著他的手做幾次。 
③ 用幼兒有興趣的食物或玩具在他眼前慢慢晃過，讓幼兒有機會伸手拿住。 
④ 利用顏色鮮豔的大張紙片或羽毛由幼兒眼前輕輕落下，讓幼兒伸手去拿

住。如果幼兒沒有意願或動作有困難，可以先握住幼兒的手去拿，拿住
時要給他鼓勵。 

⑤ 把球滾到或丟到幼兒前面，讓幼兒主動伸出兩手去接或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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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特殊指導： 

（1）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多利用有聲玩具或顏色對比明顯的玩具，誘發他伸
手的意願，若幼兒仍無意願伸手可以先將玩具放在固定位置，使其習慣位
置而易於伸手抓握。 

（2）對於動作障礙的幼兒，需扶持他在一個比較良好的平衡姿勢，才誘發伸手
動作，再配合他進步的狀況，慢慢減少扶持。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看到東西，會伸手去摸。 
2. 看到東西，會兩手同時伸出去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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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3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手會握住東西： 
 1. 把東西放在幼兒手裏，能偶而握住 
 2. 把東西放在幼兒手裏，會握住一下 
 3. 把東西放在幼兒手裏，會穩穩握住一段時間 

相關 
目標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可以抓握的玩具（如鈴鐺、搖鈴、或擠壓玩具等） 

環境

安排 
幼兒躺著、被別人抱坐著、或自己坐著 

活動 
建議 

 
 
 

1. 把東西放在幼兒手裏，他會不會握住？是偶而握住？握住一下？還是會穩穩握
住一段時間？依照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幼兒躺著、被別人抱坐著、或自己坐著的時候，大人的手指、鈴鐺、搖鈴、
或擠壓玩具放到幼兒手裏，讓幼兒練習抓握。 

（2）如果幼兒完全無法抓握東西，就可以用東西在幼兒的掌心輕輕畫過，誘發
幼兒手抓握的反射動作。使用的東西要多變化，讓幼兒感受不同的刺激。 

（3）剛開始，可以握住幼兒的手，幫助他去抓握東西，並握住一段時間。等幼
兒抓握動作逐漸出現後，再慢慢減少動作的協助。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大人應該常常把他的手指拉開，或讓手
握住大小適合的圓柱物（如用手帕或毛巾捲成的圓柱、或可握在掌心的小球），讓幼兒
的手指能逐漸練習能開合自如。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
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

架」）讓幼兒配戴？ 

（2）對於沒有手握拿能力的幼兒，可以把玩具貼上魔術帶，讓幼兒戴貼有魔術
帶的手套，手去碰到玩具，就可以把玩具固定在手心，提供他抓握的經驗。 

（3）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東西的抓握。 

（4）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可以利用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玩具來吸引他的
注意力，誘發他去抓握東西。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
導他去拿玩具並握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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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東西碰到幼兒的手，幼兒能偶而握住。 
2. 把東西放在幼兒的手裡，幼兒會握住一、兩秒鐘，就放下。 
3. 把東西放在幼兒的手裡，幼兒會穩穩握住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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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4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手會握著玩具搖動或捏擠 

 

相關 
目標 

細動 03（手會握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會發出聲音，而且手容易握住的玩具或樂器（如小搖鈴、鈴鼓等） 
2. 可以擠壓的小玩具（如壓下去有聲音會變形的小企鵝或球等玩具） 
3. 有手把的東西、有亮麗顏色的彩帶 
4. 顏色不同，軟硬度不一的黏土 

環境

安排 
幼兒躺著、被別人抱坐著、自己坐著、或站著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會不會握住玩具？握住之後，會不會搖動或捏擠它？再依幼兒的起
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如果幼兒不會握住玩具，則應該先進行前一目標「手會握住東西」（細動

03）的訓練，讓幼兒先會抓握玩具再說。 

（2） 大人先示範握住玩具搖動或做出捏擠的動作，讓幼兒模仿。如果幼兒無
法做到，可以握住幼兒的手學著做動作，等幼兒能力增進後，逐漸減少協
助。 

（3） 剛開始時，可以讓幼兒兩手交叉握住有聲音的玩具或樂器搖動（如：小搖鈴、

鈴鼓、有聲音會變形的小企鵝或球等），等幼兒了解方法後，再讓他用單手握著玩具
玩。 

（4） 利用顏色鮮明的彩帶，讓幼兒握在手中甩動，增加學習動機。在握的部
分最好用布或繃帶纏厚一點，讓幼兒容易抓握。 

（5） 利用不同顏色及軟硬程度不一的黏土，讓幼兒放在手中揉捏，增加幼兒
抓握的能力。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把他的手指拉開，或
讓他抓握大小適合的圓柱體（如：用手帕或毛巾捲成的圓柱、或可握在掌心的小球），讓
幼兒的手指能能張開抓握玩具，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
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

架」）讓幼兒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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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對於沒有手握拿能力的幼兒，可以把玩具貼上魔術帶，讓幼兒帶著貼有魔

術帶的手套，手去碰到玩具，就可以把玩具固定在手心，提供他抓握的經
驗。 

（3）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東西的抓握。 

（4）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5）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可以利用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玩具來吸引他的
注意力，誘發他去抓握東西。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
導他去拿玩具並握住它。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大人協助下，能握住玩具搖動或捏擠玩具。 
2. 不需大人協助，能握住玩具搖動或捏擠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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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5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會自主地放開手裏握住的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3（手會握住東西） 

教具 小搖鈴、可以擠壓的小玩具、積木 

環境

安排 
幼兒躺著、被別人抱坐著、或自己坐著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手裏握有東西（如：鈴鐺、搖鈴等）之後，會不會再主動把它放掉？依幼兒
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如果幼兒無法抓握玩具，老師可以幫他先握拳，然後把玩具放進他的手心，
要求他先把玩具握住，再要求或幫助他把手掌打開，把東西放下。 

（2）或者，也可以讓幼兒先握住未完全充氣的氣球，然後慢慢把氣球充滿，讓
幼兒有鬆手的感覺，但要注意不要把氣充的太滿，以免危險。 

（3）讓幼兒手握鈴鐺、搖鈴、積木、或擠壓玩具，看他會不會自主地放開手中
的玩具？如果幼兒不會自主地放開手中的玩具，大人可以輕握住幼兒的手
腕，在手背輕輕搓揉、搖晃、拍打或是把手腕彎曲起來，可以使幼兒較容
易把手中的玩具放開。 

（4）如果幼兒仍然無法放開手中的玩具，大人可以輕輕地把幼兒的手指頭扳
開，讓手指及手掌心都平放在桌面上，再重新練習。 

（5）把幼兒的手心朝下，也比較容易讓他放開手裡的東西。 

（6）當要求幼兒放開手裡的東西的時候，要立刻給他另外一樣他喜愛的東西，
不要讓幼兒以為老師是要拿走他的東西，這樣他反而可能抓的更緊。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開，
或讓他抓握大小適合的圓柱體（如：用手帕或毛巾捲成的圓柱、或可握在掌心的小球），
讓幼兒的手指能容易開合。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黏帶
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架」）讓
幼兒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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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對於視障幼兒，可以讓他抓握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玩具，由玩具掉下

去的聲音的線索，讓幼兒熟習放開手的動作。或者，一面告訴幼兒，一面
用手引導他把手裏的東西放掉。 

（3）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示範，幼兒比較能夠理
解。 

 
評鑑 如果幼兒不需協助，能自主地放開手裏握著的東西，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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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06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 
 1. 用大拇指外的四個手指耙抓東西 
 2. 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和手掌握拿東西 
 3. 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拿起東西，不接觸手掌 

相關 
目標 

細動 02（會伸手取物）、03（手會握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積木、插棒、小球等各種幼兒有興趣的玩具 
2. 如葡萄乾、脆笛酥等幼兒喜歡吃、又適合耙抓及握拿的食物 

環境

安排 
幼兒趴著用一手撐住一手玩、側躺、被別人抱坐著、或自己坐著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用哪一種方式抓握如手掌大的東西？是用大拇指外的四個手指耙抓
東西？或是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和手掌握拿東西？還是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
指拿握東西，不接觸手掌？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幼兒可以趴著、側躺、由大人抱著、或自己坐著，讓幼兒練習抓握如手
掌般大的東西（如：積木、插棒、小球等）。 

（2） 剛開始，大人先示範給幼兒看如何用手指拿起東西，不接觸掌心，要幼
兒模仿。幼兒可能因為手部精細動作還未發展完全，所以無法做到。但是，
大人還是可以握著幼兒的手指去抓物。等幼兒抓握動作逐漸出現後，慢慢
減少協助。 

（3） 平日，大人或其他幼兒多和幼兒一起玩，鼓勵幼兒練習去抓拿一些手掌
大的東西，由豐富的練習和鼓勵中，能逐漸學會用手指抓拿東西的能力。 

（4） 對於姿勢控制不佳的幼兒，可以由大人抱著或用側躺的姿勢，這樣讓幼
兒比較容易維持姿勢的控制，讓他能專注於手抓握的動作。 

（5） 讓幼兒趴著或坐著，在他的前面放喜歡的食物，讓他主動伸出手耙抓東
西吃。 

（6） 平日，在幼兒進食時，給他不同大小的食物，讓他多練習抓握食物或食
具（如：杯子、盤子或湯匙等），自然而然地訓練他抓握東西的方式。在他抓握大
一點的東西時，要他用大拇指合併其它手指握。拿小一點的東西時，則要
他東西盡量不接觸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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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開，
或讓他抓握大小適合的圓柱體（如：用手帕或毛巾捲成的圓柱、或可握在掌心的小球），
讓幼兒的手指能容易開合去抓握。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
自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

支架」）讓幼兒配戴？ 

（2）對於手掌心被碰觸會過度敏感的個案，應該提供各種不同的觸覺刺激（如：

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便於抓握的練
習。 

（3）「手抓放」的訓練對視障幼兒來說非常重要，關係到將來握筆寫字的能力，
因此要特別加強。可以利用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玩具來吸引視障幼兒
的注意力，誘發他去抓握東西。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手引
導他去抓握東西。 

（4）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兒比較容易
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需協助，用大拇指外的四個手指耙抓東西。 
2. 不需協助，用大拇指外的四個手指耙抓東西。 
3. 需協助，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和手掌握拿東西。 
4. 不需協助，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和手掌握拿東西。 
5. 需協助，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拿握東西，不接觸手掌。 
6. 不需協助，用大拇指合併其他手指拿握東西，不接觸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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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 
 1. 用手指和手掌夾起小東西 
 2. 用大拇指及食指側面拿起小東西 
 3. 用大拇指與食指、中指拿起東西 
 4. 用大拇指及食指尖拿起小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綠豆、小紅豆、黃豆、葡萄乾、小饅頭餅乾等食物 
2. 小珠珠、小紙片 
3. 黏土 

環境

安排 
側躺、被別人抱坐著、或自己坐著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用哪種方法拿起小東西（如：葡萄乾、糖片等）？會用手指和手掌夾起
小東西？用大拇指及食指側面抓起小東西？或是用大拇指與食指、中指抓起小
東西？還是用大拇指及食指尖抓起小東西？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幼兒可採側躺、被別人抱坐著、或自行坐著的姿勢，讓幼兒抓握綠豆、
小紅豆、黃豆、葡萄乾、小饅頭餅乾、小珠珠、小紙片等小東西。 

（2） 平日，多讓幼兒練習去抓拿一些幼兒喜歡的食物或小玩具，由豐富的練
習機會和鼓勵中，能逐漸學會用手指抓拿小東西。但是，要注意的是：避
免讓幼兒誤食。 

（3） 剛開始練習抓握時，東西不宜過小，表面最好也不要太光滑，應該讓幼
兒容易抓握為佳。等幼兒抓拿小東西的能力稍有後，再讓他拿一些挑戰性
較高（較小些、滑些）的小東西。 

（4） 練習抓握小東西的時候，大人先示範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拿起小東西，讓
幼兒模仿。幼兒可能因為手部精細動作還未發展完全，所以無法做到。但
是，大人還是可以帶著幼兒的手指去抓握，並握住一陣子。等幼兒抓握動
作逐漸出現後，再慢慢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5） 可以用黏土讓幼兒用大拇指及食指尖揉捏及拉撕，練習抓握小東西的能
力。 

（6） 讓幼兒練習自己上玩具的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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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7）可以把幼兒不需用到的手指（如無名指和小指）用膠帶粘起來，練習用前三指
或前兩指去抓拿小東西。或者，也可以把小東西放在小一點的盒子裡（讓

幼兒無法將 5 隻手指都放進去），讓幼兒練習抓拿，這樣也可以避免物品在大桌面
上滾動而增加抓取的困難。 

（8）對於姿勢控制不佳的幼兒，可以由大人抱著或用側躺的姿勢，這樣讓幼兒
比較容易維持姿勢的控制，讓他能專注於手抓握的動作。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開，
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
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架」）讓幼兒配戴？ 

（2）對於視障幼兒，抓握的小東西顏色應該和背景（如桌面）成明顯之對比，便
於視障幼兒抓握。更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手指引導他
去抓握小東西。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用手指和手掌夾起小東西。 
2. 會用大拇指及食指側面拿起小東西。 
3. 會用大拇指與食指、中指拿起東西。 
4. 會用大拇指及食指尖拿起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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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抓放 
課程 
目標 
能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小塊積木、綠豆、紅豆、黃豆、葡萄乾、小饅頭餅乾等小東西 

環境

安排 
1. 側躺、被別人抱坐著、或（利用輔具）自己坐著時，進行指導 
2. 可利用點心時間或遊戲時間進行活動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大人示範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如：小塊積木、綠豆、紅豆、黃豆、葡萄乾、小饅

頭餅乾等），鼓勵幼兒模仿。 

（2）如果幼兒無法一手去撿起兩樣東西，就先看幼兒是不是還不會抓握小東
西？如果是的話，就應該訓練「細動 03」的目標。如果幼兒可以握住一樣
小東西，但是握住兩樣小東西有困難，就需要大人動作上幫助幼兒練習。 

（3）剛開始，大人先把一樣小東西讓幼兒一手握住，再把另一樣小東西放入幼
兒該手中，再用手去握住幼兒的該手，幫助他握住那兩樣東西。或是，帶
著幼兒的手去抓拿兩樣小東西，然後手幫忙著握住幼兒的那隻手，使東西
能握穩在手裏。等幼兒抓握能力逐漸增加後，再慢慢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4）剛開始練習抓握時，東西不宜過大，表面最好也不要太光滑，應該讓幼兒
一手就很容易握住兩個。等幼兒一手抓拿兩樣小東西的能力稍有後，再讓
他拿一些挑戰性較高（較大些、滑些）的小東西。 

（5）平日，多讓幼兒練習去抓拿一些幼兒喜歡的食物或小玩具，由豐富的練習
機會和鼓勵中，能逐漸學會用一手抓拿兩樣小東西。但是，要注意的是：
避免讓幼兒誤食。 

（6）對於姿勢控制不佳的幼兒，可以由大人抱著或用側躺的姿勢，這樣讓幼兒
比較容易維持姿勢的控制，讓他能專注於手抓握的動作。 

 
3. 特殊指導： 

（1）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開，
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虎口的
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架」）讓幼兒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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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對於視障幼兒，抓握的小東西顏色應該和背景（如桌面）成明顯之對比，便於

視障幼兒抓握。更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帶領幼兒的手引導他去抓握兩
樣東西，或是給他一樣東西後再交給他另一樣小東西握著。 

（3）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這樣幼兒比較
容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協助下，可以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 
2. 不需協助，可以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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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會用雙手拿大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2（會伸手取物）、03（手會握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14（能站著進行活動） 

教具 1. 氣球、海灘球、排球、籃球等較大型的球 
2. 杯子、保特瓶、盤子 
3. 雜誌、故事書、筆記本 
4. 幼兒需用兩手拿的大型積木或保麗龍塊 

環境

安排 
1. 利用日常生活進行的活動中，隨機指導。例如，幼兒要喝水時，就讓他自己練

習拿奶瓶或杯子。 
2. 排除幼兒面前多餘的玩具，只留下一兩樣要用的，以免幼兒分心。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會不會用兩手去抓拿大東西（如氣球或杯子）？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

指導。 
 
2. 個別指導： 

（1）在訓練之前，要先確定幼兒會不會伸出兩手抓握玩具或東西？如果不會的
話，就應該先訓練「伸出兩手取物」的能力再說。 

（2）剛開始練習的時候，要用較輕的大型東西（如：氣球、空寶特瓶等），讓幼兒容易
用雙手拿。等幼兒能力增進後，再讓幼兒拿較重的東西。 

（3）如果幼兒剛開始沒辦法以雙手拿大東西，老師可以把球滾到幼兒面前，要
幼兒用雙手按住或抱起。老師在他面前示範把球拿起，再要幼兒試試看。 

（4）用遊戲的方式，讓幼兒練習用兩手拿起積木或保麗龍塊堆疊城堡或圍牆。 

（5）必要時，握著他的雙手幫助他去拿大東西，或引導幼兒去拿大東西。等幼
兒能力改善後，再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6）平日，要幼兒練習幫忙做簡單的家事（如：練習倒水、擺餐具、收杯盤、整理玩具、

拿書等）。 
 
3. 特殊指導： 

（1）對於抓拿能力不好或力氣不足的幼兒，訓練初期，可在物體兩側或下方放
置止滑墊，增加摩擦力，讓幼兒容易拿。 

（2）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可以利用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大型玩具來吸引
他的注意力，誘發他拿東西的意願。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面用手握
著幼兒的雙手幫助或引導他去拿大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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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用雙手拿大東西而且抓得穩、不掉下，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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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會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相關 
目標 

粗動 05（仰臥時，手腳會有動作）、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細動 03（手會握住東西）、05（會自主地放開手裡握住的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紙捲筒等棒狀物 
2. 懸有繩子的小球及其他形狀、大小的玩具 
3. 貼紙 

環境

安排 
1. 安排很多幼兒可以玩的玩具和小東西 
2. 無論個別或小組指導的時候，要以遊戲的方式進行，增加學習興趣 

活動 
建議 

 
 
 
 
 

1. 先看幼兒能不能把一隻手內的東西換拿到另一手？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
指導。 

 
2. 個別指導： 

（1）在訓練之前，要先確定幼兒會不會用兩手抓握玩具玩？如果不會的話，就
應該先訓練「兩手同時抓握玩具」的能力再說。 

（2）剛開始，最好使用棒狀或比較好握住的玩具，讓幼兒可以兩手同時握住它
們。等幼兒熟練後，再變換各種不同的玩具來練習。 

（3）先給幼兒一樣玩具或小東西，讓他握在一手裡，再把另一樣他更喜歡的玩
具或小東西交到已經握有一樣東西的那隻手，告訴他把原來手中的玩具換
到另一隻手拿。也可以，在幼兒一手已經抓握了一樣玩具的時候，拿給他
另一樣玩具或小東西。如果幼兒不知怎麼辦，就握著他的手幫他把玩具由
一手換拿到另外一手，或示範給他看。等幼兒能力改善後，再逐漸減少動
作上的協助。 

（4）給幼兒一個連著繩子的小球或其他玩具，告訴他用另外一隻手去拉繩子，
把玩具拉離原來的手。 

（5）把貼紙貼在幼兒一手的手心或手背，鼓勵幼兒用另一隻手將貼紙撕下。 
 
3. 團體活動： 
    利用遊戲時間，讓幼兒圍成圓圈，玩傳接棒之遊戲。邊唱歌邊傳，要幼兒把
棒子從一手傳到另一手，再傳給隔壁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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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4.特殊指導： 

（1）對於肌肉張力較強或上肢動作控制較差的幼兒，可利用側臥的姿勢，使兩
手較易放在身體的中線，以便幼兒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2）對視障的幼兒，要用顏色鮮豔或有聲的玩具，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
面用手握著幼兒的手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把一手內的東西換拿到另一手，東西在兩手停留的時間超過一秒，
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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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會拍手或敲兩手的東西： 
 1. 有拍手動作 
 2. 會敲擊兩手中的東西 

相關 
目標 

粗動 05（仰臥時，手腳會有動作）、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細動 04（手會握著玩具搖動或捏擠）、10（會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積木 
2. 有聲玩具（如：響板、鈴鼓、裝沙的易開罐或一般有聲音、好抓握的啦啦隊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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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安排 
1. 老師坐幼兒的對面，讓幼兒容易模仿動作 
2. 在幼兒面前放大鏡子，老師坐在幼兒後方提供協助，或與幼兒並肩坐一起對著

鏡子練習 
3. 利用音樂課或唱遊課的時候，隨著節拍練習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拍手？會不會敲擊兩手中的東西？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
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訓練幼兒「拍手動作」： 

① 幼兒可以坐、躺或側臥，由大人示範拍手的動作，鼓勵幼兒模仿，做出
相同的動作。 

      ② 如果幼兒無法模仿做出拍手的動作，把他的兩手拉到身體前面，讓他看
自己的雙手，再教他把兩手握在一起。 

③ 等幼兒能把手伸到前面，大人再帶著幼兒做拍手的動作。 
④ 鼓勵幼兒來拍大人的手，比如玩「我家的、我家的、我家猜」的遊戲，

增加幼兒拍掌的動作。 

（2）訓練幼兒「敲擊兩手中的東西」： 
① 大人示範雙手各抓握一塊積木互相敲擊，鼓勵幼兒模仿，做出相同的動

作。 
② 如果幼兒不會模仿，則大人可以先拉幼兒的手做，等幼兒逐漸熟悉，再

漸漸減少協助。或者，握住他的手，去敲地面或另一手的東西，由製造
出的聲響，去吸引幼兒敲的動機與興趣。 

③ 讓幼兒練習兩手敲有聲玩具（如：響板、鈴鼓、裝沙的易開罐或一般有聲音、好抓握的

啦啦隊道具），敲擊發出聲音，提高學習動機。 

（3）不論拍手或敲兩手中的東西，剛開始先練習一手去拍另一手或用一手的東
西去碰敲另一手的東西，即一手不動，用另一手去拍不動的那隻手或手中
的東西。逐漸，再要求幼兒兩手對稱地由兩側往中間拍或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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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4） 只要幼兒嘗試做或做對了，就多給讚美和鼓勵。 

3. 團體活動： 
（1） 平常上課只要有同學表現好，老師除了口頭獎勵，還可以要求大家一起

拍手鼓勵，多做練習。 

（2） 用唱遊課的時間，大人或其他孩子配合音樂節拍來拍手或敲擊響板或鈴
鼓樂器，幼兒可以藉此模仿學習。 

 
4. 特殊指導： 

（1）對於動作有障礙的幼兒，可以用側臥的姿勢，使兩手比較容易靠近，誘發
幼兒做拍手、互擊手中物、或其他兩手可以碰在一起的動作。 

（2）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可以利用有聲音、顏色對比鮮明的玩具來吸引他的
注意力，誘發他敲兩手東西的意願。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面用手握
著幼兒的雙手幫助或引導他去拍手或敲兩手的東西。 

（3）對肌肉張力過高、肩胛會內收、手肘易彎曲，而使手很難移到身體前面、
兩手經常握在頭兩側的幼兒，可以考慮幼兒坐著的時候，在肩胛後方放一
個墊子防止肩胛內收，或是在桌面上用一物擋住手肘，不使手肘後縮。這
樣，就可以在大人鼓勵之下，讓幼兒容易把兩手往前面中間移動，做互擊
手或手中物的動作。如果幼兒上肢的張力實在太緊，就必須要請物理治療
師或職能治療師評估，看幼兒是不是需要使用特別的治療設備（如副木、護

木等）？使張力過高的情形可以逐漸改善，同時增加幼兒把手伸出與另一
手互動的機會。 

（4）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這樣幼兒比較
容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協助下，可以做由兩側往中間的拍手動作或敲兩手中的東西。 
2. 可以主動做出拍手的動作或敲兩手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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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12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 
 1. 會把嵌合在一起的兩物拔開 
 2. 會把分開的兩物接在一起 

相關 
目標 

細動 11（會拍手或敲兩手的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黏土 
2. 樂高積木、拼裝地毯 
3. 有筆蓋的筆（如：原子筆、彩色筆等）、組合玩具 

環境

安排 
1. 讓幼兒坐在合他身高的椅子上，把玩具放在桌上方便操作，也比較容易專心。 
2. 多利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用到的組合東西隨機指導，既可以讓幼兒馬上應用，

提高學習動機，又可以增加幼兒的功能性能力 
3. 利用遊戲時間玩可以嵌合和拔開的玩具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會不會把嵌合在一起的兩物拔開？或把分開的兩物接上？再依幼
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剛開始，可以先利用黏土，示範並教幼兒把黏土拔成兩塊，再拼成一塊，
鼓勵幼兒學著做做看。逐漸地，再增加黏土的硬度，或利用一些需要用力
接上和拔開的玩具（如樂高積木），要幼兒多練習。 

（2）如果幼兒不會自己做，可以先幫忙握住他的一隻手固定不動，再握住他另
一隻手做拔開或嵌合的動作，然後讓他自己用另一隻手來練習。等動作逐
漸熟練以後，就不固定他的一隻手了，要幼兒練習用兩手拔開或嵌合兩物。 

（3）當幼兒開始學習，老師要提供多一點的動作協助，讓幼兒能成功地做到，
增加自信和學習動機。逐漸再看幼兒學習能力增加的情形，提供的協助就
可以慢慢減少。 

（4）平日，利用周遭需要組合或拆裝的東西，讓幼兒隨機練習。例如，要幼兒
拼裝或拆除塊狀塑膠地毯，或讓幼兒練習拔開或蓋上不同的筆蓋或瓶蓋
等。 

（5）只要幼兒嘗試做或做對了，就多給讚美和鼓勵。 
 
3. 特殊指導： 

（1）對於視覺障礙的幼兒，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
幫助或引導他去拔開或接上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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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對於手部張力低或力量小的幼兒，即使會做把東西拔開和接合的動作，但

是還是可以鼓勵繼續多練習，以提升他的能力。 

（3）對於張力過高的幼兒，不適宜要求幼兒用蠻力去做到本課程內的動作，因
為可能反而會造成更不佳的張力或動作情況。因此，應該在職能治療師或
物理治療師的建議下，進行訓練。 

（4）對肌肉張力過高、肩胛會內收、手肘易彎曲，而使手很難移到身體前面、
兩手經常握在頭兩側的幼兒，可以考慮幼兒坐著的時候，在肩胛後方放一
個墊子防止肩胛內收，或是在桌面上用一物擋住手肘，不使手肘後縮。這
樣，就可以在大人鼓勵之下，讓幼兒容易把兩手往前面中間移動，做拔接
兩物的動作。如果幼兒上肢的張力實在太緊，就必須要請物理治療師或職
能治療師評估，看幼兒是不是需要使用特別的治療設備（如副木、護木等）？
使張力過高的情形可以逐漸改善，同時增加幼兒把手伸到身體前面做動作
的機會。 

（5）如果聽障幼兒聽不懂老師所說的內容，老師可以再重複多說幾次，也可以
視需要利用圖片、實物或動作示範等，來幫助幼兒瞭解意思。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可以一手固定，另一手把嵌合在一起的兩物拔開或對準把兩物接在一起。 
2. 兩手同時把嵌合在一起的兩物拔開或把分開的兩物嵌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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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13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1. 會一手扶著玩具，一手玩 
 2. 會用手扶著紙畫畫 
 3. 會用尺畫線 

相關 
目標 

細動 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10（會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各種大小的積木 
2. 需上發條的玩具、鈴鼓、三角鐵 
3. 削鉛筆機、有蓋子的罐子、茶杯、水壺 
4. 紙、筆和尺 

環境

安排 
1. 在平日進行活動時隨機教學。例如：要吃香蕉時，先教他如何一手拿住香蕉，

一手剝香蕉皮；脫衣服時，一手握住釦子，一手把釦子從洞裏拉出來 
2. 利用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會不會一手扶著玩具，一手玩？在畫畫的時候，會不會用一隻手固
定紙張？會不會用尺畫線？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訓練幼兒「會一手固定扶著玩具，一手玩」 
① 讓幼兒試著把積木堆疊成高塔，鼓勵他一手扶住積木，一手做堆疊的動

作。如果在動作協調上有所困難，老師可視需要給予動作上的協助。 
② 給幼兒其它需要一手協助固定，一手操作的玩具或物品（如：需上發條的玩具、

鈴鼓、三角鐵等），要幼兒多練習。 
③ 利用日常生活的活動，隨機訓練幼兒。例如：要他自己脫衣服；剝香蕉

皮；用削鉛筆機削鉛筆；轉開罐子的蓋子；一手扶住碗盤，一手拿湯匙
吃東西；一手端茶杯，一手倒水等。 

（2）訓練幼兒「會用手固定紙畫畫」： 
   在幼兒練習一手畫畫、一手固定紙之前，可以讓幼兒先練習一手固定
紙，一手用筆在紙上隨意塗鴉。如果幼兒無法做到，就用手握住幼兒的一
隻手去固定紙，一手鼓勵他自己去塗鴉，等幼兒逐漸熟練，再漸漸減少協
助。 

（3）訓練幼兒「會用尺畫線」： 
① 先讓幼兒用各種形狀的物體壓在紙上，練習描邊，引起興趣。 
② 把尺固定在紙上，讓幼兒只要輕輕扶住，就很容易畫線。 
③ 給幼兒不同顏色或樣式可愛的尺，引起他用尺畫線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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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13 

活動 
建議 

 
 

 （4）有些幼兒使用手的方式可能不對，或是常會忘記怎麼做，就需要老師多給
予增強、鼓勵，幫助幼兒建立兩手合作的習慣。 

 
3. 團體活動： 
  （1）利用午餐時間或慶生會，要求幼兒一手拿茶杯、一手倒飲料。 

（2）利用唱遊時間，讓幼兒們使用需一手固定、一手操作的樂器（如：鼓、鈴鼓、

三角鐵等），要幼兒隨著音樂敲打樂器。 
 
4.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握一般彩色筆有困難，可以考慮使用較粗或是圓椎形的筆，易於
抓握。也可以請職能治療師提供適合幼兒使用的握筆器，方便幼兒的控筆。 

（2）對肌肉張力過高、肩胛會內收、手肘易彎曲，而使手很難移到需要到的位
置，可以考慮幼兒坐著的時候，在肩胛後方放一個墊子防止肩胛內收，或
是在桌面上用一物擋住手肘，不使手肘後縮。這樣，就可以在大人鼓勵之
下，讓幼兒容易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如果幼兒上肢的張力實在太
緊，就必須要請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評估，看幼兒是不是需要使用特
別的治療設備（如副木、護木等）？使張力過高的情形可以逐漸改善，同時增
加幼兒把手伸到身體前面做動作的機會。 

（3）對視障幼兒，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幫助或引
導他做動作。 

（4）如果聽障幼兒聽不懂老師所說的內容，老師可以再重複多說幾次，也可以
視需要利用圖片、實物或動作示範等，來幫助幼兒瞭解意思。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別人幫忙下，會一手固定扶住東西（如玩具、紙或尺等），一手做其他的動作（玩玩具、

畫畫、畫線等）。 
2. 不需協助，會一手固定扶助東西（如玩具、紙或尺等），一手做其他的動作（玩玩具、

畫畫、畫線等）。 

 

 

 

 

 

 



學前特教課程                                                                王天苗等編著 

教育部特教小組                                                                        33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14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雙手協調 
課程 
目標 
會用一手把東西撥到另一手或容器內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小紙片、沙子、豆子、珠珠、積木等小東西 
2. 小畚基、紙屑桶等小容器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餐點時間後，收拾細小的東西 
2. 在遊戲時間或平日生活情境，隨機教學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是不是能在收拾東西的時候，用一手把細小物（如小紙片、沙子、小豆子

等）撥到另一手或容器（如垃圾桶、小畚箕等）裏？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平日，即由大人示範一些用手撥東西的動作（如把桌上小紙屑、沙子撥到手中、紙

屑桶子裏或地上），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拿不動容器，大人可以幫忙拿。
如果幼兒用手撥小東西有困難，可以從撥較大東西（如珠珠）做起，比較容
易成功。 

（2）如果幼兒不會做，老師可以扶著他的手，一手手掌朝上平放著或拿著容器，
另一手做撥入的動作。等幼兒慢慢學會時，再逐漸減少協助。 

（3）剛開始，可以先要求幼兒把細小物（如小紙屑、沙子）一手撥到某處（如地上或桌

上的另一邊），然後再要求幼兒用一手把東西撥到另一隻手內，不能掉落。 

（4）如果幼兒無法接住所撥的東西，可以用口語提醒幼兒注意自己的手及東
西，或是協助幼兒固定住接東西的那一手，只要注意手撥的動作。等幼兒
動作熟練，再逐漸減少口語提醒與動作的協助。 

 
3. 團體活動： 

（1）上完美勞課，要求幼兒們用手撥的方式，清掃桌面上的小紙屑。 

（2）吃完飯後，要求幼兒們用手撥的方式，整理桌面上的小剩餘物。 
 
4.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兩手的操作能力都有問題，無法在桌面上完成動作，那麼可以一
手離開桌面但是靠著桌的邊緣，去接另一手撥來的東西。或者，把容器（如

小畚基）放靠近桌緣，用另一手把桌上東西撥入容器裡。 

（2）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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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對視障幼兒，一面告訴幼兒該怎麼做，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幫助或引

導他做動作。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口語提醒或動作協助下，可以用一手把小東西撥到地上、容器或另一手內。 
2. 不必口語提醒或動作協助，可以用一手把小東西撥到地上、容器或另一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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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指靈巧 
課程 
目標 
會翻書： 
 1. 翻書時，會一次翻好幾頁 
 2. 翻書時，會一次翻一頁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紙張較厚之硬版書 
2. 一般書籍 

環境

安排 
1. 一般上課時間 
2. 遊戲時間 
3. 說故事時間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會不會翻書？如果會的話，又是如何翻法？是一次翻一好幾頁，還是
一次翻一頁？依照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剛開始，先讓幼兒看厚板做成的故事書，鼓勵他去翻頁或示範翻頁給他
看。等幼兒會一頁一頁翻厚板故事書後，就可以讓他看紙張薄的故事書，
讓幼兒再練習去翻頁。 

（2） 看故事書的時候，可以由幼兒自己選擇喜歡看的書，或由大人選擇一本
故事書，唸故事給幼兒聽。每念完一頁，就告訴或示意要幼兒幫忙翻頁。 

（3） 為了製造幼兒翻書的機會和興趣，可以在和幼兒一起看書的時候，要幼
兒翻到幼兒熟悉情節的某一頁（即有某圖畫的那頁），或是把貼紙夾在書中，要
幼兒去翻出來。 

（4） 如果幼兒因為上臂穩定度不足而無法有效控制前臂的動作，翻頁的動作
不穩時，大人可以幫忙扶住手肘或讓上臂靠在桌上，增加上臂穩定度，讓
幼兒比較容易控制手部的操作，翻頁起來會穩些。 

 
3. 特殊指導： 

（1）對於翻書動作有困難的幼兒，可以考慮使用硬板書，或是在每一頁書中加
貼一個有高度的海綿，方便幼兒翻書時能一次翻一頁。 

（2）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告訴幼兒、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
他做動作。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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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翻厚書時，會一次翻一好幾頁。 
2. 翻厚書時，會一次翻一頁。 
3. 翻一般薄的書時，會一次翻一好幾頁。 
4. 翻一般薄的書時，會一次翻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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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指靈巧 
課程 
目標 
大拇指能和其他手指互碰： 

1. 大拇指能不依序地和其他手指互碰 
2. 大拇指能依序地和其他手指互碰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貼紙 
2. 紙（棉紙、白紙） 

環境

安排 
1. 可利用美勞或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要讓活動盡量活潑，引起幼兒興趣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是不是可以用大拇指去碰觸其他手指？能不能依序地做碰觸的動
作？而且能碰到手指腹？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剛開始，先讓幼兒跟著大人數手指頭，可以用一食指去碰觸另一手的五根
手指頭，或是逐一彎曲十個手指。等稍微會做之後，就可以要幼兒把大拇
指和其他手指互碰。起先只要求能碰到即可，順序並不重要，最後再要求
幼兒要用大拇指依序地碰觸其他手指腹。 

（2）在練習的過程中，大人要先示範給幼兒看，再要他跟著模仿做。如果幼兒
不會做，大人就帶著他的手做練習。等幼兒慢慢學會時，再逐漸減少動作
上的協助。 

（3）可在幼兒的手指腹貼上貼紙或畫上圖形，吸引幼兒用大拇指去碰觸其他手
指腹。 

（4）讓幼兒練習把紙撕成小紙塊的動作，幼兒可以從五指合併撕紙的動作，慢
慢練習更精細地用拇指和食指、中指去撕紙。如果幼兒的力氣不夠把紙撕
開，大人可以握住幼兒的一、二指，幫忙他出力。 

（5）等單手的動作熟練之後，可以兩手一同做出大拇指和其他手指腹互碰的動
作，並重複練習。就算幼兒會做，也要多加練習，增加幼兒手指活動的靈
巧度。 

（6）可以讓幼兒算一算除了大拇指外，還有幾隻手指頭？這時幼兒自然會用大
拇指去點數。如果幼兒不會做，就可以要求他用大拇指點數看看。 

（7）可以配合唱遊，把「頭兒肩膀膝腳趾」的歌改成「食指、中指、無名指、
小拇指」，讓幼兒一面唱一面互碰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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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團體活動： 
   可以利用美勞時間作撕貼畫，把撕下的紙片，合併貼的活動，製成一幅畫。 

4.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帶領幼兒的拇指依序去碰其他

的手指腹。 

（2） 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
開，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用自黏帶製作或把拇指撐開成
虎口的八字帶？或是製作合適的副木（俗稱「手支架」）讓幼兒配戴？ 

（3） 有的幼兒無法用大拇指只碰一根手指頭，會一次碰好幾個手指頭。這時，
可以幫他握住其他手指，讓他體會只碰一根手指頭的感覺。 

（4） 如果聽障幼兒聽不懂老師所說的內容，老師可以再重複多說幾次，也可
以視需要利用圖片、實物或動作示範等，來幫助幼兒瞭解意思。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一手能用大拇指和其他任何一手指互碰。 
2. 一手能用大拇指和其他每一根手指互碰，可以不依順序做。 
3. 一手能用大拇指依序地和其他每一根手指互碰。 
4. 一手能用大拇指依序地和其他每一根手指互碰，而且可以再倒返著做。 
5. 兩手同時能用大拇指依序地和其他每一根手指互碰，而且可以再倒返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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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指靈巧 
課程 
目標 
會做彈指的動作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6（大拇指能和其他手指互碰） 

教具 1. 彈珠、黏土、豆子、小方塊、錢幣等 
2. 箱子 

環境

安排 
1. 可利用美術課玩黏土或其他遊戲時間時，進行指導 
2. 在日常生活情境需要此動作時，可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會不會用兩手指彈小東西？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用來練習彈的小東西，先要用一些可以固定不動或較輕的小東西（如葡萄乾、

小黏土塊等），比較容易彈到而且可以彈出去。然後，再用一些圓滑或較重的
小東西（如豆子、彈珠等）或扁的東西（如錢幣），增加手指彈的挑戰性。 

（2）把小東西放在幼兒面前，示範用兩根手指頭把它彈出去。再把它撿回來或
在幼兒面前放另一塊，要幼兒模仿做出相同的彈指動作。 

（3）剛開始，只要幼兒把小東西彈出去即可，不管任何方向均可。等幼兒彈指
的能力增加後，就可以要求他對準一目標物彈過去。 

（4）如果幼兒仍然不會做出彈指的動作，可以教幼兒先把大拇指及食指圈成圓
圈圈狀，再把圍好的圈圈放在小東西前面，兩手指的接合處要正好放在圈
圈的正前方，然後再把食指用力伸直，就可以彈出東西。大人可以一邊口
頭說明，一邊放慢動作，一步步重複示範給幼兒看。 

（5）平日，碰到需要用彈指動作解決的事情（如風鈴、螞蟻、鼻屎）或彈東西（如銅板）

聽聲音時，隨機指導幼兒做。 

（6）對幼兒任何的嘗試，都要盡量多給鼓勵，增加幼兒的學習動機。 
 
3. 團體活動： 
    可以利用比賽誰彈的遠或彈中更多個目標物的方式進行，增加競爭性，誘發
幼兒有更好的彈指表現。並且，藉由觀摩，學習其他幼兒如何完成此項技巧。 
 
4. 特殊指導： 

（1） 對於拇指仍然握在手掌內的幼兒，可能需要常常幫忙他把他的手指拉
開，或是請職能治療師製作適合的副木（俗稱「手支架」），讓幼兒配戴。 



學前特教課程                                                                王天苗等編著 

教育部特教小組                                                                        40 

活動

建議 
（2） 對於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的觸

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對觸覺的敏感度，有利於手
部的操作能力。 

（3） 如果幼兒的手指靈巧度差，不一定要他訓練他做本活動內的彈指動作。 

（4）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先告訴幼兒小東西擺放的位置，再帶領幼兒的手先
摸到該物，然後教他做出彈指的動作。 

（5）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幼兒經口頭提醒或動作協助下，會用兩手指把小東西向任何一方彈出去、或對

準目標物彈過去。 
2. 幼兒不需口頭提醒或動作協助下，會用兩手指把小東西向任何一方彈出去、或

對準目標物彈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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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手指靈巧 
課程 
目標 
會用手指把橡皮筋套在東西上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大小橡皮筋 
2. 圓柱或其他可套的物體 

環境

安排 
1. 在日常生活情境，隨機指導 
2. 利用遊戲或活動角時間，進行指導，安排的活動要能生動、有趣。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能不能用手指把小橡皮筋撐開，再套在物體上？再依幼兒的起點能
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先示範如何用一手把橡皮筋套在另一手的手指，並把橡皮筋撐開，讓幼兒
模仿。 

（2）剛開始練習，要選張力較小的大橡皮筋，隨著練習的進步，可以慢慢用比
較小或張力較大的橡皮筋。為了增加樂趣和學習興趣，可以選用不同顏色
或彩色的橡皮筋練習。 

（3）如果幼兒力氣不夠把橡皮筋撐開，可以握住幼兒手掌處或套在手指上的橡
皮筋處，輕拉橡皮筋。等幼兒能自行完成時，再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4）等幼兒熟練上面的動作之後，大人就把兩個食指或拇指豎起，要幼兒把橡
皮筋套在兩個手指上，這時，要幼兒先套一隻手指後，再套另一手指。如
果幼兒不太會做，大人就用橡皮筋示範套在幼兒手指上。大人可以配合幼
兒的力道和套的方向，調整手指位置（如兩手指縮小距離或移向幼兒手指），讓幼兒
比較容易套得上，增加學習的自信。尤其，大人在伸縮和移動手指距離的
時候，需要一面和幼兒玩，增加幼兒學習的樂趣和動機。 

（5）最後，可以要幼兒用橡皮筋去套一些固定的物體（如圓柱板上的圓柱或日常生活中

如筆、眼鏡盒、小盒子等物體）。例如，把幾枝筆抓成一捆，要幼兒用橡皮筋套住、
不散落。又如，利用圓柱板，要幼兒用不同顏色的橡皮筋，套在不同的圓
柱上，製造出造型來。 

（6）如果幼兒因為上肢穩定度不夠，而無法對準圓柱與橡皮筋，大人可以扶著
幼兒的雙肘或讓幼兒的雙手靠在桌子上做動作，增加幼兒手部操作的穩定
性，讓幼兒比較容易控制手部的操作，套橡皮筋的動作會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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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動作協調性不佳，無法用手指將橡皮筋撐開，可把活動改成用一
手固定橡皮筋，另一手將橡皮筋拉開。 

（2）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做
動作。 

（3）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不需要大人的協助，就可以把大或小的橡皮筋套在兩手指、圓柱、
或其他可以套的東西上，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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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掌指協調 
課程 
目標 
能單手撿物並移到掌心： 
 1. 能用手指撿起一物後，移到掌心 
 2. 掌心已有一物，能再撿起另一物並移到掌心 
 3. 能連續撿起三個以上小東西，每次撿起後都移到掌心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08（能一手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一元硬幣、鈕釦、綠豆、小饅頭餅乾、葡萄乾等小物體 

環境

安排 
1. 可利用點心、遊戲時間，融入活動 
2. 平日生活情境中，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能不能在用手指撿起一小東西後，把東西移到手掌？或是，掌心已
經有一物，還能不能再撿起另一物並移到手掌心？更進一步，能不能連續撿起
三個以上的小東西，每次撿起來之後，都可以把它們移到手掌心？依幼兒的起
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先示範用手指撿起一個小東西（如一元硬幣），再利用大拇指與食指的動作，
把東西移到掌心。接著，在幼兒面前放另一個相同的小東西，要幼兒模仿
做出相同的動作。如果幼兒做有困難，可以一手扶住幼兒的一隻手，另一
手則扶著他的另一隻手去撿小東西，並且幫助他把東西移到手掌心。 

（2） 剛開始練習，用比較大的小東西練習（如一元硬幣或大串珠等），然後再逐漸用
比較小的東西（如綠豆、小饅頭、葡萄乾等）練習。尤其這些小東西應該是幼兒喜
歡或有興趣的東西，並且用各種不同的小東西、小玩具讓幼兒練習，增加
幼兒練習的動機。 

（3） 等幼兒能用手指撿起一小東西並移至掌心之後，可以接著訓練他掌心已
握有一小物體的時候，還能再撿起另一物並移到掌心的動作。然後，更要
求幼兒在手掌心有物的情況下，再去連續檢物，並且每次都把東西移到手
掌心。 

（4） 如果幼兒沒辦法在掌中有東西的狀況下，再去撿東西，大人就可以在幼
兒要撿東西的時候，握住幼兒的中指、無名指和小指，幫助他後三指握住
掌心物。等幼兒能自行握住掌心的小東西，並靈活運用拇指與食指後，再
慢慢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5） 當幼兒練習連續撿起小物體時，可以配合數數的活動，數手掌中總共有
幾個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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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平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活動中，隨機指導幼兒練習。例如，點心時
間，要幼兒用此方式拿小饅頭或葡萄乾。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或做得好的表現，都給予鼓勵和增強，增加幼兒練習動
機。 

 
3.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
做動作。 

（2）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
度，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對於手沒有抓握能力或手指屈曲張力強的幼兒，不必進行本活動的訓
練。針對後者，進行本活動會導致張力更強及挫折感，反而不利。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用手指撿起一物後，移到手掌心。 
2. 掌心已有一物，能再撿起另一物並移到手掌心。 
3. 能連續撿起三個以上的小物體，每次撿起後都能移到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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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0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基本動作 次領域 掌指協調 
課程 
目標 
會把手掌內東西移到手指處放掉： 
 1. 能把手掌中的東西移到手指後放掉 
 2. 掌心已有兩個東西，能把其中一個移到手指處放掉 
 3. 掌心已有三個以上的東西，能一個個移到手指處放掉 

相關 
目標 

細動 19（能單手撿物並移到掌心）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一元硬幣和存錢筒 
2. 鈕釦、綠豆、小饅頭餅乾、葡萄乾等小物和小箱子 

環境

安排 
1. 利用團體課程時，請幼兒幫忙發東西的機會，進行指導或練習 
2. 可利用點心或遊戲時間，融入活動 
3. 平日生活情境中，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瞭解幼兒能不能將手掌內的小物體移至手指後再放掉？掌心已有兩小物
體，能不能把其中一個移至手指並放掉？掌心已有四小物體，能不能一個個地
移至手指並放掉？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先示範把一個小東西（如一元硬幣）放在手掌內，利用大拇指與食指把東西
移到兩指指尖處，再把東西放入面前的容器（如存錢桶）中。接著，在幼兒手
掌心裏放另一個相同的小東西，要幼兒模仿做出相同的動作。如果幼兒做
有困難，可以一手扶住幼兒的一隻手，另一手則扶著他的另一隻手把東西
移到指尖處放掉，完成動作。 

（2） 剛開始練習，用比較大的小東西練習（如一元硬幣或大串珠等），然後再逐漸用
比較小的東西（如綠豆、小饅頭、葡萄乾等）練習。尤其這些小東西應該是幼兒喜
歡或有興趣的東西，並且用各種不同的小東西、小玩具讓幼兒練習，增加
幼兒練習的動機。 

（3） 如果幼兒還是有困難，就可以把小東西放在比較靠近手指末端的地方，
讓幼兒比較容易做到。等幼兒會做後，再把東西逐漸放到手掌心的位置。 

（4） 等幼兒能熟練放掉一個東西之後，可以接著訓練他掌心握有兩個東西的
時候，能把其中一個移到指尖處並放掉。然後，更要求幼兒在手掌心有三
個以上的東西的情況下，一個個地移到指尖並放掉。 

（5） 為增加練習過程中的樂趣，可以在幼兒練習連續放掉小物體時，配合數
數的活動。也可以，在幼兒手裏放幾個小東西（如黃豆、綠豆、紅豆），然後大
人下口令，要幼兒放掉某一樣或某一種東西（如黃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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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平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活動中，隨機指導幼兒練習。例如，點心時

間，要幼兒用這方法幫忙發放小饅頭或葡萄乾給其他幼兒。又如，平常可
以利用把錢存入存錢筒的時候，指導幼兒把掌內的硬幣移到手指並放掉的
動作，並多加練習。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或做得好的表現，都給予鼓勵和增強，增加幼兒練習動
機。 

 
3. 團體活動： 
    在團體活動（如點心、遊戲或美勞時間）的時候，要手操作能力較差的幼兒幫忙發
東西（如糖果、小饅頭、小珠子、小紙片、橡皮擦等），增加練習的機會。 
 
4.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
去做動作。 

（2）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對於手沒有抓握能力或手指屈曲張力強的幼兒，不必進行本活動的訓
練。針對後者，進行本活動會導致張力更強及挫折感，反而不利。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把掌內的小物體移到手指後再放掉。 
2. 掌心已有兩小物體，把其中一個移至手指並放掉。 
3. 掌心已有三個以上的小物體，能一個個地移至手指並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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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1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插放敲搥 
課程 
目標 
會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 
 1. 會把東西放入容器裏 
 2. 會把小東西放進小洞口裏 
 3. 會把錢幣放入有「一」字形投幣孔的容器裏 

相關 
目標 

細動 05（會自主地放開手裡握住的東西）、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 
感知 08（會辨認形狀）、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盆子、桶子或盒子之類的任何容器 
2. 積木、黃豆、小汽車等任何可以放入容器內的東西 
3. 不同的錢幣與可以投幣的存錢桶或自製有「一」字形投幣孔的盒子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時間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會不會把手上的小東西放入容器內或孔洞裏？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
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進行本活動前，要先確定幼兒具有用手抓拿小東西（如錢幣）的能力。如
果沒有的話，需要回到細動 03、05、06、07 等目標訓練起。等幼兒有手拿
握的能力後，再進行本活動。 

（2） 對於還沒有容器概念的幼兒，需要先帶著幼兒的手探索容器，再讓幼兒
練習用球或其他物品丟入容器裏，由東西掉落的聲音或視覺效果，建立幼
兒認識容器是可以裝東西的。 

（3） 大人先示範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內，要幼兒模仿地做。如果幼兒丟的
動作太大，沒辦法把東西投入容器或孔洞裏，大人就需要拉著幼兒的手，
反覆地練習。等到幼兒能力稍好後，就可以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4） 剛開始，讓幼兒練習把東西放入大容器裏，比較容易成功，建立學習的
動機和自信。等幼兒的手眼協調能力越來越好時，就可以練習更精準地把
東西放進較小的容器或小洞口內。最後，再讓幼兒練習把錢幣投入「一」
字形投幣孔或硬卡片插入「一」字型的插洞內。 

（5） 如果幼兒無法把錢幣對準投幣孔，可以教導他一些簡單技巧（例如，把銅板

轉一下）。如果幼兒還是有困難，可以先練習把小球或正方體積木投入有配
對孔的玩具洞盒（邊邊都一樣大，不用翻轉就可成功）。確定沒問題後，再逐漸練習
需要轉方向才能配對成功的形狀積木或錢幣，正確地投入洞孔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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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平日，遇到需要把東西丟入容器（把玩具收到籃子裏時）、把小東西投入小洞口

（如把糖粒放入小瓶子裏）、投錢幣（如買捷運車票、打電話時）、或插卡（如進出捷運出

入口時）的時候，交給幼兒來做，讓他能多練習。 

3.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

去做動作。 

（2）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
度，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如果幼兒可以主動或被動地拿住錢幣，但是由於關節活動的限制，導致
做動作只有一定的方向。這時，要他把錢幣放入洞口會有困難，因此，可
以教他去調整容器洞口的方向，就容易放入了。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把東西放入容器裡。 
2. 會把東西放進小洞裡。 
3. 會將錢幣放入有「一」字形投幣孔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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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2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插放敲搥 
課程 
目標 
會把插棒插到洞板裏： 
1. 會拔起插在插洞板的插棒 
2. 會把小圓柱或其他形狀的插棒插入洞板裏 

 3. 會把釘狀物插到洞孔中 

相關 
目標 

細動 05（會自主地放開手裡握住的東西）、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

西）、21（會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 
感知 08（會辨認形狀）、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插洞板與插棒（釘狀、圓柱狀與不同形狀的插棒）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時間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不是能握住插在插洞板的插棒並拔起來？會不會把小圓柱或其他
形狀（如方形、三角形）的插棒插到洞板裏？更進一步，會不會把釘狀物（如釘子或牙

籤）插到洞孔中？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進行本活動前，要先確定幼兒具有用手抓拿小東西（如小插棒）的能力。如
果沒有的話，需要回到細動 03、05、06、07 等目標訓練起。等幼兒有手拿
握的能力後，再進行本活動。此外，就算幼兒有手拿握的能力，如果他把
小東西放入小洞口的手部精準能力還是有困難，就需要先從前一課程（即「細

動 21」）開始訓練。 

（2） 對於還沒有容器概念的幼兒，需要先帶著幼兒的手探索洞板上的洞，或
讓幼兒練習用小東西丟入洞裏，由東西掉落的聲音或視覺效果，建立幼兒
認識洞裏是可以裝東西的。 

（3） 剛開始，插洞板內插兩個插棒，示範給幼兒看拔出插棒來的動作，要幼
兒模仿著把剩下的那個插棒拔起來。然後，可以逐漸把插洞板插滿，要幼
兒逐一地把插棒拔出。 

（4） 等幼兒會把插棒從插洞板內拔出來之後，就可以練習把插棒插入洞板的
動作。首先，大人先示範把插棒放入洞內，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插
的動作太大，沒辦法把東西插入洞裏，大人就需要拉著幼兒的手，反覆地
練習。等到幼兒能力稍好後，就可以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5） 插放插棒時，可以先把插棒放在幼兒手裏，讓他先感覺一下形狀、材質
與大小，做為活動前的準備。 



學前特教課程                                                                王天苗等編著 

教育部特教小組                                                                        50 

活動

建議 
（6）剛開始，讓幼兒練習插放較粗且圓柱狀插棒（好拿而且不用特別配對就可放入）的

插棒，比較容易成功，建立學習的動機和自信。等幼兒的手眼協調能力越
來越好時，就可以逐漸地練習插放細小的插棒，或者插放三角形、正方形
等需要特定方向才能放入洞板或洞盒的插棒。最後，再練習把釘狀物（如

釘子、牙籤等）插入洞孔裏。 

（7）平日，遇到需要把東西插入洞裏的動作（如把筆插入筆筒內、把一枝花插入小孔花瓶

裡、把牙籤放入牙籤盒或小紙袋裏）的時候，交給幼兒來做，讓他能多練習。 
 
3. 特殊指導： 

（1）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2）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幼兒
去做動作。插棒和插板的顏色最好是鮮明且明顯對比的，這樣幼兒比較容
易看得清楚。 

（3）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如果幼兒可以主動或被動地拿住插棒，但是由於關節活動的限制，導致做
動作只有一定的方向。這時，要他把插棒放入洞板會有困難，因此，可以
教他去調整洞板的方向，就容易放入了。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不需要別人幫忙，會自己拔起插在插洞板的插棒。 
2. 會把圓柱或其他形狀（如方形、三角形）的棒子插入插洞板裏。 
3. 會自己把釘狀物插入洞孔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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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3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插放敲搥 
課程 
目標 
會敲槌： 
 1. 會做敲槌的動作 
 2. 會用玩具槌把釘柱敲入洞中 

相關 
目標 

細動 04（手會握著玩具搖動或捏擠）、11（會拍手或敲兩手的東西）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不同材質或粗細的玩具槌 
2. 適合敲打的釘柱等物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時間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用手拿槌子的抓握能力？再觀察幼兒會不會做出敲槌的
動作？或更進一步把釘柱搥入洞裏？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拿握槌子，可以回到細動 03、04 等基本的課程訓練，練習
幼兒拿握及搖動槌子的能力。 

（2） 先示範做出敲槌的動作，要幼兒模仿著做。並且，在敲之前，可以先讓
幼兒觸摸一下要敲的物體，感覺一下物體和槌子間的距離，或是，以慢動
作，用槌子輕輕地碰觸一下物體，練習敲擊動作的路線。這些在敲之前的
輔助方式可以加強幼兒的印象與增強學習。 

（3） 剛開始，只要求幼兒能用玩具槌敲任何一片平面，不需要特定敲到某地
方，等幼兒精細動作能力加強後，再逐漸要求幼兒敲到一塊小區域裏。最
後，才要求幼兒對準釘柱敲，並且要把釘柱敲入洞裏。 

（4） 可以利用各種質料的平面（如木板桌子、軟墊等）或可以敲的物體（如鼓、餅乾盒、

紙盒等），讓幼兒練習敲。尤其，先讓幼兒敲一些敲起來會有聲音的玩具（如

音樂墊、琴片等），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 

（5） 如果幼兒敲釘狀物太難，敲不準，可以先要幼兒敲較大的柱狀物，也可
以敲球入洞內。等技巧較佳後，再敲較小的釘狀物入洞。 

（6） 平日，遇到需要敲搥的動作（如掛畫前，把釘子敲入牆壁內）的時候，雖然不要
讓幼兒做，但是大人可以手握著幼兒的手一起敲釘子，讓幼兒能體會一些
學習的樂趣。 

 
3. 特殊指導： 

（1）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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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

做動作。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有些幼兒容易衝動，很快就亂敲或是一直敲桌子覺得很興奮，需事先安撫
一下，拉著他的手或是先讓他觸摸要敲的物品，緩慢敲下的動作。有時，
也需要告知行為規則，或用行為改變技術去增強不衝動的動作、削弱亂敲
打的行為。 

（5） 有些幼兒用手腕彎曲和前臂內旋的方式握槌子，如果幼兒的手部技巧已經
成熟但是只是沒有經驗，這時候，只要提醒一下用正確的姿勢握槌子就可
以。但是，如果幼兒的手部張力過高（即太緊），除了可以固定幼兒的手肘
外，讓手臂能外張，並且可以調整一下被搥物的位置，讓幼兒容易成功地
搥到目標物。 

（6） 對於手無法抓握的幼兒，可以把槌子用自黏帶或萬用套固定在手上，就可
以進行敲槌的動作。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可以用槌子敲任何平面或某區域，不需要敲準某目標。 
2. 可以用槌子把釘柱敲到洞裏，不要別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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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4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堆疊 
課程 
目標 
會堆疊大積木： 
1. 會用兩手堆疊兩個大積木 
2. 會用兩手堆疊四個以上的大積木 

相關 
目標 

細動 09（會用雙手拿大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21（會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教具 不同大小、可用兩手一起拿的大積木 

環境

安排 
1. 利用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一般生活情境下，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用兩手一起拿大東西的雙側協調能力？再觀察幼兒會不
會堆疊大積木？會堆幾塊？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先讓幼兒嘗試用兩手拿起大積木堆疊，看幼兒的表現，再決定是否有必
要進行本活動或決定教學起點。如果幼兒無法用兩手拿積木，可以回到「精
細 09」的課程進行訓練，讓幼兒練習雙手一起拿大東西的能力。 

（2） 先示範做堆疊大積木的動作，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不會做，大人
可以由背後扶著幼兒的雙手，去拿大積木並堆疊起來。 

（3） 練習之初，只要把兩個積木堆疊在一起就好了。等能力增加後，再鼓勵
幼兒堆疊愈多愈好。不過，需要提醒幼兒，在堆疊的時候，把積木的邊對
齊，才能堆得高。 

（4） 剛開始，可以讓幼兒拿輕一點但又不會滑掉的大積木（或軟墊），寬度不要
超過兩肩膀的距離（約兩肩膀的一半），讓幼兒練習堆疊。然後，可以讓幼兒逐
漸練習堆疊稍微重些、大些或不同材質的積木或墊子，使幼兒適應不同的
東西。 

（5） 在堆疊的過程中，以競賽的方式，看誰堆得最多。然後，可以故意把堆
好的積木推倒，增加玩的樂趣。 

（6） 對剛學站或走路的幼兒而言，更可以配合大動作平衡或走路移位能力的
訓練，讓幼兒彎腰拿起地上的大積木，再站起來走到指定的地方堆疊，或
是走去遠處把積木拿過來堆疊。讓幼兒練習兩手拿積木站或走的動作，會
使他在站或走時的挑戰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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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7）平日，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堆疊大東西的動作（如清掃時，把空箱或空盒子堆起來；

把書堆疊起來搬走）的時候，就可以隨機教幼兒做，或讓幼兒嘗試著做，大人
在旁協助，讓幼兒能增加練習的機會或體會一些學習的樂趣。 

（8）對幼兒的嘗試，都給予最多的鼓勵，增加學習的動機和自信。 
 
3. 團體活動： 
    可以分幾組配合走路競賽，看哪組最快堆疊完一堆積木，而且不能倒。 
 
4. 特殊指導： 

（1）對於兩手協調有困難的幼兒，可以先將積木固定在兩手的方式，或帶著幼
兒作一遍，讓幼兒感受到兩手同時拿積木的感覺，再逐漸抽離協助。 

（2）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大積木的位置和堆疊的方法，一
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做動作。 

（4）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5）有些幼兒容易衝動，很快就亂疊或是只推倒別人堆好的積木，需事先安撫
一下，拉著他的手或是先讓他觸摸要疊的積木，緩慢他的動作。有時，也
需要告知行為規則，或用行為改變技術去增強不衝動的動作、削弱混亂的
行為。 

（6）如果幼兒兩手無法拿起大積木，也可以試著在拿起放下積木時，用身體頂
住，這樣會較為穩定。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用兩手堆疊兩個大積木。 
2. 能用兩手堆疊四個以上的大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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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5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堆疊 
課程 
目標 
會堆疊小積木： 
1. 會疊兩個小積木 
2. 會疊四個以上的小積木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24（會堆疊大積木）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粗動 08（能坐著進行活動，不跌倒） 

教具 不同大小、可用一手拿握的積木 

環境

安排 
1. 利用角落教學、美勞課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一般生活情境下，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用一手拿小積木的抓握能力？再觀察幼兒會不會堆疊小積
木？會堆幾塊？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先讓幼兒嘗試用一手堆疊小積木(另一手可以扶著積木)，看幼兒的表現，再決
定是否有必要進行本活動或決定教學起點。如果幼兒無法用一手拿小積
木，就需要回到「精細 03、05、06」的課程進行訓練，讓幼兒練習一手抓
放小東西的能力。 

（2） 先示範做堆疊兩塊小積木的動作，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不會做，
大人可以扶著幼兒的一手去固定積木、另一手去拿小積木並堆疊起來。 

（3） 練習之初，只要把兩個積木堆疊在一起就好了。等能力增加後，再鼓勵
幼兒堆疊愈多愈好。不過，需要提醒幼兒，在堆疊的時候，要把積木的邊
對齊，才能堆得高。 

（4） 剛開始，可以讓幼兒堆疊體積稍大的小積木，比較容易成功，增加學習
的動機和自信。然後，再逐漸讓幼兒練習堆疊較小的積木。不過，可以變
化積木的重量、大小、形狀和材質，挑戰幼兒的堆疊能力。 

（5） 如果幼兒的手在懸空的狀況下，會不穩，影響堆疊表現，大人可以用手
協助撐住幼兒的手肘，或讓幼兒的手肘靠在軟墊上，有支撐就比較容易成
功。 

（6） 如果幼兒坐著在桌面上堆疊積木，但是因為桌面太高而幼兒坐的太低的
時候，幼兒手腕容易彎曲，會影響手腕的穩定，導致堆疊的表現較差。此
時，就需要調整桌椅的高度。 

（7） 在堆疊的過程中，以競賽的方式，看誰堆得最多。然後，可以故意把堆
好的積木推倒，增加玩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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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5 

活動

建議 
（8）為了要把小積木堆疊準確，需要好的手腕控制的能力。因此，有時需要針

對幼兒的手腕控制做練習，或是提醒幼兒的手腕不要太彎。 

（9）平日，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堆疊小東西動作（如把小方糖堆疊放入盒子裏）的時
候，就可以隨機教幼兒做，或讓幼兒嘗試著做，大人在旁協助，讓幼兒能
增加練習的機會或體會一些學習的樂趣。 

（10） 對幼兒的嘗試，都給予最多的鼓勵，增加學習的動機和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對於姿勢不好（如腦性麻痺）的幼兒而言，都應該先調整好姿勢，再進行此
項活動。 

（2） 除身體姿勢外，上臂的穩定也很重要，因此針對上臂不穩定的幼兒，需
要給適當的支撐。 

（3） 對於手抓握能力困難的幼兒，可以在積木上加上粗糙物(譬如自黏帶)，使得
積木的摩擦力較大，會比較容易抓握，增加堆疊成功的機會。 

（4）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5）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大積木的位置和堆疊的方法，
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做動作。 

（6）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7） 有些幼兒容易衝動，很快就亂疊或是只推倒別人堆好的積木，需事先安
撫一下，拉著他的手或是先讓他觸摸要疊的積木，緩慢他的動作。有時，
也需要告知行為規則，或用行為改變技術去增強不衝動的動作、削弱混亂
的行為。 

（8） 對於單手操作能力有困難的幼兒，在做堆疊的動作時，可以用兩手一起
頂住積木的方式拿放積木。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別人協助下，會堆疊兩個小積木。 
2. 不需要別人協助，會自己堆疊兩個小積木。 
3. 在別人協助下，會堆疊四個以上的小積木。 
4. 不需要別人協助，會自己堆疊四個以上的小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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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6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串珠 
課程 
目標 
會串珠： 
 1. 會串大珠子 
 2. 會串小珠子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不同粗細的繩子 
2. 串珠用的各種（大、中、小、扁、厚、長、短）珠子 
3. 能在手中移動的細長棍子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時間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一般生活情境下，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用手拿繩子與珠子的抓握能力？再觀察幼兒會不會串珠？
串珠的大小是如何？串珠的時候，手能不能捏住繩頭並順利地控制繩子長度、
移動繩子？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如果幼兒無法捏起繩頭、拿住繩子或珠子，就需要回到「細動 03、06、07」
等目標做訓練，練習幼兒的捏握能力。在進行前述課程的抓握訓練時，可
以加入讓幼兒抓握繩子與珠子的活動。 

（2）訓練幼兒串珠的時候，要先訓練幼兒手能捏住繩頭，再訓練幼兒能把握繩
的手順利移動繩子而且適當地控制穿珠的長度。 

（3）剛開始訓練時，對於可以捏繩子但是單手控制能力不好，而無法移動繩子
位置的幼兒，可以允許他以兩手同時做，一手去幫助另一手調整繩子，這
樣就會比較容易做成功。等幼兒單手操作能力改善後，就可以要幼兒只用
一手移動繩子。 

（4）練習一手移動繩子時，可以先使用較硬、較粗的繩子去串大珠子，手移位
就比較容易。然後，再逐漸改換成較軟、較細的繩子練習。對於完全無法
用繩子（即使是粗硬的繩子）的幼兒，先用長的細棍子練習手的移位，那就是說
用棍子串珠或用珠子套棍子練習。按照幼兒的能力情形，決定先從棍子、
粗硬繩子或是細繩子開始串珠。 

（5）教幼兒串珠的動作是：用一手移動繩子位置，再用另一手移動珠子的位置。
如果幼兒無法一手移動繩子或珠子的位置，除了練習本活動外，也可以同
時進行「手指靈巧」（「細動 15、16、17、18」等目標）與「掌指協調」（「細動 19、20」

等目標）等課程目標的訓練。 



學前特教課程                                                                王天苗等編著 

教育部特教小組                                                                        58 

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6 

活動 
建議 

（6）教導幼兒時，可以一邊講解、一邊示範動作，之後再讓幼兒自己做。如果
幼兒仍然不會，就帶著幼兒的手一起做。反覆練習，直到會為止。 

（7）一般而言，孔比較小、直徑較長、太小、或太細的珠子，比較難串。孔大、
直徑短(或扁)、較大、或較粗的珠子，比較容易串。相對地，用的繩子如果
比較粗硬就會比細軟的繩子容易串。因此，需要針對幼兒的能力情形，選
擇適合的珠子和繩子練習。 

（8）有的繩子繩頭太軟，因此可以將繩頭用膠帶綁住繩頭變的較硬容易串入，
有膠帶在繩頭上的長度要夠長，幼兒也較易成功。 

（9）盡量讓串珠的活動遊戲化。例如，給不同顏色、不同長短、不同厚度、不
同大小的珠子，要幼兒穿成項鍊，串完之後，帶在脖子上，展示給別人看。
大人或其他幼兒一起參加串珠，會增加更多學習的樂趣。 

 
3. 特殊指導： 

（1） 對於姿勢不好（如腦性麻痺）的幼兒而言，都應該先調整好姿勢，再進行此
項活動。除身體姿勢外，上臂的穩定也很重要，因此針對上臂不穩定的幼
兒，需要給適當的支撐。 

（2）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對於視障幼兒，① 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珠子和繩子的位置和串珠的
方法，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做動作。② 珠子和繩子的顏色
要鮮明對比，最好連桌面的顏色都能夠與珠子、繩子成對比，這樣幼兒比
較容易看得清楚。 

（4）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5） 如果幼兒的兩隻手都無法移動繩子，則允許幼兒用兩手合作的方式串珠。 

（6） 對於手抓握能力困難的幼兒，可以在珠子或繩子上加上粗糙物(如自黏帶)，
使得珠子和繩子的摩擦力較大，會比較容易抓握，增加串珠成功的機會。
如果幼兒依然有困難，就可以用任何可以卡緊珠珠的方式（如用一手壓住珠

珠），固定珠珠後，再進行練習。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雙手移動繩子位置、握繩頭串大孔、直徑短與有菱角形狀（易抓握）的大珠子。 
2. 能單手移動繩子位置、握繩頭串大孔、直徑短與有菱角形狀（易抓握）的大珠子。 
3. 會一手握珠子、一手握繩串小或直徑長的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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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7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拆裝 
課程 
目標 
會剝或拆開東西： 
1. 會剝開糖果紙或拆開禮物 
2. 會剝食物的外皮或外殼    
3. 會解開單結或蝴蝶結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2（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不同形狀用紙包裝的糖果 
2. 香蕉、橘子、柳丁、葡萄、花生等有外皮的水果或食物 
3. 包裝好可練習拆裝的紙盒 
4. 打好單結或蝴蝶結的鞋子及練習板 

環境

安排 
1. 利用點心時間或午餐時或角落教學、自由遊戲等時間，進行指導 
2. 在一般生活情境下，隨機教學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抓握與雙側協調的能力？再看幼兒會不會剝開糖果紙、用
紙包裝的禮物？會不會剝開食物的外皮或外殼？或者，會不會解開單結或蝴蝶
結？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抓握起本活動中的物品，就需要回到「細動 03、04、05、
06、07」有關「手抓放」課程做訓練，練習幼兒的抓握能力。如果幼兒雙
手協調的操作能力不好，除了訓練本課程外，也需要回到「細動 09、10、
13、14」等有關課程做訓練，加強練習幼兒雙手協調的能力。 

（2） 訓練過程中，讓幼兒從容易的動作做起，逐漸再做些困難的動作。例如： 
① 讓幼兒先剝糖果紙包裹地比較鬆的大糖果，再讓他剝開一些裹得比較

緊、比較小的糖果。 
② 選擇比較好剝皮的食物（如香蕉），讓幼兒練習，然後再讓幼兒剝一些較難

剝的食物（如橘子、花生、或瓜子）。 
③ 讓幼兒拆稍微包裹或套住的包裝，再逐漸拆用黏膠或繩子捆緊的包裝。 
④ 讓幼兒先練習拆活結或蝴蝶結（可以拉線端就解開了），然後再拆繫得很緊的

單結。 

（3） 剛開始，大人要先一面示範做給幼兒看，一面講解做法，然後要幼兒模
仿著做。如果幼兒不會做，或雖嘗試了但做不成功，大人就應該帶著幼兒
的手一起去做，讓他感受移動的動作，然後再要幼兒自己練習。或者，大
人協助先拆開、解開、或剝開一部分後，要幼兒自己完成剩下的步驟（例如，

先把糖果紙或包裝紙鬆開、把香蕉皮剝一半、花生殼先捏碎、蝴蝶結先拉開底等）。等幼兒能
力增加之後，再慢慢地減少動作上的協助或口頭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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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4）平日，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剝開、拆開或解開動作（如剝開糖果、拆禮物、鬆開

鞋帶或抽繩的褲頭、吃香蕉、吃瓜子等）的時候，就可以隨機教幼兒做，或讓幼兒
嘗試著做，大人在旁協助，讓幼兒多練習。 

（5）對幼兒的嘗試或表現，都要給很多的鼓勵，增加他學習的動機和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2）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東西的位置和拆或剝的方法，
一面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做動作。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
度，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對於一邊手的操作能力有困難的幼兒，可以提醒他用該手去固定住物
品，或是使用固定東西的輔助器，將物品固定好，再用另一隻去剝或拆東
西。 

（5） 對於兩手操作能力都有困難但是有基本抓放能力的幼兒，可以藉由不斷
練習兩手輪流壓、擠、扭的方式，完成拆剝的動作。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需要別人的提醒或動作上的協助，就可以解開、剝開、或拆開東西。 
2. 可以不要別人協助，自己會解開、剝開、或拆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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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8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拆裝 
課程 
目標 
會把東西包裹或捆綁起來： 
1. 會包裹東西 
2. 能用繩子綑綁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不同形狀、用紙包裝的糖果 
2. 可以包裝的紙或布、繩子 
3. 紙盒或其他常用物品     

環境

安排 
1. 利用點心時間或午餐時或角落教學、自由遊戲等時間，進行指導 
2. 在一般生活情境下，隨機教學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具有抓握與雙側協調的能力？再看幼兒會不會用紙或布把糖果
或小盒禮物包起來？會不會用繩子捆綁住如盒子等物品？會打活結或蝴蝶結
嗎？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抓握起本活動中的物品，就需要回到「細動 03、04、05、

06、07」有關「手抓放」課程做訓練，練習幼兒的抓握能力。如果幼兒雙
手協調的操作能力不好，除了訓練本課程外，也需要回到「細動 09、10、
13、14」等有關課程做訓練，加強練習幼兒雙手協調的能力。 

（2） 訓練過程中，讓幼兒從容易的動作做起，逐漸再做些困難的動作。例如：
① 讓幼兒先練習用比物品大多的包裝紙去包物品，再讓他用比較小的包裝
紙去包物品；② 先用較長的繩子練習去綑綁物品；③ 先用活結去綁東西，
再練習用蝴蝶結去綁東西。 

（3） 剛開始，大人要先一面示範做給幼兒看，一面講解做法，然後要幼兒模
仿著做。如果幼兒不會做，或雖嘗試了但做不成功，大人就應該帶著幼兒
的手一起去做，讓他感受移動的動作，然後再要幼兒自己練習。或者，大
人先協助包裹或捆上一部分後，要幼兒自己完成剩下的步驟（例如，大人先用

包裝紙把糖果或小東西包起來並鬆鬆地扭轉，再要幼兒固定扭緊；大人先把繩子捆住盒子，讓幼兒

打活結；幫忙交叉繩子，讓幼兒完成打活結的動作等）。或是，先讓幼兒做前部分的動
作，最後由大人協助完成；也可以把中間的步驟讓幼兒做，大人則幫他做
頭尾的動作。等幼兒能力增加之後，再慢慢地減少動作上的協助或口頭的
指導。 

（4） 教幼兒打活結或蝴蝶結的時候，可以利用市售教具逐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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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5）平日，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包裹或綑綁的動作（如包糖果或盒子、用活結或蝴蝶結

綑綁盒子等）的時候，就可以隨機教幼兒做，或讓幼兒嘗試著做，大人在旁
協助，讓幼兒多練習。 

（6）對幼兒的嘗試或表現，都要給很多的鼓勵，增加他學習的動機和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2） 對於視障幼兒：① 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東西（如繩子、包裝紙或需包裹或綑綁

的東西）的位置及包裹和綑綁的方法，更要拉著幼兒的手去做。② 建立一定
的順序，例如：先將盒子正面朝上（有蓋子的那一面），把繩子壓在盒子下面；
然後抓住繩子的兩端，交叉，再從兩端同時拉緊。每一次都依照相同的順
序進行，幼兒比較容易記住。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對於一手操作有問題的幼兒，可以提醒他用該手去固定住物品，或是使
用固定東西的輔助器，把物品固定好，再用另一隻去包裹或綑綁東西。 

（5） 對於兩手的操作能力都有困難的幼兒，不一定要會綁，可以用扣環的繩
子，一拉就可。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需要別人的提醒或動作上的協助，就可以包裹（用紙或布包裝糖果或小東西）或綑綁東

西（打活結或蝴蝶結）。 
2. 可以不要別人協助，自己會包裹（用紙或布包裝糖果或小東西）或綑綁東西（打活結或蝴

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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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29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手部操作 次領域 玩紙牌 
課程 
目標 

會玩紙牌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15（會翻書） 
認知 56（有順序的概念）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紙牌 

環境

安排 
利用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會不會把紙牌從盒裡取出或放入？會不會用大拇指指腹與食指側
邊拿牌、發牌和抽牌？會不會用兩手把牌散開，然後一手握著？依幼兒的起點
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教幼兒玩牌，最主要要教以下動作：① 把紙牌從盒裡取出或放入；② 一張
一張發牌；③ 把部分牌抽出並疊上；④ 把十張以內的紙牌排成扇狀並一手
握牌。 

（2）為增加學習的動機，應該製造過程中的互動樂趣，或是選擇各種不同或
幼兒喜歡的圖案的紙牌，讓幼兒練習。 

（3） 教幼兒玩紙牌時，一面示範做法，一面口頭說明，然後要幼兒模仿著做。
如果幼兒不會做或做不好，可以帶著他的手去做，或者在過程中幫助他
一點。等幼兒能力稍好後，就逐漸減少提醒和動作上的協助。 

（4） 教幼兒「把紙牌從盒裡取出或放入」時，可以： 
① 剛開始，紙牌盒裡只放兩、三張紙牌，讓幼兒比較容易取出和放入。

然後，逐漸放入較多但並不滿的紙牌，最後再把所有紙牌放入盒內，
要幼兒練習取出和放入。 

② 只放很少的紙牌在紙盒裡時，可以要幼兒一次拿出或放入。但是，當
要幼兒從一疊緊緊在盒子裏的紙牌拿出和放入時，要幼兒先把盒子裡
部分的紙牌拿出來或先放入部分的紙牌入盒內，這樣就比較容易把其
他的牌拿出或放入了。等幼兒的技巧好些後，就可以要他一次就取出
或放入所有的紙牌。 

（5）教幼兒「發牌或抽牌」時，可以： 
① 剛開始，只給幼兒兩張牌，教他先把兩張牌稍微分開再發牌，讓幼兒

不致於因為兩張牌難分開而一起發出去。 
② 等確定幼兒可以成功地發兩張牌，再給幼兒較多紙牌，要他練習一次

只能發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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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③ 給幼兒一疊牌，要他用一手握住這疊牌，再教他用另一手把部分的牌
抽出並疊上。必要時，幫忙他固定住牌。 

（6）教幼兒「把牌散開成扇狀」時，可以： 
① 剛開始時，只給幼兒兩、三張牌，讓他用兩手把牌散開。等幼兒學會

可以用兩手把牌攤成扇形之後，再逐漸增加牌的數量（十張以內）。 
② 等幼兒會用兩手散開紙牌後，就可以教他學習用一手拿一疊牌，另一

手分開牌。 

（7）對幼兒的嘗試或表現，都要給很多的鼓勵，增加他學習的動機和自信。 
 
3. 團體活動： 

  把幼兒兩人一組或三、四人一組，一起玩簡單的紙牌遊戲。 
 
4. 特殊指導： 

（1）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2）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紙牌的位置及玩牌的方法，一面
拉著幼兒的手，幫助或引導他去做動作。 

（3）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
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如果幼兒一隻手有操作問題，無法抓握紙盒或一疊紙牌，可以使用比較小
的牌。或是，把紙牌放在桌上，要他用該手去固定住或擋住桌上的紙牌，
讓另一隻好手去拿牌、發牌，或讓他練習只用一手把牌散開成扇形的動
作。如果真的無法固定或擋住紙牌，可以選擇讓紙牌靠住牆壁固定著。 

（5）對於兩手操作能力不佳的幼兒，可以選擇較有彈性與厚度的紙牌，就比較
容易操作。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在大人提醒或協助下，能一張張發牌、抽出部分牌並疊上、或把牌散開成扇狀。 
2. 會自己一張張發牌、抽出部分牌並疊上、或把牌散開成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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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0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運筆 次領域 塗鴉 
課程 
目標 
會塗鴉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31（會正確握筆）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繪畫用具（如：蠟筆、彩色筆、鉛筆、圖畫紙等）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或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當幼兒拿起筆的任何時候，都可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有基本握筆的能力？給他紙筆後，他會不會自己塗鴉？還是別
人畫給他看時，會模仿著塗鴉？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平日，只要幼兒有興趣拿起筆來，就立刻鼓勵他畫畫，只要幼兒有任何
嘗試（如筆碰在紙上、或在紙上連續點），都給很多的讚美。 

（2） 剛開始，可以在他面前塗鴉給他看，再要幼兒畫畫看。如果幼兒沒反應
或不會做，就需要握著他的手一起塗鴉，然後再讓他自己畫。 

（3） 有的幼兒不用畫的方式，而是握筆用力在紙上連續點。這時候，除了鼓
勵他繼續外，要握著他的手或口頭要求他把筆停留在紙上的時間久些，並
且引導他畫出東西。 

（4） 為了要引出幼兒的學習動機，在教導過程中，要製造歡樂的氣氛。如果
有另一、兩位幼兒加入，在他旁邊畫畫，並帶領他畫，這會激發出他求表
現的天性，由模仿中達到學習的目的。 

（5） 在幼兒常活動的範圍內，擺放好筆與畫紙，當幼兒自行活動時，也許就
自然地會拿起筆與畫紙塗鴉。 

（6） 不必特別考慮幼兒的握筆姿勢，只要能握住筆畫即可。不過，要注意的
是，給他的筆最好要夠粗（如彩色筆）、顏色要多，引導幼兒的興趣。 

（7） 如果幼兒握筆有困難，也可以暫時不要用筆，而先用手沾顏料在紙上塗，
感受塗鴉的動作和樂趣，然後再用筆畫。 

 
3. 特殊指導： 

（1） 對聽障的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練習過程中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2） 對於視障幼兒，需要一面口頭說明，告知紙筆的位置，一面拉著幼兒的
手去塗鴉，讓幼兒感覺手腕和手指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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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對於手掌心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

同的觸覺刺激（如輕拍手心、用毛巾輕輕搓揉手心等），降低手掌心對觸覺的敏感度，
有利於手部對東西的操作。 

（4） 如果幼兒兩手操作能力都有問題，可以不強迫他一定要用哪種握筆姿
勢，只要幼兒習慣的姿勢即可。可以選用圓錐型的筆，比較容易握。如果
圓錐型的筆也無法握，可以使用萬用套固定在幼兒手上，再將筆套入萬用
套中讓幼兒能塗鴉。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模仿或自行（含使用輔具的狀況）在紙上塗鴉，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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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1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運筆 次領域 握筆 
課程 
目標 
會正確握筆： 
1. 會用手掌握筆 
2. 會用後四指握筆 
3. 會用前三指握筆 
4. 會自行調整握筆位置 

相關 
目標 

細動 19（能單手撿物並移到掌心）、30（會塗鴉）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繪圖用具（如蠟筆、.彩色筆、.鉛筆、圖畫紙）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當幼兒拿起筆的任何時候，都可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會不會握筆？握筆的姿勢是什麼？是用手掌握筆？後四指握筆？
還是正確地用前三指握筆？拿起筆來後，會不會用雙手或一手調整握筆的位
置？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平日，只要幼兒有興趣拿起筆來，或者大人拿筆給他，他會接下，這時，
就應該立刻誇他「長大了」。即使握筆不正確，也要給予鼓勵。 

（2） 幼兒畫畫時，一定要先調整好座椅，讓他能以適合的高度與身體姿勢從
事此活動。因為，不好的姿勢會影響幼兒的握筆（如：太駝背時，會使孩子的手腕

過於彎曲）。所以，如果幼兒手指握筆的動作比較不順，就需要先觀察幼兒的
身體姿勢對不對？桌椅高度合適嗎？如果是因為姿勢不對或桌椅高度不合
造成握筆的問題，就需要調整過來。同時，也需要觀察幼兒握筆的手指是
不是離筆尖太近或太遠？如果是，就要協助他修正過來。 

（3） 整體而言，握筆並不需要特別訓練，而且握筆姿勢往往在幼兒手精細動
作成熟後，就容易正確。如果幼兒手的精細能力尚未發展或發育不全，就
不適合用手指握筆，強迫他去做，不見得有幫助。但是，有的幼兒可能雖
具有手的精細能力，可以用手指握筆，但卻沒有人提醒，因此還停留在較
原始的握筆方式。這時候，就可以藉由適當的教導與提醒，引導幼兒用適
合自己能力的方式握筆。 

（4） 不過，為了使幼兒容易握筆，剛開始要給幼兒較粗的筆（如彩色筆）畫畫，
再逐漸要幼兒拿較細的筆（如原子筆或鉛筆）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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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5） 讓幼兒拿筆畫畫，觀察幼兒會不會在拿起筆或給他筆後，能把筆移到手指
的位置而握住？再看他會不會用手指把筆上下移動，調到合適的握筆位
置？如果幼兒習慣用另一手幫忙或靠著身體來移動筆的位置，就可以提醒
他只用一隻手試試看，或者輕輕按住幼兒的另一手，要他用一手練習看看。
更可以一邊示範、一邊講解給幼兒聽，再讓幼兒練習。 

（6） 為了讓幼兒練習拿起筆旋轉到握筆的方向時，可以：① 對右手拿筆的幼兒，
老師可以在把筆放在桌上時，把筆尖朝向右側；對左手拿筆的幼兒，則把
筆尖朝向左側放，這樣會使幼兒拿起筆後，比較容易把筆旋轉到用手指拿
住的姿勢。② 等幼兒手的控制能力稍好後，就可以逐漸練習拿起放在各個
方向的筆。 

（7） 在幼兒常活動的範圍內，擺放好筆與畫紙，當幼兒自行活動時，也許就
自然地會拿起筆與畫紙畫畫，這樣會有更多機會指導他正確握筆。 

（8） 如果進行教導時，要使整個過程趣味化，例如用玩遊戲或變魔術的方式進
行。例如，告訴幼兒「我手中的筆要不見了」或「筆會突然冒出來了」，讓
幼兒覺得有趣，藉此增強幼兒的學習動機。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兩手的操作能力有問題，可以：① 不強迫一定要用哪種握筆姿勢，

用幼兒習慣的姿勢就可以。② 也可以選用圓錐型的筆，比較容易握。③ 如果
圓錐型的筆也無法握住，可以使用萬用套固定在幼兒手上，再把筆套入萬
用套中，讓幼兒感受握筆的經驗。 

（2） 如果幼兒沒有明顯的手功能障礙，但是發覺他在握較細的筆時需要很用力
或操作不順，就可以使用較粗的筆或在筆桿上加筆套，使幼兒比較容易握
筆與控筆。 

（3） 許多手功能不好的幼兒（如腦性麻痺兒），很難做到只用一手就能握筆或移動筆
的位置。因此，可以讓他們用另一手來幫忙或用身體頂住筆調整，更可以
考慮用特殊的筆替代。 

（4） 對於聽障幼兒，練習過程中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
兒比較容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用手掌握筆。 
2. 能用後四指握筆。 
3. 能用前三指握筆。 
4. 能用身體或另一手幫忙，從桌上拿起筆而不掉落。 
5. 能用一手拿起筆，而且把筆調整到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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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2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運筆 次領域 控筆 
課程 
目標 
能描畫線段： 
1. 能描畫線段 
2. 能描畫曲線圖形    
3. 能描畫直線圖形          

相關 
目標 

感知 04（會追視視線內移動的物體）、08（會辨認形狀）、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30（會塗鴉）、31（會正確握筆）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 

教具 繪圖工具（如：蠟筆、彩色筆、鉛筆、圖畫紙等）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當幼兒拿起筆的任何時候，都可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會不會握筆？然後看他控筆的能力如何？會不會描畫線條、曲線圖
形或直線圖形？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教幼兒描畫的過程中，先讓他學描畫如│ 、─ 、十、⊥ 、┬ 、╱ 、╲ 、
╳ 等的線段，再讓他學著描畫如○ 和橢圓形等的曲線圖形，最後再讓他練
習描畫如□ 、Δ 、▽ 、◇ 等的直線圖形。 

（2） 依照幼兒的能力情況，老師可以採取以下的教法： 
① 剛開始，扶著幼兒的手，協助他描畫，並一面說明畫法。 
② 以「連連看」方式，要幼兒把虛線連成線條或圖形。必要時，扶著他的

手畫或提醒他畫法。 
③ 老師示範畫法，畫完了，要幼兒照著畫。 
④ 給幼兒看圖上的圖形，要幼兒模仿著畫。 

（3） 如果幼兒在老師的口頭說明和示範下，都沒辦法畫，就需要用實線或虛
線連起的線段或圖形，讓幼兒直接描畫在線上或圖形上練習。 

（4） 剛開始，老師要給多一點的動作協助、示範、口頭說明或提醒。等幼兒
能力稍好後，就逐漸減少協助。 

（5） 對於需要利用實線或虛線描畫線條或圖形的幼兒，可以從市售的練習本
中，選擇幼兒需要學畫的線條或圖形，或老師自行製作線段或圖形的範例，
每次影印讓幼兒畫。此外，也可以用護貝機把範例製成護貝，讓幼兒用彩
色筆在線條或圖形上描畫，畫完後，要他用紙巾擦掉。如此，可以節省影
印的紙張、增加重複練習的機會、及練習擦的手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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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2 

活動

建議 
（6） 讓幼兒練習描畫的同時，可以讓幼兒爬行或穿越幾何形狀的遊戲（如鑽籠、

繞呼拉圈跑、走曲線等）。由動作過程中，建立幼兒對形狀的概念，可能間接對
描繪圖形有幫助。 

（7） 對幼兒任何的嘗試或表現，都多給鼓勵和讚美，以增加幼兒的學習動機和
自信。 

 
3.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無法用普通方式握筆，則可以考慮使用輔具協助幼兒握筆。 

（2）對於弱視幼兒，要讓他用與畫紙背景顏色明顯對比的筆畫，並且讓他描畫
的線條或圖形的線條要夠粗。對於全盲的幼兒，除了口頭解說外，剛開始
要帶著他的手去描畫，或利用凸出物（如有各種形狀洞的尺或 CD 盒子等物），要幼
兒沿著邊描畫。 

（3）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兒比較容易
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不需別人幫忙或在輔助器的協助下，會自己描畫線條。 
2. 不需別人幫忙或在輔助器的協助下，會自己描畫曲線圖形。 
3. 不需別人幫忙或在輔助器的協助下，會自己描畫直線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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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3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運筆 次領域 控筆 
課程 
目標 
會連點成線或圖形 

相關 
目標 

感知 07（會逐一點看，不遺漏）、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細動 31（會正確握筆）、32（能描畫線段）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 

教具 繪圖用具（如：蠟筆、彩色筆、鉛筆、圖畫紙等）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當幼兒拿起筆的任何時候，都可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會不會把點連成線或連成一圖形？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教幼兒「連連看」的過程中，先讓他在兩點間畫直線，再讓他練習連三
點、連四點、…，直到連多點成一圖形。 

（2） 剛開始，兩點間的距離要短些，原則上以不超過幼兒手腕可移動的範圍。
然後，慢慢再增加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因為，如果兩點距離太遠，幼兒會
不瞭解意義或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把兩點靠近些，使幼兒較易成功。 

（3） 依照幼兒的能力情況，老師可以採取以下的教法： 
① 剛開始，扶著幼兒的手，協助他連線，並一面說明方法。 
② 老師示範把線條或圖形連給幼兒看，然後要幼兒用其他顏色的筆，在已

經連好的線條或圖形上照畫一遍。在幼兒描畫前，可以用粗筆把每一點
特別標出來。幼兒在描畫時，要一面特別提醒他慢慢地描畫出「兩點間」
的線或連續的線來。 

③ 老師先用虛線在兩點間連起來，要幼兒在虛線上描畫。不過，依然要特
別標出每一點，要幼兒慢慢地描畫出「兩點間」的線或連續的線來。 

④ 連點之前，可以先用手指頭連著點走一遍，藉觸覺與運動覺加深學習印
象。 

⑤ 老師示範連線成形狀或圖形，要幼兒模仿著做。 
⑥ 等幼兒會連了，就可以給幼兒「連連看」的練習本或老師製作的練習紙，

要他自己多練習。 

（4） 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與示範下都沒辦法做，就可以讓他按照實線或虛線
的描畫開始。 

（5） 剛開始，老師要給多一點的動作協助、示範、口頭說明或提醒。等幼兒
能力稍好後，就逐漸減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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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讓幼兒練習連線之前或練習同時，可以讓幼兒做一些相關的遊戲。例如，

用手沾水彩把點連起來，或在空間中用繩子把兩點或兩點以上連接起來
（如：把繩子接上一端，再連到另一端）。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或表現，都多給鼓勵和讚美，以增加幼兒的學習動機和
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用普通方式握筆，則可考慮使用輔具協助幼兒的握筆。 

（2） 對於弱視幼兒，要讓他用與畫紙背景顏色明顯對比的筆畫，並且用大頭
針或圖釘等固定物標出目標「點」。對於全盲的幼兒，可以讓他先用毛線做
練習，依序將毛線繞在大頭釘上。等熟練了之後，再帶著他的手用筆連線，
兩點兩點地連線。 

（3）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兒比較容
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把兩點連起來。 
2. 能把三點以上的點連成線。 
3. 能把三點以上的點連成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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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4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運筆 次領域 控筆 
課程 
目標 
會在兩條線段內畫線： 
1. 會在兩條直線或曲線內畫線 
2. 會在兩條有角度的曲線內畫線   

相關 
目標 

細動 31（會正確握筆）、32（能描畫線段）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繪圖用具（如：蠟筆、彩色筆、鉛筆、圖畫紙等） 

環境

安排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需用到筆的課程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在兩線段間畫線？再看他能在兩條直線間畫線?還是在兩條
曲線或有角度的曲線間畫線？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訓練幼兒在兩條線段內畫線時，讓幼兒先在兩條直線間畫線，再讓他練
習在彎曲的線段間畫線，然後再進一步讓他練習在兩條有角度的曲線間畫
線。 

（2） 剛開始，幼兒手的控筆能力不佳，所以兩條線的距離要大些，最好大到
讓他比較容易能成功地在其間畫線，建立自信和學習動機，不過要讓幼兒
確知他在兩線中「過河」。等幼兒控筆能力稍好後，就可以逐漸減小兩線間
的距離。 

（3） 為了增加幼兒的注意力和視覺提醒，練習之初，兩邊線段最好比較粗、
顏色比較深（如用黑彩色比畫線）。此外，為了增加樂趣，線段兩邊最好各畫上
一樣常見且色彩鮮豔的東西，鼓勵幼兒從一邊走到另一邊（如小狗去找骨頭、

牙刷去找牙膏）。兩邊東西可以選擇具有關係的，使此活動不但訓練幼兒的控
筆能力，而且也可以同時訓練幼兒對「東西間關係」的推理思考能力。 

（4） 依照幼兒的能力情況，老師可以採取以下的教法： 
① 剛開始，扶著幼兒的手，先用他的手指頭在兩線段間走一遍，藉觸覺與

運動覺加深學習印象。然後，再扶著他的手用筆畫線，並一面說明方法。 
② 老師示範在兩線段間畫線給幼兒看，然後要他模仿著在另兩條線間畫線。 
③ 老師可以先用虛線或細的實線畫在兩條粗的線段間，要幼兒利用虛線或

實線畫在兩線中間。不過，幼兒畫線時，要提醒他虛線是在兩線中間的。 
④ 等幼兒會畫了，就可以製作多一些的練習紙，要他自己多練習。老師在

旁口頭提醒或稍微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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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5）剛開始，老師要給多一點的動作協助、示範、口頭說明或提醒。等幼兒能

力稍好後，就逐漸減少協助。 

（6）讓幼兒練習在兩線中畫線之前或練習同時，可以讓幼兒做一些相關的遊
戲。例如，要幼兒走在兩竹竿中間，或幼兒用手拿著玩偶在梯子中間移動。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或表現，都多給鼓勵和讚美，以增加幼兒的學習動機和
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用普通方式握筆，則可考慮使用輔具協助幼兒握筆。 

（2） 對於弱視幼兒，要讓他用與畫紙背景顏色明顯對比的筆畫，並且兩線段
要畫得粗黑些。對於全盲的幼兒，可以先用兩把尺當成兩線段，要幼兒在
其間畫線，然後再要他在固定的兩條繩索中間畫線。教他的時候，除了口
頭解說外，要先帶著他的手去畫線，然後再讓他自己試試。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不需要別人協助或利用輔助物，自己會在兩條距離較遠的直線或曲線內畫線。 
2. 不需要別人協助或利用輔助物，自己會在兩條距離較遠的有角度的曲線內畫

線。 
3. 不需要別人協助或利用輔助物，自己會在兩條距離較近的直線或曲線內畫線。 
4. 不需要別人協助或利用輔助物，自己會在兩條距離較近的有角度的曲線內畫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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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5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開關容器 
課程 
目標 
會開關盒子： 
1. 會開關一邊固定的盒蓋 
2. 會打開盒子  
3. 會蓋上盒子 
4. 會打開盒裝牛奶或果汁盒 

相關 
目標 

細動 12（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認知 20（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各種不同種類、緊度的盒子（如：一邊固定的盒蓋、盒蓋蓋不緊或較緊的紙盒或鐵盒） 

2. 紙盒包裝的牛奶或果汁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如吃點心時），隨機教學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不是知道要開蓋盒子？會不會打開或蓋上盒子？會開關的盒子
是哪類的？是一邊固定的盒蓋？還是不緊或比較緊的盒蓋？尤其，有沒有足夠
的力量去打開或蓋上一些蓋得比較緊的盒子（如餅乾鐵盒）？還有，會不會打開
紙盒包裝的牛奶或果汁盒？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讓幼兒依以下順序練習開關盒子：① 開關一邊固定的盒蓋；② 開關盒蓋蓋
得不緊的盒子；③ 開關盒蓋蓋得比較緊的盒子；④ 打開紙盒包裝的牛奶或
果汁盒。 

（2） 練習「開關一邊固定的盒蓋」時：選擇一邊固定、一邊很容易就可以掀
開的盒子，裡面裝著玩具，讓幼兒自行打開盒子得到玩具。通常這個動作
對幼兒而言是很容易的，如果幼兒不知道如何打開，可以把掀起的面朝著
幼兒，就比較容易打開。如果仍然不會，可以給他一些提示（例如：「試試看轉

個方向再打開」）。如果經由提示之後還是不會，可以實際示範，或帶著幼兒的
手做。 

（3） 練習「開關盒蓋蓋得不緊的盒子」時：在遊戲時，把盒蓋蓋得比較鬆的
盒子給幼兒，要幼兒自己打開，如果他打開了，就可以得到裡面的玩具。
如果幼兒不知道如何打開紙盒，而有亂撕、亂丟的動作或情緒不穩的情形，
可以教幼兒不要急，試試看轉個方向再打開。如果經過提示後還是不會，
可以示範或帶著幼兒的手做。 

（4） 練習「開關盒蓋蓋得比較緊的盒子」時：教幼兒打開較緊的餅乾鐵盒前，
首先要確定幼兒的手部力量夠不夠？如果力量不夠而且需要一段時間力量
才能改善，就不一定非要堅持練習此活動，可以進行一些類似開關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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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5 

活動 
建議 

活動（例如捏黏土、推物等活動）。不過，依然可以讓他練習，不過老師先替他稍
微開一點，讓他比較容易打開，或是要他蓋上盒蓋，但是幫他蓋緊。等幼
兒力量改善後，再讓他練習開關較緊的鐵盒。 

（5） 練習「打開紙盒包裝的牛奶或果汁盒」：要幼兒打開盒裝牛奶或果汁盒，
可能很難做到，因此不必太急著要幼兒做。通常，可以在喝牛奶或果汁時
順便練習。要注意的是，對某些幼兒而言，此動作太難可能會造成挫折，
影響喝牛奶的意願，因此可以使用已開過的紙盒，用漿糊黏回原狀，讓幼
兒練習，因為比較好開，所以可以增加一些幼兒練習的動機。 

（6） 盒子裏放些新奇或幼兒有興趣的玩具或食物，並且變化種類，增加幼兒
練習開關的學習動機。 

（7） 平日，遇到要開關各種不同種類或緊度的盒子，就讓幼兒做，增加幼兒
練習的機會和生活經驗。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一手操作有問題，可以視其表現或配合復健活動，要他用有問
題的那隻手固定盒子，再用另一手操作。 

（2） 對於視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再依照一定的順序，輕拉幼兒的手一
起做動作。例如：先找到盒蓋與盒身的接縫處，一手扶著盒身，一手摳住
盒蓋往上拉起。每次都依照同樣的順序教導，幼兒比較容易記住。 

（3）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兒比較容
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掀開或關上一邊固定的盒蓋。 
2. 會開關盒蓋蓋得不緊的盒子。 
3. 會開關盒蓋蓋得比較緊的盒子。 
4. 會打開盒裝牛奶或果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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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6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開關容器 
課程 
目標 
能開關瓶罐： 
1. 能開關大瓶蓋 
2. 能開關小瓶蓋 

相關 
目標 

細動 12（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39（開關門把）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4（能平順地做連續動作） 

認知 20（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教具 1. 各種大瓶罐(含旋轉式瓶蓋，如保特瓶）或小瓶罐(含旋轉式瓶蓋，如空的眼藥水瓶或空膠水罐） 
2. 各種罐頭（含旋轉式瓶蓋，譬如花瓜罐頭）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課、角落教學、或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如吃點心時），隨機教學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的手指靈巧度夠不夠去旋轉開或關瓶蓋？可以開關比較大或比較小
的瓶蓋。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將不同的瓶子讓幼兒嘗試旋開與旋上，如果幼兒的能力不錯，僅需給予
旋轉不同瓶子的經驗，讓幼兒自己去經驗與體會。 

（2） 如果幼兒無法旋轉瓶蓋，需要瞭解原因是瓶蓋太緊？或是幼兒的動作真
有困難？也有可能幼兒並不懂得要旋轉瓶蓋。對於力量較弱的幼兒，可以
先幫他轉鬆一些，讓他試試。如果幼兒仍然無法在瓶蓋較鬆的狀況旋開蓋
子，就要示範做給他看，並一面告訴他開瓶蓋的時候，手要朝外旋轉，而
關上的時候，則手要往身體內側旋轉。如果幼兒在老師的解說和示範後，
仍然不會，就需要帶著他的手做。要注意：不要讓幼兒開關有突出、鋒利
的瓶蓋，以免孩子受傷。 

（3） 剛開始，讓幼兒練習開關幼兒手能輕鬆握拿的大瓶罐（如果汁罐或礦泉水瓶

蓋），比較好抓握。然後，再視幼兒手操作能力情形，逐漸讓幼兒嘗試去開
關小瓶蓋（如眼藥水或膠水罐瓶蓋）或比幼兒手掌大的瓶蓋（如花生醬瓶蓋）。 

（4） 對於完全沒有旋轉瓶蓋概念的幼兒，可以先把瓶蓋旋到只要動一下就會
掉下來的程度，然後叫幼兒去碰或帶著幼兒的手去碰，碰倒了，就做出誇
張的動作和製造聲音，讓幼兒能慢慢建立開關的概念。 

（5） 練習開關瓶蓋時，需要配合其他有趣的活動進行。例如，要幼兒開關瓶
蓋，放進或取出珠珠、葡萄乾或糖果等東西。又如，要幼兒用瓶子裝水。 

（6） 平日，遇到要開關各種不同瓶蓋時，就讓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
和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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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兩手都無法操作，可以視其狀況或配合復健活動，提供開罐輔
具，讓他在輔具的協助下，練習旋開瓶蓋。 

（2） 如果幼兒有一隻手無法操作，但是有一手可以用，就可以選擇固定瓶子
或可套住瓶蓋的輔具，使幼兒可以用一隻手旋轉瓶蓋。必要時，可以要
幼兒用嘴巴旋轉。 

（3） 針對弱視的幼兒，可以使用顏色對比明顯的瓶子與瓶蓋，讓他容易抓到
目標（瓶蓋），不至於可能花很多時間對齊瓶蓋與瓶口。對於全盲的幼兒，
則需要一面解說，一面帶著他按照一定的順序來做。例如：先找到蓋子
和罐身的接縫處，握住蓋子，必要時可以把罐身夾在兩腿大腿內側，然
後轉動瓶蓋。每次都用一定的順序教導，幼兒比較容易記得起來。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不需要別人幫忙，會自己旋開或旋上大瓶蓋。 
2. 不需要別人幫忙，會自己旋開或旋上小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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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7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舀擠 
課程 
目標 
會舀東西： 

1. 會用鏟子剷 
2. 會用杓子舀湯水 

相關 
目標 

細動 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4（能平順地做連續動作） 

認知 12（會用不同方法玩玩具） 

教具 1. 桶子、盆子或其他小容器（如塑膠杯、辦家家酒的容器、摔不破的玩具碗） 
2. 杓子、湯匙、與鏟子 

環境

安排 
1. 利用遊戲、角落教學、自由遊戲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生活情境中（如吃點心、吃飯或洗澡時），隨機教學利用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有握鏟子與杓子的能力？如果有，再看他會不會用鏟子和杓子
去剷或舀東西？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鼓勵幼兒用鏟子或杓子把豆子或沙子從一容器（如桶子、盆子、或盒子）裏剷
到或舀到另一容器裏。如果幼兒手的控制不好，豆子或沙子很容易掉出來，
這時，除了提醒幼兒要小心拿鏟子或杓子，盡量不要讓沙子或豆子掉出來，
也可以：① 要幼兒舀少一點，如果幼兒無法自己控制沙子或豆子的量，老
師可以幫他控制。② 看幼兒的鏟子或杓子是否不合手或太重，無法控制力
量？如果是，就需要換成比較輕或比較好握拿的鏟子或杓子練習。 

（2） 可以用各種不同的鏟子、杓子或容器，練習把不同東西（沙子、豆子、水、芝

麻等）舀到容器裡。尤其，如果幼兒大杓子使用的不錯，可以換成小杓子或
湯匙，讓幼兒學習需要比較精細與準確的舀的動作。此外，幼兒練習舀沙
子或豆子之外，還可以練習舀水。 

（3） 訓練時，要配合其他遊戲進行，才能提高幼兒學習的興趣。例如，進行
幫娃娃洗澡的辦家家酒遊戲，在盆子裏放入小娃娃或玩偶，跟幼兒說「我
們來幫娃娃洗澡」，鼓勵幼兒從盒裡用鏟子舀豆子到盆裡，再用湯匙舀豆子
（假裝是水）幫娃娃洗澡。 

（4） 平日，遇到要舀東西的時候，就讓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和生活
經驗。例如，幼兒洗澡時，要他自己用杓子舀水到身上。又如，吃東西的
時間，要幼兒舀起部分菜或湯放入自己或別人的碗裏。 

（5） 如果幼兒的手臂不穩，可以扶住幼兒的手或讓他把手靠在桌上，使幼兒
在練習的過程中較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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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團體活動： 
把全班幼兒分成兩組或三組，要每組幼兒用接力的方式，把一桶豆子或沙輪

流用杓子盛至盆子裏，看哪一組最先完成。 
 
4.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兩手均無法抓握，可以使用輔具（如萬用套），幫幼兒固定住杓子
或湯匙。 

（2） 針對視障幼兒，可以使用顏色對比明顯的東西、容器、和杓子，讓他容
易掌握到目標。在讓幼兒舀東西之前，先要讓他熟習用具以及東西擺放的
位置，讓他摸一摸，然後用右手鏟豆子，左手放在容器口當作路標，則當
右手鏟起東西之後，只要接近左手的位置，就可以把豆子裝到容器裡了。 

（3）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之外，還要強調動作的示範，幼兒比較容
易瞭解。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用鏟子或杓子把東西或水舀到大容器裏。 
2. 會用湯杓把湯或菜舀到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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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8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舀擠 
課程 
目標 
會扭擠東西 

相關 
目標 

細動 04（手會握著玩具搖動或捏擠）、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海綿、水彩、娃娃、圖畫紙 
2. 孩子的自備毛巾 

環境

安排 
利用洗手臉、清洗東西、或洗澡時，進行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有抓握海綿或毛巾的能力？再看幼兒會不會扭轉海綿或毛
巾，擠出水來？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如果幼兒的抓握能力不好，可以讓他練習相關抓握的動作，例如要他抓握
很軟但會響的玩具，或讓他玩黏土等活動。 

（2）洗手臉或洗澡時，可以讓幼兒自己擰毛巾。如果幼兒缺乏扭轉能力，可以
只要他用手握緊海綿或毛巾擠出水即可。對力量較弱的幼兒而言，要他擠
海綿比較容易做，也比較不需要扭轉的動作，讓他有成就感。等幼兒能力
逐漸改善，再要他練習兩手一起扭轉的動作。 

（3）練習扭毛巾的動作時，老師先示範，要幼兒跟著模仿著做。如果幼兒有困
難，就拉著幼兒的兩手扭轉，並且解說兩手要朝反方向扭轉。等幼兒的能
力稍好，就可以減少動作上的協助和口頭提醒。 

（4）洗澡時，在盆子裏放入小娃娃或玩偶，跟幼兒說「我們要幫娃娃洗澡，洗
完後，要幫娃娃擦乾」，這時讓幼兒自己用海綿擦肥皂給娃娃洗澡，並擰
毛巾給娃娃擦乾。 

（5）訓練時，可以配合其他遊戲進行，才能提高幼兒學習的興趣。例如，可以
用海綿沾水彩，擠在圖畫紙上當作美術作品。 

（6）平日，遇到要有扭擠的動作的時候，就讓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和
生活經驗。 

（7）如果幼兒的手臂不穩，可以扶住幼兒的手或讓他把手靠在桌上，使幼兒在
練習的過程中較平順。 

（8）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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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團體活動： 

（1） 團體活動課時，可以把幼兒分成兩組，分別拿海綿從一桶滿滿的水中沾
濕，再把海綿的水擠到另一個空的水桶裡，比賽看哪一組先把空水桶裝
滿。 

（2） 在唱遊課時，練習「洗澡歌」，做出洗澡的動作外，也重複做出擰毛巾的
動作。 

 
4.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真的無法抓握扭擠，可以讓幼兒改成用手掌或拳頭壓的方式，一

樣可以壓乾毛巾或海綿。 

（2）對於只有一手可以操作的幼兒，可以把濕毛巾套在龍頭上，用單手扭擠毛
巾。 

（3）本課程對於視障幼兒手部功能的增強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確實讓幼兒學
會。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用一手或兩手將海綿擠出水而且海綿不再滴水。   
2. 會用一手或兩手將毛巾擠出水或用兩手扭擠出水，但不夠乾。 
3. 會用兩手將毛巾扭擠出水來，而且夠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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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39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開關門 
課程 
目標 
開關門把 

相關 
目標 

細動 06（會用手指拿起手掌大的東西）、36（能開關瓶罐）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認知 20（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教具 家中或學校的手把狀、旋轉式或其他各種不同的門把（如手握住長桿後用大拇指按壓）   

環境

安排 
平日生活中藉出入教室或其他地方，隨機指導或加強練習機會 

活動 
建議 

1. 觀察幼兒會不會拉一般門的手把，把門打開？遇到旋轉式的門把時，會不會扭
轉而打開門？更會不會用按壓的方式打開門？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通常只要有機會，幼兒就會很快地學會拉手把式門把，把門打開。但是，
對於旋轉式的門把，就需要手的握力與旋轉技巧才行。因此，如果幼兒的
握力真的太弱，可以先訓練手部抓握與旋轉的力量，等力量夠了，再讓他
有機會開關旋轉的門把。 

（2） 旋轉式門把需要手的握力，而且需轉左邊或轉右邊才能打開門，所以也
需要手腕的外旋與內旋動作。如果幼兒無法用手旋轉門把，就需要看幼兒
的握力與旋轉的力量是否足夠，如果不行，就需要進行手握力與手腕旋轉
的訓練，或是選擇一個較鬆、較容易打開的門把，當做剛開始的練習。 

（3） 觀察幼兒是否能用手按壓手把，如果有問題，給予口頭上的提示，如果
還有問題，則可以示範給幼兒看，之後再讓孩子做一次，或是帶著幼兒的
手體驗按壓手把的動作經驗。 

（4） 有的門把需要四指握住直的把手，然後大拇指要從上往下輕按就可以打
開，也可以提供給幼兒這樣的經驗。但是當幼兒無法單獨用大拇指按壓時，
也可以用整隻手或拳頭去按。 

（5） 平日，遇到要開門的時候，就讓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和生活經
驗。 

（6） 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
自信。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無法用手旋轉門把，可以把旋轉門把加上手把裝置或換成手把
狀門把，讓幼兒能自己開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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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2）有時旋轉式手把太滑，不易抓握，可以嘗試把旋轉式手把黏上較粗糙的東

西，產生摩擦力就容易旋轉。 

（3）對於視障幼兒，① 先要跟他說明門的形狀與結構。接著再教他把手杖平
舉，向左右各畫出 45-60 度的圓弧，等手杖碰到門把之後，再用手去轉動
門把。② 告訴幼兒不要直接用手去找尋門把，以免手指頭被門夾到。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不需別人的協助，就可以扭開手把式、旋轉式或其他種類的門把，
把門打開，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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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0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居家手操作 次領域 開關門 
課程 
目標 
會用鑰匙開門 
  

相關 
目標 

細動 21（會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39（開關門把）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認知 20（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教具 1. 家中或學校各種鑰匙、鎖、與鑰匙孔 
2. 練習用的門鎖（含各種鑰匙與鑰匙孔） 

環境

安排 
1. 平常有機會開關門並需要使用鑰匙的時候，隨機指導 
2. 遊戲或個別指導時，可以選擇練習用的鑰匙練習 

活動 
建議 

1. 先確定幼兒是否有用手指拿鑰匙的精細抓握能力？有把鑰匙放入鑰匙孔中所需
的手眼協調能力？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如果幼兒不知道如何把將鑰匙放入鎖中，可以先從一般沒有門的鎖與鑰匙
（如：玩具鑰匙和門、腳踏車鑰匙）開始，先練習放入與旋轉打開的動作。動作控
制較差的幼兒，可先使用較大好握的鑰匙與鎖，再逐漸使用較小難握的鑰
匙。 

（2）沒有用鑰匙旋轉經驗的幼兒，依狀況可以用口語告知手要轉一下才能打
開，也可以示範給幼兒看，或直接用手帶幼兒體驗旋轉的動作。 

（3）由於鑰匙旋轉後，需要維持旋轉後的位置並同步將門推開，因此需要練習
把鑰匙旋轉後與推門連在一起的動作，可以經由實際生活中的門或玩具門
多練習。 

（4）平日，遇到要用鑰匙開門的時候，就盡量讓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
和生活經驗。 

（5）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的手眼協調很困難，可以讓幼兒多用觸摸的方式，把鑰匙放入鎖
中。 

（2）如果幼兒無法使用一般指握的方式拿住鑰匙，則可以調整鑰匙的把柄使鑰
匙容易握住。例如，把鑰匙頭加寬、把鑰匙頭變成十字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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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對於視障幼兒，依照細動 39 的特殊指導方式教幼兒找到門把和鎖頭之

後，提示他用食指摸索鑰匙孔，然後把手指放在鑰匙孔旁，再用另一手拿
鑰匙靠近之前的手指，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開門。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把鑰匙放入鑰匙孔中並旋轉，但不會配合轉鑰匙的動作開門。   
2. 會把鑰匙放入鑰匙孔中並旋轉，而且也可以成功地打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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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1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黏土 
課程 
目標 
會玩黏土： 
1. 會用手掌壓平黏土                 4. 會用單手掌心把黏土在桌上搓成球 
2. 會把黏土搓揉成長圓條狀           5. 會用大姆指和食指捏扁黏土 

 3. 會用兩手手掌把黏土搓揉成球形     6. 會用手指腹把黏土搓揉成球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1（會拍手或敲兩手的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認知 12（會用不同方法玩玩具） 

教具 黏土(各種顏色與各種軟硬度的材料)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或其它遊戲時間（如扮家家酒時），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是否能用手掌抓握黏土？用手指拿捏黏土？及用兩手去揉搓黏土？
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讓幼兒玩彩色的黏土，或是，把不同顏色的幾種黏土放在桌上，讓幼兒
自己選擇他喜歡的那一種來玩。剛開始，可以先用較軟的黏土，再看幼兒
表現，給較硬的黏土讓他玩。 

（2） 老師先示範各種揉捏黏土的動作，要幼兒模仿著做。由於揉捏黏土涉及
幼兒手部精細能力的發展能力，所以可以大致依以下順序逐步指導：用手
掌壓平黏土、把黏土搓揉成長圓條狀、用兩手手掌把黏土搓揉成球形、用
單手掌心把黏土在桌上搓成球、用大姆指和食指捏扁黏土、用手指腹把黏
土搓揉成球。照幼兒手操作能力的情形，逐步由按壓到揉搓的動作、由手
掌到手指的動作、由雙手到單手的動作。不過，不一定拘泥於此順序。 

（3） 為了使教導過程趣味化，一面教幼兒揉搓黏土，一面告訴幼兒要做出餅
乾、麵條、湯圓等東西。並且告訴他「在桌子上做球球」、「在空中做球球」、
「用手指頭做小球球」，讓幼兒模仿著做。 

（4） 如果幼兒有困難，可以扶著他的手幫他做，讓他感覺不同揉捏黏土的動
作（給予觸覺、運動覺等的線索），並且一面解說。等幼兒能力稍好後，再逐漸減
少動作上協助和提醒。 

（5） 幼兒搓揉黏土（如揉長圓條狀）時，可以把尺或筆放在面前，用尺或筆的長
度為標準，製作出一樣長的麵條。 

（6） 如果幼兒兩手的協調不好，無法在空中兩手一起揉搓黏土，可以先只用
一手的手掌上方搓揉黏土，等兩手協調較佳時，再進行兩手在空中搓成長
條或小球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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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7）平日，如果有需要做出揉搓或按壓的動作，可以盡量要幼兒做，增加幼兒

練習的機會和生活經驗。例如，包餃子、桿餃皮的時候，讓幼兒幫忙按壓
和揉搓餃皮，或讓他在一旁自己玩餃皮。 

（8）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團體活動： 

老師設計好團體的黏土創作，但要刻意設計好某些特定步驟讓需要訓練的幼
兒來做。例如，大家合做一個由平底與許多條狀組合成的花瓶，平底部份雖較簡
單，但是可以交給尚不會揉成條狀且需要訓練用手掌捏平黏土動作的幼兒做。 
 
4.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兩手都無法操作，可以視其狀況或配合復健活動，僅給予按壓
黏土的動作，也可以扶著他的手做動作，讓他有機會接受觸覺刺激和感覺
手部的動作。 

（2） 如果幼兒只有一手不能活動，則該手手應視作輔助手，盡量在兩手搓揉
黏土時也一同參與，可以將此手放在桌上，黏土在手掌上，再放另一手在
上來完成活動。 

（3） 本課程對視障幼兒精細動作能力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確實讓幼
兒學會每一個步驟。 

 
評鑑 依照幼兒發展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雙手或單手掌按壓黏土。 
2. 會用雙手或單手搓成條狀。 
3. 會用雙手或單手搓成球狀。 
4. 會用大姆指和食指捏扁黏土。 
5. 會只用手指搓成小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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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2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撕 
課程 
目標 
會撕紙： 
1. 會兩手反方向撕紙成兩片  
2. 會把紙撕成小片  
3. 會把紙沿著線撕開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2（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白紙、彩色紙、圖畫紙、報紙等紙張 
2. 漿糊、筆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撕紙成兩半？會不會把紙撕成小片？會不會把紙沿著線撕
開？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教幼兒撕紙的動作，是為了讓幼兒能做出兩手反向的動作，對日常生活中
能做如扭毛巾的動作有幫助。在教幼兒練習的過程中，可以依照幼兒能力
狀況，依序練習以下動作：① 兩手反方向撕紙成兩片；② 把紙撕成小片；③

把紙沿著線撕開。 

（2）剛開始，如果幼兒兩手的協調不好，不會兩手一起做反方向撕紙的動作，
就可以： 
① 先讓幼兒練習兩手在空中一起做反方向撕紙的動作。做的過程中，要製

造歡樂氣氛，可以教他唱自編的「扭扭」歌或「洗澡」歌，要幼兒模仿
做動作。 

② 可以扶著他的手幫他做，讓他感覺撕紙的動作（給予觸覺、運動覺等的線索），
並且一面解說。 

③ 要幼兒一手固定紙，用另一手撕。等兩手協調較佳時，再要他練習兩手
撕紙的動作。 

（3）老師先示範撕紙的動作，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有困難或做不好，老
師就一面解說，一面拉著他的手去做。等幼兒稍會做後，就逐漸減少動作
上的協助或口頭的提醒。 

（4）為了使教導過程趣味化，而且不是教破壞性的動作，需要配合摺紙或黏貼
的動作一起訓練。一面教幼兒撕紙，一面要他把撕成一片片的紙片黏貼在
已塗有漿糊的圖形（可以由老師幫他先塗或由他自己塗漿糊）上。此時，可以先示範，
再要幼兒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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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5）教幼兒「把紙沿著線撕開」的時候，可以先把線畫得很粗，讓幼兒比較容

易撕得準，然後再逐漸把線畫得細些，要幼兒沿著紙上的細線撕。同時，
幼兒在撕的時候，要不斷提醒他看著線，撕得越準越好。 

（6）剛開始，讓他練習撕薄的紙。等撕薄紙沒問題了，就可以換成較厚的圖畫
紙讓幼兒撕。為了增加樂趣，最好讓幼兒撕各種不同顏色的紙。 

（7）平日，如果有需要做出撕的動作，可以盡量要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
會和生活經驗。例如，看完信要撕掉信、整理東西要撕毀文件時，讓幼兒
幫忙撕。 

（8）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團體活動： 

（1） 要全班的幼兒自己決定圖案造型，要大家把不同顏色的紙撕開後，再黏
貼到自己的圖案上。 

（2） 把全班幼兒分兩組或三組，各給他們一張大的海報紙，要他們分工合作，
有些人負責構圖，有些人塗漿糊，有些人撕紙，有些人負責檢查把撕得很
大的紙片再撕小些。這樣，讓不同能力的幼兒得到練習的機會。成品完成
後，要大家一起評審哪一組做得最好。 

 
4. 特殊指導： 

（1） 對於觸覺過度敏感的幼兒，可以利用減敏感的方式，提供各種不同的觸
覺刺激（如輕拍手、用毛巾輕輕搓揉手等），降低對觸覺的敏感度，有利於進行手
操作活動。 

（2） 對於視覺障礙幼兒，① 因為缺乏視覺學習的經驗，看不到別人作反向撕
紙的動作，因此老師可以一面口頭說明，一面輕拉幼兒的手，帶他完成動
作。② 如果幼兒有較佳的剩餘視力，可以用粗的白板筆畫線，讓幼兒沿著
線把紙撕開。③ 至於全盲幼兒，則可以把毛線貼在圖畫紙上，讓幼兒用觸
覺線索，沿著毛線把紙撕成兩半。 

（3）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4） 對手操作能力有問題的幼兒，如果一手無法握紙，可以改用一手壓住紙，
另一手沿著邊緣撕。如果幼兒兩手操作都有問題，不需要求完美，只要兩
手壓在紙上互相拉扯把紙扯裂開即可。 

評鑑 
 

如果幼兒不需要別人的協助，自己就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兩手反方向撕紙。 
2. 會把紙撕成小片。 
3. 會把紙延著線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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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3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摺 
課程 
目標 
會摺紙： 
 1. 會模仿摺紙動作                4. 會對角摺紙 
 2. 會用手指把紙摺出摺痕          5. 會把信紙摺好，放入信封 
 3. 會對齊邊，把紙對摺            6. 會摺出有造型的摺紙作品 

相關 
目標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3（會模仿做連續的手部動作）、34（能平順地做連續動作）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15（會翻書）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34（會分辨形狀） 

教具 白紙、彩色紙、圖畫紙、報紙、信紙等紙張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摺紙？摺紙的動作是什麼？是只會模仿出動作，但不能摺出
摺痕？是會用手指把紙摺出摺痕來？是會把紙對半或對角摺？會不會把信摺
疊好，放入信封？還是會摺出有造型的摺紙作品？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
指導。 

 
2. 個別指導： 

（1） 教幼兒練習摺紙的過程中，依照幼兒能力狀況，依序練習以下動作：①

只模仿做出摺紙動作，但不要求摺出摺痕；② 用手指把紙摺出摺痕；③ 把
紙對齊，對半摺；④ 把紙對角摺；⑤ 把信摺疊好，放入信封；⑥ 摺出有造型
的摺紙作品。 

（2） 剛開始，如果幼兒兩手的協調不好或不確定要如何開始，就可以扶著他
的手帶著他做，讓他感受到觸覺、壓覺和運動覺，並且一面解說。 

（3） 先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紙，老師再示範摺紙的動作，並口頭說明，要
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有困難或做不好，老師就一面解說，一面拉著他
的手去做。等幼兒稍會做後，就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或口頭的提醒。 

（4） 教幼兒「對齊邊摺紙」的時候，可以先把邊用粗筆沿邊畫線，讓幼兒比
較容易對齊邊，然後逐漸把線畫得細些，最後就不畫線了，要幼兒自己對
齊邊。幼兒在對邊摺的時候，要不斷提醒他看著紙邊摺。 

（5） 為了使教導過程趣味化，告訴幼兒要一起摺出東西來。例如，告訴幼兒
「我們做一隻鳥好不好？」，把成品展示給幼兒看，以增強幼兒的動機。剛
開始，做些簡單的造型，然後再逐漸增加難度。在過程中，可以先讓幼兒
做前一個或前幾個步驟，再替他完成作品。等幼兒能力好些後，就盡量讓
他自己摺，口頭提醒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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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 剛開始，讓他練習摺比較大的紙。等能力稍好後，就可以讓他摺比較小

的紙。為了增加樂趣，最好讓幼兒摺各種不同顏色的紙。 

（7） 一些生活上需要摺的動作，盡量要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和生活
經驗。例如，寫完信要摺起來、整理報紙要摺疊時，讓幼兒幫忙做。 

（8） 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
自信。 

 
3. 團體活動： 

要全體幼兒依造範例或自行創作方式，摺出自己喜歡的造型。老師可以特別
設定一些要摺的形狀，讓不同需求的幼兒得到練習的機會。 
 
4. 特殊指導： 
（1）對於視覺障礙幼兒，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導他

去做動作。① 在教他摺紙的時候，可以選擇用比較厚的紙，要幼兒先握住
左上角和右上角，然後把兩個角疊在一起，再用手壓一壓對摺的線。② 在
教他裝信封的時候，可以先讓幼兒摸一摸信封，然後再拉著他的手，帶他
一起把信紙放進信封裡面。 

（2）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如果幼兒一手動作不方便，可以教幼兒把不方便的手變成輔助手，可以做
按壓的動作，另一隻手來做摺的動作。如果幼兒的一隻手完全沒有功能，
可以利用桌子靠著的牆壁，用牆壁頂住紙張或信紙，用另一手摺。 

（4）對手指協調有問題的幼兒，無法細膩地摺紙，只要他能粗略地對齊，用手
掌或拳頭方式壓出摺紋，就可以了。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自己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會模仿做出摺紙動作，但是不會摺出摺痕。 
2. 會用手指把紙摺出摺痕。 
3. 會把紙對齊，對半摺。 
4. 會把把紙對角摺。 
5. 會把信摺疊好，放入信封。 
6. 會摺出有造型的摺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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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4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剪 
課程 
目標 

會開合剪刀：  
1. 會兩手拿剪刀開合     
2. 會單手拿剪刀開合 

相關 
目標 

細動 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3（會模仿做連續的手部動作） 

教具 1. 一般安全剪刀、掌握式剪刀、桌面按壓式剪刀、左手用剪刀  
2. 彩色紙、圖畫紙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拿剪刀？是用雙手拿、還是單手拿剪刀？會不會開合剪刀？
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先觀察幼兒用兩手還是一手拿剪刀？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剪刀，老師
再雙手或單手示範開合剪刀，並一面說明。如果幼兒用雙手拿剪刀，老
師就可以先教雙手握剪刀開合的動作，然後再視幼兒能力情況，慢慢教
他用單手握剪刀開合。如果幼兒可以用單手握剪刀，老師就可以教他用
單手握剪刀做開合的動作。 

（2）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開合剪刀，就需要扶著
他的手開合剪刀，並做出剪的動作。如果幼兒稍微能做出開合的動作，
就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 

（3）練習開合剪刀的時候，要配合剪紙的活動進行，增加學習樂趣。但是此
時，不要求幼兒非要會剪，只要能把紙剪一缺口即可。對於需用兩手開
合剪刀的幼兒，老師可以幫他拿著紙，讓幼兒用兩手剪。對於可以用一
手開合剪刀的幼兒，就可以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置或拿剪刀的姿
勢。紙張用稍大一些的，讓幼兒比較好控制。 

（4）幼兒如果偏用左手（即左撇子），就可以要他用左手專用的剪刀。不要強迫
他非用右手不可，以免造成抗拒學習或心理上的問題。 

（5）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
自信。 

（6）用剪刀的時候，要注意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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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4 

活動

建議 
3.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覺障礙幼兒，可以先跟幼兒說明剪刀的外觀，讓他摸一摸，然後
再一面告訴幼兒如何開合剪刀口，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導他去做
動作。 

（2）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如果幼兒手腕太過於屈曲或前臂太過於內旋，但是幼兒又可以自己控制
動作時，可以示範並教導幼兒用較有效率的方式使用剪刀（手腕翹起與前臂

不內懸的方式剪）。 

（4） 如果幼兒無法學會用手指握的方式開合剪刀，可以改用掌握形剪刀剪紙
或暫時先用兩手開合的方式。 

（5） 如果幼兒只方便用一手，可以考慮用紙張固定器把紙固定好，方便一手
剪。或者，用桌子靠著的牆壁頂住紙張，用一手剪。不過可以提醒幼兒
要常用另一隻活動不方便的手，去調整紙張位置，讓兩手能一起活動。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用兩手或單手（包括使用輔具）開合剪刀，並剪出缺口，就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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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5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剪 
課程 
目標 
會剪直線： 
 1. 會沿直線剪一刀  
 2. 會沿著直線連續剪 

相關 
目標 

細動 44（會開合剪刀）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3（會模仿做連續的手部動作）、34（能平順地做連續動作） 

教具 1. 兒童專用的安全剪刀、掌握式剪刀、桌面按壓式剪刀、左手用剪刀 
2. 彩色紙、圖畫紙、卡紙（紙上有粗或細的直線）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拿剪刀？會不會用剪刀剪一刀或連續剪直線？再依幼兒的
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依照幼兒手部精細能力的情形，先只要求幼兒可以沿著直線「剪一刀」即

可，然後再要求幼兒沿著直線「連續剪」。 

（2）準備一些上面畫有直線的紙，要幼兒練習剪。剛開始，紙上畫的線要比較
粗、線與線間的距離要寬些、線要短些，慢慢地再讓他練習剪比較細、比
較長、距離比較近的直線。同時，應該按照幼兒的能力，決定給他適合厚
度的紙剪，慢慢再讓他剪較厚的紙。 

（3）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剪刀和顏色紙，老師一面示範，一面口頭告訴幼兒
要沿著線剪。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剪，就需要
扶著他的手剪。等幼兒能力稍好，除了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置或拿
剪刀的姿勢，還要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然後，逐漸減少動作
上的協助和提醒。 

（4）讓幼兒練習剪直線的過程，盡量配合做出簡單的造型（如把紙下方剪成條條，成

娃娃的草裙；或剪成星星），要幼兒著色，黏貼在自己的作品欄上，以增加活動的
趣味和學習的動機。 

（5）幼兒如果偏用左手，就可以要他用左手專用的剪刀。不要強迫他非用右手
不可，以免造成抗拒學習或心理上的問題。 

（6）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7）用剪刀的時候，要注意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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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團體活動： 

（1） 利用美勞課來剪貼作品（如做罐頭鬚鬚帽子），讓幼兒們一起剪或分開剪。如
果幼兒無法剪成直線做成鬚鬚頭髮，則可以剪成缺口做別的東西（如剪一

塊缺口當做眼睛）。 

（2） 把全班幼兒分成兩組或三組，要各組自行設計剪貼作品，然後一起評審
各組作品。過程中，老師協助剪能力較差的幼兒，讓他做比較簡單剪的
動作。 

 
4. 特殊指導： 
（1）對於視覺障礙幼兒，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導他

去做動作。一開始可以在圖畫紙上黏粗鐵絲線，然後讓幼兒將剪刀口沿著
鐵絲線的邊緣直直剪過去，並提醒幼兒「如果剪刀口碰到鐵絲就表示剪歪
了」。等幼兒熟練之後，再減少協助，讓他直接剪。 

（2）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如果幼兒手腕太過於屈曲或前臂太過於內旋，但是幼兒又可以自己控制動
作時，可以示範並教導幼兒用較有效率的方式使用剪刀（手腕翹起與前臂不內懸

的方式剪）。 

（4）對無法手指握剪刀的幼兒，可以改用掌握式剪刀或桌面按壓式剪刀剪紙。 

（5）如果幼兒只方便用一手，可以考慮用紙張固定器把紙固定好，方便一手剪。
或者，用桌子靠著的牆壁頂住紙張，用一手剪。不過可以提醒幼兒要常用
另一隻活動不方便的手，去調整紙張位置，讓兩手能一起活動。 

 
 

評鑑 如果幼兒用普通剪刀、特製剪刀、或利用輔具，能沿著直線剪一刀或連續剪，就
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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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6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剪 
課程 
目標 
會剪圖形：  
1. 會沿著半圓形剪           4. 會沿著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剪 
2. 會沿著 S 型線條剪         5. 會剪下複雜圖形 
3. 會沿著圓形剪    

相關 
目標 

細動 45（會剪直線）                   認知 03（能專心玩玩具）、34（會分辨形狀）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34（能平順地做連續動作） 

教具 1. 兒童專用的安全剪刀、掌握式剪刀、桌面按壓式剪刀、左手用剪刀 
2. 分別畫有半圓形、S 型、圓形、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如△ 、□ 、◇ 等）與複雜圖案

的彩色紙、圖畫紙或卡紙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剪出半圓形、S 型線條、圓形、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如△ 、□ 、◇ 等）

或複雜的圖案？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依照幼兒手部精細能力的情形，要幼兒練習：① 沿著半圓形剪；② 沿著 S
型線條剪；③ 沿著圓形剪；④ 沿著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如△ 、□ 、◇ 等）剪；⑤

會剪下複雜圖形。基本上，可以按以上順序練習，但是不一定要完全依照
這樣順序，有時可同時學或跳著學。不過，如果幼兒控制剪刀轉角的能力
不太好，就可以先從較大的圖形及轉折較平順的圖形（如半圓形、彎度較小的 S

型線條等）開始練習，再逐漸增加難度。 

（2）準備一些上面畫有半圓形、S 型、圓形、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如△ 、□ 、◇ 等）

的紙，要幼兒練習剪。剛開始，紙上的線或圖形的邊要畫得比較粗，慢慢
地再讓他練習剪比較細的線或圖形。同時，應該按照幼兒的能力，決定給
他適合厚度的紙剪，慢慢再讓他剪較厚的紙。 

（3）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剪刀和顏色紙，老師一面示範，一面口頭告訴幼兒
要沿著畫好的線剪。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剪，
就需要扶著他的手剪。等幼兒能力稍好，除了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
置或拿剪刀的姿勢，還要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然後，逐漸減
少動作上的協助和提醒。 

（4）讓幼兒練習剪線段或圖形的過程，盡量配合做出簡單的造型（如房子、衣服、

水果），並要幼兒著色，黏貼在自己的作品欄上，增加活動的趣味。同時，
也可以融入故事或有趣的圖案，誘發幼兒的學習動機。例如，告訴幼兒：
讓我們一起剪下屋頂（半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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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5）幼兒如果偏用左手，就可以要他用左手專用的剪刀。不要強迫他非用右手

不可，以免造成抗拒學習或心理上的問題。 

（6）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7）用剪刀的時候，要注意安全問題。 
 
3. 團體活動： 

（1） 利用美勞課來剪貼作品（如剪月亮，太陽等），讓幼兒們一起剪或分開剪。 

（2） 把全班幼兒分成兩組或三組，要各組自行設計剪貼作品，然後一起評審
各組作品。過程中，老師協助剪能力較差的幼兒，讓他做比較簡單剪的動
作。 

 
4. 特殊指導： 

（1） 對於視覺障礙幼兒，需要一面告訴幼兒，一面用手握著幼兒的雙手引導
他去做動作。一開始，可以準備粗鐵絲，彎成各種形狀（如 S 形、圓形、正方形

等）之後黏貼在圖畫紙上，然後讓幼兒沿著鐵絲剪，並告訴幼兒「如果剪刀
口碰到鐵絲就表示剪歪了」。等幼兒熟練之後，再減少協助，讓幼兒直接剪。 

（2） 對於聽障幼兒，除了口頭說明外，要強調動作的示範。 

（3） 如果幼兒手腕太過於屈曲或前臂太過於內旋，但是幼兒又可以自己控制
動作時，可以示範並教導幼兒用較有效率的方式使用剪刀（手腕翹起與前臂不

內懸的方式剪）。 

（4） 對無法手指握剪刀的幼兒，可以改用掌握式剪刀或桌面按壓式剪刀剪紙。 

（5） 如果幼兒只方便用一手，可以考慮用紙張固定器把紙固定好，方便一手
剪。或者，用桌子靠著的牆壁頂住紙張，用一手剪。不過可以提醒幼兒要
常用另一隻活動不方便的手，去調整紙張位置，讓兩手能一起活動。 

 

評鑑 如果幼兒用普通剪刀、特製剪刀、或利用輔具，能沿著粗線或細線框做出以下任
一種剪的動作，就算通過： 
1. 會沿著半圓形剪。 
2. 會沿著 S 型線條剪。 
3. 會沿著圓形剪。 
4. 會沿著有角度的直線圖形剪。 
5. 會剪下複雜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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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7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貼 
課程 
目標 
會貼貼紙：  
 1. 會把大貼紙黏貼在圖案框內，稍微露出框外    
 2. 會把小貼紙黏貼在圖案框內，稍微露出框外 
 3. 會把貼紙黏貼在圖案框內，不露出框外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13（會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25（會堆疊小積木）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各種圖案的貼紙 
2. 配對貼紙的圖紙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把貼紙隨處貼在紙上？或是可以貼在圖案框線內，不露出框
外？能控制貼上的貼紙大小是如何？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把一些幼兒可以用手拿起的貼紙給幼兒，讓他選擇喜愛的貼紙，練習把
貼紙貼在圖案上。 

（2） 老師一面示範，一面口頭告訴幼兒要把貼紙貼在框框。如果幼兒無法自
己捏起貼紙，老師可以幫忙捏起再給他，只讓他把貼紙貼到圖案框內。如
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貼或貼不好，就需要扶著他
的手貼，或者只要求他把貼紙隨處貼在紙上。等幼兒能力稍好，再要求他
把貼紙貼在框線內。除了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置或拿貼紙的姿勢，
還要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然後，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和提
醒。 

（3） 剛開始，讓幼兒練習用較大的貼紙（非超過他手大小範圍外的貼紙）貼在框線較
粗的圖案上，讓幼兒容易做到，增加自信和練習動機。然後，再讓他用較
小的貼紙或框線較細的圖案練習貼。 

（4） 讓幼兒練習貼貼紙時，盡量要使過程有趣味性。例如，選擇幼兒熟習或
有趣的造型（如房子、衣服、水果），在做完後，把成品貼在自己的作品欄內。
或者，貼出故事人物，做完就說故事給他聽。 

（5） 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
自信。 

（6） 平日，有任何用貼紙貼的機會，要盡量讓幼兒做，增加練習的機會生活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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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3.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是弱視，需要使用大貼紙、粗框框與顏色對比分明的貼紙，同
時背景的圖紙要與貼紙的顏色對比，能明顯區分。或者也可以用毛線沿
圖案框黏，讓幼兒可以依靠觸覺來黏貼。 

（2） 對於手操作有困難的幼兒，可以使用厚一點的塑膠貼紙（如用厚紙板自製成的

貼紙），便於幼兒抓握。 
 
 

評鑑 視幼兒狀況評鑑學習效果。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把貼紙貼在粗或細的圖案上，但貼紙稍微露出框外。 
2. 把貼紙貼在粗或細的圖案上，完全沒有貼出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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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課程指引                                        編號：細動 48 

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貼 
課程 
目標 
會用漿糊黏貼：  
 1. 會把漿糊塗在紙上，並用棉花或紙片貼在上面 
 2. 會把紙片塗上漿糊後，翻過來黏在紙上 
 3. 會把圖案用漿糊黏貼在圖案框內 

相關 
目標 

細動 07（會用手指拿起小東西）、47（會貼貼紙）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色紙、圖畫紙、已裁好的圖案     
2. 棉花、木屑、紙片、漿糊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沾漿糊、以手指握紙翻面？或把紙片或圖案用漿糊黏貼在圖
案框內？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色紙和圖樣，進行本課程目標的活動。 

（2）依據幼兒的能力狀況，要幼兒依序練習：① 把漿糊塗在紙上，再把其他的
東西(如木屑、棉花等) 黏在上面；② 把紙片塗上漿糊後，翻過來貼在紙上；③

把圖案用漿糊黏貼在圖案框內。如果幼兒還無法做出握紙翻面的動作，就
可以讓他練習把漿糊塗在紙上，再把其他的東西(如木屑、棉花等) 黏在上面的
活動（即第① 項動作）。如果幼兒無法把塗上漿糊的圖案對準圖框貼好，就要幼
兒先練習把紙片塗上漿糊後，隨處貼在紙上的動作（即第② 項動作）。 

（3）老師一面示範，一面告訴幼兒塗漿糊、翻過來貼或對準圖框的方法，要幼
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做或做不好，
就需要扶著他的手去做。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置或手的姿勢，還要
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然後，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和提醒。 

（4）如果幼兒無法完成所有動作，老師就可以要他練習某一動作（如塗漿糊、黏東

西在紙上、翻紙貼、對準框線貼等動作），而幫他完成其他的動作。例如，只要幼兒
把棉花或紙片黏在紙上即可，老師或其他幼兒幫他完成其他的動作。等幼
兒會做基本動作後，就讓他自己練習，使動作更熟練、更精準。 

（5）教他「把圖案用漿糊黏貼在圖案框內」時，先讓幼兒練習黏貼較大的圖案
（非超過他手大小範圍外的貼紙）在框線較粗的圖案上，讓幼兒容易做到，增加自
信和練習動機。然後，再讓他用較小的圖案或框線較細的圖案練習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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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讓幼兒練習用漿糊黏貼時，盡量要使過程有趣味性。例如，選擇幼兒熟習

或有趣的圖案造型（如房子、衣服、水果），在做完後，把成品貼在自己的作品
欄內。或者，貼出故事人物，做完就說故事給他聽。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8）一些生活上需要用漿糊黏貼的動作，盡量要幼兒做，增加幼兒練習的機會
和生活經驗。例如，寫完信要黏封起來時，讓幼兒幫忙做。 

 
3. 團體活動： 

（1） 利用美勞課，讓幼兒們一起或分開做黏、剪的動作，然後共同完成一張
海報紙的設計成品。 

（2） 把全班幼兒分成兩組或三組，要各組自行設計作品，最後大家一起評審
各組作品。過程中，老師協助黏貼能力較差的幼兒，讓他做比較簡單的動
作。 

 
4. 特殊指導： 

（1）如果幼兒是弱視，需要使用較大、粗框框與顏色對比分明的圖案，同時背
景的圖紙要與紙片或圖案的顏色要對比，能明顯區分。另外，也可以在紙
片正面黏上觸感鮮明的材質，然後告訴幼兒在摸到材質之後，要把紙張翻
過來再塗漿糊，以免幼兒貼錯面。一開始老師可以帶幼兒一起做，等幼兒
熟練之後，再讓他自己黏貼。 

（2）對於手操作有困難的幼兒，如果無法翻轉一般紙張，可以使用厚一點的紙
（如用厚紙板），便於幼兒抓握。 

評鑑 依照幼兒的發展能力狀況評鑑學習結果，如果幼兒能做到以下任一動作，就算通
過： 
1. 會把漿糊塗在紙上，把其他的東西(如木屑、棉花等) 黏在上面。 
2. 會把紙片塗上漿糊後，翻過來貼在紙上。 
3. 會把圖案用漿糊黏貼在圖案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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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精細動作能力 副領域 美勞活動 次領域 著色 
課程 
目標 

會著色： 
1. 能在粗輪廓的大幾何圖形內著色 
2. 能在粗輪廓的小幾何圖形內著色 
3. 能在粗輪廓的不規則圖形內著色 
4. 能在細輪廓的不規則圖形內著色 

相關 
目標 

細動 30（會塗鴉）、31（會正確握筆）、32（會描畫線段） 

感知 18（能接受各種觸覺刺激） 

教具 1. 有粗細輪廓的圖畫紙(簡單與複雜的輪廓均有)     
2. 不同粗細、形狀的蠟筆或水彩筆 

環境

安排 
1. 利用美勞、角落教學時間，進行指導 
2. 平日，有機會時，隨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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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1. 先觀察幼兒會不會在圖框內著色？是在粗輪廓、細輪廓的幾何圖形或不規則的
圖形內著色？再依幼兒的起點能力，進行指導。 

2. 個別指導： 
（1） 讓幼兒選擇他所喜愛的筆與喜愛的圖案，進行本課程目標的活動。 

（2） 依照幼兒的能力狀況，要幼兒依序練習：① 在粗輪廓的大幾何圖形內著
色；② 在粗輪廓的小幾何圖形內著色；③ 在粗輪廓的不規則圖形內著色；④

在細輪廓的不規則圖形內著色。原則上，讓幼兒先在框線較粗、圖案較大、
較簡單的圖內著色，讓幼兒容易做到，增加自信和練習動機。然後，再讓
他在框線較細、圖案較小、較不規則的複雜圖形內練習著色。 

（3） 老師一面示範，一面告訴幼兒要看著圖形邊的框框，塗色的時候不要超
出線外要幼兒模仿著做。如果幼兒在口頭說明或示範的狀況下，仍然無法
做或做不好，就需要扶著他的手去做，或要他塗中間的部分，扶著他的手
完成線框邊部分的著色。視需要，幫他調整紙張的位置、手或頭的姿勢，
還要多用提醒的方式，讓他自己練習。然後，逐漸減少動作上的協助和提
醒。 

（4） 進行著色練習時，盡量要使過程有趣味性。例如，選擇幼兒熟習或有趣
的圖案造型（如房子、衣服、水果），在做完後，把成品貼在自己的作品欄內。
或者，著色出故事人物，做完就說故事給他聽。 

（5） 對握筆與運筆能力不好的幼兒，或當幼兒著色大範圍的中間部分時，可
以讓他用粗筆桿或圓錐狀的彩色筆或蠟筆。在著色較小範圍或在框框較細
的邊著色的時候，要教幼兒練習用筆較細的筆著色。要注意的是，最好讓
幼兒有用蠟筆著色的機會，因為蠟筆畫起來比較有阻力，比彩色筆更能提
供好的本體感覺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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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建議 
（6） 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

自信。 

（7）對幼兒任何的嘗試和表現，要多給鼓勵和誇獎，增加幼兒學習的動機和自
信。 

 
3. 團體活動： 

（1） 利用美勞課，讓幼兒們共同完成一張海報紙的著色成品。 

（2） 把全班幼兒分成兩組或三組，要各組自行設計作品，最後大家一起評審
各組作品。過程中，老師協助著色能力較差的幼兒，讓他做揮動比較大、
簡單的著色動作。 

 
4. 特殊指導： 

（1） 如果幼兒老是將蠟筆弄斷，可以選擇不易斷又可抗阻力的蠟筆，或是比
較平滑的紙。如果幼兒實在無法用蠟筆，再考慮用彩色筆（不需較大的力量就

可成功）。如果幼兒無法握普通蠟筆或彩色筆，則可以使用圓錐彩色筆、加
粗筆套、握筆器或萬用套等輔具。 

（2） 如果幼兒無法用手著色，則視狀況給予輔具、用口或用腳畫。 

（3） 對於視障幼兒，可以在輪廓外圍貼上粗毛線，並告訴幼兒只能在毛線輪
廓的範圍內著色，然後再帶著幼兒一起著色。 

 

評鑑 如果幼兒可以做到以下的任一情形，就算通過： 
1. 能在簡單不規則的粗輪廓圖形內著色，不塗出框外。 
2. 能在簡單不規則的細輪廓圖形內著色，不塗出框外。 
3. 能在簡單不規則的粗輪廓圖形內著色，不塗出框外。 
4. 能在簡單不規則的細輪廓圖形內著色，不塗出框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