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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研究是先揉周小樣本 6 歲兒童(共計 61 位)，對 F布尼氏動作

測驗」的常模作初步探討，爾後比較目前 5 、 6 歲兒童(共計 103 位)與

20 年前的 r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常模之差異，再藉白為評估表

闋的比較，提供有關學齡前孩童精細動作表現的廣泛訊息。

結果顯示:第一部份，在「反應速度 J " r視覺動作控制 J 與「上

肢速度與靈巧度」子科驗中，僅在「視覺動作控制 J 子湖驗中，台灣 5

歲 6 個丹到 G 歲 5 館月男孩和女孩的分數遠比美國常模分數高，且比

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男孩組: t=9. 的， p<O. 缸，女我經 :t=9. 72, p<0. 01) 

第二部份，籍由曲線圖比較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中精細作分數，

粗略得知二十年前兒童與現今兒童在精細動作發展上的差異，表F 台中

接童的新樣本分數明顯較二十年前台北孩童的分數來得高。

評估按童的任何一個標準化測驗，會因環境的變遷t!p物理、社會

和文化的菌素影響，且在時闊的影響下，常模每 5 至 10 年需做調整;

洽療師除了對上述變因有所體認外，更要了解測驗工具的特性，考慮、

測驗工具的時代性和適用性，才能針對孩童的情形來還取適合的評估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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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訂閱 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B.O.T.M.P.) was 
administered to 61 Chinese Chil往ren 血 Taiwan ' aged 6 years. The scores of 
Chinese Children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American standardization 
sample for 血is age group. Then, using 103 Chinese Children in Taichung, 
aged 5 an往 6 ye缸s old to compare children performance on Chinese 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C.C.D.I.) with those of Taipei st啪啪rdization

sample for each age group. At last, realizing and comparing the nature ofthe 
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and the Chinese Chi泊
Development Inventory.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hildren. 

At frr哎， results revealed 註le 6 ye缸s old group of Chinese Children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ization sample American 
children (Boys : t=9.的，p<O.例， Girls : t=9.72,p<O.Ol) . The second多 results

revealed the 5 and 6 years old groups of Children 血 Taichung now seemed 
to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ization sample in Taipei 20 years ago. 

When we considerate the norms of the evaluative instruments will 
change as environment such as physical, social, and culture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s, we should modify norms every 5 YearS or every 10 years. As we 
know above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assessment instruments, we 
will choose suitable assessment ins甘凹nents to 部ses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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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兒童職能治療的領域中，職能治療師關心的是小朋友

所表現出來的功能性活動，及鹿為兒童與環境的互動所發

展出來的動作，而這些都受到兒童個人成覺動作、神經肌

肉、心理社會、認知... ...等相歸因素發展的影響。我們希

望經由職能治療飾的介入，兒童在自我照顧、遊戲休閑及

學習活動中，能有較適當的表現[ 1 ]。

然而我們所關心的兒童職能領域中，上肢的功能性活

動佔有相當的地位。因為小朋友常籍由手和自己、他人及

物體的接觸，來完成工作、遊戲及表現「由我維持 J

( sel f-maintenance) 的活動，而且上肢的運鳥也會直接

影響活動的結果。因此，無法靈巧運用雙手的精細動作的

兒童較難從環境中獲得成覺訊息，也較難經驗到困個體與

環境的互動向帶來的回饋[ 1 ]。

針對學齡前有動作遲緩或缺失的兒童，職能治療飾特

別強調乎跟協調和物體的操弄技籠，來增進兒童的遊戲技

巧，以達到改善其精細動作表現和自我照顧之能力的昌的。

1 



我們可以依兒童動作遲緩的的程度及其發展程度來訂定個

別治療目的，分析出發展該職能表現所需的能力與技巧，

來訂定適當的策略和活動 [2卜

Fisher[3] 認為職能治療師在評估個案時，必須重視日

常生活的實際表現，他認為職能治療師評估個案必須注意

為點:

(1)對日常生活問題的界定。也就是說，職能治療師要

先將日常生活中可能會有的問題界定出來(例如:

五、六歲接童不成熟性的握筆)。

(2)針對日常生活的問題說明可能成思及可能會產生的

影響。也就是說，有關職能表現的、根本的肌肉、

骨棒、神經、心肺或言是、知... ...等功能應列入評估。

因此，我們在對兒童做評估時必須要關心其神經動作、心理社

會、知覺認知的發展是否達到該生連年齡之「職能表現J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所應達到的階段。所以我們要先經

由觀察、訪談和管模溺量中確定小搶在學校、家庭和遊戲中表現的

功能性問題，再針對這些問題找出可能會對該種職能表現造成負面

影響的根本、深層盟素。這廢做有下列六點優點:

卜決定孩童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評估，使用更詳細的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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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定接章是否需要接受職能治療。

3 ·協助診斷的過程。

4 ·發展介入的計畫。

5 ·評估孩童治療後的進步情形，決定是否需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6 ·研究介入服務的效果，或描述特定診斷的孩童其發展及功能

改善的情形。

一般而言，如果兒童在學齡前被發現有輕微的動作不

協調，懷疑是「發展協調障礙 J (Deve1opment coordination 

di sorder) 、「成覺統合異常 J (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 或「動作笨拙 J (C 1 umsy ) [4一則，而來求

助於職能治療時，大多數的職能治療師會讓兒童的照顧者

填寫詞春〈一般會見的是 r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ρ'

來了解他動作的發展狀況。我們也通常籍白這種方式，在

耗費最少經費、人力和時間的情形下，獲得與該兒童動作

發展有闋的大量資料為了獲得較客觀、確切的資訊，來幫

助職能治療師暸解兒童的動作發展狀況;另外，由專業人

員操作標準化的測驗工具來檢查孩童的動作表現的情形

'史進一步說明孩童的動作表現。

由徐澄清教授等人在 1978 年所發展出來的 r 學齡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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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行為發展量表.n ( Chinese 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 

C.C.D. I. )是一偈本土化、標準化的評估工具，忠是現今被

台灣各醫院兒童心智料、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及兒童職能治

療部門廣為採用的兒童發展測量工具。這飽量表所採用的

是依據二十年前台先市域中盔的兒童所建立出的常棋，然

而歷持二十年 9 社會環境變遷、生活品質改善、教育水準

提昇，孩童在各方品的發展多有改變，因此，。依據二十

年前台北市域中霞的孩童所得之常棋可能顯得不具代表性且過

時，也無法準確地推估兒童的動作發展。

有鑑於此，我們應該探討 r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J

的時代性與適用性。在講求科學與實證的時代，為了讓醫療界和

大眾瞭解職能治療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使專業闊的溝通更有效率

和頌暢，使用其可信性及有效性的本土化評估工具來研究是必須的，

而且選擇易了解和易操作的評估工具也是必要的。本文昌的是先採

用小樣本比較目前 5 、 6 歲兒童與 20 年前的 r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

量表」的常模之差異，再採用 6 歲兒童樣本對露外常用的 r有尼氏

動作測驗」之常模作初步探討比較，提醒兒童職能治療師注意環境

和時間的變遷，選擇適合孩童情形的評估表，以及使用標準化評估

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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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比較台灣和美國中， 6 歲的兒童在 r 布尼氏動作測驗」

精細動作測試組合項目中的表現差異。

4 、比較研究對象中 5 歲到 6 歲的兒童，在 r 學齡前兒童行

為發展量表」中精細動作發展項 g 的表現和該量表常棋中同

齡弦童精細動作發展項昌的表現之差異。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職能治療師研究及

治療兒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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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儼設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可為本研究訂出下列研究假設:

一、台灣地區 6 歲即 5 歲 6 個月至 6 歲 5 倍舟的兒童在 F 布

尼氏動作測驗」之「精細動作測驗組合J 中的表現和美國常模

周年齡按童的表現有差異。

據此，我們的統計假設為:

1 • Jj" 虛無假設.J]台灣地區的兒童在「布尼氏精細動作

刻試項目」中的表現和美圈地區的兒童沒有差異。

2 • Jj"對立假設」:台灣地遠的兒童在 F 布尼氏精細動作

測試項 g .J]中的表現和美國地逅的兒童有差異。

二、台中地區 5 歲至 6 歲即 5 歲 G 個月至 6 歲 11 個月孩童在 r 學

齡前兒童行為發展受表品中的分數和常棋中同齡兒受表現有差異。

1 • Jj"虛無假設」:現今台中地麗的兒童在 r 學齡前兒童

行為發展量表」中的表現，情形與二十年前的兒童沒

有差異。

2 • Jj"對立假設.J]現今台中地盔的兒童在 r 學齡前兒童行為

發展量表品中的表現情形與二十年前的兒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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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職能表現(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描述個體主動參與的活動及每日所做的事情，在兒童的職能表

現領域可分為日常生活、休時活動(遊戲)和工作(通常指學校方品的

準備技巧) ，籍由這些職能活動的平衡，個體得以維持健康。

g 常生活方面偏愛自我照顧能力如假食、如腐、穿衣褲、衛生

習慣及行動能力。休間活動主要是遊戲，應觀察會不會主動拿玩具

來玩，選擇怎樣的遊戲活動以及如何玩。工作也是遊戲，由遊戲中

學習並練習生活所需的技巧，而在入學前要具備的能力，能在環境

中自由移動，能和他人溝通，具有注意力和思考力。

職能表現能力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components) 

執行職能表現所需的基本能力，包括成覺動作功能、成覺統合

功能、認知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社交家庭互動。

精細動作(Fine motor) 

舉凡手腕及手指的運動方式，如~f~ 、握、取、拿、雙手操作及

手指操作等手功能表現。

7 



視覺動作(Visual motor) 

所有動作行為必須配合視覺的輸入，並且直接配合動作的產生。

話常生活功能(Activities daily of living) 

舉凡一個人在一天之中所做的一些職能活動行為，如一些自我

照顧，生活起居的行為，規律性的活動。

成覺統合障礙(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 

一種器質性的障礙，是反應精細的基礎次皮質層的神經功能障

礙，偈體在腦幹的構造及截覺傳遞路徑有障礙，造成不適當的動作

反應。

發展協調障礙(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往的

需要運動協調的日常活動，表現顯著低於其生理年齡及測量所

得智能預期應有的標準'可表現達到運動里程碑如坐、爬、走的顯

著延遲，拿不牢東西而掉落，做事較笨拙，運動競賽表現差或書法

表現不佳，會顯著妨礙其學業成就或日常生活的活動。

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 

接章在基本的理解及運用語言的心理通程上，出現一種或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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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包括在傾聽、思考、說話、閱讀、書寫、拼字或數學計算

等方面的能力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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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精知動作發展與職能表現(occ阻patio觀al

perfor臨a血ce)之關靜、

當兒童漸漸長大會為了應付日常生活需要，他們所表

現出來的功能性活動會隨之複雜。換言之，他們必須要在

視覺和動作之間取得平衡和協調，也必須發展精細動作的

技巧，才能應付社交及認知能力發展的需要。然而無論是

m精細動作的技巧 F 或 m 視覺動作的平衡 P 皆有賴於有效

的使用手來從事日常職能活動，自此雙手的運用，慢慢靈活

而成熟，而手部技巧( hand skill) 、姿勢機轉( postural 

立lechanism) 也逐漸可以配合認知能力和視知覺闊複雜的互

動。

Exner[ 7J指出:學齡前 3 歲到 5 歲的兒童經常表現出

想獲得、手部操弄技巧 P 、 m 手指靈巧度 F 及 m 手部工具使

用 P 的能力。 Case-Smith [8 J 也強調:乎部功能的加強有利

未來學校學習的活動，如:畫畫、寫字、剪刀的使用... .... 

等。

歸納前人的研究，此時期精細動作的發展會影響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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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重要能力的發展:

( 1 )動作發展( Motor development) 根據 Pehoski [們的

說法，本時期不僅是兒童手部技巧( han吐 skill )發展

的重要階段，同時兒童手指的靈巧度( finger dexterity) 

及器具的使用的能力也在本時期建構。因此，精細動

作的發展不完全，將會影響兒童未來的大部分動作表

琨。

(2) 認知發展 ( Cognitive development) 根據 Lyons[10 一

11] 的研究:認知發展及成覺動作技巧( sensorimotor 

skills) 有直接相闕，特別是那些用以執行成覺動作技

巧的手部精細動作。換言之，手部的精細動作將可以

決定兒童認知能力的發展。

(3) 告我照顧( Self-care )根據 Case-Smith[ 12 ]於 1993

年提出的看法:兒童在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自我照顧和

自我維護峙，其手部精細動作的發展，對於白我照顧

能力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在)遊戲表現 (Play) :有人說: r 遊戲是兒童的第二生命 J 0 

透過遊戲，兒童不僅能獲得大小肌肉的發展、語言的

發展、思考、想像、解決問題能力的提昇，兒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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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讓兒童身心健康的方式之一。而 Case幽 Smith [12 ] 

認為手部精細動作的建立，有助小朋友和同伴們遊戲。

換言之，如果兒童手部精細動作發展不完全，將會影

響其遊戲方式的提昇'進而導致其身心為方面的發展。

(5)學前準備( Preschool readiness )精細動作的發展對

學齡前兒童的課業預備技巧有極大的影響，如:正確

的握筆會影響兒童的寫字。因此，兒童精細動作的充

分發展，可以提昇其求學階段的聽說讀寫能力，否員11

其學習狀況和學習效果將大打折扣，也會更進一步造

成嚴重挫折成和低自尊 [13J 。

另外， Kathleen [14 ]認為傳統上 5-6 歲被視為是運

筆寫字的準備期，我們可以了解求學階段寫字的能力

和課業的學習，有著相當大的關像。而 Weil 和 Amundson

[ 15 ]也指出幼稚蜀中、大班時期的被童正為寫字動作

技巧的建立做準備。

我們常說的 r 手部技巧」一詞常和 r 精細動作協調」

( Fine motor coordination) 或 F 精細動作技巧.!l (Fine 

motor skill) 交互使用。我們除了要認識常用名詞外，

更重要的走了解手部技巧發展的要素，及影響乎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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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的因素。 Exner [16 ]認為我們對於乎部功能的描

述不應只侷限在動作型態的確認、名詞的使用，而庭、

著重手部技巧的描述和分析。依照他的看法，我們可

以由下面幾個重點來界定手部功能:

〈一〉影響手部技巧發展的要素

(1)伸出 (Reach) :為了達到手和物體接觸的白的，

手和手臂所做的移動 (movement)和穩定 (stability) 。

(2)抓取( Grasp) :手握住 (attainment)物體。

(3)攜帶( Carry) :為了將手握住 (hand-held)的物體

由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手臂在空荷中所做

的移動。

(4)釋放( Rel ease) :在特定的時悶和地點，將手握

住 (hand-held) 的物體故意地放掉 (letting go) 。

(5) 手部操作( In-hand manipulation) :握在手中物

體做調整 (adjustment)的過程;又可以這分為 r 傳

送.!l (translation) 、 r 移位.!l (shift)和 F 旋轉」

(rotation)[17J 。

(6) 兩個?手的使用( Bi lateral hand use) :兩隻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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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一起使用來完成活動。

(二〉影響手功能的因素:

(1)文化因素( Cu1 ture) 

工具在不同文化中所估的重要性不舟，就像是

東西方文化對筷子和叉子的依賴程度不筒，因此不

同文化的兒童針對工具使用去發展特別性的動作技

巧的機會便不相同。

Saeki K[18J提出報告說 5-10 炭的日本小孩在

南加卅成覺統合測驗中精細動作(班otor Accuracy 

Test) 的表現比日海美國小孩好;這兩族群的小按

在精細動作上比高加索喬的美國小我表現好;這研

究說明文化因素會影響精細動作的表現及發展。

(2)社會菌素( Society) 

手部基本動作的發展受到社會及文化方面的

影響較小，但社會及文化通素對於物體的操弄和工

具的使用卻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主要來自於由於社

會文化加諾個人的性別期待、角色期許，以及飽人

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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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1 引發現經濟條件較差家庭的我童較缺

乏玩其實地操作的機會，手部的功能性表現比經濟

條件高的小孩差;就性別而言，男孩大多被提供建

構性和操作性的玩具，女被大多被提供洋娃娃和較

小型的玩具，使得女按有較多經驗視知覺動作和精

細動作技巧的機會，思此，女孩的精細動作發展較

男孩好。

Case-Smith 凹的研究 30 位動作發展遲緩的孩

章，發現:改章精細動作技巧的發展與其社會角色

及其遊戲表現有相關，因為遊玩是兒童共通的語

言，而且他們大多藉遊戲來和外界溝通。

(3) 身體知覺功能( Soma tosensory )菌素

Pehoski[9]利用許多處覺動作的研究設實，體

成覺的訊息及回饋對於兒童的手部技巧發展具有相

當大的影響力。觸覺區辨正常的小孩可經由手指經

驗而獲得較多的成覺訊息，因此體成覺能力較好，

其動作表現也較佳;觸覺這辨較差的兒童則較少由

手指動作中接收到西饋，因此體成覺能力較差，其

15 



動作表現也較差。

Case-Smith[20]使用 F 南加刑成覺統合測驗」

中的觸覺形狀辨認測驗(草anual Form Perception 

Test) 和 r 觸覺防絮評估表」泉評估 m輕度至中度

知覺動作發展遲緩兒童 P 的立體覺及手指觸覺。發

現:其觸覺防禦評估分數越低、形狀辨認能力越好

者，精細動作技巧表現越佳。

Case-Smith[2日就觸覺防禦和觸覺區辨探討，

發現:觸覺系統不良的我童，其精細動作表現較差，

動作也較慢。

(在〉視知覺和認知功能 (Visual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因素

訊息逼迫眼睛和中樞神經系統的傳導，進入大

腦，然而因為大路對於成覺訊息的解釋、這辨和處

理因人而異，而且十分複雜，函此 Exner 和

Henderson[22J 認為就兒童的物體撫弄技巧而言，

知覺和認知發展很難分問討論。

認知缺失的兒童雪對於知覺概化的能力無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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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其建構性和象徵性的遊戲情境中，因此經由手

部動作從外界獲得的訊息也就有限[ 1 J 。

視覺動作的重要可在寫字能力、自我照顧和工

具使用的表現中顯示出來，視覺動作整合佳的孩童

其上述三種能力便會不錯 [23-25J 。

然而寫字能力是乎部精細動作技巧中高階層

的功能表現，寫字能力和視知覺動作關條密切。根

據班attison 等人的研究，知覺動作技巧可分為知

覺的、概念的和動作的三種過程，可以說是發展寫

字能力所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23J 。

Tseng[ 泊， 26 J 採用回歸研究的方式來探討中國

學齡前兒童的視覺動作和其寫字技巧發展的關餘，

誰指出 F 視覺動作統合發展測驗.11 (Developmental 

Test of Visual 一盟otor Integration; 簡稱 V. M. 1. ) 

是用來預測兒童寫字技巧發展的最好工具。

冒eil[15J 史進一步地說明視覺動作發展和精細

動作有明顯相關，由此書寫能力好的兒童其摹畫圓

形的能力息好。

(5)成覺統合 (Sensory Integration) 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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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成覺統合的障礙常導自於下列問題:

1.觸覺防禦 (Tactile Defensiveness): 由於

保護性和區辨性次系統的不平衡，兒童會主動尋求

所需的刺激，然而在無法承受某些刺激的情況下，

兒童會出現不喜歡被通觸、或討厭粗健的材質等現

象，而限制住兒童和物體接觸的機會。

b. 兩側整合 (Bilateral Integration): 由於

大腦前庭和本體象統聲令不良，會影響身體兩側協

調，造成手部操作發展( in-hand manipulation) 

及兩側手部使用 (bilateral hand use) 的自主動

作表現不佳。

c. 運用不能( Dyspraxi a) :由於身體概念( Body 

scheme) 和觸覺這辨 (Tactile discrimination) 

不良，使得動作計畫(單otor planning) 和動作控

制(草otor control) 之闊的配合產生問題，導致

兒童對不熟悉事物的應變能力或技巧性動作的執行

產生困難。這種問題常見於閱讀及書寫的障礙。

因此，成覺統合功能的好壞與杏，即中樞神經象統

調節的程度，對於精細動作表現的情形有相當的決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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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手部功能的詩估

當父母發現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特定的精細動作行為問

題，而求助於職能泠療時，我們可以先利用問卷來了解該兒童精細

動作的發展狀況。籍由父母親填寫的問卷來判斷兒童是否具有發展

行為的問題，史，就是說觀察孩童的職能表現情形，來篩檢出有發展

行為障礙的我章。

常用泉評估自我照顧方面的量表有:兒童障礙評估量表CPedia出C

Evaluation of Disability Inventory )、穿著技巧發展調查表

C Developmental Checklist for Pre刪Dressing Skills )、兒童自我照顧活

動評估表 CPedia甘ic Assessment of Self-Care Activities )和學齡前兒

童行為發展量表?用以了解依年齡發展所著重的候食和進食，穿衣

和洗澡，移動和行走等能力，當孩童漸漸獨立時，本身戚到有成就

是長，也會繼續認真的加以維持。

在評伶遊戲及休閑方面的愛表有:學齡前遊戲量表 CPreschool

Play Scale) 、遊戲評估量表 C Play Assessment Scale )和遊戲技巧調

查表 C Play Skills Inventory) ，用以了解依年齡發展所著重的對物體

及環境的探索，藉遊戲模仿來學習，利用假扮遊戲來提昇想像力，

進而閻麓的社交活動，甚至高技巧、複雜度的藝衛，性活動。

在評于古學校活動方面的量表有:孩章寫字評估量表 C Children 

19 



Handwriting Evaluation Scale )、寫字測驗表( Test of Legible 

Handwriting) 和曾氏寫字問題檢核表( Tseng Handwrit血g Proble血

Checklist) ，先從社交技巧訓練，漸漸到寫字和計算的學習，甚至到

問題解決能力訓練和責任態、度的要求。

治療師可藉由該問卷選擇特定的、適當的評估工具，來診斷出

兒童的病函。因此，詞卷的使用對於決定兒童是否接受進一步的評

估、或決定應該使用的評估工具，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準此而言，

我們必須對問卷有基本的認識，才能得到瞭解兒童所需的資料。

(一〉問卷評估表的目的和重要，挂

一種好的評佑工具在職能治療中是必須的，而正確地使用評估

工具更為重要。King“Thomas 和 Hacke[29J指出:專業的、可靠的兒

童評估工具的重要性從未被正視。他們更認為:無論是標準化或非

標準化的 F 篩檢空.Jl "' Ii'診斷型 d 測驗的選擇和應用，治療師個人應

掌握該評估工具的的潛在效果，並依測驗的結果來做解釋及治療。

這對於接受該項評估及治療的兒童，不管正面或負面，多少會有影

響;由此，我們不可忽略適當評估的重要性[30-31J 。

〈二〉問卷的特色和性質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兒童的發展狀況便會要評估。 Smith[20J指出

評估的目的在於確立診斷、計畫課程、以及評估課程。治療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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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種評估工具，來了解兒童平目的行為障礙及各方晶的表現。

選擇好的評估工具和熟練地使用評估工具，才能訂定合宜的復健計

劃來幫助他們，釐清小朋友的精細動作問題而逸待地及早介入，以

提供兒童更多與環境接觸的經驗，開拓其發展功能性動作所需的機

會，並幫助家屬面對照顧兒童自常生活的各項挑戰[27J 。

問卷的實施是一種溝通的過程。就 g 標而言，問卷的使用在蒐

集研究所需的資料;就環境而言，問卷走隔離的兩方一種間接的接

觴;就管道而言，問卷走一種文字的溝通〈即填答者先讀清楚，而

後填答) [鈞一31]。

(1)問卷的功用

一般而言，問卷有下列四項功用:

1 ·能蒐集到反映個體的主觀導向及心理內容的資料，了解

個體所具有的內在的知識和信息、態度和信念、價值與偏好、

以及過去的行為與經驗。

2 ·可初步了解特定研究題材的重要變項與內容，作為進一

步形成研究假設的基礎。

3 ·可以作為特定研究的主要資料，用來回答研究問題，或

驗證研究假設。

是﹒可用來佐證其他資料的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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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的優點

比較經濟、節省時間、避免訪問者的偏差、填答者有充

裕的詩詞考瓷必要的資料而提供正確信息、填答者可以利用

最方便的時間填答、題目標準化後實施的範圍廣。

(3) 問卷的缺點

缺乏彈性、回答率較低，只能了解回答者的語文行為，

不能控制填答的情境、無法掌握填答者的的自發性回答，不

能控制填答者依問題的順序回答、不能確定填答資料確像填

答者所填、得到的資料可能不完裝、無法確定填答的日期和

時間，不易採罵自難的問題作深入探討。

因此，研究者想要收集可靠確切的資料，應注意到下面的限制:

l ﹒受訪者必須有足夠的認知能力、能聽懂或看懂題目，且能以

口語或書信回答;

2 ·受訪者具有充分的知識和信息，能了解題目的內容，且能正

確回答;

3 ·受訪者願意據實回答。

另一方遍，我們需了解執行職能表現待所具備的職能表現功

能，以便了解職能表現不佳的潛在問題，針對基礎能力做解決，常

用來評估精細動作表現的量表有:布尼氏動作測驗 (Bruininks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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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巴巴底發展動作量表 (Peabody

Development Motor Scale) 和 Exner 手部操弄測驗 (Exner In也and

Manipulation Test) 。

這些標準化測驗是由測驗專家，經由測驗的編製程序而編成的

一種測驗，題目經專家分析選擇而來，測驗的實施、言十分和解釋也

都有一定的程序，必須依指導手冊辦理，測驗也都建立常模、信度

和效度的資料。臨床上是相當廣為採用的評佮工具，實施時應注意

環境的物理、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如此才能對我童有 m全人F 概念

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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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作許館結果模式

針對孩童精細動作的表現，在探究因果關餘峙， Haley 認為我們

可以利用「概念性的參考架構 J (concep知al 企amework) ，整理在低、

中、高三種不同階層的 1動作評估F 中所得到的訊息。 Haley[32]於

1992 年在 r 動作評估結果模式 .n (The Motor Assessment Outcomes 

Model) 中所建議的介入原則呈現一種 F 階層 (hier訂chy) 體系」:

較低階層的戚覺動作要素( sensorimotor components )是較高階層動

作技巧(motor skiU) 發展的基礎，息是兒童在環境中發展 γ功能表

現 J (包nctional performance) 所需動作技巧的基礎;換言之，低階

層的動作發展能力即是職能的表現要素會影響到高階層的動作發展

即是職能的功能性技巧。

低階層的「動作評估」主要是評估一些在長覺動作的發展情況，

如:兒童的力量、姿勢反應、個別的肌肉控制、特定的動作型式，

和觸覺防禦現象..- ...等。我們可藉白這些要素的評估來了解兒童潛

在的生理能力和中樞神經系統整合的訊息。

中階層的「動作評估 J 主要是評倍一些精細動作的技巧，如:

視覺動作控制、以及有關知覺、認知能力的動作技巧，常見的堆積

木、抓拿小型物體和使用湯匙......等著重協調能力的動作表現皆屬

之。我們可以經由標準化的評估來了解:兒童白成覺動作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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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嗎有效動作概念" (motor scheme )或技巧。

高階層的「動作評估」主要是評估一些，扮演社會角色所需的

功能性活動，如:自我照顧、動作表現和社會互動... ...等。我們可

以藉由照顧者所提供的資料來了解該兒童與環境的互動情形，確認

環境因素和物理因素對兒童功能性表現的影響。

如果我們對於兒童在各階層的「動作評估 J 有了基本概念後，

那麼便可以建構也基本的成覺動作要素及技巧，促使孩童在環境中

有適當的功能性反應(見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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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動作詩估模式

(The Motor Assessment Model) 

功能性表現，

(Function(i1perfofIIl_'!llce)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C.C.D.I) 
精細動作發展

(Fine motor , F.M) 

精細動作技巧

(Fine motor skill) 

布尼氏精細動作測驗

(B.O.T.M.P - Fine motor composite) 
反應速度

(Response speed) 
視覺動作控制

(Visua1- motor con仕01 ) 
上肢速度和愛巧度

(Upper -limb speed and dexterity) 

表現的成分

(Performance component) 

抓取(Grasp) 攜取(C缸1)')

伸出 (Reach) 釋放(Re1ease)

雙手使用(Bi1ateal hand use) 
手部操作(In-hand manipulation) 

參考自 Case-Smith 於 1995 年在美國職能治療雜誌、發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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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對象

自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1 E 至 87 年 5 月 2 日間，在台中前北屯

藍天津幼稚園和西區牛頓幼稚蜀中班和大班的小孩中，經分層取樣

步驟，取得年滿 5 歲不滿 6 歲的小孩的位且男女各 30 位，其中男

孩和女孩的年齡範園均為 60 個月五 71 個月，年滿 6 歲不滿 7 歲的

小孩的位且男女各 30 仗，其中男孩的年齡範菌為 72 偶月至 81 個

月，而女我的年齡範菌為 72 個月五 80 個月。 120 位 5 歲到 6 歲的

小孩其家庭社經地位皆差不多其資料克表 2 '即家庭年收入約 30 萬

到 100 萬居多數，經作者和老師確定沒有認知和學習障礙，沒有肢

體動作和成覺缺陷，語言表達正常。而且可以完全了解並遵從施測

者的口令來做測試。此外，受測者，必須有家長詞意，始成為研究對

象接受測試。

本研究分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最表( Chinese 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C.C.D.I.)施測和布尼氏動作測驗 (Bruininks回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 B. O. T.M.P. )施測兩階段進行，在發出的 120

份 C.C.D.I問卷中，有效回收問卷 108 份， 12 份未採用的問卷中，

問卷填寫不完全有 2 份、非主要照顧者填寫問卷有 2 份或未能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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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有 8 份，這 12 份問卷色括 6 歲女接 4 位、 5 歲男掠 2 位和 5 歲

女孩 6 位;另外， 108 份的問卷填寫者學歷均在初中以上，其基本

資料見表 3 所示。未能完成 B.O.ττ

歲女孩 2 位未能旗瀾5完布尼氏動作測驗或拒絕接受施測。共計僅 103

位完全參與兩階段的測驗， 6 歲男孩 30 位、 6 歲女孩 23 位、 5 歲男

接 28 位和 5 歲女孩 22 位其基本資料克表 4 所示。

表 2. 苦衷韋家庭經濟投入概況

年收入

5 且是 (n=50)

男生女生

30 萬以下 1 0 

30 萬到 10。其 19 18 

100 萬以上 8 4 

28 

6 歲 (n=53)

男生女生

。 1

18 18 

12 是



表 3. 問卷填寫者的教育程度概況

5 歲 (n=50)

男生女生

6 歲 (n=53)

男生女生

高中

9
，
但

q
u
q
υ

4
S
E
a

吋
E
E
A

行
/
蚵

O
L
O
O

唔
，
a
A

nu9

,Hnxu 
唔
E
g
g
-

司
g
a
-
-

4
Z
Z
A

司
E
E
-
-

吋
E
E
A

旬
，
i

啥
E
B
-
-

大專以上

表是.接童各年齡層的平均年齡及標車差

5 歲 6 歲 5 至 6 歲

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所有個案

個案數 28 22 30 23 103 

平均值 65.25 6在.91 75.47 75.17 70.65 

標準差 3.58 3. 7是 2.69 2.19 6.26 

*單位以月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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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瀾驗工具

〈一〉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Chinese 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 

C.C.D.I. ) 

1.簡介

本量表由台大醫院兒童發展研究小組同仁，根據 r 明尼蘇達大學

兒童行為發展量表.D (孔位nnesota Child Develop血ent Inventory ; 

M.C.D.I.)的內容，經四次修訂及研究測試，乃針對台先帝城中區 1293

名 6 個月到 6 歲 61:固丹的手表章建立常棋。其目的為利用問卷測驗來了

解孩童是否有發展的問題。問卷適用對象為 6 個月到 6 歲 6 個月的接

童 o 施測者為和幼兒常接觸的照顧者如母親、老師或治療師 [33J 。

2. 問券修訂過程

明尼蘇達兒童行為發展量表使用的文句依我囡囡中程度母親的國

文程度為考量，對一些題目不具體、題意不清楚或敘述模稜兩可的題

目修訂，來配合我國民情、風俗、文化及生活方式如用叉子吃飯改用

筷子吃飯，儘量用淺顯易懂且具體的文句敘述使受測者了解，翻譯成

r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D (C.C.D.I.) ，經四次修訂後，信度未見提

昇始才定稿;內容包含有心理、生理，神經發展，社會因素，家庭環

境背景等 [33J 。

明尼蘇達大學保健斜學中心研究小組查閱有關嬰幼兒發展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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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記錄，學齡前兒童發展，智力測驗等資料，摘錄 2000 題有關嬰幼兒

各項行為的描述?再選擇符合下列性質的趨惡 [33J : 

(1)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能觀察的行為

(2)題目描述具體且清楚

(3)能表現小我各項行為發展功效

(是)具有評估兒童發展年齡功效

再取 320 題為問卷的題目，將 313 題分七大類題 g 如下 [33-34J

(1)粗動作(Gross motor) :評估身體移動及與此有闋的體力、平衡和

協調動作的發展共 3是題。

(2)精細動作 (Fine motor) :評估視覺一運動協調技巧的發展共必題。

(3)溝通表達 (Expressive language) :評估人際關係中表達自己能力的

發展共 5是題。

(的概念理解(Comprehension conceptual) :評估對理解語言及抽象概

念能力的發展共的題。

(5)環境理解( Si姆拉on comprehension) :評估語言以外的，對環境理

解能力的發展共在4 題。

(6)身邊處理( Self help) :評估自理日常生活能力的發展共 36 題。

(7)人際社會行為 (Personal social) :評估人際關餘，社會生活中做人

處事能力的發展共 3是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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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般發展( General development) 評估整個行為發展情形， 124 題合

併剩下 7 題共 131 題。

F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的信度及效度都至少在中上的程度。

信度方面，重測信度:間隔一過，像數為 O. 鈍。施測者問信度:老師

們闊的像數為 0.88 '母親們闊的靜、數為 0.90 。效度方面:建構效度:

得分依年齡的增加而遞增，各項餘數都在 0.9 以上。同時效度:與其

他測驗做相關分析， (1)與輩人測驗的相關條數為 0.38-0.73 '在精細

動作、概念理解和一般發展方面達高招鶴。 (2)與比西測驗的相關靜、數

為 0.09-0.64 '在溝通表達、概念理解和一般發展方面達高相關。 (3)

與嬰幼兒測驗的相關靜、數為 O. 在8-0.85 (見表 5) [鈞一36J 。

表 5. 學齡前兒囊行為發展量表與嬰幼兒發展瀾驗的相關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囊表

粗動精細溝通概念環境身邊人際一般

作 動作表達理解理解處理社會發展

要幼兒發展

瀾驗

精細動作- O. 75 O. 70 。. 7是 0.70 0.77 0.87 0.77 0.84 
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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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言十分 [33， 35J

(1)需是實足年齡(不足 15 天不算一月， 15 天以上算一月)。

(2)兩歲前以月份表示，兩歲復以年、月份表示。

(3)在常模筠圈上找到小孩年齡線。

(4)範聞界定

實足丹數乘以 0.8 為落後 20%的界線，實足月數乘以 O. 7 為落後 30%

的界線若結果介於實足月數到實足月數乘以 0.8 以上的範島為

可接受，若結果介於實足月數乘以 0.8 到實足月數乘以 O. 7 的範

園為懷疑有問題，若結果介於實足月數乘以 O. 7 以下的範園為應

該有問題。

4. 優缺點

本量表是經由明尼蘇達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翻譯而泉，再經過修訂

過程後所建立的調查手冊，乃針對台北市域中區 1293 名 6 個丹至11

G 歲 6 個月的小孩所作的常模建立。

(1)優點[鉤， 35J : 

a. 基於全面性對小孩情況了解的需要，經本量表的填寫和常棋比

較後，很快能發現發展遲緩的小菇，進而詳細的測驗和檢查來確

定病蜀，以早期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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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量表是由母親或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填答，費時不多且收禁容

易;治療師分析方便又省峙。

(2)缺點 [33 ， 35] : 

a. 本量表的常棋以台北市域中盔的小撿來進行測驗，立主無法代表

台灣地區小孩的發展常棋。

b. 本量表對小我前 6 館丹各項發展的評估以及發展的月數區分的

功效不大，年滿 6 個月之前的題呂僅站 15 題稍嫌不足。

C. 國外文獻指出男女生在發展上有差異，徐澄清教授等發現男孩

在推理能力的發展較女生缺，在研究中的樣本數較少且在各類填

表現發展無性別差異，男女生的常模並沒有各自建立。

d. 本量表身邊處理項目在 5 歲以上不兵發展年齡監分的功效，粗

動作、溝通表達、環境理解、人際社會和一般發展等項呂在 3 歲

以上不兵發展年齡還分的功效。

e. 嬰幼兒發展測驗包括年齡島出生 1 個月到 6 歲，所測內容為粗

動作、精細動作及適應能力，語言、身邊處理及社會性等四方面，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在不周年齡層測驗的資料和嬰幼兒發展

測驗的資料間效度並未完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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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尼氏動作測驗(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宜ciency;

B.O.T扎在.P. ) (見聞 1 '圈 2 '圈 3)

1.簡介

f 布尼氏動作測驗 J 旦的為測試孩童的動作發展。對象是 4 歲

6 億丹到 14 歲 5 個月的孩章，本測驗可協助教育者、研究者及臨床工

作者評估弦童的動作技巧、發展動作訓練課程，及評估動作功能異常

和發展缺陷的孩章。

內容有 8 個分測驗(見表 6) ，在精細動作測驗組合色括「反應、速

度 J (Response speed) , r 視覺動作控制 J (Visual-motor control) 和「上

放速度和靈巧度 J (Upper回limb speed and dexterity) 三個分測驗共 21

項，用以了解上臂和手部小肌肉的功能;綜合測驗包令尸上肢協調 J

(Upper-limb coordination) 一個分測驗共 7 頃，了解一般動作的表現，

並不歸類為粗動作測驗組合或精細動作測驗組合。粗動作測驗組合包

括「跑步速度和敏捷度 J (Running speed and agility) , r 平衡 J

( Balance) , r 兩個j協調 J (Bilateral coordination) 和「力量 J (S甘ength)

等四個子測驗共 18 頃，用以了解大肌肉的功能，依研究昌地而言，本

研究餘採用 r 布尼氏動作科驗」中的「精細動作測驗組合 J (見表 7) 。

施測者無需特定條件限制 [37…38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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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1.反應速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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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視覺動作控制測驗

圖 3. 上肢速度與靈巧度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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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布尼氏動作瀾驗

測驗 分測驗 項數

粗動作別驗組合 20 
(Gross Motor Subtests) 

速度和敏捷度

(Running Speed and Agility) 
平衡 8 
(Balance) 
兩側協調 8 
(Bilateral Coordination) 
力量 3 
(S甘eng由)

上肢的協調 9 
(U ppper -Limb Coordination) 
精細動作測驗組合 17 
(Fine Motor Subtests) 

反應速度

(Response Speed) 
視覺動作控制 8 
(Visual-Motor Control) 
上肢速度和靈巧度 g 

(Uppper-Limb Speed and Dex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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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反

視覺動作控制

表 7. 有尼氏動作調!驗之精細動作瀾驗組合

項目

反應速度

剪下一個園

沿扭曲的路經畫線

沿細瓷的路徑畫線

沿彎曲的路徑畫線

模仿畫一個園形

模仿畫一個三角形

模仿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模仿畫一個互蠱的筆形

上肢速度和愛巧度 拿放銅板入一個盒子

拿放銅板入兩個盒子

分類紅藍紙牌

拿穿有 3月方塊

播放入校插

畫出垂直線

圈圈中點點

紙面上點點

*皆採用慣用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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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修訂過程:

Bruininks 依 Doll 的 The Osers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在 1978 年提出 The Bruininks 一Oserstsky Test of 班otor Prof i ci ency 。

在統計的信效度方面敘述如下:

(1)信度方面 [37J : 

a. 測試一再測試信度

King-Tho部部和 Hacker[29]對無殘疾的 2 年級學生和 6 年級學生各自

位施測「布尼氏動作測驗」得各分測驗的相關餘數，為 O. 鈞一 0.88 ' 

僅「平衡 J 測驗 (Balance) 和「反應速度 J 測驗 (Response Speed) , 

其特騙得、數為 0.8 以下雨建議應謹慎解析。

b. 不同施測者的信度

僅做「視覺動作控制 J 測驗( Visual-割的or control) ，其相關靜、數為

0.77-0. 衍，建議其餘七項測驗不同施測者的信度的審查，應使用相同

的受測者。

(2)效度方面 [37J : 

a. 建構效皮

子測驗分數和實足年齡的相關性，其相關靜、數為 0.57-0. 的。假若以一

致且有意義的方法來測不同方面的動作發展峙，子測驗闊的同質性是

重要的;項目和全測驗點分數的相關像數是 O. 5-0. 駒，項目和子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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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的相關靜、數是 0.40-0.92 '顯示全測驗點分數含有較多的異質性。

b 同時效度

採罵 r 有尼氏動作測驗」和其他評估表做相關，且由相同的施測者

執行下會較佳。在 F 布尼氏動作測驗」的長短表和早期動作測驗(The

Early Motor Profile)做相關，其靜、數各為 0.659 及 0.615[39J 。在 r 布

尼氏動作測驗」和南加卅~覺統合測驗( Southem California Sensory 

Integration Tests) 做相關，在粗動作方面其像數為一0.36 到 0.75 '在細

動作方面其靜、數為一0.28 到 0.69泌的。

3. 言十分

原始分數稱 Raw score 可由四種形式表示 [37J

(1)完成測驗所花費的時悶。

(2)在自定時間內所完成的量數。

(3)在測驗中表現出錯誤的次數

(4)利用通過或失敗來敘述。

將原始分數 (Raw score) 經過修正成點分數 (Point score) ，再

依受測者的實際年齡為基礎，可查表對照常棋表得知分瀾驗標準分數

(Subtest standard score) ，將項目中的分數還下記錄並相加，所得

和的使對照常模表得知標準分數 (Standard score) ，再對照常棋表得

知合成標準分數( Compos i te standard score) ，再宣表可知百分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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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i1e rank) 及標準九 (Stanine) ;在分測驗標準分數中常棋

分數平均值是 15 而標準差是 5 '在合成標準分數中常模分數平均值是

5。而標準差是 10[37-38J 。

在測量小孩動作表現進步的情形，使用點分數 (point scores) 

會比用標準分數 (standard scores) 更能偵測到小茲的進步。標準分

數是依年齡調整，除非進步比典型發展的成熟來的，換，否則，進步將

無法在測驗分數中明白顯現，分測驗中點分數的使用造成較精確的功

能的測量，茵為分數的升降將直接有關特定方面的動作控制，在言十分

時要注意到分數轉換會失真而難以正確得知所發生的動作變化[37一

38J 。

4. 優拱點

(1)優點 [38J : 

a. 本測驗所測量的動作技巧，對小兒治療上很重要。

b. 本測驗的心理計量特性好，是很能被接受的。

c. 本測驗是針對學齡小孩動作技巧的測驗，而針對此一年齡層的測驗

不多。

(2)缺點 [41 J : 

a. r 反應的速度 J (Response speed) 的分測驗中(的重測信度差 (b)標

準誤差大(c)辨識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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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平衡 J (Balance) 的分測驗中(的重測信度差 (b)標準誤差大(c)

辨識力佳。

c. 評估變化上， [j布尼氏動作測驗」是個有限且範菌載狹的評估工

具，因為僅限於動作方面的測量，評估上可能著重功能方品的測量較

佳;時問耗費較長限制了臨床上的實施。

5. 臨床應用

(1)布尼氏動作測驗性質的探討

為了發展指導方針來協助臨床工作者了解瀾童工具的實用性，

Law[42J將評估工具分描述型測量工具和評估型測量工具兩類，基於概

念評估時描述型測量工具用來診斷性地描述個人間的差異特徵;而隨

時間的改變時評估型測量工具用來敏成地了解個人在量的表現及對測

驗的改變。

a. 針對描述型測量工具的內容討論，在布尼氏動作測驗臨床使用中，

Polatajko et al. (1991) 及 Wilson et a1. (1992) 研究動作協調障礙的小

孩和 Horak et a1. (1988) 研究學習障礙的小孩，將有效資料製圈發現

[38J : 

(a)所有樣本平均值的一館標準差之內，動作障礙及學習障礙的小孩可

考慮、為功能正常;這些分測驗包括「力量 J (S仕en掛1)和「反應速度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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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speed)項昌。

(b)所有樣本平均值的一個標準差以下，動作障礙及學習障礙的小孩可

考慮、為功能異常;這些分驗包括「跑步的速度和敏捷J(R班mmg spee吐

and agility) , r 視覺動作的控制 J (Visual刪motor control )和「上肢的速

度和精細度 J (Upper圓limb speed and dexterity) 項目。

(c)所有樣本平均值的一個標準差之內或以下，這些分測驗色括「兩側

協調 JBilateral coordination)和「上肢的協調 JUpper-Limb Coordination) 

項目，動作瘴礙及學習障礙的小孩可考慮、為功能疑有問題。

根據這三研究的圖表顯示，可確切了解「跑步的速度和敏捷 J

(Running speed and Agility) , r 平衡 J (Balance) , r 視覺動作的控制 J

(Visual-Motor Control)和「上肢的速度和精細度 J (Upper-Limb Speed & 

Dexterity)四項分測驗，可能對這分輕微動作問題小拔和沒有動作問題

小按較具功效。

b. 針對評估型測量工具的內容討論，在 F 布尼氏動作測驗」臨床使

用中， Wilson (1992) 研究動作協調障礙的小孩，特別將第 5 、 18 、 19

和 29 個被童在 r 布尼氏動作瀾驗」得分做比較討論，由動作表現

直接得到的點分數和依年齡調整間接得到的的標準分數做比較，由 8

個子測驗中兩組分數的曲線圖得知，視覺動作的控制和兩側協調分測

驗的標準分數隨點分數的變化而調整的情形較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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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此，在常棋對照下來解釋搭童前後測驗的標準分數時，在點分

數可見到改變而標準分數改變很小或沒有改變峙，應再檢視分測驗的

點分數，酒為點分數直接和特定動作表現有諒，將可獲得較客觀的資

料。 r 布尼氏動作測驗」其描述型測曼和評估型測量的性質，學者

們史，同意其在臨床的適用性， Polatajko 和 Schaffer[鈞一44J 等多人使

用 F 布尼氏動作湖驗 a 來測驗小孩子接受職能治療後，其粗動作和

精細動作的改變。

(2) 布尼氏動作測驗和不同評估表相關性探討

可了解 F 布尼氏動作測驗」對其他功能表現的預測能力。

Zivia缸， Poulsen ' and Obrien [的)將 F 布尼氏動作測驗.Jl (B.O.T.M.P.) 

和[j 1有加州成覺統合測驗.Jl (S.C.S.I.T.)做相闕，發現 F 布尼氏動作

測驗」中精細動作測驗組合和 F 南加卅感覺統合測驗」有 14 子項測

驗有顯著 1主義，可作為懷疑有成覺統合異常小我的篩選工具。

由 r 學齡前遊戲表.Jl (Preschool Play Scale) 和「布尼氏動作測

驗」做相關，了解遊戲表現和動作表現的關餘，以正常孩童為研究對

象，在粗細動作表現中，兩項測驗的相關棒、數為 r=O.54 及 0.53 '在年

輕型風濕病小朋友中 r=O.45 及 O. 鉤，均呈現中度相關 [45J 。

(3)有尼氏動作測驗使用機率探討

在職能治療領域， [j布尼氏動作測驗 J 是常被使罵的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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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Yack[ 46J 由多倫多的臨床治療師取樣中，發現有 92. 傲的治療師

採用 r 布尼氏動作測驗」來評估小孩的粗動作和精細動作; Gowland 

et al[ 46J在安大略者 20 個臨床治療中心做調查發現， rr 布尼氏動作

測驗 J 是用來評估小孩的動作表現，所常用的五個評估工具之一。

6. 建議

在使用 r 布尼氏動作測驗」作為描述或診斷的 g 的時，職能治

療師應了解常模化及標準化分數的限制，小心檢視各分測驗的分數，

以做動作技巧相對優缺處的最佳區辨，由文獻顯示 r 布尼氏動作測

驗」在粗動作測驗組合一跑步速度和敏捷度分測驗和精細動作測驗組

合一視動作控制及上麓的速度和靈敏度分測驗中，在有無動作問題小

孩的這辨程度較大，而精細動作測驗組合一反應速度分測驗中，區辨

程度最小[是1J 。

46 



第三節 研究步轉

(1) 自兩所幼稚函中篩選合乎「一、研究對象 J 中所述標準的孩

章，立在向老師要他們的基本資料。

(2) 向家長及老師舉辦 F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填寫說明會

兩場，以協助家長們正確的填寫量表。

(3) 請父母填寫 r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U 並於一星期內田

收 108 份有效問卷。

(4) 治療師針對這 108 位孩章，以一對一方式，在一安靜、照明

適宜的環境，給予『布尼氏動作測驗」中的「精細動作組合 J

測驗。

(5) 去除未能完成測驗或拒絕接受測驗的我章之後，有 103 位為

接童完成 r布尼氏動作測驗」中的「精細動作組合」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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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

(1 ) 採罵 t 檢定比較台灣 6 歲接童在 F布尼氏動作測驗」中的「精

細動作組合J 測驗各分測驗的平均點分數和美國常棋周年齡層

各分測驗的平均點分數之差異。

(2) 採罵曲線屆比較目前 5 歲至 6 炭孩童在 r學齡前兒童行為發

展量表品中的精細動作發展表現的平均原始分數和 20 年前的常

糢周年齡層孩童的平均原始分數之差異，

統計分析乃使用 SPSSIPC for Windows6.0 處理，本研究定顯著水準

為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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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果

第一節台灣地建 5 覓至 e 歲接童在 F布尼氏動作瀾驗品之「轎齣動

作轎車全蘊含 J 中的表現和美麗常棋周年齡接童的表現之差異

六歲孩童的平均年齡和年齡標準差克表 8 0 台灣按童在 F布尼

氏動作測驗」中的「精細動作測驗組合J 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克表 9 0 

表 10…11 比較台灣和美國手表童在 r布尼氏動作測驗」中的「精細動

作測驗組合」分數的之差異。

在「反應、速度 J 子測驗中，台灣 5 歲 G 個月至 6 歲 5 個月男按

的平均分數比美國常棋中同齡男拔的分數為低，此差異達統計顯著

水準。但台灣女接的平均分數和美國常棋中同齡女孩的分數差異不

遠統計顯著水準。就分數而言，台灣弦章表現的分數大多比美國常

模的分數稍差(見闊的。

在「視覺動作控制 J 子測驗中，台灣 5 裁 6 個月到 6 成 5 個月

男拔和女我的分數遠比美國常模分數高'1l比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

(見表 10-11 和圈 5) 。

在「上放速度和靈巧度」子測驗中，台灣 5 歲 6 個月到 6 歲 5

個月男孩和女孩表現分數和美國常模分數比較沒有顯著差異。就分

數而言，台灣孩童表現的分數較美國常模的分數為高(見表 10-11

和國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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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六歲接童平均年齡和年鹼標車差

寸
、
}
/

眾
一
位

-n 
監
生

j

潛
力

卅
一
叫

差
一

準
…
招

標

-
6

女生(n=3的 是6. 77 6. 13 

全部接章(n=61) 是6.20 6.08 

*6 歲是指 5 歲 6 倍月到 6 歲 5 個月的年齡

表 9. 六歲擴童在布尼氏精細動作各分瀾驗的標準差平均值

反應速度 視覺動作控制 上肢速度與靈巧度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男弦(n=31) 3.65 1. 78 22.87 是.27 19.13 2.36 

女孩(n=30) 3.17 1. 26 23. 73 3.62 19.87 2.80 

全部孩章制=61) 3. 是: 1. 55 23.30 3.96 19.49 2.59 

* 6 歲是指 5 歲 6 侮月到 8 歲 5 倍丹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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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台灣六歲男接*與美盟會棋在 r~尼氏輪軸動作串串j驗組合」之差異

台灣 (n=31) 美麗 (n=42)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t 值 p 值

反應速度 3.65 l. 78 5.1 2.4 一2.79 p<0.05 

視覺動作控制 19.13 2.36 11. 5 4.2 9.85 p<O.Ol 

上放速度 22.87 是.27 21. 4 在 6 l.是1 p>0.05 

及叢巧度

*6 歲是指 5 歲 6 個月到 6 歲 5 個月的年齡

表 11.台灣六歲女孩*與美麗常模在 r有尼氏精細動作瀾驗籬合 a 之差異

台灣(n=30) 美麗 (n泣的)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t 值 p 值

反應速度 3.17 l. 26 3.9 2.3 一l. 71 p>0.05 

視覺動作控制 19.87 2.80 12.0 4. 7 9. 72 p<O.Ol 

上放速度 23. 73 3.62 23.0 5. 在 0.68 p>0.05 

及愛巧度

*6 歲是指 5 歲 6 個丹到 6 歲 5 餌丹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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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中地臨 5 歲至 5 歲孩童在『學齡前兒童行

為發展量表』中的分數和常棋中用齡磁童的分數之

差異

本研究五五六歲孩童 F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中精細動作

項昌的分數平均值及標準差見表白。因 r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受表」

(CCDI) 常棋中個案的平均分數及標準差在徐澄清等人[35J所發表

的論文中並未提供，且依該論文中的回歸公式所繪出的在「精細動

作發展 J 項目，以年齡為橫軸，通過題數為縱軸所得曲線圈(見輯

7) ，園為曲線的特質關餘，在發展年齡層末端(橫軸右端)得分下

降，在 5 歲 0 個月到 6 歲 5 個月間，我童的得分輸是漸高而後漸低，

~p 由 60 個月對應的 38. 58 逐漸上升到 71 個月對應的 39. 嗨，搞後由

72 個月對應、的 39.37 逐漸下降到 77 個月對應的 39.10 ;使得較大年

齡層孩童的發展受到低估。

F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 J 的研究發現 [35J '精細動作、概

念頭解及身邊處理等三項發展年齡還分功效可達三歲以上，其他五

個類別項較具發展年齡還分功效的年齡段都落在三歲以下，所謂發

展年齡區分功效是指通過某題目之孩童的比率或某類別項的發展分

數隨年齡增高而革有意義增加的情形。依常模簡圈戶丹辛棄出具區分功

效的範蜀，將研究個索和會棋錦素分 5 歲、 5 歲 3 個月、 5 歲 6 個月

和 5 歲， 9 個月四個年齡層，以比較兩個樣本在 r學齡前兒童行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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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量表」之精細動作發展項目的平均分數。檢視常模簡圍所列出各

年齡層大約通過的平均分數:在 5 歲孩童至少通過題目為 39 題， 5 

歲 3 個月按章至少通過題目為的題， 5 歲 6 個月我囊至少通過題目

為是1 題， 5 歲 9 個月孩童至少通過題目為 42 題，依此方法求得常

模個案在上述年齡層通過題數之平均數，作出常棋錦案發展晶線(見

麗 8) 。

就研究個案的平均分數而言，則依個案實際通過題數來求得上

述年齡層的通過題數之平均分數而作出發展曲線(見窗 8) ，比較這

兩個樣本的我童在精細動作發展的兩龍、線，可粗略得知二十年前後

兒童在精細動作發展上的差異，即新的樣本分數明顯較二十年前來

得高(見圈 8) 。

另外，將研究個案年齡為 60 個月到 77 館月的男女孩章，以 3

個月為間隔分 6 個年齡層，依各年齡層的平均分數作出精細動作發

展曲線，得知孩童實際發展情形，是平均分數隨年齡的增加而呈上

升的趨勢(見聞 9) ，且曲線上升的斜率有減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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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五至六歲學齡前兒童行為暈表中蜻輯動作的平均值標準差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6 歲男生(n=30) 43.10 1.16 

女生(n=23)

5 歲男生(n=28)

女生(n=22)

全部被章 (n=103)

是3. 22 

42.29 

是2. 77 

42.8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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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第一節

在台灣不論是兒童發展測驗或兒童知覺動作測驗都一輩很缺乏，治

療師常使用自創或直接韌譯自國外的測驗，而沒有檢驗其信度效度。

Schneider, Parush, Katz &盟i ller [4們的研究發現孩童發展在不同

文化環境下，其發展的速率和形式不同。國內外許多研究皆證實文化差

異影響兒童的發展，因此在某一文化環境下發展的測驗多半不適合直接

使用在另一不同的文化下成長的兒童 [48 ' 50 ]。目比適用國外的常棋，

往往不一定適用本國孩章。

本研究發現台灣孩童在 r布尼氏動作測驗」的精細動作組合瀾驗中

的「視覺動作控制 J 子測驗的分數遠比美國常模同齡孩童的分數高，此

結果與毛慧芬 [48J 探討台灣 4 歲、 7 歲和 10 歲薇童在「貝氏視覺動作

發展瀾驗 J 的表現，結果發現台灣兒童的分數皆比美麗常模分數佳的結

果相符。該測驗與「視覺動作控制 J 子湖驗性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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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個黨在 CCDI 精細動作發展項目的分數，在五歲的發展已較 20

年前的常棋高出 4 分之多，隨著年齡的增加比差距漸漸縮小，在五歲 9

個月時，本研究錯案的發展與常模相近。這資料顯示 CCDI 常模的過時性。

這亦與台灣這 20 年求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家庭的結構的改變密切

相關。目前台灣社會遠較 20 年前富裕，家庭結構亦由大家庭變為小家庭，

大部份小家庭多為雙薪家庭，兒女生的少，經濟上較有能力提供給幼兒

各種刺激:玩具的購買、 5克將幼兒提早送至托兒所。使得現代的兒童較

早接受多樣的文化刺激，以致精細動作發展敢蒙的早。

姚開屏等人[47J的研究結果亦支持本研究，他們探討 2， 967 名一歲

至兩歲半孩童在 CCDI 的表現，結果發現精細動作方面，新樣本在一歲左

右的發展已較 20年前的常棋高出 6 分之多，隨年齡增加比差距漸漸拉近，

到兩歲半左右時已與舊樣本接近。

在徐澄清等人指出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精細動作中其這分功效

的區段，為 6 到 23 個月和在8 到 77 倍月，而常模簡圈所表示其區分功效

的區段，為 6 到 2是個月和 48 到的個月，兩者似乎未能符合，庭、有釐清

的必要，以避免使用上的偏差。另外，詳細探討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最

表精細動作的內容(見表 13) ，發現 44 個自常生活表現的題目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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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的最高年齡為 59 個舟，通過題島的年齡是取 50%按童通過該測驗的

年齡[3幻，因此，較具代表性的討論樣本應在 5 歲之下，也就是說學齡

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的精細動作項目評估僅適用在 5 歲以下的接章。本

研究所取的 5 歲孩童樣本位於偏峰造段，即超過題器所能真正區辨的範

園，有修正取樣的必要。

在 44 個精細動作題目中屬於發展年齡在一歲以內(含一歲)的題

自有 20 題，約佔一半。發展年齡在一歲至二歲的題 g 有 8 題，發展年齡

在二歲七個月至三歲的題目有 4 題，發展年齡在三歲二個月至四歲的題

目有 6 題，發展年齡在四歲一個月至四歲十一個月的題目有 6 題。發展

年齡在五歲至六歲六個月的題目則閥妒，應著手增修較高年齡層適用的

題目，並考慮其它行為發展類別項中項 g 的探討，以擴大 CCDI 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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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節是針對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和布尼氏動作測驗做比較探

討，可為孩童評估提供些可信賴的資訊。

( 1) 判斷式與操作性的評估工具的差異

基於動作評估棋式的構想，模式中高階層對孩童日常生活評估的是

cc肘， cc別是問卷性的評估工其是較屬於判斷式的評估，車接反應父母

親對我童表現的判斷和解釋，父母親評分時會考慮、被童的整體行為，然

而，其效度可能受下列因素的影響，父母親對問卷內容的解釋有出入及

父母親對接童的不適當印象如孩童是較獨立或較依賴的個體。

模式中中階層對孩童動作技巧表現評估的布尼氏動作測驗，布尼氏

動作科驗是操作性的評估工具是較屬於觀察式的評估，資料大多來自在

某段時問內對孩童的觀察，觀察訊息的正確性與否容易受環境的影響，

如刺激過多的環境易造成孩童分心;或受孩童本身的影響，如生理上J竄

到饑織或疲倦。因此，實施布尼氏動作測驗時，除了依手冊確實執行外，

應考慮、被童的生理狀況，環境和文化的影響。

(2) 篩檢性與診斷性的評估工具的探討

性質相同的評仿工具其湖驗結果相近，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與嬰

幼兒發展測驗都是篩檢性的評估工具，精細動作發展分數的相關條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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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70 其高相關，顯示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精細動作發展的得分評出

效度相當好[33J 。布尼氏精細動作測驗和南加卅戚覺統合測驗都是診斷

性的評估工具，布尼氏精細動作組合分數與南加卅"覺統合測驗分數的

相關條數為 O. 鈞一0.69 其中相關以上，顯示布尼氏動作測驗可做為具有

成覺統合異常接童的評估工具。

由動作評估模式知道功能性表現受許多變數的影響，在此提醒治療

師們，介入孩童的精細動作表現時，由功能性層面深入去探討潛在的問

題將可更進一步了解接童的問題如 C. C. D. I.的評估。 Tromb1y (1993) 

提倡上到下方式 CTop-down approach)評估，利用觀察和經驗來定義問

題，再以變數分析了解造成這些問題的因素。將介入的焦點放在表現成

份，我們會侷限細看孩童完成活動所需的能力為付。蔣介入的焦點放在

功能表現，會考慮、牽涉到特定活動，遭遇的環境等等，將更有助了解孩

童活動行為的多種變困 [51J' 影響孩童職能表現的因素很多，將B. O. T. 單.P.

和 C. C. D. I.配合使用，會有助治療師們了解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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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 新編

題數 題數

122 

106 2 
243 3 
112 4 
204 5 

36 6 
151 7 
41 8 

18 9 

139 10 
218 11 
43 12 
55 13 

179 14 
229 15 
178 16 
129 17 
216 18 

252 19 
273 20 
86 21 

261 22 
212 23 
318 24 
32 25 

表 15. 學齡前兒童行為手冊

精細動作發展(Fine Motor) 

問題

緊緊的抓住擺在他手邊的玩具。

會自己搖動鈴錯(鈴鼓)。

會把玩具或其他東西放到手祖。

會揮動或弄皺紙張。

會用一隻手拿起東西。(言主:初生嬰兒拿東西都要用兩手，

一手。)
會用玩具或小東西敲打桌面。

把東西由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

當他的一隻手拿住東西，再給他，一個時他會用另一隻手拿

(不會為了要拿第二樣東西而將原來的那個東西放下或扔

拿這一樣東西) ，而成為兩手各拿一個。

把手指伸入瓶口或其他東西上的小洞。

用兩手搬起比較大的物件。

會用兩手拿起小杯子。

用食指去觸揍，或推動桌上的東西。

會用兩個手指尖(姆拈及食指)拿起一顆藹蓊乾、一粒花生

情。

會撕紙。

拍手。

會把一些小東西放入杯子、玻王島瓶或其化容器中。

一隻手能同時撿起兩個小東西。

會同時玩兩種以上的玩具 o

生著滾球。

翻書或雜誌峙，一次翻兩三頁，若一次翻一頁著也算通過。

會站著投球。

會重要兩塊或兩塊以上的積木造一個塔。

會用筆亂塗。

已固定較喜歡用哪一邊的手。例如:比較喜歡用右手。

用四個(叫叫木塊垂直疊研個塔(如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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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年齡

(月份)

3 

4 

4 
5 

5 

6 
6 

7 

8 

8 
8 

9 

9 

9 

10 

11 
12 

12 

12 

12 
13 

13 

16 
16 
17 



270 26 會把瓶子的蓋子打閱或蓋上。 17 

219 27 丟球給他峙，他會去接。 22 

140 28 會一頁一頁的翻圈畫書，若一翻就兩、三頁不算通過。且 23 

68 29 周小剪刀剪東西(但不一定剪得好)。 31 

15 30 玩黏土或其他可塑造的東西，如湯麗。 34 

79 31 不須模仿別人的動作，自己畫出(或照著樣本畫出)一個詞 36 

128 32 用鈍子釘釘子或類似釘子的東西。 36 

173 33 用剪刀從紙的一邊剪到另一邊。 38 

70 34 畫出旁人看起來也有些像樣的圖畫。 47 

105 35 畫簡單的留案。 47 

267 36 至少能畫出男人或女身體的三部份。例如:有頭、軀幹、 47 
腿、自民、鼻、嘴... .，.等等任何三種以上。

35 37 在兒童畫本上，用蠟筆塗顏色，通常不會畫出線外 0.5 公 48 
。

104 38 用剪刀沿著簡單的線條或圓形剪裁，大致不錯~p算通過。 48 
124 39 至少畫出一個人的六部份;例如:頭、手、卿、頭髮、自民 49 

子、耳朵及身體... .等，各算一部份。

158 41 照著樣本畫出一個十字。 54 
188 42 會自動或依照樣本畫出方形。 54 
314 43 正確地寫出自己名字。 55 
192 44 能抄寫三個或三個以上簡單的字。 56 
51 45 會用兩手指摩擦啪建一聲地彈手指。(言主:有此動作，沒彈 59 

也算通過。)

*年齡以月份表示

63 



限制

1. 本研究取樣的地域太偈限，且樣本數目不夠大，不足以將研究結果

類化到整個群體，僅為初步探討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2.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的題目繁多，常令填答者的動機大打折扣，

由收情形欠佳。

3 布尼氏動作測驗施規，1峙，並未完全考慮到孩童的生理狀況及治療性

關餘的建立，致使測驗未能完全，而取得有效樣本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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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顯示布尼氏精細動作測驗組合可提供我童在特定動作表

現的訊息，以數據化的評估結果說明孩童在常棋中的百分等級及發

展年齡，以供臨床治療的參考;在台灣孩童的表現和美國我童的表

現是存有差異的，應擴大群體和增加地區來隨機採樣，以期建立台

灣適用的常模。

2. 本研究反映使用近 20 年的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常棋可能有

修改的必要因為時下的孩童在精細動作的表現，分數有進步的趨

勢，應擴大群體和增加地區來採樣，以期建立符合時代適用的常棋。

3.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是標準化的問卷型評估工具，可篩檢

出有發展問題的孩童而布尼氏動作測驗是標準化的操作型評估工

具，可診斷出有動作問題的孩童各著重日常生活表現和特定動作

表現的評估，治療師依學識和經驗來選擇或搭配適當的評估工具，

以期對孩童有更多的了解。

是. 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的精細動作項目應僅遵照 5 歲以下的

孩章，應謹慎評估才能掌握孩童確切的訊息，在附錄中所整理的各

類別項可提供往後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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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臨床經驗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對三歲之前的孩童適用

性不會差太多對年紀大的接童會有相當程度的低估建議再對七大

發展方面進行探討，檢討新常模整體性、全面性建立的可行性。

6. 針對各評估工具的知項或子項進行了解和分析，找出目前被童

發展緩慢的地方可更了解孩童在該項目的實際表現情形，治療師

依孩童的實際限制和需要，予以適時立適量的介入並適時地調整

家長在教養孩童的方式。

7. 研究個案在布尼氏動作測驗中視覺動作技巧的表現，明顯超越

美國接童的表現，可深入探討其影響的思索，是否可為細動作的

預測指標。

8. 將來可將布尼氏動作測驗與學齡前兒童行為發展量表做相闕，

看看兩評估表問可互相提供哪些訊息，以取得有關兒童動作發展

參考的訊息

9. 為了徹底解決孩童精細動作的問題，治療師應著手將功能性表

現的要素改善，並協助孩童類化新發展的精細動作技巧至11 日常生

活，也可籍由功能性技巧的學習，加強或訓練潛在的要素， Case-

Smi th (1995) 提出同樣的看法[5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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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小孫天真可愛，不僅是父母的瑰寶，也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希望兒女們成龍成鳳是家長的心願'那麼為人父母便要關，沾了解小

孩的發展情形如何，以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來促使小孩主動稜極的

學習和探索，以建立一套適合的教育方法來引導小孩發揮潛能。

本計畫正是籍由中華民國學齡前兒童發展量表 (c. C. D. I. )的填

答來了解小孩的發展情形，幫助家長和老師擬定適合的教育計章，

精細動作的發展和書寫能力有相當的關述，持要的話再實施布尼氏

動作刻驗以更確定了解手部的運用;一切的施測結果會在計畫結束

後告知家長小孩的發展情形，並建議適當的活動給家長和老師參考。

由於本計 3豈有時間限制及名額限制，有意參加者請及早填寫同

意番，便可立即安排時間施測，測驗並不收取任何費用，施測過程

絕對安全，施測結果絕對保密，操作型測驗必由專業人員執行，希

望家長在仔細閱讀過中華民國學齡前兒童發展量表(c. C. D. 1. )的

填答說明，能確實客觀填答誰在三天內交回以利分析，謝謝!

計畫由蔡鴻鳴主持，是一位資深復健師同時也是中山醫學院碩

士班學生，期待與你們共同了解小孩， Ja謝各位家長的參加與配合。



同意書

茲向意 參加學齡前孩童精細動作探討:中華民國

學齡首兒童發展量表(c. C. D. I. )和布尼氏動作測驗( B. O. T. M. P. ) 

比較的計室，願配合計畫的進行。

小孩監護人或家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原編 新編

題數 題數

237 
172 2 
214 3 
46 4 
80 5 
159 6 
2是5 ? 
111 8 
208 9 
63 10 
193 11 
262 12 
285 13 

1 是

147 15 
148 16 
203 17 
211 18 
107 19 
是2 20 
260 21 
13 22 
89 23 
21 24 
:是5 25 
是 26 
57 27 
170 28 
31 29 
185 30 
73 31 

162 32 
272 33 
29是 34 

學齡前兒童行為調查手冊

粗動作發展(Gross Motor) 

問題

翻身一有能力從伏臥翻成1Cp臥。

坐著的時候，會設法移動上身去拿一個較遠的東西。

從仰臥翻身成為仗臥。

不必大人協助自己會用雙手和雙膝做出爬行的姿勢。

不必靠著任何東西而能生著，至少維持五秒鐘以上。

爬。

扶住他服下的時候，會移步走。

會用手拉住東西站起來。

拉著他的雙手峙，會移步走。

會扶著家俱或其他東西的邊緣，自己倒行著移步。

能自己平穩的站著，不必任何支持。

站著時能彎腰而不跌倒。例如:彎腰拾起東西。

會爬樓梯。

不必扶著東西自己會走路。

會拉著玩具(如汽車)走。

跑。

會自己爬上大人的椅子，坐在上面。

聽到音樂時，會隨著音樂做出跳舞的動作。

會屑一隻腳站立，另一隻腳踢球或其他東西。

會玩遊戲場中的設備，如革故韓、翹翹板... ....等等。

會自己上、下樓梯。

自己溜滑梯， l'!p 自己爬上滑梯臺且自己 j留下。

有能力不依靠任何東西單腳站著一秒鐘以上。

很平穩的跑，而且在急轉彎或停止時益不費力。

會向前翻勛斗。

自己會踩小三輪車。

下樓梯時有能力從第二或第三階跳下。

能一腳一梯地自己上下樓梯。

會單腳跳兩次。(或兩次以上)。

會有韻律的搖擺、舞蹈(踏舞)。

會跳遠，距離約 20 公分以上。(跳躍之前可以先跑逼下，也

可以立定跳)。

單腳跳。

會玩跳橡皮筋或類似的遊戲。

會騎兩輪的腳踏車。

發展

年齡
5 
6 
6 
7 
7 
8 
8 
9 
9 
10 
12 
12 
12 
13 
l是

15 
15 
15 
17 

2。
22 
24 
26 
28 

3。
31 
31 
31 
43 
43 
是8

48 
72 
72 



學齡前兒童行為謂輩子冊

語言表達發展( Express Language) 
原編 新編

問題
發展

題數 題數 年齡
52 微笑。 2 
69 2 笑出聲音。 3 

I 160 3 會呀呀作聲。 3 
56 4 因高興而尖叫。 5 

48 5 
會發出類似下面的單音 r 力 Y J ' r 勻 Y J ' r<< Y J ' 17 
「可 Y J '及「門 Y J ......等聲音。

117 6 
將一個單音重複成雙音，例如，將「門 Y J 這單音重複發出 8
成為「門丫門 Y J ......等。

217 ? 會模仿簡單的聲音，例如:咳嗽、狗叫、錯錶咐咐等等。 10 

130 8 
會以特定的聲音表示特定的事物，例如「勻式勻 XJ 代表 11 
汽車 r 式丈\式丈\J 代表狗... _..等。

2是2 9 會以揮手表示「擺擺 J 或「再見 J 0 11 

3 10 
清楚的說出兩個或兩倍以土的字句 (r媽媽 J 算是一個字句， 13 
「毛§爸 J 也算是一個字句)。

45 11 以搖頭表示「不要 J 或「不是 J ......等等。 13 
121 12 以手指出自己要的東西或要去的地方。 13 

60 13 
會用一餌簡單特定的聲音(或單字)來要求食物(或飲料、茶 14 
水)。

9是 1是 以行動表達他的意思。例如:用手推開玩具表示不要玩。 14 
61 15 以語言和人打招呼，如「你好 J ......等。 15 

201 16 會用單字說話，例如以「茶 J 表示 γ 我要喝茶(或喝水)J 0 16 
250 17 他會重覆踩著說一個單字。 16 
120 18 會哼哼唱唱。 17 

132 19 
會周五個或五個以上的字句。(爸爸算一個:小孩能使用這些 17 
字句算起來至少有五館)。

141 20 會用動作和語言一起表達意思。 17 
181 21 會用動作表示「是」或「不是 J r 要 J 或「不要 J 0 17 

278 22 
會使用熟悉物件的名稱。如「狗 J 、「貓 J 等，但如稱狗為 17 
rX 丈\式丈\J 稱貓為「鬥一玄」則不能通過。

134 23 拒絕時會說「不 J 或「不要 J 0 18 
174 24 至少會用十個單字。 18 
2益。 25 會要求說 r 還要」或「再一個 J 0 18 



7 26 會說「謝謝 J 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說，但仍算通過。 21 
I 131 27 附在別人耳朵上說情情話(或作耳語)。 21 

82 28 會說「謗 J 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說，能算通過。 22 
138 29 認得出在電視上較常看到的東西。 22 

會將兩個(或兩個字以〉字語拼成短句。(註:仲須是兩個不同 22 
279 30 意義的字;如:我去，你哭，弟弟......等。再見、謝謝只算

一個字語。)

282 31 知道玩伴的名字。 22 

53 32 
用簡短的舟子來表示簡單的想法。(例如想吃糖時會說，:「我 2是

要吃糖 J 0) 

180 33 
至少會使用一個代名詞。例如 r 我 J 、「你 J 、「他 J ‘.. ... 2是

等。

248 34 會在電話或玩具電話中談畫。 24 

283 35 
能說出圈括中人物或動物的動作。例如:小明在吃東西、小 27 
貓在追老鼠... ...等。

85 36 會用「什麼 J 問問題。譬如:那是什麼? 28 
280 37 會用「哪裡」問詣。例如 r 要去哪裡?J r 媽媽在哪裡?JO 28 
90 38 說話說得清楚，很容嘉瞭解(有時候會即可)。 29 

258 39 會在句子中用?你」這個字。 29 
251 哇。 能參與講話。 30 
176 41 會用「誰 J 閑話，如「誰來了 J ... ...等。 32 
317 42 會說出前幾天發生的事，但不包括昨天與一星期前的事。 32 

38 43 
會用「為什麼」或「怎麼會 J 問問題，例如，他問「為什麼 3是

不可以看電視? J ... ...等。

239 4是
記得過去的事。例如:他會說「記得我們去動物麗的時 34 
候， J 

269 46 會唱簡單的歌。 35 

316 。
會用「什麼時候或多久 ..0...九來問問題，如他會問 r什麼 35 
時候去動物園玩?J 或尸還有多久才要到外婆家玩? J... ...等。

198 48 能正確的使用「快 J 和「慢」這兩個字。 36 

276 49 
會正確的使用複數代名詞。例如「我們 J 、「你們 J 、「他 36 
們 J
會用連接詞如「和」、「或」、 r但是 J ... .，.等，用這些字 36 

319 50 將兩偶句子連接起來。

65 51 會唱或說一些記憶中電視(表收音機)廣告的內容。 37 
93 52 會說有自果關餘的話。例如 r 如果我乖......我就能出去 37 



玩.. ... 0 J 或「當我...…，然候... ... 0 J 等。

76 53 
至少能從頭到尾完整她唱一首兒歌，例如「小密蜂J 、「哥 45 
哥爸告真偉大 J 0 

291 5是說出他做夢的內容。 56 
國間團』闖闖圓… 一一一一一一



學齡前兒童行為調查手冊

概念理解發展(Concept Comprehension) 
(原編 新編

問題
發展

題數 題數 年齡
67 聽到自己的名字時會有反應。 6 

1206 2 能理解簡單的片語。例如 r 不行 J r 不要 J .., ...等等。 11 

275 3 叫他時，他會來。 11 

227 4 會照著指示拿一個玩具給媽媽或老師。 13 

97 5 要他指出熟悉的東西，去口車子、國旗... ...等，他可以正確地指 15 

出來。

182 6 會指出他的鞋子在哪。 15 

169 7 明白「上 J 和「下 J 的意思。 16 

196 8 會照著指示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16 

116 9 問他峙，至少能指出身體的三個部份。譬如眼睛、鼻子、嘴巴、 18 
手或驟。(成對的部份如一對眼睛，一對耳朵只能算一個部份。)

209 10 會在圈畫書中，認出一些熟悉的東西、動物。 18 

164 11 至少能說出身體三個部份的名稱。例如:吸、-鼻、嘴、手或腳。 21 

274 12 對簡單的問題能正確地以「是」或「不是」回答。 21 

17 13 了解至少三個方向詞的意義。譬如:在... ...土函，在... ....下面 9 22 
在..... ..裡函，在.... ...旁邊等等。

49 14 把他自己的東西稱做「我的東西 J 或「我的..， ... J 0 22 

26 15 知道自幾是偶男孩或女孩。 27 

74 16 會說出某些東西是「童的 J 或「輕的 J 0 27 
224 17 知道?現在 J 的意思。 27 

289 18 會用語言表示「喜歡 J 或 γ 不喜歡J 。 27 

12 19 正確的說出誰是男孩(男生、男的)或女菇。 3。
81 20 問他的名字時，會說出自己的名，但不一定要說出姓什廢。 30 

287 21 會用「好 J 、「壞 J 來形容自己或別人。例如:小華是個好孩子， 30 
小明是壞蛋等。

320 22 爸媽外出時會「要求 J 帶他所喜歡的東西或食物回來，但如果 30 
阿媽要出去時小孩悶，父母自己說會代東西回來的則不算。

19 23 正確地數出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東西。 32 
157 24 在童醫待會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顏色。 32 
165 25 至少能舉出一個鄉反詞。例如. r 爸爸是男人，媽媽是什麼? J ' 32 

他回答女人。「小兔子跑得很快，小烏龜爬得怎麼樣?J 他回答

很慢... ...另有大小..... ..等。

171 26 至少能正確的認出一種顏色。 32 



125 27 會辨別聲音的大小。 33 

197 28 能正確的使用「快 J 和「慢 J 這兩個字。 33 

77 29 對一連串簡單的指示，他能按照次序去作。譬如:先然 34 
候然後再... ...。

183 30 會說他的成覺。例如:他覺得「難過」、「生氣 J 、「高興 J .., 35 

等等。

257 31 會談論或扮演巫婆或可怡的怪物。 35 

83 32 由一數到十但中悶不能跳，如:一、二二、王、四、五、七、八、 36 
九、十則不能通過。

207 33 知道「相同 J 和「不用 J 的意思。 36 

226 34 會指出兩件東西中哪一件比較大。 36 

i 238 35 問他 r 白天是亮亮的，晚上是...... 0 J 飽會回答「黑黑的 J 38 
或

「啼啼的 J 0 

1266 36 會分辨了長 J r短 J 0 38 

247 37 問他 r 當很累的時候你怎麼辦? J r 當很冷的時候你怎麼辦?J 39 
γ 當肚子餓的時候你怎麼辦?J 三題中，他能合理地回答二題就

算通過。

40 38 說明一個東西時，會說出那館東西的特徵。譬如:烏有尾巴，跑 41 
得很快，可以騎;球是麗的，可以玩..."..等等。

84 39 懂得「早 J 和「晚」或「遲 J 如知道:早起、晚起、早鐘、遲 41 
韓、早到、遲到".. ...等等的意思。

220 40 會正確的說出紅色、綠色、黃色和藍色這四種顏色。 41 

300 41 問某些字句的意思是什麼? 41 

133 42 知道一隻乎有幾個手指頭。 44 
302 43 說起或閱起「死 J 。 47 

9 44 說出某一倍東西是用什麼做成的(例如:桌子是用木頭遠的，衣服 48 
是用布做

195 45 在畫畫前會說出他要話什廢。 48 

228 46 知道「最先」、「最後 J 、「中間」或「第二」的意義，而且 50 
對於令有這些字的指示，能夠按照次序去做。(蛀:此「中問 J 不

包括最先、最後、第二的順序，但不一定要為正中間，如七個

人則第三、四、五，皆算中悶，但一、二、七則不算)。

30 47 知道貓或狗有幾隻腳。 51 

156 48 知道身體認一器官的功能，如眼睛是看的，耳朵是聽的，嘴巴 53 
是吃的、說話的... ....等。

210 49 會說出自己所住都市鄉鎮的名字。 53 
一一」一一



78 50 能話出有兩種人、物以上的窗畫。例如一棟房子和一棵樹，一 56 
個人和一隻狗. ~ . . . .等等。

167 51 知道傘有什麼用。 56 

311 52 會談論到電視或電影裡殺人或被殺的情形。 56 

119 53 問他.r 檸檬吃起來是酸的，糖吃起來是...... J '他回答「甜的 J 0 57 
13居 54 至少會指認而且唸 ili 四倡注音符號。 57 

246 55 問他 r 普通的水怎寧變成可喝的水呢?J '他會回答用黨的或 58 
用消毒的。

108 56 知道一分鐘比一個鐘頭短。 59 

115 57 將兩個字連起來表達意思。如 γ 小胡吃飯J 、 γ 爸爸上班 J 及 59 
「奶奶來了 J ......等。

114 58 會完整的說出自己住所的街名和門牌號碼。(言主:若因搬家喘不會 60 
的，只造說出完整的蓄地址釣算通過)。

103 59 至少能聽寫出十個注音符號。 65 
14 60 端正寫出一到九的阿拉伯數字，中間沒有遺漏才算通過，但照 68 I 

不照秩序排無髓謂。

22 61 能不模伶他人自己寫出兩個(或兩個以上)正確單字，單字持國 68 
字，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算，但不包括注音符號成阿拉伯數字。

189 62 會說出他的生日(某月某日)。 71 
268 63 認得並唸出所有的注音符號。 71 
135 64 自己數到一百，中間沒有遺漏。 72 
205 65 會做三個或三個以上不進位(加起不超出十)的加法。例如:二加 72 

二、王加五、一加四..... .等。

223 66 問他.r 將一個蘋果從中間切詞，會變成幾塊?J 他會回答二塊。 72 
235 67 會正確的說明春天過了就是夏天，夏天過了就是秋天，以後就 72 

是冬天。



學齡前兒童行為調查手冊

情境理解(Situation Compression) 
原編 新編

問題
發展

!題數 題數 年齡
認得出媽媽。 2 

15是 2 用湯匙候他吃東西峙，會張口或用其他動作表示他要 2

吃。

5 3 拿玩具給他看時.會很高興或變得較活潑(例如增加 是

身體的活動)。

199 4 會尋找不見了的東西。例如尋找從盒子掉出來的食物 6

或玩具。

249 5 會舉起雙臂，表示要人抱。 7 
298 6 「玩躲躲貓 J 一周書報i逮住臉孔，然後將它拿悶，使孩 8

童可以看兌你;如此反覆兩次，則被童會注視你且期

待你愛覆這個遊戲。

98 ? 與母親或其他的人玩互相拍掌的遊戲，去四右手對右手 10 
拍、左手對左手拍或兩手同時互拍....等。

1是4 8 對大人的簡單動作或手勢有反應一例女口察看母親的 11 
手指所指的方向。

59 9 有能力把玩具拆開。 12 
265 10 會推著玩具車玩。 12 
152 11 嘗著他的面把一樣泉西藏起來時，他會尋找它。 13 
236 12 好笑的事情發生時，他會笑。。 13 
100 13 玩，洋娃娃。 14 
230 14 會用籃子、椅子或其他容器裝東西。 14 
281 15 會爬上椅子、凳子或桔子上去拿高處的東西。 1是

28是 16 記得東西放的地方。 14 
190 17 會玩音樂玩具。例如:甘露子、口琴、響板... ...等。 17 
109 18 看書時，會拿對方向(上下不顛倒)。 18 
286 19 會做出餵洋娃娃或玩具動物的動作。 18 
153 20 會旋轉門柄聞門。 20 
299 21 模仿同性父母的行。例如:男孩子模仿爸爸剃鬍子，女 23 

孩子模仿媽媽去菜。

221 22 會將水龍頭轉閱或關緊。 24 
233 23 會替別人或洋娃娃、玩具動物穿衣服和脫衣服。 26 
23 2是 裝扮成紳士淑女或爸爸媽媽的樣子，例如模仿媽媽或 27 

一般女性的表情、姿態和走路的樣子。



127 25 會玩玩具槍。 28 
191 26 會假裝他自己是一隻動物，用四肢爬行並且發出動物 28 

的聲音。

I 110 27 會隨著音樂的節奏而正確的拍手、敲鼓或領蹄。 30 
187 28 有一個或一個以上比較喜愛的電魏節目。 30 
225 29 會把一個盒子或一樣傢俱當成一輛氾車、一思馬、一 30 

無飛機、火車等等玩耍。

29 30 與其他的弦子玩「家家酒 J 0 32 
37 31 當生母或其他，節目(可以收到禮物的自子:如過年)靠 32 

近縛，會顯得很興奮。

8 32 會用玩具槍或玩具刀打悶，或玩官兵捉強鑫、布袋 33 
裁、家家酒....等遊戲。

118 33 會避免危險，如對火、刀、動物、過馬路、玻瑜碎片 33 
會小心。

241 3是 會拼由五、田個部份構成的拼圈。 3是

295 35 買東西時知道要找錢，但不一定知道要找多少。 36 
304 36 會收集保留東西，例如:郵票、小書籤、火柴金。 36 
184 37 對易破的東西很小心。 37 
293 38 穿上爸爸、媽媽的衣服模仿爸、媽的行為和動作。 45 
307 39 過馬路時，會看兩邊。 45 
309 40 會用錢去買泉西。 52 
113 41 會揮動或弄皺紙張。 53 
87 42 玩務拳類的遊戲(如剪刀、石頭、布)。 58 
290 43 會玩二人以上有規則的桌上遊戲，譬如:玩跳棋、樸克 60 

牌. . . .等。

306 44 知道一些常用或常吃的東西價格。例如乖乖、紙 60 
牌、餅乾…等。



原編 新編

題數 題數

10 
95 2 
232 3 
50 是

175 5 
88 6 
25 ? 
150 8 
234 9 
288 10 
137 11 
177 12 
200 13 
312 14 
259 15 
16 16 
2 17 
96 18 
277 19 
2往往 20 
27 21 

256 22 
20 23 
297 2是

28 25 

66 26 
313 27 
149 28 
5是 29 

264 30 
33 31 

92 32 
:是3 33 

學齡前兒童行為調查手冊

生活島建 (Self Help) 

問題

會自己拿餅乾吃。

會嚼食物。

會成帽子。

會握著湯匙的把手，將湯匙拿起。

會成襪子。

會自己端起杯子喝水。

嘗試自己穿鞋子，但不一定能穿好。

替他穿衣服時，會自動的伸出路臂或腿來。

會自己用湯匙吃東西。

會自己吃飯，不必別人幫忙。

在飯後會自己收拾自己所用碗筷。

會脫鞋子和襪子。

會打開糖呆紙。

用筷子吃東西，吃得很好。

會拉開拉錄，並解開拉鍊頭。

把手洗乾淨並島己擦乾(立在不一定會轉閱水龍頭)。

解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鈕如。

不會把大使解在褲子上。

白天不會大小便在褲子上。

會會己上廁所，不必別人幫忙。

自己倒一杯開水 o

會負己刷牙。

自己洗臉，洗的不很乾淨也算通過。

晚上不會尿床。

自己扣上一個(或一個以上)鈕針。

自己用筷子吃飯，但不一定要吃的很好。

晚上睡醒時會自己上廁所。

不必別人幫忙，能自己穿上長統靴或長兩鞋。

正確地穿上鞋子，不會左右穿反。

會自己梳頭。

自己穿衣服及脫衣服(不包括繫鞋帶和扣上衣背面的街

子)
可以正確地扣襯衫、褲子或外套的釘子。

會自己換睡衣或脫衣服，準備上床睡覺。

發展

年齡
7 
9 
9 
10 
10 
12 
14 
1 是

15 
15 
16 
18 
19 
19 
20 
28 
31 
35 
35 
38 
39 

4。
是1

41 
45/ 
31 
45 
50 
51 
53 
53 
5是

54 
56 



不必有人幫忙尚能自己洗澡。

自己繫鞋帶，繫的不太好也算通過。

用竹筷子把花生或更令的東西夾到嘴裡。



學鹼前兒童行為調查手冊

人際社會攝像 CPersonal society) 
房、編 新編

問題
發展

題數 題數 年齡
155 對其他的孩子有反應，如對別的小孩(或兄弟姊妹)微笑、 4 

哭、側頭注視或打招呼... ...等。

47 2 會接近熟悉的人 6 
99 3 從身邊拿走他的玩具峙，他會抵抗。 9 

303 4 不能隨心所欲峙，會大叫或大哭。 10 
215 5 會與其他的小孩子或兄弟姊妹一起玩。 12 
186 6 會模仿成人的簡單動作。例如:揮手一擊、打洋娃娃屁股、 1是

緊抱或愛撫洋娃娃。

146 7 拿玩具給客人看或玩。 14 
101 8 堅持要自己吃飯或吃其他的東西。 14 
310 9 臨睡前會要求把洋娃娃，玩具熊，毛毯.....，等心愛東西放在 16/ 

床上和他一起暖。 13 
301 10 出去散步時，會跑在媽媽前面，也會注意路上的各種東西。 16 
64 11 被欺負時會設法抵抗或還手。 17 
62 12 堅持自己單獨做一件事，如他會堅持自己幫媽媽擦桌子... .... 17 

等。

166 13 做事時會要求別人幫忙。 18 
102 14 當別人干涉他峙，有時會說『不 4 。 18 
6 15 自己會拒絕別人的命令或指導 18 

91 16 會對其他的孩子(或兄弟姊妹)表示同情，設法幫助他們或 21/ 
安息他們。 23 

19是 17 會責罵玩伴、洋娃娃或小動物。 23 
72 18 幫忙做一品簡單的事。 23 
75 19 和其他小孩(或兄弟姊妹)合作做一件事或進一但東西。 26 

263 20 會說 r 我不會! J 、 f 我不知怎麼做! J 或「你去做! J ... 27 
等的話。

168 21 會幫助別人。 27 
123 22 對較小的孩子做出係護的姿態，如有人要打小妹妹，他會去 29/ 

保護。 32 
255 23 會告狀。 31 
315 24 會找藉口以逃避責罵處罰。 32 
213 25 會取笑或嘲弄別的小孩。 32 
71 26 自動要求別的小孩(或兄弟姊妹)和他一起玩耍或作某些活 32 

動。



34 27 會幫忙把碗筷擺好 32 
253 28 會給其他的小孩子一些指示。 35 
161 29 已有一個要好的玩伴。 35 
292 30 會自己去隔壁或鄰居小朋友家。 36 
254 31 會道歉。例如:當他作錯時，會說對不起。 36 
202 32 會與其他小孩在遊戲中比賽。例如:官兵捉強盜、躲迷藏、 38 

跳房子等。

305 33 能自己過有斑馬線的路。 42 
296 3是 會自己一個人在住所附近溜達。 51 



學齡前兒囊行為調查手冊

一起發展(Gene:ral Development) 
原編 新編

問題
發展年齡

題數 題數 (月份)

52 微笑. 2 
69 2 笑出聲音. 3 
2。在 3 會屑一隻手拿起東西. (說:初生嬰兒拿東西都要用 5 

兩手，不會用一手. ) 

237 是 翻身一一一一一有能力從伏臥翻成仰臥. 5 
151 5 把東西由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 6 
172 6 主任著的時候，會設法移動上身去拿一個較遠的東西. 6 
214 7 從1Cp臥翻身成為伏臥. G 
10 g 會自己拿餅乾吃. 7 
是l 9 當他的一隻手拿往東西，再給他一個時他會用另一隻 7 

手來拿(不會為了要拿第二樣東西而將原來的那樣東

西放下或扔下，改拿這一樣東西)，而成為兩手各拿一

館，

80 10 不必靠著任何東西而能主任著，至少維持五秒鐘以上. ? 
111 11 會用手拉住東西站起來. 9 
229 12 拍手. 10 
2吐2 13 會以揮手表示「擺擺J 或「再見 J 。 11 
88 :是 會自己端起杯子喝水. 12 
193 15 能自己平瓏的站著，不必任何支持. 12 
215 16 會與其他的小核子或兄弟姊妹一起玩. 12 
262 17 站著時能彎腰而不跌倒。例如:彎腰拾起東西。 12 

18 不必扶著東西自己會走路， 13 
2 19 解闖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鈕章。. 13 

86 20 會站著投球， 13 
121 21 以手指出自己要的東西或要去的地方a 13 
227 22 會照著指示拿一個玩具給媽媽或老師. 13 
261 23 會重疊兩塊或兩塊以上的積木造一個塔。 13 
101 2是 堅持要自己吃飯成吃其他的東西. l是

230 25 會用籃子，椅子或其他容器裝東西. 1是

281 26 會聽土椅子、凳子或箱子上去拿高處的東西。 14 
284 27 記得東西放的地方。 l是

61 28 以語言和人打招呼，如"你女子"等. 15 



:是8 29 跑. 15 
169 30 明白"土"和"下"的意思. 15 
203 31 會自己爬上大人的椅子，坐在上面. 15 
23是 32 會自己用湯匙吃東西. 15 
288 33 會會己吃飯，不必別人幫忙。 15 
196 3是 會照著指示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16 
107 35 會屑一隻腳站立，另一隻腳踢由或其他東西. 17 
109 36 看書時，會拿對方向(上下不顛倒). 17 
132 37 會周五個或五個以上的字句. (吉普爸算一個:小核能使 17 

屑的這些字句算起來至少有五個).

278 38 會使用熟悉物件的名稱。如「狗 J 、 f 貓 J 等，但如 17 
稱狗為「式丈〉已走 J '稱貓為「門一玄」則不能通通。

102 39 當別人干涉他時，有時會說"不" 18 
116 40 問他時，至少能指出身體的三個部份，譬如眼睛，鼻子， 18 

嘴巴，手或腳. (成對的部份如一對眼睛，一對耳朵只

能算一個部份. ) 

17是 41 至少會用十個單字. 18 
209 往2 會在麗畫書中，認出一些熟悉的東西，動物， 18 
2哇。 是3 會要求說 r 還要 J 或「再一個 J 0 18 
312 往往 用筷子吃東西，吃得很好。 19 
153 45 會旋轉門柄閉門， 20 
7 在6 會說"謝謝弋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說，但仍算通過. 21 

131 是7 附在別人的耳朵上說情情諾(或作耳語). 21 
164 48 至少能說出身體三個部份的名稱.例如:眼，鼻，嘴，手 21 

或腳.

27是 是9 對簡單的問題能正確地以 γ 是 J 或「不是」回答。 21 
17 50 了解至少三個方向訝的意義.譬如:在... ..."上面， 22 

在..... ....下面，在.... ..."裡函，在..... ...旁邊等等，

是9 51 把他自己的東西稱作刊我的東西"或"我的... ..." 22 
82 52 會說"謗"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說仍算通過. 22 
138 53 認得出在電視上較常看到的東西. 22 
260 5是 會自己上、下樓梯。 22 
279 55 會將兩個(或兩個字以上)字與拼成短句。(誰:必 22 

須是兩個不同義的字;如:我去，你哭，弟弟... ....等。

再見、謝謝只算一個字語。)

282 56 知道玩伴的名字。 22 



72 57 幫忙做一些簡單的事， 23 
:在G 58 會一頁一頁的番智麗畫書，若一翻就兩，三頁不算通過. 23 
53 59 用簡短的句子來表示簡單的想法. (例如想吃糖時會 2是

說:“我要吃糖弋

l思。 60 至少會使用一個代名詞，例如:“我"，"你"，"他" 2是

等.

277 61 白天不會大小便在褲子上。 26/35 
26 62 知道自己是個男接或女孩" 27 
?是 63 會說出某些東西走"重的"或"輕的弋 27 
168 64 會幫助別人. 27 
263 65 會說 r我不會! J 、 r 我不知怎麼做! J 或「你去 27 

做;jJ ......等的話。

283 66 能說出圈畫中人物或動物的動作。例如:小明在吃東 27 
西、小貓在追老鼠... ...等。

289 67 會用言語表示「喜歡J 或 γ 不喜歡斗。 27 
16 68 把手洗乾淨並且擦乾(並不一定會轉問水龍頭). 28 
85 69 會舟"什廢"問問題，譬如:那是什麼? 28 

280 70 會用「那裡」問話。例如 r 要去那裡? J r 媽媽在 28 
那中里? J 0 

96 71 不會把大使解在褲子上， 29/35 
258 72 會在句子中用「你 J 這個字。 29 
269 73 會唱簡單的歌。 29/35 
12 ?是 正確的說出誰是男孩(男生.男的)或女孩. 30 
81 75 問他的名字時，會說出自己的名，但不一定要說出姓 30 

什麼.

3 76 清楚的說出兩個或兩倍以上的字句(“媽媽"算是一偶 31 
字句"告爸們忠算是一個字句)

是 77 會己會踩小三輪車. 31 
255 78 會告狀。 31 
19 79 正確的交出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東西. 32 

171 80 至少純正確地認出一種顏色 32 
176 81 會舟，可長"問話，如何誰來了"等. 32 
317 82 會說出前幾天發生的事，但不包括昨天與一星期前的 32 

事。

125 83 會辨別聲音的大小. 33 
197 84 能正確的使用"快"和"，役"這兩個字. 33 



38 85 會舟"為什麼或"怎麼會"時問題，例如:他閃閃為什麼不 3哇

可以看電視?"... ....等.

239 86 記得過去的事。例如:他會說 f記的我們去動物闋的 34 
時候... ... 0 J 

253 87 會給其他的孩子一些指示。 35 
316 88 會用「什磨時候或多久.....ah 來詢問題，如他會問: 35 

「什麼時候去動物園玩? J 或「還有多久才要到外婆
可﹒

家玩? J ... ...等。

28 89 自己扣上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鈕卸. 36/鈞

79 90 不需模仿別人的動作，島己畫出(或照著樣本畫出)一 36 
f囡囡題.

198 91 會舟"怎麼樣"來問問題. 36 
207 92 知道"相周刊和"不同們的意思. 36 
226 93 會指出兩件東西中哪一件比較大. 36 
295 9是 買東西特知道要找錢，但不一定知道要找多少。 36 
319 95 會用連接詞如「和 J 、「或 J 、「但是 J ... ...等，用 36 

這些字將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173 96 用剪刀從紙的一邊剪到另一邊. 38 
202 97 會與其他小孩在遊戲中比賽，例如:官兵捉強盜，躲 38 

迷藏，跳房子... .....等，

238 98 問他 r 白天是亮亮的，晚上是... ... J 他會回答「黑 38 
黑的 J 或「啼啼的 J 0 

24是 99 會自己上廁所，不必別人幫忙。 38 
266 100 會分辨「長 J r短 J 0 38 
220 101 會正確的說出紅色，綠色，黃色和藍色這四種顏色 是1

300 102 時某些字句的意思是什麼? 41 
5是 103 正確的穿上鞋子，不會在本穿反. 的/53

185 10是 會有韻律的搖擺，舞蹈(踏舞). 43 
133 105 知道一隻乎有幾個指頭， 是在

70 106 畫出旁人看起來忠有些像樣的圈畫. 47/54 
267 107 至少能畫出男人或女人身體的三部份。例如:有頭、 是7/5是

軀幹、手臂、腿、自良、鼻、嘴... ...等等任何三種以上。

35 108 在兒童書本上，用蠟筆麗顏色，通常不會畫出線外 0.5 是8/56

公分以上，

92 109 可以正確的扣襯衫，褲子或外套的扣子. 是8/5是

104 110 用剪刀沿著簡單的線條或麗形剪裁，大致不錯 !!p算通 是8



過.

12是 111 至少畫出一個人的六部份;例如:頭，手，鯽，頭髮，眼 49/58 
磅，鼻子，耳朵及身體~ ... .... .等，各算一個部份.

33 112 告己穿衣服或脫衣服(不包括繫鞋帶和扣上衣背品的 51/5在

多口子).

188 113 會自動或依照樣本畫出方形. 5是

31是 114 正確地寫出自己的名字。 55 
78 115 能畫出有兩種人，物以上的圖畫風例如一棟房子和一 56 

棵樹，一個人和一隻狗， ... . . . .等等.

167 116 知道傘有什麼用， 56 
192 117 能抄寫三個或三個以上簡單的字. 56/58 
136 118 至少會持認且唸出四個注音符號. 57 
114 119 會完整的說出自己住所的街名和門牌號碼. (註:若 60 

因搬家而不會的，只要會說出完整的蓄地址仍算通

過).

290 120 會玩二人以上有規則的桌上遊戲，譬如:玩踐棋、樸 60 
課牌...... ..等。

103 121 至少能聽寫出十個注音符號. 65 
的 122 自己繫鞋帶，繫的不太好告，算通過. 66 
:在 123 端正寫出一到九的阿拉伯數字，中間沒有遺漏才算過 68 

過，但至照不照字序排無所謂.

22 124 能不模仿人自己寫出兩倍(或兩個以上)正確單字，單 68/71 
字圈字，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算，但不包括注音符號或

阿拉伯數字，

235 125 會正確的說明春天過了就是夏天，夏天i過去就是秋 71 
天，以後就是冬天，

268 126 認得並唸出所有的注音符號。 71 
135 127 自己數到一百，中間沒有遺漏. 72 
205 128 會作三個或三個以上不進位(加起不超出十)的加法， 72 

例如:二加二，五加五，一加四... ....等 E

223 129 問他:"~.寄一個蘋果從中間切間，會變成幾塊?"他會回 72 
答兩塊.

29是 130 會騎兩輪的腳踏車。 72 
163 131 眼睛會隨著走動的人轉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