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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觸覺防禦 
(觸覺防禦的本質、對 ADHD和學習的影響、如何訓練改善) 

感覺運動統合訓練師 彭郁婷老師 撰文 
鄭信雄醫師 校閱 

100.06.22 
一、觸覺系統  
觸覺系統是個體在母體內最先發展的感覺系統，也是最基本、影響力最大的感覺系統。

由於觸覺系統和神經系統源自胚胎期的外胚層，兩者合作密切。長大後觸覺牽引著全身的腦

神經整體，不似聽覺或視覺有其特定範圍，因此在個體發展過程中，觸覺系統無時無刻接受

外界觸摸、按壓、冷熱、疼痛以及皮膚上汗毛拂動等刺激，可說是個體探索環境時最重要的

媒介，不但影響情緒的平衡，同時搭配前庭及本體感覺，控制個體動作和認知能力的發展。 

個體對於觸覺刺激的反應能力，可以分為兩種：1.防禦性觸覺；2.識別性觸覺，兩者的反

應能力取得適當的平衡時，觸覺系統得以發揮最佳的效能。 

1. 防禦性觸覺。大腦在自然界億萬年的演進過程中，學會了在面臨危險時，形成一套神經反

應的方式：先引發注意力分散掃描，並準備迎戰或逃離。這是單純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和找

到食物的自然反應，對動物幾億年來能生存，自然很重要。 

2. 識別性觸覺。協助身體精密辨識哪個部位正在被碰觸，所碰觸的物體、形狀、質地、溫度⋯⋯

等訊息，使個體能夠冷靜判斷外在刺激的意義、具危險性或是助益性，進而做出適當的行

為反應，這在人類生存和文明創作上很重要。 

若兩者的反應能力調節失調，個體的中樞神經系統對調節與解讀碰觸皮膚、毛髮的觸覺

刺激就會出現障礙，即所謂觸覺敏感(防禦過當)或觸覺遲鈍。 

二、觸覺防禦 
觸覺防禦孩童的基本問題在於感覺防禦太過當：身體五官的眼晴視覺、耳朵聽覺、嘴吧

講話和吃食物、和手腳肌膚活動跟書寫的感覺太過敏銳又不靈巧，主要是大腦中樞神經前額

葉的抑制和調節功能有困難和失常(Disinhibition)。腦神經系統因防禦性觸覺過度敏銳，隨時

處於警覺和緊張的狀態，導致全身感覺都過度敏銳，因此最明顯的是對於輕微或正常人能接

受的有形或無形的碰觸感到不舒服，而在情緒和行為上容易出現強烈的防禦性憎惡，帶來逃

避或立刻回擊的反應。 

〈對生活層面的影響〉 

觸覺防禦會反應在各個感官層面，除了皮膚，眼睛、上下嘴唇、鼻子嗅覺，及舌尖味蕾

等感官也常常會有過度敏感和不靈敏的現象，例如孩童可能對光、聲音、或某些嚼感的食物

敏感，形成小小年紀出門都要帶太陽眼鏡、常用手摀耳、挑食、偏食等現象。 



2 

生活上，孩童會逃避或特別偏愛碰觸某些特定質感的物品，例如避免穿粗糙質料的衣服，

對於衣服的標籤、鬆緊帶及車邊特別敏感，或相反地偏愛某特定款式質料的衣服。此外，孩

童會拒絕某些一般日常的生活自理或家長協助處理的動作，例如洗頭、洗澡、剪指甲、剪頭

髮；對於可能弄髒身體的繪畫顏料也會加以排斥，例如：指畫、漿糊或黏土。 

矛盾的是，我們又會看到這些孩童常到處碰觸不停，或喜歡摟抱、捱靠在親人及玩偶身

上，這是由於他們需要額外重觸重壓之觸覺刺激以獲得愉快的感覺，也許有安撫平時接受輕

觸所產生的不安感，更可能是自我尋求平靜及促進識別性觸覺發展的方法，但效果不大。因

此我們可瞭解，觸覺和五官運作上的通則－過度和不足都是有問題或失常，只在觸覺和感覺

上可有可無、個性上適當伸縮性或可調節性的情況下，才是正常或最適宜生存。此外，這些

動作容易讓旁人覺得不合時宜或不雅觀，以為是孩童故意的，是爸媽教養錯誤或過度寵溺。

其實這是觸覺防禦嚴重的孩童，不由自主產生的結果。他們需要被了解和接納，責備會增加

師長和孩童間相處不良和信任上的惡性循環，經適當善意的半忽視和教導接納自己的過度敏

感和安排調解講道歉的話，經適當期間改善敏感的訓練而獲得改進。 

〈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由於觸覺防禦的孩童只能由他們做主動觸碰，而不能是被碰觸的一方，因此在面對排隊、

坐車或遊戲等可能發生非預期有形或無形碰觸的情境時，他們會感到很大的壓力，時時擔心

「別人會不會碰到我、打我而使我難堪」。他們可能會抱怨：「他一直在旁邊弄我」、「他

一直靠我很近」，或「我不想和他坐在一起」。觀察後會發現─孩童排隊時總是歪到隊伍外

面，或是當別人僅是想幫他撣去衣服上的灰塵，他卻認為別人要打自己而未等到別人的手碰

到時，就先出手打對方。這些對於有形或無形的碰觸，所引起情緒上的煩躁不安，迫使孩童

立即採取戰或跑的反應，「戰」是我們看到孩童採取防禦性的罵人、打人或推人的動作；「跑」

是孩童會躲開預期中的碰觸，或與人有碰觸的機會。 

另外，觸覺防禦的孩童會避免被摸臉或擁抱、排隊時會與人保持較長的距離、天熱時仍

穿著長袖衣服，或吃東西時動作很小心翼翼。這類孩童會給予他人似乎很拘謹、有禮貌的印

象，其實這些都是源於他們對於一般無害的碰觸過於敏感，而期望減少與人事物的碰觸所致，

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觸覺防禦的孩童常喜歡獨自一個人玩，學習時則需要較寬敞的個人空

間；年齡較大的學童或學生通常坐在教室的角落，或在人群中都站在邊緣，與他人交換意見

和討論學習都有困難。 

此外，有些觸覺防禦的敏感孩童常也伴隨身手不靈巧的現象（運用障礙），這是防禦性

觸覺和識別性觸覺的不平衡，常常導致遊戲時缺乏同理心和細膩接近，或破壞遊戲常規；與

同學玩不起來，難以融入群體，發展良好的人際關係，予人此孩童個性暴躁、孤僻、愛搞破

壞及不合群等印象。真正的問題是身體五官上有過度敏感和不靈巧的現象，不是故意如此或

不合作，可透過適當的感覺運動統合訓練而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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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層面的影響〉 

腦神經中樞神經依心智注意的重點，把眾多感覺做輕重緩急的處理，是個體對專注於認

知學習和執行綜合判斷很重要的程序。孩童若身體學習五官系統調節失常，易因各感官過度

敏感抑制調節不下來，而導致上課好動、分心、衝動和沒有安全感。 

1. 好動、衝動、分心和學校恐懼症 

學校老師和家長大多數所看到學生適應欠佳的行為和情緒，跟觸覺敏感（防禦）和一部

份帶有五官不靈巧的行為結果，有很大的相關。這些孩童常有下列情況：好動、衝動（講話

不停、口語暴力和動手動腳）和嚴重分心（玩手、玩鉛筆、眼睛飄瞄不定），眼手協調不良

的粗心、抄寫跳行跳字，不聽話或寫功課時間很長。這些欠佳行為或現象的背後來源，是這

些孩童藉活動身體來產生腦內嗎啡（Endomorphine）來獲得愉悅感，也是在不知不覺中藉由

活動對內耳平衡三對半規管的刺激、抑制和調節，來協助增強在大腦前額葉的五官身體形象

和管理情緒（衝動、暴躁、激怒、易哭）和專注力腦神經通路的不足。這個原理和部位，也

是觸覺防禦的原理和訓練改善的原則。只是在上課中，這些不由自主的好動、分心和衝動等

行為，容易讓老師和同學感到憎惡或不喜歡，常被認為學童是故意搗蛋或不合作；加上課堂

內活動量有限，產生的改善調整微乎其微，因此如何進行有效的訓練成為重要課題。臨床上

要達到有效的改善，除了需要老師的接納和包容外，運用課前課後、或課間的休息時間，給

與大量的跑跳活動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透過老師和家長協調幫助，避免被貼標籤，找幾個愛

心小朋友的瞭解跟善意陪伴和私下受奬下，一起打球、跑操場數圈到出汗等，持之有恆，對

整個學期的情緒行為和每一節上課的穩定專注，都很有幫助。 

此外，觸覺防禦的孩童喜歡固著於熟悉的環境中，對於外界的新刺激適應力差，不喜歡

接觸新的事物，容易給人個性固執、不配合或難相處的印象。他們可能會因為重新編班、換

老師或不滿意分組結果，而有害怕、拒絕上學的情況。永春文教基金會曾對五所國小全校學

童和全省幼稚園進行抽樣常模，分別做統計分析研究，發現患有拒學症或學校恐懼症的學童

同時有感覺生理上的過度敏感（觸覺防禦）和笨手笨腳不靈巧（運用障礙）現象。分離焦慮

是孩童敏感的表現或解釋的表面現象；雖然減敏的行為治療，對一部份拒學症學童也有幫

助，但若沒有改善基本生理上的過度敏感和不靈巧時，未來進入社會後，在克服生理壓力上

仍會有很大的困難。對觸覺防禦或感覺生理過度敏感和笨拙小孩，可從感統訓練做基本治療

改善。 

2. 大腦中身體形象不精緻或身體概念不良、動作計畫能力不良(運用障礙) 

如常常受傷但不自知、知道被摸但不知道被摸何處、無法單靠觸覺分辨事物，或常不知

道自己遺失東西，進而影響做事的效率，也就是缺乏精確區辨能力，及模糊的身體形象，讓

觸覺防禦的孩童同時也存有部分識別性觸覺遲鈍的現象，使原本較易於觸類旁通的潛能，受

限於生理上手眼協調或口語上的不靈巧，而無法充份發揮。 



4 

不靈巧學童的腦中身體形象不精緻，手眼協調能力弱，常摔跤且自助能力差，要想像、

組織及操作出一連串的身體動作有困難（如學騎腳踏車，或抄黑板寫功課）、精細動作控制

不佳而影響進食、穿衣、寫字等功能，而顯得其做事容易拖拉且笨手笨腳，整體學習能力也

比同儕慢。做功課和交作業，或聽懂和執行師長們的交待，有嚴重的困難。在高中或大學時

期，以及進入社會就業後，由於動作計畫和組織能力差，常常只能做低階工作，更談不上需

要細膩地實驗和寫報告、撰寫企劃書、獲得升遷的機會，故常因無所發揮而有懷才不遇之嘆。 

〈對情緒、衝動及自我概念的影響〉 

一般人會因順向毛髮輕觸或重觸按摩而穩定情緒，當觸覺過於敏感就可能產生情緒障

礙。嬰兒出生後，觸覺刺激是穩定其情緒的最主要來源。依據哈洛(1959)利用猴子做的研究，

出生6-12小時的小猴子與母猴分開後，同時提供小猴子兩隻「代理母猴」：一隻是由鐵絲做

的，身上有奶瓶可哺乳；另一隻是絨布做的，沒有餵食功能。研究結果發現：當小猴子肚子

餓的時候，會去找「鐵絲媽媽」，但是只要肚子不餓，多半會挨在「絨布媽媽」的懷抱裡；

如果讓小猴子單獨和「鐵絲媽媽」或「絨布媽媽」生活，則發現與絨布媽媽生活的小猴子較

有安全感，能較主動去探索環境，也比較不會依戀媽媽；而跟鐵絲媽媽生活的小猴子在情緒

上，明顯出現暴力、不安、易怒的行為。此研究顯示擁抱、愛撫等觸覺刺激可以幫助個體發

展大腦的情緒穩定功能。 

觸覺防禦的孩童在情緒上容易多愁善感、情緒起伏大，一旦情緒過度興奮，或莫名地感

到憤怒，便很難讓情緒緩和下來，父母親常需要提供特別多的安撫以穩定其情緒。若遇到嚴

格、不會鼓勵的家長，孩童常因受到師長責駡跟同學嘲笑，無處獲得安慰而導致自尊心和自

信心都發展低落。有時看到觸覺防禦的孩童藉由咬自己的衣服、咬指甲，咬鉛筆尋求口腔刺

激，就是藉此咀嚼力量，欲得到安定、滿足的作用。 

在學校環境中，對一些情緒衝動或口頭暴力的學童，由於他們很難改過來或一再觸犯，

問題最難解決。這是美國精神科醫學會有關精神科診斷和統計手冊上，屬於注意力不足好動

症候群(ADHD)。這症候群中包括好動、衝動和分心；「好動」會隨年齡的增長而改善，但衝

動和分心則改善不多，會以遮蓋和變形的方式表現，導致學校功課、婚姻和職場就業難有成

就。 

三、觸覺防禦的成因 
1. 可能成因： 

(1)體質遺傳； 

(2)胎兒在過多的羊水保護中難有機會與胎盤內壁接觸，缺少觸覺刺激； 

(3)胎兒出生前後發生缺氧的情況，導致觸覺神經核受到傷害； 

(4)剖腹生產之胎兒沒有經歷子宮的收縮和產道的擠壓，缺乏最原始的觸覺和本體覺的學

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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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母乳餵養或出生後缺乏摟抱、輕拍； 

(6)過度保護，不讓幼兒四處爬行、跑跳、碰摸，加上電視與遊戲機成為主要玩具，大幅

度減少各種感覺刺激輸入機會，使孩童錯過觸覺探索的黃金期，也因此影響其發展視

知覺及三度空間的概念。 

2. 生理基礎：神經系統上的失常。觸覺防禦的孩童很少被剝奪觸覺發展所需要的碰觸和擁

抱，但他們確實在壓抑和調整觸覺活動的神經機能有缺陷，以至於對外界的觸覺刺激之

辨識能力不足，防禦性觸覺又太多。 

四、如何治療觸覺防禦的孩童？生理方面依其重要性分述如下： 

1. 實施大量「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 

地球上動植物的成長和演化，都受到地心引力的右左。人類從胎兒、幼兒、學童到成

人的讀書和文明發展，跟低等動物發展到高等動物的發展過程一樣，都受到地心引力的強

烈主導和影響。我們內耳前庭平衡器官的三對半規管，加上楕圓囊和球狀囊，是讓人類身

體中適應地心引力和反抗地心引力的主角。讓人類胎兒從腦幹發展到小腦半球、再進展到

大腦半球和厚厚的大腦皮質，從幼兒翻身到爬行、學走路到跑跳，進步到讀書寫字的專注

和靈巧來創造文明，都是受到前庭平衡器官主導成功反抗地心引力的成果。這中間如果有

腦神經發展上稍許延遅或不盡恰當，都會造成好動、衝動、分心、讀書寫字跟學習上的困

難，情緒上的障礙，和大腦皮質聰明發揮在讀書和長大就業上的失常。我們訓練改善有這

些困難或適應欠佳的學童，就從補充前庭平衡器官發展管控不盡恰當的腦神經前額葉、即

理性情緒大腦皮質上神經通路的不足，和身體形象的不精緻方向著手。這是學童行為上過

度敏感和協調不靈巧的原因所在。在腦神經系統上，前庭平衡器官掌理眼晴視覺、耳朵聴

覺、嘴吧講話、手腳身軀上肌肉和全身皮質觸覺上，所有的方向感、力道感、和輕重感；

而本體感受器官（筋肉關節動覺）可以刺激、抑制和調節前庭平衡器官的影響力，改善大

腦前額葉理性統合的神經通路和達到大腦身體形象精緻。我們利用手腳和頸背感覺和運動

的本體感受器之統合活動，改善大腦中的神經通路和有精緻身形象，達到改善敏感情緒和

協調不靈巧，來發揮聰明才智。 
實際協助觸覺防禦的孩童時，引導他們重新經歷嬰幼兒期四到八個月時的「俯臥伸張」

或爬與匍匐姿勢。這個姿勢是低等動物發展到高等動物的重要生存條件，如青蛙、蜥蜴、

蛇、魚等動物，都是透過這種姿勢維持專注、找到食物且避免被敵人吃掉，這是動物生存

幾億年的道理。孩童重新經歷強力收縮頸背肌肉的俯臥伸張姿勢，能提供內耳前庭系統較

強烈刺激、抑制、和調節三對半規管平衡系統對身體所有器官的方向感、力道感和輕重感，

以產生大腦中精緻的身體形象和皮膚觸覺的不過度敏感。 

同時透過「俯臥伸張」姿勢，刺激前庭平衡系統穩定大腦前額葉視覺神經平順閱讀和

抄寫不跳行不跳字、改善分心增進專注力，及眼手和身軀協調靈巧度，進而發展大腦高度

組織執行能力及良好的情緒管理，是奠定學業、事業成就和擁有良好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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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鄭信雄醫師和葉子成醫師等人(1996)在台北榮總的研究，好動分心的孩童透過三個月

「俯臥伸張」姿勢的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在功能性磁振造影誘發性血氧濃度圖 (fMRI 

BOLD TEST) 的結果中，顯示前額皮質區、內額葉、扣帶迴和尾狀核，皆出現高血氧濃度，

接近正常的孩童，代表大腦前額葉理性大腦神經通路的永久改善。和好動衝動分心或其它

適應欠佳孩童在此區神經通路的蒼白缺欠，統計上達到有義意的差別。此結果代表密集式

感覺運動統合訓練能提升孩童前額葉「識別性觸覺」的區辨能力，增加專注，手眼協調的

靈巧和動作執行，同時抑制原始低層次保護性「防禦性觸覺」的過度敏感，協助孩童能更

正確分辨外來訊息，進而做出符合時宜的理性行為反應。這項運動是孩童好動、衝動和分

心和其背後的觸覺防禦的改善訓練，是最快最強有力的方法。 

2. 提供大量觸覺刺激 

(1) 用充氣式的大龍球或捲起的棉被對全身皮膚做深部觸壓，有抑制神經興奮的效果，感

覺上很舒服，代表對大腦的統合或重新組合良好。 

(2) 用不同材質的纖物幫幼童做全身按摩或刷身體，範圍為背部、腕部、頭皮、顏面部、

口腔周圍、四肢等部位的皮膚，避免頸部到臀部之間的部位。 

(3) 透過擁抱、按摩或適度擺盪，刺激大腦感受。 

(4) 以遊戲方式進行大量的觸覺刺激。例如：玩水、玩泥土、抓癢、塗顏料，或以吹風機、

吸塵器對皮膚做適度刺激。 

(5) 提供有阻力性的活動。例如：「捍麵」遊戲、讓孩童從球池或裹緊的棉被中（不包含頭

部）掙脫出來。另設計需要用力或出力的手部功能活動，如剪有厚度的紙、擦大範圍

的黑板、做橡皮擦擦拭的動作，也可以穿著加重的背心進行活動。 

(6) 訓練觸覺區別能力。矇上孩童的眼睛，讓兒童用手腳觸摸物品並說出物品的名字。 

3. 多與大自然接觸。訓練原則為肢體動作較多的室外遊戲，時間：30分鐘以上 

(1) 家中：滑板、前後側翻滾、搖呼啦圈。 

(2) 學校、公園：頭朝下俯臥溜滑梯、盪鞦韆、翹翹板、旋轉、攀爬、騎車、踢球、滾桶、

吊單槓、玩沙、草坪上裸足跑跳。 

(3) 遊樂場所：雲霄飛車、咖啡杯、健行、登山、旅遊。 

五、如何面對觸覺防禦的孩童？心理方面分述數點如下： 

1. 覺察父母的教養方式 

相較於一般孩童，父母的教養態度對於觸覺防禦的孩童影響更大。觸覺防禦孩童的父

母尤需檢視：自己的防禦性觸覺是否也過於旺盛？是否常與他人比較，面對挫折時常不想

替這個難養的孩童負責？或常重複上一代對自己的責備：「你看你又⋯」、「你就不能⋯？」、

「你這樣別人會怎麼看你！」。觸覺防禦孩童容易受到父母的情緒影響，如果父母能正面

看待自己的敏感，孩童將可以從父母處得到自信，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反之，父母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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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接納自己的敏感，孩童也會間接受到影響而不喜歡自己。因此父母必須設法保持冷靜、

溫和及樂觀，如此才能穩定孩童的情緒，且減低生理上的壓力反應。 

敏感的父／母一方常會扮演主要教養孩童、決策者或保護者的角色，讓另一方覺得無

法插手。對此情形應鼓勵父母雙方皆能參與孩童的教養引導，讓不那麼敏感的父／母，提

供教導冒險、熱誠等特質學習。而若父／母任何一方的焦慮程度大於本身所能承受之範圍

時，也應尋求醫療專業之協助。 

2. 減敏，逐步改善 

以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治療觸覺防禦孩童不像打針吃藥，可以立即見效，需要有

足夠的時間及耐心，搭配師長及父母的觀察及回饋，成效才會逐漸顯現。期間父母佐以漸

進的方式的陪伴孩童，例如怕草的孩童，先在生活中常看到少量的草、葉，逐步縮短跟草

地的距離，再短時間帶到草地上（最好有同儕）。而不是一昧鼓吹要求什麼都要碰，或把孩

童脫了鞋襪硬帶到草坪上。當孩童出現緊張、有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現象時，教導孩童

做深呼吸緩解這些交感神經的作用。 

3. 讓孩童自己來 

父母要改變「我做得比你好／比你快」的想法，讓孩童知道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自

己想辦法，也不要擔心孩童做不好的話會添麻煩。另外，觸覺防禦的症狀有部份是遺傳自

父母，故爸媽們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在孩童還沒有嘗試前，就在旁邊大叫「不准跑，小心摔

跤！」、「不要玩沙子，把衣服弄髒了！」，以避免孩童只要想要做什麼事時，就想起了

「不許」與「不要」。因此鼓勵孩童嘗試新事物，是父母的重要工作，時時觀察及把握孩

童好奇心出現的時機，並適時激發好勝心讓其自己動手做，父母輔以協助即可。 

4. 如何吸引孩童的注意力？ 

對於觸覺防禦的孩童容易衝動、分心，等現象，可給予觸覺刺激以拉回其注意力。例

如摸頭、拍拍肩牓，或邊拍手邊提醒孩童要注意的事項。有些孩童眼神會飄渺不定，父母

可以先扶著孩童的頭，溫和地要求：「看著我」，並經常提問：「我剛才說什麼？」請其

覆述一遍，再逐步減少動作方面的提醒，從兩隻手、一隻手摸著頭，再到扶著肩、僅是拉

著手，拉衣服，直到無需身體接觸，孩童就能專注地和大人說話。 

5. 尊重孩童的不同，取得信任，並建立其自信心 

父母需要釐清對孩子的期望，親子間多討論，父母可將觀察到的進步回饋給孩子，並

給予鼓勵。此外，細心的觀察並找到孩童的優勢學習管道，協助孩童逐漸往擅長的才能去

發揮，建立解決問題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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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如何面對情緒失控的孩童？ 
1. 重重的擁抱。提供重觸重壓的實在的觸碰，避免輕拍，可以幫助一個人安定。 

2. 避開「人多吵雜」的環境。利用忽視或隔離的方式，減少刺激，也削弱孩童在大庭廣眾下

哭鬧的行為。對較小的孩童可以使用搔癢引起發笑、帶到外面走一走、吃點東西轉移注意

力，再協助孩童在情緒穩定時將規矩內化。 

3. 檢視自己，避免嘮叨與嘲諷漫罵。提供簡單和明確的指令，可以協助孩童安定，並逐步執

行父母或師長的要求。責罵只會讓當下的情況更難堪，並讓孩童降低自信與自尊，尤其避

免用愛來威脅孩童：「你再這樣，爸爸/媽媽就不愛你了…」。在孩童進步之前，大人需

先穩定自己的情緒，並在觀念及行為上做調整，大人先進步才能引領孩童的進步。 

4. 寬容看待孩童的困難。情緒不安有兩種情形，一種是感冒、火氣大所致，讓孩童吃飽、喝

足、睡夠，或尋求醫師的治療，很快就可以改善。另一種是從小長期情緒上的不安定，緣

於感覺過分敏銳或笨拙所致，積極接受感覺運動訓練會逐漸改善。如能瞭解和接納孩童「生

理上有困難，而不是心理上的作對」，當孩童有契合環境的表現、良好的行為或控制住情

緒的情境時，給予即時且具體的讚美，就能促進情緒穩定。 

5. 維持前後一致但有點伸縮性的態度。無法預料的處罰會讓觸覺防禦的孩童更焦慮，保持安

靜、堅定、前後一致的態度，是改善孩童以哭鬧當作討價還價的工具情況的必要措施。 

永春從訓練治療感覺運動統合失常學童30年的經驗指出，觸覺防禦即多重感官在腦神

經生理過度敏感和抑制困難，產生好動、衝動、和分心的現象。改善孩童前額葉理性大腦

抑制力的神經通道，而產生專注和靈巧（手眼協調動作和情緒控制更具伸縮性）的訓練，

同步改善衝動和分心的問題。 

每次診斷和訓練孩童當中，我們也會瞭解和診斷家長的配合度，及在家中帶動孩童做

運動的能力。臨床上會一再看到很嘮叨、每次駡孩童的不對、被小孩吃定不配合的媽媽；

也有平時不太理會，但當孩童有困難或不高興就打駡的爸爸。這些都代表笨手笨腳的家長，

不會運用稱讚或其它策略（如延遲滿足策略中的週末奬賞）來帶動孩子。這些現象都指出

孩童的敏感或不靈巧，遺傳來自父母，只是表現的方式和輕重不一樣。家長需學會抑制自

己的衝動，若想一再糾正孩童的舉止，則容易因不專注和不靈巧的孩童做不到，而陷入互

相討厭的惡性循環。最好的方法是家長走開，讓雙方冷靜下來。一小時後或第二天，家長

有了接納和體諒孩童的困難的心態後，以有效教育的角度及和平體諒的口氣，用暗示、提

醒、催眠的口語，告知運動讓孩童衝動話或分心的減少，家長很高興，表達家長態度的改

變。孩童會很敏感感受到家長的改變，而積極幫助自己。 

家長如能透過「密集式感覺運動統合訓練」協助孩子改善其生理上的困難，同步體察

及調整自己的教養策略，接納並包容孩子的改變，相信很快地會達到「親子雙贏」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