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人都知道，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當兒童在

6歲前出現疑似發展遲緩跡象，早期療育的介入

便刻不容緩。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在 2020年，

約 2萬 6千多名發展遲緩兒童經通報、評估後接

受早期療育服務，其中多數為 6歲以下幼兒，這

些孩子的生命也因此獲得了翻轉。

哇
⋯」在客廳中，不到 5歲的張小妹爆出洪

亮的哭聲，她與家人住在偏鄉地區，照顧

她的阿嬤原本正忙著家務，此時只好趕緊放下

手邊的工作來安撫她，不過張小妹因為發展遲

緩，語言表達能力欠佳，當阿嬤誤解她的意思，

她哭得更加激烈，而阿嬤平常需要賺錢貼補家

用，還得照顧張小妹，常是蠟燭兩頭燒，遇到上

述情況，更是束手無策。

衛生所的一場聊天 改變她的生命

直到有一次，阿嬤帶著張小妹到當地衛生所注

射疫苗，遇到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簡

稱早療協會）社工黃凱甄，事情才有了轉機。當

時，黃凱甄向阿嬤瞭解張小妹的狀況，發現張

小妹疑似有發展遲緩現象，便鼓勵衛生所護理

師進行通報，經通報後，黃凱甄與早療團隊便

開始為張小妹安排評估、到宅療育等服務，之

後更進一步安排與竹山秀傳醫院外展醫師進行

諮詢，並完成發展評估，以銜接竹山秀傳醫院

的復健療育課程。

當時，早療協會安排教保老師與社工每週一次

至張小妹家進行到宅服務，此後，張小妹在語

言表達與各項生活能力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

像過去需要阿嬤餵飯，現在已可以自己拿湯匙

吃飯，或者過去不喜歡穿拖鞋，目前她也不再

排斥。此外，張小妹以前動輒用哭泣表達不滿

的情況也明顯改善，對於張小妹的轉變，阿嬤

十分欣慰。

在早療協會專業團隊的幫助下，張小妹在 2020

年 6月進入當地國小學前特教班就讀，同年 9

月，早療協會連結小種籽圓夢獎學金，協助她

孩子，我會陪你慢慢長大孩子，我會陪你慢慢長大
－－遲緩兒早療資源介紹遲緩兒早療資源介紹

「

文字撰寫／蘇湘雲

受訪對象／馬偕兒童醫院兒童神經科主治醫師暨早期療育評估中心主任 陳慧如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社工 黃凱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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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就學，現在張小妹的發展能力與同齡者的

差距正逐步縮短。

到宅療育與社區療育服務  
觸角無遠弗屆

黃凱甄長期服務偏鄉、山地地區的早療家庭，

她說，當地不少家庭為經濟弱勢，因為家人忙

於生計，無暇觀察小孩的發展狀況，因此容易忽

視孩子發展遲緩的現象，加上有些區域交通不

便、就醫路途遙遠，距離最近的醫療院所甚至需

要開車一、兩小時才能到達，在多重因素的影響

下，發展遲緩兒童的評估與早療服務可能受到

延誤，因此，儘早幫助這些遲緩兒家庭獲得相關

資源的協助，便成為當務之急。

對於偏鄉、山地地區的發展遲緩兒童，到宅療育

與社區療育服務就好像一串串鑰匙，為他們開

啟了學習的大門。黃凱甄指出，到宅療育與社區

療育服務讓早療服務更具便利性與可及性，以

到宅療育服務為例，這項服務不僅可以節省發

展遲緩兒童往返醫院的時間，孩子也可以在家

中練習，學習效果事半功倍。

當早療專業團隊進入發展遲緩兒童家中，除了

可以直接觀察居家生活環境與家庭成員間的互

動情形，更可以提供家長親職技巧示範，讓家長

藉由模仿與學習，進一步增進親子互動。不僅如

此，早療專業團隊還可針對發展遲緩兒童家庭

的需求提出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並與發展遲

緩兒童的家人及照顧者建立友好夥伴關係，同

時以專業態度陪伴與支持發展遲緩兒童家庭。

談到社區療育服務，黃凱甄說，早療協會團隊

會向偏鄉、山地的部落衛生所室、村辦公室或村

里民集會所等租借場地，暫時做為社區療育服

務據點，在展開服務之前，早療團隊會與當地村

里長合作，鼓勵家長帶著孩子接受評估與早療

服務，同時，早療團隊也會積極向發展遲緩兒童

的家長表達善意，並提供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

當家長願意信任早療團隊，發展遲緩兒童才有

機會獲得所需資源。

孩子發展異狀 如何盡早察覺？

根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簡稱社家署）所建置

的「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資

訊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

第 9條定義，發展遲緩兒童是指「在認知發展、

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

生活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

發展異常情形，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

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未滿 6歲兒童」。

家長、照顧者或許會疑惑，如何知道孩子有沒

有發展遲緩的問題？馬偕兒童醫院兒童神經科

了解更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

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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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參考新版兒童健康手冊中「兒童發展連續

圖」及「發展警訊題」掌握孩童發展狀況。

健康署新版兒童健康手冊亮相，以紅字提醒兒童

發展警訊，陪伴兒童成長。

主治醫師暨早期療育評估中心主任陳慧如建

議，孩子出生後，家長與照顧者可以參考衛福

部國民健康署（簡稱健康署）出版的「兒童健康

手冊」。「兒童健康手冊」不僅印有「兒童發展

連續圖」可供參考，在 2020年最新發行的版本

中，更增列多項「發展警訊題」指標，並以紅字

標記提醒家長哪些是兒童發展警訊，讓家長可

以提高警覺。

舉例來說，像寶寶在 4-5個月大的時候「俯臥

時，會用兩隻前臂支撐將頭抬高至 90度嗎？」

或者「面對面時能持續注視人臉，表現出對人的

興趣嗎？」等發展警訊題，都是觀察重點，當家

長發現寶寶超過 5個月大還做不到上述動作，

建議儘快帶孩子尋求專業評估，以把握早期療

育黃金期。此外，家長除了可以參考健康署所發

行的「兒童健康手冊」，也可主動前往下載各地

方政府提供的學齡前兒童發展檢核表，按發展

檢核表項目觀察自家寶寶的發展狀況。

陳慧如分析，嬰幼兒發展分為粗動作、精細動

作、認知、語言與情緒行為等五大面向，雖然現

在的早療資源多針對未滿六歲的兒童，但「三歲

前是腦部發育黃金期」，對於發展遲緩的兒童來

說，越早接受評估與早期療育，越為有利。像門

診中曾遇到家長帶著四歲孩子接受評估，結果

發現，孩子是全面性的發展遲緩，連一個句子都

無法完整陳述，此時已錯過語言發展黃金期，若

想追上同齡者，過程會較為辛苦，所幸經過密集

早療課程的訓練，加上家長的耐心引導與陪伴，

孩子發展遲緩的狀況大為改善，慢慢追上同齡

標準，但孩子若能更及早接受早期療育的介入，

孩子的進步將會更為顯著。

兒童發展評估 是首要之務

一旦發現孩子疑似發展遲緩，讓孩子接受專業

評估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截至 2021年 1月 18

日，健康署已補助 52家醫療機構設置「兒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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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對話方式的親子共讀，可提升孩童的專注力

及語言發展能力。

展聯合評估中心」。陳慧如解釋，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中心不只提供評估服務，更重要的是評估

孩子發展遲緩的可能病因，如此才能提供正確

的早期療育方向。評估後，醫療人員會將評估

結果彙整成「兒童評估綜合報告書」，再根據評

估結果建議早期療育復健治療等計畫。

不只如此，評估中心人員也會根據遲緩兒需求

進行教育、社政資源的整合，像小孩需要哪些幼

兒園資源、心理輔導老師是否需要到校提供協

助，或小學特教資源的銜接、社工對於家庭照

顧狀況的評估等，也都是服務重點項目，藉由全

方位的資源整合，遲緩兒才能真正得到幫助。

事實上，兒童出現發展遲緩現象，背後可分為

先天、後天與疾病因素。陳慧如在診間看到不

少發展遲緩的孩子是後天因素造成。她表示，

不少發展遲緩的孩子是環境刺激不足或引導方

式不正確所導致。比方說，有些照顧者讓小孩

長時間觀看手機、平板等 3C影音，此時孩子只

是盯著螢幕看，不會有互動，也不需要講話，因

此雖然聽得懂影音內容，但口語表達能力卻十

分薄弱，這種便屬於後天性的語言發展遲緩，

必須要加強親子互動、環境刺激與口語互動訓

練，小孩才能恢復正常語言能力，若家長常陪

伴孩子讀書或閱讀繪本，並運用對話方式進行

親子共讀，小孩的語言發展能力就會明顯進步。

疑似發展遲緩 要把握早療契機！

「孩子的生長只有一次，錯過實在很可惜！」黃

凱甄指出，有些家長以為小孩發展遲緩，或者

不會講話，長大後就會自行好轉，實際上，這樣

的錯誤迷思會延誤早期療育契機，希望家長可

以把握機會、善用資源，並多花時間陪伴孩子

學習，讓每位遲緩兒都能在正向鼓勵的環境下

逐步前進。

陳慧如也認為，遲緩兒很需要早療資源的協

助，根據臨床觀察，不少遲緩兒在接受早療介

入之後，進步幅度很大，他們的能力發展甚至

迎頭趕上同齡孩童，當遲緩兒得到足夠的資

源、刺激與支持，生命就能產生更多的契機與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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