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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1/19(二)將辦理本學期之親職教育講座（主題：身心障礙學生之口腔衛生保

健）及高三應屆畢業生之轉銜座談，近期內會再發通知單，請各位家長務必參加。 

 

親職教育 

正向支持取向的情緒行為問題處理       行為輔導員張文嬿 

一、面對情緒行為所造成的問題 

 人都有行為，但行為不都會產生問題! 

  有些行為讓生活美好，有些行為卻會對自己或他人產生干擾，甚至發生嚴重的

問題。阿明，併有中度智障，是一個喜歡和人互動聊天的年輕人， 在機構裡他會

主動和每位認識或不認識的人打招呼聊天，剛開始大家覺得他很有禮貌，只是好景

不常，阿明每天不斷重覆打招呼的行為和一成不變的話題，成為大家的困擾，同時

也成為他無法順利外出就業的阻礙。 

 早年這門幫助的科學稱為「行為改變技術」，行為處理的工作人員想盡辦法改

變不適當的行為，會想盡辦法減少甚至消弭前述阿明的行為；然而，隨著對於情緒

行為的了解和理念的進步，現今稱為「正向支持取向的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

焦點不再是消滅行為本身，而是行為所衍生的問題，工作人員會利用多元且符合阿

明需求的策略來解決問題，一方面使用策略提醒阿明已經打過招呼了，另一方面安

排與阿明約會聊天的時間，滿足阿明與人互動的需求，同時培養阿明翻閱雜誌的個

人休閒習慣，增加與阿明約會聊天時的話題，再者，請阿明擔任機構的歡迎大使，

一旦有訪客時，由他負責接待招呼的工作。如此一來，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乃站在

同一陣線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困難。 

二、找出情緒行為問題的原因與可能功能 

 有些情緒行為問題其產生的原因與可能的功能不如阿明清楚，有些甚至錯綜複

雜一時難以釐清，需要跨專業團隊和其親人共同探討，設法找到行為的原因；此外，

更需分析出行為可能的功能，換句話說，就是儘可能揣測出服務對象藉由行為想要

達到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他人的關注? 逃避該做的事情? 獲得感官上的刺激?還是

得到想要的東西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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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分析標的行為的觀察記錄，同時使用行為動機評量推測阿明打招呼聊

天的可能功能，原來阿明這些行為是為了和人在一起，獲得關注與人際互動。 

  找到阿明行為可能的功能，工作人員針對服務對象透過不適當行為所想得到

的，安排由適當管道(約會聊天、歡迎大使)來滿足，同時透過良好行為 ( 培養翻

閱雜誌的個人休聞 ) 的建立打發個人無聊的時間，更一舉兩得增加聊天的話題，

改善話題的單調性。 

三、運用正向支持取向的處理策略 

  行為問題處理的策略若根據介入的時間點來區分，可以分為「標的行為(不適

當行為)發生前的策略」、「標的行為發生中的策略」以及「標的行為發生後的策

略」。傳統的行為處理策略多半在標的行為發生之後或正在發生時才介入，然而正

向支持取向的策略多半站在預防的觀點，在不適當行為還未發生之前，工作人員就

利用儘量不破壞關係、貶損個案自尊的方法，使用正向的策略支持服務對象表現適

當的行為，所以當阿明再次出現打招呼行為時，工作人員即使用手勢提醒他停止並

等待約會聊天的時間，種種策略幫助阿明增加處於適當平穩階段的時間，那麼行為

問題自然就逐漸消自弭無形。                       ＜轉載自第一簡訊第86期＞ 

 

好書大家看 

 

心的無障礙心的無障礙心的無障礙心的無障礙    
 

作者：木島英登  

編／譯者：蕭照芳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2009/10/14 

語言：中文  

<轉載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世界上第一個環遊一百個國家的輪椅旅人-木島英登 

木島英登說：「只要想，永遠有辦法」，障礙與否不在雙腿，而在內心木島英登從

小到大的夢想，就是環遊世界。考上大學的那年夏天，父母答應送木島到美國遊學，

當作慶祝他考上大學的禮物。從首度踏出日本國門開始，木島旅行足跡開始如同麥

當勞般遍布全球，只不過他的「足跡」是雙手划動輪椅「轉過」，而非「走過」，

如同他名片上所稱，是一位「輪椅旅人」，而且幾乎都是一個人旅行。一般人總以

為身障人士平常出門就已經很不容易，要獨自出國旅行談何容易？但木島英登不這

麼想，他的「另類思考」包括： 

▓先不要去想辦不辦得到，最重要的是勇於嘗試。就算坐著輪椅，也能玩遍世界！ 

▓坐輪椅必須仰賴他人的幫助＝跟當地人接觸的機會增加。如此一想，就會覺得其

實坐輪椅去旅行也不錯。稍微轉個念頭，身處逆境也能樂觀以對。 

他不但出國旅行，在世界各國的旅程中也嘗試潛水、高空彈跳等連一般身心健全的

人也不一定敢從事的刺激運動（有照片/影片素材），木島英登說：「只要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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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有辦法」，障礙與否不在雙腿，而在內心。抱持這樣的想法，木島英登勇敢踏上

未知的旅程，用一百公分的高度看世界的木島英登，透過大量旅行和世界接觸，更

加深自己生存的自信，從世界觀點看到所謂「無障礙」，並不是建造沒有階梯的建

築物、增加無障礙廁所而已，而是在內心尊重每個人獨特性。本書記載了他充滿挑

戰、有苦有樂的「輪椅世界之旅」。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作者簡介作者簡介    
    木島英登~1973 年出生於大阪府，己婚，育有一女，第二個孩子即將於 2009

年 10 月出生。木島在高中三年級時，因為橄欖球社團的練習過程中脊椎受傷，導

致下半身不遂，從此只能仰賴輪椅生活。他是日本名校神戶大學第一位坐著輪椅入

學的學生，爾後也成為日本電通廣告第一個坐輪椅的員工，其著作也被選入日本高

中英文教科書內。2003 年 3 月辭職，全職投入諮詢、演講、寫作工作，開設 Travel 

for All 網頁，在新聞、雜誌等引起話題，目前經營無障礙空間研究所。 

 治療師報馬仔 

不良的姿勢與疼痛(2)             物理治療數位博物館   柴惠敏 

項目 內容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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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啤酒肚或鮪魚肚的人，則應該做這強化腹肌的運動，也

就是仰臥起坐。但初學者或肌力不足者，不可以做直腿的仰

臥起坐。仰臥屈膝，雙手伸直，將上半身向上抬起，使手指

碰觸膝蓋。如果碰不到，沒有關係，逐日練習，慢慢就可以

碰到。維持 3-6 秒鐘，再放鬆。注意：呼吸一定要平順，

可配合時間，大聲數秒，以免憋氣。本運動的任一級做完後，

會感到比較舒服或有一點點腹部痠痛，但不會出現不舒適的

痠痛。 如果無法抬到最高點或會出現疼痛，則可以不用抬

到那麼極限。動作幅度隨著個人的能力而有所不同。年輕人

可以從每次 10 下做起，但 25 歲以上的人若是做不到，從

一下、兩下做起也沒關係，千萬不要逞強。逐漸增加次數，

但每天約做個 30 下即可達到腹肌強化的效果。 

 

平
背
運
動

 

所有中、老年人，尤其是腰椎出現過度前凸的人，都應該做

這個強化腰椎間小肌群、使腰椎關節穩定的運動。 腰椎前

凸的人平躺時，腰部與床面形成一個大空洞 (右上圖)。做

法是平躺在床上，雙膝屈起，雙手置於腰部下面，填塞腰椎

前凸產生的空洞。 在平順的呼吸下，將小腹微向下壓，感

覺是將肚臍往床面的方向靠攏 (右下圖)。注意：呼吸一定

要平順。持續 3-5 秒鐘再放鬆。若力量變佳，可持續至 10 

秒，但須量力而為。然而腰椎直立時才需要腰椎的穩定，如

坐姿或走路。但平背運動在屈膝的情況下較易學會，一旦學

會後，則要練習在膝伸直的情況下練習收縮 (右中及右下

圖)，逐漸進步到在坐姿的情況下收縮、站立的情況下收縮，

以致在走路或跑步時也能維持收縮。 本運動做完後，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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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圖示 

 

特別的感覺，但不會出現不舒適的痠痛。 如果會出現疼痛，

則肌肉收縮時間再縮短。收縮力量隨著個人的能力而有所不

同。 年輕人可以從每次 10 下做起，但 25 歲以上的人若

是做不到，從一下、兩下做起也沒關係，千萬不要逞強，動

作正確最重要。逐漸增加次數，但每天約做個 30 下即可達

到腰椎穩定的效果。 

 

 

 

強
化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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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是坐著批寫公文或打電腦，則應該做

這強化背肌的運動。 這個運動從容易到高難度，分為七級，

做法是漸進式的增加強度。 倒也不必完成一級後才可以再

進入次一級，但一定要量力而為。茲詳述如下：  

俯臥、面朝下，雙手放置在背部，在臀部不動的狀況下，上

半身直接向上抬起，離開床面。此為第一級強化背肌運動，

是最基本的動作。如果背肌肌力夠強時，則將雙手平放在肩

部兩側，再將上半身提起 (右圖一)，是為第二級強化背肌

運動。若肌力更強時，將雙手伸直，再做上半身抬起動作 (第

三級，右圖二)。如果能力更強時，則可加上腿部的動作，

身體俯臥，上半身維持不動，將一腿伸直抬高 (右圖二)，

是為第四級強化背肌運動。若肌力更強時，則同時將雙腿伸

直抬高 (第五級，右圖四)。最後可以臂部與腿部同時做運

動，先做不對稱的肢體抬高動作，也就是對側的手腳同時抬

高動作 (右圖五)，是為第六級強化背肌運動。若肌力更強

時，則同時將雙腿、雙手伸直抬高 (第七級，右圖六)。  

本運動的任一級做完後，會感到比較舒服或有一點點腰痠的

感覺，但不會出現不舒適的痠痛。 如果無法抬到最高點或

會出現疼痛，則可以不用抬到那麼極限。動作幅度隨著個人

的能力而有所不同。 

年輕人可以從每次 10 下做起，但 25 歲以上的人若是做不

到，從一下、兩下做起也沒關係，千萬不要逞強。逐漸增加

次數，但每天約做個 30 下即可達到背肌強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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