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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覺統合的訓練──遊戲第一 

  感覺統合，簡稱「感統」。患亞氏保加症的小孩子，常有感覺統合的問題，

我幼子是其中一位。依稀記得，在香港，每十個小孩子中，約有一個具不同程度

的感覺統合問題。 

什麼是「感覺統合」？最好用例子說明。有人向你擲球，你看着來球，判斷

它的方向、速度，然後決定移動身體、踏步、伸臂、張掌、接球、抓緊。由看見

來球，大腦接收眼珠傳來訊息，發出指令，到協調全身每個肢體行動，就需要感

統。人有視覺、味覺、觸覺、聽覺及嗅覺，以上五項眾所周知。感統專家還提出

「平衡覺」和「本體覺」。小朋友在公園玩平衡木，不掉下來，是靠平衡覺。上

落樓梯，不用眼看；踏單車時，雙腳隨踏板翻轉，也不用看，是靠「本體覺」。

小孩子接收外界刺激有偏差，未能調協各肢體，作出準確行動，就是感統有困難。 

  人腦內有一部位，叫「前庭」，負責將所有感覺協調，傳送給大腦。大腦進

行判斷，再將指令傳送到肢體，作出動作。如果「前庭」發展不好，小孩子就會

笨手笨腳、「輪盡」，或甚易跌倒。 

不要小覷「輪盡」，若源自感統障礙，據書說，推而廣之，小孩執筆姿勢不

正確、寫字出格、寫漏偏旁、歪歪斜斜、閱讀時跳字等；上課時坐不定，坐姿古

怪、易累、常趴在桌上；說話不清、流口水；玩遊戲畏縮、爬高低遲緩、害怕，

甚至號哭；不合作、離羣；不喜歡玩積木、疊高。投球、接球，跑和跳時易跌；

弱於自理、討厭梳洗、理髮，需長輩照顧衣著、拉拉鍊及綁鞋帶。對别人觸摸敏

感，顯得不安；在家與在校均顯得笨拙、懶散，需要特別關注，嚴重者還常引起

麻煩，上述的一切表現，皆可能由感統障礙而起。這樣的孩子，對於師長，就是

「不好」、「難教」的學生。反之，一個開朗、敏捷、合羣、口齒伶俐、專心、讀

寫俱佳的學生，就是品學兼優。 

  第一次覺得幼子有異，是他在約兩歲的時候。我攜他參加一些社區中心的幼

童活動。一羣小孩，隨導師熱身，圍圈跑，蹦跳。别的孩子歡天喜地，幼子卻瑟

縮在一角，無論怎樣鼓勵，他都拒絕參加。别的孩子輕易完成的動作，如穿藤圈，

跨障礙，幼子皆有困難，而且十分害怕雙足離地。當我抱起他，他就駭叫、掙扎，

非下地不可。到公園去，他害怕玩鞦韆、會號哭。當時，我未聽聞感統，只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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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以為幼子畏高，也在這方面發展慢一些，將來自會趕上，故未有擔心。 

  事與願違，幼子日漸顯露其他問題。 

  三歲半，他仍不懂雙腳跳；踏三輪車，不能操控踏板；不懂擲球，只會推球。

著他沿地上一條八呎直線行，身體總會左搖右擺。此外，他疊積木的能力很差，

上下積木總疊不穩。 

  四歲半，他不能以單足站穩，身體如搖風擺柳；能在公園的平衡木上站立，

但向前行則失平衡、會跌下。雙手抛接八吋直徑的球時，他顯得笨拙，常常失敗，

而且永不會能移動身體或跨步接球；不能連續單手拍球十下，右手不成，左手更

差。他也未能屈曲大姆指。 

幼子上幼稚園，平日由菲傭照顧穿戴，周日我務必親自教他穿衣服。單是穿

襪子，他也學不了。我教他辨認襪踭，置下方，然後雙手抓襪筒往上拉。幼子每

個步驟都能說，清楚無誤，但偏無法正確完成。他永遠錯把襪平放，穿上腳，襪

便橫置。我耐着性子，鼓勵他，絶不罵他，讓他一試再試。如是者學習足六個月，

幼子才學識穿襪。那時，幼子已四歲。當年長子學穿襪，只兩三下子功夫便學懂，

那時他才三歲半。 

五歲時，我鼓勵幼子沐浴後自己穿衣服。他分辨內衣褲的前後有困難。我曾

經「走漏眼」，看不到他把內褲倒轉前後穿，幾小時後才發覺，但幼子自己完全

感覺不到有異。 

  他未能跟隨别人目光所視，我手之所指，即使近至約十呎，他也不知我所指。 

  洗手時，他只懂用水冲，不會雙掌互擦，無論我與內子怎教，怎示範都無效，

他就是學不會。我們只好捉著他一雙手互搓。 

  他不會吐痰，不會擤鼻涕，間中晚上尿牀。 

  非常害怕花灑淋頭。若遭強迫，他會大力掙扎，叫喊。 

  他扣鈕，除鈕總有困難，很專心時會成功，但一般會失敗。 

  我不是感統專家，不肯定上述問題，有多少與感統有關，但肯定的是相對同

齡孩童，幼子在眾多範疇落後，而且這一切影響幼子自我治理能力，削弱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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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子是約三歲半開始受訓，當時，我僅悉他大肌肉、小肌肉發展較慢，未聞

「感統」為何物？據導師說，幼子在嬰兒階段，很早站立行走，缺乏在地面爬行，

故失卻鍛練雙肩的機會，因此未能撙球。他的大肌肉終會練回來的，但小肌肉則

要及早訓練，遲了難追上。 

  小肌肉主要控制十隻手指和手腕活動，若發展差，便影響孩子的書寫能力，

例如寫字出界，字體東歪西倒。在這方面，幼子表現只是略差，他執筆有力，控

筆尚算穩定。他喜歡塗鴉，我就順他意，給予紙筆，任他發揮，鼓勵他多作畫，

這正好訓練他的小肌肉。 

  玩泥膠也是好訓練，一般玩具店所售的泥膠可用，但這些泥膠易變乾、易變

脆。有一種比較好的泥膠，它有不同顏色和靭度，不易碎，不黏手，但要專門店

才有售，價錢亦稍貴，我買了兩塊給幼子玩，至今已兩年多，完好如新！我、內

子和長子也間中取來玩，這些泥膠是貴得有道理，家長可向職業治療師查詢專門

店地址。 

  其他小肌肉的訓練包括穿膠珠、穿繩和穿鞋帶。許多幼兒訓練中心，都有各

式各樣用以訓練小肌肉的玩具，例如小工具、軟球拍等，供家長借回家。若缺少

這些玩具，訓練會變成一件沉悶的事，且浪費時間，吃力不討好。我每星期都會

借一次玩具。 

    在協康會，我曾借過幾件特別好玩的玩具， 一件是給孩子鑽洞的尼龍隧道，

另一件是蝸牛板。板的底部是圓的，孩子雙足站在板上，控制蝸牛板，使小珠子

隨板上的坑糟流動。這玩具吸引了我一四口，連菲傭也愛玩，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玩迷宮和連數目字也能訓練小肌肉，這類型的練習簿在書局有售。幼子很喜

歡玩迷宮，我就買多本給他。亞氏保加症的患童，一般特别喜歡平面圖像，相信

幼子喜好，與此有關。 

  內子陪伴幼子在兒童早期訓練中心上課，她轉述導師所言，我陸續聽到「感

統」一詞。我不大懂，決心弄清楚。得專家介紹，我看了葉張蓓蓓女士所寫的《孩

子不笨》一書，恍然大悟，幼子是感統有問題。到自己休假半年時，我大量閱讀，

發覺有幾本十分好的書，值得推薦。以下是部分的書目： 

  《孩子的確不笨》，是葉女士另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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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孩子的學習障礙》，星島出版。 

  《資優生培育指南》，也是星島出版。 

  這些書，有些單論感統，有些縱橫多個領域，如言語治療、認知、想法解讀、

幼童自理和情緒控制。我曾翻看多遍，茅塞頓開。 

  家長若不知孩子有感統困難，誤以為他不受教、不專心、遲鈍，因而責怪孩

子，結果會傷害孩子自尊及自信。日復日的挫敗感，會摧毀孩子，日後更難補救。

感統是腦部和神經問題，孩子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怎克服呢？主要靠四肢運動，

刺激腦神經和前庭發展。在每星期兩次，每次一小時的訓練中，專家指導我幼子

盪鞦韆、攀爬和做各式運動，但這不足夠，我和他課餘時間也要練習。 

  起初，內子在家與幼子練習，有進步，但很慢。 最大困難是在家中練習，

不外是拍球、接球，這是非常沉悶的。試想，要一位四、五歲的孩子，日日在客

廳，重覆抛波、拍球，同一地方，同一對象──母親，怎會不悶？而且幼子顯然

未能掌握，例如，目標是拍球二十次，但十次就丟失，次次如是，天天如是，重

覆失敗，這不是訓練，是摧毀信心！我和內子明白，不可責怪，連板起面孔也不

好。幼子雖年紀小，已能看明白。我們鼓勵他，但鼓勵歸鼓勵，幼子心中知道自

己未能做到，感到不開心。漸漸地，幼子對家中訓練不合作，拖延、拒絕，內子

的信心也動搖。周末，我在家與幼子進行訓練，他一樣抗拒、敷衍，怎辦？幼子

已五歲，教育的黃金時期所餘無多。他不單要追趕同齡孩子水平，還要追近兄長，

否則兩兄弟能力距若雲泥，會為家庭帶來長年累月的噩夢。故此，我終於決定休

假，天天帶幼子出外活動，主要往公園去。 

  最大挑戰，是把沉悶的訓練，變成有趣、有點挑戰性的活動，令孩子快樂、

有成功感並得以持續。 

  所有專家都建議多盪鞦韆，玩時所需的擺幅、急緩、高低，則視乎孩子情況

而定。玩氹氹轉和溜滑梯也是很有幫助的。氹氹轉旋轉的速度和滑梯的高度也因

應孩子所需而定，家長進行訓練前應請教專家。危險嗎？只要家長小心在旁照顧，

讓孩子一步步地放膽試，逐漸增加難度便不用怕。真正的困難是很難在香港的公

園找到鞦韆，找到的擺幅又太小了。不是說笑的，在訓練中心的鞦韆，擺幅大得

多，還有急旋轉的，多方向擺的，連我作旁觀時也心驚。公園也難找到高的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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氹氹轉也欠奉，反而在彩雲邨和彩霞邨的休憩處，卻意外找到。 

  這些設施可以提供大量刺激給小孩子，幫助發展其腦部「前庭」組織。我家

住西貢區，交通不便，最近的公園在順利邨，要駕車前往。幼子讀上午班幼稚園，

午飯小休後，我便駕車和幼子去公園，每次約一小時半至兩小時，天天去。幼子

每逢二、三、五有訓練課，或在彩雲邨，或在灣仔，課後，我也帶他去就近的遊

樂場，但縮減時間到一小時以下。我常常提醒自己，去私人的訓練中心，每課一

小時，花費數百元盪鞦韆，特别為訓練設計的，又有專人指導，效果固然最好，

但去公園盪鞦韆，不花分毫，怎麼不去呢？ 

  我帶小兒去公園，任他自由玩，不作強迫，讓他選有信心的玩，什麼也可以，

即使隨便追逐一番也可，只要他開心就行。我不迫他抛、接球，那時他能力未及；

也不迫他去最高、他感害怕的滑梯。若他害怕，或不樂意，就不會再跟我去公園。

玩伴也非常重要，一個人孤伶伶地玩很快悶，很易失去興趣、不繼續。時值冬季，

周日公園遊人稀少，我就盡可能帶菲傭同去，讓幼子多一個玩伴，多追逐，提高

興致，菲傭也開心。我自己腰部有傷患，難多作跑跳。菲傭正幫了我這個忙。到

了周末，幼子與長子一同玩耍，如魚得水。 

  這就這樣解決了幼子抗拒家中訓練的麻煩，他很合作、開心。相對每星期約

兩小時的中心訓練，天天去公園是額外每周約十小時，五倍的訓練時間。我知道

幼子的感統是不斷改善的。 

  天天去同一個公園不夠吸引，成人都生厭，何況小孩？一定要給他新鮮感，

我的辦法是去不同的公園：將軍澳寶康公園、寶翠公園、西貢公園、順利公園、

坪石遊樂場、樂華邨公園、九龍灣公園、摩士公園、九龍仔公園、樂富公園、沙

田中央公園、大埔海濱公園等，全部到過。每逢到灣仔上課，下課後，我也盡量

抽空去維多利亞公園。除了公園，我也會帶他去公共屋邨，使用遊樂設施，盡量

多攀爬，秀茂坪邨的設施也很合適四、五歲的幼子。 

  公園一定有滑梯，但罕有高的，曾到過的公園中，只有坪石遊樂場有，共兩

層高。幼子四歲半，初到，害怕，不敢攀上第二層，我休假後，常訪坪石、多嘗

試，只三個月，幼子膽大了，非到第二層下滑不可了。另一處有高滑梯是沙田新

城市廣場的史諾比公園，也是兩層高，夠刺激。繩架也十分適合訓練小孩子手腳

協調，可惜我只在維多利亞公園和沙田中央公園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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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最難找攀架，我未在任何公園找到。出乎意料，在彩霞邨休憩處發

現，坑口的唐明苑也有一個。清楚記得，我是在零八年一月開始休假，那時開始

每星期都到彩霞邨。最初，幼子不敢爬架，手騰腳震，我不勉強他，但每隔一段

時間就鼓勵他試，看得出他每次都有進步，爬得高一些。到了零八年九月尾，他

已經信心十足，及頂高呼，標誌著手腳協調改進很多。而歡呼，代表他開始有感

情流露，希冀獲認同、讚賞。過去他總獨自玩，鮮有表達，從沒想得到認同。 

  我很喜歡彩霞邨，那處有攀架、鞦韆、氹氹轉，而且屋邨依山而建，高高低

低的，我可以隨意找到攀爬點，喚幼子嘗試，石凳、矮牆、欄杆、小斜坡、樹木，

什麼都可爬，不區一格，靈活多變，他也喜歡。 

  西貢保良局渡假營和戶外康樂中心內也有攀爬設施，甚至提供兒童爬石牆、

彈牀，但對我五歲半的幼子，未免太困難了。 

  遇上不宜戶外活動的日子，下雨或天寒，我就帶幼子去康文署的室內兒童遊

樂場，常去的有鯉魚門、順利、石硤尾、大角咀、深水埗、何文田，甚至港島渣

華道和鯉景灣兒童室內遊樂場。我是在康文署的網站，意外找到地址，造就我給

予幼子，不斷新鮮吸引的地點。這些室內遊樂場，沒有鞦韆，沒有爬架，只有何

文田有一小型滑梯，不是訓練感統的好地方。但當天氣不佳，無法在戶外攀爬、

跑跳時，退而求其次，也可給幼子舒筋活絡；遇上其他小朋友，也給他們多一點

溝通機會。 

  無論在公園或室內遊樂場，我都不斷動腦筋，希望為幼子增加一點難度、一

些挑戰，但必須是他能力所及的。許多室內遊樂場備有膠墊，我或請他把膠墊堆

疊、然後爬上、在那裏站立、鍛鍊平衡；或請他把膠墊分放，相隔一段距離，請

他縱身躍過；或把小玩具收藏於某一角落，請他去找。這些活動不單訓練他手腳

協調，也訓練他做事要努力不懈。每當他努力一番後，但未成功，快要放棄時，

我就給他一點幫助，使他成功。在公園，我更易想到新鮮玩意，就地取材，找一

個目標，著他跳遠一些，爬高一些已可。至於攀架和繩網，家長可多建議新攀爬

路線，如難逾越，就扶孩子一把。 

  真正要家長付出的是時間和心思，盡力去保持新鮮感、吸引力，家長要常找

新公園、新去處、新玩意，不必拘泥局限於公園內攀爬；路過休憩處，去郊外、

經過小斜坡，或遇上合適的樹木，都可鼓勵孩子試爬；甚至路旁的電燈柱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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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爬不上，不要緊，大家笑一場，開開心心再上路。在飛鵝山山腳，德望學校

旁有一小徑，沿途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岩石，我又叫幼子走上小徑，足踏大石，從

一塊跳去另一塊，他也歡天起地的玩一場。我不是建議家長完全仿效，只是示範

予家長，只要多花心思，便可以找到許多新攀爬點、新活動，激發孩子興趣。畢

竟在大石上跳來跳去，是有一定的危險，我是肯定幼子有很大進步，有能力應付

之後，才和他玩這活動。 

  沙田中央公園有一滑梯，沒設有扶手梯級。它是用天然大石堆疊成一小坡，

以混凝土加固。小朋友踏着石塊，一步步登上坡項，就是滑梯高點。約在零八年

四月，幼子第一次到那裏，被那裏新奇的環境吸引。一個小坡，沒扶手梯，沒固

定路線，讓他自由選擇。從一石塊踏上另一石塊，對他很新鮮，也很大挑戰，要

好好平衡。幼子顯得非常興奮，他不停就只玩這小坡滑梯，對公園其設施，他不

屑一顧。我擔心他跌倒，唯有死跟，上上落落幾十次，看着他每一步準確踏在石

塊上，才穩定再上。那天他的能力表現，令我驚喜，超越期望。一小時過去了，

他滿頭大汗，衣衫盡濕，非常開心，盡興回家。在一年前，他手腳笨拙、平衡困

難、畏高，那日的他靈活、敏捷、跳脫，充滿自信，玩得快樂，與一年前的他完

全是判若兩人。 

  當晚在家中，我心有感觸，對內子說：「以後不用再帶幼子去公園，作感統

訓練了」。不是幼子的感統已完善，是他的能力已到一階段，靠去公園玩鞦韆、

攀爬已不能大幅改善，要另找新刺激。後來我選了滾軸溜冰和攀石，這是後話。 

  約一個月後，我再攜幼子到沙田中央公園，那小石坡滑梯的吸引力已大幅下

降，他只玩了半小時，遠不及上回起勁。 

總結經驗，要解決感覺綜合問題，固然要參加專家課程，然而每星期一、兩

小時的訓練是太少了。家長帶孩子去公園攀爬、盪鞦韆是非常有幫助的。家長如

能天天去，便是十倍的訓練時間，效用很大。事實上，所有專家都鼓勵多去公園。

最重要是，家長要花心思，要給孩子歡樂，不斷提供新活動、新刺激。我的辦法

是不拘一格，公園、路旁、小斜坡、樹木、電燈柱、石凳、通通可攀爬；去一趟

郊野，渡假營，能攀爬的機會非常多，只要家長放下工作，攜孩子去，選他能的，

鼓勵他，更要助他成功，感到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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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非常重要，幼子天天去公園的日子時，他剛五歲，公園的設施很具吸引

力，他樂此不疲。但若錯過這年齡，則難追矣，原因如下。 

一、 一般公園的設施，較適合四、五歲孩童。但對七、八歲的孩子，吸引

力大降。 

二、 香港的小學多是全日制。孩子升上小學後，用於家課和温習的時間，

會比在幼稚園時多數倍。孩子應在幼稚園時天天抽空去公園活動，改

善感統。 

三、 孩子在周日上課，只餘周末可到公園，遊玩的時間大幅減少。在周末，

公園滿是小孩子，年紀較大的孩子怎好意思跟幼童爭用設備呢？ 

四、 對於五歲幼孩，帶他去做訓練，他不甚了了，只視為遊戲，不抗拒。

但八、九歲的孩子呢？會開始奇怪：「為什麼要去中心？為什麼其他同

學不來，但我要來？為什麼中心所見的孩子有點怪？」這不易答，就

算一時過關，孩子也終明白自己有一些困難，落後於别人。 

五、 最重要的是，到了八、九歲，如果孩子還顯得「輪盡」，笨手笨腳，不

免遭人議論。孩子自己也會比較，為何弱於他人？同學間嬉笑實少不

免，他們本無惡意，但聽者有心，終會傷及孩子自尊。我自己也有感

統困難，自幼被人說我很「鈍」，情況長達十幾年，心中不好受，我會

於另一章詳述。 

幼子在五歲八個月時，一天，他忽然懂擤鼻涕，雖然不是每次皆成功，但已

是一大進步，足叫內子與我驚喜莫名。在他四歲多時，我們才明白不會擤鼻涕是

感統問題，不再作無謂強迫、不責怪、不比較。我只努力帶他去活動，開心快樂，

給他的前庭源源不絕的刺激，終有成果。 

  不是說幼子再沒有感統困難，而是大幅改善，大體比得上同齡孩子。他依然

反應慢一點，「過中線」的活動和「動作計劃」仍較弱，別人如留心可觀察到，

但這對他日常生活沒影響。如今他手足協調，有信心去嘗試、努力參與及投入各

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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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年七月某天，幼子告訴我，幼稚園安排「細運會」，他是全班跑步第一

名，很神氣！我看著他神情，立刻想起長子。當長子在幼童階段，全家常去公園，

讓他跑跳攀爬。那時，我夫婦未聽過「大肌肉」、「小肌肉」訓練，更遑論感統。

只覺得男孩子嘛，應該大膽一些，於是總鼓勵他爬高一些，跳、跑多些。今天，

長子身手非常靈活，身材全班第三婑，但在小三體育科考試，體能是全級冠軍。

他學游泳，只上了六課，便學懂自由式，再過四星期，竟然游得比我快！ 

  不論資優兒，還是亞氏保加症患童，多帶他們去公園玩吧！不要過於呵護，

給他們適度挑戰，利多於弊。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在公園多提供安全的繩網、滑梯、氹氹轉，如坪石遊樂

場那兩層高的滑梯，全包在圓筒內，安全得緊。至於兒童爬架、繩網：只要動腦

想，定能設計出安全的，為什麼就是這麼少見呢？如政府能多建造些，便功德無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