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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三個星期，媽媽就會帶著小學六年級的柏翰，來到嘉

義縣中埔鄉和興國小進行復健治療。因為這一天，大林慈院

復健科的治療師會來教他、陪他復健。

從醫院到學校  在遊戲中復健

算一算，前後已經三年了，開朗的柏翰已和「蔡老師」十

分熟稔，在復健過程中，不時和老師鬥鬥嘴，還會趁著老師

不注意，調皮地偷踩老師的腳。為了讓柏翰對單調的復健動

作不感到厭煩，蔡老師營造了許多有趣的情境，例如練習爬

樓梯時，和柏翰比賽誰爬得高，「哇！好厲害，很快就可以

爬上十二樓喔！」聽到老師的鼓勵，好強的柏翰充滿信心地

接了一句「十三樓也沒問題。」逗得媽媽和老師笑呵呵。

除了練習爬樓梯之外，還有地板上的伸展運動，蔡老師

以烤玉米來形容這個動作，柏翰躺在地板上，等著老師幫他

在身上「塗上奶油」，再舉高雙手滾到教室的另一邊，等在

另一邊的媽媽又幫柏翰塗上「哇沙米」，再讓柏翰滾回來，

過程中不時提醒柏翰要把雙手舉高，否則胳肢窩會「烤不

熟」；烤完玉米，還有火車壽司遊戲，鼓勵柏翰沿著教室牆

邊爬一圈，和老師比賽誰先到終點，在老師和媽媽的合作無

▌媽媽假裝在柏翰身上塗「哇沙米」。

愛，無礙——大林慈院兒復團隊與嘉義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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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下，柏翰開開心心地在

遊戲中完成復健動作。

足跡遍嘉義

一千個慢飛天使 

孩子與家長口中的「蔡

老師」，不是國小的老

師，而是大林慈濟醫院的

復健科物理治療師蔡明

倫，大林慈院特教復健團

隊投入嘉義縣特殊教育的

兒童復健服務，一眨眼已

經六年了，足跡踏遍嘉義縣境內的八十

多所國中、小學，總計輔導、協助了

一千多位在人生起跑點上落後的小天

使。到現在，平均每學期服務的學校超

過六十所，接受特殊教育治療的學生約

三百人左右；等於大林慈院二十名復健

治療師扛起特教任務，一個月跑十二所

學校、陪伴與輔導六十個，情境類似柏

翰的孩子。

特教團隊服務的孩子，範圍從三歲到

就讀國中的特教學生，有肢體障礙、過

動、聽覺障礙、語言障礙、智能障礙等

等十二種障礙類別。

復健治療師指出，若能早期介入，這

些「特殊」的孩子可以得到較佳的復健

成效，因此針對剛入學的一年級新生，

大林慈院特教團隊會積極介入，協助小

一孩子適應學習環境，通常到中年級就

▌物理治療師到校園，依據不同

需求幫小朋友做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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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進步。尤其家長愈

投入參與，能在家持續督促練習，孩子

的進步愈快。

特殊孩子不服輸 

復健計畫量身訂

除了直接面對小朋友的復健治療外，

團隊成員還會和老師、家長一起召開個

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由老師、家長提出

目標與期望，治療師則提出量身訂製的

復健計畫，以便達成家長、老師的期

望。例如，柏翰三年來的進步，就是依

照討論與計畫執行下來的成果。

回想起柏翰小時候，因為早產，肺部

沒有成熟而缺氧，直到七、八個月大時，

因為他坐也坐不穩，還不會翻滾，媽媽覺

得有問題，帶著他到醫院檢查，才查出孩

子是腦性麻痺，從此開始了柏翰辛苦的復

健之路。兒童期的柏翰則因雙腳張力過

大，腳無法伸直，走路非常費力，必須藉

助後推式助行器才能行走。

為了讓柏翰能好好走路，復健治療的

重點就放在肌肉力量的控制，訓練柏翰控

制自己的肌肉力量，能夠獨立行走，上、

下樓梯，著眼點放在上下樓梯能力的維

持，甚至增進，就必須增強雙腳的力量，

因此安排了大量下肢延展性的牽拉運動，

或是上下樓梯的肌力訓練的活動。

忍痛陪復健  拼搏為正常

這些治療動作，常會讓柏翰因為痛苦

而大哭大叫，看在從小陪伴柏翰復健的

媽媽眼裡，真是不捨又心疼。為了不讓

柏翰放棄復健，媽媽總是在他面前扮黑

臉，把所有的不捨都藏在心裡，強忍著

心痛逼柏翰繼續努力。

而除了在學校復健，柏翰的媽媽也規

律地帶柏翰到醫院治療，在家裡，該做

的復健功課也不能少，就為了讓柏翰能

獲得足夠的訓練量。

在治療師的眼中，柏翰的媽媽盡心

又費心，在孩子需要鼓勵的時候，給予

很豐富的讚美，然後在孩子脾氣不穩定

時，又能夠適時予以糾正，讓他知道不

能這樣胡鬧下去。在行為管教上面，媽

媽拿捏得非常好，也因為如此，治療師

可以順利地進行復健訓練，媽媽可說是

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為了讓柏翰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

力，還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媽媽對柏翰

的教育毫不鬆懈，她說，「平時多鼓勵

他，不過該兇的時候還是要兇。」她也

鼓勵其他家長，要常關心小朋友，鼓勵

他們儘量學習，千萬不要怕麻煩。

「媽媽，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

弟弟？」懂事的柏翰在面對痛苦的復健

時，有時不免發出不平之鳴，媽媽也只

能儘量安撫。為了讓柏翰不封閉自己，

從小爸爸媽媽就常帶他外出走走，學習

面對別人的目光，其中有人把腦性麻痺

當成傳染病而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可

憐柏翰這麼小就行動不便，但樂觀的媽

媽處之泰然，只管著要柏翰的狀況越來

越正常。

對於治療師的協助，柏翰媽媽感念

在心，直說「慈濟太好了。」有了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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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指導，柏翰的進步令她驚喜。照

著蔡老師所教的實用動作，回到家後繼

續；等柏翰做完功課休息時，媽媽就帶

著他「玩遊戲」，利用家裡的棉被、小

椅子等當道具，來做復健的動作。也因

為家長和復健團隊的齊心努力，媽媽現

在已經可以放手讓柏翰自己爬樓梯了！

學校醫院攜手　有愛無礙　　

在身心障礙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中，有

許多難關需要一一跨越，如果沒有專業

團隊介入輔導，在生活及學習上容易成

為落後的一群。大林慈濟醫院特教復健

團隊自二○○三年起，接下嘉義縣特殊

教育專業團隊服務計畫，二十多名治療

師上山下海，到學校、到案家，為一千

多位肢體障礙、過動、聽覺障礙或是遲

緩的孩子進行醫療復健的服務，無數個

像柏翰一樣的小朋友，因為有了治療師

的從旁協助，生命的道路點起了一盞希

望的燈。

嘉義縣幅員遼闊，縣政府推動特教復

健業務，亟需醫療院所提供協助，讓身

心障礙的孩童能及時得到協助。但是由

於政府補助經費有限，多數醫院的承接

意願不高，大林慈濟醫院在當時的林俊

龍院長全力支持下，不計盈虧地全力投

入，而且持續至今，規模不減反增，希

望能為有需要的孩童盡一點心力。

特教團隊服務的對象，是由學校老師

先行提出診視需求，經醫師初步篩選，

找出治療團隊可以協助的對象，確定之

後，即由治療師排定行程到學校，甚至

到宅服務。

上山下海不畏難 有進步就有動力

為了抵達地處偏遠的學校或是按圖

索驥找到孩子的家，復健科的治療師往

往要自己開車「上山下海」，一開始迷

路、車子拋錨等都是家常便飯；與大林

慈院距離最遠的服務地點遠到阿里山的

豐山國小，從醫院開車來回要一百五十

公里，有一次治療師上山時正好遇到大

雨山崩，道路受阻，只好繞過一座山

頭，從另一條路進去，不但耗時，更是

十分危險。可是看到接受醫療專業服務

的小朋友一次次的進步，大家就有了堅

持下去的力量。

物理治療師簡毓瑾說，有一個腦性麻

痺小朋友，原本走路常常跌倒，經過復

健後，已經可以走得很穩；另一個自閉

症孩子，原本害怕和別人接觸，經治療

後，可以和同學手牽手到校園裡看花；

還有一位具攻擊性的小朋友一開始常把

治療師抓得滿身傷，經一次次愛心的輔

導，現在變成了乖巧的好孩子；有些學

校的小朋友很愛上治療師的課，還要猜

拳決定誰可以先上課，可愛的模樣令人

十分窩心。

復健治療分工細 寒暑假期不打烊

復健團隊提供的治療服務包括站立、

行走、如廁、用餐等粗大動作學習，由

物理治療師協助；寫作、美勞等精細手

部操作，由職能治療師主導復健。至於

認知學習部份，則交由學校方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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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聽力師檢測學生的聽力損失、障

礙，有需要的對象就轉介給耳鼻喉科醫

師，或調校電子耳、助聽器，以及輔具

申請評估；語言治療師則協助認知教學

與口語訓練，如唇顎裂、口給問題的學

童。今年起更邀請身心科臨床心理師加

入團隊，協助學校針對情緒障礙學童建

立輔導模式。

在提供服務的時間上，若是設有特教

班的學校，上學期間，治療師每兩周會

前往服務一次，未設特教班的學校則是

每三周一次。寒暑假期間，仍然每三周

一次到家服務，讓那些平時沒有機會到

學校學習的身心障礙小朋友，可以延續

學習。

同學心中的寶貝 校園滿溫情　

像柏翰這樣成功復健的例子，給大

林慈院復健團隊與學校很大的鼓勵與支

持，更希望能幫助更多更多的孩子。身

心障礙的孩子，成長過程中不免遭遇人

情冷暖的考驗。回想柏翰剛要上小學

▌柏翰的火車壽司開心地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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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因此到嘉

義市啟智學校就讀，不過當時學校的老

師用心觀察，覺得柏翰的智力沒有問

題，建議媽媽還是讓他回到一般學校讀

書。一年後，柏翰轉回一般國小就讀，

果然，在同儕的互相激勵下，學習上有

了明顯的進步，即使成績仍不能和同學

相比，但媽媽已十分滿意。在學校老師

的建議下，柏翰媽媽從第一年就開始陪

讀，還利用空檔在學校當志工，回饋學

校師生對柏翰的關愛。「歡喜做、甘願

受」是柏翰媽媽最受用的靜思語，引為

陪伴兒子的座右銘。

對於學校的同學和老師們，媽媽也有

說不盡的感恩！在六年的國小生活中，

班上的小朋友不但不會排斥他、斯負

他，更對他愛護有加，大家輪班幫柏翰

打菜、陪他到教室上課。有一回學校電

梯壞了，全班同學就在柏翰身邊圍成一

圈，一起護送他爬上樓梯，到樓上的教

室上課。柏翰是同學心目中的寶貝，相

信同學們也在和柏翰相處的過程中，上

了一堂珍貴的生命教育課程。

簡毓瑾說，服務過程中接觸的很多

小朋友，除了教育以外，在醫療上其實

還有許多問題，若是沒有處理，會隨著

年齡增長而日益嚴重，如果學校的老

師、家長能夠配合，在學生出現異常狀

況時，就能立即通報，由醫療專業團隊

提供合適的建議，孩子才能及早獲得矯

正。

蔡明倫治療師表示，嘉義縣政府對

於特教復健方案僅補助治療師鐘點費，

並不補助交通費，所幸大林慈院十分支

持，讓此一計畫能順利進行，未來也希

望能繼續進行，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小

朋友。

幾年來的努力付出，不但讓治療師們

累積了豐碩的經驗，更磨練了自己的應

變與抗壓能力，在大家的堅持之下，醫

療與教育的差距，也逐漸被拉近，也因

為這份愛的堅持，讓缺憾的生命不再有

礙。

▌配合嘉義縣特殊教育的需求，大

林慈院復健科排除萬難地輪流到各

校園或家庭協助孩子復健。圖為職

能治療師透過遊戲讓小朋友練習手

部精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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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療的

希望學園

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的學齡前兒童，

在「早期發現，早期療育」的醫療政策

中，多以安排至早療機構或醫院學習和

接受治療。當孩子成長到就學階段，接

受國民義務教育的同時，則有學校的特

殊教育，以及專業復健治療團隊的輔

佐，讓身障的兒童也能於校園環境中獲

得良好的學習效果及生活自理能力。

院內院外需兼顧 計畫安排難度高

六年來參與特教復健的經驗，有許多

故事是我們二十多位參與同仁的甘苦點

滴，譬如說，我們在執行計畫時，最先

遭遇的問題就是──擬定服務排程。因

為去哪個地點、服務哪個孩子、幾個孩

子、需要哪一種治療、由誰去……規劃

文／蔡明倫  大林慈濟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嘉義地區中小學特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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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依據服務需求種類、時段、人數、

地點等因素考量，然後在不影響醫院內

既有臨床工作的前提下，適當地調整，

且需規劃行車動線、同行小組成員，以

期符合特教服務需求、維持醫院臨床服

務品質、提高行車共乘效益。規劃過程

變數繁多，每逢學期初，總讓每次的承

辦同仁絞盡腦汁，常常在還沒排定之

前，夜夜輾轉難眠。

舟車勞頓考驗體力

健康促進更積極

計畫中另一點困難是舟車勞頓。服務

山區學校，路途中遇上天雨路滑、起濃

霧的景象時有所聞，甚至有山崩道路受

阻情形，共乘者暈車則難以避免。服務

沿海學校，也曾遇上颱風天海水倒灌、

水深及膝，眼前一片汪洋，分不清哪裡

是道路哪裡是漁塭。由於嘉義縣幅員廣

大，行車時間相對較長，沿途必須專注

於路況，若是早上出門，回到醫院時可

能已過中午休息時刻，整天下來身體難

免疲憊。

由於治療師在醫院的工作型態屬於

高度體力付出型，上午到學校服務的舟

車往返，下午又緊接著醫院病患的復健

治療，確實相當辛苦。所幸，團隊成員

的辛苦疲憊並未造成身體每況愈下的窘

境，因為響應醫院健康促進活動，下了

班後同仁會積極地從事體能休閒活動，

例如：騎單車、跑步、有氧運動、瑜珈

……等，可以說成員們如今也適應了調

整後的工作型態。

醫療者變諮詢指導

特教服務更多元

專業團隊歷年來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是

逐年增加的，畢竟專業人員從醫院的醫

療者轉換成校園內諮詢指導者的角色，

一下子很不容易適應。期間，科內多數

同仁員曾接受教育部委辦之特殊教育專

業團隊在職訓練課程，於實際服務中也

努力調整自身的定位，團隊代表並經常

與縣府特教科主管及中心學校輔導主任

多所討論，才逐漸發展成至今較為多樣

廣泛的服務內容。

在各校服務的治療師最能夠發揮專業

功能的角色是──在校園、教室裡觀察

學生學習、生活自理方面的困難，或聆

聽家長或老師照顧、指導時的問題點，

進行生理、輔具、無障礙環境評估，並

給予家長、老師專業建議。藉由老師平

時依專業建議頻繁地給予學生該項指

導，累積足夠訓練量達到間接治療效

果。

以申請「特殊教育服務」來說，身

心障礙學生的師長需向各縣市鑑定安置

輔導委員會申請鑑定文號，並經家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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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無礙——大林慈院兒復團隊與嘉義特殊教育

意，才能為學生安排特殊教育。

服務對象的身心障礙類別有智能障

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身體病弱、嚴重情緒障礙、

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

緩、其他顯著障礙這十二類。

至於專業團隊服務的申請，是由老師

依據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或是在家教

育的需求，如果初步判斷需要專業團隊

協助時，提出特教學生的通報。接著，

由專業團隊進行評估之後，依需求來安

排專業人員服務。

專業人員齊出動 六年勤耕耘

嘉義縣專業團隊各職業類別的專業

人員與其他縣市相較，人數明顯較少且

多數服務於醫療院所。大林慈濟醫院本

著照顧鄉里的精神，於二○○三年開始

進行嘉義縣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計

畫，寒暑假時間除外，多以規律的二、

三周一次的週期到校服務，給予諮詢服

務、間接治療、直接指導。期間曾遇到

SARS期間暫停數個月，其餘時間皆規

律地執行服務。

大林慈濟醫院專業團隊每年需由二十

多名各專業人員依當年度排程到校園服

務，給予特教學生功能性動作訓練、輔

具評估、無障礙環境評估、口語訓練、

心理諮商；另外，也與學生家長、老師

共同討論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學習目

標，給予學生活動建議，間接經由老師

後續的持續指導，滿足學生治療活動需

求量，並於治療師到校時再次評估，調

整當時更適切的建議，等到了期末時由

老師評分是否達到學期初擬定的學期目

標，以作為下一個學期個別化教育計畫

擬定時的參考。

經驗歸納成教材 服務延伸好衛教

創造更多服務內容以協助特教學生

是團隊自身的期許，成員們近年來的服

務，除了將服務建議記錄於資料庫，更

將資料重新審視，歸納成員們的經驗，

擬成多媒體教材的腳本並錄製該衛教影

帶，完成DVD衛教光碟的製作，希望

藉此幫助更多特教學生，也協助老師有

更多元的教學活動設計。這項特殊教育

學生身體活動設計的衛教影帶，也可當

成是團隊平日服務的延伸。

特教學生的學習需要很多人的協助，

家長、老師、專業團隊都是關鍵的一份

子，發揮一己所長、秉信有愛無礙，就

算進步與一般學生相比只是一點點，對

學生、家長、老師、團隊成員相信都是

很大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