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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臨床評估時，時常會遇到家長帶小朋友前來就診：『我的寶寶感覺不太愛動，就算有喜歡的東

西也不會自己爬去拿，動作好像比一般寶寶慢耶？』、『我的小朋友好像很容易累，玩一下下就想休息、

想要找人抱、靠在大人身上！』上述特徵有可能是低張力兒童容易產生的現象之一，配合臨床上的關

節活動測試以及動作評估，可檢測小朋友是否屬於低張力兒童。 

 

什麼是肌肉張力呢？ 

    簡單的來說，正常的肌肉張力可以使關節維持在適當的活動範圍，並且可以保持在穩定的位置；

當被動地移動關節的時候，可以任意移動、不會感受到阻力。在張力較高的情形下，被動地移動關節

時會覺得卡卡的、緊緊的，甚至有關節活動度受限的情形，也就是關節角度與一般人相較要來的小；

張力較低的情形下，可以很輕易的被移動關節，且關節活動度易有過大的現象，也就是關節角度可能

比一般人要來的大，常見的有大拇指、小指、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等。 

 

低張力兒童易有的型態 

    在年紀較小的寶寶身上，可觀察到寶寶肌肉摸起來軟軟的、抱起來沉沉的；在趴姿下髖關節會比

一般兒童要來的向外開，或易有 W 型坐姿，且不喜歡爬行等較費力之動作、反而易用坐姿屁股移動

的方式來位移；在站立時膝蓋容易向後頂、以卡住的方式來支撐站姿，足部易觀察到足弓塌陷、類似

扁平足情形。 

 

一歲前的居家活動 

    由於低張力兒童有可能不喜歡某些動作，例如四點爬行等關節需承重的姿勢，導致寶寶關節支撐

能力較不佳，因此部分動作未必能如一般兒童自然而然發展出來，造成寶寶初期的大動作發展比同年

齡要來的慢。以下提供一歲前不同年齡階段的動作發展訓練，可讓兒童在家中練習。 



 3-6 個月  

這個時期的寶寶已經有良好的頭部控制，開始會轉動頭部來探索環境，若一直維持在仰躺姿勢下，寶

寶眼睛多數盯著天花板看、接收到的刺激也較少： 

 維持在趴姿，以前臂支撐讓胸口離開床面約 45 度。 

 維持在趴姿，在胸前使用毛巾捲或小枕頭將身體墊高、使手肘伸直以手掌支撐，將整個上半身撐

起。 

在上述姿勢下，可在前方擺放玩具吸引寶寶將軀幹撐起、或伸出手撥弄玩具。 

 

 6-9 個月  

若寶寶已可維持坐姿，可將玩具擺在較遠處、吸引寶寶離開坐姿主動拿取： 

 練習由坐姿轉位到趴姿、或由趴姿坐起來；一開始若寶寶不知道如何移動，可先將寶寶擺在側坐

姿勢下、將寶寶臀部抬高，可較容易轉為趴姿。 

 四點跪姿(小狗趴)，即手肘伸直、臀部抬高將肚子撐起之趴姿；若寶寶支撐力氣不足，可協助在

肚子下方墊小枕頭、將軀幹撐起。 

 爬行，可將家中較大型的物品(如衛生紙串、尿布、枕頭等)堆疊，讓寶寶爬越過障礙。 

 

 9-12 個月  

可將寶寶有興趣之物品擺在小桌子上，讓寶寶將身體撐起來玩玩具： 

 以高跪姿勢玩玩具，注意需將臀部抬起離開腳跟，不可呈 W 型姿勢。 

 扶物站立，以玩具吸引寶寶轉身、蹲下，或向左右移動，避免身體貼在支撐物上。 

 坐在與膝蓋高度相當的小板凳上，彎下撿玩具再站起來。 

 

    1 歲到 1 歲半為一般兒童開始可獨立行走的年紀，寶寶行走較穩定之後，可多至戶外進行全身性

運動，如跑跑跳跳、攀爬等等，增加肌耐力；寶寶動得愈多、肌肉力量愈提升，自然也會愈喜歡活動

了！ 

 

※少數低張力兒童可能合併有其他染色體或腦部發展問題，若有疑慮建議可至復健科門診進行諮詢。 

                 ~如需轉載本篇文章或有任何疑問，請洽新竹馬偕兒童醫院復健科~ 

~新竹市立馬偕兒童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