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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介入原就不宜放在醫療場域。 理想情況下，它是在自然環境中進行的，也就是如果

孩子沒有障礙，他/她本來會身處的環境。然而，美國法律的“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C部

分，針對嬰幼兒和家庭強調自然環境中介入的原則，乃是基於課堂服務原則的延續，正

如 3-21歲兒童的特殊教育中常見的那樣。  

事實上，良好的，諮詢式的（或“教練式”）早期介入可以發生在對家庭來說舒適的任何

地方。 我們已經看到，僅僅在家庭和社區中提供服務並不能確保高品質的早期介入，現

今我們正在探索高品質早期介入可以發生在醫院療育時的可能性（也就是目的在於支持

照顧者在非治療時間也能為孩子提供”介入”）。 
 
醫療場域服務的倡導者應該會同意前段最後的敘述，但我仍然堅持認為，在以下情況，

醫院的環境都不如自然環境有利：父母展示，專業人員示範，對孩子的觀察， 家庭的便

利，家庭的舒適，以及家庭網絡中其他人的參與。醫院療育對專業人員是比較有利的。

但關於專業設備隨時可用的爭議通常在作息本位模式中沒有吸引力，因為如果器材不能

在醫院以外的地方使用，它將不會給孩子帶來太多好處。 
 
那麼為什麼要發展一份檢核表來鼓勵醫療場域療育的做法呢？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系統

中，推展支持和作息本位的早期介入的絆腳石是作息本位模式需要在自然環境中提供服

務。由於潛在的執行者無法預見放棄他們的醫療場域（有時稱為“中心”）服務，造成他

們不願意採用模式的任何部分。 RAM 團隊，是一個作息本位模式的專家團隊，決定引

導專業人員即使仍留在診所，仍能提供作息本位的訪視，使他們可以使用生態圖，作息

本位訪談，功能性兒童目標，家庭目標，整合服務提供者，支持本位訪視，家庭諮詢，

檢核表培訓和兒童功能記錄（即模式的關鍵部分）。我們同時希望，對現實世界（非醫

療場域）中兒童功能的持續關注將促使專業人員最終改變其服務的環境。 
 
 

 
專業人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觀察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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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是否                                                                                                                                 ü ± -
 �     
問候  

1.   以友善的方式問候所有來訪的人？ 
 
 
 
 
 
 

 

2.   簡短的寒暄 （無關療育）？  

3.   讓父母在治療室感到自在（例如請她坐在一張靠近專業人員又舒服的椅子 

       上）？ 

 

 

新議題或重要議題 

 

4.   詢問父母最近的情況如何？  

5.   如果父母提出要討論的問題，繼續這個對話？  

6.   如果父母沒有提出問題，再次詢問自上次訪視後有沒有發生新的事情？  
 

下一步表格 

 

7.   參考下一步表格，看看哪個是家庭希望這次訪視的重點？  

 

兒童目標 

 

 

問題 

 

8.   在提出建議之前至少問四個問題，例如  

a.   孩子目前怎麼做（與目標或問題有關）？  

b.   這種情況在何時何地發生？  

c.   妳怎麼做？  

d.   妳想要孩子怎麼做？  

e.   如果妳_____會怎麼樣？ （幾乎是一個建議。）  

f. 妳曾嘗試過_____嗎？ （一個建議。）  
 

Intervention Agreement 介入共識 

 

9.   如果父母似乎對介入方法感興趣（即解決方案），與她確認（例如， 

    “這可能是妳想要做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 
1此處的“父母”是指主要照顧孩子的成人，有可能是其他親戚，寄養父母等人。表格中的女性代名詞泛指父

母，所以也可能是父親，祖父或其他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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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2 為精簡文字，此處的女性代名詞泛指專業人員，也可以是男性。 

10. 示範後，確認介入方法的實用性（例如，“妳認為這會有用嗎？”）  

11. 與父母確認介入的可行性（例如，“妳在一天中的這個時間還有其他

的事要做，妳認為可以做到這一點嗎？”或“我不確定是否講得夠清

楚。妳覺得妳能做到嗎？“）？ 

 

 
父母的現場示範 

 

問問題之前  

12. 當兒童問題被提出，如果適當的話，詢問父母是否願意向專業人員展

示孩子做了什麼或她自己做了什麼？ 

 

達成介入共識後  

13. 詢問父母是否願意現場演練介入方法？  
 

專業人員的現場示範（著名的示範八步驟） 
 

20. 與父母談談專業人員的建議？  
21. 如果父母似乎不了解，詢問是否需要專業人員示範？  

22. 告訴父母她 2會怎麼做？  
23. 直接示範？  
24. 告訴父母她 2做了什麼，並指出介入方法的結果？  
25. 詢問父母是否願意當場試試看？  
26. 若父母願意，請其練習並在旁觀察；若不願意，專業人員不會勉強練習？  
27. 若父母願意嘗試，練習後有稱讚父母並給予少量有建設性的回饋？  

 
轉移至下一個目標 

 

28. 一旦某個介入工作結束，使用目標-作息對照表詢問父母是否想要討論作

息中的其他技能，或與剛剛練習技能有關的其他作息活動？  

 

與作息有關的問題  

29. 詢問父母在一天中的這個時間，除剛剛討論的技能，還想看到哪些改變？  

30. 詢問父母有關該作息活動的其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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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詢問父母是否願意談談其中某個目標（即著重一個特定目標）？  

關於兒童技能的問題  

32. 詢問父母，剛剛討論的技能在其他相關作息活動中的表現如何，尤其是 

      列在對照表中的作息活動？ 
 

 

33. 詢問父母想討論哪個作息活動（即著重一個新的情境）？  
 
家庭目標 

 

 
問題 

 

34. 在提出建議之前至少問四個問題，例如  
a.   事情進展得如何？  
b.   目前為止妳做了什麼？  
c.   對妳想要改變的事情，妳曾做過什麼？  
d.   妳想要看到什麼改變？  
e.   妳認為妳需要做什麼？  
f. 如果妳_____會怎麼樣？（幾乎是一個建議。）  
g.   妳曾嘗試過_____嗎？ （一個建議。）  

 
介入共識 

 

35. 問問有什麼是專業人員可以幫忙的？  
36. 如果合適的話，告訴父母她可如何尋求協助而不是直接幫忙？  

 
重點回顧 

 

 
下一步表格 

 

37. 與父母一起回顧三個主要部分？  

a.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  
b.   從現在到下次訪視之間，我們將要做些什麼  
c.   下次訪視的重點  

 
在整個訪視期間，適切地（以下項目不見得都適合每次訪視） 

 

 
情緒支持 

 

38. 對孩子和父母都顯出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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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回應家庭關切事項；察言觀色，確認心中猜測？  
40. 向整個家庭介紹自己，包括所有家庭成員，並非只注意兒童？  

a.   特別關注主要照顧者的福祉？  
41.友善，不嚴肅？  

42.敏感，站在家庭的立場？  
父母哭泣的處理  
43. 父母哭泣時，詢問要暫停或繼續？  

44. 遞給父母面紙？  
45. 詢問要繼續談論該議題還是更改議題？  
46. 表現出同理心，例如主動傾聽？  
47. 如果父母想要改變，有運用家庭諮詢來尋找解決方案？  

48. 不會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或是家庭不想解決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案？  

 
物資支持 

 

49. 有確保基本需求（例如住所，食物，衣服）被滿足嗎？  
50. 確保家庭有能提升兒童功能的器材，包括輔具，尤其是溝通輔具？  

 
資訊支持 

 

51. 有確保家庭能夠獲得有關兒童障礙相關的資訊嗎？  
52. 有確保家庭能夠獲得有關兒童發展的資訊嗎？  
53. 有確保家庭能夠獲得包含服務在內的相關資源的資訊嗎？  
54. 有確保家庭能夠獲得有關介入策略（他們能夠如何幫忙孩子）的資訊嗎？  

 
親職能力 

 

55.是否鼓勵家庭經常正向地與孩子說話？  
56. 是否鼓勵家庭經常和孩子共同閱讀？  
57. 是否鼓勵家庭經常有回應地和有趣味地與孩子一起遊戲？  
58. 是否鼓勵家庭運用隨機教學，促發策略和強化原則教導孩子？  

總計 �分  
總計檢核項目  
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