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跑跳跳對威廉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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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小兒組物理治療師

「額外付出，不見得一定有收穫；但是如果不付出，一定

不會有收穫。」這句話是一位治療師實習生參加了威廉斯

氏症候群夏令營活動後，給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因為他

接著說：「一個威廉寶寶從出生開始要面臨的問題有這麼

多，如果沒有一個個走過來願意分享的家長經驗，雙手捧

著新生的威廉寶寶真的不知道如何過下去！」讓我印象深

刻的原因是，許多學生只能眼觀當下個案測試的發展里程

碑、肌肉力量⋯這些可見因素，較少有學生能夠前瞻性的思考從小

到大一個整體家庭面臨的辛苦！

因為，一個孩子的誕生一直都不是一個人的喜悅，一個人的牽掛，一個人的

擔憂，當一個疾病牽扯著一個孩子降臨時，周邊整個生態都被影響著！

作為一位小兒物理治療師，我習慣把孩子視為一個正在成長的有機體跟環境

互動的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與周邊事項的改變。而孩子的發展也確實是在

每個向度中交互作用，交織而成另一個技巧。然而，各個年齡層的大動作發展引

導與居家活動結合的設計一直是兒童物理治療師的專業領域，曾經看過研究統計

數字強調，威廉斯氏症候群孩子在發展過程中精細動作問題大過於粗大動作的發

展，學生問我：「老師那這類型疾病寶寶就不用做物理治療了吧 ?」

不！當然不是這樣！

針對威廉斯氏症候群的疾病特徵與後續可能延伸的發展性問題，其實需要的

專業領域是相當多元，家長們常常東奔西跑在醫院中闖著不同門診追蹤，過去臺

中榮民總醫院遺傳諮詢中心為了便利這些罕病家長就醫問題，創立了連續多年的

威廉斯氏症候群夏令營評估活動，讓家長在兩天的時間內可以將威廉寶寶發展中

需定期追蹤的眼科、心臟科、牙科、代謝遺傳科、復健科、社工資源一次評估諮

詢完成，節省家長需要頻繁的就醫問題。也因此我有了機會持續的觀察評估同一

群孩子從小到長大過程的發展狀況，與治療介入應該注意的重點，以下是我歸類



當我遇到一個威廉斯氏症候群個案初期時，我會考量到的治療介入重點：

1. 嬰兒時期餵食困難，吞嚥、吸吮困難及嚴重的吐奶：出生後隨之而來的即
是每天的餵奶問題，由於威廉寶寶早期肌肉張力較低，口鼻結構有時無法提供吸

吮所需要的包覆，餵奶是媽媽第一個大挑戰！此時治療師可以搭配輕柔而有節奏

的音樂，藉由觸摸與口腔、舌頭內外肌肉按壓技巧，配合促進提升頭頸部肌肉張

力的運動，或是提供親餵、瓶餵時家長應有的徒手輔助技巧練習（close-up of jaw
or sublingual support），協助孩子適當擺位與確認家長餵奶時姿勢正確的衛教，
讓媽媽減輕負擔，而這些患童也合併著生長遲滯的問題，若是再加上每一餐進食

時間延長，導致進食量遲遲無法提升，對家長又是另一種心靈上的壓力，因此餵

食技巧的提升是出生後首要必須介入的。另外，隨著孩童逐漸成長，威廉斯氏症

候群都有嘴巴較寬大且牙齒比較小進而形成齒槽與咬合問題，若家長可以每日藉

由按摩了解孩子口腔結構的發展，更是會提早發現孩童牙齒發育的問題。

另一個餵食的問題，則是早期過度喉頭反射（severe gag reflex）而使威廉寶
寶進食中或進食後容易吐奶，因此餵食時器材的選擇與餵食前後適當的擺位，教

導家長餵食後可用的攜抱姿勢，都是此時可以衛教的內容。

2. 處理對周邊環境刺激敏感、躁動易哭鬧（Colic）的問題：臨床上許多家長
一開始到門診並非抱怨此問題，都秉持著忍耐犧牲的心態來復健科，只求孩子的

發展可以跟上其他健康寶寶，但是每當我問起一個問題時，家長總是點頭如搗

蒜！我一定會問家長”孩子容易哭鬧嗎 ?找不出原因的哭超過 2到 3小時，一個
禮拜 2到 3次常讓你無法安撫 ?晚上好睡嗎 ?因為，一個家庭必須先能有漸入佳
境的生理作息，才有力量帶著孩子踏入復健的路程！因此這個時候，安撫技巧的

衛教會是首要！研究統計 4個月到 10個月的威廉寶寶是躁動不安不易入睡的大宗
族群，治療師可以教導家長安排生理作息與治療運動介入的時間，並且將洗澡與

嬰幼兒按摩項目時段放置在睡前 2小時內，另外，此時必須轉介代謝遺傳科，確
切的掌握孩子的鈣離子濃度，因為有些高血鈣（hypercalcemia）的症狀也會使寶
寶躁動不安容易哭鬧（"colic-like" symptoms）進而影響良好的日夜生理時鐘建
立。

3. 即早教導家長正確的互動方式，適切引導孩子主動發展，而非被動給予孩
子成長學習：早期療育的介入在威廉寶寶中，不僅僅是注重低張力而訓練抬頭能

力這麼簡單，由於威廉斯氏症候群在小腦與額葉枕葉之間的感覺接收傳導速度較

慢，因此許多研究都顯示威廉斯氏症候群學齡期視覺動作整合、視覺深度、視覺



背景區辨、平衡與協調、動作計畫能力都落後同年紀許多！

因此，從一開始就必須讓家長了解，

每一個發展動作的學習與訓練對於威廉斯

氏症候群的孩子學習過程，應強調“主動

學習”，透過自身感覺經驗的累積，輸入大

腦後，自己練習整合感覺訊息，進而將訊

息執行輸出達成一個動作。

分享我自己的經驗，早期我們進行著

寶寶瑜珈時，會讓寶寶躺在媽媽大腿上面

對著媽媽，寶寶除了練習用自己的手觸摸自己的身體，建立大腦的身體知覺，一

旦寶寶眼神注視到媽媽，媽媽可以用微笑的表情同時叫喚寶寶的名字，頭慢慢地

左右歪斜，讓寶寶自己嘗試眼神跟著媽媽的頭轉動，當寶寶開始會自己跟著媽媽

的頭移動而轉動頭部時，媽媽可以利用大腿左右擺盪，製造出左右高低起伏的前

庭感覺，讓寶寶身體左右高低像是翻身練習；當這樣的活動練習後，要求家長回

到家時將寶寶放置在床面上時，一樣用臉部表情吸引孩子頭轉動，若孩子本來轉

到右邊 45度，媽媽還可以超過範圍讓孩子嘗試為了看到媽媽而轉動更多角度，逐
漸的引導出翻身的動作！整個過程並不希望家長直接帶著孩子的手做出翻身的動

作，而是希望家長有耐心的讓孩子體驗自己用力後，產生的動作結果。

臨床上到了學齡期間，我們常發現威廉斯氏症候群的孩子對“動作計畫”的

能力缺少還是難以避免，畢竟成長過程中許多日常生活瑣事家長必須爭取時間，

可能為了趕時間出門而無法讓孩子思考為什麼鞋子穿不進去，或是直接幫孩子打

理好一切，因此提早灌輸家長正確的引導方式，不僅可以讓孩子更有機會因為正

確的親職教育整合生活經驗，更可以避免家長彌補心態而過度寵溺孩子的不良教

育方式。

4. 需要手術者，設計心臟術前術後運動計劃：出生後或是合併心臟疾病而需
要進行手術的個案，物理治療師則會依據手術前後評估，配合術式教導家長其餵

食應注意事項，如何掌控吸—吞—呼吸節奏，配合儀器上的數據量化，設計適當

的發展活動，逐漸讓心臟術後的孩子可以適應該年紀應有的活動表現，是相當個

別化的一項治療！同時在心臟術後結合正確運動劑量衛教，避免後續因身高問題

產生不當的 BMI值產生肥胖問題也是相當重要的。



5. 肌肉骨骼關節排列位置的維持、定期追蹤與適時提供輔具：

由於基因問題，威廉斯氏症候群先天性較軟的結締組織與鬆弛的皮膚、關節

等，成長過程中必須密切監測以下骨骼成長狀況：

1. 足部形狀（尤其大拇指、足弓與腳跟）有無影響步態
2. 駝背與肩胛骨前旋
3. X型腿
4. 脊椎側彎和駝背的情形
5. 前臂旋前是否影響手部操作或書寫
6. 低張力卻呈現關節僵硬的情形
7. 咬合不佳的問題是否造成顳頷關節問題
6. 利用陸地或水中運動強化視覺動作技巧的練習，前饋系統整合能力（feed-

forward motor control）與記憶力的練習：這個項目在威廉斯氏症候群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不僅是日常生活功能、精細動作或是職業訓練與社會人際互動中都

相當重要，尤其威廉斯氏症候群個案的記憶能力對於語言、順序、音樂節奏都較

慢！而物理治療師擅長利用水中的五大特性設計運動（水療；aquatic therapy）製
造出視覺深淺知覺與力道控制同時合併專注強化的團體遊戲運動，例如水中拾撿

沙包，團體水中競賽的水中計時跑步、水中設置不同深度的物品踩踏訓練視覺引

導⋯，對威廉斯氏症候群個案同時具備了視覺、心肺、專注、人際互動、肌肉耐

力與力量⋯等，有著各種面向的好處。而過去研究也顯示視覺動作整合能力與後

續威廉斯氏症智商高低成正相關，可以說，好的運動設計不僅訓練了大動作發

展，更是推進了後續整體成長的關鍵。

7. 體適能訓練與維持

每年威廉斯氏症候群夏令營的孩子年紀差距甚大，但健康促進一直是物理治

療師心中相當重要的領域！在“發展”成熟前與後，體適能都佔有一席重要腳

色，但大部分能顧及發展就已經讓家長心疲力竭！因此每年測試這一項體適能時

總是讓我搖頭！

是的，大部分小朋友的肌力及肌耐力都不好，不僅不好，連平時拿來穩固脊

椎的肌肉也欠缺肌耐力，或是常用錯誤的代償姿勢完成我們要求的測試姿勢；進

行柔軟度項目時，多半連測試的起始動作都快無法做到。

可以說在體適能這個部分，目前國內對於威廉斯氏症候群的孩子尚且沒有一



個適當的運動規劃與維持性計畫。

幫威廉斯氏症候群小朋友檢測的過程中，可以

發現到這群孩子即便聽不懂我所給予的指令，也會

努力觀察我示範的動作，嘗試做出正確的回應，像

是坐姿體前彎測試時，雖然身體彎不下去，他們依

舊展露笑容，摸摸頭，笑著說：「吼∼我骨頭太硬，

不行拉！」仍然一邊說著，一邊繼續做。有多少人

能反覆性的吃著身體的苦呢 ?

每年回來測試時，他們總能一眼認出我，遠遠

的就微笑打著招呼，越是長大越是稱兄道弟的來找

我聊天，我常跟實習生說，熱絡的與人互動不也是

一個很適合做行銷的特質！ ?

過去由於文化的關係，台灣多半較注重坐著的

發展項目，對於追、趕、跑、跳這些能力重視度並

不大，可是藉由威廉斯氏症候群孩子的許多研究可以發現，視覺動作、協調、視

覺知覺的發展跟動作計畫其實與日後學習能力成正比，相對而言，假若我們可以

更早開啟運動的一天，也是打開我們孩子學習能力泉源的起源！因此，站在物理

治療師的觀點，希望家長切記當有一天孩子的能力遲滯不前時，是否你也該跳脫

環境，來個追趕跑跳碰激勵活化一下腦部神經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