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我的孩子只會鬼畫符?-書寫相關能力介紹 

                        職能治療師  廖怡茜  

 

「治療師，我的小孩拿筆的姿勢很奇怪，字也寫得歪七扭八，像鬼畫符一樣…..。」 

許多家長帶孩子來醫院求助的主訴之一就是孩子的握筆姿勢不佳、寫字寫得潦草讓人看不懂，或是逃

避需要寫字的作業…等，而這些在職能治療的觀點來看，可統稱為書寫前備能力不佳，或是書寫能力

不佳。 

 

什麼是書寫? 

書寫(handwriting)，是用來記錄資訊和事件的管道，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一個可以用來反應自己的感

覺、想法和思想的工具，所以在生活中，書寫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常活動。 

除此之外，書寫常被用來當作對人的第一印象，甚至會被用來判斷一個人的智能或能力，就像我們看

到一篇字寫得很工整的文章會覺得文章的作者一定相貌堂堂、學識淵博，而看到字寫得潦草不整的則

會不免對於作者有較低的評價。甚至有研究發現，評分作文時，同樣的文章內容若用較工整的字體呈

現則可以得到比較高的分數，若是用較潦草的字來呈現，則所得的分數則會明顯低很多。 

學齡的孩子在學校生活中會花很多的時間在書寫和其他精細動作活動上，尤其在國小的階段，我們會

很重視書寫的表現，就像小時候寫國語習作本時，父母總是會要求字體要寫得端正，老師也會依照作

業本中字體的工整度來打分數(甲上、甲、甲下等)，如果孩子的字寫得很醜，作業成績總是甲下甚至

乙，久而久之，成績會影響同儕的觀感，甚至可能會導致孩子的低自尊，嚴重一點，書寫能力不佳的

孩子，可能會因為無法完全寫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意見或是表達自己所擁有的知識而感到挫折。 

所以書寫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能力，尤其是學齡的孩子幾乎天天都會遇到的任務，書寫能力的好壞會間

接、直接地影響學業表現，故書寫不佳，是很多家長帶孩子來醫院求診的主要問題，然而書寫是一個

十分複雜的能力，並不是一直要求孩子專心寫、多練習就能有所改善的，書寫能力不佳的孩子必須由

職能治療師透過評估來找出孩子的書寫問題才能提供適當的介入治療。 

 

書寫的發展 

人類在書寫技巧的發展上，最早是以無意義的塗鴉開始，漸漸發展成可以畫出形狀的圖形，再來是像

是字的複雜圖形，最後才演變成可以寫出字體。 

正常的書寫能力發展如表一 

 

【表一】 

年齡 活動表現 

9-11 個月 可模仿塗鴉 

12-15 個月 會自己拿筆塗鴉 

20-23 個月 模仿畫直線及圓弧線條 

24-27 個月 模仿畫出橫線 

32-35 個月 可以自己畫出圓圈 

3.5-4 歲 可以畫出十字、正方形 

4-5 歲 可畫出斜交叉「X」、自己寫數字和仿寫簡單的中文字 

5-6 歲 可以畫出三角形、自己寫自己的名字、仿寫較複雜的中文字 

 



孩子約到 6-7 歲時在書寫這個技能上會有快速的發展，直到約 8-9 歲時書寫會變成一種有組織性且

自動化的動作，進而轉變成用來促進思想發展的工具。所以書寫能力的發展在國小階段是很快的，約

一直持續到中學階段才算發展完全。 

 

書寫能力不佳的原因 

什麼是造成書寫能力不佳的原因呢?書寫能力最重要的兩個要素就是字跡的清晰度和書寫的速度。 

字體的組成、字體的間距、大小、傾斜度都會影響字跡的清晰度及可讀性。 

而書寫的速度也是書寫能力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尤其是孩子在課堂上學習時，書寫的速度有一定的重

要性，但通常寫字的速度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影響，比如在抄寫、聽寫或是自發性的書寫等不同的任

務都會影響孩子不同的書寫速度表現。 

 

書寫相關能力 

書寫是一個複雜的知覺動作技巧，由多種能力所組合而成，包含視知覺、粗大動作、精細動作、視覺

動作整合、感覺處理等。 

一、 精細動作發展和寫字是最直接相關的，孩子必須在適當的時間點利用正確的動作控制，控制

手臂、手腕、手掌、手指將筆握好，並協調地做出靈活的運筆動作來執行寫字這個任務。許

多研究發現孩子無法順利協調地控制自己的手指動作還有握筆姿勢不佳皆會導致他們寫字

寫得慢且字跡潦草。 

一般孩子的握筆姿勢發展如圖一。 

【圖一】 

孩子的握筆姿勢發展 

全掌握筆(約一歲) 

 

 

 

     

拇指側朝下 

(兩歲~三歲) 

 

靜態三點握筆 

(三歲半~四歲) 

 

 

 

 

成熟的動態三點握筆

(四歲半~六歲) 

 

 

 

 

(圖出自【手能生巧】) 

                                                              

成熟的握筆姿勢是以拇指、食指的指腹握筆，頂在中指的最遠端指節側邊，筆桿靠在虎口

上，而無名指及小指內收於掌面，並能靈活地用前三指操作筆桿以寫出各個方向的線條。 

然而東方小孩多太早開始學習寫字，當孩子的肌肉協調發展尚未成熟，三點握筆會顯得太

吃力且難以控制，所以孩子在面臨寫字任務時多會發展出代償策略來增加寫字時的穩定

度，致使握筆姿勢不佳。（見圖二） 

【圖二】 

常見非典型成熟握筆姿勢 

動態四點握筆姿 

 

 

 

 

靜態四點握筆姿 

 

拇指壓食指側 毛筆姿 

 

 

 

 

(圖出自【手能生巧】) 



 

二、 視知覺是一種可以去辨識、處理、重整視覺訊息的能力，能將我們看到的東西輸出成有意義

的訊息；孩子若視知覺能力不佳，在書寫上的問題可能有:無法區辨相似字型、容易寫出左

右相反或上下顛倒的字(如:b 寫成 d、6 寫成 9)等。 

三、 視動整合能力是指將接收到的視覺訊息整合後輸出動作的能力，也就是孩子看到一個圖形，

可以邊看邊仿畫的能力，這需要有適當的注意力、視知覺還有動作控制能力，而視動整合能

力和孩子書寫的清晰度有很高的相關性。 

四、 感覺處理過程是指神經系統接受到感覺訊息後進行處理的過程，包括觸覺本體覺、運動覺。

觸覺本體覺主要是提供孩子握筆的感覺回饋；而運動覺的部份則是當孩子在寫字或是著色時

提供孩子握筆的壓力回饋以及筆和紙之間的動作力道回饋，運動覺也可以在書寫時提供兩種

功能，一是當你寫錯時可以提供資訊告訴自己寫錯字了，二是可以將你寫字的動作儲存在記

憶中，而下次在書寫相同的字時，記憶會再次被提取出。若孩子有觸覺本體覺或是運動覺的

問題的話，可能會使他握筆姿勢僵硬或是太無力，也可能會寫字太輕或太重，這些都會影響

書寫的持續度和品質；甚至在寫字時，因為無法得到本體覺和運動覺的回饋，所以必須很依

賴視覺的幫助才能順利書寫，則抄寫時就必須看一個寫一個，影響書寫速度。 

五、 動作運用則是指在做一系列的動作或是任務時的動作計畫能力，若在此部分有困難，寫字時

可能很難將國字中的各部件完整組合成一個字或是自發的將一個字完整的寫出來，要開始寫

字時看起來像是起始困難。 

六、 粗大動作方面，孩子要有良好的軀幹穩定度，才能發展出良好的手部動作協調能力。所以若

孩子的軀幹、肩膀、頸部的穩定度不佳或是平衡能力不佳，都可能影響孩子的坐姿穩定，導

致孩子無法穩定地坐於桌前從事書寫活動。 

其他造成書寫問題的原因，可能是閱讀障礙或是書寫障礙，這些可能導致孩子需花較多的時間甚至是

難以將自己的想法轉化用寫得寫出來。  

 

書寫能力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能力表現，所以當家長覺得孩子有書寫問題時，必須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專

業協助，由職能治療師透過各項不同能力的評估工具，分析出孩子的問題所在，才能找出正確合適的

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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