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兒加護病房之物理治療
為什麼要做物理治療?

從1970年代開始，科技的進步使呼吸器和保溫箱開始應用在維繫寶寶生命，
再加上醫療專業的提升，有特別需求的新生兒們能夠在醫院接受到更好的
照顧，增加了新生兒的存活率，因此較脆弱的寶寶們除了活下去以外，開
始有因素需要考量，你們知道嬰兒在出生的第一年除了是身高和體重成長
最快速的一年，也是動作發展上最快速的一年嗎！？可以想像你手上這個
嬌小的生命在一年後將要會站起來走動嗎？因此物理治療希望可以幫助寶
寶們得到適合的刺激和發展。

聽到復健就容易讓人聯想到中風的老人家在運動，兒童物理治療做的事情
和那個很不一樣喔!一樣是做運動，但我們讓孩子們在遊戲中成長，邊玩邊
學到各種能力。

新生兒來到了世界上，缺乏了媽媽肚子的包覆和羊水的浮力，對寶寶來說，
這個世界充斥了各種噪音、光線、溫度、奇怪的碰觸和因為地心引力而變
得沉重的肢體，如果沒有給予正確的引導，這些無時無刻在寶寶四周的無
形和有形的物質就變成了負面的刺激，讓孩子變得緊張、躁動或容易哭泣。

物理治療的活動

1.按摩
功能：引導孩子如何去享受肢體的碰觸、接受不同溫度的改變。透過按摩，
我們可以讓寶寶發現被人碰觸或拉動時，不一定都是要打針、抽血或洗澡
等不舒服的情境，減少我們在抱他、摸摸他、換衣服、換尿布等每天會發
生很多次的活動時孩子哭鬧的狀況，也可以增加親子的依附關係。

姿勢：讓孩子舒服的平躺，我們可以是面對或在寶寶的側邊。

時機：來探視孩子以及帶孩子回家後，持續的與孩子正向的互動，在餵奶
1個小時到30分鐘前都可以，重複做3個回合，每天可以做3~5次。

手法：讓孩子的雙手彎曲放在胸口，我們的雙手用對掌的方向從左右包覆
孩子的手臂和胸口，停留10秒 ↔我們的雙手往下滑到肚子的地方，停留
10秒↔雙手往下滑到屁股的地方，將寶寶的雙腳彎曲，我們的雙手往中間
的方向對掌且一手包覆一隻腳，停留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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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肢體活動

功能：因為有地心引力的拉扯，新生兒出生後要活動肢體變得很不容易，我
們幫忙她一起動動手腳和身體可以協助他鍛鍊出足夠的力氣來活動，也避免
有時候因為睡太久都沒動而導致的關節僵硬。

姿勢:讓孩子舒服的平躺，我們可以是面對或在寶寶的側邊。

時機:來探視孩子以及帶孩子回家後，在餵奶1個小時到30分鐘前都可以，輕柔
的帶領寶寶活動，每個手法重複做5個回合，每天可以做3~5次。

手法: 
a. 大人的一根手指頭放進寶寶的手掌心，刺激他使用抓握反射來握住我們的手
指頭，帶著整隻手掌和手臂一起往臉的方向彎曲，一起去摸摸臉頰、鼻子、嘴
巴，再將整隻手臂往外打開伸直平放在床面上。

b. 大人的手握住孩子的肘關節，讓整隻手臂伸直後，直直地往上抬高到寶寶的
耳朵旁邊，再直直地放回身體兩側。

c. 大人的雙手各握住寶寶的一側膝關節，輪流在空中做騎腳踏車的動作，每一
次彎曲的時候都要把膝蓋彎曲到肚子、伸直的時候都要把膝蓋完全伸直。

3.肌力訓練

功能:增加軀幹和頸部的肌肉張力和肌肉力氣

 姿勢:讓寶寶平躺或是一手扶著他的胸口和下巴、一手扶著背和後腦勺的坐著

時機:來探視孩子以及帶孩子回家後，在餵奶1個小時到30分鐘前都可以，輕柔
的帶領寶寶活動，每個手法停留1~2秒，重複做3~5個回合，每天可以做3~5次。

 手法: 
a. 在平躺的姿勢下，大人的雙手從左右側各包住寶寶的一隻上手臂和肩膀，大
人的食指和中指托到寶寶的後腦勺，把寶寶從平躺慢慢的往上扶起來到坐姿，
觀察孩子的前側頸部肌肉要有收縮。

b. 在坐姿下，稍微把寶寶往前傾斜，讓他坐的看起來像觀察孩子的後側頸部肌
肉要有收縮。

c. 在坐姿下，稍微把寶寶往後傾斜，讓他坐的看起來像觀察孩子的前側頸部肌
肉要有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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