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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台灣多元文化衝擊以及家庭問題日益嚴重下家長對親職教育之需

求，本研究探究親職最初始之階段-嬰幼兒教養之知能，以嬰幼兒按摩發展親

職教育課程。依資料分析與文獻結果，運用嬰兒按摩知能以實驗法發展培育

嬰幼兒依附感、增進親職知能與自信之親職教育課程，並運用焦點團體訪談

法、電話訪問、前評量、後評量和追蹤評量評估課程與教學之成效逐步定型

課程。預期之成果為親職知能調查問卷、嬰幼兒按摩之親職教育課程-教材教

法、評量、教學資源。研究人員可學習 0~3 歲嬰幼兒發展與保育知能、嬰幼

兒按摩知能、課程建構、教學理論與實作、教育媒體製作、SPSS 資料分析軟

體運用、焦點訪談、電話訪談技巧與知識歸納法等。本研究將嬰幼兒按摩之

學術研究由親子影響與醫學探究層面擴展至課程與教學及社區預防之親職教

育領域，並將此國際性之課程本土化，對於嬰幼兒按摩在台灣之推廣與傳承

及社區親職教育課程之發展均有助益，幫助家庭培育身心建全之子女，促進

家庭和諧，社會安定，增進國家之競爭力，並為我國發展系統性親職教育課

程做奠基。 

關鍵詞：課程發展、親職教育、嬰幼兒按摩、親職效能 

 
For the purpose of conquering the multicultural impact on education and the family 

problems rising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parenting competence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parent hood and develop an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analysis on literature and the survey results will be served to frame up the coverage and 
direction of this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follow up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phone interview, pretest, after test and post test will then serve to refine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the parenting competence of Taiwanese parents with 
infant, a complete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Students involve in this study will gain 
knowledge on infant development, infant massag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echniques of educational material production, SPSS soft ware, focus group interview, 
phone interview and knowledge analysis. This study expends the scope of infant massage 
research from studying its parenting influence and its impact in medication field to the field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prevention-functioned parenting educ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ith daycares and kindergartens,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localized the renowned 
international infant massage curriculum (by IAIM) into a Taiwanese culture based 
program.  The outcomes from this study will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ing educ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infant message in local communities.  With fully incorporation of the 
proven infant message curriculum, a solid and complete found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for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parenting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infant massage, parenting education, parenting competenc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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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台灣多元文化衝擊以及家庭問題日益嚴重下家長對親職教育之需

求，本研究探究親職最初始之階段-嬰幼兒教養之知能，以嬰幼兒按摩發展親

職教育課程。依資料分析與文獻結果，運用嬰兒按摩知能以實驗法發展培育

嬰幼兒依附感、增進親職知能與自信之親職教育團體課程，並運用問卷調查

評估課程與教學之成效。研究成果包含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設計、教材教法

與教學資源。本研究將嬰幼兒按摩之學術研究由親子影響與醫學探究層面擴

展至課程與教學及親職教育領域，並將此國際性之課程本土化，對於嬰幼兒

按摩在台灣之推廣與傳承及社區親職教育課程之發展均有助益，幫助家庭培

育身心建全之子女，促進家庭和諧，社會安定，增進國家之競爭力，並為我

國發展系統性親職教育課程做奠基。 

關鍵詞：課程發展、親職教育、嬰幼兒按摩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conquering the multicultural impact on education and the family 

problems rising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develop an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e analysis on literature and the survey results will be served to frame up the coverage and 
direction of this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follow up questionnaire to 
refine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results a complete infant massage based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study expends the scope of infant 
massage research from studying its parenting influence and its impact in medication field to the 
field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parenting educ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ith 
daycares and kindergartens,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localized the renowned international infant 
massage curriculum (by IAIM) into a Taiwanese culture based program.  The outcomes from 
this study will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ing educ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infant 
message in local communities.  With fully incorporation of the proven infant message 
curriculum, a solid and complete found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for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parenting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infant massage, parent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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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嬰幼兒按摩是 0~3 歲嬰幼兒保育技術中普遍被運用的技巧，是

東方古老民族文化的傳統育兒藝術，在印度、埃及和古希臘的許多古

蹟繪畫當中，都可以看到嬰幼兒按摩的圖像，而中國更早在春秋戰國

時代，古籍皇帝內經中即有嬰幼兒按摩(小兒推拿)的詳盡記載，但仍

屬於中醫學之醫療養生專業，並非一般家庭之育兒技術。現代，雖然

嬰幼兒按摩在許多開發中國家，例如印度、巴里島、菲律賓、南美洲、

愛斯基摩、尼泊爾、北斯堪地那半島…等仍可見到，但是，在已開發

中國家此技術逐漸成為一般家庭育兒技巧則始自 McClure(1986)創立

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並培訓講師以嬰幼兒按摩親子課程教導父母親

藉由肌膚與子女做親密的接觸，進而發展出親子間心靈密切的依附關

係。 

近 20 年來，探究嬰幼兒按摩之影響的研究與論述(McClure, 

1998；Dellinger-Bavolek, J. 1996; Muscarella, E.1996; Scafidi, 

etc. 1990; Schneider, 1996；Cigales, etc. 1997; Field, 1995; 

Lundy, etc. 1996; Malphurs. etc. 1996; Molloy, 2000; Montague, 

1986; 鄒國英, 2000)肯定了嬰幼兒按摩對幼兒的好處。例如，促進

發育、放鬆、提高身體自覺、促進血液、荷爾蒙、淋巴與消化系統循

環、提昇肌肉發展以及增進睡眠品質。此外，對於運用嬰幼兒按摩的

父母，嬰幼兒按摩亦幫助他們增進親子關係與增加親子一對一互動之

機會，並且提昇親職的自信與能力(Lappin, 2005; Lapin & 

Kretschmer, 2005; Pardew, 1996; McCarthy, 2004)。研究顯示，

有親職自信與能力的父母親能培育子女安全型依附感、合作性、守

法、與高學習成就。相反的，缺乏親職自信與能力的父母則容易培育

子女不合作與偏差的行為(Belsky, 1990; Collins, Maccoby, 

Steinberg, Hetherington, & Bornstein, 2000；Guidubaldi & 

Cleminshaw, 1989; Maccoby & Martin, 1983)。此外，正向的親職

自信與能力對子女正向的影響極為長遠，研究指出，直至青少年時

期，正向的親職自信與能力仍可在子女的學科能力、心理發展以及利

社會行為塑造有利之影響(Baumrind, 1967, 1989, 1991; Dornbusch, 

Ritter, Leiderman, Roberts, & Fraleigh, 1987; Lamborn, Mounts, 

Steinberg, & Dornbusch, 1991; Steinberg, 1990; Steinberg, Elmen, 

& Mounts,1989)。 

Lappin (2005)針對一位學習嬰幼兒按摩的母親探究其親職能力

的改變，在沒有學習嬰幼兒按摩之前，此位母親與嬰兒的關係冷淡，

且排斥照顧嬰兒，她多半的時間將嬰兒孤單地放在床上，沒有任何肢

體的互動，嬰兒對母親的反應也趨於平淡無表情。而學習嬰幼兒按摩

後提升了此位母親的親職能力，增加她的保育知識，她開始主動逗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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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以兒語的方式慈愛地和嬰兒說話，也開始將嬰兒抱入胸懷，母

嬰關係也明顯改善。 

由上可知，嬰幼兒按摩的好處及其對親職能力的影響。其實台

灣傳統民俗也有嬰幼兒按摩的習慣。傳統婦女以黑麻油為新生兒去胎

脂，是一項母傳女的養育技術，然而台灣近代因為社會經濟與家庭結

構的變遷，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被父母與子女為主之核心家庭所取

代，因此，家庭中藉由母傳女、婆傳媳代代相傳嬰幼兒教保的親職教

育機能已逐漸地消失，父母親之親職知能轉而需要由家庭外的機構所

提供。 

除了小家庭之父母需要親職教育以傳承育兒教養知能外，學者

指出未婚媽媽、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之祖父母、外籍配偶、未成年父

母以及家庭暴力者都需要接受親職教育(郭靜晃，2005；黃秋玉、張

晏翎 2006；黃秋玉等，2006；)，遺憾的是，這些對象亦是台灣社會

文化變遷下，快速增加的人口(韓嘉玲，2003；郭靜晃，2005；內政

部統計處；潘維剛 2001；張明正，1999)。而研究雖然肯定親職教育

的功能，卻也指出我國親職教育內容系統性建構的欠缺。       

近年來，已有少數學者探討嬰幼兒按摩納入親職教育課程的影

響，以傳統小組(1~4 對)親子傳授方式教導研究對象，探討嬰幼兒按

摩對特殊族群-新住民、青少年父母、瞌毒少女的親職能力影響(Bardi, 

1996; Lappin & Kretschmer, 2005; Porter & Porter, 2004)，研

究並未著墨於課程發展與教學應用等教育專業層面。因此，嬰幼兒按

摩課程仍為一高成本之一對一或一對小組模式之課程。 

在台灣，雖然嬰幼兒按摩是傳統的保育技術，但是亦是一逐漸

消失被現代父母遺忘的傳統，考其原因，在傳統母傳女、婆傳媳之家

庭功能勢微後，嬰幼兒按摩並未被廣泛地推廣，而推廣的最好方式即

為納入親職教育。本研究嘗試將嬰幼兒按摩課程發展為一有系統的團

體親職知能訓練課程，將國際性僅針對已為人父母之嬰幼兒按摩課程

(IAIM，1986)發展為包含台灣社區第一級預防功能之一般性親職教育

課程，使尚未為人父母者亦能接受此課程。 

此外，國際性課程亦需經過本土化才能達到國民教育的目的。

我國學者黃政傑(2006)指出，教育需要在本土化與全球化間找到平衡

點，透過本土化啟發國民的主體意識，使其關切自己國土所發生的

人、事、物，而透過教育的全球化則使地球村之居民文化能趨於同質

性和一元化，過度強調教育的本土化則將缺乏世界觀，而過度著重教

育的全球化則難避免被西方主流強勢文化的主宰。課程與教學是教育

的核心，因此本研究在以嬰幼兒按摩做為親職教育改革的同時，以建

構一本土化與全球化之課程與教學為目標，瞭解台灣父母親育嬰親職

能力之現況，融合國際流行之嬰幼兒按摩理論與實務，建構一台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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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且全球化之親職教育課程與教學模式，並探究此一嬰幼兒按摩團

體課程在無嬰幼兒參與，而以成人團體課程模式進行時，是否能成功

地保留其優點?並藉由團體式嬰幼兒按摩課程與教學之建構，推廣嬰

幼兒按摩為基礎之家庭嬰幼兒保育技術，並為我國建構系統性親職教

育之課程與教學做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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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之目的 

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旨在將國際性僅針對已為人父母之嬰

幼兒按摩小組課程(1 對 5人)發展為適合不同團體課程，包含已為人

父母及尚未為人父母者以及專業托育/保育機構之團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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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個體最早社會化的場所，更

是種族繁衍、社會安定、國家強盛、民族文化永續傳承的基石。然而，

台灣近年來社會結構改變，少子化、單親家庭、未婚媽媽、隔代教養、

外籍配偶、青少年懷孕、家庭暴力等社會問題增加，家庭因為父母親

親職功能的不彰而無法發揮其教養下一代的功能。依據內政部統計，

近五年來，五歲以下兒虐案有增加趨勢，尤其零到兩歲兒童，受虐通

報數成長了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三至五歲的通報數也成長了百分之廿

三(內政部統計處，2006)。台灣家庭扶助基金會指出，缺乏『親職知

識』居施虐者虐兒的五大因素之首(聯合報，2006)。台灣近半年來即

有四起零到兩歲嬰幼受虐至死的案件，顯現此一家庭問題已形成顯著

之社會問題。 

 

表 3-1  2006/07~2007/08 台灣有關零到兩歲嬰幼兒受虐之簡報 

     時間 出

處 

標題 原因 

2007-08-01 聯合報 兩歲童受虐 父毒打娘踹胸，兩歲童受虐昏迷命

危。 

2007-04-16 聯合報 重男輕女 疑重男輕女，父親因早產女兒哭鬧

打女兒至重傷。 

2007-03-30 聯合報 女嬰疑受虐 兩歲多女童遭凌虐。 

2007-03-20 聯合報 女嬰受虐 母同居男友持曬衣的鐵桿毆打

女童成智障。 

2007-03-09 聯合報 未成年父母

虐童 

出生未滿月的男嬰，疑似受未

成年父母虐待致死。 

2007-01-28 聯合報 父虐童案 3 個月大 狠爸因心情不好打兒

到腦死。 

2006-11-07 聯合報 涉搥女嬰入

睡致死 

三個月大女兒整晚哭鬧 17歲小媽

媽握拳猛搥，直到安靜「睡著」。 

2006-09-22 聯合晚

報 

女嬰疑受虐 劇烈搖晃導致娃娃硬腦膜下出血

及積水。 

2006-08-08 聯合報 涉虐童致死
 

九公斤棉被蓋臉，嬰兒窒息死 

2006-08-05 聯合報 母虐童案 子中的母親打死親生女兒

案 

坐月

 

探究以上虐兒之事件，可以發現父母親接受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之親職教育更顯得迫切需要。幫助尚未為人父母親和已為人之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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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子女嬰幼兒期或未出生前即瞭解嬰幼兒發展與保育之知能，建

立正向之母嬰/父嬰依附行為，培養日後良好的親子關係，增加父母

親的親職效能，在尚未形成家庭與社會問題之前即做好預防工作，為

社會國家培育優秀之國民，增強台灣之國力與世界競爭力。本研究所

發展之嬰幼兒按摩為主的親職教育課程可提升一般父母親之親職效

能，更能輔導特殊對象例如未婚媽媽、未成年父母親、單親家庭之青

少年子女、新住民、隔代教養之祖父母，使弱勢團體之子女可以在嬰

幼兒期即受到良好之照顧，繼而有健全之發展。此外，本課程之運用

亦有助於傳統台灣民俗嬰幼兒按摩文化的傳承，讓黑麻油按摩新生兒

傳統不成為傳說。 

1. 

(1) 嬰幼

技術

的

  

名詞定義 

兒按摩 

嬰幼兒按摩是傳統的民俗保育技藝，各民族運用嬰幼兒按

摩時有其不同的方法。本研究所指之嬰幼兒按摩為現代開發中

國家普遍使用的以 McClure(1986)發展出的系統性按摩手法為

主，此技術亦是專家學者研究嬰幼兒按摩時所普遍運用的基礎

(e.g. Field, 1995；Lappin & Kretschmer, 2005)。 

McClure 所創立的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1986)所教授的

嬰幼兒按摩方法包含了四項主要的技巧，亦即印度式按摩技巧

(Indian Massage Techniques)、瑞典式按摩技巧(Swedish 

Massage Techniques)、足部反射法(Reflexology Techniques)

以及瑜珈(Yoga)。印度式按摩技巧和瑞典式按摩技巧之運用目

的在平衡兩種手法之功能。其中，印度式按摩手法是源自傳統

印度民俗之嬰幼兒按摩手法，此按摩手法採離心式之方向，亦

即按摩時由心臟向四肢的方向進行，主要目的在協助身體放

鬆，藉以舒緩日常生活中所累積下來的壓力。相反的，瑞典式

按摩手法採向心式的按摩，由四肢向心臟的方向進行按摩，主

要功能在於提升身體的能量以及促進身體的血液循環功能，此

外古典瑞典式按摩屬於肌肉式(muscular massage)的深度按

摩，因此運用在嬰幼兒按摩時僅採其方向性，而將肌肉式

(muscular massage)深度按摩改變為適合嬰幼兒的觸覺式按摩

(tactile massage)。足部反射法則是針對腳底的按摩手法，

此部份亦採用觸覺式的按摩。由於腳底密佈著許多的觸覺接收

器，對於腳底的撫觸刺激，可以傳遞許多重要的訊息給大腦，

藉以促進大腦神經的發展。第四項手法-瑜伽則是 McClure 多

年瑜珈教學經驗所融合的手法，屬於舒緩之運動，主要的功能

在於加強寶寶關節的彈性和柔軟度，促進左右半腦的交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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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並且為寶寶學習翻身和爬行做好身體的準備工作。此四項

手法即為目前研究或推廣嬰幼兒按摩的機構例如 Dr. Field 所

主持的美國佛羅里達州麥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醫

學中心之觸覺研究中心(Touch Research Institute)，和商業

巨擘 Johnson & Johnson 所推廣的嬰幼兒按摩的基礎手法。 

(2). 親職

上信心十足(Anchor & 

Thom

 

教育課程之內容可分為一般性親職知能和親職知能

訓練

A. 一般

關係、教養方法、父母

知能。 

B. 親職

教育 

親職教育是指協助將為人父母或已為人父母者，了解身為

父母親的職責，學習親職技術、知識及態度，是一個有系統的

終身成人教育提供一套關於「如何為人父母」的知識與技巧的

過程，亦是一個終身的成人教育，藉由正式和非正式的課程培

養有效能的父母(郭靜晃，2005)。其內容包含育兒技巧、兒童

發展知識、教養方法、溝通技巧、特殊兒童的辨識、性教育，

以及父母的自我成長、、、等知能，同時提供父母關懷、支持

與資訊，讓父母感覺在教養子女的道路

ason, 1977；黃德祥，民 86)。 

綜合學者所提之親職教育內容(郭靜晃，2005;邱書璇等，

2003；王連生，2003；魏渭堂，2005；黃德祥 1997；Gestwicki,

1992)親職

。 

性親職知能。 

泛指對尚未為人父母者或已為人父母者，包括高

中生、大學生、一般社會人士、家庭主婦、學校教師、

各行各業的人等提出勸告、教導或成為有效能父母親的

專業訊息。實施的包式包括演講會、討論會、研習會等。

常見的機構包括幼稚園和各級學校、社團法人及基金會

以及地方政府機關等。內容則包含幼兒養育知識、兒童

與青少年發展理論、行為問題與輔導、情緒問題與輔

導、學習問題、家庭管理、親子

效能等一般親職教育的

知能訓練課程。 

有些父母需要學習比較詳細、具體與個別性的親

職知能，此類對象則須藉親職訓練來獲得知識和技能。

親職知能訓練比一般性親職教育正式，參與者人數非大

眾化，目的比較具體，內容比較重視參與者的個別需

求，對象較針對已為人父母者。親職知能訓練課程的實

施方式較為系統化，有明確的步驟，一步步教導參與者

達到學習目的。其內容亦較多元，例如教導父母學習運

用親子互動來激發幼兒創造力、如何為子女做嬰幼兒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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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如何進行親子共讀、如何增進子女的自信心、如何

幫助殘障的子女學習、如何處理家庭危機（如病童護

理、兒童虐待、父母失業、離婚等）、如何與青少年溝

通、、、等。此課程的特質為有一套具體的策略和步驟，

循序教導參與者獲得所需的知識和技巧，而且這些學習

果可以觀察與評量，以確知訓練的效果。 

(3). 課程

。

。最後是採用階段，包含再試用、

安裝調整、實施和鞏固。 

2. 台灣

 

較差

。

的結

發展 

依據學者黃光雄與蔡青田(1999)的定義，課程發展是將教

育目標轉化為學生學習的課程方案或教學方案，並強調教育理

念的發展演進與實際的教師行動。因此，課程發展包括了目

標、內容、活動、方法、資源及媒體、環境、評鑑、時間、人

員、權力、程序、參與以及各種課程設計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

學者黃政傑(1987)提出了課程發展動態歷程的四個連續性階

段，此四個階段可以透過評鑑進行不斷的回饋與改進。第一階

段為研究時期，包含問題檢討、需求評估和文獻探討。第二是

發展階段，包含發明、設計、試用修正和定型。第三是推廣階

段，包含傳播、示範和訓練

 

家庭結構的改變與親職教育 

台灣現代社會在資本主義高度發展與分化之下，家庭結構逐漸

產生質的改變，傳統三代同堂轉換為小家庭、少子化現象導致家戶

人口數減少、離婚率升高使單親家庭比率增高，多年來致力於家庭/

親職教育研究與推廣的學者郭靜晃(2005)，由 1990 及 2000 年的人

口推估，台灣單親家庭的發展約增加了百分之二十一，並指出此增

加速度不下於開發中的國家，如美國(Bumpass, 1984)、英國及澳洲

(Kamerman & Kahn, 1989)、法國和瑞士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國家(張清富 1995；彭淑華、張英陣，1995)。單親家庭的

定義包括未婚、離婚、分居及喪偶單親，而其中未婚單親媽媽及其

對象又多來自於單親家庭及父母親親職效能較低之家庭，本身教育

程度多低於高中(林淑芬，1985)。學者亦指出，許多單親家庭的子

女自我概念較低、對人缺乏信認感、性別角色未分化、內外控發展

、有較高之焦慮、憂鬱、沮喪及恐懼反應(張美麗，1992)。 

除了單親家庭增加外，近 20 年來，因婚姻關係移民台灣之大

陸與東南亞新住民人口亦逐年攀升，根據內政部 2003 年統計，92

年外籍配偶人數佔總結婚數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八六，近幾年比率雖

然緩降，至 94 年仍佔了百分之二十點一四(內政部統計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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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平均四位台灣適婚男人即有一人選擇與大陸或東南亞女性結

婚。

預防親職教育

課程，茲分述嬰幼兒按摩與親職教育之影響於下。 

3. 嬰幼

ield, et al., 1996; Field, et 

al.,

05; Lappin & Kretschmer, 2005; 

Cody

 

與未婚媽媽相同的，新住民的教育程度亦普遍低於高中程度，

國小畢業者佔百分之三十九點七，國中畢業者佔百分之三十四點

八，高中畢業者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黃秋玉、曾榮祥、、、等，2006)。

新住民家庭之子女-新台灣之子，雖非全面性，但在學習上已顯現差

異(楊淑朱等，2004；鍾鳳嬌、王國川，2004)，相關研究(陳美惠，

2002；王光宗 2004)指出，新住民因為年輕、缺乏教育與養育的經

驗以及知能，影響其有效的教養子女，新住民本身與幼教師亦反應

了新住民對親職教育的需求(黃秋玉、張晏翎 2006；黃秋玉、曾榮

祥、、、等，2006)。幼教師認為新住民家庭之父母親均需要接受親

職教育，母親需要加強國語文能力和兒童行為輔導之相關知能，父

親最需要加強的則是幼兒生理發展之知能，父母親共同需要加強之

項目則為幼兒心理及認知發展知能(黃秋玉、曾榮祥、、、等，2006)。

因此本研究針對尚未為人父母和初為人父母者為對象，設計提昇父

母親嬰幼兒發展、保育和嬰幼兒按摩特定技能之初級

 

兒按摩的好處 

自 1970 年代開始至今，針對嬰幼兒按摩的研究持續的增加。

研究顯示嬰幼兒按摩對正常與特殊嬰幼兒均有正向之影響，包括增

強母親與幼兒的親密連繫(bonding)、增加溝通的頻率、增加正向的

互動、培育安全型的依附感、增加幼兒的體重、促進消化、增加自

我身體的警覺與自覺性、促進神經發展、促進嬰兒放鬆、改善睡眠

狀況，以及降低住院時間(Bardi, 1996; Ferber et al., 2002; Field 

1998a, 1998b; Cigales et al., 1997; 鄒國英，2000)；以及減少

哭泣、增加社會化能力、表現出較穩定的脾氣，和降低壓力荷爾蒙

的分泌(Field et al., 1996)；嬰幼兒按摩對於特殊狀況的幼兒也

有相同的影響，研究對象包括早產兒、神經缺陷兒、服毒品孕婦之

嬰兒、HIV 嬰兒、視覺障礙兒以及發展遲緩兒(Field, 1996,1998a, 

1998b,；Field, et al., 1986; F

 1998; Lappin, 2005)等。 

除了對嬰幼兒有正向影響外，嬰兒按摩對於實施按摩的父母親

也有正面的好處，研究發現嬰幼兒按摩能增加父母親之親職能力，

增強父母親的信心、自我意識以及照顧幼兒的能力，幫助他們更瞭

解幼兒行為及生理信號的意義，並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溝通與依

附感(Bardi, 1996; Lappin, 20

, 1995)。相關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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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Field(1986)因為自己的早產兒而開始進行嬰幼兒按

摩，並開啟了一系列嬰幼兒按摩的研究，對象包括足月的嬰幼兒、

憂鬱症母親生下的嬰兒、孕婦及免疫功能缺損的成人，結果發現嬰

幼兒按摩不論對成人或嬰幼兒均有正面影響(Field, 1993, 1994, 

1995, 1996, 1998a, 1998b；Field, et al., 1986; Field, et al., 

1996; Field, et al., 1998;)。在其中一個以早產兒為對象的研究

中，實驗組 25 位早產兒每天接受 3次各 15 分鐘的嬰兒按摩(與本文

介紹的手法類似)，結果發現實驗組比對照組每天體重增加百分之四

十七，且活動量較大，肢體警覺性較高，在神經發展上亦較成熟，

另外

力較低，有助加速早產兒適應外界壓力，降低對壓力感

受程

亦是相同的平淡，母親僅在嬰兒生理有需求時會碰觸及照

顧他

，他們亦較未接受按摩的嬰幼兒提早 6天出院。 

在台灣，台大醫院也於 1998 年開始，由鄒國英教授(2000)等

進行為期一年十個月的嬰兒按摩研究，共有 41 位早產兒加入此研究

計劃，結果也顯示嬰兒按摩對早產兒有正面效果，按摩組每天的體

重增長速率接近 50%，而對照組之體重速率則改變不大；血液可體

松濃度(代表對外界壓力的感受程度)，對照組有上升趨勢，而按摩

組維持不變。亦即，接受按摩之早產兒在同一環境，同一時期中所

感受到的壓

度。 

另一個應用 McClure (1986) 之嬰幼兒按摩方法的研究為

Lappin (2005) 對一對早產兒母子所作的探究。此研究對象之嬰兒

因為早產而有視覺障礙，母親因為健康因素，生產後前二週均與其

子隔離，在嬰兒加護病房探視及認知其子的健康狀況時，因為語言

無法溝通的因素而有不愉快的經驗。在學習嬰幼兒按摩前，母親對

嬰兒的行為與身體傳送之訊息較未能察覺，例如餵奶時嬰兒將奶瓶

推出、置放床上時身體僵直等。在分析四次的行為觀察資料後，研

究者發現母親的親職問題包括遺漏幼兒發出之線索、溝通的差誤以

及母親對嬰兒強制性干擾的行為等。母親很少抱也很少對其子說

話，當她抱小孩時，她顯得緊張與僵硬，與嬰兒保持距離，身體未

接觸到嬰兒，並將臉轉開，臉上沒有笑容也沒有熱情，而嬰兒對母

親之反應

。 

嬰兒出院 6個月後，母親開始學習 McClure(1986)之嬰幼兒按

摩，由國際嬰幼兒按摩協會(IAIM)所認證之講師教授母親理論與技

術。學習嬰兒按摩後，母親之育兒行為顯示出安全型依附感的培育

行為，例如她改變了抱小孩的方式，將孩子抱近胸口，靠著她的心

窩。她和孩子說話變得較為甜蜜，並在其子有限的視線範圍內微笑，

和他玩耍，並且以逐漸增加的體適能活動培育其子的發展。同時，

母親對其子發出之線索亦較能察覺並能正確的回應其子的需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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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孩子亦對母親微笑、兒語，母親和他玩耍時，孩子也能以大

笑回應。母親抱他時，他的身體鬆軟，不再躬身或僵直，在按摩時

或按摩後，嬰兒亦增加了對自己和他人身體的探索，尤其是對他母

親和

學者 Bowlby 於 1969 年提出依附感

理論

索週遭世界時即能發展出安全感，並且內化

為正

即母親對幼兒的敏銳度對於幼兒依附

感的

，而是家庭的

氣氛

察、正確瞭解與適當的回應幫助父母親培育

姐姐，這樣的身體探索幫助他發展空間的自覺性。 

Lappin 之研究顯示出嬰幼兒按摩之訓練課程在短期內改變母

嬰之互動與依附行為的改變，而依附感正是嬰兒與其主要照顧者親

密連繫後建立的行為模式，外國

(Attachment Theory)。 

 Bowlby (1969) 指出，現實生活中，所有的嬰兒都與其主要

照顧者(通常為父母親)建立依附感，此依附感因為性質的差異可分

為安全型、驅避型和拒絕型三個類別。有安全型依附感的幼兒將父

母親視為探索世界的基石，當遇到困擾時他們會尋求父母的慰藉；

驅避型依附感的幼兒則在遇到困擾時想辦法避免父母的接觸。例

如，避免眼光的接觸或是退離；拒絕型依附感的幼兒遇到困擾時會

尋找父母，但同時卻也對父母表現出生氣的行為。拒絕或忽視幼兒

的父母誘發幼兒的不安全感，而如果父母親展現能培育嬰幼兒依附

感的行為時，幼兒在探

向的自我概念。 

De Wolff 和 van Ijzendoorn (1997) 的研究則明確的指出培

育母嬰安全型依附感的特徵。在他們針對 106 個嬰幼兒的多年期研

究中發現，母親與嬰幼兒表現出特定的依附類型時，例如母親對幼

兒行為一致性的理解、正確的判斷以及適當的回應、、、等，培育

出幼兒安全完善的依附感。亦

培育扮演著重要角色。 

Bowlby(1969)進一步指出，當幼兒被迫與所依附的照顧者分離

時，親密的情感連繫與所產生的安全感會被破壞，並因此導致幼兒

人格的偏差發展。Bornstein 與 Lamb (1992) 認為依附感是特定人

與人之間持續性的情緒連繫，而此人的存在對其社會人格的發展有

極其重要的影響。Klein (1995)指出了父母親與嬰幼兒早期依附感

建立的重要性，他認為嬰兒早期依附感的建立在其一生均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如果早期母嬰依附感被破壞，則將形成憂鬱、焦慮以及

成人人際關係的問題。此論述亦解釋了部份單親家庭子女之人格與

行為偏差問題，如學者(Herzog & Sudia, 1971, 1973)所指出的，

單親家庭子女之行為與人格問題並非家庭結構的影響

與互動模式及家庭過程才是影響之關鍵因素。 

由以上學者對依附感的論述可以得知，父母親與嬰幼兒和諧與

持續性的關係對嬰幼兒的發展與福祉的重要性，而父母親的親職能

力-對幼兒行為的敏銳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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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正向的依附感。 

四、研究方法 
 

實驗法進行課程

發展，建構以嬰兒按摩為核心之親職教育課程。 

1. 

人，共 72 位，71 位女性，一位男

性    
2. 研究

源、媒體、時間及環境，課程之評量、人員及程

序等之規劃。 
 

為了發展創意之嬰幼兒親職教育課程，本研究以課程發展動態

歷程的前二個連續性階段-研究與發展進行研究，以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台灣年滿 20 歲之成人，研究樣本則以方便取

樣方式，徵求苗栗縣自願參加之成

，已婚 61 人，未婚 11 人。

方法與進行步驟 

建構和設計課程，包含訂定教學目標、內容、活動、方法，

課程所使用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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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設計: 

 
堂

別 
學習活動 6 小時 

第

一

堂 

嬰兒按摩歷史背景、好處。  

第

二

堂 

進行嬰兒按摩的最佳狀態、應該與不應該進行嬰幼兒按摩的

時機、寶寶的生產方式、愛與溺愛、父親參與的重要性。 

第

三

堂 

理論-腹絞痛/夜間不安；壓力與放鬆、交感神經(腎上腺荷爾

蒙)/副交感神經(奧西特辛荷爾蒙)。  

第

四

堂 

經脈理論、保健穴位之介紹；成長中兒童的按摩應用；按摩

遊戲之“天氣遊戲”；哭泣的原因。 

第

五

堂 

影片教學:嬰幼兒按摩教學影片。 
嬰幼兒按摩手法教學示範。 

第

六

堂 

摩擬娃娃練習: 腿部、腹部按摩、胸部、手部按摩、臉部、

背部按摩，以及舒緩運動。 
統整-所有課程相關主題、課程心得等。 

 
(二)、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講義: 
      本專題研發之講義共 167 頁，包含嬰兒按摩歷史背景、好處、進行嬰

兒按摩的最佳狀態、應該與不應該進行嬰幼兒按摩的時機、寶寶的生產方

式、愛與溺愛、父親參與的重要性、腹絞痛/夜間不安；壓力與放鬆、交感神

經(腎上腺荷爾蒙)/副交感神經(奧西特辛荷爾蒙)、經脈理論、保健穴位之介

紹；成長中兒童的按摩應用；按摩遊戲之“天氣遊戲”；哭泣的原因、嬰幼兒

按摩手法教學示範、摩擬娃娃練習: 腿部、腹部按摩、胸部、手部按摩、臉

部、背部按摩，以及舒緩運動， 其中本土化之課程包含中國傳統之經脈理

論與保健穴位之介紹。 
講義範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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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與親子小組課程之差異 
1.先理論後實務 

有別於嬰幼兒按摩親子小組課程，每堂課均含理論與實務課

程，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建議先團體進行理論之解說，之後再進行

實務課程之按摩手法教學。 
2.可集中密集授課 

有別於嬰幼兒按摩親子小組課程，每週授課 1.5 小時，連續 5
週上課之課程，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可集中於一天之內針對團體上

課，減少經濟與時間之損失。 
3.需運用影片增強學員之學習 

有別於嬰幼兒按摩親子小組課程，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需要運

用影片之輔助，增加學員之學習效果，適合之影片包含嬌生公司出

版提供至父母學習之免費嬰幼兒按摩影片。 
4.模擬娃娃代替真實娃娃 

有別於嬰幼兒按摩親子小組課程，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運用模

擬娃娃代替真實娃娃，避免真實娃娃情緒與體力之無法配合，有效

運用上課時間。 
5.經濟實惠 

嬰幼兒按摩親子小組課程費時 5 週，小組上課方式每對親子學

費達 3000 元，一期 5 對親子耗費 15000 元，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一

天 6 小時，教師鐘點費 9600 元，教材費 2000 元以 20 人計算，原本

60000 元學費僅需花費 11600 元，團體課程較為經濟實惠。 
6. 適用於不同團體 

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不需真實娃娃或親子共同參加，任何對於

嬰幼兒按摩有興趣之團體均可參加，適用於各種專業之托育/保育機

構，例如托嬰中心、托育家庭、坐月子中心、學校或社區團體，亦

可針對青少年團體做親職教育，認識為人父母之責任與義務以及基

本之保育知能，做好預防性親職教育。 
7.易於推廣 

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不需真實娃娃或親子共同參加，任何場域

或團體均可進行此課程之教學，便於嬰幼兒按摩之推廣。 
8.增加本土傳統經脈課程 

有別於現今推廣之嬰幼兒按摩課程，本課程研發教材內容，融

入本土之傳統中醫經脈理論，加強嬰幼兒保健之內容。 
   (四)、學員對課程之建議 

1.對工作人員服務態度滿意度： 
向度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很不滿意 未填答 

人數(%) 40（55.6%） 30（41.7%） 2（2.8%）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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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講師滿意度： 
向度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很不滿意 未填答 

人數(%) 44（61.1%） 28（38.9%） 0（0%） 0（0%） 0（0%） 0（0%） 

 
3.課程內容滿意度： 

向度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很不滿意 未填答 

人數(%) 43（59.7%） 28（38.9%） 1（1.3%） 0（0%） 0（0%） 0（0%） 

 
4.設備滿意度： 

向度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很不滿意 未填答 

人數(%) 29（40.3%） 28（38.9%） 13（18.1%） 0（0%） 0（0%） 0（0%） 

 
5.針對此次課程之收穫： 
(1).更能讓我學習到更多的概念、新知識，有助於嬰幼兒的保育，並應

用於生活中（*24 人）。 

(2).對日後安撫小朋友或嬰兒有非常大的幫助，更能知道幼兒的需求，

穩定其情緒（*11 人）。 

(3).了解按摩的重要性與影響，學習到按摩的技巧（*12 人）。 

 

6.建議與感想： 
(1).按摩對人是很有益的運動，值得推廣學習按摩，真是好處多多。 

(2).電腦儀器可以在上課前就測試完畢。 

(3).課程可否排成ㄇ字型，這樣每個學生都可看到老師。 

(4).聽專家專業的解析，讓我們深深體會撫育嬰幼兒非常不容易。 

(5).娃娃可自備，這樣就可多練習。 

(6).真是不虛此行，感謝老師及行政人員（*2 人）。 

(7).希望下午一點半開始上課，先讓媽媽奶奶休息一下，小睡片刻。 

(8).如果投影片中有彩色圖片會增加印象。 

(9).講義的字宜放大。 

(10).針對投影設備以及視聽媒體、視訊等設備的提供與工作人員使用

的熟練度，須加強。 

 
綜合學員之回應，研究者未來將朝嬰幼兒按摩教科書之編攥努力，並設

計彩色圖片以加強學生印象，此外團體課程之學員數若能克服模擬娃娃數量

的問題，70-80 人之團體亦能同時授課，有利於推廣嬰幼兒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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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97  年度  研究計畫執行成果自評表  
計 畫 類 別 ： □任務導向計畫 v 整合型計畫 □個人計畫  
所 屬 院 ( 部 ) ： □工學院       □管理學院   v 服務學院 □通識教育部 
執  行  系  別： 幼保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黃秋玉           職 稱：助理教授 

計 畫 名 稱 ： 
幼保專業與創意之整合型計畫- 子計畫六:嬰幼兒按摩創意親職教育課程建

構研究 
計 畫 編 號 ： M U S T - 9 7 整 合 - 5 - 6
計畫執行時間： 97 年 3   月 1   日 至    97  年 9  月 30   日 

教 

學 

方 

面 

1.對於改進教學成果方面之具體成效： 

 充 實 ”0-3 歲 托 育 理 論 與 實 務 ” 課 程 內 容  

2.對於提昇學生論文/專題研究能力之具體成效：  

 參 與 之 學 生 增 加 對 專 題 研 究 過 程 之 瞭 解  

3.其他方面之具體成效：                                                   

 計 

畫 

執 

行 

成 

效 

學 

術 

研 

究 
方 
面 

1.該計畫是否有衍生出其他計畫案  v 是     □否 

   計 畫 名 稱 ：  嬰 幼 兒 按 摩 教 科 書 之 編 纂  

2.該計畫是否有產生論文並發表 □已發表  □預定投稿/審查中  v 否 

發表期刊(研討會)名稱：                                        

發表期刊(研討會)日期：    年   月   日                                

3.該計畫是否有要衍生產學合作案、專利、技術移轉  V 是     □否 

請說明衍生項目：運用本專題之結果-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完成沁月女人身療館-沁月

產後護理之家護理人員嬰兒保育專業知能提昇計畫以及雅比斯托兒所附設托嬰中心

托嬰中心師資培訓計畫。  

計畫預期目標：建構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 
 
計畫執行結果：完成嬰幼兒按摩團體課程之建構 

預期目標達成率：100 % 

(若不敷使用請另加附頁繕寫) 成 

果 

自 

評 

其它具體成效： 
成功於社區推廣嬰幼兒按摩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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