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接納‧用辛照顧‧用新體會 

    每個當父母的，無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平安出生、穩定成長，

可是，一但家中出現了遲緩兒時，生活就開始起了很大的變化，該如

何將這樣的變化，轉化成助力，就是考驗著當父母的我們。 

  ＊＊用心接納＊＊ 

  1997年，原本是國慶寶寶的小米，在「29週又 3天」時，提前報

到了，1340公克的她，待在像蛹一樣保護的保溫箱內，外觀與正常小

孩一樣，但卻擁有了「腦室白質軟化症-影響運動神經」，也就是俗稱

的「腦性麻痺」。 

  曾經有許多勸我們放棄的聲音，不斷的在耳邊徘徊著，但我們始

終認為，小米選擇跟著我們，我們就有責任接納她，只要孩子自己不

放棄，當父母的更不應該放棄她。 

  2個月的時間，爸爸每天往返著家裡與醫院，只為了那短短 10分

鐘新生兒加護病房外的探視，給小米鼓勵；而尚在做月子的媽媽，每

天則是以淚洗面，就算傷口還在疼痛中，也是努力的擠母乳，為了是

讓小米有更足夠的營養。 

  上了幼稚園後，除了有助理員的協助外，身為家長的我們，也積

極的到學校參與各項活動，再加上從小就教育著小米要有開朗、樂於

助人的心，相對的，學校的同儕也都很熱情的接納、幫忙她。 

  ＊＊用辛照顧＊＊ 

  全職的我們，在小米 4個月大左右，經早療評估，小米的肢體動

作遲緩，就開始安排著一連串的物理與職能復健治療，也開啟了我們

每天下班後，另一個忙碌的生活 

  每天晚上的課題，幫小米安排滿滿的課程，陪著她一起參與，從

粗動作的學習，到細動作的操作，每個動作，對我們來說是輕而易舉，

但，對這樣的遲緩兒來說，卻是要用盡全身力氣，才能做到。 

  除了每日的基本功課外，也找尋了許多輔助的器具，不論是可以

支撐著身體的站立架，或者是訓練手部靈巧度的小積木，只要是對小

米有幫助的，都依照每個成長階段的需求去協助她，甚至將日常生活

的規律動作，也當成是療育的一部份。 



    可是，當訓練與治療到了某個成效，可以再往前邁進一步時，卻

常因身體抵抗力不足，抵擋不住病魔的侵襲，而中斷療育，也因這樣

的中斷，再開始復健時，幾乎又得重新開始。 

  2012年，原以為小米和之前一樣，輕微的小肺炎，住個幾天醫院

就沒事了，卻在短短 3天，急速感染，送進了加護病房，裝了半個月

的葉克膜維生。 

  當小孩感受到我們的用心與辛苦時，也是支撐著她們的動力。 

  在加護病房待了 1個月，小米撐了過來，然而，接著面對的是，

之前的努力成果，退步了一大半。 

  於是，媽媽決定再請一年的育嬰假，在小米體能還能負荷的情況

下，除了原本晚上的課程外，再追加了白天的療育課程，及加強家中

的生活療育，終於慢慢恢復原有的成效。 

  ＊＊用新體會＊＊ 

  隨著小米漸漸長大，也慢慢能體會到自己的差異，然而，看到父

母、家人給予的鼓勵，她更積極的自己努力著，而我們更是將她帶入

人群中，讓週遭的人不以異樣眼光看待著她。 

  2014年，小米的小學初體驗，開心的問著爸爸：「是不是所有的

小學都長的不一樣」 

  於是，爸爸有了個想法《走訪「千」小學-全台「百」里挑戰》，

既然都把療育當做生活的一部份，而且在幼稚園運動會時，小米可以

推著助行器，與小朋友們一起參與著賽跑，那不如也讓她帶著助行器

到各小學校園走路，把它當成復健的娛樂，除了看看不一樣的校園外，

也讓小米有個目標，生活視野更寬廣。 

  現在，小米每個假日都迫不及待的想去走路，而且自主性的越走

越好，當行走在校園中，不時有周遭的人經過，給予鼓勵，這些鼓勵

都是她莫大的助力。 

  或許，轉個念，換個想法，遲緩兒只是慢飛的天使，一樣是心中

的寶，只要父母、家人支持著陪伴著她們，給孩子最大的鼓勵與擁抱，

他們能做的，永遠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