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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雙季刊- 

 

   本期季刊主軸為健康概念，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1947年的定義，

健康是指個人在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

態，而不僅指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因此，健康是人身體機能、

心理和社交生活達至合一而完全的狀態。 

 

   在心理和社交生活上，居托中心自 109年到 111年三年以來，在

協力圈主題上設計健康 1.0至 3.0不同的活動，除了提倡托育人員

運動休閒習慣，促進規律運動之健康體魄，來讓我們專業的托育人

員參與，唯「身體機能」隨著現代人美食當前有太多無法抗拒的誘

惑，讓許多人因為「吃」處在健康邊緣而不自知。 

 

   健康飲食對人體來說是重要的一環，為此本期內容有邀請淑真老

師分享更年期保健、托育人員的家庭健康管理及慧玲督導的減重經

驗等。期待大家能藉由她們的經驗分享，重新檢視自己的身體機能 

，找出既健康又適合自己的理想方法吧! 

 

                            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保心怡主任 

                  傅慧玲督導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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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全面照顧

0-2歲幼兒，自 2023年起取消平價托育服務與育兒津貼之排富規定，讓

所有家庭均能享有政策美意，展現政府強化國家照顧兒童的決心。 

   育兒津貼/托育補助不排富：自明(2023)年 1月起，未滿 2歲育兒津

貼及托育補助將取消排富規定，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              

   提高準公共保母服務品質獎助：自明(2023)年起持續優化居家托育

環境安全，更將每年獎助提高至 1萬 2千元，充實教玩具及設施設備，

穩定居家托育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官網 

                                 發布日期: 111-10-27 

 



2                                      
       

吃得健康、瘦的漂亮 

           找出既健康又適合自己的理想方法 

 

                                          分享人:傅慧玲督導 

「改變吃飯習慣」六個月減掉 24 公斤！分享兩年來不復胖的重點 

                                        

    因長期習慣讓自己釋放一天的工作壓力，在下班後晚餐放縱的吃導

致體重飆升，身高 167公分的我憑藉「改變吃飯習慣」及運動，耗費了

6個月時間，從 109.4.28我的體重是 81.3公斤，直到 109.9.30瘦到

57.3公斤（共計減掉 24公斤），目前我的體重一直維持在 57-58公斤之

間，BMI指數從 30.1降到 21.1，體脂率 41.4%

更降至 27%，內臟脂肪率從 10降至 4.5；自己

坦言以往的瘦身經驗總是不見明顯功效，直到

因肥胖造成身體負擔(頭痛、肩頸痠痛、失眠、

疲累…)，長期吃藥卻不見好轉，讓自己下定決心開始改變吃飯習慣及

運動後，發現身體的疼痛一一消失，不再需要吃任何藥物(很多病痛是

吃出來的)，過程中不但更加認識自己身體需求，也重拾健康與自信，

才因而了解到堅持的重要性。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7%98%a6%e8%ba%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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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分享我的「健康管理之路」小小祕訣，一路執行至今已成為自

己全新的生活型態(不再回到從前錯誤的飲食生活習慣)，以下九項原則

提供大家參考: 

導正自己的觀念:不是減肥，而是「健康管理」，改變往後的飲食生活習

慣，不要抱著瘦下來後，要好好慰勞自己大吃……，不然復胖的機率一

定很高(或許更會胖)。 

2.選擇食物: 

 (1)避開所有的精緻澱粉，選擇低 GI的食物:譬如把所有的白飯、白    

    麵、白饅頭、包子等等的主食，換成地瓜、芋頭、玉米…穩定你 

    的血糖+提高飽足感。 

 (2)每餐都要吃到低脂蛋白質:譬如海鮮、白肉、紅肉、蛋豆奶等，來 

    增加基礎代謝率，也提高你的肌肉量。 

 (3)每餐至少吃兩碗以上的蔬菜:譬如青江菜、花椰菜、菇類、玉米 

    筍…愛吃的均可，幫助我們穩定血糖還有排便。 

(4)多食物少食品:減少或避免吃零食甜食與各種 

   加工品，讓身體不要再發炎持續肥胖了，把激 

   素校正回身體的原廠設定。 

3.養成每天起床第一件事（秤體重）且紀錄下來。 

4.每天運動至少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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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早餐吃自製的優格奇亞籽水果燕麥。 

6.午、晚餐依循宋晏仁醫生推行的攝取（原型食物）採取（211餐盤） 

  概念進食依照「水肉菜飯果」的吃飯順序進食，（盡量在 7:00以前 

  用完晚餐）保持睡前 4小時不能再進食，每天至少要攝取 2000- 

  3000cc的水，這樣才能啟動身體的新陳代謝。 

7.每餐（均衡 7分飽足），不能讓肚子有餓的感覺，就能減少餐與餐之 

  間不必要的進食。 

8.不熬夜（讓身體有時間進行修復工程）。 

9.減少「糖與醣」的攝取。(含「糖與醣」食物吃太多，容易快速上升  

  血糖，也會立即刺激胰島素快速增加，就會轉化成肝醣或脂肪存 

  放，造成體重悄悄上升)。 

     

 

   最後，鼓勵大家：「記得在往健康的過程中，試著去認識自己，然後

更愛自己，唯有展現自信才是最美而健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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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減重!開心過每一天~ 

                                       分享人: 鄒紫玲輔導員 

     很多人是因為健康亮起紅燈，才開始檢視自己的狀態，我也不例外，

原本一直過著小腹婆的日子，在一次因緣際會的健康檢查中，醫生告訴

我「有脂肪肝，當下沒啥感覺，和朋友分享時還被朋友調侃:「唉唷!那

沒啥事啦~現在很多人都有脂肪肝，不用理它!」，一直到 9月中另外一

名醫生看我的抽血報告時說:「正常人的 GPT值是 0-41，妳的指數高達

155」，於是問醫生怎麼辦?醫生回應:「減重囉~減重完若 GPT值還是那

麼高，就必須朝肝功能的方向做檢

查了。」 

    其實這次的減重計畫是更早

之前就已醞釀，但沒有執行的動力，

擱置很久之後被醫生當頭棒喝才

執行的，執行前先是觀察督導的減重狀況，督導給了很多好的建議及健

康訊息，再來是網路蒐集各種資訊，讓我認識什麼是低 GI食物、什麼

是胰島素、什麼是植化素…當然也少不了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減重方法，

總之在這資訊開高鐵的時代，只要動動手指頭，各種減重方式信手捻來，

最終在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態後擬定了一個適合自己而又能永續經營的

減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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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9月中覺得自己各方面已經準備好，於是正式執行自己的體重管

理計畫，減重過程中 70%是食物的調整，30%靠運動。首先改變飲食習慣

(用餐時間固定、只吃原型食物、每日喝 2000CC

水)，其次是每天至少 1.5-2小時的伸展健身操，

執行至今體重已朝理想的方向下滑，自從執行減

重管理計畫以來，多年成癮的咖啡已經變成普通

飲料，一直以來有失眠困擾的狀態也逐漸改善，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體重管理之後，我的 GPT值已

恢復正常，整個人感覺好輕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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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人員家庭的健康管理 

           分享人: 林怡君托育人員 

            

    每當托育的寶貝午睡時，整理消毒

完環境後就會想要吃個點心休息一下。

日積月累下來體重也增加不少，再加上

陪玩及勞動的肌肉酸痛 

，讓我決定真的要運動一下才行。於是平日下班後我都會開電視的

youtube跟著頻道的健身教練一起做有氧運動，晚餐就選擇吃地瓜加上

一顆水煮蛋。假日則是偶爾全家會從興隆路的河堤自行車道騎到新竹左 

岸再繞回興隆大橋到住家或是一起去爬山。  

 

    從今年過年開始實施到現在也超過半年了，身體及精神狀況真的有

改善而且又能增加全家人的互動及感情，更重要的是下午吃點心再也不

會有罪惡感了！托育人員擁有健康的身體，當然也要好好照顧家人的健

康才行。 

 

    先生在竹科上班，整天就是一直坐在電腦前工作直到下班，每年體

檢總是拿到肥胖相關紅字，今年則是已經高血壓到要吃降血壓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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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才驚覺這樣下去真的不行，於是開始請他在飲時上做些調整以及運

動。一大早起床就叫醒先生及小孩，叫他們去社區外跳跳繩六百下。早

餐則是吃無糖優格配上香蕉及牛奶、地瓜配牛奶或是烤全麥吐司煎蛋配

牛奶，就是這幾種輪著吃。中餐先生吃公司餐廳，就讓他自選擇吃飽一 

 

 

 

 

 

點，但就是不要吃炸類的。晚餐是吃沙拉配上無糖豆漿，回家後再吃一

份拳頭大小的水果，如果是太甜的水果則會減少份量。這個方法施實一

個月已經減少 2公斤，而且看到他的人都問他是不是有變瘦了。希望能

繼續維持下去，讓肥胖紅字說掰掰～ 

 

    看完這篇，也有一樣煩腦的你，不妨也一起來試試找出適合的方法

來進行自已及家人的健康管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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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作者：王淑真職能治療師 

                                         日期：111年09月15日 

                                              (2022-09-15) 

關於女性更年期的二三事 

四季有序，花開有時：女性的更年期是人生的必經之路！ 

一、女性更年期的定義：根據《黃帝內經》中記載：「七七（49歲），任

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月經）竭(結束)，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

也。」因此女性的更年期可以是49歲加減5歲，意即44～54歲進入更年

期都是正常的。 

 

二、女性更年期的特徵：由於開始進入更年期之後，卵巢不再如期分泌

動情激素，因而造成的身體生理產生的變化。包括：女性在更年期前發

生心血管疾病的機會比男性低，但更年期之後，就逐漸上升，呈現比男

性高的現象。其他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脂血或肥胖等，也都隨著更年

期而迅速增加。更年期婦女約有10% 出現熱潮紅，也會出現胸口燥熱、

夜間盜汗、甚至憂鬱、無法集中精神等症狀，有些人是平穩的度過，有

些人也會在更年期時合併兒女長大後，外出工作、就學，而在心理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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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空巢期後的失落感等負面情緒，雖然這些更年期現象主要是因為停  

  經後荷爾蒙濃度的變化有關，但是也可以歸因於老化的自然過程。 

 

 

 

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更年期的保健之道！ 

 

一、維持健康的生活作息習慣：首先，應先減少或是避免危險因子的

攝取習慣，例如：如果有抽菸、喝酒、喝濃茶、酗咖啡的習慣時，逐

漸調整代以麥茶、花茶、水果茶等天然新鮮材質取代，除此之外，也

應注重預防骨質疏鬆症及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綜合而言，盡可能維持

理想身體質量比例(BMI：18-24)，養成多樣化的營養攝取與適合自己

生活作息的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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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不同的食物種類提供不同的營養素，例如：

奶類供應蛋白質及鈣質，蔬菜類提供維生素與礦物質，米飯類是供應醣

類及纖維素。另外蛋白質也鼓勵攝取豆腐、豆漿等黃豆製品(含異黃酮

素) 。補充鐵質也應攝取適量紅肉，且注意纖維質和水分的攝取，烹飪

方法上可以搭配低油、低鹽的少油炸烹調方法，如清蒸、水煮、涼拌等。

並以新鮮食物為主，少醃製少加工，多用自然風味的食物增加美味，如

香菜、芹菜、海帶、蕃茄、蘋果、鳳梨等，以減少鹽份的攝取。也不可

忽略鈣和鎂的攝取。 

 

    總之，更年期是婦女展現成熟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可將人生經驗傳

授給年輕人，也是進入老年銀髮族之前，最好的預備期，若能兼顧營養、

身體保養及生命哲學修養，反璞歸真，清淡自然的飲食，老而美麗的人

生是大家都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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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特色(托育人員心路歷程) 

                                      分享人：莊秀美托育人員 

 

    感謝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進修管道，感謝中心所有人員的陪伴與

輔導，中心所屬的每一個保母都優質、用心，也很有能力。所以在此不

談方法，只單純的分享，擔任保母工作的心

得。 

 

   

 

 

  

    有人說、保母是孩子們的第二個媽媽，真

的，每當孩子們進步了，我們就像媽媽一樣的開心而當孩子們生病了，

我們内心也和媽媽一樣焦急，今年剛好是我從事保母工作的的 30年.我

想無論是誰同一件工作做了 30年一定有很多經驗和心得，先不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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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多繁瑣責任多重大，我深深覺得保母的工作是良心事業，也很有

義意，你的用心家長們看得見，你的付出從寶貝們的成長裡展現，而當

你克服了重重困難把孩子帶往更好的方向，在家長們感激的眼神裡就找

到了成就感，保母是一個很特別的工作，最大的收穫不是收入，是孩子

們天真無邪的笑容。 

 

    今年剛好也遭逢 30年來第一次遇到疫情而暫時停下工作，女兒問：

「是不是就順便退休了?」我回答說：「我會做到沒有人需要我為止」～

(不過希望不是家長說的：「阿姨你不可以退休唷！至少要等我生第二個

胎」)，做到...做到 80歲，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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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媽媽是保母(家長感謝文) 

                 我的婆婆是保母                  

                                                  分享人:郁珊 

 

 

 

 

 

 

 

 

 

    我是位幼稚園老師，我與老公因小孩結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因 

為老公的母親是位保母，與我的職業有許多雷同的地方，讓我結婚前對

於婆婆是位保母感到很親切，因此我與老公都很愛小孩，從相識到結婚

生子都圍繞著小孩。 

 

    婚後很快我們就有了愛的結晶，在懷孕期間我的婆婆提醒我需要注

意的事項，並方方面面照顧我的生活；生孩子後，本要擔心的幾個問題，

在婆婆的幫助下都迎刃而解；首先遇到的就是做月子問題，因婆婆每天

都會準備營養的月子餐給我補充能量，在我需要休息時，幫我照顧孩子，

讓我有充分的時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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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完月子後，讓我不用煩惱該回到工作崗位還是待在家照顧孩子，

因為我的婆婆不只是一位合格的優質保母，而且婆婆的專業帶孩子經驗

是無可挑剔的。假日時間，婆婆會去上課、進修，學到更多更新的育兒

知識及專業的副食品規劃等，讓我可以放心將小孩交給婆婆去照顧及教

育。在育兒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小衝突的一面，但開明的婆婆是可

以溝通的，我們常常會一起討論哪個方法適合小孩?並將自己的想法分

享給雙方知道，讓育兒達到更好的方法。很開心我的婆婆是一位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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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蛋的保母是外公外婆 

                                            分享人: 明龍/聿彤 

 

 
    我是今年 6月出生的雙子座小公主-何包蛋，從媽咪肚子出生後開

始了我的成長大冒險旅程，因為爹地媽咪都還要認真上班賺我的尿布錢!

所以我就來到外公外婆這邊(親屬保母)生活~外公外婆都非常有耐心的

照顧我，慢慢陪著一開始每餐只能喝 90c.c.的我，一直到幾個月後喝到

150c.c.、接著進展到 5個月開始嘗試副食品，體重也像火箭般直線上

升!給你們瞧瞧，我胖嘟嘟的可愛嬰兒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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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一開始從只能有單調的仰躺視線中，漸漸在外公外婆教會我

順利翻身後，已經可以趴著讓視野追隨這個溫馨充滿活力的世界!即使

微不足道，觸目所及的物品全都像奇蹟般綻放亮眼的光芒，令人興奮!

讓我每天都笑嘻嘻地度過每一天。 

 

    外公外婆總是不厭其煩地不停叮嚀身為新手媽咪的娘，種種養育我

的撇步，諸如:餵奶完一定要拍嗝後才能把我放下來、幫我洗澡時一定

要好好抓穩不能將我掉進水裡、便便時盡可能用水洗避免紅屁屁、指甲

變長一定要修，千萬不要讓我變成小花貓等等，這些眼前點點滴滴的成

長歷程，背後絕對都有外公外婆盡心盡力的陪伴，才能讓我繼續健康成

長，這一段因為爹地媽咪工作不在我身邊，而絕對不可能參與到的過程、

以及發生的事情，一定會成為我不可或缺的養分，期待我快點長大，才

能好好孝順我最親愛的家人!  

                                

 

 

                                        何包蛋&爹娘 2022.10   

 



18                                      
       

我的婆婆是居托中心督導 

                                                分享人:佳佳 

  在育兒之路上，如果說會陪吃陪睡陪玩的老公是好隊友，

那婆婆可以說是神一般的隊友了。 

 

  宬宬三歲前幾乎沒買過衣服，婆婆總會蒐集到又新又好看的二手衣。

老公還在猶豫要不要買美式賣場的廚房玩具組，婆婆已經借了整組小廚

房擺在家裡。每到周末，婆婆從起床開始清潔遊戲墊、消毒玩具，每次

回家看到一字排開的教玩具和繪本，都像進入一座小型親子館。有一次

婆婆甚至在家裡搭了整座橋(大型教玩具)——就為了讓寶貝孫子可以

在家裡爬上爬下運動。 

 

    我有長達一年多因為工作九點多才能回家，那時也是多虧婆婆幫忙，

每天下班幫忙接送宬宬，陪伴宬宬到我們回家。記得前陣子宬宬學校因

為疫情停課三天，婆婆擔心我們帶小孩上班不方便，隔天一早特地開車

來，當宬宬的「一日保母」。婆婆也常常分享很棒的講座和育兒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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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感恩婆婆的，除了她在育兒之路上提供

超有力的支援，還有對身為媳婦的我而言，她可

以說是最天使的婆婆。家裡不習慣吃甜點，但婆

婆知道我喜歡，去市場都會多買一份。我跟老公

吵架，婆婆也會幫我說話。兒子半歲前和我住在

娘家，有一次婆婆特地來接宬宬，要讓我放風一

天，得以出門看個電影放鬆一下。我婆婆的好真

的數不完，她是我們育兒路上最安心的後盾，也是我最愛的第二個媽

媽。 

 

  

 

 

 

 

 

 

 

 

 

 

 

 

                                                     

                                                        婆婆~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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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輔導員心得分享 

                              分享人:陳暄妮輔導員 

    大家好，我是暄妮，寒暄的暄，左邊日出的日，右邊宣

導的宣，日字暄，認識最久的托育人員們，我們即將邁向 102個月份囉！

從你們身上，讓我認識不同的自己，有軒妮、萱妮、喧妮、瑄妮、宣妮、

媗妮，至今我的《ㄒㄩㄢ》，太陽還是會被藏起來，這讓我覺得很特別，

感覺有著許多的我與你們一起。 

 

    在一個機緣下，讓我從事家庭相關工作，任職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

視輔導員，進入「社福」的領域學習，每位「你」是獨立的個體，only 

you讓我認識獨特性的你擁有的魅力，同樣的，你所轄的社工/輔導員也

擁有著獨特的吸引等著您發掘唷! 

                                            

    與人互動的工作，時常會有難題，訪視輔導的過程裡需要不畏挫折，

透過適當的技巧去引導托育人員如何去觸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讓孩子以

正向行為取代負向行為。在正向教養的托育關係裡，不靠威嚇來控制，

而是透過情感的連結和動機的培養，以及溫和而堅定的態度，來讓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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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自律、合作、行為原則，並使托育人員和幼兒之間形成親密而具支

持性、保護性的托育關係，才能讓每一位受托幼兒能得到「安全完善的

照顧」。這項「助人的專業」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不易，在共同一起經

歷的過程裡，我們都會有自己的想法與堅持，也有思想上的碰撞，都需

要透過溝通看到不同的觀點和自己的盲點。良好的托育關係需要建築在

信任的基礎上，即使一開始發生誤解或衝突，只要雙方願意持續磨合，

大家才能共同成為照顧幼兒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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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是如此幸運，能在工作中與你們共同努力，每當您與我分享正

處在的難題中，經過討論過後，下一次再聽見您與我分享問題解決的那

一刻，您可能沒有發現，您臉上流露出來的那種笑容就是我在這份工作

中最大的動力，你們的微笑是我的原動力。感謝托育人員們教會了我在

歲月裡成長，它就像一杯茶，剛品時苦澀，可回味卻無窮。 

 

    成長的腳步還在繼續，不管我們是快樂還是煩惱，都是珍貴的經驗。

讓我們一起同心，用我們的童心溫柔給予每一棵新生幼苗，「安全完善

的照顧」，讓家長安心把孩子們委託於新竹縣（北區）保母們，讓寶貝

平安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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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中心活動預告 

 協力圈主題活動 

     增強托育人員自我覺察及自我調適能力，藉由體驗深層放鬆過程學

習紓壓放鬆技巧，協助托育人員培養健康身心以面對日常生活及工作的

各種挑戰。112年規劃的協力圈主題活動主軸為「家鄉味」。以認識湖口

鄉的環境出發，了解我們的家鄉-大窩口，營造文化意識，發展人文關

懷的能力，也透過湖口健走、賞桐花、利用廢材製作樂器等活動達到放

鬆紓壓的療癒效果。 

 

        112年度協力圈主題活動 

活動場次 活動名稱 

1 一起開童樂會 

2 認識我們的家鄉-湖口特色記憶拼圖大考驗 

3 認識我們的家鄉-仁和步道健走拾廢材 

4 鏗鏗鏘鏘玩出我的音樂會 

5 黏出好心情-鑰匙圈 DIY/客家好滋味 

6 一道好食光—邀你一同出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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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職講座 
    依據整合托育人員、家長電訪及年度意見回饋，發現因為孩子生的

少及怕麻煩等因素，大人習慣為幼兒代勞，無法放手讓幼兒學習自理能

力，進而產生幼兒在語言發展、咀嚼能力及社會互動方面發展偏弱，112

年親職教育講座規劃重點於下: 

(1)提升嬰幼兒語言能力(2)愛上當爸媽這件事(3)爸媽的自我省思，包

括反思自己陪伴幼兒照顧的方式，或從原生家庭成長經驗省思到對自己

待孩子的方式，回顧家長本身的成長過程是如何被對待的，而能從長期

習慣的教育方式跳脫出來，辦理觀照自我及情緒管理之重要性。 

  

 
  112年度親職講座活動 

場次 主題 

1 愛上當爸媽這件事 

2 
在日常活動中促進幼兒的語言能力~ 

家長就是孩子最佳的老師 

3 正向教養這麼教，傳遞幸福感染力 

 

 

 



25                                      
       

 托育人員在職研習 

    112年計畫以「自我了解與探索」訓練課程方案系列為主軸，希 

望有助於大家反思自己照顧的托育工作，內容包括:情緒管理、托育 

倫理、保親溝通、管理壓力、托育職責、角色的認知、工作態度、托育

經驗分享、人格特質、育兒專業知能、優質的保母座談分享以及家庭資

源、托育資源等。   

    研習安排調整與挑戰:不流於形式，突破固有的研習方式（你說我

聽），轉為互動、演練等課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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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安全宣導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居家托育事故防制(工作指引) 

事故傷害類型、防制與緊急處理流程            

 

    跌倒、墜落案例 1-1：未鋪設軟墊從嬰兒搖椅墜落撞擊頭部 

    托育人員同時托育兩名嬰幼兒，下午幫 11 個月大嬰兒洗完澡後，

便將該嬰兒放置於嬰幼兒坐臥式搖椅上，隨即進入浴室替另名幼兒放水

準備洗澡，突然聽到哭聲，發現該名嬰兒自搖椅上跌落於未鋪設軟墊之

磁磚地上。托育人員見狀，抱起嬰兒安撫查看，安撫完之後便將該嬰兒

放置一旁的遊戲床內，離開去照顧另名幼兒。 

    過一會兒，該嬰兒又哭了，托育人員出來一看，發現該名嬰兒四肢

癱軟無力，立即打電話叫救護車。醫師診斷為顱內出血，緊急開刀，術

後因腦壓過高，頭蓋骨無法蓋回造成頭蓋骨受損，此後至 18歲前評估

須更換七次人工頭蓋骨，且影響左邊手腳之發展，須每天進行復健，復

健之路漫長。  

 

（一）傷害評估與緊急處理流程  

   1.觀察嬰幼兒的精神活動力好不好，及意識是否清醒。  

   2.若懷疑嬰幼兒頸部或脊椎損傷，切記勿冒然抱起嬰幼兒，有可能  

     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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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撥打 119 求救，由救護人員固定嬰幼兒傷肢及身體後送醫。 

（二）事故發生原因  

   1.環境設施設備:收托兒活動範圍內磁磚地面，未鋪設防滑防撞軟   

     墊。  

   2.托育行為:(1)未將嬰幼兒置於安全設施，未注意 11 個月大嬰 

     兒，剛要學習站立，容易自嬰幼兒用坐臥式搖椅掙脫，又未繫上 

     安全帶，導致嬰幼兒自搖椅上翻落，直接撞擊頭顱。(2)獨留嬰幼 

     兒於托育人員視線不可及的獨立空間。  

   3.其他對於嬰幼兒跌墜後缺乏危機意識及欠缺注意觀察嬰幼兒精神 

     活動力的知能，以致延誤嬰幼兒頭部損傷醫治。  

 

（三）事故防制方法  

   1.地板勿使用堅硬光滑材質，嬰幼兒主要活動區的地上須鋪軟墊， 

     光滑或潮濕地面應加裝止滑條、止滑墊，以防止嬰幼兒跌倒。    

          

 

 

 

          ▲加設止滑墊防滑        ▲兒童主要活動區鋪設軟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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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嬰幼兒用品須符合年齡，如使用坐臥式搖椅，須確實繫上安全帶 

     避免嬰幼兒墜落。 

   3.切勿讓嬰幼兒獨留，嬰幼兒一定要在托育人員視線可及範圍內。 

   4.不應輕忽嬰幼兒跌墜事故，須確實查看傷勢。  

   5.托育空間內有另一遊戲床，以遊戲床和搖椅相較之下，遊戲床相 

     對安全性較高，但托育人員卻將嬰幼兒放置搖椅上，顯見托育人 

     員對於兒童發展的特性欠缺認識，安全觀念與危險敏銳度皆明顯 

     不足。  

 

（四）訪視輔導與安全促進注意事項  

   1.依據「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指標 9【收托兒活動範圍內地板 

     平坦，並鋪設防滑防撞軟墊】。 

   2.提醒托育人員坐臥式搖椅使用安全事宜，選擇符合發展階段特性 

     的安全設施。  

   3.提醒托育人員於收托時間內，嬰幼兒務必在托育人員視線可及範 

     圍內。  

   4.加強對嬰幼兒跌墜事故緊急應變的知能。  

   5.加強托育人員對安全的觀念及危險的敏銳度辨識能力。 

 



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全體同仁預祝大家～ 

2023年心想事成，兔年好運到！ 

 

 

 

 

 

歲末與您玩個小遊戲，以下圖片為藏頭成語，請將空格處填上文字，

由上而下直式唸出唷！ 

 

 

 

 

 

 

 

 

 

 

 

 

 

 

 

 

 

 

                                             

                                                 後面一頁有驚喜喔! 



 

                                                  解答: 我喜歡你 

 

 

 

 

 

        I LOVE U 兔，Happy New Year 兔 you。 

 

                              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全體同仁敬上 



 

 

  

 

 

 

大手牽小手  用愛豐富孩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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