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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以下兒童評估操作說明(E表及F表)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E1-E10 共同原則： 

1. 訪視時，請依個案當時狀況進行日常活動功能評估。 

2. 評估重點： 

(1) 以詢問其「最近一個月」的實際能力為主，評估個案是否能表現出符合年齡的

吃、喝、拉、撒、清潔盥洗、移位、走路、上下樓梯等 10 項日常活動功能。 

(2) 十二歲以下孩童需從發展的角度，看其表現是否符合生理年齡。 

(3) 因為發展障礙、健康，導致做這件事有限制需要協助；或心智功能減退，個案雖

有操作能力，但會因忘記某個動作而需要有人提醒或協助下才能完成。當詢問個

案是否有能力自己做，個案大部份會回答可以，但實際上是需要有人幫忙，因此

需進一步詢問家屬個案的實際情況，如：吃飯吃到一半可能忘記這東西能不能吃

或忘記要用筷子夾菜，用湯匙舀湯，此時需有人提醒，才能完成吃飯，因此屬於

「需協助」範圍。 

(4) 個案使用輔具下，能獨立完成該項活動，亦屬於能自己做。 

3. 「不會做」、「不願意做」或「都有別人幫忙做」的情形，請務必確實探問個案的

實際能力。 

4. 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例如E1.吃飯：一名2歲孩童無法

自己用湯匙吃東西或使用吸管喝飲料，但若稍扶持其握湯匙的手就可以自己進食，即勾

選「2.需要一些協助」；E2.洗澡：一名 5歲小孩在少許協助或監督下，可以自己洗澡

及擦乾，則勾選「1.能自行完成」。 

5. E大項訪問對象的優先順序為 

(1) 以個案回答為優先。 

(2) 若個案無法溝通或據實回答者，依序由主要照顧者或主要負責家人、聘用看護或

機構內工作人員（個案長住機構，親友每月探視少於三次者）代答。可能影響個

案回答的因素包括：「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聽覺、語言障礙者或無法溝

通」、「精神障礙、自閉症、智能障礙」等。 

E1.吃飯 1. 目的：評估個案進食情形。 

2. 問法 

未滿 4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吃飯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3.5 歲的幼兒若需要協助扶住握湯匙和

叉子的手、需要他人控制飲食量，避免哽噎、過食或少食，應勾選「2.需要一些協

助」。 

□1.在合理時間（一小時）內，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 

 1 歲以下：可以被照顧者用湯匙餵食、可以吞食切碎的食物 

 1 歲：自己會拿奶瓶喝奶或拿餅乾吃 

 1.5-2 歲：自己用湯匙吃東西、使用吸管喝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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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2.5 歲：自己可以雙手拿著杯子喝水 

 3 歲：自己可以使用叉子戳食物 

 3.5 歲：自己有技巧地使用湯匙和叉子進食 

□2.需要一些協助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1 歲以下：需要協助維持嘴唇閉合 

 1 歲：需要協助支撐奶瓶 

 1.5-2 歲：需要扶住握湯匙的手 

 2.5 歲：需要扶住小朋友的雙手拿著杯子 

 3 歲：需要協助將叉子戳入食物、每次進食需要花 1 個小時以上 

 3.5 歲：需要協助扶住握湯匙和叉子的手、需要他人控制飲食量，避免哽噎、

過食或少食 

 每次進食需要花 1 個小時以上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由鼻胃管灌食或全靜脈營養輸液 

 每天進食時間總和超過 3 個小時以上 

4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能自己吃飯（若有使用輔具，包括穿脫輔具），在合理時間

內（1 小時內）吃完一餐？ 

(2) 評估範圍：含安全進食（如避免嗆到）、喝水、使用餐具，但不包含自行準備食

物、餐具等能力。 

(3) 若是偏癱瘓者，以健側評估。 

□1.在合理時間（一小時）內，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 

 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在合理時間內(1 小時內)，可自行用餐具取用

眼前的食物、切割食物，將餐盤內食物吃完 

 能自行取用穿脫進食輔具 

□2.需要一些協助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需他人幫忙夾菜、切肉、弄碎食物或穿脫輔具等，但可自行吃飯 

 可自行吃食，但花超過 1 小時或食物灑落一地 

 可勉強及吃力執行完成，過程非常辛苦 

 需他人提醒飲食量，避免哽噎、過食或少食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由鼻胃管進食 

 只能嘴動，手不會舀，完全由他人餵食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2 

洗澡 

1. 目的：評估個案洗澡的整個過程。 

2. 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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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未滿 6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洗澡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不滿 3 歲孩童不會嘗試自己洗或3-6 

歲：執行過程清潔度不佳、不理解危險或必須要安全上的監督，應勾選「2.協

助下完成」。 

□1.能自行完成 

 1-2 歲：嘗試自己洗身體 

 3 歲：可搓洗身體前半部 

 4 歲：可在四肢或身體上抹肥皂 

 5 歲：在少許協助或監督下，可以自己洗澡及擦乾 

 6 歲：可以自己洗澡及擦乾 

□2. 協助下完成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不滿 3 歲孩童，不會嘗試自己洗 

 3-6 歲：執行過程清潔度不佳、不理解危險或必須要安全上的監督 

6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能自己洗澡，包括使用肥皂或沐浴乳、擦洗身體的過程？ 

(2) 評估範圍：含水溫調節、使用肥皂或沐浴乳、使用輔具（如沐浴椅、長柄海綿

刷..等）、擦洗身體的整個過程，但不包含： 洗頭髮、移位和穿脫衣服的能

力。 

□1. 能自行完成 

 可自行完成盆浴、淋浴或擦澡，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 協助下完成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 

 可自行完成，但執行過程困難或清潔度不佳 

 不理解危險或必須要安全上的監督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3 

個人 

修飾 

1. 目的：評估個案洗臉、刷牙、梳頭髪等整個過程。 

2. 問法 

未滿 6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洗臉、刷牙、梳頭髮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3 歲的幼兒若能做出刷牙的動作，但

刷不乾淨，需要照顧者再清潔一次，應勾選「1. .可自行洗臉、洗手、刷牙、梳

頭、刮鬍子修飾」。不滿 3 歲孩童不會嘗試自己做或3-6 歲：刷牙、洗手、梳

頭髮需要部份協助，應勾選「2. 需協助」。 

□1.可自行洗臉、洗手、刷牙、梳頭、刮鬍子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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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1-2 歲：大人幫忙開水龍頭和拿香皂，可以搓手 

 2-3 歲：洗手時，可自己開闔關上水龍頭和雙手互相搓洗；可做出刷牙的動作， 

並吐出漱口水，但刷不乾淨，需要照顧者再清潔一次 

 4 歲：能獨立完成洗手及擦乾、口頭提醒可以完成所有刷牙的步驟、把頭髮梳整

齊 

 5 歲：監督下可自行完成所有刷牙的系列步驟 

 6 歲：可以自己刷牙、洗臉、扭乾毛巾 

□2.需協助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不滿 3 歲孩童，不會嘗試自己做 

 3-6 歲：刷牙、洗手、梳頭髮需要部份協助 

6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能自己洗臉、刷牙、梳頭髮 ? 

(2) 不包括洗澡、洗頭髮的能力。 

□1.可自行洗臉、洗手、刷牙、梳頭、刮鬍子修飾 

 可自行完成洗臉、刷牙、梳頭、修飾等，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可使用輔具 

□2.需協助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所有項目 

 需準備用物(如牙膏、牙刷、漱口杯)才可以完成洗臉刷牙，屬於需協助 

3. 選項說明： 

(1) 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2) 若無法完成所有項目，屬於「需協助」。 

E4 

穿脫 

衣物 

1. 目的：評估個案穿脫衣褲和鞋襪等整個過程。 

2. 問法 

未滿 6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4 歲的幼兒若無法自己獨立脫褲子和

穿衣服，應勾選「2.需部份協助」。 

□1.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1 歲：可配合穿衣（伸出手腳）、脫去襪子 

 2 歲：可自己脫掉外套或鞋子(不包含開扣子與解鞋帶)、嘗試穿鞋 

 3 歲：可自己獨立脫褲子、穿上襪子、鞋子(可能對不正、穿錯腳，不含繫鞋

帶) 

 4 歲：正確穿上襪、鞋、褲子，可以自己脫套頭的衣服 

 4.5 歲：可以扣一般大小的扣子 

 5 歲：穿衣時可以獨立完成不需要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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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2.需協助 

 明顯比同齡孩童差 

 1-2 歲：穿脫衣服時手腳不會配合舉高或抬高 

 2-3 歲：穿衣要幫忙將手腳放進衣袖或褲管、無法拉掉帽子、襪子和手套 

 3-4 歲：無法自己獨立脫褲子和穿衣服 

 4-6 歲：需要協助將衣服穿上，不包括扣扣子、拉拉鍊和扣暗扣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出生-6 歲：有生理上的特徵造成穿衣困難（例如關節攣縮、過度低張或高張） 

6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能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 

(2) 案例：個案不會綁鞋帶和扣鈕子，所以平常只穿直接套的衣服和用黏的鞋子。

上述情形，不管穿何種衣褲鞋襪，個案可自行完成穿脫衣物者，則勾選「1.自

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1.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能自行獨立完成，包括穿脫衣褲、解開釦子或拉拉鏈、穿脫鞋襪、綁鞋帶及

穿脫輔具（義肢、支架），都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每項動作分

別於10 分鐘內完成 

 若個案的衣褲鞋襪都沒有釦子或鞋帶，如穿功夫鞋或魔鬼氈的鞋子，個案能

自行完成 

□2.需協助 

 在他人協助下，能在合理時間（10 分鐘內），自行完成一半以上的動作 

 能夠自己穿脫大部分的衣褲鞋襪，但細微動作需他人協助，如將襪子拉好、繫

鞋帶、扣好釦子等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穿脫過程當中，至少一半以上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完成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5 

大便 

控制 

1. 目的：評估個案大便控制能力。 

2. 問法 

未滿 4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控制大便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2.5 歲的幼兒若白天可規律如廁，僅

偶爾大便在褲子，應勾選「2. 偶爾失禁(控)」。 

□1.無失禁（控），或當便秘時，能自行用塞劑、甘油球 

 1-2 歲：有規律的腸胃蠕動，排便的事後告知或預告，當尿布被大便弄髒時， 

會有不舒服的表現 

 2.5-3 歲：大人協助下，能自己完成排便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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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3-4 歲：可規律大便、自己完成排便的動作 

□2.偶爾失禁（控），或當便秘時需協助用塞劑 

 1-2 歲：尿布弄髒仍沒有反應 

 2.5-3 歲：白天可規律如廁，僅偶爾大便在褲子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3-4 歲：大便失禁（控），沒有意識到有弄髒 

4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曾發生大便無法控制而滲出的情形？ 

(2) 本題強調大便控制能力，包括：失禁（控），即無法控制大便的漏出和便秘。 

(3) 非於馬桶或便盆椅解便，均屬失禁。 

(4) 詢問或觀察是否包尿布，或有大便滲在褲子上等線索。 

(5) 甘油球和尿布不是輔具。 

□1.無失禁（控），或當便秘時，能自行用塞劑、甘油球 

 可完全自我控制大便，不會失禁(控) 

 具有排便意識，若為方便或安全顧慮而使用尿布，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

敦促 

□2.無失禁（控），或當便秘時，能自行用塞劑、甘油球 

 大便失禁(控)，每週不超過 1 次 

 當偶爾(每週 1 次以下)便秘時需他人協助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大便失禁(控)，每週出現超過 2 次(含)以上 

 當便秘或是需清潔腸造廔口時，需他人協助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6 

小便 

控制 

1. 目的：評估個案小便控制的能力。 

2. 問法 

未滿 4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可以自己控制小便嗎?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2 歲的幼兒若白天可規律排尿，僅偶爾

尿濕褲子，應勾選「2. 偶爾失禁(控)」。 

□1.無失禁（控） 

 1.5歲：白天尿布能保持二小時以上的乾燥 

 2.5 歲：主動表達要尿尿的需求、可規律排尿 

 3 歲：可以自己控制小便、晚上不會尿床 

□2.偶爾失禁（控） 

 1.5歲：白天尿布大致能保持二小時以上的乾燥，偶爾無法維持 

 2.5 歲：白天可規律排尿，僅偶爾尿濕褲子 



< 本手冊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 > 
7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3 歲：晚上偶爾會尿床 

□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插導尿管 

 2.5 歲：排尿無規律性 

 3-4 歲：尿失禁（控），沒有意識到有弄濕 

4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曾發生小便無法控制而滲出的情形？ 

(2) 詢問或觀察是否包尿布、尿濕褲子等線索。 

(3) 若個案情況會變化者，如洗腎病人，建議依據較差時情況評估。 

(4) 打噴嚏時，偶爾會滲尿，不算失禁。 

□1 .無失禁(控)  

 可完全自我控制，日夜皆不會尿失禁(控) 或可自行用尿布或尿套 

 具有排尿意識，為了方便或安全顧慮而使用尿布，可自行使用，不需他人協

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偶爾失禁(控)  

 尿失禁(控)，每週不超過 1 次，或需他人協助使用尿布或尿套 

 具排尿意識，為了方便性安全顧慮而使用尿布或尿套，但需他人幫忙更換 

 可自行取用尿壺但需他人協助處理，或是需他人協助處理腹膜透析，以及需他

人陪同至醫院洗腎者 

 插導尿管者，可自行清理尿袋中的尿液 

 夜間尿床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尿失禁(控)，每週超過 2 次(含)以上的失禁(控) 

 插導尿管，需他人協助清理尿袋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7 

上廁所 

1. 目的：評估個案上廁所、使用便盆、尿布或尿袋等的整個過程。 

2. 問法 

未滿 6 歲兒童 

(1) 問法：請問個案平時如何上廁所?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不滿 3 歲孩童無法或不願意坐在馬桶

上，應勾選「2. 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3 

歲以上孩童無法或不願意坐在馬桶上，才勾選「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又

如 4 歲的幼兒若需要大人帶去廁所協助脫掉衣物或鈕扣，應勾選「2需協助整理

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 

□1.可自行上下馬桶、整理衣褲、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清理便盆（尿壺） 

1-2 歲：願意坐在馬桶上 

 3 歲：爬上馬桶時需要協助、尿完可以自己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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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歲：可以自行去廁所並爬上馬桶，大便後需要協助擦拭 

 5 歲：可自行完成所有如廁的步驟，包括穿脫褲子、使用衛生紙、擦拭乾淨、沖水

及洗手 

□2.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 

 1-2 歲：無法或不願意坐在馬桶上 

 3 歲：願意坐在馬桶上，尿完無法自己擦拭 

 4 歲：需要大人帶去廁所協助脫掉衣物或鈕扣 

 5 歲：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協助擦拭 

□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3-6 歲：需協助坐在馬桶或便盆上，所有如廁的步驟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6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你是否能自己上廁所或使用便盆（或尿布），包括上下馬桶、使

用衛生紙擦拭、整理衣褲、沖馬桶或清理便盆 (尿壺) ? 

(2) 若個案在寒冷天氣，大小便需要別人協助，但天氣溫暖時不用， 則根據訪

視當時狀況勾選。 

(3) 不包含：能否自行走到廁所的步行能力，這會反映在「走路」的評估項目。 

□1.可自行上下馬桶、整理衣褲、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清理便盆（尿壺） 

 可自行完成上下馬桶、穿脫衣褲且不弄髒衣物，自行使用衛生紙擦拭清潔， 

且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敦促安全 

 使用便盆（尿壺）、完成如廁動作、自行用衛生紙擦拭等，不需他人協助、監督

或持續敦促 

 可使用輔具下（如馬桶專用起身扶手），且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

持續敦促 

 免治馬桶屬於輔具，可取代衛生紙擦拭 

 10 歲以上可自行取放和清洗便盆（尿壺） 

 插導尿管者，可自行清理尿袋中的尿液。 

□2.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 

 使用馬桶、便盆時需要幫忙扶持 

 需協助整理衣物、使用衛生紙、沖馬桶 

 可自行完成，需有人監督或持續敦促安全及衛生 

 10 歲以上需要幫忙清理便盆（尿壺）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整個過程，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使用便盆（尿壺）者，完全需要他人協助清理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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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移位 

1. 目的：評估從床上坐起，移位到椅子或輪椅的往返過程。 

2. 問法 

未滿 3 歲幼兒 

(1) 問法：請問個案平常如何移動自己的身體和轉位？ 

(2) 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18-24 個月的幼兒若能表現出自行坐

起及獨立坐穩、蹲下、爬上傢俱，應勾選「1. 可自行維持坐姿平衡，移至椅子或

用輪椅」。 

□1.可自行維持坐姿平衡，移至椅子或用輪椅 

 6-12 個月：可維持坐姿，靠翻滾或匍匐前進移動自己身體 

 12-18 個月：可獨立坐、爬行、拉著傢俱站起來或跨步移動 

 18-24 個月：可自行坐起、行走、蹲下、爬上傢俱 

 2-3 歲：可獨立完成整個移位過程，包括自行坐起行走、蹲下、爬上或爬下傢俱 

□2.移位時需少部份協助或提醒 

 6-12 個月：維持坐姿需要扶住骨盆支撐 

 12-18 個月：需要協助扶著傢俱跨步移動 

 18-24 個月：需要協助蹲下、爬上傢俱 

 2-3 歲：轉位需要部份協助 

□3.可自行維持坐姿平衡，離床需大部分協助 

 6-12 個月：維持坐姿需要扶住腋下支撐 

 12-18 個月：需要協助才能拉著傢俱站起來、坐著需要支撐 

 18-24 個月：扶著家具也不能跨步移動 

 2-3 歲：需要站立架或有人支持才能維持站姿 

□4.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6-12 個月：不能維持坐姿，不能靠翻滾、匍匐前進、爬行移動自己身體 

 12-18 個月：無法拉著傢俱站起來、無法獨立坐、不能匍匐前進、爬行 

 18-36  個月：需他人協助才能坐起來，完全不能自行移位 

 

3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個案是否能自己單獨從床上坐起，移位到椅子（或輪椅）上？ 

(2) 案例：個案在家人攙扶下，可坐起來，但不能移到床邊的椅子上。移位強調

從床上坐起來且能坐穩並移到椅子（或輪椅）的整個過程，故上述情形，則應

勾選「4.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個案不能移位。 

□1.可自行維持坐姿平衡，移至椅子或用輪椅 

 可獨立完成整個移位過程，包括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由床移至椅子或輪椅並回

到原位，都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且沒有安全上顧慮 

 6 歲以上使用輪椅者，可自行煞車、移動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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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位時需少部份協助或提醒 

 需要少許協助或提醒，方能完成移位的過程 

 在移位過程，有安全上顧慮，需有人在旁監督或持續敦促 

 6 歲以上使用輪椅者，需提醒煞車、移動腳踏板 

□3.移位時需少部份協助或提醒 

 能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但移位至椅子或輪椅的過程，需他人大部分的協助 

□4.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需他人協助才能坐起來，不能自行移位。 

3. 選項說明：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E9 

走路 

1. 目的：評估個案在平地行走或移動的能力。 

2. 問法 

2歲以上兒童 

(1) 問法：請問個案是否能自己單獨在平地行走或移動 50 公尺以上？ 

(2) 「電動車」可視同「坐輪椅」。本題主要是判斷個案是否有“ 移動”的能力。 

(3) 訪問前，預先了解 50 公尺於實際生活環境中的距離，若受訪者無法判斷是否可

行走 50 公尺時，得以舉例說明；亦可採用反向問法，直接詢問個案可以走多長

的距離，再衡量是否達到 50 公尺。訪員也可利用自己的步距(50 公尺以步行數

計算約 80步)或是家中鋪設的地磚(以地磚長寬估計，一般地磚多為 30 × 30 

㎝、60 × 60 ㎝)，作為估算的依據。 

□1 .獨立走 50 公尺以上（可用輔具） 

 可獨立或自行使用輔具（包含拐杖、支架、義肢、助行器）行走 50 公尺以上（指

一口氣走完） 

 行走過程無安全顧慮，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 .需協助扶持走 50 公尺以上 

 他人稍微扶持(如一手攙扶)或口頭指導，才可行走 50 公尺以上(一口氣走完或中

間需休息一次以內) 

 不需他人扶持，但行走時間明顯過長或走不到 50 公尺 

 行走時搖擺不定，有跌倒危險 

□3 .不能步行 50 公尺，但能操縱輪椅 50 公尺 

 雖無法行走，但可獨立操作輪椅，並可推行輪椅 50 公尺以上 

 可行走，但需他人大量扶持，且行走距離在 50 公尺內(包含需休息好幾回)，並有跌

倒危險 

□4 .不能步行 50 公尺，且無法操縱輪椅 

 無法行走 50 公尺以上，完全依賴他人 

 需要他人協助操作輪椅才能移動，或完全無法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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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上下 

樓梯 

1. 目的：評估個案在平地行走或移動的能力。 

2. 問法 

2歲以上兒童 

□1 .安全上下樓梯（可用扶手、拐杖） 

 可自行上下一層樓梯，不需他人扶持、監督或持續敦促且無安全上顧慮 

 上下樓梯的過程，允許抓扶手、使用拐杖、支架等 

□2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抓扶手、使用拐杖，仍然需要他人稍微扶持(指一手輕扶)、口頭指導、監督或持

續敦促 

 只能上樓梯，但無法下樓梯 

□3 .無法上下樓 

 需他人大量協助，如全程需一人雙手費力扶持或需兩人共同扶持 

完全無法上下樓梯，可能需別人用背的 

3. 案例：個案腦性麻痺，身體右半邊肌肉張力較高，平常抓樓梯扶手可由 1 樓爬到 2 

樓，但爬到最後一階，因高度較高，需家人一手攙扶才能上到 2 樓。上述情形，最

後仍需家人協助，應勾選「2.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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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F4 

F6 

共同原則 

1. 目的：評估個案若要在社區中生活，所需具備的三項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指較複

雜的重要活動能力）的能力。 

2. 12歲以下兒童屬於身體功能發展階段，除通常不被期待要具該等能力外，兒童受文

化因素及家庭環境所影響，是否表現出各項功能之水準，與兒童的能力無關，亦無

所謂障礙情形。是以，0-5歲不需評估IADLs（IADLs以0項障礙計算）；至於6-12

歲兒童，依各該年齡層可發展使用電話、處理家務及外出能力進行評估。 

3. 以「最近一個月」的實際能力為主；必要時，輔以觀察個案進行活動時的表現。 

4. 失能狀況，指發展障礙、健康因素導致。若有能力從事，但心理意願而不願從事

者，不屬於失能狀況。 

5. 若個案為 6-12 歲的小孩，請依個案的年齡與實際情況評估，例如：10 歲小孩使用

電話的表現為「只會接聽電話，並聽懂對方所說的內容給予回應，但不會撥電話」，

勾選「3. 僅能接電話，但不能撥電話」。 

6. 基於安全考量而需他人監督或敦促，不能任其獨自一人執行活動時，仍評為“需他

人協助”。 

F1 

使用 

電話 

1. 評估方式 

(1) 問法：請問當個案需要聯絡他人時，能不能自己打電話(包含行動電話)或使用通

訊軟體？  

(2) 以實際情形和活動複雜程度為評估基礎。 

(3) 主要評估「撥打」和「接」電話的能力，以「撥打電話」的困難度較高，「接電

話」較容易，兩者皆需具備，且能聽懂對方說話的內容，才屬「能獨立使用電

話，含查電話簿、撥號等」。 

2. 選項說明： 

□1.能獨立使用電話，含查電話簿、撥號等 

 7-8 歲：會接電話並作適當的回答、會打電話給別人(電話號碼可由他人提供)、會說

出或寫出自己家裡的電話號碼、能撥少於五組的常用電話、能撥設定快速撥號鍵的

電話 

 8-10 歲：會正確撥打國內電話、會叫別人接聽電話或會說明別人不方便接電話的原

因 

 10-12歲：能獨立打各種電話(含緊急電話)、會回電話與留言、會從個人電話簿中找到

某人的電話號碼、會找到並使用公共電話 

□2.僅能撥熟悉的電話號碼 

□3.僅能接電話，但不能撥電話 

□4.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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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3. 案例：個案聽力受損，可以依家屬所設定的群組撥給父母及友人，但因聽力受損無法

聽到對方的聲音，所以只會要將自己要說的事情講完就掛電話。上述情形，個案無接

聽能力， 則應勾選「4.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F4 

處理家務 

1. 評估方式 

(1) 問法：請問個案能不能自己處理家中事務？ 

(2) 若個案平時就不需要自己處理家事，例如：家中有家人幫忙， 請訪員詢問「若

家人都不在，沒有人幫忙時，他能不能自己做？」 

(3) 評估重點為可處理家務複雜程度（分為繁重和簡單家事）及清潔程度。繁重家

事，例如：使用掃帚或吸塵器打掃、將自己的東西歸位；簡單家事，例如：倒

垃圾、擦桌子、幫忙整理回收物。 

(4) 與利用何種方式完成無關，例如：坐輪椅擦桌子，跟站著擦桌子都是可以自行

擦桌子，如果擦不乾淨就是「選項 3」。 

2. 選項說明： 

□1.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例如：搬動家具、清理廚房且

完成歸位等） 

 7-8 歲：把垃圾或紙屑撿起來、能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如學校或課外活動的用具)、

拿抹布把桌子大致擦乾淨、把潑灑出來的東西擦掉 

 8-10 歲：會清理乾淨家具上的灰塵、能整理自己的房間、保持玩具和其他個人物

品的整齊與乾淨、將垃圾做分類、綁垃圾袋、與成人一起去倒垃圾 

 10-12 歲：能使用掃把、抹布或吸塵器清理地板、整理家中公共區域(如客廳或書

房)、會把垃圾拿出去倒、洗廁所、刷馬桶、在家裡會幫忙進行大型的清潔工作，

如過年大掃除或清掃倉庫 

□2.能做較簡單的家事，如洗碗、擦桌子 

□3.能做較簡單的家事，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 

□4.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方能完成 

□5.完全不能做家事 

※勾選時，請以等於及/或低於個案年齡的描述為依準。 

F6 

外出 

1. 評估方式 

(1) 問法：請問個案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 

(2) 重點在於受訪者在無人陪同的情況下，是否有獨立外出且安全到達和安全回來的

能力，並不限制使用之交通工具。 

2. 選項說明： 

□1.能夠自己開車、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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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歲：個案於無人陪同的情況下，是獨立外出且安全到達和安全回來的能力，

並不限制使用之交通工具，騎腳踏車或散步；若個案能夠自己外出，但家長基於安

全（治安）考量而都會陪同孩童外出者，都算是有獨立外出的能力 

□2.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但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7-12歲：個案能與父母一起安排交通方式，如何乘車到朋友家，即可自行前往 

□3.當有人陪同時，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7-12歲：個案搭乘校車不需家人陪同，但搭乘公共汽車、捷運等則需家人陪同 

□4.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 

 7-12歲：若個案需由其他人協助叫車並陪同外出 

□5 .完全不能出門 

 7-12歲：若因個案身體狀況而無法外出，如昏迷、全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