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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症者不能跳水嗎？ 

黃文盛/台北市立五常國民中學教師 

許多的適應體育相關教材中提到，有關於唐氏症者因骨骼結構異常，而有頸椎不穩的問

題存在，致使體育活動參與的選擇受限。這在多次的相關研討會中，亦獲得類似的概念和訊

息。其結論通常是建議教師針對唐氏症的學生要避免嘗試某些激烈或具有高危險性的運動，

以選擇替代性的活動為宜。表面上好像是兩全其美的方式，一方面學生不會因此而有運動的

意外傷害發生，另一方面是教師也不用去承擔這種責任。漸漸地這種概念變成了主流，唐氏

症學生從此以後便失去會對頭部或頸部造成壓力的活動機會，例如：游泳跳水、足球頭頂球、

體操前滾翻等。但是，這種作法恰當嗎？如果僅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這種美意反而會變

成了一種誤解，形成了教師遇有唐氏症學生就在教學活動選擇上多加了限制的情形，學生也

相對的喪失了許多學習和嘗試的機會。因此，本文目的在於藉此釐清唐氏症患者能否跳水的

觀念和提供國外的作法給對唐氏症學生關心者共同分享。 

什麼是唐氏症？唐氏症症候群舊稱蒙古症，是一種染色體不分離的現象，也是最常見的

染色體異常症，約 80%是由於母親卵子的第 21 號染色體發生不分離現象所造成的，簡而言之，

就是第 21 號染色體發生了異常的現象。其發生率大約 1/800，亦即每 800 名新生兒就有一位

唐氏症兒。唐氏症者常見之疾病包含了骨骼的異常問題，常有髕骨脫臼、髖骨脫臼或發育不

全與腳骨頭的問題，及較正常人容易有第一、二頸椎連接不穩的毛病。根據身心障礙者服務

網相關文獻顯示，大約有 13%的唐氏症者有問題，另有 1～2%的唐氏症者會造成神經方面的症

狀，85%的唐氏症患者沒有這個毛病。由此可知，伴隨頸椎問題出現的唐氏症學生並非多數，

有絕大部分的唐氏症並無頸椎不穩的現象，這是第一個需要釐清的概念。 

今年 9 月 3 日至 9月 10 日在愛爾蘭舉辦的 2006 世界唐氏症游泳錦標賽中，我國榮獲 13

金 9 銀 6 銅的佳績，顯示我國唐氏症游泳選手在國際泳壇上的實力。跳水出發是在競技場上

求勝的必備技能之一，此次比賽幾乎有 95%以上的選手均採用跳水出發的方式參加競技。這

種情形顯示，游泳跳水並非因具有高危險性而被屏除在外，在唐氏症者的游泳訓練當中也包

含相當份量的跳水動作技術訓練。所以游泳跳水在唐氏症者的游泳訓練中是存在的，這是第

二個要具有的基礎認知。 

以國外的作法而言，他們對於唐氏症者第一、二頸椎連接不穩定所衍生的活動參與問題，

不是消極的迴避，反倒是更積極、更明確的尋求一種最好的處理方式，雖然過程有些繁複，

但確實值得我們來參考學習。以今年的愛爾蘭世界唐氏症游泳錦標賽為例：在競賽規程中就

特別註明了有關於第一頸椎軸的不穩定(ATLANTO-AXIAL INSTABILITY 簡稱 AAI）規定，為
鼓勵選手參與和確保選手的安全考量，大會要求參賽選手須提出相關的證明文件來參加比

賽，整個流程如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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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醫師及專業指導團隊的認可，唐氏症者可以參與並且完成我們一直認為是危險行為

的動作。這一流程手續如能落實在適應體育教學，應該對適應體育的推展是更具有正向的作

用。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這一個問題，如果唐氏症學生因為經過運動訓練及指導得宜，而讓他

們克服了先天的限制，不是更能彰顯運動訓練的廣大成效嗎？任何一種活動都有其潛在的危

險性，不會因為是一般人或是唐氏症者而有所不同，更何況有大多數的唐氏症並無頸椎不穩

定的問題。有正確的認知、清楚理念和適切得宜的指導方式，來協助特殊需求者避免運動傷

害，享受運動的權利和樂趣，這才是體育專業存在的價值。國外的做法或許正可以提供我們

來思考更新、更周全的方式，幫助唐氏症者有更多元的運動參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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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症游泳選手跳水出發動作解析： 

   
（一）就位                     （二）預備 

   
（三）出發                 （四）完美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