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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的發展情形，

就是愛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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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  二聽  三抬頭 

四握  五抓  六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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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特性  

發展模式有共同性 

 ＊發展有一定的順序，早期發展是後期發展的基礎 

      抬頭→翻身→坐→爬→站→走→跑 

 ＊發展有一定的方向 

      頭尾定律（從頭到腳） 

      近遠定律（從軀幹到四肢）：抱→握→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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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特性  

發展模式有共同性 

 ＊發展有個別差異性 

 ＊發展是可以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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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的生理發展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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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 體重 

 足月兒：身高約46~56公分，體重約2500~4300公克。 

 早產兒：未滿37週出生的嬰兒 

 未熟兒：體重較90%的足月兒低 

                    他們雖然小，卻不一定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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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 、 循環 、 消化 、 泌尿 

 新生兒：腹式呼吸，一歲後改為胸式呼吸。 

 新生兒血壓偏低，心跳速度快。 

 六個月以前的嬰兒無法進食非液態的食物，直到二歲後

會吞口水。 

 胃容量小，消化快，要少量多餐 

 賁門及幽門擴約肌未發育完全，水平胃，容易溢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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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 、 循環 、 消化 、 泌尿 

 嬰兒小腸：缺乏肌肉與彈性組織，常容易腹脹不適，易

受刺激而增加大便次數。 

 一歲：肝臟開始分泌膽汁，才能消化脂肪。 

 大腸：對水分吸收還不完全 

 一歲半：大便訓練約在此時可以完成。 

 嬰兒小腸：缺乏肌肉與彈性組織，常容易腹脹不適，易

受刺激而增加大便次數。 

  1  歲：肝臟開始分泌膽汁，才能消化脂肪。 

 大腸：對水分吸收還不完全 

 一歲半：大便訓練約在此時可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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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歲孩童如廁發展順序 

1歲 

2歲 

2.5歲 

• 大小便在尿布後，會
顯示不舒服 

• 監督下，可以坐在馬
桶上 

• 可以維持尿布乾燥至少2小時 
• 小便時間有規律性 
• 可以自己沖水 
• 對大小便訓練感到興趣 

•大部分時間可以規律的上廁所 
•可以表示自己想要去上廁所 
•晚上不會便溺在床上 
•可以自己洗手 
•小便後可以自己擦拭 

1.5歲 

3歲 

5歲 

6歲 

• 可以自己去廁所、坐上馬桶  
• 擦屁股及難穿脫的褲子需要
協助 

• 可以獨立完成上廁所大部
分過程 

• 會自己將屁股擦乾淨  
• 會辨認男女廁所的符號 

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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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適的便盆  
    -準備小馬桶或便盆。 

 -若只能使用家中較高的馬桶，可準備小凳子。 

2. 說故事 玩遊戲 
    - 透過趣味方式，讓孩子了解上廁所過程，並增加

對「坐在便盆上」的興趣。 

3. 試試坐馬桶  
    - 每天固定時間帶孩子坐坐看或進行上廁所過程，

增加孩子對便盆的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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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一起上廁所  
    - 邀請孩子跟大人或兄姊一起上廁所，讓孩子有機會

模仿、學習。 

0-6歲孩童如廁訓練方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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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鬆心情  
    -不要催促孩子，讓孩子在便盆上可以維持放鬆的心情。 

6. 回饋讚美 
    -以口語加強行為及認知的連結，如「你尿尿囉」、

「便便跑進馬桶裡了」。 
    -當孩子順利在便盆排泄，要給予讚美；若孩子便溺

於褲子，不可責罵，避免使孩子有不好的經驗。 

7. 定時詢問  
    - 定時詢問孩子是否要尿尿或便便，但需注意不要

讓孩子感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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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適當衣褲 
    - 可使用適當的幼兒學習褲，練習時，也盡量讓孩子

穿著好穿脫的褲子，增加上廁所的成功經驗。 

0-6歲孩童如廁訓練方式 



呼吸 、 循環 、 消化 、 泌尿 

 腎臟：功能未成熟，過濾效果差，儲尿能力弱，因此排

尿次數多，尿量少。 

 2歲以下：因神經系統尚未發育完全，偶爾會有尿失禁

現象。 

 1歲半~3歲：小便訓練最適合的年齡。 

14 



神經系統 

 先「頭頸部」的神經控制→再控制「軀幹與手腳」。 

 新生兒的腦重量：是成人的1/4，隨年齡而增加，速度

是先快後慢，到6、7歲已接近成人的90% 。 

成人 

約13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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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系統 

 視覺： 

 ＊新生兒視力：遠視，20~30公分距離 

    ＊新生兒最喜歡注視人的臉孔、複雜形狀、曲線以及色彩鮮明

亮麗、對比色的物品，視覺分辨能力4~6歲時趨於穩定 

    ＊暫時性斜視，約3~4個月消失；眼前物品需不定時更換位置 

    ＊約3個月：以視覺追隨移動物品。 

    ＊約6個月：深度知覺，透過視覺判斷活動的三度空間的深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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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 

 保護重點： 

 ＊0~6歲：視神經發展可塑性強，視神經約在6歲左右發展成熟。 

    ＊6歲以前：斜視、弱視、近遠等早期治療成功機率大 

    ＊以綠、藍、紅、黃色彩對比鮮明為主，圖案要大而明顯 

    ＊多接觸大自然：不同形狀、大小、材質物品視覺刺激。室內

充足光線、避免強光直接照射眼睛，選擇適當的兒童讀物，

養成正確姿勢與良好護眼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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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系統 

 聽覺： 

    ＊出生3天：已經能夠分辨新的語音和他們曾聽過的語音，

能將視覺體驗與聲音結合起來。 

 味覺： 

    ＊出生時：可以分辨不同口味，最喜歡甜味。 

 聽覺： 

    ＊出生3天：已經能夠分辨新的語音和他們曾聽過的語音，

能將視覺體驗與聲音結合起來。 

 味覺： 

    ＊出生時：可以分辨不同口味，最喜歡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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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聽力篩檢aABR 

新生兒早期診斷，早期發現，有助於治療。 

產前檢查無法篩檢出來。 

90%以上聽損兒，父母皆正常。 

aABR只針對中重度聽損孩童，有6成可歸因

於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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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聽損基因篩查 

先天性聽損影響嬰幼兒認知及語言發展、社
交溝通與智能發展 

 

每1000個新生兒中就有 1~3 位為中、重度先
天性感覺神經性聽損（感音型聽損） 
 

合併輕度/晚發性聽損，發生率可達 1%~5% 
 

超過 90% 的聽損兒來自聽力正常的父母 
 

6個月內黃金治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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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保護重點： 

 ＊促進聽力及語言發展：優美音樂、經常語言互動。 

    ＊勿讓嬰兒以隨身聽或耳機接收音樂，避免在耳邊吶喊。 

    ＊勿任意挖除耳朵異物，至耳鼻喉科請醫師處理。 

         蟲子：照光 

         塞入豆子：不可滴油脂或酒精，也不可自行挖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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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 

 保護重點： 

 ＊以天然食物為主，減少人工添加物或調味料。 

    ＊避免醃漬類食物，或過度精緻、加工食品。 

    ＊以蒸、煮為主，少油炸、熱炒或過度使用食鹽。 

    ＊經常變換烹調方式及食物類別，以身作則嘗試各種食物，

避免養成偏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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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系統 

 嗅覺： 

    ＊出生7天：能靠著氣味辨認出自己的母親（尋乳反

射）。 

 觸覺： 

    ＊新生兒對觸覺刺激非常敏感，可以透過口腔觸覺和

手的觸覺來探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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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系統 

 嗅覺： 

    ＊出生7天：能靠著氣味辨認出自己的母親（尋乳

反射）。 

 觸覺： 

    ＊新生兒對觸覺刺激非常敏感，可以透過口腔觸覺和

手的觸覺來探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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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系統 

 肌肉： 

    ＊嬰幼兒肌肉約70%是水分，因此肌肉柔軟有彈性，但抵

抗力也較弱。 

 骨骼： 

    ＊鈣質少、膠質多，韌性雖大，卻無法抵抗壓力與拉力。 

    ＊發展速度以出生後第1年最快，青春期是第二高峰，20

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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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的發展 

 第一顆乳牙：出生後六個月 

 全長齊：約2歲半 

 開始換牙：約6歲 

 完成恆齒換牙：約12歲 

 第一顆乳牙：出生後六個月 

 全長齊：約2歲半 

 開始換牙：約6歲 

 完成恆齒換牙：約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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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歲 生理動作發展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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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動作發展 

大腦未發育完整 

聽覺靈敏 

近視眼 

1個月 6-7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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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控制頭部，俯臥時可以把頭抬起→2個月 

 雙眼跟隨著環境中慢慢移動的東西而移動→3個月 

 仰臥、抬頭及翻身→5個月 

 自己坐著→ 7、8個月 

 自己扶著東西站起來→ 10個月 

 自己站或走→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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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透過抓、丟、推、拉等動作逐步發展小肌肉的能力

→4~6個月 

 可使用雙手操作玩具，使用食指、拇指抓起東西→8~9個

月 

 拇指與其他手指的運用會更靈活→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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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做的事… 

 抱寶寶時，使他與你的身體保持距離，讓他能

看到你的臉，訓練他頸肌支撐頭部的力量。 

 如果寶寶想要抓握東西，可以試著讓他自己抓

握奶瓶，或準備安全可抓咬的玩具讓他玩。 

 寶寶開始學習爬行時，記得為他準備一個乾淨

又安全的環境，讓他可以有更多探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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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動作發展 

孩子能夠自己坐在椅子上，一歲半以後可以自己走得很好，

扶著把手上樓梯。 

可以使用湯匙、叉子嘗試自己吃飯，會拿杯子喝水，模仿大

人重複簡單的動作，如：丟球、堆積木。 

接近兩歲的孩子，有跑步的動作出現，但還不是跑得很好，

可以自己站好向上或向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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踮腳尖走路？正常嗎？ 

 一歲左右學步的寶寶，出現尖足是很常見的現象。 

 寶寶踮腳尖走路的成因： 

剛學走路時重心往前，小腿肌肉往往也會出現緊張，身體的協調度不夠，對不

同的地面還沒適應，缺乏觸地感，產生踮腳尖走路方式 

鞋子不合腳、給寶寶穿了襪子摩擦力小，不方便剛學會走路的寶寶 

使用學步車，因為高度不合適使得寶寶習慣踮起腳才能觸及地面，從而導致即

便離開了學步車也習慣重心往前踮起腳走路 

部分寶寶的腿部發育異常，跟腱過短，影響行走功能，從而導致踮起腳尖走路

的行為。一般這種情況呢，輕度可以通過肌肉訓練矯正，嚴重的就需要就醫治

療了 
34 



踮腳尖走路？正常嗎？ 

 生理性尖足： 

尖足現象：寶寶4個月左右扶站立、蹦跳階段、 10個月左右開

始持續站立階段時出現，隨著生長發育會消失。 

 病理性尖足： 

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腦損傷或腦發育異常，會伴有運動發育落後、

視聽反映不靈敏、尖足長期存在不消失並出現了其他異常姿勢。 

學會獨站後或者下蹲的時候也常表現腳尖站立，而且平時踮腳走的

頻率很高→需提高警惕，必要時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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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踮腳尖走路的影響 

 只要早發現並進行早期干預，大部分可以恢復正常 

 未及時糾正，養成踮腳尖走路的壞習慣… 

影響站立坐姿 

可能導致關節畸形 

剪刀步態 

輕度的X型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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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做的事… 

 提供安全無虞的居家環境，讓孩子有機會自己四

處走動探索，以促進他的大肌肉發展。 

 孩子想嘗試自己動手使用餐具時，可以準備合適

的器具協助他，如：尺寸適合、不易摔壞的碗和

湯匙。 

 為寶寶布置安全的學習環境，如：在玩具收藏箱

裏放置安全的玩具，讓寶寶可以自由拿取、操作

探索，這樣會有助於孩子各領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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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寶寶學走路要注意甚麼？可以用學步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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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學走路的時機？ 

十個月大：會想要自己扶著家具站起來或甚至走路 

還沒有到達學走路的時機，提早訓練寶寶學步→恐怕對

寶寶的腿部發育有不利的影響 

讓寶寶以自己的發展速度學會走路很重要，千萬別操之

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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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寶寶學習走路的小方法 

讓寶寶藉著家中擺放的一些穩固、高度合宜

的家具，如：沙發椅、矮桌，自己扶著學走路。 

從寶寶後面扶住他的腋下，陪寶寶一起走，

這樣可以減少拉扯寶寶雙臂的力量。 

與寶寶面對面，之間隔著幾步的距離，鼓勵

他向前走，但千萬不要動不動就去抱住寶寶。 

用言語、眼神、微笑或拍手，給寶寶鼓勵及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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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學步車嗎？ 

兒科醫師認為沒太大幫助，有安全的顧慮。 

建議讓寶寶自然爬行，鍛鍊他的腿部肌肉，勿急著提早走路。 

學步車：經過安全認證，大人看著以免發生意外，十個月以上

才可以使用，以30分鐘為限，會影響腿部發育。 

注意學步環境安全： 

地面平坦、乾燥 

遠離尖銳危險物品 

特別是熱水、熱湯、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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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動作發展 

可以跑跑跳跳，踮著腳尖走路，自己上樓梯，學習騎三

輪腳踏車。 

能自己使用餐具吃飯。兩歲以後，可以嘗試自己脫掉鞋

襪和已經解開鈕釦的衣服，兩歲半後可自行脫掉或拉上

有鬆緊帶的褲子。 

會熟練地用筆塗鴉畫圈，一頁頁地翻書，會串大珠子、

拍打揉捏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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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的Q & A 

 孩子凡事都說「不」，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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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追求獨立自主的兩歲孩子，怎麼幫? 

注意安全問題 

讓孩子試試他想做的事，一旁陪伴 

不要用批評取笑否定他→挫折放棄嘗試 

一點點進步→肯定→對自己充滿自信，培養願

意自我挑戰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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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動作發展 

孩子四肢動作的協調性愈來愈好，可以同時控制手和腳

的動作，如：一邊拍手、一邊踏步。 

能用一隻腳站立，踮著腳尖跑，會自己下樓梯、上廁所，

接近四歲，排便後能自己把屁股擦乾淨。 

會熟練地自己吃飯洗手，學習解開拉鍊、鈕釦脫下衣服，

會自己穿襪子和不用繫鞋帶的鞋子，能雙手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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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做的事… 

 孩子精力旺盛，因為他正在學習掌控、運用自己的身體動

作能力，父母不要過於苛責或擔心。 

 如果無法常帶孩子外出活動，可以在家裡準備一塊軟墊，

帶孩子隨著音樂的節奏自然擺動。 

 鼓勵孩子自己解開鈕釦、拉下拉鍊、 

     穿鞋、擺碗筷，對孩子來說，都是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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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孩子用餐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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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的Q & A 

 如何親子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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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共讀，從說故事開始 

可以在家裡布置一個安靜舒適的小角落，旁邊就放

著圖畫書 

愉快的心情說故事 

自然的方式朗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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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故事重複說，好嗎？ 

孩子會要求重複聽某個故事，可能受某些情節吸引 

大人保持耐性，不用擔心孩子沒學到東西 

重質不重量 

重要的是「孩子想聽、喜歡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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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說故事當作說教 

許多大人說故事的目的，是要趁機教訓孩子，警惕

他日常的表現 

孩子會認為爸媽藉著說故事罵他，很快會失去聽故

事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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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共讀的過程，可鼓勵孩子發問 

故事本來就是一種經驗分享 

可以鼓勵孩子發問、分享類似的生活經驗 

不可強求或要求孩子一定要複述或背誦故事 

不要問孩子書中許多知識性的問題，像在考試一樣，

這樣做反而會扼殺了孩子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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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動作發展 

可以在有障礙物的空間行動自如，左、右腳皆能單腳跳，可以雙

腳交替上下樓梯。 

能練習拍球，能伸手接球，會對準目標丟球、踢球。 

能仿畫十字形和方形，連續剪出一條線，學會自己穿套頭衣服、

扣扣子、拉上拉鍊，並練習刷牙、漱口、拿筷子，但有時仍需要

成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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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做的事… 

 孩子活力十足，騎單車、跳繩、玩球、跑步，都是很好

的運動。 

 運動應適度，不要讓孩子太早接受密集且壓力大的訓練，

如：參加競爭性的游泳比賽。 

 讓孩子幫忙做早餐、擦桌子、擺餐具，學習自己折疊衣

服、被子，這些都可以為孩子帶來成就感。 

56 



57 



生理動作發展 

孩子可以兩腳交互地跳繩。五歲半後，手腳可同時用力，進行全身

性的活動，如：爬竿。 

孩子會仿寫一些字、畫出三角形；能不在大人的協助下，分辨衣物

的前後，自行穿好衣服褲子、綁好鞋帶，也可以流暢地使用剪刀。 

甚至已能臨摹或憑想像畫出生活中常見的人事物，並把細節描繪出

來，如：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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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做的事… 

 多帶孩子到室外活動，如果孩子一直關在家裏，長時間

從事室內靜態的運動，他大肌肉動作的協調性、運動技

能將無法得到充分發展。 

 在安全的考量下，可以讓孩子去玩單槓、學習游泳，使

孩子的動作反應更為統合、靈活。 

 讓孩子自行搭配衣服、褲子、鞋子，讓他參與更多的家

庭事務，孩子會學到更多的生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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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太好帶，  

不要太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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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以前的關鍵發展  

 語言 

 社交性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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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關鍵頭五年 

 孩子身體和情感上成長，學會交流，思考和社交的

方式 

 在生命的頭五年中，孩子的大腦比其他任何時候都

更快地成長 

 建立親子關係的開始；有助於孩子學習和發展 

 孩子學習和發展的主要方式是：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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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身體和情感上成長，學會交流，思考和社交的

方式 

 在生命的頭五年中，孩子的大腦比其他任何時候都

更快地成長 

 建立親子關係的開始；有助於孩子學習和發展 

 孩子學習和發展的主要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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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個月 遊戲 

『baby按摩』 

觸覺up  情緒up 

 

65 

主要目的是透過母親的手和一些植物油，輕鬆

按摩全身，就能解除寶寶的不安，讓寶寶更好

入眠。 

按摩時緩慢、避免用力搖晃 



7~8個月 遊戲 

『在哪一邊呢？』 

可以刺激孩子的視覺，培養他的觀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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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在訓練孩子有沒有確實用眼

睛在看東西，因此，猜錯也沒關係喔！ 



7~8個月 遊戲 

『抓抓樂遊戲』 

可以促進孩子手指的靈活度 

67 

如果剛開始孩子不會的話，也不必太心急，先讓孩

子隨心所欲地玩玩具，家長也可以陪他一起玩， 

這樣孩子會更開心。 



7~8個月 遊戲 

『玩球遊戲』 

從遊戲的過程中培養孩子達成目標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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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要讓寶寶知道，要確實地把球滾傳到爸媽

這一邊來。 



9~10個月 遊戲 

『爬行跨越障礙物』 

可以培養寶寶腳部和腰部肌肉的力量 

69 

可以藉此遊戲觀察寶寶如何避開障礙物。可以堆高

幾個坐墊，提高困難度。 



9~10個月 遊戲 

『膝蓋溜滑梯遊戲』 

可以幫助寶寶培養平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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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還無法帶寶寶去玩公園的溜滑梯， 

如果在媽媽的膝蓋上滑的話，寶寶會比較安心。 

爸爸的腳比較長，玩起來應該會更有趣。 



11~12個月 遊戲 

『認識身體部位』 

讓孩子去觸摸自己的身體，進而認識身體各個部位 

71 

一定要告訴孩子正確的名稱，而不要使用嬰兒

用語。像是「鼻子」，不要說「鼻鼻」。 



11~12個月 遊戲 

『攀爬棉被遊戲』 

訓練平衡感，順利爬上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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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棉被當成溜滑梯玩。剛開始傾斜的角度不要

太大，之後再慢慢調整角度。 



73 



按摩遊戲 

 腋下推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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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印度擠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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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擁抱滑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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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手掌手指搓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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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手背推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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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手背推按法 

 

79 

林育靜 嬰幼兒按摩講師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按摩遊戲 

 手腕畫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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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遊戲 

 滾動搓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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