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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一名(1~3歲)
• 隨著認知與需求的增加，小孩生氣及哭鬧等負面的情緒到
了 2、3 歲時比例大幅增加，常常也是父母親最受不了的
發展時期。

• 這個時期的小朋友最會使用哭鬧方式來引起照顧者的注意
力，且已屆語言爆發期，會講出許多的話語，故會為自己
所擁有的能力感到驕傲。

• 孩子開始會了解他人的情緒，並且開始學習控制情緒，例
如：孩子哭泣後，注意到父母正在生氣，因此，盡量忍耐
不哭，不過，部分孩子可能會為了要和父母唱反調，故意
做出調皮搗蛋的行為，惹父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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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二名(6m~1歲)

• 到嬰兒九個月時，他們就已經知道，可以利用不舒服的訊
息去獲得安撫，尤其是對父母，這種哭鬧是一種意圖性行
為的發展。

• 孩子於6個月之前，因為眼球尚未發育完全，看外在的人
、事、物時，呈現模糊的狀態，但6個月後就可近距離看
清楚，包括父母的表情、喜愛的玩具模樣等，甚至每位親
人的長相，加上已擁有更多的生活經驗，能夠辨別明顯的
危險與安全的環境。

• 因此，發展出害怕、害羞、憤怒的情緒，常見行為包括哭
鬧、轉過頭、掙脫等，這些情緒有別於基本生存所投射出
的反應，而是為了使自己遠離危險、接近安全的環境，進
而發展的自我保護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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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三名(0~6m)

• 新生兒的哭泣不是刻意計畫的，也不帶有特定的訊息，出
生後的第二、三個星期，嬰兒對於人的聲音興趣多於對玩
具的聲音。

• 出生後一個月左右，緊張不安的嬰兒會因為有人注視或者
對他們說話而平靜下來，當周遭的人離開被獨自留下時，
嬰兒也會因此而哭泣，這表示了社交性的增加。

• 這時孩子一哭就會哭到情緒消失後才會停下來，若父母遇
到這種狀況，可以輕聲細語的安撫，幫助孩子快速冷靜下
來。相反的，若父母採取怒罵或不耐煩的態度，就會更加
誘發哭的情緒，使不穩的情況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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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四名(1歲左右)

• 孩子在 1 歲左右，認知與動作能力的增加，讓他們對環境
事物更加的清楚，喜歡人家用新奇的動作或東西逗他們，
並且會哈哈大笑去分享快樂的情緒。

• 這個階段的小朋友情緒，受到照顧者情緒的影響很大，愛
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大人喜怒哀樂的反應，並有
沒有適當引導的影響。

• 當旁人正在哭泣時，會受到情緒感染而開始跟著哭；當旁
人哈哈大笑時，也會跟著笑。由於孩子還分不清楚自己與
他人的不同，容易發展出多愁善感的情緒。

• 此階段也發展出陌生人焦慮與分離焦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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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五名(3~4歲)

• 3 到 4 歲的孩子開始能夠控制自己，也開始了解別人期待
他們怎麼做，這個年齡層負面愛哭的情緒應該大幅降低，
不過還在學習階段，迅速的累積越來越多的不允許的事，
可能是造成氣質不佳兒童愛哭的原因。

• 4歲開始，因為已具有基本觀察環境及後射認知的能力，
會逐漸發展出較有效的行為模式，並且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

• 後射認知，是指孩子可以根據他人的話語，思考和預測即
將發生的事，例如：當孩子聽到「你再不乖，等一下媽咪
就生氣囉！」時，就會知道自己必須乖乖的，否則會被媽
咪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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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六名(4~5歲)

• 這是需要嚴格建立兒童行為規範的時候，也是同理心培養
好時機。教師或家長的教育方式，會影響愛哭行為的發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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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排行榜：第七名(6~歲)

• 這個年齡層的小孩漸漸可以同時感受到照顧者是會關心與
憤怒的，隨著學齡的到來，他們了解社會的期待更大，將
被比較的事情越來越多，並逐漸培養挫折的忍受度才能控
制自我負面情緒的發生。

• 孩子大約在6歲左右，各種基本情緒都已發展完成，並且
會擁有兩種情緒的情形，例如：將玩具收拾整齊，被父母
稱讚時，就會開心又驕傲；到了10歲之後，還會產生兩種
相反的情緒，例如：段考時發現數學考得不錯，但國語卻
很差，於是出現開心又難過的情緒。

9



不同的年齡強調的感覺統合

• 0～1歲：以觸覺、動作為主。照顧者應帶領孩子解讀、
探索新奇的世界。

• 1～2歲：以視覺、動作為主。此時，照顧者要多引導孩
子主動學習。

• 2~3歲：以語言、動作技巧為主。照顧者應幫助孩子建
立規範，逐步學習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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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情緒發展的指標

• 0～1歲的嬰兒應發展出因為個人基本需求所表現的各種基
本情緒，例如：喜、怒、哀、樂。

• 1～2歲的孩子應該發展分離焦慮與陌生焦慮，也就是須具
備辨別主要照顧者與他人不同的能力。

• 2～3歲的孩子會注意他人的情緒，以及能夠控制自我情緒
，不致過於失控。

• 3～6歲的孩子因為開始進入社交生活，像是上幼兒園，因
此，要學著與他人相處，發展出觀察他人情緒與控制自我
情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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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情緒與感覺統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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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系統的影響

• 顯著感覺系統：
1.觸覺：觸覺保護反應、觸覺區辨。
2.聽覺：對分辨聲音、分辨語調。
3.視覺：視覺區辨、視覺追視。
4.嗅/味覺：分辨氣味

• 隱藏感覺系統：
1.前庭覺：有平衡能力、地心引力

的感受、加速度的感受。
2.本體覺：身體形象概念、抗地心肌肉

群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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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

• 觸覺 -皮膚表面接收到的觸壓的訊息，觸覺是個體形成過
程中最優先具備的系統

• 區分為:口腔、雙手、全身，包括痛覺，觸碰，溫度覺

• 主要功能 : § 保護反應.區辨物體形狀及質料. § 影響情緒變
化

• 鐵猴子與絨布猴子故事 (有奶便是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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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親子觸覺遊戲

•1.腳底觸覺遊戲，給
幼兒情緒上穩定與足
底刺激。

•2.提供前庭平衡，促
進幼兒動作協調與平
衡

•3.全身性動作遊戲，
促進動作計畫與大動
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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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親子觸覺遊戲

•1.提升幼兒前庭刺
激，促進動作協調
與平衡。

•2.腳底觸覺遊戲，
給孩子情緒上穩定
與足底刺激。

•3. 提升幼兒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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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親子觸覺遊戲

•1.促進幼兒肢體姿勢
改變，增加動作經驗
與協調反應。

•2.增加幼兒大動作發
展。

•3.刺激幼兒大腦額葉
發展，改善情緒與衝
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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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親子觸覺遊戲

•1.訓練幼兒上下肢
動作發展及肌耐力
。

•2.刺激前庭整合與
動作平衡。

•3.降低幼兒觸覺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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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親子觸覺遊戲

•1.訓練幼兒精細動
作、小肌肉發展。

•2.促進幼兒觸覺刺
激、邏輯順序。

•3.增加幼兒專注力
。



減敏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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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下，我們剛剛做了哪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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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動手打父母該如何反應



孩子動手原因

1.孩子不成熟的社交互動或是語言
表達能力受限

2.孩子衝動控制能力不佳

3.動手打父母是孩子的策略



該怎麼解決

• 1.建立規則

• 2.教導孩子適當的情緒表達行為

• 3.暫時隔離法（Time Out）

• 4.避免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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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全方位潛能開發大陳老師粉絲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