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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主題
1.了解新生兒氣質理論。
2.協助嬰幼兒情緒發展。



👉  「為何別人家孩子那麼好帶，我家孩子卻天
       天都很 *歡 *呢 ?」
👉「為何孩子遇到挫折總會鬧個不停 ?」
👉「孩子的電力永遠用不完，到底怎麼了 ?」
👉「跟別人互動，為何總是那麼害羞 ?」

其實，孩童會有這些個性、特質上的差異，
⭐ ⭐並沒有所謂正常或是不正常，而是跟每個孩童的「 氣質 」不同有關喔 !

⚠請特別注意，這裡提到的氣質，並不是談吐優雅有氣質的那個氣質，而是學者 THOMAS和 CHESS提出的 🍁 🍁「 九大氣質向度 」的氣質喔 !





氣質
• 每個孩子，都有其與生俱來「氣質」，也就是其對內在或者外在刺激的反應模式。
• 氣質，也可稱做是孩子的性格特質。
• 嬰兒出生不久即可發現這些特質，使每個孩子在與外在環境互動時，都會有不同的行為反應，也因孩子的不同氣質，會影響他人產生不同的反應方式。



氣質九類
•  學者 Alexander Thomas  及 Stella 

Chess 將氣質分為九類，分別為：
•  活動量、 規律性、趨避性、適應度、
    反應強度、情緒本質、堅持度、
   注意力分散度及反應閾值。



一、活動量
• 活動量指的是孩子身體活動量的多寡，玩遊戲、吃飯、寫作業、日常活動及睡覺時是否動個不停。



二、規律性
• 規律性指的是孩子日常生活作息的規律性，睡覺、起床、肚子餓及上床睡覺的時間，是否可以預測。



三、趨避性
• 趨避性指的是孩子在面對新鮮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感到好奇想接近或者退縮拒絕。



四、適應度
• 適應度指的是孩子在面對生活變動時，可以調整自己去配合外界的能力。



五、反應強度
• 反應強度指的是孩子在說話、哭鬧、開心或難過等情緒表達上，是強烈或溫合、難以察覺的。



六、情緒本質
• 情緒本質指的是孩子在生活經驗中，較常表現出愉悅的正向情緒，或不愉快的負向情緒。



七、堅持度
• 堅持度指的是孩子在從事一項活動時，不會因任何困難阻撓或干擾而中斷的程度。



八、注意力分散度
• 注意力分散度指的是孩子是否容易被周圍環境刺激所干擾，而改變他的活動目標。



九、反應閾
• 反應閾指的是外界的物理刺激 (音量、燈光、氣味等 )  要有多強，才能讓孩子 覺察到並做出反應。也包括對人際互動中非語言線索的察言觀色能力。



根據這九項活動的反應特性，再將嬰幼兒的氣質分為三類：
1.容易照顧的嬰兒（大約佔樣本之 40%）
    -安樂型
2.困難照顧的嬰兒（大約佔樣本之 10%）
    -磨娘精型
3.慢啟動的嬰兒（大約佔樣本之 15%）
    -慢吞吞型但仍有 35%的嬰兒並沒有明確的形式稱為中間型

 又分「中間較難養育型」及 「中間教易養育型」



安樂型 -天使寶寶
• 這種氣質類型的寶寶，成人很容易掌握他們在睡眠、餵養、排便和其他活動中的規律，所以帶養容易。
• 由於平時總是情緒良好，對事情易表現出親近性，對人熱情，易於和別人接近或相處，讓人覺得活潑、可愛、大方。通常，他們對於環境刺激表現出反應敏捷、適應性強，但又很適度，能較快接受和適應陌生人及陌生環境。
• 這種氣質的寶寶，如果日後將他們送到托兒所、幼兒園，能較快地融入集體之中，很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磨娘精型
• 具備這種氣質的孩子，對於新事物和環境傾向於退縮，對新異刺激反應強烈，飲食睡覺等不規律，容易鬧脾氣。比如蘋果有一點點黑就不吃，說好去遊樂場，因為特殊原因不能去，不停地哭鬧，哄不住。
• 這類型的孩子常常不配合大人的指導和要求，往往使父母感到束手無策，甚至認為自己是不稱職的父母，或者對寶寶產生討厭、仇恨等消極情緒。
• 這些都會使寶寶變得不耐煩或者困惑，甚至對父母產生敵意，從而形成一個消極的循環圈，這些寶寶護理起來也就更加困難。



慢吞吞型
• 這個類型的寶貝，適應環境緩慢，生活習慣喜歡逐漸變化；情緒通常不甚愉快，對新刺激慢慢感興趣；在生活中膽小怕事，對事情易表現出逃避性，平時表情淡漠，經常沉默寡言，他們常常被父母認為是很好帶的「乖孩子」。





孩子氣質向度與類型相關性



影響依附關係的因素
 1.  嬰兒的氣質說：
    心理學家肯根 (J. Kagan)認為氣質是造

 成不
     同依附類型的主因之一



(1)  嬰兒本身的氣質為「易養育型」者：
    • 有很高的機率成為依附類型中的「安

 全型」
      的嬰兒。
(2)  嬰兒本身的氣質為「慢吞吞型」者：
    • 有很高的機率成為依附類型中的「逃避型」 
      的嬰兒。
(3)  嬰兒本身的氣質為「磨娘精型」者：
     • 有很高的機率成為依附類型中的

 「愛怒交
       織型」的嬰兒。



父母的教養方式
• 安士沃斯 (Ainsworth)  則是主張肇因於母親對待嬰兒的方式，而非嬰兒本身的氣質



(1)「安全型」嬰兒的母親  ： 敏銳的觀察力，能
       夠迅速而正確的反應 嬰兒的訊號，使其需要
      得到滿足。
(2)「逃避型」嬰兒的母親  ： 對於嬰兒的訊號缺
       乏反應，對於嬰兒的 行為缺乏耐心，全然不
       在乎嬰兒的需求； 或過度的以嬰兒為焦點。
(3)「愛怒交織型」嬰兒的母親  ： 常誤解嬰兒所
       發出的訊號。母親常採用 不一致的照顧行為



嬰兒期情緒發展



一、情緒的意義
•  情緒是由某種刺激所產生的一種激動狀態， 是個體

 的一種主觀意識，其表現是身心全 面的變化。
• 人類並不是一出生就擁有豐富的情緒，學者布里斯吉（ Lisa J. Bridges）認為人的情緒是受遺傳影響，會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分化成為更加細膩的情緒，並且會在 5歲到達一個分化的段落。
• 這就是為什麼小嬰兒總是用哭鬧來表達，這是因為在嬰兒早期的情緒認知中，只存在快樂與不快樂 2種反差極大的情緒，每當感受到飢餓、尿布濕了等負面的感受，他就會認為自己處於一個不舒服的狀態，進而引發哭鬧的情緒。大人之所以會難以理解，是因為我們已經分化出更複雜的情緒，例如：肚子餓會感到煩悶、穿著濕掉的衣物會感到焦躁。



二、情緒的重要性
1.  情緒發展會影響個體健康、智能、動作技能、
    社會行為、人格以及語言的發展及親 和力的
    表現。
2.  幼兒期是建立情緒模式的時期，是人類情緒
    發展的主要時期。
3.精神分析學派強調， 5、 6歲以前的情緒發展，
   是奠定人格發展和個體行為的基礎



三、影響情緒發展的因素
1.  成熟因素：
    (1)  由籠統而分化的過程，是情緒分化的基
         本原則。
    (2)  成熟因素影響嬰兒時期基本情緒的分化
        較多，也最大。



2.學習因素：
   (1)  成人複雜多變化的情緒是由學習而來。
   (2)  情緒發展的學習方式：
       ①  直接經驗：如幼兒原本不怕狗，但被嚇 (咬 )過後，
             見狗就怕。
       ②古典制約 (交替學習 )：源自巴夫洛夫，經由制約刺激
           物所引發。
       ③工具制約 (嘗試錯誤；操作制約 )：源
Skinner  的理論。
       ④模仿暗示：如幼兒原本不怕蟑螂，但由於別人的動
           作或面部表情中得到恐懼。
       ⑤刺激類化：當個體遇到與原刺激不同或相似的情境
            時，個體仍以原來的行為反 應。如「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繩」



3.  與照顧者的依附關係
4.  後天環境
5.  父母的教養態度，對幼兒情緒發展非常重
    要，因此父母應有良好情緒管理，以利幼
     兒情緒發展。



• 基本可以粗略分為以下過程：
四 .幼兒情緒的發展里程碑



1~4個月
此階段的寶寶會透過睜大眼睛或張開嘴巴，試著表達自己的感受，若照顧者未及時給予寶寶需求回應，寶寶可能就會以哭泣來表示，而至兩個月大時，寶寶開始有社交笑容，是一種與他人互動的方式，並且會透過吸吮，使其找到平靜的感覺。此階段情緒的發展里程，如下 :
• 自我安撫 (吸吮 )
• 可以感受照顧者部分情緒
• 開始產生社交微笑
• 為了滿足需求而哭泣

四 .幼兒情緒的發展里程碑



5~8個月
此時的寶寶，對外在環境開始有意識，可以辨別陌生面孔、地方等。而情緒大多是正向居多，照顧者可以明顯感受到寶寶用愉悅臉部表情或聲音，來表達。也會透過日常物品來控制自己的情緒，如 :睡前要聞小被被等。此階段的情緒發展里程，如下 :
• 自發性的微笑
• 可以區分陌生面孔
• 開始模仿大人說話與音調



9~12個月
此時的寶寶可以感受得更多了，開始對照顧者有明顯的偏好，當遠離照顧者時，可能會哭泣，對於其他陌生人，則感到害怕與焦慮，此時，可能也會以憤怒來表達生理需求不滿足，或引起照顧者注意，來取得安撫。
• 引起他人注意
• 照顧者離開會哭泣
• 開始會有生氣、暴怒的情緒



1歲
屬於分享快樂期，此階段孩子的情緒表現更為強烈，會對於某些事物特別感到興趣且興奮，也會用哈哈大笑來表達自身快樂的情緒，在此同時，負向情緒也逐漸出現，孩子會產生有明顯的分離焦慮，且當自身受到挫折時，也會利用哭鬧來表達情緒。



1歲以後
屬於負向情緒調節期，此時，對他人的回應，敏感度會提升，自主性也更加強烈，遇到困難或阻礙時，會以負向情緒來表達，且對人、事、物的好惡更明顯，也發展了了解他人意圖的能力，也開始有初步的同理心，以及更細微的情緒，如 :害羞。



五、幼兒的一般情緒發展
1.情緒的表達：
    透過情緒的表達，嬰兒主宰力逐漸增加，
   
    早期情緒語言隨著嬰兒的發展而改變



 嬰兒如何表現情緒：
(1)  哭
   是年幼嬰兒表達基本需求最有力，也可能是唯
    一的方式。
   嬰兒的哭有四種型態：
   飢餓的哭 (有規律的哭聲 )、
   憤怒的哭 (  由聲帶 擠壓出過多的空氣 )、
   疼痛的哭 (  沒有先期的 嗚咽，突然大哭 )、
   挫折的哭 (  沒有屏息、兩 三下拖長的哭聲 )。



 (2)  笑：
    嬰兒出生後不久後出現自發性的微笑，是中樞
     神經系統的作用，經常在熟睡中出現。
    第 2  週，嬰兒常在餵食時微笑。
    1  個月大左右，微笑更頻繁，會朝人微笑，更
     富社交性。
    第 2個月，隨著視覺發展，嬰兒對熟識的

 人笑
     得多
    4  個月大的嬰兒開始出聲笑。隨著年齡增加，
 
    笑聲更多，並且對更多不同情境發笑，這轉
    變反映出認知的發展，而笑聲也是對環境的
    一種反應。



(3)憤怒
      3、 4歲是幼兒憤怒發展的最高峰，到了五歲以
       後漸穩定。
       憤怒情緒的輔導：
      ①  可採不理的態度。
      ②轉移幼兒憤怒情緒刺激的注意力。



(4)  恐懼：
      恐懼情緒發展過程：環境中的具體事物及突然而來的
       刺激。
      怕生是幼兒最常見的恐懼，以大哭、躲藏來表現恐懼。
      幼兒的恐懼大致可以分為：
      ①  視覺方面：例如怕黑，怕深顏色的東西， 怕媽媽
          出門，怕陌生人、動物等
      ②  聽覺方面：例如怕大的聲音，怕門鈴、 電話

      鈴聲
      ③  觸覺方面：例如怕流血，怕打雷，怕水。
      ④  想像方面：因為幼兒處於想像力豐富的 年齡，這
           方面的恐懼最多，例如怕被野獸 吃掉，怕爸媽不
          要他等等。



影響恐懼因素①  性別：女孩比男孩表現出較多的害怕， 但這並不
    表示男孩就不害怕，是受到性別角色期待的影

 響。②父母的教養方式：有的父母為了要讓幼兒聽話，常
    會編故事嚇唬幼兒，以達到讓幼兒聽話的目的。③  智力：智力早熟的幼兒比同年齡的幼兒 有較多的
     恐懼傾向。④  想像力：想像力較豐富的幼兒有較多的恐懼傾向。
 ⑤過度被保護之幼兒。



 恐懼情緒的輔導：①  給予正確的知識，不要用恐嚇的手段威 脅幼
     兒。②  使幼兒逐漸接觸令他恐懼的東西，有充 份的
      機會熟悉恐懼刺激。③說故事、模仿、示範、交替學習等方式。



(5).  害羞
    ①6個月 ~1  歲又稱「認生期」，高峰為九個
         月至一歲間。
    ②  害羞是恐懼的一種形式。
    ③  持續性害羞會阻礙探索，抹煞創造力，最
        後形成「自卑」性格。



(6)  嫉妒：
    ①是由愛、憤怒、恐懼三種基本情緒結合而成，
         約十八個月時。
    ②嫉妒的最高峰是 3、 4  歲及青春期。
    ③嫉妒表現方式：分為直接反應 (攻擊行

 為、
        偷竊 )及間接反應 (退化行為 )。



 嫉妒的情緒比較：①產序：老大的嫉妒心會比較重。②  性別：女孩的嫉妒心較重。③  自我意識強較容易嫉妒。④智力高者，嫉妒心愈重。



自我意識性情緒
• 羞愧、難為情、罪惡感、嫉妒、驕傲…
• 1.5ys以後逐漸表現
• …眼睛往下看、雙手下垂、把臉藏起來



六 .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
1-2歲大
► 該有的社會情緒發展：
    1. 藉由挑釁的行為展現獨立，例如發脾氣
    2. 情緒變多了，其中還包括社會情緒，例如同情心，
       但其實還不太了解他人的感受或信念
    3. 認為大家都要以他為中心，所以當沒被注意到時
        會生氣
    4. 能辨識出鏡中的自己
    5. 喜歡跟熟悉的人在一起
    6. 開始會自己玩
    7. 喜歡模仿大人
    8. 開始愛說「不要」



► 這時期可以這樣做：
    ✔ 要能敏銳察覺並主動地去回應孩子的各
        種表達與需求
    ✔ 多跟孩子說話、唱歌、共讀
    ✔ 幫孩子表達他的情緒經驗、想法
    ✔ 建立規律的生活作息
    ✔ 讓孩子有機會跟其他小孩互動



2-3歲大
► 該有的社會情緒發展：
    1. 遊戲發展階段屬於獨自遊戲和平行遊戲
    2. 開始有社會性遊戲，及象徵性遊戲
    3. 能處理比較多複雜的任務，越來越獨立，例如如
        廁、穿衣等生活自理
    4. 有喜歡的好朋友，開始懂得友誼
    5. 情緒變化很快，容易害怕，當固定的作息變化時
        可能會不開心
    6. ” ”因為自我認同感的發展，還是很愛說 不要 ，只考
        慮自己的需求，因此感覺上較自私
    7. 發展性別認同概念



► 這時期可以這樣做：
    ✔ 要跟孩子說清楚規範與界限
    ✔ 溝通時不要問要不要，而是讓孩子有選擇權，例如
       你要紅色還是白色衣服
    ✔ 大人仍持續多跟孩子說話、唱歌和共讀
    ✔ 幫孩子把情緒經驗說出來，並協助釐清原因
    ✔ 建立規律生活作息
    ✔ 讓孩子有跟其他同儕互動的機會



3-4歲大
► 該有的社會情緒發展：
    1. 在生活自理上越來越獨立
    2. 能遵從指令
    3. 在大人引導下能輪流與分享，解決衝突
    4. 能用語言溝通需求，減少用尖叫或其他負
        向方式
    5. 越來越知道自己與他人不同，
    6. 能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而且想像或假扮性
        遊戲越來越精緻



► 這時期可以這樣做：
   ✔ 大人仍需多專心跟孩子互動、共讀
   ✔ 多參與孩子的戲劇性遊戲或想像、假扮遊
       戲
   ✔ 鼓勵孩子主動去探索環境，當孩子挫折時
       提供安慰
   ✔ 提供孩子較多的社會互動機會，例如上學、
       共學或團體課程等



4-5歲大
► 該有的社會情緒發展：
    1. 了解道德規範，例如公平 /不公平、對 /錯
    2. 喜歡與人比較
    3. 開始更注重友誼，有所謂的好朋友
    4. 對於規則的遵守會更加配合
    5. 能體察到他人的情緒與感受
    6. 喜歡和同儕玩戲劇性的遊戲
    7. 開始瞭解現實與想像不同
    8. 有越來越多的情緒種類，但有些時候會表現得過於
        誇張
    9. 設計遊戲時連注意細節都能注意
  10. 能了解不同情境要用不同的態度



► 這時期可以這樣做：
    ✔ 大人仍需多專心跟孩子互動、共讀
    ✔ 大人做錯要道歉
    ✔ 要充分跟孩子解釋規範和行為，對行為做
        標記，例如好行為、不好的行為，不要標
        記孩子好或不好



七、情緒發展的輔導
1.  幼兒基本需求，依其身心健康狀況來進行輔
    導。
2.  幼兒愉快的生活經驗並鼓勵幼兒發展愉快的
   情緒。
3.  有良好的管教態度。
4.提供良好的情緒示範，讓孩子有安全感。



5.鎮定的態度，了解幼兒情緒癥結，適時予以疏
    導，逐次增加分開的時間。
6.運用類化、制約等方式，以削弱不良行為。
7.  培養幼兒一些興趣，協助幼兒轉移、宣洩 情

 緒。
8.  提供嬰幼兒良好的情緒環境。
9.  鼓勵幼兒規律的生活及健康的身心，均是 發展
   幼兒情緒容忍力的條件。



八 .處理幼兒情緒失控的 SOP

STEP 1:先等待孩子冷靜下來，並別急於回應
當孩子還在氣頭上時，更不願意開口表達，這可能會使照顧者更加火大，所以雙方都先靜下心來，且此步驟，可以讓孩子在冷靜中，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反省自己的行為。若孩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照顧者不可以心軟，而妥協，應適當的忽視，以免未來孩子重蹈覆轍。



STEP 2:以直述句方式，協助孩子把感受說出來
此時的孩子可能還尚未能完整表達自己的感受，而照顧者可以採用直述句，協助孩子把心裡的感受表達出來，如 :「是不是因為拿不到玩具，所以很生氣 ?」，漸漸的引出孩子產生情緒背後的原因。



STEP 3:教導孩子問題解決技巧與運用
孩子的情緒，並不會一次就解決，也不會只出現一次就不再發生，要讓孩子學習自我管理的能力，當孩子正確完成，立即給予肯定，強化對的行為連結。日常生活中，可以透過情緒圖卡，促使孩子認識、辨別情緒，也可以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引導孩子。



九 .如何協助幼兒情緒發展 ?

• 注意情緒信號，並好好回應
    尤其是小小孩，經常會以哭鬧、丟東西，甚至打
    人來表達情緒，此時照顧者應先了解孩子為何
   有

    這樣的情形，是因為不會表達 ?還是只是想要吸引
    大人的注意 ?若沒有適當的回應，可能會養成小孩
    的壞脾氣，抑或是造成不信任、沒安全感等問題。



• 加強正向訊號
    當孩子有正向情緒產生時，如 :對於某個物品、活動
    感到興趣，此時家長應把握機會，與孩子互動，使
    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興趣受到重視，進而產生愉悅感。



• 感同身受，並給予協助
當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難時，甚至產生負面行為時，照顧者應針對可能的原因，適時給予協助，或是當孩子哭鬧時，給予肢體或口語的安撫，讓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緒是有被理解的，以減少其哭鬧情緒發生。



情緒並不會被壓抑後消失，而只會不斷的累積，不僅會影響到孩子的安全感以及情緒調控的能力，更可能影響到孩子未來人格的養成，所以在處理孩子情緒時，要利用傾聽代替禁止，讓孩子可以說說他所想的、所關心的，為什麼會這麼傷心、生氣或難過，並引導孩子正確的情緒表達，使其達到自身的目的，而當孩子有好的表現時，記得要鼓勵孩子，這樣才能使得孩子的情緒發展更為健全。



十 .嬰幼兒情緒障礙如何判斷
• 「障礙」指的是當某些行為或情緒已經影響到正常人際關係、學習狀態或是生活作息，且此情況已持續超過一段時間，都沒有辦法糾正回來。情緒障礙包含以下三大點 :



(一 )影響人際、生活及學習情緒已影響到人際互動，像是與小朋友玩，不開心時，就動手打人；生活作息，因為一直發脾氣而使得吃飯時間不規律、晚上睡不著覺；學習狀態，可能出現拒絕上學、上學之後無意參與，或已建立的生活能力突然喪失，本來可以自行控制大小便，現在卻拉在褲子上等。



(二 )持續一段期間且頻率高
若一星期出現 3次以上，也就是一週中有將近一半的時間有這類困擾。倘若只是偶爾或短期出現的事件（像是只有
2、 3天），應該先觀察不必急著認為孩子有問題需要幫忙。



(三 )經過協助仍然無法調適假如經過爸媽的協助與教育達一個月之久，嬰幼兒都沒有辦法調適改善，才會考慮可能是情緒障礙，並建議至醫療院所求助。







~感謝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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