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情緒 

3.4.1 升小環境多變 活潑變沉默 
 由幼稚園升上小學，會出現一個轉接期，無論在教學方法、同學人數、科目

及功課，孩子都要重新適應，加上老師和同學都換了新面孔，小學生活中又增加

了許多規矩，不是每個小孩都能很快適應過來。 
 
 開導內向型的孩子，家長不要喋喋不休；相反，陪孩子靜靜坐一會，讓他整

理自己的心情，你再慢慢探他的口風。跟班主任、校長聯絡，參加家教會，都是

直接的方法，實地了解孩子的學校生活；利用接送孩子時候跟其他長閒聊增加了

解，亦不失為掌握孩子在校另類動向的有效方法。 
 
明報 2008 年 9 月 7 日 
 

3.4.2 三歲兒愛打人 宜教情緒管理 
  家長如要改變子女這種習慣，先了解其打人的原因，記住，孩子的改變不會

立即出現，家長須有耐性慢慢教導。家長必須鼓勵孩子先認錯道歉，然後嚴正警

告孩子，日後再出手打人便不可再玩他喜歡的活動。用睡前說故事的時間，心平

氣和地跟孩子聊聊當天發生的事情，鼓勵孩子說出自己為甚麼發脾氣，及跟他討

論下次如何不打人，讓孩子慢慢學到適當的處理情緒方法。 
  家長應留心平日自己的言語，「你再不聽話便打你！」、「你不停下來，媽媽

便會打你！」等說話都該避免孩子潛移默化地學習了利用武力來解決問題。 
 
星島日報 2008 年 10 月 2 日 
 

3.4.3 托兒咬人現象例析及對策 
案例一：户外活動中，家家高興地在滑梯上爬上爬下，飛飛走過來和他一起玩。

他倆玩得正興奮時，家家突然在飛飛的背上咬了一口，然後樂呵呵地走

了。 
案例二：我班教室外有個小滑梯，陽陽正玩得起勁。這時別班的一個小女孩過來

玩，陽陽不讓她玩。爭執中，陽陽咬了小女孩一口。 
案例三：天天在“娃娃家＂燒飯，欣欣想要他手里的玩具。天天不樂意，欣欣便

伸手去搶，天天張開嘴巴對着欣欣的小手就是一口。 
案例四：托兒邊聽故事邊看電視里的課件。突然，心心哭了起來。原來是玲玲咬

了她。教師剛想問明原因。玲玲卻不滿地說：“我看不到電視。＂ 
案例五：囡囡看見小朋友們在玩開火車遊戲，便拿着自己的小椅子，說：“我也



來玩囉！＂可是大家都浸在自己的遊戲中沒理她。她把小椅子往排前一

放，轉過頭來咬了後面的小朋友一口。 
分析：托禿由於各自家庭教育、個體發展等方面的差異，在適應托班這一新的環

境中，往往表現出多樣性，咬人就是其中的一種現象。 
 
1. 表達一種情緒 
  一般而言，托兒咬人并無惡意。由於不懂得同語言表達自我的生活感受，常常

通過咬人來表示自己的興奮和激動。如案例一中的家家情緒高漲，通過身體動作

還不能滿足他的情緒需要，他就用最簡單的咬人動作把內心的高興情緒表達出

來，以獲得心理滿足。另外，當托兒有傷心、緊張、憤怒等情緒時也會通過咬人

來表達和發泄。如案件例四中的玲玲通過咬人來發泄心中的不滿情緒。 
2. 表達一種認識 
   托兒已有了一定的對外部世界認識和分辨能力，但其語言表達能力欠缺。當

他們無法用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意思時，有時就會通過咬人來表達。如案例二中的

陽陽認為，門口的滑梯是我班小朋友玩的，別班的不能玩，他無法用語言表達出

這一層意思，便采取了咬人的方式。又如：案例三中的天天認為玩具是他自己的，

而不是別人的，當同伴爭搶時，他便通過咬人告訴同伴：這是我的。 
3. 表達一種愿望 
   由於自我意識和能力的差異，托兒很難找到合作或交流的伙伴，遇到交往上

的困難時往往仔采取咬人的方式。案例五中的囡囡想和大家一起開火車，但是沒

人理睬她，她就對着別人咬了一口。 
4. 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當寶寶開始長牙，抓到什麼就咬時，家長會為寶寶的成長高興，卻往往不知

道該如何讓寶寶度過這個階段。當寶寶開始咬人時，不少家長以寶寶長牙為由聽

之任之，久而久之寶寶咬人便成了一種習慣。 
5. 是一種社會性模仿 
   社會性模仿是托兒學習的一個重要媒介，當他們看到其他小朋友咬人時，有

時自己也會嘗試着去咬人。 
對策：在發現托兒咬人後，教師馬上要做的就是分開當事人，穩定托兒情緒。及

時把傷口放在自來水下沖洗和彻底清潔，并做 30 分鐘左右的冷敷。必要時應請

醫就診，看是否需要后續醫療。托兒咬人後不能過於責備。因為咬人大多是生理

和心理發展上的階段性問題，還不屬於攻擊性行為。教師必須耐心對待，幫助托

兒分析原因，采取適宜的教育，以免托兒向不良的行為習慣轉化。如果有可能，

要讓托兒向被咬的小朋友道歉，創造一個直觀的氛圍讓托兒了解咬人帶來的后

果，同時根據不同的原因指導托兒學習一些交往技巧。 
1. 情感支持，學習多種表達方式 
   托兒的情感水平較低，而且外露、不穩定。在咬人事件發生後，教師要及時

安撫托兒的情緒，讓托兒對教師產生信任感，從而進一步指導托兒用正確的方式

來表達自己的需要或愿望，并讓托兒知道咬人是不對的。常見的歌曲《幸福拍手



歌》就是一個好的教材，教師可以和托兒一起來說說高興、生氣、害怕、傷心時

可以怎樣做，在唱唱、做做中學習用拍手、跺腳等動作來表達情緒。針對案例一

中家家的情況，我設計了“我很高興可以怎麼做?＂的話題來引導托兒知道抱一

抱、拉拉手等都能讓大家知道你很高興。 
2. 豐富語言，學習簡單的交往技巧 
   多數咬人事件與托兒語言表達能力有限有關。因此，豐富托兒語言是減少咬

人事件發生的有效措施。我利用“每日一講＂活動，引導托兒學習短句“請你給

我玩玩好嗎?＂“我們一起玩好嗎?＂等，培養托兒建立良好的沟通模式，并引導

托兒學習簡單的交往技巧，如：求助、等待、輪流、合作等。 
3. 家園共育，幫助托兒健康成長 
   教師要向被咬托兒的家長做好解釋工作，得到家長的諒解和支持。案例二中

雙方家長一開始有些情緒，當我把事情解釋清楚后，他們都能相互諒解，并從中

分析自己孩子的特點和不足，以此為契機對孩子進行教育。 
 
早期教育   28-102 教師   2008.9 
 

3.4.4  父母慎防順口開河 
    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同樣道理，亦適用於培育孩子方面-----父母

的話語，同樣可以建立孩子的自信心，也可以傷透孩子的弱小心靈，專家提醒父

母不要因一時的順口開河而傷害了孩子的心靈。 
 
源於父母煩燥失望心情 
    父母總不會蓄意說些傷透孩子的話，但有時卻會無心之失說了些順口開河的

話，傷了幼兒的心而不自知。這裏提出幾個較常發生的境況，父母們可多加留意。

一般常出於父母煩躁或失望的心情，例如孩子重複犯相同的錯，父母們由最初的

耐性轉為失望，繼而變得厭煩。在忍完再忍，變成成忍無可忍下，父母會按捺不

住嬲怒的情緒，責備和數說孩子的諸般不是，較重和晦氣的說話便會衝口而出，

如「教極你都唔聽話，真係無用」、「早知你咁激氣就唔生你喇」等煩躁時的「氣

言」。 
    而父母對子女總有一定的期望，難免會將他們跟別的孩子作出比較，如學業

成績、課外活動的成就。有些父母亦會擔心孩子各方面的發展，例如姐姐五歲時

已能獨睡，但妹妹到了五歲每晚仍要媽媽整夜陪睡，這些擔心失望時的感歎，會

令到給比了下去的孩子會對自己的能力產生懷疑，感到羞愧和缺乏自信。 
 
不以為意的「戲言」 
    為了鼓勵孩子努力達標，又或停止孩子的吵鬧，有些父母會應承買些東西給

孩子或為他們做些事情，但假如父母沒有認真想過是否能兌現便隨口應允，這些

順口開河的承諾，換來的結果是令孩子傷心和不再完全相信父母的話。 



    也有一些父母喜歡彼此笑談孩子的軼事，甚至拿他們開玩笑，說得興高采烈

時，甚至拿他們開玩笑，「有沒有人願意領養我家愛搗蛋的小孩？」成人當然知

道是開玩笑的，不過可憐的小孩卻未必能明白這些在成人眼中，以為無傷大雅的

戲言，卻會害得他以為爸媽真的不想要他呢！ 
 
慎防「禍從口出」 
    父母要慎防「順口言」，首先應該意識和疏導因管教子女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然後按孩子的發展階段、能力、興趣和特性，作出適切的期望和要求。應承孩子

前要衡量自己是否做得到，並且要言而有信；孩子做錯事時，要即時和直接教導，

不要拿來作茶餘飯後的話題，以免令孩子尷尬和難堪，要談的便談他的優點，使

他願意表現得更好。 
 
學前教育    NO.74  FEB  2008 
 

3.4.5 孩子入院的心理照顧 
孩子入醫院除了感到身體不適外，情緒上亦存有一定的恐懼。 
 
身體不適影響心理 
    小孩如不幸遇到頭暈、發燒、燙傷或其他意外而需入院治療，父母於此際都

會感到徬徨和不知所措。父母除應盡量保持鎮定和謹慎的態度處理事情外，更要

留心嬰兒的情緒反應。他們在這個時候，非常需要父母的關懷和照顧，因為孩子

除了感到身體不適外，生理影響心理的情況下，情緒上亦存有一定的恐懼。如果

父母未能妥善地處理嬰兒在這個時期的心理需要，或會對他們日後的成長造成負

面的影響。 
 
勿壓抑孩子驚慌 
    當孩子入院時，他們會因身體受創而感到害怕和驚慌，甚至會透過大哭來表

達。於此情況，父母要留意避免刻意進行壓抑或禁止。因這是他們遭到創傷的反

應，如未經疏導卻又被壓抑下來，積壓的負面感覺將會構成莫大的心理陰影。過

往有不少的入院經驗，日後對醫院存有極大的抗拒和恐懼。 
    因此，當孩子在醫院大吵大哭的時候，父母先要理解他們的感受，並讓他們

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感受。當然，這並不表示應任由他們哭鬧而得不到任何支援。

例如，父母可在言語上安撫或鼓勵，從而慢慢平伏他們不安的情緒。此時，父母

們一句安慰的說話，對感到害怕的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支持。能否在父母身

上找到足夠的安全感，是孩子能否穩定自己情緒的一個關鍵。 
 
玩具淡化負面情緒 
    而為淡化這段時間的負面情緒，當孩子入院的時候，父母可帶備一些他們喜



歡的玩具，或他們平日喜歡的食物。這些吸引的玩具和食物可作為孩子心靈上的

慰藉，亦是分散注意力的方法。由於此時最重要是給予孩子情緒上的安全感，即

使稍為迎合他們的喜好，也是可接受的，因藉此可協助他們度過生理及心理上的

難關。 
 
不疏導情緒影響深遠 
    雖然嬰兒在智能上未能表達他們當時的情緒感受，意識層面上的記憶也不一

定能清楚敍述當時的情形，但當時的感受已在心中烙印，甚至影響日後的人生。

如果父母不正視他們的感受，或不給予適當的紓緩及疏導，會為他們帶來深遠和

莫大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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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吸吮奶嘴為找安全感 
「吸吮」動作是寶寶與生俱來的本能，他們從中可以感到熟悉與安全，如父

母覺得寶寶躁動､情緒欠佳的話，亦可以適時給予安撫奶嘴，幫助他穩定情緒，

總之切勿隨便給寶寶吸吮奶嘴便可。 
 
「口腔期」靠吸吮解不安 
 對於應否給予寶寶吸吮奶嘴，很多家長持有不同的意見，在外國更有贊成和

反對兩派學說。而我認為如果可以避免的話，最好不吸吮，以免養成依賴安撫奶

嘴(Pacifier)的習慣，當然如果寶寶極度不安的話，又或然者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如在公眾地方，怕未能安撫寶寶哭泣會滋擾別人，考慮利用奶嘴安撫也未嘗不可。 
 ６個月至兩歲期間是寶寶成長過程中的「口腔期」(Oral Stage)，即是指牙齒

要長出時或是剛長出時的寶寶，會藉由「吸吮」來紓緩不舒服及不適感覺；加上

他們缺乏安全感，一出生沒多久大人就會習慣給寶寶吮奶嘴，在沒奶嘴或沒有東

西可吮的情況下，寶寶遇到害怕的事時就會另尋目標，例如吸吮手指。安撫奶嘴

能夠撫平寶寶焦慮的情緒，賦予他充分的安全感，所以絶大多數的寶寶都有使用

安撫奶嘴的習慣。況且寶寶在媽媽的肚子裏時，就已經出現吸吮的動作了，所以

寶寶吸吮奶嘴能感到熟悉､安全，進而改善他焦慮的情緒。 
 
如非必要忌隨便吸吮奶嘴 
 從幼兒心理學角度來看，口腔期的寶寶看到甚麼東西都會拿到嘴巴吸吮一

番，極易養成吸奶嘴的習慣，並從中獲得滿足及安全感。不過寶寶是不是要配合

口腔期來使用安撫奶嘴？其實不然，原則上應視寶寶狀況而定，例如父母感覺到

寶寶出現躁動､情緒欠佳的反應，可以適時給予安撫奶嘴，幫助他穩定情緒，而

寶寶睡前給予安撫奶嘴，亦有助於減少哭鬧的情況，待他睡著了，便可將奶嘴取

出。 



 如果寶寶在口腔期之前，已表現出想要吸吮的慾望，那麼盡量滿足他也可

以；反之，如果寶寶沒有這個需求，喝奶及情緒都很穩定的話，那麼父母也沒有

必要給他安撫奶嘴。為免寶寶造成「乳頭混淆」的問題，不應大早使用安撫奶嘴

或長時間使用。另外，孩子若在活動或睡覺，都拼命拿著奶嘴往他嘴巴放的話，

這其實不是個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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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為何害怕剪頭髮? 
一至兩歲的幼兒仍需要安全感，平時少機會接觸的事情如剪頭髮，都會令他

們感到害怕，因為髮型師和剪髮工具令幼兒感到不安，所以建議家長多跟幼兒玩

剪髮遊戲，增加他們的投入感，問題自會迎刃而解。 
 
害怕剪頭髮原因多 
 有很多嬰幼兒都很害怕剪頭髮，他們感到害怕是因為頭髮碎時常會插到睛和

皮膚，引致痕癢的感覺，又或剪頭髮時剪刀利器在耳邊發出｢葺葺｣的聲音，這些

情況令到嬰幼兒在修剪頭髮的時候，觸覺和聽覺都有一種不好受的感覺。加上在

剪髮時嬰幼兒不容易看到剪髮師在他頭上是怎樣舞動他的利剪，就算有面鏡子可

以讓嬰幼兒看得見剪髮師，但是影像也會不實在、不清楚，故此種種感覺也令嬰

幼兒感到十分不安全，要他們作出適應便更為困難。綜合這些原因，嬰幼兒出現

害怕剪頭髮，家長更應以平常心對待和諒解。 

 

玩剪髮遊戲增加投入感 

 面對幼兒害怕剪頭髮這個問題，家長也有數個方法可以嘗試一下。家長可以

嘗試利用塑膠剪刀模擬幫助幼兒剪頭髮，讓幼兒感受一下剪髮的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家長不需要真的剪下幼兒的頭髮，而是以遊戲的形式便可。家長亦可以讓幼

兒先參與一些與剪刀有關的活動，如剪紙、修剪毛公仔的毛髮，幫助幼兒盡早作

出適應。 
 
奬勵和富趣味的方法 
 有時間的話，父母也可以嘗試鍛鍊一下自己親自幫助幼兒剪頭髮，畢竟幼兒

吮奶嘴隨成長遞進 

 有研究指，過度使用安撫奶嘴，會導致寶寶牙齒變形､咬合不正，將來

還可能還出現戒除困難的問題。大部分的孩子在一歲半後，因為語言能力增

強，手部動作慢慢成熟及注意力轉移的緣故，就會慢慢停止使用安撫奶嘴，

所以父母不用太擔心。 



剪頭髮主要不是著重髮型款式上，而且父母親自幫幼兒剪髮可讓他們有足夠的安

全感。另外，家長也可以利用一些奬动性或趣味性的方法幫助幼兒適應對剪頭髮

的恐懼，例如家長可以利用幼兒喜愛的食物、玩具作為幼兒剪頭髮後的奬勵，以

收喜惡中和之效。又例如父母也可以嘗試播放一些關於剪頭髮的電影或電視劇，

增強剪頭髮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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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面對孩子的憤怒，怎麼辦？ 
 活動區時間，明明氣沖沖地向李老師告狀：“老師，多多把我的恐龍搶走

了。＂李老師一看，多多懷里緊緊搂著一個恐龍玩具，眼里含著淚水，滿臉的憤

怒，正縮在一個墻角里。她走過去，多多把恐龍抱得更緊了。李老師輕輕地把多

拉起來，搂在懷里，輕聲和他說著。原來，本來是多多在玩恐龍，明明搶了過去，

多多膽子小，没敢搶回來，但他卻一直在一旁看著明明玩。當多多看到明明把恐

龍擰來繞去時，覺得很心疼，就衝過去把恐龍搶了回來。 
 這樣的一幕在幼兒園里時有發生。幼兒之間發生衝突時，憤怒情緒就會很自

然地表現出來。此時，教師怎麼辦呢？ 
 憤怒是人的一種原始情緒反應，也是幼兒的一種激烈情緒。對待幼兒的憤

怒，教師要有一種尊重的態度，教幼兒用積極的方式來表逹憤怒，或是引導幼兒

適當地發泄，釋放緊張情緒。通常可以採取下列方法給憤怒的孩子以幫助。 
1. 給幼兒一個擁抱，因為擁抱可以使幼兒最快速地平靜下來。 
2. 對幼兒的行為表示出興趣。如果幼兒在破壞玩具或者工具時，教師只要

對他的玩具或工具表示出興趣，並要求看一看，就有可能阻止他的破壞行為。 
3. 利用幽默和生氣的幼兒開玩笑，給他提供一個機會，使其“小臉變

晴＂。但是不要取笑或者奚落他，更不要諷刺他。 
4. 請幼兒考慮你的感受，或者告訴他你的感受，讓他來幫助你：“你的吵

閙我平時可以忍受，但是今天我的頭很疼。你能找一種安靜的方式來生氣嗎？＂ 
5. 向幼兒解釋困境，幫助幼兒理解困境產生的原因。一旦幼兒理解了使他

失望的原因後，會很容易平靜下來。 
6. 把幼兒帶離那個使他生氣的地方，避免他傷害到自己或者他人，同時要

減少剪頭髮次數 

 可以的話，父母盡可能減低幼兒剪理頭髮的頻密情況，讓幼兒有足夠的

時間醞釀，令他們對剪理頭髮有足夠的心理準備，亦能將他們對害怕修剪頭

髮的程度減至最低。 



告訴他：“你不能那樣做。＂當幼兒發怒時，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緒，不能

以憤怒來對待憤怒。其他幼兒不友好的言語也會使幼兒無法忍受，以至於他大發

脾氣，因此要把他帶離。 
7. 在幼兒因自己的弱點而憤怒時，鼓勵他看到自己的長處，告訴他他能夠

逹到自己的目標，並幫助他實現自己的目標。 
8. 讓幼兒了解一些可以被接受的表逹憤怒的方式，比如打枕頭､跺腳，或

者是畫畫。也可以鼓勵幼兒用言語來表逹自己的憤怒：“我不喜歡你拿走我的玩

具。我現在不想和你一起玩。＂ 
9. 讓幼兒清楚地了解哪些可以做哪些不可以做，並要堅持執行下去。 
10. 幫助幼兒建立積極的自我想像，鼓勵幼兒視自己為受人尊重的和有價值

的人。 
11. 教師要做出良好的榜樣，向幼兒展示如何以積極的方式處理憤怒的情

緒。 
12. 對幼兒暫時不予理睬。如果幼兒在亂發脾氣，就“冷處理＂，讓他感受

到你一點都没有注意他。時間一長，他自己就會覺得很無趣，而不再發脾氣了。 
13. 確保幼兒得到充分的身體鍛鍊，因為運動能釋放身體壓力，減少緊張

感。 
14. 當幼兒做出良好行為時，要告訴他，“你把玩具拿給小朋友玩，很好，

我很喜歡你這樣＂。這會使他清楚明白他怎樣做會得到贊許，給他以後的行為提

供一個典範。 
另外要注意的是，幼兒發過脾氣之後，應該堅持要求他認錯。因為認錯標誌

著憤怒的終結，並有助於孩子恢復正常而不是老繃著臉。孩子認錯時態度是否誠

懇､語調是否正確都不重要。 
要根據幼兒的個性選擇適當的方法來對待幼兒的憤怒情緒。要知道，幼兒發

怒是不可避免的。在他發怒時，要讓他把怒氣合理地宣泄出來，以利於幼兒的身

體尤其是心理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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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讓孩子哭出來 
  有些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勇敢地面對困難，長大了成為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於

是，當孩子眼淚快要湧出時，不但不安慰，反會嘲弄他，令他把淚水硬生生吞回

去。 
 
父母勿嘲弄孩子 
  不少家長遇到孩子跌倒受驚等情況，常以「不哭的孩子才是好孩子」來鼓勵孩

子咬緊牙關，忍耐痛苦，盡快破涕為笑。這種期望在男孩的身上尤為普遍。 
 



錯誤的發洩情緒 
  其實哭泣是人的自然情緒反應，能調節和化解人心中的傷痛和恐懼。父母要求

孩子永不哭泣，就好比要求天氣總是常晴無雨，其實是一種有違自然的要求。長

期地要孩子壓抑情緖，只會令孩子在未來遇上情緒問題時更難康復，並對自己的

情緒敏感度減低。 
 
父母關懷與安慰 
  在孩子真正受到驚嚇，感到強烈傷痛的時候，如跌破了頭要縫針，受到老師同

學極度無理的對待，寵物或親人離開自己，父母的責任便是提供一個心理上安全

又舒服的環境，讓孩子能夠好好地哭出來。 
  例如父母可試試在孩子傷心的時候，把手輕輕放在孩子的肩上或背上，柔聲安

慰：「很痛/難過/傷心/辛苦是不是？哭出來沒關係的。」甚至不一定要說話，只

需溫和地坐在孩子的身邊，令他能夠有充足的時間，讓情緒逐漸回復平衡。通常

最佳的訊號，便是孩子能夠回過神來，把注意力從令自己難過的事情，轉移至其

他外界的事情上，例如想起快到時間看自己最愛看的卡通片。 
 
卸下心中鬱結 
  在孩子的情緒自然調節的過程中，父母如無必要，最好不要急着發問，要求孩

子說出事情的始末，或心中所有的感受；也不必急着為孩子評理、解釋或出頭，

以免窒礙了孩子情緒自然釋放的過程。 
 
保持情緒上的平衡 
  父母切忌以嘲諷羞辱來為孩子再添一重心靈創傷。其實無論是男是女，大人還

是小朋友，都會有傷心難過的時候。能夠哭出來，其實是情緒能夠自然康復的健

康訊號。讓孩子理解淚水的功能，才能讓他學會保持情緒上的平衡；讓他學懂照

顧自己的心理健康，在未來做一個意志堅定、遇挫不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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