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歲後的孩子因為認知與身體的發展正在進步，父母可能因為孩子「很
難搞」而苦惱，其實孩子也不好過。他絕非「故意」作對，只是處於身心遽變
的不穩定狀態；也必需有足夠的認知、語言發展以及自主意識，才會出現這樣
的叛逆行為。他最壞的時候，正是最需要父母幫忙的時刻，父母可以透過以下
方式幫助他：
1.安全第一
      不只要告訴孩子「危險！不許玩！不許碰！」，而是應該自己要把該鎖起
來的鎖起來或是該扣好蓋子的扣好蓋子。
2.生活規律
      餓了、渴了、累了、困了、悶了，孩子就容易發脾氣。你應該提早摸索孩
子的生活規律，在孩子陷入引發壞情緒的狀況之前，採取恰當措施，比如：讓
孩子先吃飽、先睡覺等方案。
3.轉移注意
      2歲的孩子注意力轉移的很快，不妨好好運用這一點。比如：想抱小孩進
餐椅吃飯不成功時不必堅持，可以拿些小米餅乾安撫，等孩子吃得開心，心情
好轉時，就能順利抱入了。
4. 安全情緒區
      當孩子耍賴生氣時，千萬不要當觀眾。而是設計一個安全情緒區，蹲下來
陪著孩子，可引導他現在的哭鬧是因為餓了、渴了、累了、睏了、悶了、不順
心…，他的情緒被理解後，以後就能透過正確的情緒表達，能減緩孩子失控的
表現。
5.換個方式問
      如果你問：「要不要去洗澡？」 ，答案可能是「不要！」，這時就要這
樣問：「你想在浴缸裡玩鴨鴨，還是玩車車？」
6.記得放鬆自己
      當大人過度疲累時，情緒肯定和孩子一樣。就像有耐心對小孩一樣，感覺
自己要「爆發」之前，也記得先好好善待自己一下。
      孩子凡事堅持自己來，是反抗期孩子發展個性的宣示，透過這個過程，他
成為有自己思想的人。 這時期，只要孩子有自發性探索的慾望，表示他的心理
有一定成熟度，如果嘗試的事不會對自己或別人造成傷害，就容許孩子從反抗
期的探索中學習常規與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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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孩子年齡漸長，尤其未滿 6 歲之前，如果身心發展狀態並沒有循序漸
進達到每個階段應有的平均指標，例如：認知、動作、語言、情緒及人際適應
等各方面表現，與同齡者有明顯差異，則稱之為「發展遲緩」。這往往需要長
時間觀察，而且父母隨時保持高度「警覺性」，才能有助及早發現並尋求協助資
源加以改善。
      造成發展遲緩的原因很多，如：先天遺傳、疾病、後天的環境因素、外在
刺激不足或缺乏學習經驗都具有其相對影響，但目前仍有約 75%案例找不到特
定成因，家長可以透過下列五大面向觀察孩子的身心發展。
一、認知學習：
      認知是所有發展的必要基礎，此為概念的學習，包含對於事物、記憶、邏
輯的認識、理解與表達能力。例如：是否能辨別大小、顏色、數量和指出身體
部位等。
二、動作發展動作發展：
      嬰兒期表現最快速，依照身體構造分為以下兩點：1.「粗大動作（大肌肉運
動）」身體四肢及中間軀幹的發展：如翻身、坐、爬、走路、跑、跳等。2.
「精細動作（小肌肉動作）」手指及手掌動作發展：如抓握、拍打、拿取操作物
件和手眼協調等。
三、語言溝通：
      了解他人口語或非口語訊息，反之也能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意見。包含發展遲
緩、音韻及構音障礙、嗓音異常、語暢異常（口吃）、語言發展偏差與溝通障礙
等。最顯著的例子，例如 2 歲了還不會叫爸爸、媽媽，即為遲緩的徵兆。
四、社會情緒：
      社交情緒行為常受到生長環境和社會文化刺激，會間接影響未來學習與活動
能力。需觀察孩子與他人互動的狀態，例如：是否能認得主要照顧者？喜歡和親
近的一起玩或是害怕陌生人等等。
五、生活自理：
      意指「自我照顧」的能力，能否靠自身力量獨立完成事項。例如：雙手扶
握奶瓶喝奶、自行以湯匙進食，或是拿水壺喝水等等的使用能力。約至 5 歲發
展成熟。再來是一般父母最煩心的戒尿布過程，平均約 3 歲半應可自己上廁
所。當孩子無法漸進發展出與其年齡相當的生活自理能力，就需要爸媽和師長適
時從旁協助引導其反覆練習。
      早期療育的適時介入，讓孩子能健康成長發展遲緩是一種現象，發展遲緩兒
童經過早期發現、早期療育，透過家庭支持、醫療復健、特殊教育、福利服務
等相關資源，皆能有效幫助發展遲緩兒童跟上進度，減少對於未來可能造成的影
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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