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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來，隨著早期療育的推動，家長除了關心孩子在語言、動作以及心

智方面的發展外，也更著重孩子在人際互動以及情緒方面的發展，而「情緒」和

語言、動作一樣，也有一定的發展歷程，但與語言、動作發展不一樣的是，孩子

的情緒發展容易受到生長環境以及父母的教養方式影響，故較難有一個評定的標

準，以下就針對 2歲以前孩子的情緒發展進行簡介。 

 

0-6個月：社交情緒發展期 

6個月以前孩子的情緒表達，除了對飢餓、疼痛還有其他不舒服的刺激會有

哭鬧的反應外，也開始展現孩子在社交方面的表現，他們會利用微笑及咯咯笑來

表達想與照顧者進行正向的互動，當有人注視或者對他們說話時，情緒也較容易

而平靜下來，並可利用些微聲調的差異來表達自己不同的情緒 

6-12個月：意圖行為發展期 

在此階段，孩子的情緒反應較 6個月以前更加的明顯，同時也會利用聲音來

吸引大人的注意力，並得知可以利用哭鬧的方式，來讓大人接近他，進而得到安

慰與安撫 

1歲：分享快樂期 

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在此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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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人家用新奇的動作或東西逗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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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會有明顯的分離焦

慮，當自身受到挫折時，也會利用哭鬧來表達情緒 

1歲以後：負向情緒調節期 

這段時期，孩子對他人的回應敏感度增加，自主性也更為強烈，受到阻礙時

容易以負向情緒表達，除了會利用哭鬧方式來引起照顧者的注意力外，對人、事

的好惡更明顯，也開始發展出了解他人意圖的能力，了解主要照顧者的喜好，也

會開始關心同伴，並產生更細微(例如：害羞)的情緒 

 

在孩子嬰幼兒時期，情緒具有短暫、強烈、頻繁、個別差異大、無法察覺自

身情緒等幾點特徵；隨著年齡增長，孩子身體與心理狀況也逐漸成熟，肌肉強度

以及認知能力增加，但語言可能尚未出現或僅有單詞表達，在自主性增加的情形

下，遇到挫折時，孩子就會利用哭鬧、丟東西或打人等本能的方式來表達情緒，

此時家長的反應往往直覺性的給予禁止(例如：不可以)或是講道理的方式緩和孩

子情緒，甚至利用打罵來禁止孩子哭鬧，但這往往是無效的方式，家長做的不是

禁止或責備，而是引導孩子用「合理」的方式來表達。 

在孩子的情緒引導方面，可從幾個部分著手，小小孩的情緒，多會直接利用



哭鬧、丟東西或打人來表達，遇到此種情況時，家長應先了解孩子為什麼會有此

種情形，是因為想要和別人玩而不會說，或是希望藉有不當行為吸引大人的注意

力，還是遇到挫折時的情緒表達，接著可在針對可能原因給予孩子協助，若孩子

是想要和別人玩而有打人的動作，家長在一旁就可以利用配音的方式，幫孩子表

達說，「我想要和你一起玩」，若孩子想要吸引家長注意力，這時可以利用冷處理

的方式，來減少孩子不當行為發生的機率，而當孩子出現好行為的同時，才給予

孩子正向的關注，若孩子是有情緒產生哭鬧，一方面可以先利用肢體動作或是口

語給予安撫，例如「我知道你在生氣，讓我們一起安靜一下」，並幫孩子表達出

自身的情緒狀況，例如，「因為你的玩具弄壞了，所以你好難過喔」、「別的小朋

友打到你，你好生氣喔」，讓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緒是被理解的，同時讓孩子可以

學習利用口語來表達自身情緒，就可以減少其哭鬧的發生。 

另外，隨著孩子逐漸長大，心智以及口語能力漸增，大人也可以利用，轉移

注意力的方式來減緩孩子情緒表達的強度，或是減少情緒持續的時間，更可利用

約定以及正向增強的方式，來減少孩子不當行為的出現，並讓孩子練習將激動的

情緒平復下來，例如可利用畫畫、跳沙發或是運動來舒緩孩子強烈的負向情緒，

並搭配口語的表達，讓大人能在短時間內瞭解孩子的需求與情緒上的反應，並針

對原因來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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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才能夠達到自身的目

的，而當孩子有好的表現時，也絕對不要吝嗇給予孩子稱讚，這樣才能使得孩子

的情緒發展更為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