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家寶寶正常嗎？0-3歲嬰幼兒身心發展指標 

台北馬偕醫院精神科/早療中心兒童臨床心理師 王加恩  

我的寶寶已經一歲半了，怎麼都不會叫爸爸媽媽呢？我的寶寶很愛跑來跑

去，動個不停，玩玩具都不持久，會不會是過動兒呢？我的孩子好像爬太少

了，以後會不會動作發展困難呢？這些問題您是不是覺得很熟悉呢？或許正是

你自己的疑問，或是身邊朋友的擔心？  

  自孩子呱呱落地後，從一個不會說話只會哭的小嬰兒，逐漸會對著媽媽

笑、會坐、爬、站、說話、還會跟人玩、甚至會跟您鬥嘴，這一連串的身心變

化莫不讓我們充滿 的驚喜與感謝。但是，在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總會

不時的擔心，孩子是不是發展正常？是不是需要更豐富的刺激與協助？透過這

篇文章，我們將一起來看看 三歲以前的寶寶身心發展的里程碑，以及遲緩的警

訊有哪些。  

寶寶均衡的身心發展  

寶寶的發展可分為六大發展領域，這六個發展領域乃是息息相關，每個寶寶在

不同年齡階段均有不同的身心發展重點。許多家長往往會特別注重孩子的語言

與認知能力發展，而忽略了動作、社會情緒以及生活自理等向度，反而使得孩

子發展有失衡的現象。會說話固然重要，但是學會與人分享以及能夠被媽媽安

撫不哭的能力更是不可或缺；雖然一歲半會數數是很厲害的，但若能拿湯匙吃

東西那也是酷的。因此，當我們審視孩子的發展狀況時，別忘了要同時觀察這

六大發展領域，同步促進，才能協助寶寶的成長均衡又完善。六大發展向度如

下述：  

1.粗動作：大肢體動作發展。如:翻身、坐、跑、跳、騎腳踏車等。  

2. 精細動作：小肢體動作發展。如:會拍打東西、手指頭有力氣抓緊媽媽的

手指、會張手抓取物品、有力氣拉住玩具不讓他人搶走、拿湯匙、拿筆

亂畫、拉下拉鍊等。  



3. 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瞭解他人非口語與口語訊息，同時也能適當已非

口語或口語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意見。如:聽懂大人講的動作名稱

(如ㄆ拍拍手)，並可做出動作、一歲會叫爸爸媽媽、二歲會說單詞等。  

4. 認知學習：認知概念的學習。如:會分類顏色、分辨大小、會正確玩形狀

筒、拼圖、相對詞概念、數量概念等。  

5. 人際社會：對他人有適齡的人際互動興趣與社交技巧。如:認得媽媽的

臉、懂得怕生與危險、負向情緒能被媽媽所安撫、喜歡跟人一起玩、主

動分享、關心他人的感受、一起玩或輪流玩遊戲的能力等。  

6. 生活自理能力：自我照顧的能力，譬如自己拿奶瓶、喝水、拿湯匙吃

飯、刷牙、穿衣服、背包包等。  

嬰幼兒發展遲緩的警訊  

所謂發展遲緩，係指孩子在各發展向度（包括生理發展、感官知覺、動作、

語言、認知學習、人際社會心理、情緒、生活自理）等發展項目上有一種或數種

上明顯落後同年齡的孩子稱之。在臨床上若落後程度達 20﹪我們稱為邊緣性發

展遲緩；若達 30﹪以上（如 4歲的孩子，能力只有 2歲左右，落後了 50﹪），

便達顯著發展遲緩標準。表一列出常見的發展遲緩警訊供您對照，若您對寶寶的

發展有所擔心，可直接至台北市早期療育網站進行線上發展篩檢表的檢測，若發

現有異常指標，可至醫院兒童心智科或復健科進行相關評估。  

如何引導寶寶身心發展  

身為父母親如何引導寶寶有更佳的身心發展呢？是否要提供超豐富的學習

環境？語言刺激要多？玩具要一大堆？以下七大原則則為一般父母教養寶寶的

基本引導守則：1.足夠的時間與體力；2.父母的敏感度與耐受力；3.親密感與安

全感的建立；4.紀律與同理心的培養；5.豐富但適切的語言引導與認知刺激；6.

豐富但適當的環境刺激；7.父母自我的了解與成長，對孩子合理的期待。  

過多的刺激有時反而會讓寶寶負荷過高，反而會抗拒學習或無法吸收；過

少的刺激，則又讓寶寶失去學習機會。過猶不及，都是不恰當的，但什麼狀況

叫作「太過」或 「不及」？實在無法有一個清楚的定義，會需要父母試著去思



考觀察寶寶天生的氣質與需要，以及父母自身的性格特質後，雙方慢慢磨合出

您們專屬的親子互動方 式。例如：若您的寶寶是個對聲音很敏感的孩子， 很

早便有仿音的能力，那麼你可以多提供豐富的兒歌韻律，等孩子有短句出現

後，可以用較為成人式的說話方式與孩子對話，促進您孩子的語言能力。但若

您的寶寶 比較喜歡操作玩具，聲音較少，對語言的理解速度較慢，那麼你幫孩

子挑選音樂時，則旋律要簡單，經常重複播放，並伴隨動作表演，提升孩子的

興趣；同時，與孩子說話時，則不要使用過多的成人式語言，需多運用疊字、

媽媽話的方式與孩子說話，提升孩子對於語言的吸收。  

如何當個『剛剛好』的父母親，真是考驗著為人父母的智慧與耐心了！  

   

表一、嬰幼兒各階段發展遲緩警訊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6個月）  

 不會想拿玩具玩  

 不會用手抓住玩具 

 不會注意人的聲音 

 拉孩子坐起來時，頭不會往後仰  

 無法翻身  

 不能抬頭至 90度  

 不會尖叫或大笑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9個月）  

 無法自己坐起來，並坐穩  

 不會發出單音或嘰咕嘰咕的聲音  

 不會同時拿起二塊積木  

 頭不會轉向聲源  

 不會對陌生人有警覺感  

 東西不見了會找一下 

 會將東西由一手換至另一手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1歲）  



 不會發出爸爸媽媽的聲音 

 不會模仿拍手、再見等姿勢 

 不會爬 

 不會扶著東西站好 

 不會自己坐起來 

 不會模仿簡單的聲音 

 不會用拇指與食指抓捏東西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1歲 6個月）  

 不會放手走路  

 不會有意義地叫爸爸媽媽  

 不會自己拿起杯子喝水  

 不會表達需要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2歲）  

 不會說兩個單字合併的句子，媽媽抱抱。若尚不會叫爸爸媽媽，則為顯著

語言發展遲緩了。  

 不會跑  

 不會上樓梯  

 不會模仿做家事  

 不會向前踢球  

 無法堆高三、四塊積木  

 不會倒退走  

 尿濕褲子不會表達  

幼兒發展遲緩警訊（3歲）  

 不會拿筆畫大圈圈  

 不會一腳一階梯地上下樓梯  

 不會將六塊積木疊高  

 無法聽指令指出四個身體部位  

 不會雙腳跳 

 無法說短句（含主詞、動詞、受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