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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情緒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它是有感而發的，是人與環境在社會互動下的

產物，隨時圍繞在我們身邊。洪蘭（2021）指出，嬰兒不會說話，然而趨吉避凶

是動物的本性，嬰兒不舒服時會用哭來表達需求。處在幼兒期的孩子，情緒發展

未臻成熟，尚在逐步漸進的學習過程中，常常伴隨自己身心的狀態及好惡，呈現

當下的反應。幼兒透過表情、聲音與肢體動作與他人互動，而幼兒的喜、怒、哀、

樂、好、惡等都是情感自然的流落，是他們表達、抒發情緒的方式，藉此與他人

溝通。設若，幼兒的情緒得不到關注、接納，甚或受到壓抑而缺乏宣洩的管道，

可能影響心理健康的正常發展，甚至埋下日後的問題行為，千萬不能等閒視之。  

學齡前的幼兒階段是情緒發展與學習的黃金時期，幼兒一旦獲得社會經驗，

不管是自己經歷過的或是觀察到別人出現這些情緒，類似的感覺都會被喚起，而

幼兒時期的主要技能就是處理情緒的能力、掌控變化、行使判斷、欣賞自我和享

受自己的權力（段慧瑩，2008）。Gray（2011）的研究也發現，在自我情緒的瞭

解上有較佳表現的幼兒，在社會技巧的表現上較好，與同儕也會有良性的互動。

因此，協助幼兒發展學習適合的情緒能力作為處理情緒的基礎，是有其必要性的。    

綜上所述，可發現情緒的掌控與梳理調節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幼兒園

教師、教保員、家長等相關人員均有必要熟悉幼兒常見的情緒問題，並藉由適時

適切的協助，引導幼兒覺察與辨識情緒、表達情緒、理解情緒與調節情緒，開啟

正向的情緒門窗，找到適切的出口，以健康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情緒及需求，為其

未來的發展扎穩基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幼兒階段兒童常見的情緒問

題，對其校園學習與日常生活之影響，最後提出具體建議，俾供政府行政機關與

幼兒相關保育人員作為日後處理幼兒情緒問題或規劃幼兒情緒教育課程之實務

參考與依據。    

二、情緒的意涵與重要性 

情緒（emotion），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心理現象；也是一個複雜的生理過

程。張春興（2010）指出，情緒是個體受某種刺激後所產生的激動狀態，為自己

所能體驗，但不易為其所控制，因之對個體行為具有干擾或促動作用，而導致其

生理上與行為上的變化。教育部（2016）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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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情緒是由個人解讀內外刺激後，產生的生理與心理之行為反應。誠然，情緒

的出現是源於先有內外刺激、有事件發生，而為個人察覺並觸發自身的感受及想

法，才會出現情緒。 

揆諸實際，情緒有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之分。正面情緒能促進更積極的行

動，但負面情緒亦非全無正向功能，因為它可促進個人對問題的覺知，進一步思

考解決的行動與策略（陳幸仁、許惠茹，2011）;但若情緒無法找到宣洩的出口，

則容易衍生成為家人、社會的負擔。Kerr, Lunkenheimer, & Olson（2007）根據一

項美國研究指出，有問題的情緒行為是導致憂鬱、焦慮或外顯性的反社會、反抗

行為的肇因。因此，幼兒的情緒調節良窳，乃是幼兒情緒能力之重要一環，若能

深入探索，將有助於培養幼兒良好情緒的能力。 

學齡前的幼兒是情緒發展與學習的黃金時期，幼兒情緒能力發展包含了情緒

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調節與情緒表達。當幼兒擁有良好的情緒能力時，

就能以正向思考及適切的策略調節負向或激動的情緒，並運用符應社會文化的方

式來表達情感，以獲得健康的身心，及優質的人際關係、學習效能與工作品質（教

育部，2016）。由此可見情緒發展的良窳攸關幼兒的心理活動、學習活動、社會

適應、社交活動，甚至於未來的個性發展及人際關係等（張鳳吟，2005；Eisenberg 
et al., 2003），可謂影響深遠。 

三、幼兒常見的情緒問題 

    幼兒進入園所開啟了團體生活，緣於每位幼兒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氣

質、不同的經驗以及情緒行為反應，因此顯現的情緒表現可謂五味紛陳。而且有

些幼兒的感受並不明顯，但衍生的情緒反應卻深深影響幼兒的生活作息、人際互

動，以及學習表現，切莫等閒視之。 

    幼兒表現出來的情緒相當多樣，在 Greenspans 的著作中，將情緒領域分成

七種，包括：依賴、愉悅、愛與親密、好奇、專斷與探索、抗議與生氣、自律。

此外，在幼兒常見的負向情緒中，如依賴、專斷、抗議、恐懼與生氣也受到父母

與成人頗多的關注（劉慈惠、王莉玲、林青青、杜宜展合譯，2003）。郭靜晃（2006）
提及幼兒時期最多的情緒反應是「恐懼」，可能源於此一時期的幼兒從真實事件

中感受到可怕的事物，也可能是幻想，其中一個原因是較依賴父母的孩子會比較

恐懼。 

    陳質采、呂俐安（2000）則指出，幼兒最常出現的負向情緒徵候有：(1)坐
立不安、東張西望；(2)拍桌踢凳、亂摔東西；(3)面部肌肉緊張；(4)口吃或吃力

的深呼吸；(5)咬指甲和亂抓頭；(6)睡眠不穩、做惡夢、說夢話；(7)其他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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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8)過分白日夢的傾向等。而李慈蘭（2014）的研究發現，幼兒情緒事

件大多以負向情緒為主，如憤怒、焦慮、難過、恐懼、嫉妒、沮喪、嫌惡等。 

    盱衡實際，幼兒的正、負情緒事件都是建構多元且豐富的情緒經驗所不可輕

忽漠視的，身為幼教教師或教保員當班上幼兒出現以上癥候時，務必審慎細心觀

察，梳理出造成情緒問題的原因，並予以適時的介入輔導，才能有效協助幼兒發

展正向的情緒。 

四、協助幼兒解決情緒問題之建議 

    情緒是可以學習的。因此，如何培養幼兒在團體生活中，找到正向的情緒出

口，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是身處第一線的幼教夥伴應戮力以赴的課題，以下提

出幾個面向供大家思考： 

(一) 以幼兒為本位，營造裨益情緒發展的環境 

    我們深悉環境會影響人，則優質的學習環境肯定對學生的情緒與學習等會產

生影響，因此，幼兒園的規劃應以幼兒為本位，營造溫暖、接納、開放及饒富安

全感的學習環境（教育部，2016）。比如，考量幼兒的興趣和能力，規劃安全舒

適合宜的活動空間，裨益幼兒紓緩不穩定的情緒；透過多元角落活動協助轉移負

面情緒的注意力。提供軟墊、抱枕、布偶、積木、紙黏土等，讓幼兒把玩、拉扯，

適切發洩情緒。其他如安排動靜合宜的作息時間，建立合理的常規，有助於幼兒

在有紀律與祥和的氣氛下學習。再者，教師良好的身教、關心、口語與肢體動作

等都是裨益幼兒情緒正向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不能輕忽的。 

(二) 精進教師情緒輔導能力，靈活運用輔導方法 

    幼兒園教師應踴躍參加情緒教育研習，廣泛閱讀相關書籍，或樂於請教資深

教師的意見，藉以提升情緒輔導能力。當幼兒甫入學時，會面臨分離焦慮，此時

幼教服務人員應減少課程，提供多元有趣的教具或遊戲，激發幼兒學習的慾望。

當情緒事件發生時，教師要找尋不被干擾的空間或角落，讓幼兒宣洩情緒，俟幼

兒的情緒舒緩並準備好接受時，再引導幼兒將事情完成或建立習慣、常規。遇到

幼兒無法調節情緒時，教師可以轉移幼兒的注意力，逐漸淡化幼兒負面感受，抑

或讓幼兒選擇到他能接受的地方，轉換心情或再予以情緒輔導。有些幼兒可能要

透過陪伴，才能產生安全感，進而緩和情緒;有些是幼兒的需求需要得到滿足後，

情緒才能舒緩。所以，教師要敏於察覺並靈活運用方法，才能勝任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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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劃情緒教育課程，引導幼兒認識情緒 

    情緒領域的教學活動，不只在於認識情緒的基本內涵，而應掌握促進情緒能

力的發展，且著眼於情緒能力的提升（教育部，2016）。爰此，教師應依據不同

階段課程目標，參酌平日對班上幼兒情緒的觀察資料，設計適切的情緒課程，引

導幼兒學習情緒的覺察與辨識、理解情緒與表達、並能適當的調解情緒，不僅能

面對自己，也願意面對挫折，與他人互動。通常，運用繪本是輔導幼兒情緒的最

佳媒介，可以透過擬人化的角色情緒，體認面臨像故事中主角的情緒事件時，學

習如何調節情緒。教師也可以利用小組方式，讓幼兒與同儕互動，學習不同的觀

點、想法，調解自己的情緒。抑或設計讓幼兒適當發洩情緒的活動，提供正面的

情緒示範或幼兒情緒事件的分享與討論等來達成，讓幼兒了解調節情緒的策略不

只一種（陳婷月、蘇育令，2013）。 

(四) 靈活運用教材教具，拓展幼兒情緒經驗 

    臺師大教育智庫辦公室執行長柯皓仁公布「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調查結果，顯示幼兒園在情緒相關教具的選擇和可舒緩幼兒情緒的空間安排較不

被看重，因此建議幼兒園應提供有助幼兒情緒發展的環境布置和相關教具，讓幼

兒的情緒在幼兒園中能獲得安撫，以協助幼兒發展（林曉雲，2021）。圖畫書、

漫畫、電影、動畫等，是幼兒園中最常被使用的教學媒材，因為它們能協助幼兒

將生活經驗延伸，且在閱聽故事的過程中，讓幼兒將自己融入故事情境，讓閱讀

的過程如同身歷其境，拓展不同的經驗（鄭瑞菁，2005），而觀賞過程的效果也

一樣。因此適切的運用教材和教具，融入幼兒情緒教學，可結合日常具體事件作

為討論議題，協助幼兒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並適切引導幼兒學習處理自

身情緒，以增進其發展情緒處理能力；或藉由主角發生的事件及處理的過程，豐

富孩子描述情緒的詞彙，學習用適當的方式表達情緒（柯華葳，2017），都有助

於幼兒情緒的正向發展。  

(五) 以教學策略為鷹架，打造幼兒情緒自癒力 

    適切的教學策略，是激勵幼兒學習的堅實鷹架。羅品欣（2006）指出，情緒

教育的實施策略有欣賞討論法、活動教學法、藝術創作法、隱喻故事教學法。許

芳菊（2009）認為情緒教育可以運用圖畫書教學、戲劇演出、心靈電影院及寫情

緒日記等教學策略有助於發展情緒表達的能力。何家芳（2020）則指出在情緒課

程裡，應兼顧規範性的情緒處理策略與開放性的情緒抒發方式，讓幼兒能運用開

放性的素材及活動來抒發情緒，而在面對負向情緒時，亦可以有步驟的幫助自己

面對負向情緒。此外，幼教教師可將情緒教育的議題安排於班級的例行性活動

中，例如：聽完故事後試著說出主角的心情、分享作品時加入創作時的感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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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假日或放學家居生活時增加心情的描述等活動，讓幼兒可以從重複的經驗去內

化情緒的學習。 

五、結語 

    「正向情緒力」是孩子未來成就的重要基石，而幼兒園所教師與教保員的包

容與理解，則是培養幼兒情緒調節力的基礎。幼兒情緒之引導，沒有固定套用的

公式，而輔導策略更不勝枚舉，輔導方式也不能制式化，教師宜透過與幼兒的相

處與互動，深入瞭解才能找到較為合適的策略。首要之務是精進教師與教保員的

情緒輔導能力，形塑裨益幼兒情緒發展的環境，規劃適合幼兒身心發展和教學現

場需求的情緒教育課程，並以教學策略為鷹架，靈活運用輔導方法與教材教具，

拓展幼兒情緒經驗。此外，園所教師與教保員應重視幼兒情緒的產生與處理，並

積極進行親師間對話，讓家長瞭解幼兒在校的情形，親師協力幫助孩子發展情緒

能力及促進和諧的人際關係。 

    學齡前的幼兒階段是養成一生情緒的重要關鍵時期，它攸關未來心理、學

習、社交，甚至於人際關係及品格的發展，而我國教育部也已將情緒列為幼兒活

動課程中的領域之一，更彰顯情緒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誠然，每個幼兒面對

事情的情緒反應與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也潛藏各式各樣的行為背後問題，因此，

幼兒園所教師與教保員應熟稔幼兒情緒問題，精進情緒輔導能力，形塑裨益幼兒

情緒發展的環境，規劃適合幼兒身心發展和教學現場需求的情緒教育課程，並以

教學策略為鷹架，靈活運用輔導方法與教材教具，拓展幼兒情緒經驗。此外，穩

定的情感依附是他們身心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教師宜透過與幼兒的相處和互

動，給予關心與陪伴並積極進行親師間對話，致力於培養幼兒情緒的覺知、控制

與人際行為的適應，協助幼兒良好行為及思想習慣的建立，迎向積極正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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