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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你可能身為一位母親，在初次送小寶貝到幼兒園就讀時，準備轉身離開時聽

到你的寶貝哭天搶地的喊著「媽媽，不要走，不要走」；你也可能身為一位老師，

在送走了一批身心逐漸成長的大班幼兒離開幼兒園，又迎接下一屆的新進幼兒，

看到剛入園的幼兒各式各樣的百態，例如：一到幼兒園門口，小朋友堅持不願下

車，大聲喊叫「我不要讀書」。幼兒園是幼兒離開自己成長家庭環境第一個接觸

到教育環境，幼兒面對新的環境可能會感到焦慮或情緒上的不安，嚴重的話，可

能會拒學，故而如何協助幼兒儘快適應新環境，減少幼兒對就讀幼兒園的排斥感，

其具重要性。其次，楊馥榮（2018）指出依據 Doobay 研究認為，有 79%分離焦

慮症孩童，同時也會有隨著焦慮症發展而成憂鬱症，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幼兒的人

際關係發展。因此教保服務人員如何積極地做好準備來緩解幼兒的情緒，並進一

步幫助幼兒克服上學的分離焦慮，著實為教保服務人員的應積極面對的重要任

務。 

林廷華（2019）認為，學習區強調「境教」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重要性，引

導幼兒自主學習與探索，朝向身心均衡發展。而學習區佈置則對人的行為有強烈

的暗示性，老師規劃豐富引人的學習情境與材料，能夠滿足幼兒喜愛動手操作、

樂於創作及表達自我的心理，也能夠協助營造歡愉的教室氛圍，讓教師成為環境

與孩子之間的媒介，進一步導引幼兒的行為表現。許仲余等人（2014）研究也發

現幼兒情緒表達和學習區的事件情境是互為影響的兩個面向。而在不同的學習區

中，幼兒能透過同儕之間的觀察、模仿學習社會行為，並在互動之中自然地流露、

表達和學習自己內心或他人的情緒。 

本文藉由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也是現場幼教老師）的親身經驗及蒐集之相

關文獻，探討教保服務人員透過學習區處理幼兒分離焦慮之策略，並在過程中分

別運用語文區、美勞區、扮演區與積木區等四個學習區，引導幼兒運用轉移分離

焦慮情緒，期待能協助個案幼兒不再哭泣，進而融入幼兒園生活。 

二、幼兒依附關係與分離焦慮 

Ainsworth 與 Bowlby 在探討依附的個體間差異時，早先多以類別方式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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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焦慮－逃避依附（anxious-avoidant attachment）和

焦慮－抗拒依附（anxious-resistant attachment）三種類型（王櫻芬，2020）。而

Bowlby 所發展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認為母親在照顧嬰孩時若情緒

是可獲得的，而且對孩子的需求有能力持續敏察回應，嬰孩的信任與安全感會逐

漸在與母親互動過程中發出對自我、重要他人、及世界整體觀點的内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並統合於嬰孩的人格架構中，成為其對新環境的認知、期

望與適應的依據（歐陽儀、吳麗娟，1998）。 

「分離焦慮」是一般幼兒情緒發展過程可能產生的正常現象。大多數幼兒會

與主要照顧者形成特定的依附關係，當和主要照顧者分開時會哭鬧、焦慮不安或

咬手指的行為發生。林沛螢（2012）則認為分離焦慮是由於個體與主要依附對象

在心理上過度融合，導致個體與依附對象分離時產生不適應的行為症狀。二至三

歲（甚至四歲）小孩正是分離焦慮期的孩子，他們一方面想離開原先依賴的媽媽，

可是一方面又非常擔憂離開媽媽，所以先天氣質比較黏人或趨避性較差的孩子可

能在這樣的情形（第一次上學或換環境）時，都會呈現情緒不穩、焦躁不安易哭

鬧的狀況（王佩泓，2011）。 

綜上可知，幼兒適度的分離焦慮對於幼兒的情緒發展為正常情緒抒發的現象

之一，只要不過於嚴重，一般幼兒對於分離焦慮一段時間應能適應。其次，幼兒

分離焦慮的高低程度與先天氣質有關。 

三、分離焦慮對幼兒的影響 

分離焦慮壓力處理不當的負面影響，幼兒無法融入團體情境、無法投入活動、

對新的照顧者沒有反應、缺乏對其他兒童的利社會發展反應。高分離焦慮傾向的

幼兒在同儕互動的技能較受局限，對老師的依賴次數多、在家的抗拒程度高、無

法與同儕自發分享炫燿或互動。而低分離焦慮傾向的兒童最能使用物品與人連

結、社會攻擊競奪地位玩具的行徑較多（楊惠卿、蔡順良，2005）。根據 Cronk 等
人研究發現，嚴重的分離焦慮，讓幼兒可能拒絕上學、拒絕單獨睡或是因為有與

分離有關的惡夢而導致小兒睡眠中斷以及一些身心的症狀，並且指出分離焦慮也

與一些次要問題有關，包括不佳的學習成績，社會化的受損以及情緒調節的困難

（陳依靜、陳若琳，2014）。 

統整上述學者的觀點，分離焦慮對幼兒的負向影響，分別為： 

(一) 心理與身心面向 

包含限制情緒、認知的發展、拒絕上學、拒絕單獨睡、學習成績不佳，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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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困難、小兒睡眠中斷以及一些身心的症狀等。 

(二) 社會互動方面 

包含無法融入團體情境、無法投入活動、對新的照顧者沒有反應、缺乏對其

他兒童的利社會發展反應、對老師的依賴次數多、在家的抗拒程度高、無法與同

儕自發分享炫燿或互動、社會攻擊競奪地位玩具等。 

四、學習區改善幼兒分離焦慮之策略 

本文研究者透過調整學習區教學策略改善個案幼兒的分離焦慮，並在過程中

與協同研究幼教師分別運用語文區、美勞區、扮演區與積木區等四個學習區，引

導幼兒運用轉移分離焦慮情緒。研究工具主要有三：其一為採用觀察記錄單，其

目的分別在瞭解個案幼兒實施學習區教學策略，之後針對「辨識情緒及理解情緒」

及「學習情緒表徵及符合社會規範的表達方式的觀察記錄」，以作為研究者後續

調整行動方案策略之參考。其二則使用小安上學哭鬧次數統計表，依日期紀錄個

案幼兒在行為一：「大哭大鬧」、行為二：「大哭沒有鬧」、行為三：「小聲啜泣沒

有鬧」、行為四：「沒有哭鬧」等四種行為表現的變化情形。最後為針對協同研究

班級教師進行訪談文字稿記錄。本研究資料的編號方式：「訪 20220309」代表是

在 2022 年 3 月 9 日訪談實施學習區的班級教師記錄；「觀 20210907」代表是在

2021 年 9 月 7 日班級教師的觀察記錄資料；「文件 20211030」代表是在 2021 年

10 月 30 日班級教師的小安上學哭鬧次數統計表資料。 

(一) 個案對象描述 

小安（化名）5 歲男幼兒為本個案研究對象。小安為家中長子，和弟弟相差

約 3 歲，在其弟弟出生之前，小安是家中唯一小孩，和母親的依附關係相當緊

密，因此對於弟弟出生後，與母親依附關係改變，且適應狀態不佳，小安期待母

親能夠時常陪伴他完成所有事情。小安家中經營小吃攤，其營業時間為夜間 5 點

到凌晨 12 點，故當小安從學校返家時，正是家中生意忙碌的時候。導致小安回

家後無法與其母親相處，因此從幼兒園入學之後，小安經常掛在口裡說「我不要

上學，我要在家裡陪媽媽」。 

(二) 小安在幼兒園裡最容易產生分離焦慮的時段及情緒行為表現 

依訪談小安班級教師，其教師表示小安產生分離焦慮的時段大多集中在上

午，包括午餐時間。特別是上午 8:30 左右來學校時，小安從學校大門口被媽媽

牽著一路哭進來。另外在 9:20 開始上課的時候，老師會集中幼兒到團討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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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安都會一個人坐在位置上默默哭泣，「通常我們都會去安慰他，鼓勵他盡量

來參加活動，想要轉移他的情緒，但是實在很困難。另外，小安另一個哭泣時間

是中午 11 點 40，我們要進行午餐的用餐時間，小安一開始需要老師提醒，他才

會來裝，大概在三周後輪到他他會來，但是裝完了回到位置上，他還是看著他的

飯開始掉眼淚。通常小安焦慮發生時，一開始都會默默地哭泣，幾乎不與別人互

動，當小朋友問他怎麼了，他也不會回答別人的問題。當老師請他加入班上活動

時，他就會一邊大哭一邊說著我要回家。當有小朋友靠近他看他，他會說你走開，

不要看我，小安在焦慮發生時，通常以哭泣或語言給關懷者回應，不會有行為攻

擊的發生」（訪 20220309）。 

(三) 教保服務人員各學習區的教學調整策略 

採用學習區改善小安分離焦慮的理由有二：其一，協同研究教師觀察到，小

安在哭泣時，會帶小安去逛校園，或是和家長討論帶小安喜歡的物品來學校安撫。

這項情境轉換措施，對小安的效果並不佳，無法有效轉移小安分離焦慮。其二，

當班上進行有趣的體能遊戲或是學習區，小安的視線會掃探每一個學習區的在進

行的情況，觀察別人進行學習區的情況，因此，試想此策略或許有效，但是使用

學習區需要一段期間才能轉移小安的分離焦慮，促使其融入班級的團體活動中。 

學習區教學策略調整屬於第二階段是調整期，亦即班級教師觀察到個案幼兒

小安情緒和哭泣行為相較於前 2 個月，在次數上有較為減少，與老師互動上趨於

和緩，但仍會處於小聲啜泣的不穩定行為。故而班級導師和該班協同教師規劃運

用學習區可以單獨操作的機會，從學習素材上引導小安能夠了解自己的情緒和面

對自己的情緒，並且能夠做正向的情緒反應和適當的表達情緒。此部份的學習區

研究期程為 3 個月，個案幼兒每週 3 次。同時也鼓勵小安將在學習區學到的方

法，實際運用在同儕遊戲，或在家遇到表達情緒困難之後，可以模仿表達。其各

學習區教學調整如下所述： 

1. 語文區 

(1) 與小安進行共讀繪本—彩色怪獸，並和小安討論，彩色怪獸的情緒有什

麼？這些情緒可能是怎麼發生的？自己在什麼時候會有這些情緒出現

呢？ 

(2) 引導小安進行情緒的辨識，製作每日心情圖畫卡片並和老師回顧一週好

心情有幾天？壞心情有幾天？老師和小安討論好心情是怎麼來的？壞心

情呢？。 

(3) 以親師共讀方式進行繪本互動扮演遊戲—我好擔心，老師擔任說故事角

色，請幼兒擔任故事主角，在互動過程中引導幼兒說出擔心上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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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假設自己是主角家人時，會用什麼方式安慰故事主角。 

2. 美勞區 

(1) 引導小安學習用空白臉譜製表情臉譜，當他擔心時或心情不好時，想要

暫時安靜時的心情表徵臉譜，當他焦慮時，可以戴上臉譜，讓別人知道

他的心情，避免被打擾。 

(2) 引導小安運用美勞區的鬆散素材製作「送給家人的禮物」，讓小安在操作

過程中舒緩感上學的焦慮感，也能讓小安學習感受在學校學習的美好，

以將在學校學到的成果與家人分享。 

3. 扮演區 

引導小安先在扮演區外觀察同儕在語文區進行扮演遊戲的對話及模擬遊戲

的內容，觀察小安的反應之後，詢問小安是否有意願加入？當小安表達想要加入，

提示小安思考可以用那些方式加入其他幼兒的遊戲?如果想要玩的教具被其他幼

兒時，你會怎麼做？ 

4. 積木區 

引導小安運用積木區搭建自己的小城堡，一開始先讓小安自由搭建自己想像

的城堡，接著詢問小安，小城堡裡住著誰呢？城堡完工了，你想要讓誰來欣賞？

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讓你想邀請觀賞的人來觀賞呢？ 

(四) 個案幼兒的分離焦慮的改變情形 

個案幼兒小安從產生分離焦慮到適應學校，過程中呈現階段性變化，小安從

入學哭鬧到完全融入團體活動，大約需要 5 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適應學校團

體生活，其三階段性變化說明如下： 

1. 抗拒期（9 月開學到 10 月：未實施學習區教學策略）：到幼兒園不配合作息、

不參與活動 

本階段是大約開學至開學後 2 個月，抗拒情況就是來學校哭，不配合學校作

息，不參與團體活動，但個案幼兒會觀察教室內發生的事情或看別人在做什麼，

屬於旁觀行為，其情緒變化說明如下（文件 20211030）： 

(1) 入學第 1 週行為表現呈現行為一：「大哭大鬧」，小安會反覆詢問回家的

時間而且對於幼兒園例行性活動參與度不高，需要教師的陪伴才能完成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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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學第 2、3 週時，行為一：「大哭大鬧」出現 1 次、行為二：「大哭沒有

鬧」行為出現 4 次，行為三：「小聲啜泣沒有鬧」出現 5 次，表示從第 2
週開始小安的分離焦慮開始有稍微減緩。 

(3) 入學第 4-8 週時，行為一：「大哭大鬧」出現 1 次、行為二：「大哭沒有

鬧」行為出現 2 次，行為三：「小聲啜泣沒有鬧」出現 9 次，行為四：「沒

有哭鬧」出現 16 次（行為四：「沒有哭鬧」從第 4 週開始出現）。 

由上述可知，幼教師未實施學習區策略調整前，小安的分離焦慮大約在第 4
週開始會減少哭泣。但是仍常會想起母親又開始有小聲啜泣行為。故班級教師為

了協助小心情緒更為穩定，開始實施下一階段的學習區的策略調整。 

2. 調整期（11 月到次年 1 月：實施學習區教學策略）：進行學習區調整，個案幼

兒分離焦慮情緒開始改善，各學習區教學策略實施後，個案幼兒的改變情形

如下： 

(1) 語文區：藉由故事繪本，個案幼兒能夠將情緒以口語做表達 

繪本能夠引發幼兒內心想表達的經驗與情緒，在語文學習區幼教老師開

始引導小安進入學習區接受情緒輔導，剛開始時小安似乎還不太知道怎麼表

達情緒，故老師選擇與幼兒進行繪本共讀。且因為小安對於怪獸類型的繪本

較感到興趣，在共讀繪本過程中，能夠專注的和老師把繪本一起讀完。共讀

後，引導幼兒能說出與運用肢體動作表達自己的情緒反應。例如：「在情緒

辨識上，小安在一開始的辨識上，是以指物的方式替代語言表達，在第三次

輔導的歷程中，小安能夠釐清情緒發生的原因及對應的顏色表徵，這是在這

階段小安最大的改變。另外，從第 1 天小安不知道在心情圖卡上畫些什麼內

容，到第 4 天小安在沒有經過老師提醒下，可以在心情圖卡上畫些圖樣，並

在老師的提問下說出圖案所表徵的情緒及情緒產生的原因」（觀 20211102）。 

(2) 美勞區：透過藝術創作，製作送給家人禮物，協助幼兒情感的紓解 

透過老師引導小安進入美勞區，讓小安親手製作想送給家人的禮物，讓

小安在幼兒園有事情做，並能緩和小安隨時想著母親的情緒。相較於一開始

小安在開學時到進入學習區接受老師輔導時，原本只要老師或同學叫他或是

接近他，他就會大哭並說要回家的行為，小安相對情緒穩定多，也變得比較

有想法，不太需要老師再花過多的時間陪伴，似乎對於教室環境適應許多。

例如：「小安表情變得愉快，並且說：『我可以做一條項鍊給媽媽，還是畫一

張卡片給媽媽？』小安的話變多了，也變得很有想法。老師再問小安：『你

能自己做做看禮物嗎？老師有事情需要忙一下。』小安說：『好！』」（觀

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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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扮演區：和老師建立起相互信任關係，並能增加同儕互動 

藉由扮演區協助能夠與他人建立互信與同儕互動的機會，個案幼兒最大

的改變是和老師建立起相互信任關係，對於老師提示與指導情緒調節的方

法，小安沒有太大的排斥，也會跟著老師一起做練習，在同儕互動關係上，

相較於先前處於觀察者的角度來觀察教室內學習區的活動狀態。例如：「目

前小安已可以進入學習區進行平行遊戲，偶爾會與同儕有互動。至於辨識自

己情緒及發生原因，小安已可以做得很好，但在情緒調節部分還需要一些時

間多加練習」（觀 20211125）。 

(4) 積木區：透過積木建構的幼兒遊戲行為，找到可以心情躲藏的個人隱私

空間與同儕互動機會 

在積木區老師規劃一個單獨角落，引導小安運用積木區素材搭建自己的

小城堡，並和小安討論，這個城堡的功能、外觀樣式。另外，老師也在過程

發現能允許幼兒有一塊自己的隱私區域，除了能安撫幼兒的不安情緒之外，

也間接性引發幼兒對於積木的熱愛和自信，更延伸助益其他在積木區遊戲的

小朋友對於組合建構的興趣。例如：「小安說：『我想要蓋一個我傷心的時候

可以躲起來的城堡。』老師說：『太好了，那這個城堡可以保護你！』小安

改了這個城堡之後，像是在教室裡多了一個他自己的小天地，上學的時候會

急著拉媽媽進教室看他的城堡，向媽媽說老師說這個城堡可以讓他在傷心的

時候躲起來。….小安的城堡蓋法有興趣，會主動問小安，小安偶爾也會回應

同儕問題或指導同儕，在與同儕的互動關係上變得有進步了」（觀20211215）。 

3. 完全適應期（當學期結束前） 

小安在學習區的共學活動結束之後，仍請協同研究教師再持續追踨觀察小安

的分離焦慮穩定的情況，結果發現小安每日早上來學校已沒有哭泣行為，對於班

級活動也開始加入一起進行。例如：「在與他人互動方面，小安還是有些害羞，

但和同桌的小樂常常在一起聊天，整體來說，小安的分離焦慮和開學初已有明顯

的差別」（觀 20220110）。 

五、結語 

當幼兒和主要照顧者關係親密，一旦面臨分離時，可能會產生可能會影響幼

兒的心理發展而產生分離焦慮症狀及各種不適應行為表現，例如：害怕、哭泣、

緊抱照顧者、躺在地上不願意參與活動等。且因為入學之後也不願意與同伴一同

遊戲互動，也亦形成同儕關係不佳。這類幼兒常因拒絕上學、退縮黏人、心身症

狀及過度黏溺，幼教老師需要協助幼兒能夠學習到信任和社交技巧，並且勇於去

探索及與世界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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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習區是幼兒日常能夠接觸的遊戲場所，經過本研究發現也是能夠協助調

整幼兒不穩定情緒的方式之一。發展適合幼兒調適分離焦慮的學習區，可以讓幼

兒轉移注意力去參與探索學習，同時教師也能透過學習區的遊戲過程，能更瞭解

初入學幼兒的需求，也讓幼兒不再只是依附主要照顧者，加強幼兒在情緒、認知

等社會化層面的發展，協助幼兒面對分離焦慮所產生的過度畏懼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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