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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人際互動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陳岱瑤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人際互動有很大的影響力，擁有良好人際關係之幼兒，普遍也擁有較正向的

情緒感受，對自己有自信並且愛自己與他人。反之，若幼兒在人際關係的建立中

不被接納，無法獲得認同感與喜歡，則會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及負面的自我概念

形成。人類自嬰兒期開始，便本能的追尋聲音與人臉，到了學齡前階段，有了更

多與他人相處的機會，摩擦與衝突也相繼產生。幼兒在校與友伴互動的關係相當

重要，無法被任何一種關係取代，也只有在學校這個場合，才能提供孩子許多機

會讓幼兒學習照顧他人與合作。此時期若能發展出良好的人際互動力，將有助於

他們日後更容易融入社會，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 

在幼兒園中，老師最能直接觀察幼兒在自然情境中的互動狀況，且筆者身處

幼教現場有許多家長反應，面對孩子的人際互動困擾無從下手，不理解自己在教

養方式上，究竟哪裡出了錯。隨著時代的變遷，少子女化及單親、雙薪、失親家

庭的比例增加，剝奪了幼兒與父母互動的時間，家庭結構的變化導致幼兒因不安

全感與缺少陪伴，在人際互動時產生許多需要引導與協助的問題。因此本文從教

保服務人員的觀點出發，探討學齡前幼兒與友伴發展社會關係時，受到後天家庭

結構改變而產生哪些人際互動問題與增進人際互動力的方法。期望透過這些討

論，提供家長及現場教育人員些微見解及建議，及早瞭解幼兒在建立友誼關係時

的問題，幫助孩子在學齡前階段發展具備融入團體生活中的社會互動能力。 

二、幼兒人際互動之意涵與影響因素 

  兒童的人際關係發展包含親子、手足、師生和友伴關係。人際互動可幫助幼

兒習得文化，也能促進身心健康發展，藉由互動過程改變社會認知，意識到自己

之外的人事物，增加社會適應的能力與學習效果。總結來說，人際互動就是幼兒

與他人、環境以不同的方式互動，覺察他人與自己的不同，從互動過程中運用不

同的溝通方式學習與他人共處、真誠的接納、協商，發展出能適應社會且適合自

己的人際互動模式。 

  學齡前幼兒的社會互動技巧會受限於身理及心理的發展，此時期他們與友伴

間的互動方式，多半是以觀察模仿習得，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因素會影響人際

互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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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個人特質不同，限制人際互動情形 

  人格特質包含脆弱型、害羞型、領袖型等多種，其中當然也有特別受歡迎的

類型與不受歡迎的類型。舉例來說；有的幼兒性格外向有主見，在進行遊戲或處

理事情時會有較多想法或是較豐富的遊戲方式，使他較受歡迎，性格較內向的人，

可能較不擅長與他人協調溝通。可見不同人格特質幼兒在互動時會有其互動難題

產生，也會影響他們在團體中受歡迎的程度。 

(二) 語言的理解度及非語言溝通的能力不足，容易產生衝突 

  適當的運用語言和合宜的肢體動作進行溝通是人際關係中重要的一個能力，

但學齡前的幼兒語言能力尚未發展成熟，較常直接使用肢體動作來表達需求，約

在四歲時他們的語言能力才大致發展完成，有時在語言的使用還是會讓人產生誤

解，會運用的非語言溝通的技巧也不多，無法和友伴順暢交流，互動時衝突就容

易產生，也可能引發攻擊行為的出現。 

(三) 家庭教養與互動關係，間接影響幼兒人際互動力 

  筆者發現在權威型的教養中成長之幼兒，在互動時較難與他人協調溝通，無

法接受他人與自己想法不同或是完全不敢發言之兩極化的情況。若親子間溝通的

模式是以開明開放的態度討論，那麼幼兒會尊重他人也能和平的與他人溝通，反

之若家庭間互動經常運用攻擊性語言或是父母相處時經常吵架，彼此大聲斥責，

也將影響幼兒的性格與行為模式養成。另外，因獨生子女比例的增加，家長在教

養方式上較多採取放任及過於縱容。而單親或失親家庭中成長的幼兒較易產生不

安全感也更加渴望被愛，影響他們在人際互動上的表現。 

三、幼兒人際互動之問題 

  在幼兒園的一日作息中，會有許多需與他人進行協調與互動的機會，像是學

習區時間、分組活動、體能遊戲，甚至連如廁排隊時都是一個會產生互動的情境，

在如此多的互動情境中，幼兒在與他人相處時當然不可能都順暢無礙，許多時候

都需教師引導與介入，幼兒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常出現的問題有許多，像是會出現

肢體或語言的攻擊行為、關係攻擊等，但筆者近幾年在教育職場中觀察發現有幾

項人際互動問題較為困擾，是因獨身子女幼兒及失親、雙薪家庭比例增加而產生

的互動問題，且此類情況不減反增，因此想聚焦在以下幾點互動問題進行討論，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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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缺少與手足互動的經驗與自省能力，較自我中心，如何發展同理心？ 

  班上幼兒多半為獨生子女，缺乏手足互動機會，較少與同齡人有溝通與協調

的機會，以至於在團體生活中和同儕互動時，不懂得傾聽他人想法，思考事情多

以自己的想法為優先，與同儕產生衝突時，都認為是別人的錯，缺少同理心，在

遊戲時也容易因為不願意妥協溝通而遭到他人拒絕。而自省能力的養成需在幼兒

與他人互動有衝突產生時，成人適時的以合理的概念引導幼兒發現自身問題與缺

陷，但因雙薪、失親家庭的增加，父母忙於工作，沒有足夠時間傾聽幼兒在遭遇

人際互動困擾並給予援助，以及良好的身教典範供參考，導致自省能力不足。 

(二) 幼兒常以不適當方式表達情緒 

  幼兒園在遊戲時間經常出現一種情況，當想法不被人接納或是被分配扮演自

己不喜歡的角色時，便哭鬧或有強烈的情緒反應，甚至是肢體表達情緒。老師觀

察這些幼生家長對待他們的狀況與回應，發覺父母過於呵護、寵溺子女，無法適

當引導幼兒以恰當的方式表現情緒。 

(三) 與他人交往時，容易以物品交換情感的連結 

  筆者觀察發現，獨身子女與失親幼兒皆有特別希望受到他人喜愛與關注的特

質，因此在互動過程中，會期望透過物品的交換取得同儕的重視，或是在與他人

意見不同時藉由這種方式拉攏第三方，希望藉由此行徑讓自己成為班級中主要發

號施令者，成為團體中的焦點人物。 

四、增進幼兒人際互動的方法 

(一) 各種情境下，提供幼兒互動機會，發展同理心與脫離自我中心期 

  幼兒無論是在校園裡或是家庭中，最常做也最喜歡進行的活動便是遊戲，透

過遊戲學習如何聆聽與理解他人想法、表達自己意見與關懷他人的各種能力。 

1. 多進行角色扮演遊戲，投入角色的扮演，更容易促成幼兒同理心的發展、脫

離自我中心，培養換位思考的能力，發展合適的社會互動力。 

2. 教學活動設計時，多規劃分組活動，可增進幼兒聆聽他人想法與互相交流、

團體合作的能力。 

3. 班級中幼兒互動時若是有需要解決及溝通的事情，盡可能先給予充裕的時間

讓孩子了解彼此想法並試著協調，老師先不急著替他們判斷誰是誰非，讓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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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有機會練習溝通與解決衝突。 

(二) 學習情緒調節的方法，增進幼兒自我概念的了解與情緒處理的能力 

1. 經常透過對話引導幼兒試著說出「我」的想法，而非由成人直接替他們解釋，

當幼兒遭遇挫折或有情緒產生的狀況，鼓勵他們表達釐清當下的情緒，陪伴

他們一起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法試著再次挑戰，可協助幼兒認識自己的能力，

增進自我信心與認同感。 

2. 成人在自然情境中有情緒產生時，適時運用機會教育，描述自己的情緒感覺

與產生的原因，可幫助幼兒更認識不同的情緒表情。 

3. 多善用繪本工具，繪本易讓讀者有代入感，將自己代入故事中的角色，運用

繪本討論的方式，協助幼兒更認識與接納自己的情緒，並引導幼兒以合宜的

方式表達、宣洩情緒，學習情緒調節的方法。 

(三) 幫助幼兒建立自我價值感與正確的交友方式 

1. 平時與幼兒相處互動時多給予正向肯定，讓他們透過他人的正面評價建立自

己的價值與存在。 

2. 在日常生活中師長及父母以身作則，以合宜的待人處事方式及言語與幼兒或

周遭他人互動，提供典範。在幼兒與他人互動出現不適當的互動方式時，適

時的引導並且與之討論其他可行的方式 

3. 父母或教師可以讀者劇場的概念，與幼兒一同運用繪本故事或是以當時幼兒

與他人互動的情境編創劇本，多位幼兒共同朗讀或是以戲劇方式進行。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身在教育現場，常發現孩子希冀得到友伴接納的渴望眼神，也看過他們和他

人相處不來時傷心的樣子，身為孩子身邊最親近的人，都希望他們受大家歡迎、

被大眾喜愛。我們都知道家庭結構的改變是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而這樣的變化

也會影響到幼兒在人際互動時產生不安全感與某些問題的產生，但我們若能及早

發現，適時的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透過上述的方式協助他們學習與他人相處的

方法，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力進而培養自信健康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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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對家長的建議 

  父母若能與孩子維持良好的親子互動模式與平等雙向的溝通方式，在幼兒與

友伴互動時，會有正向的影響。平時多陪伴幼兒，給予充足的遊戲時間，不要將

幼兒時間排滿才藝課程，空閒時間可多和其他家庭一起帶孩子出遊，讓孩子多些

與人相處的機會互相交流。身為父母一定要是最了解孩子的那個人，了解自己孩

子的個人特質與交友時碰上的難題，透過示範、扮演遊戲或編創互動情境中幼兒

會遇到的互動問題，陪伴他們一起思考可能解決的辦法，幫助他們從中建立自我

認同感並給予自信，自然而然的也會慢慢地發展出適合自己的人際互動方式。 

2. 對幼教師的建議 

  幼兒在遊戲時，發生衝突與爭執在所難免，衝突的產生也是孩子練習運用社

會技巧解決問題的良好時機，教師在此時盡量讓幼兒主動試著協商溝通，適時的

協助釐清衝突原因。在教學設計上，可多運用繪本或是戲劇等多元的媒材與活動

發展幼兒的同理心以及社會互動的相關技巧。師者是幼兒學習人際互動技巧的重

要楷模，我們應與幼兒保持良性的溝通關係，樹立一個良好的學習榜樣。最後，

在親師溝通時，可多協助家長發現幼兒在人際互動上的問題，以聯絡簿或是親子

教養文章的方式分享人際互動的技巧與練習的方法，親師合作更能幫助孩子建立

良好的人際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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