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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論是小孩或是大人，高興、悲傷、寂寞、

痛苦、難過等表現出我們的七情六慾，就像氣象報告中的晴時多雲偶陣雨。在孩

提時對於情緒的表達是立即呈現的，因為不懂得該怎麼樣用言語說明和表達，肚

子餓了哭，疲憊想睡覺也哭…反正想哭就是哭。惹得大人有時手忙腳亂，不知如

何是好。 

     幼兒期的孩子在情緒的發展還沒有發展好，總是隨著自己的身體及生理反

應，呈現在自己的當下反應中。教育是一種良藥，引導幼兒在身心發展階段中，

藉由一些教育的良帖配方，引導幼兒有一個好的情緒出口，慢慢調整到控制自己

的情緒，以正向的態度，用口述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及需求。 

     情緒往往在被無知的控制與壓抑下，讓許多人無法找到出口，造成許多人

在情緒上無法找到發洩的出口，抑鬱或暴躁的情緒，成為家人、社會的負擔，因

此，對於情緒教育是可以透過教育教化而成的，並且達到對個人情緒的安撫與減

輕自我抑鬱的效果。在閱讀一本情緒療育繪本的解題書目，發現了非常適合幼兒

園甚至其他階段在教育情緒上問題的一本書，藉此與大家分享。 

二、幼兒教育的繪本介紹 

    在陳書梅（2009）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中，將情緒療育的繪本歸納

成五大類，茲就其編輯群的書目中，找出比較適合幼兒園的選書分類： 

(一) 情緒上的個人因素 

    例如面對害怕、惡夢、挫折…等。繪本的介紹有：安娜害怕的時候、我好生

氣、我好害怕、我好難過、我畫的窗子、想念外公、壞心情…等。 

(二) 個人的形象 

    例如顏面的、肢體的、身體病痛…等。繪本介紹的有：小天使安琪、久兒之

星、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多納和綠色的鳥、我的姊姊不一樣、我會關心別人、

查克 笨！、破襪子花拉、超級哥哥、輪椅是我的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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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命的死亡 

    例如親友、寵物…等。繪本介紹：小魯的池塘、我用遠愛你、你到哪裡去了？、

爺爺的天使、爺爺有沒有穿西裝？、跟爺爺說再見、獾的禮物…等。 

(四) 人際關係 

    例如新環境、與親人分隔後的心理障礙、交朋友…等。繪本介紹：小阿力的

大學校、有你真好、芽芽搬新家…等。 

(五) 重大事故 

    例如地震重建、失親、單親…等。繪本介紹：1000 把大提琴的合奏、小恩

的祕密花園、石頭湯、希望的翅膀、爸爸的圍巾…等。 

    綜觀學者歸納這些繪本提供教育者參考，洞察到情緒在教育上的成效，尤其

是情緒教育在幼兒階段的速度可以由簡入繁，由抽象到具體，把自己的情緒困擾

藉由繪本的導讀、討論、角色探討，慢慢釐清情緒困擾的來源，找出自己困惑的

盲點，認清自己並能釋放自己在內心深處無法解套的困擾。真的很感謝編輯團

體，建立這麼詳盡的繪本資料，提供幼兒園在情緒教育方面的繪本使用資料庫。 

三、繪本教學在幼兒園的應用 

  在幼兒園最常進行的繪本教學，就是導讀，利用繪本製作成投影片加上配音，

讓幼兒除了有畫面也有聲音的對話，幼兒的興趣也能直接帶入。放大成翻頁的

書，利用布偶演故事、利用天鵝絨布，做成小劇場，建構劇中的人物與布景，靈

活運用在小劇場中，近距離與幼兒進行互動，生動也容易操作，很受幼兒喜愛。 

   利用團體討論的活動，進行討論，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受，讓其他人也能對

發表者的情感有認同的感覺，另一方面對於當事人的引導可以藉由發表，對自己

內心的感受獲得一種釋放與漸趨安定的心理，能慢慢舒緩自己的不安或焦躁的情

緒。小團體的討論功效會勝於全班的討論。 

    製作戲偶，利用用過的信封或自製棒偶做成偶的替代品，對已熟知的繪本故

事進行討論後，由幼兒自行規劃偶戲的演練，演而優則導，根據繪本劇情，再進

行劇本改編，由小的布偶台操作練習，進行對話。在語文區中放置繪本的錄音檔，

提供幼兒使用錄音機的反覆閱讀與聽，增加對閱讀的興趣，獲得自主學習的機

會，提供手作的機會，使情緒能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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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戲劇治療的情緒教育 

    另一個可以藉由繪本療育的方法就是進行戲劇的演藝，戲劇其實也是反映內

心的一種情商的抒發管道。幼兒經由繪本的導讀之後對於繪本中所表現的個體內

心受創的感受，透過戲劇的表現，獲得紓解。 

    在戲劇的討論中，可以藉由同儕的介入，對於有情緒困擾的幼兒，能表現出

一種同理的態度，當事者也因此獲得他人的理解與支持，就是感同身受，同理心

的原理，在幼兒園的戲劇以遊戲方式進行，其實就是一種藉由遊戲放鬆幼兒心理

層面的緊繃，因為放鬆的心理進行角色扮演，走出悲傷的情緒，改善幼兒心理層

面的憂傷。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五、建議 

    情緒是一種微妙的表徵，有時候真的不是幾本繪本教育可以解決眼前問

題，繪本教育也僅止於在校內實施，缺乏在情緒上持續的教育支持。儘管幼兒園

在教育部課綱（2012）內有規劃情緒教育，例如其領域目標就是要有 (1)接納自

己的情緒。(2)以正向態度面對困境。(3)用有安定的情緒並自在地表現感受。(4)
關懷及理解他人情緒。不單是自己的情緒發展，也注意到他人與環境間的相處模

式。規劃了最美好的情緒教育的課程與輔導，一旦幼兒在情緒的發洩無法獲得適

當的出口，如果老師的敏感性不足，對於幼兒有情緒障礙時，可能就一直無法找

到解決的辦法，讓成人誤以為是故意找碴、與大人作對，引起成人注意等。對於

這樣一個情緒教育的良善立意的背後，是否應該多給予一些補強與補救的措施。 

    針對情緒教育的補救措施，應該分為幾個面向去思考： 

(一) 教師方面的專業 

    情緒需要專業的對話，如果專業不足，尤其身教，許多坊間幼兒園常有教師

對幼兒進行體罰，思考其行為多半是情緒上受創，以傳統教育的不打不成器的觀

念已經根深蒂固，所以老師在情緒教育應該先有專業教育的補足，因此，情緒教

育應該在養成教育的各大院校裡，要列為必修，懂得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緒，學習

調和並穩定自己的情緒。目前已經在職的教師應該列每年在職進修的研習時數重

點。增進教師對於情緒教育的重視。 

(二) 階段性的教育階段應列為教學重點的學習 

    營造穩定情緒的發展與面對情緒來時，不應該是躲起來，傷害自己或是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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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都是需要在教育中引導與教導的，從幼兒園到大學都需要有一系列的情緒教

育的設計與修習的學分。穩定的情緒需要從小建立，隨著年齡的增長，建立各階

段中所要面臨的問題處理方式，畢竟不是幾本繪本就可以把教育做到最完善，設

置可以協助各階段的學生甚至到成人可以接受傾訴與輔導的機構，就如以往常設

的張老師專線、醫院的專線門診等，這需要有一筆廣告宣導費，能支應協助更多

需要的人。 

(三) 家庭方面 

    對於家庭中有發生情緒異常事件，要有通報的系統協助，而且必須要有專責

機構持續的輔導，以目前各地方縣市政府的社工人員，人力明顯不足，很難應付

日益增多的家庭暴力事件及相關影響幼兒的情緒發展或是暴力或是家中的變

異。以政府在社會福利下增加支援的體制下，增加援助有限，何不借助民間的團

體介入支援體系，並給予獎勵減稅機制，增加援助的力量與範圍，都是幫助這些

弱勢族群的具體作法。 

六、結語 

    情緒的安定發展，除了一些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外，大人的身教，當以身作

則，不要易怒、暴怒造成幼兒的心理傷害，日後心理層面蒙上的陰影。教師亦然，

教育應以正向積極面迎接每位幼兒，並給予穩定舒適感。培養有能力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的新一代幼兒，歸納總結，善用資源，培養自身閱讀的習慣充實自己在

情緒教育上的新知識。善用教材教具，引導幼兒情緒的正向發展，情緒向下扎根，

是教育的趨勢，好的情緒教育引導，降低對於日後社會的事件發生，將是一種良

善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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