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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我的孩子
缺乏安全感嗎？

「我的孩子在外面和別的小朋友一起玩，總被人欺負，被欺負了也不出

聲，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我家孩子和別人一起玩，動不動就打人，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孩子不喜歡跟別的小朋友一起玩，去陌生環境會害怕，是不是缺乏安

全感？」

「孩子不愛與別人分享，把自己的東西看得很緊，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我家孩子上幼稚園都一個月了，每天上學還是會哭，是不是缺乏安全

感？」

「產假結束了，我去上班孩子就哭鬧不停，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管教孩子，他就哭鬧，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

我每天在微博上收到大量父母發來的私信，詢問有關孩子成長中的各種

困惑，其中佔大多數的問題都與孩子的「安全感」有關。很多媽媽在這個問

題上顯得過於緊張和焦慮，總是擔心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導致自己的孩子

缺乏安全感。

我發現「安全感」這個詞現在相當流行，甚至成了一個萬能標籤，父母

們把遇到的很多問題都習慣性地貼上這個標籤，任何不確定的事情都被父母

們看成缺乏安全感。

這樣做常常導致父母們無法針對孩子身上不同的問題找到對症下藥的解

決辦法，如果統統歸咎於「缺乏安全感」，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會耽

誤了教育的時機。舉個例子，孩子的哭鬧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孩子還

沒學會恰當地表達情緒；也有可能是父母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和孩子溝通，

「安全感來自良好的親子關係，因此親子互動的方式顯得格外

重要。不過，我們不需要時時刻刻擔心孩子缺乏安全感，只要

我們關心孩子的感受，及時、恰當地回應他們的需要，為他們

提供良好穩定的環境，就不需要太過擔憂。」

父母心聲：根據非正式統計，「抱抱」應該是最速效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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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孩子需要的是父母去理解他們；如果是和別人一起玩時哭鬧，那孩子要

表達的可能是需要父母教他們怎麼和別人恰當交往……哭鬧背後有成千上萬

的原因。父母們對孩子的各種行為，首先不要一刀切解釋，而要根據孩子的

年齡階段去理解，並結合孩子自身的特點尋找原因。

那麼，甚麼是孩子的安全感？他們的安全感是怎麼形成的？安全感對孩

子的發展又有哪些影響呢？父母可以做些甚麼幫助孩子建立安全感？

信任媽媽：
嬰幼兒成長第一個心理任務！

對小孩子來說，甚麼是安全感？ 0~1 歲的嬰兒逐步發展出四種基本情緒：

快樂、生氣、傷心和害怕。世上一切對孩子來說都是新事物，有時候難免會

害怕。孩子把媽媽當作安全基地，他們知道，一旦他們覺得有危險，害怕了，

就可以回到媽媽那裏獲得支援。這樣，我們說孩子最初的安全感就開始建立

了。所以，小孩子的安全感是逐步從信任媽媽，從媽媽給予的呵護中發展出

來的。

那麼，孩子是怎麼知道媽媽可以作為安全後盾的呢？根據心理學家艾瑞

克森（E.Erikson）1 的人格社會心理發展理論，每個人在成長的不同階段都

1 艾瑞克森是美國心理學家，提出人格社會心理發展理論，把人一生的發展分成 8 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
特有的心理衝突，解決這個特有的心理衝突就是每個階段的心理任務，順利解決才能發展健康的人格。0~2
歲的嬰兒時期需要獲得對照顧者的基本信任。2~4 歲的幼兒時期需要獲得自主感。如果父母感興趣，可以
從勞拉．伯克的《畢生發展心理學》（Laura E. Berk,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一書中學習
相關知識。

會經歷一定的衝突，需要完成不同的心理任務。他們愈是能夠積極解決每個

階段的衝突，就愈有可能發展健康的人格。出生後的第一年，嬰兒需要解決

的衝突是「基本信任對基本不信任」，也就是說，這階段是他們對主要照顧

者產生信任感還是不信任感的關鍵，這時期的重要社會心理任務，就是建立

與主要照顧者（通常是媽媽）之間的信任。

這個階段，孩子需要完全依賴媽媽。如果媽媽對孩子的需要比較敏感，

能夠有規律地及時滿足孩子的需要，他們就更能信任媽媽。當孩子對媽媽形

成了基本信任，建立對媽媽的安全依戀（secure attachment）2，媽媽就是

他們探索世界的強大後盾，他們就會有很多積極的表現。

孩子對媽媽建立了安全依戀（secure attachment）後：

．他們會對新事物保持好奇心，積極探索新事物，這是他們學習的

基礎，有利將來學習和適應新環境。

．他們得到媽媽穩定、積極的回應，就會對他人比較友好，有信心

和別人交往，對自我情緒的表達和調節能力也發展較好，這有利於

他們將來順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2 發展心理學家就嬰兒對母親的依戀做了大量研究，他們認為依戀可分為 4 種類型：安全依戀、回避型非安
全依戀、抗拒型非安全依戀、紊亂型非安全依戀。下文提到的約翰·鮑比（John Bowlby）和瑪麗•愛因
斯沃斯（Mary Ainsworth）對嬰兒和主要照顧者的依戀關係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父母感興趣，
可以從勞拉•伯克的《畢生發展心理學》一書中學習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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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媽媽對孩子的需求不敏感、或者對他們的需求不規律地滿足—有

時候滿足，有時候又不滿足，就會形成孩子對媽媽的不信任感，也就是說，

孩子建立的是對媽媽的非安全依戀（insecure attachment）。這種非安全

依戀對孩子未來的性格養成很有可能會產生消極的影響。

孩子對媽媽建立了非安全依戀（insecure attachment）後：

．他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安全的後盾，

對新事物的恐懼會蓋過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所以他們害怕新事物，

也不太敢在新環境裏興致勃勃地探索。

．他們連最親近的媽媽都無法信任，當然對他人就更加無法信任，

他們可能會害怕和別人打交道。與媽媽的互動是他們最初學習相處

技巧的方法，如果媽媽和他們的互動不穩定，對他們的需要不敏感，

就很可能傷害到他們將來和其他小朋友或者老師的相處，導致他們

不知道怎麼恰當地吸引別人的注意，或者對別人的行為無法預料、

不知道怎麼回應。這些都會影響他們將來的人際關係。

所以，信任媽媽，從而建立對媽媽的安全依戀，孩子才會擁有安全感，

並且逐步發展最初從媽媽那裏獲得的安全感。

安全依戀：
孩子一邊玩玩具一邊回頭找媽媽？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觀察到，孩子到一個新地方、玩新玩具，有時候

玩著玩著就要回頭看一下媽媽，看到媽媽就安心了，然後繼續玩。慢慢地，

即使媽媽不在身邊，他們依然覺得自己是安全的，例如上幼稚園，短暫的幾

個小時分開並不會讓他們覺得害怕，覺得被拋棄，因為他們知道媽媽會回來

接自己。而且在幼稚園，他們的活動範圍、人際關係擴大了，學會了跟媽媽

之外的人打交道，這個過程順利的話，他們會擁有更強的安全感。隨著孩子

慢慢長大，這種安全感會支持他們面對更廣闊的未知世界以及更複雜的人際

關係。

有研究發現，在中產家庭，孩子對媽媽的依戀比較穩定，這在相當程度

上是因為媽媽提供了比較有利兒童發展、穩定的環境，媽媽對他們的回應也

比較穩定和積極。而在草根家庭，因為生活壓力較大，媽媽對孩子的關注不

穩定，有的甚至忽略了孩子，孩子就無法建立對媽媽的安全依戀。而一旦向

這些家庭提供支援，讓孩子感覺生活穩定，他們也會從非安全依戀轉向安全

依戀。所以安全依戀或者非安全依戀並不是永久的，而媽媽（或者主要照顧

者）為孩子提供的穩定照料和環境，對於孩子建立安全感至關重要。

說到這裏，或許很多媽媽會擔心，如果由於各種原因，舉例說，因工作

需要經常出差，或者身體原因不能餵哺母乳等，是不是一定會造成孩子的安

全感缺失、是不是一定會損害孩子和媽媽的親密關係呢？我們需要來了解一

下，孩子是如何建立對媽媽的安全依戀的。只有了解這個過程，才能更好地

幫助媽媽建立和孩子的安全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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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猴實驗
說明「安全依戀」如何建立

嬰幼兒的安全港灣：擁抱 VS 乳汁？

古時候，人們猜測是不是因為媽媽提供了乳汁和食物，所以孩子才依戀

媽媽，而不依戀其他人。直到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心理學家才慢慢揭開了

母嬰依戀的秘密，由此對科學地養育孩子造就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究竟依戀是來自食物還是另有原因？因為倫理關係，我們不能用人類的

嬰兒來做實驗，於是，心理學家哈洛（Harlow）3 用幼猴做了一系列實驗。

實驗中，幼猴出生後不久就與母猴分離，被關在單獨的籠子裏。籠子裏

有兩個玩具母猴，一個是鐵絲媽媽，一個是絨布媽媽。鐵絲媽媽提供乳汁，

絨布媽媽沒有乳汁。幼猴更願意和鐵絲媽媽在一起，還是和絨布媽媽在一

起？如果依戀僅僅來自食物，那麼幼猴會更喜歡和提供乳汁的鐵絲媽媽在一

起。然而，結果卻發現，幼猴除了餓的時候跑到鐵絲媽媽那裏，多數時間都

和絨布媽媽在一起。所以，哈洛指出，母親給予的身體接觸和舒適感，很可

能是嬰兒形成對母親的依戀的關鍵。

擁抱對於嬰兒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哈洛做了另一項實驗。實驗者在幼猴

的籠子裏放了一個敲鼓的機械玩具熊，很可怕。猜猜被嚇壞的幼猴會去哪個

玩具母猴尋求安慰？—是絨布媽媽。牠飛撲向絨布媽媽，緊緊抱住，才慢

慢平靜下來。然後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牠開始大膽地打量熊，甚至在好奇心

3 哈洛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他對恆河猴的研究為我們對母嬰依戀的理解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的驅使下，離開絨布媽媽靠近熊，想看個究竟。顯然，絨布媽媽是幼猴的安

全基地，為幼猴提供了安全感。

在另一個實驗裏，幼猴被放到一個新的房間。其實這個房間很安全，有

一些玩具和其他物品，但是對幼猴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環境，所以它進入

這個房間後相當緊張。哈洛把提供乳汁的鐵絲媽媽放在房間裏，可是如他所

預料，鐵絲媽媽絲毫不能起到緩解幼猴緊張心理的作用，幼猴看都沒看鐵絲

媽媽，牠蜷縮在地上，不敢動彈。而當絨布媽媽在房間裏的時候，幼猴一進

房間就撲向絨布媽媽，緊緊抱著它，恐懼心理很快得到了緩解。幾秒鐘以後，

這隻幼猴就在房間裏遊走、觀察和探索起來。這個實驗進一步證實了，當幼

猴有絨布媽媽撐腰，牠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盡情探索世界。因為絨布媽媽

是牠的安全港灣，無論發生任何事情，牠都知道，牠可以飛快地跑到絨布媽

媽那裏。

所以，心理學家認為，擁抱以及擁抱帶來的舒適感、情感上的支持，是

孩子和媽媽建立依戀的基礎。靈長類動物（當然包括人類）的孩子都渴望擁

抱，他們對媽媽的依戀並不僅僅來自媽媽提供吃喝，更重要的是與媽媽的肌

膚相親。

身體接觸對孩子的發育非常重要。有研究表明，皮膚接觸可以讓孩子的

大腦分泌促進生長的化學物質。有些國家讓早產的孩子貼在媽媽或者爸爸的

身上 4，這對早產兒調節體溫、睡眠、聽覺、味覺等都有好處，而且經過這樣

的貼身相處，爸爸媽媽對孩子的需要更敏感、更耐性，因而更有利於建立互

相依戀的關係。因為擁抱的這些好處，所以目前美國有 80% 醫院都讓早產

孩子獲得袋鼠式照料。

4 這種方式稱為袋鼠式照料（kangaroo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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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戀關係也不一定是媽媽

心理學家鮑比（Bowlby）是研究依戀理論的始祖。他最初研究的是在

「二戰」中失去父母的孤兒。這些孤兒雖然能在孤兒院得到食物，但是他們

得不到來自照顧者的關愛撫慰和情感支持，所以沒有辦法和照顧者建立安全

依戀。通常孤兒不論生理還是心理的發育都不如正常兒童，甚至有些孤兒長

大以後情感冷漠，無法和他人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

因為各種現實問題，有些媽媽不得不經常離開孩子，而孩子的發展彈性

很大，爸爸或者祖輩都可以作為安全依戀的對象。只要為孩子提供穩定規律

的生活，對他們的照顧也是穩定、有規律的，和爸爸建立安全依戀，和奶奶

建立安全依戀，都是可以的，而這些孩子也不會缺乏安全感。當然，如果媽

媽在回來的時候能夠給孩子足夠多的擁抱，給予足夠的、有質量的陪伴，例

如設定一段特別時間，和孩子一起做一件特別的事情，這樣依然可以和孩子

建立親密的關係。

從科學的實驗和探討中，我們了解了母親（或者主要照顧者）的擁抱對

孩子建立安全依戀的重要意義，但新的問題或許又會出現：很多媽媽擔心「我

的孩子看到陌生人就哭」或者「我的孩子怎麼這麼黏我？簡直是離不開我」。

那麼接下來，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孩子對媽媽的安全依戀在形成過程中的

每一個階段，是否有可供參考的標準？當我們了解依戀形成的各個階段，就

不會焦慮了，因為你會發現很多情況都是孩子成長中的正常表現。

易哭不一定膽小
4 階段逐步建立依戀

鮑比指出，在嬰幼兒期間，依戀的發展會經歷四個比較寬泛的階段，最

終達到「母親—嬰兒之間動態的平衡」。

1. 前依戀階段（pre-attachment phase），0~6 個星期。孩子從母親那

裏獲得食物和舒適撫慰。這個階段，如果把他們和母親分開並不能造成孩子

的不安和焦慮，他們基本上不怕生，對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反應沒有差別。

2. 依戀形成期（attachment-in-the-making phase），6 個星期到 6~8

個月。孩子開始對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有不同反應，開始有分離焦慮的徵

兆。這時候孩子如果見到陌生人會哭，不願意讓陌生人抱，這些都是正常現

象，不要認為自己的孩子膽小。相反，當我們看見朋友 6~7 個月大的孩子，

請盡量克制自己，不要隨便捏孩子的臉或者抱他，避免給他造成壓力。

3. 依戀明確期（clear-cut attachment phase），6~8 個月到 18~24 個

月。當母親離開時，孩子表現出明顯的分離焦慮。這個階段孩子特別黏媽媽，

這是正常的。我想每個父母都經歷過自己要離開時孩子的各種哭鬧。正常的

孩子，在 6~18 個月，都會體驗到分離焦慮。不同的是，和媽媽成功建立起

安全依戀的孩子，能夠適度表達分離焦慮，比較容易安慰，有更強的探索性

能力和獨立性。

4. 互惠的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ships），18~24 個月及之後的幾年。

在這期間，母親和孩子共同調整和平衡雙方的關係：媽媽可以解釋自己去哪

兒，多久回來；孩子可以提一些要求，例如給我講一個故事再走，或者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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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
到底要多早？

很多孩子一、兩歲的爸媽會問我：需要送孩子去 playgroup 嗎？怎樣的

playgroup 比較好？總之，一提起「早教」這個詞，大部分父母會馬上聯想

到「幼兒中心」或「playgroup」，仿佛「早教」只能在「機構」中才能進行。

而事實上，早教實際包含的內容遠遠不止於此。可以說，生活即教育。

孩子自出生後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視為早教的一部分—父母

的言傳身教、家庭環境、鄰里關係等都會影響孩子的發展。所以當我們說起

早教的時候不應該局限於機構。

還有很多父母因為孩子在 playgroup 中表現不理想，而質疑孩子的能力

甚至擔心他們發育不正常。有好幾位媽媽曾私信給我，都流露出焦慮，例如

有一位媽媽說，我家孩子去 playgroup，跟著老師沒幾分鐘就想走開，老師

批評他注意力不集中，不遵守規則。這位媽媽很著急地問我，怎麼才能讓提

升孩子專注力？

其實一兩歲幼兒不能長時間集中注意力，或者不能長時間跟著集體做活

動，是很正常的現象。在這個成長階段，他們最喜歡用自己的感官去探索感

興趣的事物。如果父母不理解這一點，老師的一些負面評語就會讓他們非常

焦慮。有些家長還對孩子感到失望，甚至流露出非常明顯的消極情緒。然而，

父母的消極情緒反而會影響孩子學習，久而久之惡性循環，更令孩子喪失興

趣、學習倦怠甚至產生抗拒心理。

早教非常有必要，但早教不是愈多愈早就愈好。生活即早教，父

母和家庭才是早教的主力軍。對孩子充滿愛的照料，讓孩子身

體、智力和社會化情感等方面均衡發展，從長遠來看，這才是好

的早教。只有意識到這點，我們才不會在市面上各式各樣的幼

教團體、以及媽媽圈中一波波隆重的報名熱潮下迷失方向。

父母心聲：別家孩子都去 playgroup 學習，

我家的還在玩玩具真的沒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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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在 playgorup 的不如意經歷以及對早教的誤解，很多父母走向了

另一個極端，即崇尚所謂的「放養」—撒手不管。直到孩子上小學，出現

各種問題才著急起來。有媽媽網上向我求助：自己向來實踐快樂教育，學前

對孩子沒有任何輔導，結果孩子升小學後跟不上進度，天天被老師批評，自

己每晚也忍不住對孩子咆哮。這種情況正正是父母走向了撒手不管的極端。

早教不等於「早點教」，但父母也不能完全放手不管，讓孩子「天生天

養」。在這個過程中父母們必須首先搞清楚，甚麼是早教，為甚麼要進行早

教，早教應遵循怎樣的兒童成長規律，然後再來回答怎樣的早教是好的早教

這個問題。

早教最佳時機！？
取決於嬰兒腦潛能

上一課腦科學：窺看嬰幼兒的大腦

早教是甚麼？早教其實就是給嬰幼兒提供各種條件，促進健康發展，包

括生理上、認知上、情感上以及社會化的全面發展。

為甚麼早教那麼重要？因為嬰幼兒期間大腦發育迅速，並且極具可塑

性。大腦是我們發展的總指揮官，我們的生理發育要靠大腦分泌的各種荷爾

蒙調整，智力發展要靠大腦有效快速地處理信息，就算人際互動也要靠大腦

來判斷別人的意圖、情緒，再處理和表達自己的情感等等。

腦科學研究發現，在人出生後的頭三年是嬰幼兒大腦發育的高峰期。大

腦的基本單位是神經細胞，神經細胞之間的連接，叫突觸，信息通過突觸從

一個神經細胞傳到另一個神經細胞。嬰兒剛出生時就像個小接收器，通過看、

聽、聞、嘗、觸摸等接收外界的信息，當他們兩三歲時，大腦突觸的數量是

成人的兩倍。愈來愈多的突觸是孩子各種能力發展的基礎。

如果我們把神經細胞和它們之間的突觸想像成一個交通網，那麼突觸愈

多，代表神經細胞和神經細胞之間的「路」愈多。

神經細胞就像在這些路上跑的車，它們的任務是把信息準確地送到目的

地。例如，視網膜上的神經細胞要把信息送到大腦的視覺區去處理，而不能

送到大腦處理語言的語言區。當然，「交通網」上的「路」，並不是愈多愈好。

路太多，就不能讓信息準確快速地到達目的地。

嬰幼兒的突觸在 3~4 歲達到數量的頂峰，接下來就要根據生活中的各種

體驗慢慢「修剪」，讓信息傳送更準確、更有效、更快速。孩子通過眼睛看

到的、耳朵聽到的、鼻子聞到的、小手摸到的（包括被觸摸）信息紛沓而至。

這些信息不斷地豐富、調整整個「交通網」的每一條「路」，使其快速有效

地處理各種信息。

大腦這個交通網一邊在增加有效高速的路，一邊在修剪沒有用的路，使

它的工作更為有效，一些不常用或者效率不高的小路就慢慢被修剪掉了。幼

兒時期最高峰時的突觸數目減少大約 40% 才會和成人相當，這數字說明了

幼兒腦部具有很強大的可塑性。

那麼，由此可見，嬰幼兒在其生命早期所面臨的環境，對其大腦的發

育與一生的成長都影響重大。從「啟蒙計劃」（Head Start Program）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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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中，我們或許能夠對嬰幼兒大腦的可塑性以及早教的重要性有更具體的概

念。

美國「啟蒙計劃」的啟示

由上文可知，早期大腦迅速發展，一邊修建新的有效的「路」，一邊減

少效率不高的「路」。而這些調整的依據，就是外部環境的改變或者人的生

理、行為的改變，因此，如何給嬰幼兒早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就

顯得極為重要了。

美國有研究機構經過大量的調查發現，低收入家庭的幼兒出於多方面原

因，其成長過程遇到諸多阻礙。生活在貧困中的嬰幼兒缺衣少食、家庭關係

不穩定、和父母缺乏互動，這些問題皆導致他們不僅僅身體健康不夠好，入

學以後的學業成績也遠遠落後，並缺乏人際溝通以及情感調整等能力。

例如—

1. 生活資源比較匱乏，有些家庭經常挨餓，有些家庭一本書都沒有。

2. 家庭關係不夠穩定，孩子沒人管，承受較大來自家庭衝突的壓力。

3.  和父母相處時間少。有一項調查發現，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正式入學

前，父母只給他們讀過平均 25 個小時的書，而中產家庭達到 1000

個小時。這造成低收入家庭兒童入學後學業持續落後。

4. 父母生活壓力大，有些家庭的父母對孩子很粗暴甚至存在家庭暴力。

諸如此類的原因造成低收入家庭的嬰幼兒各方面發展落後。所以，從

1965 年開始，美國開始了啟蒙計劃：對低收入家庭 0~5 歲的幼兒提供教育、

健康、營養、社會服務等各種幫助—增進孩子家庭關係的穩定性，維持他

們身體健康，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提高他們的認知、社會化和情感發展，

為將來上學做好全面準備。啟蒙計劃從 1965 年制定至今，已經幫助了 3000

萬名美國兒童。

美國對這些受到早期幫助的兒童做了 20 年的長期追蹤，發現這些孩子

並不僅僅受益於學業成績；通過這些早期的幫助，好處往往到成年以後還能

顯現。

一 項 來 自 美 國 高 瞻 教 育 研 究 基 金 會 的 佩 里 學 前 研 究 項 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報告顯示，得到這個項目幫助的兒童被追蹤到 27 歲的

時候，比起沒有得到幫助的同伴，高中畢業率相對較高、收入較多，結婚率

也較高，並且入獄的可能性更小。

所以即使是貧困兒童或者發育遲緩的兒童，在得到幫助以後，他們的成

長過程也依然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變化。這與早期大腦的可塑性息息相關。也

正因為如此，美國制定了啟蒙計劃，幫助了那麼多兒童，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由此可見，早教，就是提供各種條件，幫助嬰幼兒在大腦發育的早期就獲得

積極有益的發展，為他們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礎。

那麼，早教應該以甚麼方式進行，才能讓孩子的大腦獲得豐富信息，建

立高效的「交通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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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早教優勢：
均衡發展是重點

嬰兒日日「抱到實」　錯過早期感官發展

嬰幼兒對世界的了解來自他們的各種感官和他們的動作。他們用耳朵

聽、用眼睛看、用嘴巴嘗或者咬、用手摸等，都是他們探索世界的方式。他

們的觸覺、運動知覺等是探索世界的基石。

很多新手父母對視覺和聽覺的發展很重視，讓孩子聽音樂，給他們看各

種圖片，但是常常忽略孩子的觸覺、運動知覺。特別是祖輩，把孩子當成心

肝寶貝，很多時候不讓動、不讓碰，去哪兒都抱著，這些做法無意中剝奪了

孩子的一些發展機會。

小孩子在 6 個月以內，嘴、舌頭和手是他們探索世界的主要工具。當他

們能夠抓握物品的時候，往往喜歡把物品放到嘴裏吸吮。五、六個月的時候，

會用兩隻手把一個玩具來回把玩。當他們學爬以後，接觸的世界更廣了，更

開始想要玩各種東西。

例如，他們可能通過觸摸不同質地的物品，發現到各不相同的手感；也

可能通過推方形的積木和圓柱形的積木，發現它們運動方式不一樣；也許他

們還會從中發現圓柱形的積木和汽車輪子的滾動方式是一樣的。

又例如，孩子有一段時間喜歡丟東西，坐在椅子上，喜歡把玩具或者湯

匙丟地上。媽媽撿起來，他們又丟，這時候媽媽就開始火大。其實這也是他

們探索世界的方式。他們開始發現自己的動作和物體運動的關係，以及自己

對一些物體的掌控力。

孩子的運動知覺對他們的發展也很重要。當孩子在各種環境裏活動，他

們會基於種種體驗調整自己的身體來適應。在這個過程裏，他們在發現、學

習、總結和應用策略。

發展心理學家卡倫．阿道夫（Karen Adolph）做過很有趣的實驗。實驗

對象是學行幼兒。學行幼兒在不同的路面環境，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很可能

會調整策略。實驗設計了能調整坡度的通道，通往的另一邊是媽媽和孩子最

愛的玩具。

當通道有一點點坡度的時候，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行走經驗，知

道自己這麼走下去沒有危險，於是，他們就直接走下去，拿到喜歡的玩具。

當坡度增加的時候，他們感到，這樣走下去是不安全的，可能會摔倒，可是

那頭有媽媽和最愛的玩具，怎麼辦？很多孩子就會調整自己的策略：他們坐

在地上，順著通道滑下去。當坡度變得更大的時候，有些孩子會想辦法，例

如趴在地上，順著通道慢慢滑下去。父母可能覺得這些都是不起眼的事情，

但是嬰幼兒就是通過這些活動和體驗，發展出運動知覺、觀察力、思考力、

適應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運動中整合信息、調整策略，既有利於孩子運動技能的發展，也有利

於他們的智力發展和社會化發展。任何生活中的經驗和變化對他們來說，都

是學習的過程，所以在生活中給予他們多樣化的環境，讓他們各種感官得到

均衡發展，是有利於他們的成長，這亦正是早教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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