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說話流暢度障礙 

 

流暢度障礙（俗稱口吃）是語言障礙的其中一種，患有流暢度障礙的學童在說

話時沒法清晰順暢地說出想表達的意思。不同場合及環境也會影響流暢度障礙

學生的說話表現，例如學童在家裡跟媽媽對話時及在學校朗讀時的口吃程度可

以不同。口吃可以影響學童的溝通能力、社交能力、及情緒問題。 

但流暢度障礙的成因未明，目前有研究顯示可能與遺傳、環境、生理及心理因

素有關。 

 

說話流暢度障礙的特徵 

 

■ 說話中重複字，如:我我我想食食食餅 

■ 要掙扎一會才說出話 

■ 口吃時出現小動作 （不停眨眼或面部抽搐） 

■ 字音拉長 （maaaaaa媽去超級市場） 

 

如何幫助流暢度障礙的學童 

 

流暢度障礙的學童可以透過言語治療改善說話的流暢度。言語治療師首先會透

過面談形式去了解問題背後原因及評估口吃的嚴重程度。 

 

言語治療有很多針對改善說話流暢度的方法，大部份因應學童的情況透過遊戲

形式或閱讀文章和圖書做訓練，當中包括： 

 

■ 提高學生的自信 

■ 學生說話時拉長每個字的長度 

■ 將學生說話拖慢 

■ 留意說話的節奏 

■ 放鬆及減慢速度說話 

■ 每講數句說話透一透氣，以作停頓 

■ 多鼓勵流暢問題的學生多朗讀，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練習機會 

■ 訓練時營造輕鬆氣氛，改善流暢問題的學生的心理質素 

■ 加強組織力，改善他們的語暢能力 

 

如果家長發覺學童有流暢度障礙的特徵，應盡早與言語治療師做評估。 



(二) 骨骼與脊柱健康 

良 好 姿 勢 與 脊 柱 健 康  

我 們 的 脊 柱 ， 結 構 堅 硬 ， 是 身 體 的 主 要 支 撐

組 織 。 脊 柱 上 的 脊 椎 骨 與 軟 骨 盤 、 韌 帶 、 肌 肉 等

互 相 配 合 ， 穩 定 脊 柱 ， 並 使 身 體 靈 活 地 做 到 各 種

動 作 和 姿 勢 。  

兒 童 和 青 少 年 時 期 是 骨 骼 成 長 的 重 要 階 段 ，

從 小 保 持 良 好 的 姿 勢 ， 注 重 脊 柱 健 康 ， 不 獨 儀 表

端 正 ， 更 能 減 少 損 傷 和 病 痛 的 機 會 。  

 

保 持 良 好 的 姿 勢  

1 .  站 立 或 走 路 時  

⚫  頭 抬 起 眼 望 前 方  

⚫  收 起 下 巴  

⚫  雙 肩 放 鬆 平 肩 收 腹  

⚫  挺 直 身 子  

⚫  盤 骨 不 可 拗 前  

⚫  鞋 踭 不 宜 過 高  

⚫  雙 腳 平 均 承 受 身 體 重 量  

⚫  避 免 高 踭 或 「 鬆 糕 」 鞋  

2 .  坐 下 或 歇 息 時  

⚫  頸 和 背 部 要 保 持 挺 直 ， 雙 腳 平 放 在 地 上  

⚫  椅 子 要 靠 近 工 作 枱 ， 椅 和 枱 的 高 度 要 適 中  

3 .  攜 帶 書 包 時  

⚫  宜 用 背 囊 式 ， 有 兩 條 內 藏 厚 墊 及 可 調 校 長 度

的 肩 帶 。  

⚫  書 包 必 須 緊 貼 後 背 。 書 包 重 量 不 應 超 過 體 重

的 百 分 之 十 。  

⚫  如 果 用 單 肩 或 單 手 攜 書 包 ， 便 應 左 右 手 或 兩

肩 交 替 運 用 。  



4 .  睡 眠 時  

枕頭 床褥 

⚫  過 低  

⚫  過 高  

⚫ 高 度 適 中 ：  枕 頭

的 高 度 要 令 頸 部 於

側 卧 時 保 持 水 平  

⚫  太 硬 ：  增 加 身 體

支 持 點 的 壓 力  

⚫  太 軟 ：  令 脊 骨 彎

曲 影 響 健 康  

⚫ 軟 硬 適 中 ：  承 托

均 勻  

5 .  上 下 床 時  

⚫  從 仰 臥 到 坐 在 床 上 ， 先 側 臥 ， 然 後 側 身 坐 起  

⚫  從 坐 到 臥 ， 同 樣 要 側 身 躺 下  

6 .  移 動 物 件 時  

⚫  使 用 腳 踏 。 避 免 過 度 伸 展 上 肢  

⚫  屈 膝 蹲 下 。 避 免 彎 腰  

⚫  把 物 件 分 開 雙 手 提 拿 ， 避 免 一 次 過 移 動 較 重

物 件  

⚫  如 物 件 過 重 ， 應 找 人 幫 助 。 用 手 推 車 代 替 。  

⚫  移 動 重 物 時 ， 應 屈 膝 蹲 下 ， 保 持 背 部 挺 直 ，

將 身 體 儘 量 移 近 物 件 ， 利 用 大 腿 的 力 量 提 起

重 物 。 不 可 彎 腰  

 

《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署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網 站 2 0 2 0 》  

 



 (三)子女是否變成被寵壞孩子 7 大特徵幫助家長自我檢查 

每個家長都不想自己的孩子被人（或自己）寵壞，但是爸媽有

時可能當局者迷，一時無法認清（或是不想承認）真相。事實

上，寵壞孩子的個案有增無減，爸媽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寵壞

孩子不是天生，他們是被人教養出來。 

育兒專家提供以下 7大特徵，以便家長自我進行檢查。 

1.  被人拒絕時大發脾氣 

當被人拒絕時，任何人也會感到失望。幼兒在成長期間，不懂表達及控制情緒

而發脾氣，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當小孩每次被人拒絕時，必定會大發脾氣，

在日漸成長過程中也沒有任何改善，意味著他們已被寵壞了。 

家長必須反思，是否孩子每次發脾氣後，總會得到想要的東西？ 

2. 永不滿足 

被寵壞的小孩可能已經擁有世界上所有的玩具和衣服，但是他們認為永不足

夠，只想要更多、更多、更多的東西。孩子不懂感恩，「得到」的那份喜悅變

成非常短暫，故此他們只想要更多的東西來滿足無窮的慾望。 

家長必須反思，孩子得到事物後，說的是否「謝謝」？ 

3. 世界是圍繞著他們轉 

被寵壞的孩子往往自我中心，他們不知自己的舉動令人困擾，也忽略別人的感

受和存在。 

4. 沒有耐性 

寵壞的孩子特別沒有耐性，當他們想到甚麼，便要甚麼，從不想等待。 

因為他們習慣了只要伸手或是大叫，所有東西都會乖乖的出現在他的面前。 



5. 怪責別人 

打機輸了，賴別人影響他們；球賽輸了，是豬隊友問題。 

有功勞就搶，有問題就是別人，永遠不會反省，只喜歡怪責別人。 

6. 大話連篇 

被寵壞的孩子可能利用說謊來得到想要的東西，例如欺騙家傭，詐說媽媽讓他

打機，日積月累變成了大話精。 

7. 做簡單的事也有代價 

孩子應該負起他們自己的責任，例如刷牙、收拾玩具、做功課。被寵壞的孩子

不會認為那是自己的責任，相反用作討價還價的東西，例如明天買糖才去刷牙

等。家長需要反思，是否以前曾用賄賂方式來鼓勵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也有上述特徵，代表警號已經響起，家長必須小心留意他們是否

已被寵壞了。 

 

 

 

資料來源 廿四孝父母

http://www.ohpama.com/facebookproxy.php?url=%2F487676&fbclid=IwAR277n5dAXPlqNnLk

yavcPHvfYiK53ARXYLMSeoQlsihAckdgz_BYjUTk18 

 

 

  

http://www.ohpama.com/facebookproxy.php?url=%2F487676&fbclid=IwAR277n5dAXPlqNnLkyavcPHvfYiK53ARXYLMSeoQlsihAckdgz_BYjUTk18
http://www.ohpama.com/facebookproxy.php?url=%2F487676&fbclid=IwAR277n5dAXPlqNnLkyavcPHvfYiK53ARXYLMSeoQlsihAckdgz_BYjUTk18


 (四) 孩子鬧情緒，父母不能做的事！ 

家庭是孩子學習情緒能力最重要的開始，父母更是孩子最重要的情緒教練。面

對孩子的情緒，父母最常見以下幾種不該做的事…… 

 

 
  

 

1. 以暴制暴：「再鬧，就給我試試看！」「不乖就把你趕出門」之類的嚴 

懲、恐嚇和威脅話語，不但會扼殺孩子的自尊心和安全感，甚至採取自我

破壞和被動的攻擊行為當成報復。 

 

2. 當孩子情緒的奴隸：「不要哭，就帶你去吃麥當勞！」「我買玩具給你 

就是了，別難過了！」用賄賂、哄勸的方式息事寧人，避免孩子體會不 

好的情緒，反而讓孩子學會了「情緒勒索」。 

 

3. 男孩別哭：「男子漢不要哭，勇敢一點！」哭泣不是懦弱的象徵，男孩也

有各種心理需求。一旦哭的權利被剝奪，男孩的情緒表達就容易出現障

礙。 

 

4. 為孩子的情緒貼標籤：「你這個壞孩子，為什麼這麼粗暴？」「真是愛 

哭鬼！惹人厭！」你貼在孩子身上的「負面標籤」，會輕而易舉的扭曲 

孩子的自我概念。 

 

5. 流於說教：「你看！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了……」當孩子傷心、難過、生 

氣的時候，情緒已經主導了全部意識，根本不是灌輸規則與訓誡說教的 

好時機。 

6. 迴力球效應：「你再鬧啊！乾脆把我氣死好了！」在孩子鬧脾氣時，無法

保持冷靜，反而回以憤怒，形成「你來我往」的惡性循環，最後「發脾

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想法也將深刻在孩子的心上。 



 

7. 阻斷話語：「怎麼垂頭喪氣的？振作一點！」對孩子的情緒視而不見或輕

描淡寫，不但阻斷了親子溝通，也讓孩子相信情緒是不受歡迎的，進而

築起一道心牆，變成一個對自己和他人的感受都顯得麻木的人。 

 

8. 歸咎他人：「跌倒了不痛！都是地板害的！」當孩子遇到挫折時，為了安

撫孩子情緒而歸咎外界環境的做法，會讓孩子無法對自己負責，失去從

錯誤中反省學習的機會，容易養成遇到挫折「只會怪別人」的惡習。 

 

 

爸媽如何當好情緒教練？ 

孩子情緒學習經驗深受父母的影響，父母同時也是穩定孩子情緒的最主要來

源。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約翰‧高特曼的追蹤調查發現，父母扮

演情緒教練的孩子，比較有能力處理自己的情緒，挫折忍受度高，社交能力

和學業表現也比較傑出。提高孩子的情緒能力，已成了現代父母的必修課。 

三個步驟 破解孩子情緒密碼 

培養情緒能力，愈早開始愈好，且要注重方法和技巧。在處理孩子的情緒問

題時，父母可採取以下三個步驟： 

 

步驟 1：理解、接納孩子的情緒 

如果孩子出現情緒反應，父母要先用同理心和傾聽的技巧，接納孩子的情

緒。當孩子知道你願意理解他的感受，就會慢慢將心情沉澱下來。情緒是自

然產生的感覺，是一個人對周遭事物的主觀感受，因此沒有對錯之分。它是

一種能量，一旦湧現了，絕不會憑空消失，需要有效抒解的管道。 

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洪儷瑜指出，國人因文化的關係，並不接納負

向的情緒。在孩子出現負面的情緒時，大人往往回以「不可以這樣」，或是

輕忽壓抑，而不能提供孩子一個實際練習面對和處理負向情緒的機會，或是

體會孩子在處理這種情緒時需要一段心理歷程。例如：當我覺得害怕、緊

張、擔心、嫉妒時，我覺得如何？我可以怎麼辦？ 

如此一來，孩子表面上可能沒事，但內心那股「氣」依然存在，「情緒垃

圾」愈積愈多，最後一發不可收拾。不過，同理孩子的情緒，並不代表同意

孩子的行為，更不是放任孩子把情緒表現當成工具，對父母予取予求。要讓

孩子明白：所有的感覺都是可以被接納的，但是不當的行為必須被規範。 

 

 



步驟 2：協助孩子覺察、表達情緒，並釐清原因 

接下來，父母要像一面情緒鏡子，運用言語反映孩子的真實感受，協助孩子

覺察、認清自己的情緒，例如：「看你哭得這麼傷心，一定很難過，對不

對？」回應孩子的感受，可以讓孩子明瞭自己的感覺。 

之後，繼續用開放性的提問方式，例如：「今天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協

助孩子正確表達情緒，釐清情緒背後的原因。只有找到情緒反應的真正原

因，掌握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對症下藥。 

步驟 3：引導孩子調整認知，思考解決方案 

等孩子情緒緩和下來，引導他調整認知，從另一種角度看待引起他困擾的事

情，例如：「玩具被同學不小心弄壞了，你覺得很生氣。但是你打人沒辦法

讓玩具恢復原狀。我們一起想想看有沒有更好的方法，好不好？」 

 

資料節錄自<<親子天下>> 

孩子鬧情緒，父母不能做的事！作者：陳念怡 (親子天下雜誌 5期) 

二零二零年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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