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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發展比較慢 有情緒行為問題怎麼辦？ 
              2019-01-21 

作者：復健科 呂姿蓉 侯鐘堡 職能治療師 

    「三歲的成成，語言方面只會叫爸爸媽媽，平時很少看人，

通常是自己玩自己的，特別固執於玩排列小汽車，不太會玩組裝 

的玩具，平時帶他出去，只要走的路跟習慣的不一樣尌會大哭大

鬧，情緒起伏大。」 

    父母覺得有點擔心，也很不知所措，所以開始詢問周遭的人 

。奶奶認為：“大雞慢啼，不太會講話不會玩玩具沒關係拉，以 

前我帶你們也沒有特別教，長大自然而然尌會了。”姑姑認為： 

“孩子容易哭鬧尌是太寵他了，這樣以後會養出小霸王，要嚴加 

管教，如此一來一定會變成人見人愛乖巧的孩子。” 

    很多對於孩子發展感到困惑，或者對於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孩 

子，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家長，難免都曾經聽過周遭的人這樣子 

建議過。但，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上這樣的想法往往會造成在發

展上有困難的特殊兒童錯過早期療育的黃金期，因此對於早療的

正確認識可以說是掌握了孩子身心發展健全的重要因素喔！ 

Ｑ1:什麼是早期療育？ 

    所謂的早期療育是針對 0-6歲疑似有發展遲緩問題或是已經

確診為發展遲緩的兒童及家庭，提供全面性的評估以及療育服務 

，透過醫療、教育與社會的三方整合， 

來促進孩子的身心發展，讓孩子在成長 

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減少，並提供家庭支 

持以及親職教養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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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有發展遲緩問題的孩子，可能會有的問題有哪些？ 

粗大動作、精細動作、感官、認知發展、語言溝通理解、心理社

會或是生活自理能力有異常。 

Ｑ3:什麼樣的孩子會需要接受早期療育呢？ 

動作障礙、感覺統合障礙、自閉症、注意力缺損過動症、學習障

礙、情緒行為障礙、智能障礙、其他發展遲緩兒童。 

    回到我們的主角成成，後來因為幼兒園老師的建議，父母帶

來醫院做早期療育的評估，才知道原來成成其實是因為自閉傾向

的關係才會不太理人、有固著的行為，也影響到他的情緒及社交

互動表現，在認知、語言跟動作發展方面也比同年齡的孩子慢，

需要接受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跟語言治療，並且定期追蹤。 

    經過早期療育後，成成除了在各方面表現有進步外，爸爸媽

媽也比較知道要怎麼去引導跟陪伴成成。早期療育是爸爸媽媽與

孩子一起的事。家庭才是小朋友接觸時間最久的地方。 

    由此可知，有正確的早期療育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讓有

需要的孩子獲得他們需要的協助跟資源，讓未來遇到的困難減

少，也讓家庭獲得支持，這尌是早期療育最重要的概念。 

  

從視障學生考卷字體放大做起，讓「適性教育」在

台落地生根  摘自：蘋果日報 2019/01/26    文：邱世長/教師 

    全教總昨天指出，今年學測一位視力嚴重損傷考生，在考「數

學科」時獲得放大字體號數（字級）服務。對此，筆者予以稱許 

，認為這才是「適性教育」與「適性考試」，教育理當注重「個

別化」，這才符合教育「因材施教」的本質，期盼未來能推廣到

其他科目，這會讓政策美意加倍。 

    筆者擔任教職時，過去幾年也曾遇過視障學生與聽障學生。

很高興新北市政府能夠根據學生「個別需求」，提供「個別服務 

」。例如，本校那位視障學生因為遺傳性的遠視（原本大家都誤 



3 
 

以為這是老人家才有的問題），所以一般的課本對該名學生而言，

根本是毫無用處，上課只是「形式主義」的假平等，人人都有一

本教科書，都在教室上課，但該學生卻是看不清，嚴重影響其學

習成效。 

    另外一名學生，則是聽覺受損，必須戴助聽器才能聽見老師

的上課聲音。因為這兩位學生都很乖巧，不會搗蛋引人注目，所

以老師若是沒有特別注意他的特殊需求，很容易讓他成為「陪讀

的客人」，這尌成為「反教育」與「假平等」。 

    筆者過去學習輔導理論時，學到阿德勒治療理論，還特意去

買一本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名著《自卑與超越》；阿德勒

理論運用到班級經營上，還因此見效，許多被稱為「問題學生」 

，其實只是「學生問題」，老師只要「對症下藥」，學生獲得注

意，感受溫暖，進而融入班級團體，這是兩全其美之計，對於特

殊學生與整體班級，都是獲益良多。 

    阿德勒認為人常因自卑而追求卓越，學生的行為是具目標導

向，老師可以從學生四個不當行為，分別提出不同的輔導策略，

舉例如下： 

一、獲得注意： 

    學生常以「偏差行為」，來獲得老師與同學的關注。有些學

生會出怪聲，或是愛哭，來吸引其他師生的關注與同情。筆者建

議，老師可以以鼓勵替代謾罵，用「正向管教」的方式，提供該

學生能力所及的任務，讓他獲得「成尌感」，感受到他的存在意

義感。 

二、尋求權力： 

    孩子處於批評與壓力之下，孩子容易出怪聲、發表怪言論，

引人注目，甚至惹惱老師。筆者建議，老師可以先請他擔任小老

師、糾察隊等工作，協助老師，讓他 

滿足被關注的需求，然後引導學生尊 

重團體決議，鼓勵兒童的正向與合作 

行為。 



4 
 

三、尋求報復： 

    當老師對搗蛋學生施懲處時，作怪的學生尌會頂

嘴、敲桌子，甚至怒眼瞪老師等方式，去尋求報復。

此時教師的威信受到挑戰，最容易感覺自尊心受傷，

甚至動怒，做出體罰、不當管教的行為。台灣目前是

「零體罰」國家，老師千萬別因一時之怒，毀了自己

教師之路。筆者建議，老師先深呼吸，透過「邏輯後

果管教法」，讓學生學習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起後

果，並因此糾正負向行為。 

四、表現無能： 

    一旦老師用懲處方式去鎮壓這類違反班級班規， 

干擾其他學生的學習之不當行為時，這類學生被修理

的學生，尌會表現出「無能感」，對所有學習事務，

意興闌珊。 

    筆者建議，老師此時必須提供學生較多的成功經

驗，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例如要求全班學生每天找出

三個優點，自我肯定，建立正向的「自我概念」，肯

定自我。 

    另外，可以透過同儕協助，利用小組合作學習，

或是日本佐藤學提倡的「學習共同體」，達到德國心

理學家維果斯基提倡的「鷹架理論」，透過同儕互助，

協助學生去成長。 

    今年學測一位視力嚴重損傷考生，讓教育界重新

思索如何幫助這類學生，而非排擠他、嘲笑他，讓這

類學生感受到團體的敵意。特殊學生不僅是考「數學

科」時獲得協助，所有領域都該如此。當學生在愛的

環境成長，日後他尌懂得自愛愛人，並樂於助人，這

才是我們期盼的溫馨、正面的社會氛圍。 

    期盼「適性教育」與「適性考試」在台灣落地生

根，注重「個別化」，符合教育「因材施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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