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你為什麼哭著上學？ 

對園所環境適應困難   

進入幼兒園後，孩子必須有一長段時間待在幼兒園裡，跟同學老師一起活動，如果
孩子在新進幼兒園、開始發展同儕的人際關係時，被拒絕、找不到朋友、和朋友吵架；
或是上課時聊天說話被老師罵；不喜歡吃幼兒園裡的食物；午睡睡不著又不能起來玩
等等，都可能是造成孩子不愛上學原因。父母平時可以多和孩子聊聊，了解他「幼兒
園的一天」，從中發現孩子對園所不適應的原因，再對症下藥。 
 

不適症狀 1 ：沒有人要跟我做朋友 

三、四歲孩子已開始進入聯合遊戲的階段，雖
然想跟朋友一起玩，跟同儕的互動漸趨頻繁，但也
因認知、情緒、語言、動作等各項能力發展的限制，
而產生一些人際的問題。例如：肢體碰撞的衝突、
常用哭或打人或告狀解決問題、排擠別人或被排擠、
自我孤立、命令別人、各說各話引起的誤會等等。
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包括：自我中心（只能以自
己觀點思考）、等待能力不及、要別人都聽他的、
尚未有能力玩有組織的遊戲、不懂得如何制訂簡單
的遊戲規則、無法明白表達自己想法、情緒表達能
力不足、不了解別人的感受、缺乏解決問題能力、
不知如何接近朋友、有分離焦慮一直黏大人。 

有些父母煩惱無法直接幫忙孩子經營在外的人際關係，但其實家裡也是一個人際關
係的舞台。好好經營並以親子關係為基礎，再逐漸培養孩子的各項社會性能力，就是
協助孩子克服人際問題的最佳管道。該怎麼做呢？以下提供一些建議： 
一、 經營良好的親子關係：平時營造正面溫馨的關係，需要教育時，再用引導的方式

幫助孩子學習遵守符合其能力應有的規範，孩子才能了解原因且才有能力做得到。
這樣的孩子通常較有自信、能體貼別人、自我控制能力較佳、能跟別人合作，因
此也較受歡迎。 

二、 本身與孩子的互動做為學習模仿的基礎：要教導孩子好的人際溝通，父母可以從
自身做起。如果爸媽能透過分享心情、想法抒解負面情緒，也協助孩子這麼做，
他們就會習慣這樣的處理方式。 

三、 發生問題就是孩子學習的機會：當孩子與手足或在幼兒園有人際問題時，大人勿
用責備方式處理，通常這樣只會造成孩子閃避問題。可利用玩偶或直接角色扮演，
幫助孩子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每個人的想法及思考解決辦法，然後跟孩子一起
演練。平常也可透過說故事或共讀繪本，幫助擴展對人、事的觀點以及解決問題
的模式。 

四、 依據孩子該有的發展能力及需要，培養社會性能力：想想孩子在人際關係上需要
培養的能力是什麼？例如表達能力、等待能力、輪流分享的能力或其他。當孩子
好的能力出現時，就要誇獎他；有不足的部分，可在日常生活裡，依據孩子年齡
適當的加以引導。 
 

  



不適症狀 2 ：為什麼上課不能講話？ 

有些家長在孩子入園後，會聽到老師說孩子在園內愛講話，常因聊天忘了吃飯，上
課也和其他同學攀談；或不講話也一定要發出聲音；回家後，大人講話，孩子也老愛
插嘴。究竟要怎麼培養孩子在適當時機講出得體的話？剛學會運用語言的孩子，透過
語言充實腦內的資料庫及維繫周遭的人際關係，是滿足他們進取動機的方法，因此動
不動就問「為什麼」，或不停的說話。為了讓孩子能適當發展，不壓抑其需要，並讓
孩子知道什麼狀況下可以得到滿足，是家長需要幫忙孩子學習的。父母若能先了解孩
子這些心情，並以同理的口吻或態度，讓孩子了解這麼做會吵到別的同學或忘了吃飯。
若還有很多話想說，什麼時候可以說呢？藉此讓孩子學習在適當的時機做自己想做的
事。 

父母也要評估孩子是否平時很少「被聆聽」自己的想法，因此找到傾聽的伴就要抓
緊機會訴說。這時父母可以做的是，每天固定撥二十分鐘，聽聽孩子想跟你說的任何
話，以滿足孩子被聆聽的需要。有些孩子不講話，卻不斷發出聲音，可能是腦中突然
閃過什麼畫面，而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爸媽可以在事後再關心孩子那時發出聲音是發
生什麼事或想到什麼，並提醒孩子，下一次類似的狀況發生時，試著先記著，等適當
時機再說，因為突然發出聲音，會讓人嚇一跳。
孩子學會語言的同時，社會化能力也需要學習，
如：等別人說完再說、可以問什麼時候輪到他、
明白的說出自己的意見。若孩子插話時，父母
試著說：「你有話想說嗎？」「媽媽知道你很急，
但我正在跟○○說話，還需要一下下。你要等
我講完去找你？還是你在長針指到 9的時候再
來找我？」如果允許，儘可能比預計時間更早
去找孩子，讓他經驗大人不會忘記他，等待一
樣可以有他想要的結果。 
 
不適症狀 3 ：老師，他搶我玩具！ 

幼兒園裡玩具有限，不像在家裡，想玩什麼就能拿，想玩多久都沒關係。到了幼兒
園裡，孩子要學習輪流、等待和分享，這對初上學的小小孩來說，是有點難又必須學
習的重要一課。以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來看，幼兒有自我中心的特質，
人的發展也要先有我，才會有別人。有了「我的」之後，才有所有權觀念，再從確保
自己的所有權後，學習尊重他人的所有權。 

當孩子和其他小朋友對玩具起爭執時，父母要了解，孩子只是想拿到他想要的東西，
而不知道別人跟他有同樣的需要，甚至不清楚別人採取的方式跟他不一樣罷了。因此
父母不要太快為孩子的行為下標籤——愛搶、霸道、懦弱，或斥責孩子，要孩子不要
怎樣。父母過於直覺式的處理，有可能使孩子過於擔心外界，壓下自己真正的需要，
甚至往後會害怕面對衝突。相反的，大人可以試著聽聽孩子這麼做的原因，支持他的
需要或動機，詢問孩子是否知道同伴的想法可能是什麼。讓孩子了解用原來的方式看
起來讓雙方都很不開心，如果希望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問問孩子下一次可以怎麼
做。並試著與孩子演練各種他做得到的方法，鼓勵他下次再遇到同樣狀況時試試看新
方法，之後再一起看看這方法好不好用，若不好用再來修正。這樣，父母即幫忙孩子
步入面對衝突、解決問題的流程。 

  



以孩子搶別人玩具為例，父母可以試著以中性的話語問孩子：「為什麼你想要拿那
個玩具呢？」並關心孩子的需要：「原來這玩具這麼吸引你，讓你很想玩玩看。」試著
讓孩子由自己的立場來關心同伴的想法：「你不喜歡別人沒有問你就拿走你的玩具，○
○也一樣喔。」「如果別人要來借你的玩具的話，你希望他怎麼跟你借？」試著陪孩子
操作各種方法，父母也可以提出孩子做得到的建議，如：「○○，玩具可以借我玩一下
嗎？」有些孩子認為我的玩具別人隨便拿都可以，為什麼我要跟他說呢？這時孩子要
學習的是，他自己是這種方式，但別人可不是喔；或他自己一定會借別人，但別人說
不定是不借人的。 

在這樣的衝突經驗中，孩子自然會接收到更多
他人的觀點，才得以減少自我中心，開始進入有我、
有你的人際關係。 若是孩子的玩具被搶，這時可
以關心的是孩子的心情：「被拿走玩具時，有沒有
嚇一跳？」「如果是你要，你會先說一聲再拿，對
不對？」問問孩子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對方說，或鼓
勵孩子試著說：「○○，你要先問過我，才可以拿
我的東西。」甚至讓孩子了解，有些小朋友看到玩
具，不會想到要先借，就直接拿去玩。若孩子有些
東西很寶貝，捨不得借同伴玩，他打算怎麼辦，如：

就不帶去分享，在家玩個夠，等到不介意弄壞時再帶去。 

小孩不想上學的原因很多，有時真的只是因為沒睡飽，今天穿的衣服不好看，或是
不想吃到學校午餐的紅蘿蔔，記得和小孩多聊聊，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幫助孩子天
天快樂去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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