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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進入幼兒園的時間點，每個家庭都有所不同，有的爸媽是

以年齡決定，其實應該優先考量孩子的抵抗力、身心發展成熟度、

照顧者可搭配的程度，各方面預備充分的話，孩子會更好地適應與

發展學習之外，大人也更輕鬆放心。

　　我遇到很多案例是入學前沒有特別預備，在學校的人際互動、

生活作息問題頻出，家長必須常常到校處理，反而比在家自己帶還

忙碌，或是在校表現良好乖巧，到家卻變得陰晴不定，甚至就此害

怕去學校或拒絕學習，所以，比起直接上學再面對後續的突發事件，

先前的準備就顯得額外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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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應性：

不論年紀大小，我們都希望孩子對新的人事物適應性不要太差，這方面

與感覺統合發展和天生個性相關。

(1) 平時生活環境較單純，沒什麼接受到各種感官刺激或缺乏豐富的活動

經驗（更常見於疫情期間出生的寶貝），感統整合能力就比較弱，讓適

應力下降。

(2) 若孩子是比較內向、敏感緊張，則可能出現較久的分離焦慮。

2. 認知：

孩子要至少能表達自己的基本需求，像「要尿尿、要喝水」，並且能聽

懂簡單的指令與規則，有一定的配合度，願意跟著大人的引導去探索環

境和學習。

孩子的身心發展程度

＊建議（增加刺激）：

(1) 多帶孩子接觸年齡相仿的幼兒：

公園、親子館及各種不同室內戶外的活動。

(2) 試上簡單的團體才藝課，如音樂、美術、律動等。

＊建議：

(1) 準備進入幼幼班的孩子，可先學著認識基本的顏色與形狀，在課堂

上使用教具時才不至於慌張。

(2) 3、4 歲準備進入小班的孩子，要能分辨大小、長短、多少，懂得分

類，也會數數，若數跟量能夠對照，將來以符號為主來學習的相關知識

就更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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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照顧：

以二到三歲幼兒的發展為例，他們可以自己穿上較好穿的衣

物，如鞋、襪子、褲子至少兩樣（不會扣釦子或鞋帶）；協助開水

龍頭、拿香皂及毛巾後會自己洗手並擦乾；在不需幫忙的情況下自

己拿杯子倒水喝、自己使用湯匙吃飯吃得很好。

全家的作息都要調整

有些孩子上幼兒園後經常遲到早退或請假，全家人雞飛狗跳的狀

況層出不窮，發現是因為大家的作息沒有先適應，孩子不習慣學校吃

飯、休息、上課和玩的時間點與長短、不習慣為了上學必須要早點睡

覺與起床，照顧者也不習慣變得混亂或諸多衝突。

由於現今許多雙薪模式的家庭，有的爸媽甚至要加班到晚上九點

或更晚，小孩就寢時間也可能因而延後，此外，這年紀的孩子對父母

尚有依賴性，其實大部分都想跟大人多點時間相處所以賴著不去睡

（卻誤以為是小孩電沒放完），但隔天一早九點前得上學，被趕上床

睡覺的過程鬧得大家都不愉快，長期睡眠不足或影響心情而睡眠品質

不佳，對孩子的健康發展都不好，上學的精神也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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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有些爸媽認為上學後再開始練習或加以提升食衣住行的技能，也

有的人認為要送到學校讓老師教，其實若在家「沒壓力、不趕時

間」的情況，先引導他們做做看的效果是最好的喔！如此到學校

後就能變得更純熟俐落，亦可趁機觀察孩子的能力是否有需要加

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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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互動與預告演練

若平時沒特別與同儕互動，進入幼兒園可能在展開人際互動會

比較辛苦，需要較久的時間適應團體。適度表達自己、瞭解和接收

基本言語和肢體的各種社會性訊息的意義，是交流很重要的部分，

平時可透過相關的故事書學習、到公共場所或參加不同親子活動增

加與人接處的機會。

透過預告與演練是增進適應能力的好方法，因為在腦中已經想

像與經歷過，實際遇到就不會覺得是未知且懼怕。

＊建議：

決定要入學的前兩三個月（依照每個家庭成員的適應性），可以

開始仿照幼兒園的時間表及模擬未來的作息，慢慢做調整，也要

記得分配與孩子交流相處的時間，千萬不要為了上學而犧牲這個

重要的部分。這段時間中若出現狀況隨時想辦法調整，之後便不

會發生需要馬上適應的過度期，彼此都比較穩定愉快。

養成規律的作息及做事的標準程序，也非常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計

畫和執行能力喔！

＊建議：

1. 透過繪本、假裝上學的扮家家酒，讓孩子了解學校的生活將是怎麼

一回事，像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飯、吃點心、睡午覺、玩遊戲和學習。

2. 要學會自己去上廁所。

3. 上課時間要乖乖坐著，老師說話時要專心聽才不會跟不上大家。

4. 平常讓孩子期待去上學，告訴他們在幼兒園可以認識很多好朋友、

大家會一起玩，還有唱歌、跳舞、畫圖、聽故事等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在等他；之後再安排帶孩子參觀未來的學校環境，甚至試讀，以增加

實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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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好好地玩」奠定未來學習的能力

學齡前孩子主要的任務就是用「遊戲」來學習並促進身心和腦

部發展，「開心地玩」是最核心且關鍵的！幼兒園可提供各種家裡

沒有的刺激並給予許多練習機會的重要場所，預備好之後再上學的

孩子，會學到更好的問題解決能力、人際互動技巧，更好的是藉此

培養出喜歡學習的內心及興趣，增加對世界的好奇和熱情。

爸媽在心態上一定要調適好，並非送孩子上學填滿時間或到處

與人比較，而是要在這七歲前這個所謂的「發展黃金期」內幫助孩

子奠定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因為這將成為他們在未來的適應性、競

爭力與發展潛能的穩固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