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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出生是爸爸媽媽多麼盼望的一天



• 小兒發育的順
序是一樣的

• 但發育快慢便
不同

初生→六歲

從出生到發育
成熟是一個連
續的過程



兒童心智發展

•大肌肉

•語言溝通

•社交 / 自我照顧

•小肌肉



兒童心智發展

• 聽覺

• 視覺

• 理解能力

• 心理情緒

• 道德倫理



• 在不同的發育項目中，小兒發育速度不一
定一致，有的快些，有的慢些

• 每一項的發展，彼此相互影響

• “發育分離”現象，表現在某些領域中發
育明顯不一致



小孩發育的次序

• 小孩發育一般是“從頭到腳”的順序發育
至成熟

• 頭部的運動先發育成熟

• 上肢運動發育比下肢要早，在會走以前手
的功能已發育得很好



小孩發育的發展模式

從簡單至複雜動作

• 從接近身體至遠離身體

• 整體性至獨特反應



新生兒
300克

3月
500克

12月
900克

24月
1000克

腦的成長



大腦皮質層神經元網路

新生兒 3月 15月 24月



心智發育與神經系統成長及成熟有關

• 家族遺傳因素

• 環境因素（胎兒，營養，教導）

• 個體差異

• 智力低下

• 腦癱

• 神經肌肉疾病



嬰兒期 (1-3月)

• 頭部挺直



嬰兒期 (2-3月)

• 眼睛注視移動的物件



嬰兒期 (3月)

• 享受洗澡時間

• 認得媽媽聲音

• 不停發聲



嬰兒期 (3月)

• 被父母抱抱呀

• “開心”的表現



嬰兒期 (3月)

• 如何提升嬰兒發展?

多與嬰兒講說話
與其他人接觸

有聲音
顏色鮮艷的物件



嬰兒期 (6月)

• 獨坐

• 兩手向前支撐

• 喜歡將手上的東西放
入口中



嬰兒期 (6月)

• 參與親子遊戲

• 玩時會笑出聲來

• 不斷模仿聲音

• 明白熟識的單字



嬰兒期 (6月)

如何協助嬰兒發展?

• 注意檢視手上的東西

• 安全及清潔

• 陪伴

• 玩



嬰兒期 (6月)

• 與父母一同看書

• 依戀母親

• 害怕陌生人 / 環境



嬰兒期 (6-9月)

• 可以獨坐

• 爬行

• 仍然喜歡將手上的東
西放進口裏



嬰兒期 (6-9月)

• 好奇

• 檢起細小的物件

• 明白“不”

• 喜愛聽音樂

• 表達“喜歡”“不喜
歡”（進食，睡覺）

• 會拍手



嬰兒期 (9月)

• 如何協助嬰兒的發展? • 好動

• 好奇

• 充足時間與孩子玩耍

• 開始有能力檢起細小
物件

• 小心物件卡著氣喉造
成阻塞



幼兒期 (12個月)

• 開始自己行走



幼兒期 (10-12個月)

• 會尋找”不見了”的玩
具

• 視力與大人相若

• 手指指

• 放下／扔下手上的玩具



幼兒期 (12個月)

• 喜歡與父母一同玩遊戲

• 明白簡單熟識的句子

• 能說一些單字

• 喜歡看電視



心理發展：嬰兒期 0 - 1 歲

• 建立信任感與不信任感的慨念



心理發展：嬰兒期 0 - 1 歲

照顧者(母親)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溫暖』『關懷』『愛』

嬰兒對環境信任。



心理發展：嬰兒期 0 - 1 歲

照顧者(母親)

焦慮

情緒反覆無常

嬰兒緊張，哭鬧，不安

“對環境不信任”



安撫哭鬧兒的方法

• 餵奶

• 抱／拍

• 換片

• 分散嬰兒注意力



小嬰兒哭鬧原因

• 生病

• 尿布疹

• 肚痛

• 太冷／太熱／太光

• 不喜歡

母親的情緒
• 疲倦

• 焦慮

• 煩燥



大嬰兒哭鬧原因

• 饑餓

• 焦慮

• 疼痛

• 挫敗感

• 過度疲倦

• 碰撞



幼兒期 (1 - 2歲)

• 穩步向前行



幼兒期 (1 - 2歲)

• 開始爬樓梯



幼兒期 (1 - 2歲)

• 嘗試用臘筆劃劃



幼兒期 (1 - 2歲)

• 我自己做

• 我自己一個人來，喜
歡家人在旁陪伴



幼兒期 (1 - 2歲)

• 一同玩



• 如何助長嬰兒發展?

幼兒期 (1 - 2歲)

模仿家人



幼兒期 (1 - 2歲)

• 一同砌高高



幼兒期 (1 - 2歲)

• 練習說話

• 咬字不清是

1- 2 歲小孩

正常的情況



幼兒期 (1 - 2歲)

• 認識身體各部份



幼童期 (2 – 3 歲)

• 跑跑跳跳

• 嘗試踢波

• 拋波



幼童期 (2 – 3 歲)

• 自己拿水杯喝水



幼童期 (2 – 3 歲)

• 喜歡與其他小童一同
玩

• 說出“2-3”個字的句
子

• 會用“你”“我”



幼童期 (2 – 3 歲)

• 如何助長幼童發展?

• 跑跳

• 圖書

• 臘筆，紙

• 泥膠

• 不同形狀，大小的積木



2 – 3 歲

•如厠訓練



孩子自己脫衣服

兩歲大的孩子喜歡挑戰自己，愛自己脫衣服。
給他充分時間做此事



幼童期 (2 – 3 歲)

• 幫助你做事是孩子最喜歡的遊戲



心理發展：幼兒期 1 - 3 歲

• 建立‘自主性’

• ‘對羞恥與懷疑’慨念建立



心理發展：幼兒期 1 - 3 歲

• 嬰兒嘗試用自己力量做更多練習新技能

• 自信性

• 任性行為

• 『不』表達自己立場



心理發展：幼兒期 1 - 3 歲

•父母要求配合

•幼兒能力相配合

•自我價值

•父母要求過份嚴厲

•阻止

•強迫

•懷疑自我能力



孩子的氣質／脾性

難服侍
難適應
不開心

隨和
開心

慢熱



心理發展：幼兒期 1 - 3 歲

父母

• 兒童能做

• 不能做

• 不應該做

•平衡『自主性，羞恥，懷疑』

•『限制』



幼童期 (3 - 4 歲)

• 上落樓梯

• 騎三輪腳踏車



幼童期 (3 - 4 歲)

• 堆砌積木



幼童期 (3 - 4 歲)

• 用鉛筆繪畫簡單圖形

• 認出紅，黃，藍，綠



幼童期 (3 - 4 歲)

• 一同唱遊

• 用“句字”與人交
談

• 會問“點解”



幼童期 (3 - 4 歲)

• 一同砌圖



幼童期（3 - 4歲）

練習手部的精細動作



幼童期 (3 - 4 歲)

• 如何協助幼童的發展? • 各種玩具

• 與其他小童一起玩

• 經常一同閱讀

• 學習自理



學前兒童 (4 – 5 歲)

• 好動，活躍

• 跑跳自如



學前兒童 (4 – 5 歲)

• 自己穿衣服鞋襪



學前兒童 (5 - 6 歲)

• 繪畫



學前兒童 (5 - 6 歲)

• 與其小朋友一同玩耍

• 明白他人“需要”

• “對”與“錯”概念



學前兒童 (5 - 6 歲)

• 數數看



小學一年級

• 鉛筆的使用

• 寫自己名字



小學一年級

• 多少的概念



小學一年級

• 繪畫人像



小學一年級

• 使用電腦



心理發展：學齡前期 3 - 6 歲

進取性

vs

罪惡感

概念的建立



心理發展：學齡前期 3 - 6 歲

• 家庭內所有成員鼓勵

• 新事物及遊戲

• 自動自發精神

• 自我感覺社會的了解

• 學習適應別人



心理發展：學齡前期 3 - 6 歲

• 過份責備，處罰

• 退縮，害怕

• 缺乏自信

• 破壞



• 幼童智能發展有沒有問題？

• 怎樣從孩子的大肌肉及語言能力察覺到？



大肌肉發展遲緩的徵狀

４個月，頭不能挺直

９個月，未能坐穏

１２個月，不會獨力站穩

１８個月，未會走路



語言遲緩的徵狀

• 6個月，無‘呀呀’聲

• 9個月，無‘Ba Ba’ ‘Da Da’ 聲

• 18-24個月，無單子

• 4歲，不能用言語表達

• 5歲，咬字不清



如有以上徵狀

• 帶孩子到健康院檢查

• 諮詢兒科醫生

• 找出問題

• 安排治療



孩子的安全不可忽視

• 注意家居週圍環境安全

• 避免發生意外



孩童成長過程中

• 孩童成長過程中，家庭最重要

• 父母言語舉止/價值觀-小孩學習的榜樣

• 若孩子生活在寬容中，他就學會忍耐

• 若孩子生活在鼓勵中，他就學會自信

• 若孩子生活在讚美中，他就學會欣賞

• 若孩子生活在公平中，他就學會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