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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社會情緒、認知能力以及生理方

面的發展基礎，在六歲左右大致底定 (Hyson, 

1994)。幼兒在這段期間的社會情緒發展極為

重要，具有良好社會情緒能力的幼兒將與 

他人相處融洽、能夠聽從指令與集中注

意力，以及促進認知發展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2005)。研究顯

示，在 2005 年至 2006 年之間美國 4 到 17 歲

兒童中，有 830 萬人(大約 14.5%)其父母向醫

療單位或學校反應他們的孩子有情緒或行為

困 難  (Simpson, Cohen, Pastor & Reuben, 

2008)。兒童的社會情緒發展若不順利，往往

導致其心理或行為的異常偏差(鄭雅方譯，

2004)。因此身為幼兒的教師要幫助幼兒進行

社會情緒學習，增進其社會情緒能力及社會

情緒素養，以促使幼兒的身心能健全發展。

本文將探討社會情緒對幼兒的重要性、幼兒

社會情緒發展所依循的趨勢及特定的變化、

影響幼兒社會情緒發展的原因、以及如何幫

助幼兒奠定良好的社會情緒發展基礎。 

 

情緒的經驗與狀態是由嬰兒時期就開始

發展，而幼兒期正是情緒發展的主要時期，

它主宰著幼兒的心理活動，更影響著幼兒的

學習活動、注意力、記憶力以及社會活動

等，甚至影響幼兒未來個性的形成與人際關

係，因此情緒的發展對幼兒而言具有重要的

意義(盧素碧，1993)。研究顯示，社會情緒

學習對於從幼稚園幼兒到八年級的學生有下

列的正面影響：改進學生的社會情緒技能、

改善自己與他人的態度、增進與學校的關

係、提升正向社會行為及學業成就表現，以

及 同 時 降 低 學 生 的 行 為 問 題 和 情 緒 苦 惱 

(Payton, Weissberg, Durlak, Dymnicki, Taylor, 

Schellinger & Pachan, 2008)。而社會情緒學

習方案可以促使內省能力、減少暴力、建立

關懷有回應的學校與社區、以及提升學業的

學習 (Cohen, 1999b)。 

綜合上述，社會情緒學習將提升兒童情

緒智力，增進兒童在情緒察覺、情緒表達、

情緒理解及人際關係上的能力。除此之外，

社會情緒能力的培養，對兒童的學習及解決

問題能力都有助益。 

 

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有其特定變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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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從五個範疇來看幼兒社會情緒發展所依循

的趨勢及特定的變化： 

一、情緒的表達 

嬰兒期及幼兒期的孩子，其情緒表達是

日益複雜的，並且每個孩子之間存有個別差

異。在情緒表達的強度、頻率或是持續度

上，每個孩子是不太一樣的；另外在正向與

負向情緒之間的抗衡，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

一面；而情緒表達是單純的或是複雜的，也

有所不同 (Hyson, 1994)。而在情緒表達的方

式上，隨著孩子年齡的增長，他們所擁有的

情緒資源也日益豐富，這些資源包含：孩子

的臉部表情、姿勢、身體語言、帶有情緒意

味的聲調和語彙，以及運用遊戲和創造性材

料來表達情緒(莊素芬譯，1999)。 

二、情緒的控制 

隨著年齡的增長，幼兒對情緒過程的自

我調節越來越強，這種發展趨勢表現在三個

方面(陳幗眉，1995)： 

(一)情緒的衝動性逐漸減少 

幼兒對自己情緒的控制，起初是被動

的，到了幼兒晚期，對情緒的自我調節能力

才逐漸發展。 

(二)情緒的穩定性逐漸提高 

嬰幼兒的情緒是非常不穩定的，隨著年

齡的增長，情緒和情感的自我調節逐步加

強，不穩定性、情境性和受感染性逐漸減

少，幼兒的情緒逐漸趨向穩定。。 

(三)情緒和情感從外露到內隱 

嬰兒期和幼兒期的兒童，他們的情緒完

全表露於外，隨著語言和幼兒心理活動隨意

性的發展，幼兒逐漸能夠調節自己的情緒和

情感及外在表現。 

三、情緒的理解 

情緒理解，是指能辨識和解釋自己與他

人的感覺，而情緒理解是同理心的基礎。學

步期的幼兒就能夠辨識基本的情緒；而從學

步期到學前期的幼兒也可以瞭解到，為什麼

人們已經可以感覺到他們要做的，也知道他

們的感覺是如何的不同於其他人，並也會根

據當時的情境與期望，知道哪些話該講，哪

些話不該講，以及如何來表達情緒 (Hyson, 

1994)。 

四、回應他人的情緒 

嬰兒可以察覺到他人的情緒。出生不過

幾個月大的嬰兒，便會跟隨大人的臉部神

情，表現出明顯易見的情緒變化。而年紀稍

長的嬰兒、初學走路的小孩、以及學前兒

童，會格外注意別人的情緒反應。尤其是處

於陌生或威脅的環境下，情況更是如此(莊素

芬譯，1999)。而不同年齡的幼兒，對相同狀

況的情緒反應可能十分不同  (魏惠真譯，

2006)。 

五、情緒的依附 

依附，指的是在生命的第一年以及之後

所衍生出的一種嬰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具情

緒本質之特殊關係，正常的嬰兒普遍於第一

年結束時建立與特定的照顧者間的依附關

係。依附關係是孩子情緒調節的基礎，及孩

子自我調整的先驅。從許多角度可以預期嬰

兒與主要照顧者依附的品質，與後續情緒發

展有關連。安全依附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顯

現出擁有高度自信與自我價值感(黃世琤譯，

2004)。而沒有安全依附關係，遭受社會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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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虐待的嬰兒，常是退縮、冷漠的，以後

可能會有智力缺陷、行為問題及反應性依附

異常等現象(王雪貞、林翠湄、連廷嘉、黃俊

豪譯，1999)。 

由上可知，幼兒社會情緒發展之趨勢隨

著年齡增長而更豐富化、複雜化、社會化以

及自我調節化。幼兒的教師應充分瞭解幼兒

情緒發展歷程，以促進幼兒社會情緒的學

習。 

 

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受到許多因素影

響，較明顯的有家庭環境、幼兒本身的氣質

差異及與同儕相處情形等，分別說明如下： 

一、家庭 

Goleman (1995)表示，家庭生活是我們

情緒學習的第一所學校。因此，父母的教養

模式、輔導方式以及父母對子女情緒的回

應，都對子女的情緒有深刻的影響 (Denham, 

1998)。研究顯示，幼兒的父母在情感上有較

正向的表現者，其子女與同儕相處也較具有

正向的情緒；反之，幼兒的父母如果在情感

上有較負面表現者，則子女在學齡前會顯現

出缺乏社會力  (Denham, Mitchell-Copeland, 

Strandberg, Auerbach & Blair, 1997 )。除了幼

兒父母外，Denham (1998) 表示幼兒的照顧

者也會影響幼兒情緒發展，其影響的層面包

括幼兒模仿照顧者的表達方式、照顧者教導

幼兒情感表達的方法、以及照顧者對幼兒情

緒的回應，當幼兒表現出正向情緒時，照顧

者給予幼兒較多的讚美、鼓勵，則容易增強

幼兒表達正面情緒；若照顧者對幼兒的負面

情緒表達不喜歡的態度時，將減少幼兒以負

面情緒表達其感受。而 Tronick (1989)也指

出，早期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溝通中，幼兒

於調節情緒所得到的經驗，可能影響未來孩

子的情緒和人格的發展。 

二、氣質差異 

氣質是指個體生而具有的獨特行為模

式。1956 年 Thomas 和 Chess 觀察嬰兒對於

內外刺激的反應方式之後，辨認出九項氣質

特徵：活動量、規律性、注意力分散度、趨

避性、堅持性、反應閾、適應性、反應強

度、情緒 (蘇建文等，2001)。Goldsmith 和

Campos (1990) 表示幼兒的氣質與其情緒表

達方式及情緒反應，有密切的關係。研究發

現每個幼兒在表達情緒上、情緒調適的方法

有個別差異性，並且幼兒的氣質與情緒表達

形式似乎沒有因時間而改變 (Izard, Hembree 

& Huebner, 1987)。 

三、同儕 

隨著年齡的增長，兒童與同儕相處的時

間增多。當幼兒和同儕相處時，他們比較容

易表現出各種情緒反應，包含正向與負向的

情緒，這個可以顯示出同儕關係對於幼兒的

情 緒 理 解 發 展 有 很 重 要 的 影 響  (Hartup, 

Laursen, Stewart, & Eastenson, 1998)。而幼兒

與同儕的關係，對其社會化的發展有重要的

影響，研究顯示幼兒與同儕間的友誼，促進

其正向社會行為 (Sebanc, 2003)。孩童與同

儕的關係，可明顯提升其團體歸屬感、社會

價值感、自尊心與對學校的向心力(鄭雅方

譯，2004)。 

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過程，受到許多內

在及外在的影響，內在的因素主要為幼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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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與生俱來的氣質；而外在的因素包含家庭

環境的影響、幼兒與照顧者之間的互動關

係、幼兒與同儕之間互動的歷程、以及其他

相關因素。因此，幼教教師應該細心觀察幼

兒社會情緒發展的情形，注意影響幼兒社會

情緒發展的因素，主動引導幼兒朝正向積極

面發展。 

 

Hyson(莊素芬譯，1999)表示社會情緒學

習 早 在 幼 兒 教 育 階 段 即 可 實 施 。 Goleman 

(1995) 亦指出社會情緒教育應該納入學校課

程，並且學前幼兒期是奠定根基的關鍵期。

因此，幼兒的教師宜透過下列方式，積極協

助幼兒奠定良好的社會情緒發展基礎。 

一、建立安全溫馨與互動良好的學校

環境 

除了家庭之外，兒童所接觸的正式機構

中，學校是最能影響兒童的發展(王雪貞等

譯，1999)。Cohen (1999a) 表示學校教師建

立關懷、有回應且支持的環境，對於學童的

社會情緒能力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研究顯示

學前教育階段，教室的社會情緒氣氛以及教

師與幼兒良好的關係，對於幼兒的社會能力

有幫助 (Howes, 2000)。因此，幼教教師應創

造關懷、溫馨且正向互動的學校環境，以幫

助幼兒提高社會情緒成效。 

二、教師以身作則，做為幼兒的情緒

楷模 

幼兒的模仿力及認同能力皆強，幼兒在

學前教育階段與幼教教師相處時間甚長，因

此幼教教師要留意自己的言行舉止，做為幼

兒的社會情緒楷模。教師若能以身作則，表

現合宜行為，採取適當的策略處理人際與情

緒方面的問題，學童身處這樣的環境，自然

較容易培養出社會情緒能力且善加利用(鄭雅

方譯，2004)。 

三、發展社會情緒教育方案 

幼教教師根據幼兒社會情緒發展趨勢，

結合幼兒家庭及社區資源，發展社會情緒教

育方案。Cohen (1999a) 認為有效的社會情緒

教育方案，其主要五個核心原則為： 

1.建立安全、關懷、有回應的教室 

2.促使內省能力 

3.鼓勵學生成為問題解決者 

4.幫助學生互相合作、提升人際關係及自我

動機 

5.學校、家庭與社區長期合作計畫 

幼教教師可以依照上述五個核心原則，

並根據幼兒社會情緒發展狀況，與家庭、社

區共同攜手合作，發展富有社會情緒意涵的

有效方案，例如：營造關懷和諧的群體氣氛

以增進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運用繪本教學

以促進幼兒社會情緒的學習、利用班級活動

教導幼兒學習各種社會技能、教導幼兒運用

情緒詞彙表達情緒、使用適當的方式來解決

問題等，藉由多元的社會情緒教育方案的實

施，俾使所有幼兒接受完善的社會情緒教

育。 

 

社會情緒能力對一個人的影響層面，除

了學習成就外，還包含人際互動與社會關

係，亦即，社會情緒能力發展攸關一個人的

學業成就、生活適應及身心發展。幼兒的教

師是影響幼兒社會情緒發展的關鍵者，因此



特教通訊 民 98 年 7 月  29

教師應以身作則，做為幼兒社會情緒的典

範。除此之外，幼教教師結合人力整合資

源，依據幼兒社會情緒發展趨勢，發展與落

實有效的社會情緒教育方案，引導幼兒在情

緒察覺、情緒表達、情緒調適及情緒處理等

方面穩健發展，以奠定幼兒社會情緒的良好

基礎。幼兒從出生至學齡前階段的社會情緒

發展，是未來成為具社會情緒素養公民的基

石，因此照護幼兒發展最前線的教師，除了

關心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外，更要與幼兒一

起成長，讓學校成為幼兒社會情緒發展最安

全的堡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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