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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頻電台請對準！---- 敏銳的父母會辨識訊號 

 
(故事) 

3 個月大的小圓開始會笑了！這個還不怎麼會認人的小傢伙看起來還滿"博愛"的，真

的是"通人好"。那日姑姑阿姨一起來，小圓睡得飽又吃得好，媽媽心裡可高興，大家來的

真是時候，看來應是個完美派對！ 

嘰嘰咕咕，笑笑鬧鬧，小圓在大家手中，傳來遞去了好一會兒。然後她開始哼哼哈哈，

還別開臉，開始不怎麼理睬大家了。媽媽接手時，還以為孩子開始認人了，試圖安撫未果。

其他"老手"正想表現，繼續逗弄了一會兒。哪知小圓不給面子，竟然嚎啕大哭，無法停

止……。 

9 個月大的強強作在餐椅上抓著碗裡的小餅乾向地上丟，還抬起頭來看著爸爸，並奉

送一個大笑容。爸爸很輕鬆地走過去：[你吃得差不多了嗎？想丟東西玩嗎？餅乾不是用

來丟的。來！我們下來丟球！]阿嬤正巧從樓上下來，看到地上的餅乾，大驚失色：[啊呦！

奈啊捏！黑白丟，丟的到處都是！]強強睜大眼睛看著兩人，有些困惑……。 

3 歲的清松在客廳高興的玩著小汽車，媽媽看著書報，一派清閒！突然間媽媽跳起來！

[寶寶乖，我們要去接姊姊了！要下課了！] 

 

清松愣了一下，隨即抗議：[還要玩！] 

媽媽急著給他穿鞋。清松：[不穿！不穿！不要！] 

媽媽 於是使出最後一招，抱起四肢劇烈舞動的孩子，直接走出大門……。 

仔細想想，在大人做出反應以前，孩子給了什麼訊號？我們注意到了嗎？ 

 

小圓發出的訊號是"過度刺激"！意思是"不跟你們玩了"。他已經別開臉了，也小聲抗

議，只是大家過於興奮，更加逗弄，終至弄巧成拙！ 

強強的訊號爸爸猜對了！吃夠了，現在要玩！爸爸誘導他玩可以玩的東西，可是阿嬤

以"結果論"來看，完全沒有留意強強的訊號。 

清松的媽媽如果可以提早觀察到孩子的情緒反應，是一種完全沉醉在遊戲裡的快樂，

提早準備"冷卻"，就不會不可收拾。 

孩子的哭鬧背後其實是許多沒有被了解的因素。 

 

(研究報告怎麼說？) 

寶寶即使還不會說話，但是他們已經會用許多方式來表達，只是我們看不懂。看不懂

的原因不是因為困難，而是我們太急了，沒有好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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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示，做母親的比往往比父親們早好幾個月就能分辨寶寶的情緒，這並不令人意

外吧！因為母親一般比父親用更多時間在觀察照顧孩子，因此我們可以說，母親經常是比

較敏銳的。因為母親投入的時間較多。換句話說，"認真"會幫助父母了解嬰幼兒情緒。 

美國凡得比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有一個早期社會情緒教育學習中心提出幾個

建議來幫助家長辨識孩子的情緒。 

 

0到 1歲： 

聲音 哭聲為主。飢餓、尿片濕、肚子痛、睡不著…等等，音高，強度均不同。應

可仔細辨識。 

語言 近一歲時，會有些特定地"類語言"出來。 

表情 挫折、厭煩、感興趣、好奇、愉悅、快樂、悲傷、生氣等表情都有了！仔細

分辨不難！ 

眼神 看哪裡呢？定睛可能好奇，轉頭別開眼神接觸也許是過度刺激，需要休息。 

姿勢 會靠近你或玩具。丟棄玩具。要人抱，拒絕別人靠近……。 

1到 2歲： 

聲音 哭聲、笑聲意義更清楚。 

語言 語言發展神速，也許音不準但聽得懂許多單詞。 

表情 比 0-1歲豐富許多，複雜情緒如忌妒，尷尬也有了。會參照大人的表情做反

應。 

眼神 更多眼神的接觸表示他感興趣，或專注學習。 

姿勢 走、跑、用手指指出來、牽手、搬動物品…。 

 

觀察這些訊號要先有知識，還要有耐心。如此一來，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成為敏銳的

父母。 嬰兒會說話前就已經在"說"了，他們其實會表達。 如果我們好好觀察嬰兒，會比

較清楚他們說甚麼？需要甚麼？想要甚麼？敏銳的父母就是信號觀察員！ 

 

所謂敏銳的父母是指能辨識孩子情緒訊號的父母，其特性大約可說是： 

1、注意寶寶的訊號(交談) 。 

2、不會讓寶寶等太久(關心) 。 

3、做出適當的回應(介入) 。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好像成人間的對話？我們與朋友對談時，也是要開口聊聊，從對方

的一舉一動中猜猜他的心情，想法等等；如果發現對方有想法，企圖，情緒或意見，我們

是不是也會表示關心，最後再看看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介入幫忙的？ 

更具體一點的，就以上述小圓的表現來說好了。當她開始哼哼唧唧，頭兒轉開，拒絕

眼神接觸時，媽媽如果留意到訊號，開始交談：[喔！小圓想休息一下是不是呢？]並且抱

起來關心，確定小圓的訊號，然後介入----向大家說明，並將小圓抱離現場。這才是敏銳

的父母！因為留意到"過度刺激"的訊號而避免了之後的大哭大鬧。 

強強的爸爸就做得很好，他的作法裡已含交談，關心，介入。而清松的媽媽下次可以

因為注意到孩子的投入興奮，而提早說：[寶寶玩得好高興喔！再玩 5 分鐘，我們休息一

下，接姊姊回來跟你一起玩！]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戲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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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候都會注意到寶寶生理需求的訊號，例如：飢餓、冷暖、生病、

尿片濕、大便等等。可是比較容易忽視情緒層面的訊號：太刺激了、厭煩了、太投入、很

興奮、傷心、生氣等等。這也許跟大人過於本位思考，並不怎麼把小人兒看在眼裡所致！

其實他們很需要成人們的耐心，來交談，關心，再介入！ 

父母要經常提醒自己，多多留意寶寶的情緒訊號，即使是哭聲，也有許多不同涵義，

不要因為不知道，只要一聽到哭聲，就"要五毛給一塊"---只會反射性地衝過去，急急如律

令地餵奶，把自己當成人肉奶嘴！不急，慢個幾秒鐘，對著寶寶說說話，輕輕撫摸他，試

著分辨他的情緒訊號，只是想聽聽媽媽的聲音？想要爸爸撫摸？其他需求（太吵？太冷？

尿片濕了？）？想要被抱？還是想要休息？ 

當嬰兒有動靜時，無論是哭泣或呻吟時，晚個幾秒鐘介入（不要像個彈簧一樣反射）

以便：觀察、了解、回應。對不會說話的小嬰兒，我們的回應更重要！不回應造成不信任，

失去興趣，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 而錯誤回應加深挫折感，升高負向情緒反應。 因此

好好練習辨識很重要！而且親子相處的時間那麼長，只要心存此念，一定能很快抓到寶寶

的電台頻率！ 

 

(衍伸來應用！) 

1、從出生一開始就要認真辨識，從聲音，語言，表情，眼神，姿勢來觀察。 

2、晚個幾秒鐘再介入；切勿像彈簧一樣立即反射處理！ 

3、每一個寶寶的情緒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父母花時間就能找到頻率！ 

4、你的敏銳的回應會鼓勵寶寶更願意你溝通。 

5、猜不到！再猜！多想想，再歸納。 

 

(叮嚀) 

發現了嗎？ 

敏銳的父母多花幾秒鐘觀察孩子的訊號再介入，粗心的父母自以為是，僅憑直覺在做

事！其實敏銳的父母只需一顆想了解孩子的心與多點耐心而已！ 

-------------------------------------------------------------------------------------------------------------------------------

文章作者介紹：廖璽璸醫師 

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在從事

小兒科醫師工作20年後，赴美國西雅圖取

得諮商心理學碩士，並於西雅圖擔任亞洲

諮商輔導轉介中心義工迄今，長期參與當

地社區飲食障礙支持團體工作。 

 

在10年近身觀察飲食障礙患者後，深

深覺得將此症的正確知識介紹給台灣民眾

是十分急迫的事。因為在無遠弗屆的網路

力量下，台灣社會已無可避免地全盤接受

西方「瘦即是美」的觀念，精神科醫師雖

已發現飲食障礙症的發生率正不斷急速攀

升，而我們民眾對飲食障礙症的瞭解及社

會對病患的協助卻遙遙不及。 

 

故，成立社團法人杏璞身心健康關

懷協會，擬由心理衛生教育著手，藉由

情緒教育推廣、正確身體意象宣導及飲食

障礙講座，幫助民眾建立正確觀念。 

 

插圖繪者介紹：程廣莉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 

嗜好：繪畫（油畫、國畫、絹畫）、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