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不玩，事情就大條了！ 

從古代到現代，幾千年來整個華人世界的父母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一直努力奮發，好好學

習；最不希望的，大概就是看到孩子整天「玩」而浪費時間了。 

但兒童發展的研究證據顯示：孩子不玩，事情可就大條了！ 

不管是腦部研究的證據或心理學長期追蹤的研究都發現，幼年時期的生活經驗對人的一生

有很大影響。幼兒時期因為身體快速成長，大腦也在快速的發育，孩子的身體、認知、語

言、社會情緒，都在這段時間內有質和量上很大的變化，而促動這些變化有個很重要的推

手，就是「玩」！ 

每個成長中的幼兒都會以幾近本能的方式，不斷的尋求各種探索玩耍的機會，藉著大量的

「玩」，幼兒學到如何運用身體大小肌肉、手眼協調、促動感覺統合；幼兒也在「玩」的過

程中，透過反覆嘗試與操弄，獲得認知的成長；幼兒更在「玩」的經驗中，不斷經歷語言

與人際的互動，學會如何溝通、抒發情感以及解決衝突。童年時期培養出來的「玩性」，不

僅是長大後創新及發明的原動力，也是人格彈性和

復原力的來源。 

用對的角度看待幼兒遊戲 

令人擔心的是，現在的孩子似乎玩得愈來愈少、玩

的品質也愈來愈差，而主要的原因竟是父母太重視

孩子的教育，剝奪了孩子玩耍的機會。或者，有些

父母就算聽聞了遊戲的重要性，想讓孩子玩，卻不知道要讓孩子玩什麼？怎麼玩？ 

在幼兒遊戲的研究領域中，我們通常會從兩個主要的向度來看孩子的遊戲行為： 

1. 遊戲中的認知層次。孩子剛開始的遊戲，通常就是拿個東西不斷的用相同的方式操弄，

例如把積木疊一疊然後推倒，聽到積木倒塌的聲音後呵呵笑，然後又再疊再推倒、再疊

再推倒……可能一整個上午都在重複相同的事而樂此不疲。父母這時不要抓狂或就把孩

子帶去看美語教學影片，因為孩子正在玩「功能遊戲」，功能遊戲除了幫助孩子使用身

體技巧外，也在了解物體的性質。 

願意再等一等、忍一忍，讓孩子玩個夠的父母，就有機會開始看到孩子出現新的招式，

玩法開始變換。然後，父母會看到「建構遊戲」和「符號或假扮遊戲」的成分開始出現

了，孩子開始搭建城堡、基地或商店，演起爸爸媽媽或宇宙大戰的遊戲。這時遊戲的認

知層次攀升，對物體結構、原理的嘗試，符號表徵能力的複雜化和更多語言溝通大量融

入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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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戲中的人際互動。一開始孩子大概就是旁觀，此時父母不要急，不要一下子就催促孩

子：「怎麼不一起玩？」或是就開始教孩子去問別的小孩：「我可以跟你玩嗎？」旁觀是

重要的過程，表示孩子開始對遊戲有興趣並試著觀察別人的玩法，因此要允許孩子旁

觀，時間也要給得足，等他看夠了想加入了，才表示孩子在心理上準備好了。 

開始進入遊戲行為後，可能會有孩子自己玩自己的，或幾個孩子坐在一起各玩各的現象。

但只要遊戲的時間和材料是足夠的，一段時間後，孩子自然會開始交談、關心起別人在玩

什麼，並開始出現交換玩具或模仿等互動；等到玩得再成熟一點，有共同目標的合作遊戲

才會出現。此時，更複雜的遊戲行為，包括角色分配、協調溝通、比賽規則討論等就會出

現。 

給好的遊戲資源也給時間 

那麼，父母要如何支持孩子的遊戲呢？首先，盡可能提供遊戲資源，很多父母認為搭積

木、拼拼圖等建構遊戲好像跟學習比較有關，就比較支持；假扮遊戲好像就是玩一玩扮家

家酒，無足輕重。但事實上，每種遊戲都有發展上的功能，父母應該儘量提供合適的玩具

或材料，讓孩子嘗試各種玩法，不要偏重某類遊戲。 

給予足夠的時間也很重要，不管是在操弄中獲得認知成長，或是在人際互動上要熟練，都

需要時間的醞釀。當孩子自由玩耍的時間和機會太少時，很可能一些高層次的能力根本沒

有機會發展出來。最近台灣針對幼兒遊戲的研究已發現，有愈來愈多的孩子甚至到了五、

六歲，即使給他機會，他也玩不出合作遊戲來，顯示孩子玩遊戲的時間真的太少太少了，

很多能力都被剝奪掉了。 

此外，父母要練習在孩子玩的時候忍一忍，不要因為孩子好像不太會玩或沒有和人互動，

就很心急的想介入，讓孩子多嘗試一下、多失敗幾次沒有關係，等到孩子主動求助再幫忙

都來得及。認知的處理要在孩子的腦袋中完成，父母太早出手，孩子就沒有機會在操弄中

自己獲得領悟。 

「玩」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太重要了，父母請放下及早學習的迷思，讓孩

子多玩玩吧！ 

文章來源：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143&page=1 親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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