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懼學問題癥結 

孩子不想上學應該視為一種徵兆，是父母深入了解孩子具體心結的好時機。忽視或斥責固然不妥，緊張過

度卻也大可不必！重要的是，能認真正視不尋常的現象，以幫助幼小的孩子重新接受學校生活。 

 

首先，父母要先找出孩子不想上學的原因： 

1.心理層面 

﹝1﹞接受孩子的情緒 

不上學的理由千百種，有些聽來也許雞毛蒜皮，甚至荒謬可笑，殊不知這種種不是，正

都因孩子切身的感受，並不會因為受到大人的忽略而自動消失。一切無非透露出同一事

實：孩子在適應的過程中不順利或受到挫折。尤其孩子稟性不同，那些生性敏感的孩子，

也對人、事、物有特殊的僻性或禁忌，在適應團體生活時，會遠比其他人辛苦，對於上

學事宜所造成親子相處模式的改變，也會有相當的察覺，並因而產生高度焦慮。但幼小

的孩子不善於言詞的表達，而傾向於以實際行動，直接表示出心中的不安。是以，父母

在處理孩子「懼學症候群」時，最好用接納、體諒的態度逐步探究，以便深入了解問題

的癥結。 

﹝2﹞詢問孩子對上學的觀感﹝talk-it-out﹞ 

用輕鬆聊天方式，而不要用質問、凝重或責備的語氣，一次針對一個主題，用具體的問

題，有耐心的從不同角度切入，循序漸進以做較深入的了解。如：「喜歡老師嗎？」「為

什麼喜歡/不喜歡？」「老師罵小朋友的時候，你怕不怕？」… 

﹝3﹞用遊戲的方式，重視有關情境﹝play-it-out﹞ 

由於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發展未臻成熟，要他們說出感想和感覺有

時是有困難的，因此利用一些遊戲或活動，來讓他們「play-it-out」

有關情境中自己的經驗，可能更能呈顯孩子的內在狀態。蠟筆、

畫紙、著色本、玩偶、黏土等都是方便、好用的方法，我們可以

透過孩子所畫出的顏色、大小、內容，或假扮遊戲中的情節與情

緒等等，獲得相當多的資訊。 

2.外在方面 

﹝1﹞與老師溝通 

透過與老師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老師對孩子的觀察和觀感，並和我們的認知比較，有

何異同，從中尋思可能有的狀況。 

﹝2﹞到校參觀 

老師對孩子的了解畢竟還不深，也許有時會誤會孩子的某些反應，而孩子對事情的認知

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常會造成事態的混淆或曲解。例如：有位孩子目睹老師幫忙抱開



 

黏附著媽媽，哭號不肯放手的小朋友，而認為老師是惡魔，不讓小朋友找媽媽，從此不

肯上學。所以父母親自到校悄悄觀察孩子上、下課的情況，與老師同學互動情況、老師

教學及管教方式、園方設施分配及使用情形等，有助於較客觀衡量問題的實際狀況。 

3.反省自身的態度 

孩子上學後，父母常會認為「都上學了，這還不會」，而在不知不覺中對孩子的要求一下

子提高或是從原本全心照顧，轉而較為忽略鬆散。甚至原本專職的媽媽二度就業，上班

的忙碌與疲憊，更容易由原來的慈愛有耐心變為不耐煩而易怒或是正好遭逢變故或較大

壓力，而動輒對孩子發洩等等。這些現象，都可能令孩子疑懼父母是否開始不愛他，而

排拒上學。父母若能用孩子立場，來反省自己的態度，也許能找出部分原因。 

重建孩子的信心 

明瞭問題的癥結之後，除了對孩子解釋事實真相，導正曲解的部分外，更重要的工作，

還是在於重建孩子的信心。在此，只要保有幾個基本原則即可： 

﹝1﹞ 孩子仍保有我們的愛 

﹝2﹞ 我們對孩子的狀況是有所反應的 

﹝3﹞ 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協助其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就以下兩大方面努力： 

1.心理層面 

﹝1﹞愛的保證 

孩子在不順利時，特別需要大人的關注和協助。向孩子保證無論發生什麼事，父母永遠

是愛他的，若有不當的行為或負面經驗，父母會在旁協助他去面對、改正或解決。避免

孩子因害怕做的不好，擔心受責罰，甚至失去父母愛，而處於高度焦慮中。 

﹝2﹞紓解情緒 

情緒的宣洩有淨化作用。用包容、同理的態度，引導孩子將疑慮、害怕、挫折感、孤獨

感等等的情緒發洩出來。也許是直接的哭、叫，或是讓孩子用遊戲的方式，宣洩這些不

舒服的感覺，並將之隔離在自己之外…給孩子一個「合法」管道以抒發自己的感覺，將

有助於淡化其對學校的負面印象或經驗。 

﹝3﹞經驗分享 

分享自己曾有的類似經驗，讓孩子明白遇到困境，並不代表自己是異類、錯在自己、能

力不足或針對自己而來。因為曾經有人與他有相同處境，並且能有具體的方法可以解決

或渡過，這將有助於減低其孤立、無援的焦慮。 

﹝4﹞培養信心 

就某個層面而言，孩子懼學可以說多少都有信心受挫或不足的現象。我們可以在口頭上

和態度多鼓勵孩子，從具體肯定孩子原有的能力開始，逐步延伸到上學適應良好的部分，



 

在鼓勵他面對不適應的部分，引導他自己尋思可能解決的方案並願意去嘗試，以便培養

日後獨立面對、思考、走出困境的能力。此外，藉由遊戲例如：棋盤、紙牌、情境遊戲

等的發展過程，能使孩子再次擁有對自己對環境的掌控感，進而逐步建立信心。 

2.外在層面 

﹝1﹞花些時間在學校 

每天帶孩子上學時，不要急著離開，再多待個十至十五分鐘，一方面讓孩子心情有緩衝

餘地，再則可引導他投入同學的遊戲情境，以轉移其注意力，並舒緩其內心的緊張。如

此，能暗中促使孩子將安全感與教室連結在一起，而達成一種「心錨」的效果，一段時

日，自然形成一種較為正面的「啟動模式」。 

﹝2﹞協助孩子適應團體 

有時候孩子的適應不良，乃導因於沒有機會學習到社交技巧，打不進團體而覺得孤立。

這時家長除了被動聆聽、解惑外，若能主動出擊或當場運用機會教育，教導孩子如何結

交朋友、如何與人分享和合作、如何處理人我分際或挫折等等，甚至主動幫助退縮傾向

的孩子結交朋友﹝如幫孩子向同學說；「小強好想跟你們作做朋友，你們願意嗎？」並設

法令其主動向孩子示好…﹞，尋找其他外向熱心的小朋友，協助自己的孩子。在孩子順

利踏出第一步後，許多問題往往更能迎刃而解。 

﹝3﹞協助適應園方和老師的風格 

每個人都有他特別的風格和習慣，而園方的教學內容和方式，當然更與家庭教育所運用

的資源不同。老師的個性或溫和或嚴厲、管教或鬆散或嚴格、著重認知或遊戲、提倡人

本教育或雙語教學等等，家長最好在家也採用同步措施，適度延續學校的要求和教學內

容，協助孩子改變原來的生活作息和習慣，以減少學校與家中的鴻溝，有助於孩子早日

適應。 

﹝4﹞增進能力 

如果孩子懼學，是因操作或技巧或方法的訓練及啟發不足，那麼積極培養孩子所欠缺的

能力，是相當有效的措施，如：大小肌肉的動作，基本自理能力、專注力…等等，俾使

孩子在學習及活動上，能因能力的加強而得以順利參與活動，孩子很快便會樂意重返校

園。 

 

其實，站在教育的立場，孩子上幼稚園，除了學習團體互動的各種對應模式之外，不啻

也是一種發現家庭教育得失的好時機。可以藉此調整孩子的行為、觀念、習慣、人格養

成，甚至親子互動等等的偏失，實有助於適應往後漫長的學校教育，並使整個社會化的

過程，較為正面健康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