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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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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反射

尋乳反射

吸吮反射

游水反射

莫洛反射

手掌抓握反射

伸頸反射

走步反射

巴賓斯基反射

評估反射的重要性

● 出生後6個月內

● 隨著大腦皮質的發

展自主控制逐漸增

加超越了反射

● 可以顯示嬰兒神經

系統的健康狀態



五種激起狀態

● 規律或非快速眼動睡眠

● 非規律或快速眼動睡眠

● 想睡

● 安靜警覺

● 清醒活動與哭泣

社會環境的影響
清醒模式的改變是因為腦部的發

展,但也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

清醒狀態
清醒時間較長的嬰兒會得到比較多的社會

刺激及探索機會,因此可能在心理發展方面

取得些許優勢。

觀察睡眠狀態有助辨

認中樞神經系統的異

常狀態



安撫哭泣的嬰兒
● 輕聲說話/播放有節奏感音樂

● 用嬰兒喜歡的奶嘴

● 按摩身體

● 把嬰兒包住

● 把嬰兒舉到肩上搖動/走動

哭泣

● 嬰兒哭泣非生存所需的照顧

與保護

● 常複雜

● 通常是因為生理的需要

● 狀態也會影響他們哭泣傾向

● 確保能得到

哭泣是嬰兒溝通的首選方法,藉

由哭泣讓父母知道他們需要食

物、安慰與刺激。

● 隨著嬰兒年紀漸長,父母會微

妙地回應哭泣的線索

● 尖銳刺耳而且持續的哭泣通

常表示嬰兒很痛



新生兒行為評估

● 新生兒行為評定量表(NBAS)

● 新生兒加護單元網路神經行

為量表 (NNNS)

學習能力

● 出生已經擁有學習能力

● 透過觀察他人展開學習

異常哭泣

● 未滿月的嬰兒相當常見

● 護士定期訪視提供有效安撫

● 調控光線,噪音來控制

和反射及睡眠模式一樣,嬰兒的

哭泣提供了有關中樞神經系統異

常的線索。



古典制約

制約前 制約中 制約後

輕觸額頭（中性刺激）→

沒反應

母乳（非制約刺激）→

吸吮（非制約反應）

輕觸額頭（中性刺激）、

母乳（非制約刺激）

同時出現 →吸吮（非制約反應）

輕觸額頭（制約刺激）→

吸吮（制約反應）



操作制約 四種增強物



習慣化

習慣化
重複刺激使反應強度下

降也代表興趣正在喪失。

復原
新的刺激

→反應重新回到高點。



新生兒模仿



嬰兒動作發展
● 嬰兒發展動作對於社會關係有非常大的影響

● 動作技能、情緒和社會技能、認知和語言一起發展並能夠相互支援

● 剛學步的小孩會比較主動去注意即展開社交活動

動作發展的文化差異
為了避免嬰兒得到嬰兒猝死症，而讓嬰兒仰著睡，造成嬰兒滾動、坐、以及爬等動

作發展延遲



動作技能為動態系統
● 動作技能系統+個別能力動作技能系統

● 每種新的技能是下列因素結合後的產物:

1. 中樞神經系統發展

2. 身體的移動能力

3. 兒童心目中鎖定的目標

4. 環境對該項技能的支持

● 掌握運動技能必須密集的練習

● 動作發展不與神經系統密集關聯，而是軟性聚合的關係

● 動作技能發展的順序取決於使用的身體部位之結構、四周環境及嬰兒努力，並非嚴

格遵行既定的頭尾原則

更有效的方式來探索世界



精細動作發展:碰觸與抓握

碰觸大部分是由本體刺激感受控制

早期經驗和視覺環境會影響觸碰

● 前觸碰(preeaching)

● 尺骨抓握(ulnar grasp)

● 鑷子抓握(pincer grasp)



動作發展順序

粗大動作發展 精細動作發展

動作發展有個別差異和性別差異!



嬰兒知覺發展-聽覺

•新生兒出生的第一天就有聽覺的反應。

•偏好複雜的聲音。

•喜愛母親的聲音及本國語言。

•出生3天時眼睛和頭就能轉向聲音的方向。



嬰兒知覺發展-味覺

•胎兒6、7個月大就有味覺的存在。

•通常有性別差異性。

•羊水的味道會隨著媽媽的飲食而改變。

•副食品4個月開始添加。



嬰兒知覺發展-嗅覺

•出生1週的嬰兒就能分辨母親身體的味道。

•嬰兒4個月偏好鹹味。

•嬰兒具有香味偏好。

•新生兒會避開不喜歡的味道，將臉朝向比較喜歡的味道。 



嬰兒知覺發展-觸覺

•在胎兒7.5週即對觸覺有反應。

•皮膚的感覺包含觸覺、溫覺、痛覺。

•新生兒對觸覺有敏感性。

•對痛覺感受較強烈，因為中央神經系統發育尚未成熟。

•嬰兒常用嘴巴探索新物體。

•探究性品嚐。



•新生兒最不成熟的感官。

•眼球焦距調整能力差，只能看到較模糊的影像。

•出生時大約可看到20英呎內物體。

•新生兒眼睛移動緩慢且不太精準。

•嬰兒4個月大時色彩的區辨力跟成人差不多。

嬰兒知覺發展-視覺



深度知覺

● 爬行與深度知覺

*視覺懸崖

● 深度知覺的出現

*運動-第一個知覺到的視覺線索

*雙眼深度線索-實體映像

*繪畫深度知覺



圖形知覺
● 對比敏感度

● 合併圖形元素

臉孔知覺



物體知覺
● 大小與形狀恆常

● 物體辨識知覺



● 同時間得到來自不只一種形式或感官系統的輸入

● 能夠幫助嬰兒主動建構一個有規則、可預測的世界

● 剛出生的嬰兒能透過跨型態感覺屬性知覺輸入

● 跨型態敏感對於知覺發展相當重要

● 是促進心理發展所有面向的基礎能力

跨型態知覺



● Gibson的分化理論

● 嬰兒主動搜尋環境中不變的特性

● 知覺是由發現到的行動可能性所引導

● 主動的在環境中活動以及探索環境

● 逐漸從知覺發展轉移到認知發展

理解知覺發展



● 嚴重剝奪的家庭或機構中養育的幼兒，身體與心理方面

的發展遠低於平均值

● 早年長期待在孤兒院等機構，

會導致大腦皮質的功能低下

● 嬰兒期是否屬於敏感期

早期剝奪與充實



發展實務

早期學習對孩子是重要的嗎？



● 0~3歲：「敏感期」，3~6歲：創造性時期

● 以感官訓練為基礎

● 重視日常教育訓練

● 環境條件要達到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平衡

● 成人應以耐心、接納與愛來對待兒童

蒙特梭利的教育理論



● 出生~2歲：感覺動作期(Sensory Motor Stage)

● 透過感覺、知覺和動作來認識周圍的世界

● 提供幼兒有聲音能立即反應的玩具

● 可分為六的小階段：

      0~1個月：反射動作                8~12個月：次級基模協調

      1~4個月：初級循環反應      12~18個月：第三級循環反應

      4~8個月：次級循環              18~24個月：透過心理結合與發現新手段

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



● 透過耳朵接受資訊：講故事、說話或唱歌

● 利用抓握反射訓練手部肌肉

● 自製圖卡刺激視覺感官

● 指著家裡的物品並說出名稱來加強認知能力

● 到了能閱讀的年齡開始訓練讓小孩自行閱讀

卡爾威特的教育



● 不要太苛刻、要多鼓勵他

● 不要說一些他不重要或是看不起他的話

● 要給予他適當的反應

● 提供正確的示範與指導

● 多給予嘗試與練習的機會

培養良好的早期教育經驗



● 配合嬰兒的發展程度與重視個別差異

● 不可過早或過度練習

● 要給予幼兒練習和學習的機會

● 成人應以耐心替代熱心

過程中需特別注意



1.新生兒最不成熟的感官是？

2.新生兒反射有哪些？（說3個）

3.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培養嬰兒良好早期經驗？（自由發揮）

Q＆A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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