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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不同，教養互動有差異 

作者：柯華葳 教授 

小孩有個性，而且每個小孩都不同，有的頑固、有的挫折忍受力

強。有些父母發現老大神經大條、老二則常常擔心「天會掉下來」，

而這些個性特質從小就顯現出來，長大後似乎不會有太多改變。 

父母當然也各自有個性。因此，想像一下，一個神經大條的母親，

碰到一個天天擔心有事會發生的小孩，會怎麼樣呢？由於親子的個性

不一而造成謀合與適應不易，常使父母懷疑自己養育孩子的能力。 

關於「個性」，心理學有個描述心理特質的名稱「氣質」，它指

的是一個人生下來對內／外刺激反應的程度。我們常以「性情中人」、

「性情急躁或溫柔」來形容一個人的反應。其實，氣質就是類似「性

情」，它的發展相當穩定，雖然會隨著年齡及社會化而有些改變，但

溫和的小孩到老還是比較溫和。 

從生活事件學習觀察氣質 

研究者將氣質分成九個向度，以下用生活事例作說明。  

類別 定義 表現事例 

規律性 生活作息規律的程度。 起床時間、吃什麼、上廁所的規律。 

害羞程度 
第一次面對陌生的人、事、物

的態度。 

害羞的孩子在陌生場合或是遇見陌生

人會常常躲在媽媽後面。 

適應性 
接受融入陌生人、事、物的程

度。 

適應性較弱的孩子，只要換保母、換

食物、或生活作息一改變，就適應不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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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本質 

快樂、友善等正向情感，與不

快樂、不友善等負向情感的比

例。 

有些孩子經常笑嘻嘻，有些沒什麼情

緒反應，而有的是常常有不滿意的表

情。 

堅持度 對事物投入的程度。 玩一下就不想玩、書翻一下就放下。 

敏感度 對刺激察覺度的強弱。 

換了不同口味的食物馬上知道、對環

境中的氣味很敏銳、很快感覺到媽媽

的表情或心情的改變。 

反應強度 對刺激回應的強弱。 
對不喜歡的東西，如不喜歡的食物、

衣物或味道會強烈拒絕。 

活動量 指活動量的高低。 

高活動量的孩子隨時動來動去；穿衣

服或吃飯時（不是不喜歡吃），無法

安靜一刻；洗澡時，總把水噴濕全浴

室。 

【註】其中一項「專注」未放在表上，是基於幼童專注力短，且堅持度可包含專

注力，因此爸媽觀察「堅持度」即可。 

互相觀察，彼此容忍與接納 

以上觀察表中的描述，爸媽不但可以用來觀察兒女，也可以看看

自己和另一半各屬於那種氣質。例如，爸爸洗過澡，浴室一定全濕（高

活動量）；媽媽則是一聞到不尋常味道就頭暈（高敏感度）；兒子是

什麼都可以吃，聞不出食物味道對不對（低敏感度）；妹妹一看到浴

室濕答答的，就不願意踏入一步（反應強度高）。全家透過觀察與討

論，可以一起學習了解自己和他人，認識與接納彼此的不同。 

基本上，這些特質沒有好與壞，只有當特質走向極端時，才會對

生活或是人際往來造成不便，例如：對陌生人太缺乏戒心會有安全的

顧慮，而太拒人千里之外則會影響人際關係。再以「規律」為例，生

活很規律看似優點，但規律到沒有彈性，就不容易應變了。 

依照孩子的特性提供學習刺激 

如果孩子小於 3歲，爸媽要依孩子的特性來設計生活環境、提供

適當的學習刺激，例如：規律性低的孩子，家裡的作息需要更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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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適應性低的孩子，要帶他多看新事物，依著孩子的反應一步

步接觸，但不必急著要他親自嘗試操作；反應強的孩子，必須以漸進

式的原則引導，不要給予太強烈的聲音、飲食和語言等刺激。 

當孩子日漸長大上學後，雖然他的特質不會完全改變，但在社會

化的過程中，孩子會學到如何調整自己，與團體友伴一起生活。 

運用生活小遊戲，增進家人間的瞭解 

生活中藉著一些小活動，可以增進家人相互瞭解，讓彼此相處起

來更輕鬆愉悅。 

爸媽可以先請家人依據每個人的特徵找出「誰是家中○○○」，

也許每個人擁有不只一種特徵，例如：最準時起床與睡覺的人（規律

性）、能接受任何新食物的人（適應性）、最誇張的人（反應強度）、

最堅持到底不放棄的人（堅持度）、最害羞的人（害羞程度）、感官

最靈敏的人（敏感度）、活動量大的人（活動量）、隨時隨地都很快

樂的人（情緒本質）。 

當大家都指認完後，說一說理由，分享一下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

事。年紀小的孩子可用扮演的方式，或是由爸媽幫忙引導說出來。說

完之後可以嘗試配對，看看誰和誰是最佳拍檔。 

★作者：柯華葳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本文章轉載自信誼基金會_好好育兒網： 

  https://parents.hsin-yi.org.tw/Library/Article/1086 

感謝您的閱讀！祝福您闔家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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