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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寶寶瓜瓜墜地的那一刻起，他開始感受媽媽的體溫、看著五花八門的人與物、聽

到各種談話聲音、在搖籃晃動下沉沉睡去。每個寶寶甫出生就具備了觸覺、視覺、聽覺、

本體覺和前庭覺這五大感覺系統，他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跟身體、感覺、動作脫

不了干係，是一切的基礎也彼此互相影響。 

不同的感覺經驗都會誘發不同的反應。壓觸覺的按摩會讓人安靜、放鬆，感到很舒服。

輕輕搖晃的前庭刺激可以讓寶寶安定，進入夢鄉。而快速的線性或旋轉刺激則會讓人興

奮清醒。本體的感覺讓寶寶察覺自己的身體，建立身體的形象概念。 

一般而言，寶寶都是好奇想去探索，發揮自己的能力，他們將自己身體與周圍環境接觸

所得的訊息，透過五大感覺系統，經由不同的神經系統接收傳導，在腦幹的部分作適當

的組織與整合，了解、學習，或是命令動作系統作出反應。 

主動的探測是寶寶的天性，並且經由結果與回饋修正學習。對寶寶來說，在他們小小世

界的成長過程中，藉由遊戲玩耍獲得足夠的感覺動作刺激，才可以滿足自身的需求。陪

同孩子在不同階段享受多變的遊戲，讓寶寶順利的和環境接觸，並且得到滿足，是爸爸

媽媽們的重要課題。 

 

  零到三歲是寶寶人生里程起始的重大階段，他們藉由環境探索建立搜尋移動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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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玩具的操弄建立自我概念手部的運用、親子活動建立信任感與社交技巧。當然，與

每個階段的孩子互動的方式技巧都有所不同，讓我們先來看看寶寶們各階段的發展特

色。  

  

  零到六個月的寶寶透過觸覺、視覺、聽覺等好奇的探看周圍的環境，在輕搖的活動

中體驗前庭本體感覺，建立自主活動的機制。藉抬頭、視覺搜尋追隨、翻身、稍微移動

身體，對周圍的世界有著高度的興致。 

六個月到一歲的寶寶可以坐的穩、開始爬行四處探險，漸漸的可以扶著物體自己站起

來。手部的運用越來越靈活，看到東西就想抓，還可以將物體由一手移到另外一隻手。

更精細的三指(大拇指、食指、和中指)、兩指(大拇指和食指)抓握的動作在撿小物體的

時候開始出現。 

 

  一歲起，寶寶有了行走的能力。除了能自己走外，這一年裡他還可以扶著樓梯走，

甚至彎腰撿東西仍保持平衡。他的手更加靈活，可以把容器內的東西倒出來、用手轉開

瓶蓋、疊高積木，甚至開始固定比較喜歡用某一隻手。拿筆除了塗鴉開始會模仿畫直線。

認知功能也相對發展，會爬上爬下拿高處的東西，記住家裡面東西擺放的位置。 

 

  兩到三歲的寶寶，可以雙腳原地跳躍、用整個腳掌跑步、還可以開始騎三輪車。在

這個時期，寶寶開始使用工具，小槌子、小鏟子、還有剪刀都開始成了他的玩具。可以

指出熟悉物體的圖片，有顏色(紅、藍、黃、綠)、形狀(圓形、三角形、正方形)、和大

小的概念並開始分類。 

 

  根據寶寶的發展年齡，零到六個月的可以採取的是： 



＊將寶寶抱著或放在嬰兒床搖籃內，輕輕的左右搖晃，媽媽可以哼著歌或是輕柔的跟寶

寶說話，寶寶在前庭本體感覺中可以放鬆舒緩緊張的情緒慢慢安撫下來甚至入睡。 

＊在床邊可懸吊音樂發聲玩具，吸引拉長寶寶視覺的追視。將玩具慢慢的左右上下移

動，可以誘發寶寶轉頭的動作。 

＊將鈴鐺掛在寶寶的手上，輕輕搖晃，吸引寶寶來注意他的手。 

＊用彩色的棒子和小積木吸引寶寶的注意，讓他伸手(或我們帶著)去抓握棒子，啟發初

期的手部動作。若是寶寶出現拿著玩具就往嘴巴塞試試味道的情況，先別急著跟他拔

河，孩子初期的口腔內部感覺比手部敏感，這個動作可以增進手和口腔的發展，只要注

意是否會噎到以及玩具的清潔度，不同觸感粗糙平滑的玩具對寶寶都是新鮮的體驗。 

 

六個月到一歲的寶寶： 

＊利用彩色或有聲玩具，吸引寶寶爬過不同材質、軟硬的墊子，讓他在不同觸感的環境

下，運用調整手腳的力氣爬過障礙。 

＊帶著寶寶的手握住搖鈴左右搖晃，再放手讓他自己來。沙沙的聲音對於寶寶是誘因也

是立即的回饋。之後可以帶著寶寶將搖鈴從一手換到另外一隻手，再搖一搖，了解自己

雙側的協調動作，身體的概念。 

＊讓寶寶同時兩手各抓握一個小球或積木，輕輕的帶著他互相敲擊，將視線放在身體中

間注意兩手的動作。 

＊挑選適合孩子手掌大小的彩色圓形插棒或小積木，邊長直徑約 1.5~2 公分。讓寶寶

坐穩後引導他的手，主動將棒子握住抽出。還可以配合手勢動作，引導寶寶將棒子放在

媽媽手上。 

＊帶著寶寶的手將積木或小東西放到容器內，再讓他自己試試看。寶寶要能手眼協調的

對準目標後才將積木放開。 



  

一歲到兩歲的寶寶： 

＊彈珠、塑膠珠子、和豆子的大小滿適合孩子用小手的前三指抓握，若是他們還無法習

慣有連帶的動作，可以先將後面兩指輕輕的綁住，讓它們不會影響抓握的能力 

＊將小顆的糖果或是豆子放在塑膠瓶罐當中，讓寶寶自己打開。若是寶寶還沒有一手握

一手開的動作，請媽媽先幫忙握住瓶身。蓋子打開後寶寶將豆豆倒出來，用兩指拿豆子

放回瓶子中。 

＊彩色圓形插棒除了拿起來給媽媽或放入固定盒子中，這時候可以帶著孩子將棒子放回

洞中，或是協助他調整位置精確的放入洞中，慢慢再減少協助。 

＊對於剛學走路或仍走不穩的寶寶，推玩具車走可同時協助維持平衡，並且幫助孩子發

展身體的穩定度。玩具車上叮叮噹噹的聲音和玩偶更是為走路添加無比的趣味。剛開始

可以讓寶寶沿著直線推著走，等孩子的平衡能力改善後再加上一些小障礙，讓他們運用

手臂控制的能力改變車子的行進方向，增進姿勢的控制。 

＊讓寶寶坐著滾軟球或拍汽球，除了手眼協調的動作外，還要掌握球滾動的速度、作動

作的時機。汽球下降的速度較慢可以讓寶寶有較多的時間反應。要是球滾到家具後面可

讓他去尋找撿回來。 

＊拿彩色筆畫畫，增進手部的控制能力。這個階段的寶寶握筆的技巧尚未相當成熟，較

粗的筆身才易於穩定。 

＊讓孩子手上捧一堆沙或小豆子，玩流沙遊戲，控制手掌間空隙的大小，讓 

豆子慢慢的流下，若寶寶們動作的控制還不是很好可以先用其他流速較慢的糊狀物品代

替，像是洗髮精或刮鬍膏等 

 

兩歲到三歲的寶寶： 



＊使用三到五種形狀板，讓寶寶觀察將正確的放入位置中。若寶寶還不是很能清楚的辨

認形狀，可以稍微指引或是讓孩子試誤學習的多擺擺看。 

＊彩色插棒按照顏色或形狀依序擺放，建立顏色分類的概念。可以先挑選出兩種顏色的

棒子讓寶寶分別歸類，再慢慢增加混合。 

＊小撲滿可以讓寶寶將錢幣或硬紙片以手指捏的動作，控制姿勢對準投入細縫中。 

＊玩具槌子敲打塑膠樁或釘子的活動不只可以增進寶寶手眼協調的能力，還可以增進抓

握的力氣、動作的控制，以及肩、肘、手的穩定度，讓寶寶慣用手發展成熟。小鏟子舀

沙或豆子的遊戲也可以一起運用。 

＊流沙遊戲要是小朋友手掌空隙的控制已經不錯，可以改成控制手指間開合的動作，讓

沙慢慢的從指縫中流下來。 

＊可以使用常見物品的圖卡，讓寶寶辨識與命名。問寶寶「桌子在哪裡阿？」讓寶寶去

指認圖卡並試著命名。 

   

  以上提到那麼多種玩具，但是在為心肝寶貝挑選時，最重要注意的是產品的安全。

玩具上彩繪的油漆是否容易剝落，有些油漆中可能含有毒素或鉛。檢查玩具的時候，特

別注意容易生鏽的鐵製鐵皮玩具、邊邊鋒利的尖角、玩具表面是否粗糙、洞口孔縫是否

有夾傷手指的可能性。另外組裝的玩具或串項鍊的珠子等可單獨玩弄放入口中的玩具，

更須注意寶寶別將玩具吞進肚內。 

當寶寶口腔內肌肉的控制尚未臻成熟之時，開心、大叫的時候沿著嘴角滴滴答答的口水

就流了滿地，媽媽們先別擔心，玩具的材質只要避開紙製易暈開的素材，或是貼上防水

膠膜就可搞定。 

 

  清潔玩具時可浸泡攝氏 55 度的清水十分鐘，以乾淨的布擦拭或曝曬於陽光下達到



殺菌的效果，若是覺得仍有髒污，可用中性肥皂清洗過後再行浸泡的動作。 

一般清洗的頻率最少一週一次，若是寶寶有將玩具塞入口中的情況，最好是遊戲過後就

將玩具浸泡處理，如此一來寶寶玩的開心，大人們也可以放心。 

 

  不同年齡的寶寶適合不同的遊戲與玩具，就像衣服鞋子一樣，尺寸很容易不和就想

丟棄。但是聰明的爸爸媽媽們，同樣的玩具在不同年紀只要有不同的玩法對於孩子都還

是新的挑戰與學習。以積木來說，從小開始可以練習整手抓握、兩指三指捏起的動作、

堆高、顏色分類、排結構形狀讓孩子模仿等等……。所以，只要挑選品質穩定、安全耐

用的玩具，都可以陪著孩子在不同年紀扮演重要的角色。提醒爸媽，千萬別忘記了，愉

快發自內心的遊戲才是孩子學習整合最好的管道，別讓玩具只淪為教學的工具。 

 

!!健康文章內文主要提供民眾降低對疾病因不了解產生之不安和恐懼，但不可取代實際的醫療行

為，所以身體如有不適請您前往醫院就醫治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