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貼心寶貝學會照顧別人 

     當孩子漸漸長大，雖然還是會調皮、愛搗蛋，但總會表現出貼心的一面。只要爸媽在

生活裡加上一些引導，提供潛移默化的機會教育，孩子不僅會善體人意，他照顧人的表現，

更會讓你感動極了。 

    放學的時候，老師摸摸小全的頭，向媽咪誇讚說：「今天小全好體貼，會幫忙小班的小

朋友喔。但是，他不小心把自己的衣服弄濕了。」原來，午睡醒來，老師跟小朋友們說：「大

家起床折被被，然後上廁所、洗洗手、喝水、坐在小椅子上，老師準備發下午的點心唷！」

剛滿 5歲的小全，把老師交代的事情，一樣一樣做得好極了。當小全在洗手的時候，看到小

班的玲玲也要洗手，卻轉不動水龍頭，於是，小全馬上伸出手幫忙轉開，只不過小全用力太

猛，水開得太大，結果噴得自己和玲玲一身的水……  

    日本作家中井俊已在《我的孩子真體貼》書中提到：「沒有體貼的心，生命就沒有價值；

體貼，是愛的表現。」學習體貼、照顧、同理，對於大人來說，都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更

何況是處於以自我為中心階段的幼兒。  

    雖然喜歡幫助別人、照顧別人是孩子的天性。但是，在學習照顧別人之前，要先具備照

顧自己、懂得尊重和同理的能力。在 3歲之前，幼兒的思考和行為都是從自己出發，自我意

識非常強烈；然而，3歲之後，孩子動作發展、語言認知發展越來越成熟的時候，他們開始

瞭解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再經由觀察成人之間的互動，學習所謂的人情世故，逐漸產生

各種社會性的行為（如：何時該說請、謝謝、對不起等）。  

孩子社會化受個性和環境影響  

    爸媽先了解影響幼兒社會化行為的因素，再利用機會教育和孩子互動，孩子的貼心表現

就會更具體，不僅能對爸媽體貼（例如：主動關心媽咪開不開心、做家事累不累、幫媽咪搥

搥背），也能用好的行為對待友伴（像前言中的小全一樣主動幫忙年幼的小朋友）。  

個性不同，表達體貼有差別： 

    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孩子漸漸懂事、語言和認知發展臻於成熟，喜歡探索周邊的人事

物，與周遭互動也增加。但因為幼兒本身的個性和天生氣質的不同，對於他人行為的解釋和

自己行為的反應，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個性害羞的孩子，比較不擅長與人互動、想幫

忙卻表達不出來；個性外向的孩子，易於表現自己、容易受歡迎、會給人比較熱心的印象。  

家庭和樂，寶貝友善又貼心： 

    孩子所處的第一個環境就是家庭，父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模仿對象。夫妻

之間、婆媳之間是否能和顏悅色的溝通、相互體諒，都反應在家庭的氛圍裡，即使是剛出生

的嬰兒都可以感受到的。一般而言，在家庭氣氛較為和樂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容易培養友

善、同理、合作、體貼的行為；反之，若孩子長期感受不到溫暖的時候，較容易發展出冷漠

或敵意的負向行為。 

  

 

 



學校互動，向師長同儕看齊： 

    現代雙薪家庭居多，保母、老師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常常超過父母和孩子互動的時間。

若保母或老師注重身教，能用溝通討論代替命令、以自由民主的方式教導，幼兒自然能從中

建立自信、學會尊重與同理。而在學習環境中與同儕互動，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能發展出

關懷、友愛、合作等情操。  

爸媽投入心力，孩子潛移默化  

    讓孩子學會照顧別人、體貼父母，基本上是屬於品格教育中的一環；而影響品格教育的

關鍵是「人」和「時間」。教育是潛移默化的，環境中很多因素是我們可以掌握和調整的；

再給予孩子時間實踐與內化，培養貼心寶貝、絕非難事！以下提供幾點建議給爸爸媽媽當作

參考。  

爸媽相互體貼、彼此欣賞： 

    每對夫妻都有自己獨有的互動模式，不論是爸爸在孩子的面前稱讚媽媽煮的菜好香、媽

媽在孩子面前誇獎先生好棒、平時共同分擔家事等等，讓孩子感受到你們彼此間的疼惜和貼

心。雖然只是幾句稱讚的話、一起做家事、關心的眼神，但是對孩子來說，他會有榮譽和自

豪的感覺，因為他的爸媽能夠相互欣賞！孩子會愈來愈愛家、了解自己的價值、建立自信；

再透過模仿，孩子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身邊的人，進而學習欣賞他人的優點、體貼他人。 

體貼別人，從照顧好自己開始： 

    千萬不要幫孩子做太多事，要給他機會學習自理。例如，以前你會幫孩子扣衣服上所有

的釦子，現在已經可以讓孩子自己動手扣釦子。當孩子可以自己穿脫衣鞋、用餐，媽媽可以

適時地告訴他：「你真的好棒！變成可以照顧自己的小哥哥（姊姊），不用媽媽擔心、你真

是媽咪的貼心寶貝！」孩子會了解，當他學著照顧自己之後，媽媽就不用擔心，這樣的表現

就是貼心。  

主動參與家事，表現最具體： 

    主動幫忙整理環境、愛護環境，是孩子必須學習的功課。「做家事」會讓孩子認知到自

己是家庭裡重要的成員之一，保持環境整潔、能夠收拾玩具、隨手把椅子放好，養成物歸原

位的好習慣，維持家中便利舒適的空間，這正是體貼他人的具體表現。爸媽可以為寶寶準備

小抹布、小掃把、小圍裙、水桶等器具，讓做家事像是遊戲一樣，變得更有趣，孩子會更投

入。 

親子共讀，學習傾聽和同理： 

    爸媽培養與孩子共讀的習慣。為孩子唸故事書，除了認識新的詞彙、欣賞語言之美，還

可以讓孩子學習傾聽。一邊閱讀故事、一邊討論內容，就建立了共同的話題，藉由討論書中

人物的行為，孩子開始了解如何同理他人處境，像是《受傷的天使》（信誼）中，可以學習

如何接納與愛人，這樣生活化的故事，孩子最容易投射自己的情緒。當幼兒開始傾聽他人的

想法、同理他人的處境，才能夠知道對方的需要，進而幫助別人、照顧別人。  

 

爸爸媽媽不要忘了孩子是有能力愛人、照顧人的，在日常生活中，請多多讓孩子有機會表現

他們的體貼，當他幫爸爸媽媽服務，甜言蜜語地抱著爸爸媽媽說「我愛你」時，一定要熱情

地回他一個擁抱，謝謝他為你做的任何小事，他的貼心會因你的鼓舞而更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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