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冉冉

第--節社會情意教學的重要性

 本章所要討論的內容，是有關特殊幼兒在社會行為及情意方面的發展特徵以

 及他們在這方面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問題和輔導策略。

 我們都知道幼兒是一個整體，他並非是由一些分割面不相關的元素組合而成

 的，所以不論是生理、動作、語言、認知、情緒和社會行為等各方面的發展，都

 是彼此相互關聯，交互影響，有看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雖然不是所有殘障幼

 兒都有心理方面的問題，但是，大部份殘障幼兒，由於某一方的學習障得，會形

 成一些心理方面的偏差，例如聽障的幼兒，由於語言學習的困難，缺乏表達的能

 力，往往情緒比較暴躁，此外，也有許多智能不足的幼兒，由於認知學習方面的

 遲緩，容易產生一些不良適應的社會行為，而一些情緒困擾的幼兒，無論在認知

 學習和社會行為方面，也都會有不良適應的現象，至於資賦優異的幼兒，如果在

 不當的增強作用之下，也很容易形成人格的偏差與情緒的焦慮，而影響其社會行

 為的正常發展。

 以往許多學前教育的課程內容，都強調幼兒認知領域的發展，認為這是整個

 教育的重心，而把大量的精力、時間和經費都投注在如何增進幼兒的認知能力方

 面，對於幼兒的社會情意教學未能予以重視，致在教育過程中成為被忽視的一環

 ，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偏差。因為個體社會情意領域的發展，雖然與認知領域相

 關，但並不相同，它主要包括社會技能、情緒狀態和值價觀與態度的發展，因此

 社會情意的教學偏重於對個體態度與理想的培育，「態度」(attitud^)是指個

 體對人、物或狀況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反應傾向，在原則上，態度是個人化的，但

 有時候態度也其有社會的功能，所以個體必須在某些態度上，與別人有共阿往與

 一致性，才能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受人接納。

 幼兒期是個體一生申，可塑性 大模仿力 強的一個階段，所以一個理想的

 課程設計，除了應包括認知和技能的學習外，也應輔導幼兒引起動機，適應環境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回饋分享與庇度和理想，尤其是特殊幼兒們，常會較一

 般正常幼兒遭遇到更多有關社會情意方面的適應問題，所以教師們對於他們在這

 方面的輔導，更是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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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社會情;皂;白勺發展特徵

 教師在對於一般正常幼兒實施社會情意教學時，雖然也要考慮到個別差異的

 因素，例如:有的比較合作，有的不太合作、有的比較安靜，有的比較好動，但

 這些幼兒的發展都在「正常」範圍中，差異的存在不會很懸殊，可是對特殊幼兒

 而言，由於各種類型的不同，在社會情意的發展上，偏差的程度就相當地懸殊，

 雖然某些特殊幼兒之間，也具有相似的特徵，但這些相似之點，並不能消除他們

 之間的個別差異。

 現在僅就資賦優異、智能不足、肢體殘障及行為異常四種類型的特殊幼兒，

 在社會情意發展方面的主要特徵，分述如下:

一資賦優異幼兒:

 資賦優異幼兒由於生活經驗與環境的不同，心理的特徵也不儘相同，但一般

 資賦優異幼兒由於某些類似的人格特質，而導致社會情意方面的適應問題，主要

可包括:

 廿自卑感:資賦優異幼兒由於心智早熟，自我意識也較強烈，對於自己生理上或

 外表上的缺陷也特別敏感，所以較一般幼兒容易產管自卑感。

 □孤獨和陌生感:由於許多資賦優異幼兒的興趣與能力，都超越同齡的友伴很多

 ，他們不屑與同躋們交往，但又不易為年長的兒童所接納，故在團體中難免會

 產生孤獨感和陌生感。

 曰缺乏參與感:許多資賦優異幼兒對於學習活動，如果缺乏啟發性和考驗性，不

 能滿足他們的興趣時，往往會反應冷淡，拒絕參與或草率應付。

 凹不喜盲從附和:大部份資賦優異幼兒，具有好問與坦率的特性，不喜歡盲從附

 和，所以常被人視會驕傲自大或孤僻而不  丕．辛二口

 皿擔心失敗:資賦優異幼兒較一般正常幼兒更善用防衛心理結構，以逃避失敗的

 挫折感，因此有的會表現出羞怯退縮的行為，有的會形成焦慮不安的情緒。

二智能不足幼兒

 智能不足幼兒由於智力發展上的缺陷，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呈現出拙劣的現象

 ，在社會情意技能的發展方面，也像智力發展一樣比較遲緩，重度的智能不足者

 ，更為呈現出發展停滯的現象，其主要特徵包括:

 廿自我中心:智能不足幼兒在自我觀念的形成方面由於發展遲滯，所以無法如正

 常幼兒一樣，逐漸進入自我發展的較易階層，他們始終停滯在「生物我的階段

 ，很難發展到「社會我」，因此，不能拋開自己的觀點，設身處地地了解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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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場。

 □缺乏機變的能力:個體在心理發展過程申，隨看年齡的成長，活動領域越擴大

 ，生活經驗越豐富，其認知結構也就越分化，但是智能不足幼兒的心理能力比

 較低劣，所以對人。事的反應，缺乏彈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

 曰失敗心理:智能不足幼兒從小對於處理自己日常生活的瑣事，如飲食、穿衣、

 鹽洗、遊戲等，飽嘗失敗的經驗，經常生活在挫折的情緒中，因此，他們都比

 較缺乏自信心，而容易形成自卑的心理。

 凹仰求外助:父母對於智能不足幼兒，每每基於同情與憐憫的心理，對他們過度

 地保護，處處照顧得無微不至，因此，反而剝奪了他們嘗試學習的機會，養成

 依賴的習性。

 岡情緒不穩定:智能不足幼兒在情緒發展方面也呈顯發展遲滯的現象，他們的情

 緒反應不是呆板、遲鈍、冷漠或涅然，便是焦急、浮躁、興奮或激動，遇到挫

 折更易衝動暴戾，很不穩定。

 因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智能不足幼兒由於反應遲鈍、情緒不穩定、缺乏安全感

 及表達能力的拙劣，因此無法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廿異常的社會行為:智能不足幼兒由於智力功能的缺陷，以及不愉快的情緒刺激

 ，在人格發展上或多少會有所偏差，形成社會適應方面的困難，而產生許多「

 問題行為」，如破壞性、攻擊性、不合群、及遺尿等。

三肢體殘障幼兒:

 有關肢體殘障幼兒的心理特徵，由於殘障的類型與程度的不同，往往會有很

 大的個別差異，這裏僅就一般肢體殘障幼兒的社會情意特徵，說明如下:

 廿學習動機低落，注意力不易集中。

 □缺乏安全感，容易產生焦慮感。

 曰情緒不安，喜歡笑鬧，時而興奮，時而沮喪。

 忖缺乏獨立性，遇有困難，渴求外力的援助。

 皿社會適應欠佳，人際關係不和諧。

 因個性異常，有的任性暴躁，有的內向畏怯。

 廿具有心理動作障磚，表達困難。

 叭動作不靈活，尤其是中度殘障者，動作更為笨拙。

與行為異常幼兒:

 「行為異常」一詞的定義，由於許多專家們對所謂的「異常」，各有不同的

 標準，因此意見相當分歧，通常是指兒童表現持續性與年齡不符的行為，且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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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會衝突、個人不快樂，或在學校適應不良者，(註^)行為異常幼兒主要可

 分為兩種類型，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廿多動型一攻擊性幼兒:這類幼兒往往有下列的行為特徵:

 1．情緒浮躁不穩，富於攻擊性。

 2．缺乏接受延君滿足的能力。

 3．行為放縱任性，注意力不集中。

 4．喜歡到處遊蕩，縱於嬉戲，坐立不安。

 5．需要教師的介入。

 □害怕、退縮型一自閉症幼兒:

 幼兒都會表現出各種不同程度的焦慮、懼怕和退縮的反應行為，但少數幼兒

 如表現有極端的退縮行為，就成為小兒自閉症(^n^^n^^^e   Autism)，自閉症的

 基本原因至今尚未確定其主要問題，是在語言障得和聽力的瞭解，而不是社會關

 係，也不是外表顯而易見的問題，但這些幼兒就像在塑膠袋內繞圈子，使他們無

 法與別人溝通。其主要的特徵為:   (註三)。

 1，缺乏使自己和人們或環境發生關係的能力。

 2．語言表達和理解力的遲滯。

 3固定不變的行為模式，常有強迫觀念，甚至只是非正式的觀察，就能覺察他

 們有嚴重^4．緒問題。

 綜合上述各類將殊幼兒，社會情意方面的發展特徵，可知一般特殊幼兒在:

 方面比較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問題，包括:

 廿缺乏認知的判斷力。

 □缺乏對情緒反應的覺察力。

 曰缺乏社交溝通的技能。

 凹缺乏穩定的情緒反應。

 啦缺乏友善的人際關係。

 因缺乏健全的自我概念。

1一片七

:貝口

二行為改變技術

廿行為改變技術的界說

 行為改變技術是有效處理行為的各種技術的統稱，共主要特點如T (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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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專注於處理觀察的行為。

 2．看重於蒐集和圖示客觀的資料，並依據資料決定處理方案。

 3．奠基於自心理實驗室所獲得之原理和技術。

 4．常用於促使「個別化方案」(^n^^v^dn^^ progra^^)的特定行為的進步。

 5．可應用於幾乎所有人類行為的各種情境。

 雖然，目前有關行為改變技術的學說，見仁見智，頗不一致，但我國陳榮華(

 1986)在其所著之行為改變技術一書中，綜合各家意見認為: (註六)。

 「行為改變技術是一種客觀而系統的處理行為的有效方法，此種方法，主要

 應用得自實驗心理學(尤其是學習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的行為原理和技術，並

 注重處理效果的驗證程序，以資解決個人與社會問題，增進人類的適應功能，因

 此，行為改變技術可應用於幾手所有的人類行為情境，包括一般教育、兒童教養

 、復健、特殊教育扶助、心理治療、企業管理、社會工作以及輔導等方面」。

 □行為改變的系統步驟:(註七)

鍥而

 """一^   ^J   ^^^Ly^^t^^    l^w^q       ^        ^^wJ l?1一^^4^^^^^"

 1．指明問題的所在，並草構一幅問題側面圖

 2．探究形成問題的情境和條件。

 □問題行為的評量，以便確定其範圍與嚴重性。

 日探討行為的前因後果，並評估機體的變項。

 凹確定目標行為與終點行為。

 囿執行行為改變方案。

 如果依照以上的步驟，作進一步的分析，則可繪成一流程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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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 1改變行為方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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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為改變技術的增強原理

 行為改變技術除了需要教師審慎而有系統地觀察與表列幼兒的問題行為外，

 並且也需要教師改變情境以致幼兒的行為能有理想的轉變，因此，教師必須善用

 增強原理，來達成預期的目標，因為無論是正常幼兒或特殊幼兒，都會遭受到各

 種刺激，或產生各種需求，在這些刺激中，有的是幼兒喜歡的，有的是幼兒厭惡

 的，這兩種不同反應的刺激，對於幼兒某項行為的出現率會產生某種的影響，這

 就是所謂的「增強物」，例如幼兒做了某行為後，得到的增強物是他所喜愛的，

 則往後他會繼續地重複這種行為，這就是「已增強」，反之，如果幼兒得到的增

 強物是他所厭惡的，則這種行為以後就會逐漸減少或消失，這就是「負增強」，

 就產生正增強的增強物而言，可分下列五種:

 1．消費性增強物:如糖果、餅乾與食物。

 2．操弄性增強物:如洋娃娃、積木、汽球與玩具。

 3．持有性增強物:如獎狀、貼紙、圖劃書等。

 4．活動性增強物:如看電視、郊遊、騎車等。

 5．社會性增強物:如教師對幼兒的讚美、撫摸、擁抱、微笑、點頭等。

 再就負增強而言，有下列各種方式:

 1．予以忽視:如對於幼兒好哭或愛走動等行為，教師故意予以忽視，不予理會

 2．剝奪權利:如對於幼兒的攻擊性行為，教師可警告他，如果再打人就不准玩

 遊戲(要選擇他 喜愛做的活動，來剝奪權利)。

 3．隔離:如罰他面壁或關在別處，使他孤獨(但要有人在外看守，很制時間一

 到或幼兒不良行為一旦停止，立即終止隔離，或給予適當之正增強)

 4．增強其他幼兒的良好行為( 好是他憐近者)。

 5．收回獎品。

 當教師在使用引為改變教術時，原則上應多用正增強，少用負增強，此外，

教師要注意下列五個增強原理的運用:

 1．目標行為要具體明確:教師對幼兒所要改變的行為必須選擇可觀察，可測量

 和可統計的具體行為，如「好哭」、「打人」、「吸手指」等，每次以改變

 一種行為為原則，因為只有具體明確而能量化的行為，才能在增強作用後作

 2．增強物要配合個別差異:教師所用的增強物，必須配合幼兒的興趣與需要，

 才能產生預期的增強效果，譬如有的幼兒喜觀糖果，但有的幼兒則需要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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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注意，又如有的幼兒喜歡獨處，如果教師採用隔離的方式作為負增強效果

 必然不彰。

 3，增強次數要因時制宜:一般而言，在訓練初期增強的次數越多，則幼兒新行

 為的形成越牢固，故可採用運續增強的方式，但到了中期，增強的次數可酌

 量減少，可利用間歇增強的方式，否則，當幼兒對增強物的興趣或需求，達

 到飽和狀態後，增強物就會失效，不能產生增強作用，如幼兒天天吃糖果，

 當他吃膩了以後，糖果就會失去增強的作用。

 4．增強行為要確實把握:教師必須在幼兒表現了良好的行為以後，立即給予增

 強物，如在行為之前或延後過久，給予增強物，則效果不佳，因為這樣不僅

 使增強效果減弱，而且容易介入其他不相干的行為，使幼兒發生誤會。

 5．增強標準要具有彈性:對於幼兒獲得增強物的標準，在開始時應預訂得較低

 ，使幼兒容易達成，有成就感，然後再逐漸提高標準，利用逐步形成的原理

 ，使幼兒消除不良的壞習慣，建立良好的新行為，例如:幼兒上課時喜歡離

 座走動，教師可先告訴他，如果老師講故事時，他不離座，就可得到一個星

 星，過二天後，再要求他在吃點心時也不任意走動，如果二樣都能做到，就

 可得到二個星星以此類推直到他不再任意離座，能安安靜靜地上課為止。

 例一、社會性增強策略

 亨利克遜(陳青青1986) ; (Henukesen,1967)等曾利用社會性增強物來訓

 練四位重度智能不足兒童的用餐習慣，這些智能不足兒童在吃飯時經常有用手抓

 飯、狼吞虎嚥、任意丟棄餐具以及污染桌面等不良習慣，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除了用不同的介入活動;口頭申斥以及當面糾正外，還藉口頭與表情的讚許，以

 及拍肩膀等社會性增強物，來鼓勵他們適當的用餐習慣，三個月之後，這些兒童

 的不受人歡迎的不良習'價，便有明顯地減少現象。

 例二、隔離策略

 波斯托與巴里(陳青青1986) ; (Bostow & Ba^^ey, 1969)曾運用隔離策略

 ，矯正兩位智能不足幼兒的搗亂與攻擊性行為，每當他們出現攻擊性行為時，訓

 練者立即把他們帶進隔離室兩分鐘。兩分鐘後，若能安靜十五秒鐘左右，就放出

 來，並給予增強物，結果兩者的攻擊性行為有明顯減少的現象。

 例三、逐步形成策略

 吉爾和俄孚(G^^es & Wo^f,^966)利用逐步形成的策略，訓練智能不足兒童

 如廁所的習慣，訓練的方式是採取一位訓練者帶一位受訓者，訓練者使用一條十

 呎長的布帶，一端綑在兒童腰部，另一端則綁在廁所的門把上，訓練初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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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一看到孩子有上廁所的意向時，就馬上帶孩子進到廁所，一面立刻刻鬆開綑在

 孩子腰上的布帶，一面還說:「很好」，並給予獎賞，第二階段的訓練，要等到

 孩子自動走進廁所才鬆布帶，第三階段則要等孩子坐在馬桶上以後，才解開布帶

 ，以此程序，逐步提高標準， 後使這些智能不足兒童，終於會自己上廁所解大

 便，並把衣褲整理好。

廿治療的界說

 唐納(Dona^d, 1979)對「治療」一詞的界說是:「治療係指對身體障磚補救

 治療……或心理治療，譬如醫生設法提出改善或補救措施，使病人能適應社會，

 根據唐納以上的界說，治療除了含有治療、補救、服務的意義外，同時也隱含有

 改變個體不愉快、不健康和不舒服的狀況，而使其愉快、舒服與健康。

 林貴美(民74)在其所著的「談音樂治療與其在智能不足兒童教學上之應用

 」，一文中，把治療的略說歸納為:「我們對個體的服務或協助個體學習，使其

 改善不良的身心狀況，而使之更健康、愉快，即為治療」。

 □韻律治療的功能

 所謂韻律治療，即是利用音樂的旋律、節奏及和聲，配合肢體的動作，來改

 善個體的身心狀況，而使之更為健康、愉快和舒適。

 知覺動作的訓練是幼兒學習活動中的一大重要課題，所以韻律教學成為學前

 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它可以消除幼兒心理與肌肉神經的緊張，啟發幼兒豐富的想

 像力和創造力，並對幼兒身體各部的機能，提供有交效的訓練，而韻律治療對於

 特殊幼兒，尤其是身心殘障的幼兒，不僅具有促進感覺動作、手眼協調、手腳協

 調、身體平衡與自動反應等功能，而且也具有幫助幼兒發展語言溝通、感情交流

 與參與團體活動的作用，對於特殊幼兒社會情意技能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價值，

茲將韻律治療的重要性分述如下:

 1．訓練幼兒集中注意，並促進機能的協調:許多智能不足、自閉症或腦損傷的

 幼兒，缺乏集中注意的能力，或注意集申的時間非常短暫，教師可利用韻律

 治療，來訓練他們注意力的集中，並可促進他們身體各部機能的協調。

 2，穩定幼兒情緒，並發展想像的能力:對於一些情緒困擾的幼兒，輕柔悅耳的

 音樂，具有撫慰與鎮靜的作用，它能使幼兒在韻律治療中放鬆心情，減少緊

 張和焦慮感，並進而啟發幼兒豐富的想像力。

 3．促進幼兒社會化人格，並獲得團體的接納:在韻律治療的過程中，可使幼兒

 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與人接觸，相互觀摩學習，一起分享，使特殊幼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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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心，或孤僻任性的性格，逐漸轉化為社會化的人格，而在團體申能為其

 他的成員們所接納。

 4．發展幼兒溝通的能力，並促進參與團體活動的興趣:許多身心殘障的幼兒，

 如智能不足者，常在語言發展方面比較遲緩，缺乏溝通的能力，如果在小團

 體的韻律治療中，他可藉表演或學習的機會，練習發音與說話，一方面可增

 進他表達溝通的能力，一方面也可促進他參與團體活動的動機和興趣。

 5．培養幼兒休閒的技能，並建立自我的信心:有些肢體殘障的幼兒，雖然行動

 不更，但對簡單的拍手、捺指等動作，或簡單的樂器演奏很感興趣，教師可

 在韻律治療時，視幼兒個別需要的情況，給以適當的訓練，一方面可培養幼

 兒休閒的技能，一方面可建立幼兒對自我的信心和自尊。

 6．從進幼兒抽象概念的發展，並發揮創造的潛能，對於資賦優異的幼兒，教師

 可藉韻律活動，幫助幼兒有關抽象概念的發展，如時間、空間、數、量等，

 並可藉機充分啟發幼兒創造思考的潛能。

曰韻律治療的實施

 由於特殊幼兒的個別差異較大，教師在實施韻律治療時，必須先了解幼兒的

 興趣、潛能、需要及優點和弱點，然後再設法引起幼兒的動機，逐步地引導其學

 習，使其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充分滿足個別的需求而有成就感，千萬不可操之過

 急，以致使幼兒感到挫折，產生退縮規避的心理，教師在課後，更要針對幼兒的

 學習反應或表現，加以分析與檢討，作成摘要紀錄，作為日後教學的參敢。

 以下是有關韻律治療時，教師應加注意的教學原則(註)  :

 1．使幼兒聽著音樂做反應，並使用特定的腳步或手、身體之動作、腳步或動作

 要注意協調。

 2．讓身體四肢儘量伸展，可坐、爬、滾、翻、踢、跑、跳，惟需注意上、下、

 左、右、前、後方位的學習。此外，尚可用手觸身體各部位，或俯或仰均可

 3．動作宜由簡單到複雜， 好使動作稍有變化，有意義、有系統，並且有重複

 學習之機會。

 4．舞蹈時，放鬆心情，保持愉快的心情，動作要表達出感情來。

 5．動作變化以手、腳同時使用，並使頭、軀幹均有活動之機會。

 6．頭的動作，宜前、後、左、右轉動或俯、仰。

 7．軀幹動作可前、後、左、右轉動或彎曲。捲縮或伸直或□躺。

 8．手部動作以垂直、或水平伸長、或張、或合、或抱胸、或擴張、彎、折、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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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 配合手或身體動作如

 、合起等。

 的動作可彎曲、伸直、墊足尖、跑、跳、改變方向

 葡蔔、仰身爬行，滑行，單腳平衡，單腳升起足踵平衡等。

 10．腿的動作有劈腿，拉開股內側肌，左右手，腳交替或同時做動作等。

 以上提供之動作可以讓幼兒自行編舞，即兒創作，或隨著音樂舞動，做適當的

 反應。上課時要會學生墊悉音樂的高低，節奏的，快'慢

 複或有改變的旋律，或是音樂的開始或結束等的感覺。

 在場地方面， 好有專用的韻律治療室一間(普通教室大)舖木板拼花地板或

 踏踏米、或地毯均可，在樂器設備方面包括:

 1．風琴或鋼琴一架或音響設備。

 2．Brff敲擊樂器一組。

下面的教學實例可供作參政

一隻青蛙跳下水

)教學

廿

 1．幼兒能養成聆聽與觀察的能力。

 2．幼兒能增進動作反應的敏捷度。

 3．強健四肢肌肉增加強後腿跳躍的能力。

 □引起動機

 天氣漸漸熱了，田野裡，池塘邊常會聽到快樂的蛙鳴此起彼落、忽然，在陣

 陣的呱噪聲中會傳來一聲「撲通」，啊，一隻青蛙跳下水了，看，他跳水的姿勢多麼

優美^我們也來學青蛙跳水好嗎?

日教學活動

 1．首先學青蛙蹲在水邊，雙手置胸前掌心向外(圖^) 0

 2．臀部抬起，雙臂向前伸直，面向地面俯視

 向前躍起(圖2)。躍水後，再重複以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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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音樂是四拍子的，每小節四拍，可自由跳躍。

廿遊戲的輔導

 遊戲對於幼兒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可以幫助幼兒認知、語言、動作、

 情緒與社會行為等各方面的學習，幼兒的遊戲可分四大類:

 1.探索性遊戲:在這類遊戲中，幼兒可利用動作、感覺與尋覓的行為來探索環

 境。

 2．玩具遊戲:在這類遊戲申，幼兒可與玩具及其他的遊戲器材產生互動，他可

 以用推、拉、組合、拆開、拋或敲等方式來玩具。

 3．社會性遊戲(或象徵性遊戲)  :在這類遊戲中，幼兒與他人，如教師、父母

 或其他的幼兒或成人，產生互動，幼兒可從分享、輪流、合作或討論等活動

 中，學習有關社會情意方面的技能。

 4．競賽性遊戲:對幼兒而言，這類遊戲比較複雜而需要某些遊戲的技巧，在玩

 競賽性遊戲時，光要確定遊戲規則，並且需要互相合作溝通，遊戲的結果也

 有勝敗之分，教師在輔導時，應注意遊戲的規則要簡單適切，使幼兒能夠了

 解與遵行。

 但個體身心的殘障，會對於幼兒早期的遊戲行為形成非常不利的影響，根據

 許多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智能不足兒童的遊戲行為與非智能不足兒童

 相比，無論在質與量的方面均有顯著的差異，智能不足幼兒與玩具接觸的時間比

 較短暫，對玩具的組合運用也較差，心理學家們研究幼兒玩扮家家酒的遊戲與認

 知模式的關係，也發現象徵性遊戲與認知能力的相關，還勝於與實際年齡的相關

 ，此外，在感覺與生理方面殘障的幼兒，在遊戲技巧方面有缺陷，而動作障磚的

 幼兒，也不能像一般正常幼兒那樣地去探索環境，這些特殊幼兒都需要一些特殊

 玩具，或其他適當的設備來幫助他們作適當程度的互動，至於視障與智障的幼兒

 ，特別在象徵性遊戲與社會性遊戲方面，會呈現遲緩或缺陷的現象。

 對於以上所述的這些殘障的幼兒，教師必須先輔導他們有關玩玩具的技巧，

 以及如何與玩具產生互動，而把幼兒依賴成人協助他遊戲的依賴程度，逐漸遞減

 到 低程度，現在就教師輔導幼兒玩玩具技巧的步驟，說明如下:

 1．光觀察幼兒在自然的情況下，喜歡玩些什麼樣的玩具或不喜歡玩的是那些玩

 具。

 2．再給幼兒一個玩具，觀察他如何地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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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鑑定幼兒常用的技巧程度。

 4．針對幼兒常用的技巧程度，作進一步廣泛的評量。

 5．確定幼兒應學的某些玩玩具的新技巧。

 6．對此新技巧作內容分析(^ask anaIysis)  0

 7J對幼兒實施新技巧的訓練，並評量其效果。

 8．逐步遞減教師的協助，使幼兒終於能獨自利用新技巧來把玩玩具。

 根據上述的步驟，教師也可擬訂幼兒對其他各類遊戲的輔導，尤其是社會性與

 競賽性的遊戲，對於特殊幼兒的社會情意技能的發展將有很大的助益。

 □遊戲治療

 遊戲治療是基於遊戲是對幼兒自我表白的一種自然的媒體，幼兒可藉助遊戲

 ，把他自己蘊藏在內心的感情與問題，從遊戲中「玩」出來，遊戲治療可分為指

 導性與非指導性二種方式，所謂指導性遊戲治療，是指治療者或教師在遊戲的過

 程中負有輔導與解說的職責，而非指導性遊戲治療，是指治療者或教師把職責與

 指導權完全交給幼兒自己來處理。

 對特殊幼兒而言，尤其是情緒困擾的幼兒，非指導性的遊戲治療較為適當而

 有效，因為:

 1．非指導性遊戲治療，完全接受幼兒本身的一切反應，不需要爭先的評量或使

 感到改變的壓力。

 2．非指導性遊戲治療，可從幼兒原有的條件現有的情境下展開治療過程，幼兒

 可隨心所欲地改變活動。

 3．由於遊戲是幼兒自我表白的自然媒體，在非指導性遊戲治療過程中，幼兒可

 把內心積聚的各種感情，如:緊張、沮喪、不安、攻擊、恐懼、因惑和焦慮

 ，毫不保留地流露出來。

 4．非指導性遊戲治療，使幼兒積聚在內心的真實感情有發洩的機會，使幼兒的

 情緒得到宣洩放鬆的，快感，有□社會情意的正常發展。

 5．非指導性遊戲治療，可以使幼兒自己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充分地獲得滿

 足感，建立自信心。

 教師在實施非指導性遊戲治療時，對於下列的八項原則，要持續、審慎而靈

 1．教師必須儘可能地與幼兒建立溫暖而友善的人際關係。

 2．教師必須對幼兒本身的一切情況能完全地接受。

 3，教師必須表現容忍的態度，使幼兒能完全自由地表露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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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必須對幼兒的感情具有警覺性，再把幼兒的感情回饋給他幫助他能真正

 地領悟自己的行為。

 5．教師必須提供幼兒自己解決問題的機會，尊重幼兒的選擇與修正。

 6．教師必須避免，對幼兒的行動與談話，給予任何的指導，而是讓幼兒作引導

 ，教師來遵隨。

 7．教師在遊戲過程中，任由幼兒逐步進引活動，不可給予任何的催從。

 8．教師對幼兒唯一的提示是引導幼兒進入一個現實的世界，並讓幼兒了解自己

 的角色職責。

 非指導性遊戲治療的技巧並非一蹴即成，教師必須從實際工作中，逐漸累積

 經有一天能達到得心應手的目標。

 四幼兒「微笑」的輔導

 笑容是愉快，接納與讚許的代表，當嬰兒展開他第一個笑容時，也就是表示

 他已開始成為一個社會人了，但不幸的是，許多身心殘障的幼兒，都比般正常的

 幼兒缺少笑容，因此之故，這些幼兒與家人及同伴之間，比較缺乏親和的社會關

 係，為了幫助這些恃殊幼兒能夠受人接納，增進良好的人際關係，教師對他們的

 「微笑」的訓練，也是一種技能很重要的。

 在輔導幼兒「微笑」的過程中，教師首先要決定被輔導的幼兒平日「微笑」

 的次數，以及他在幼稚園或托兒所的友伴，與他的家中兄弟姊妹和其他成員，呈

 現微笑的情形，然後教師再根據下列的情境，決定對幼兒「微笑」輔導的實施:

 廿幼兒出現微笑的次數，和他周圍人們出現微笑的次數有相當大的差距。

 □幼兒的社會互動技巧需要改進。

 日教師與家長一致同意，微笑是一種值得強調的社會情意技巧。

 凹增進幼兒微笑的次數，將可對他受人接納和與人互動有間接的影響。

 當教師決定對幼兒實施「微笑」的輔導後，就要運用專門的策略來進行輔導

 的工作，以下是有關輔導幼兒「微笑」的主要方法:

 廿每當幼兒在適當的時機呈現微笑時，教師就給予適當的正增強。

 □教師在適當的情境下，向幼兒展示親切的微笑。

 曰告訴幼兒對人微笑的重要性，例如:教師可告訴幼兒:「我們每個人都要交朋

 友，要與人交朋友就要向他微笑:你看看老師笑的樣子(教師展示笑容)，現

 在也讓老師看看你的笑容。

 倒在自然的遊戲情境中，利用間接的方式，引導幼兒注意別人的笑容，例如:「

 偉偉你看薇薇笑得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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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教師運用這些輔導策略時，必須選擇合適而自然的場合，並且也鼓勵幼兒

 在適當的場合向人微笑，儘量避免使幼兒毫無選擇地機械式地向人微笑。

 以上所述有關輔導幼兒「微笑」的技巧，對於一些不常愛笑的幼兒比較有效

 ，但對於一些不常愛笑的幼兒比較有效，但對於一些年齡非常幼小或重度殘障的

 幼兒，「微笑」的訓練可能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可先代之以輔導他們

 用「揮手」或「輕拍」的動作，來幫助他們與人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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