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的學習問題與處理   
  

「學習」發生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時刻，從我們自己的經驗

發想，有助於了解孩子的學習問題。試想一下，我們如何

成功煎出一個蛋餅？首先，要有興趣去嘗試，接著，要蒐

集打蛋、餅皮和「怎麼煎」的知識，煎的過程也要專注每

個步驟；第一次嘗試的結果，也許蛋和餅皮分離、也許餅

皮燒焦，所以還要有不怕失敗的精神、再次嘗試。當然，

如果周遭的人試吃後卻是譏諷或嘲笑、傷害我們的自尊，

我們說不定很快就放棄了。 上述例子中，許多因素左右

了能不能成功煎出蛋餅，這些因素同樣也會影響孩子的學

習，包括：生理因素（腦傷或疾病）、動機、注意力、自尊和情緒…等；另外，環境給予

孩子的是正面或負面的回饋，也相當重要。  

生理因素 

任何與腦部相關的疾病都可能造成學習困難，如：癲癇、智能障礙、注意力缺失過動症、

自閉症相關疾患、學習障礙…等，如果孩子已經有明確的診斷，家長可主動尋求醫療資源，

平時也可多閱讀相關書籍。 

動機  

如果做一件事情沒有意義，我們就不會想去做，

孩子也是一樣；孩子不了解為什麼要學習，就會

覺得學習很無聊。舉例來說，如果歷史課要求孩

子背誦安平古堡的建造過程和戰役，那一定很無

趣；但是實際帶孩子到安平古堡走一遭，感受其

地理位置的易守難攻、指出哪個地點發生過什麼

事件，讓紙上談兵變成立體的攻防戰。當孩子覺得所學能夠落實到生活，家長也示範了學

習其實是有趣的，孩子才更有學習的動力。 

學習動機往往也跟社會和家長的價值觀息息相關，如果社會和家長過早灌輸孩子功利或現



 

 

實的想法，侷限了他們的夢想或興趣，孩子往往變成「有目的」的學習，而非「無條件」

的學習。  

注意力問題 

若孩子在學習情境常東張西望、發呆，或是難以持續專心；生活中常遺失物品、粗心大意，

可能代表孩子的注意力有待加強。要改善孩子的注意力，首先，可先從調整環境著手： 

1. 減少環境的分心刺激：清空桌面、減少噪音、關掉網路和電視，再來談學習。 

2. 強化學習與專心情境（時間、空間）之間的連結：就像是睡前洗澡有助於入睡，洗

澡跟睡覺有強烈的連結；平常可以觀察哪些刺激有利於孩子專心，如：飯前、輕音

樂、穩定的情緒，儘量讓孩子在學習時跟這些刺激作連結。 

3. 彈性轉換作業：根據研究，長時間處理相同類型的作業會有疲勞效果，並影響學習

效率。若孩子處理相同作業已經超時，可轉換其他作業做為緩衝。 

4. 善用視覺提示：給孩子的口頭指令宜簡潔、具重點，平常可善用筆記本、便利貼、

白板等工具，註明要提醒孩子的事情。  

另外，也有一些提升孩子注意力的策略： 

1. 自我引導的策略：越小的孩子越需要提醒

和督促，「再檢查一下」、「別急、慢慢

來」，隨著年紀漸增，孩子會逐漸將這些

提醒內化成內在語言並自我叮嚀。 

2. 善用計時器：時間不夠用時，人們總能發揮最大效率。可讓孩子練習在做事或寫作

業時，用碼表或手錶設定一段時間（20 分鐘）並倒數，透過具體的時間流逝，自我

提醒「儘速」完成手邊的事情。 

3. 日常生活的注意力訓練：透過生活中簡單的活動，讓年齡較小的孩子練習專注，如：

在超市尋找要購買的三項物品、協助記得電話號碼；年紀較大的孩子，可練習規劃

假日行程、帶全家人出去玩，或是自行管理零用錢。 

4. 代幣制度：與孩子討論，有共識地訂出兩、三項具體的行為目標，如：自動自發收



 

 

書包、養成檢查的習慣、上課不講話；若孩子能達到目標，就給予點數，集點可兌

換酬賞或獎品。 

自尊 

有些孩子不敢接受挑戰，學習遇到困難就抱怨

「做不來」、「反正一定學不會」，可能與孩子

的自尊低、缺乏自信有關。自尊的建立與成長

經驗有關，如果成長環境缺乏足夠的肯定或鼓

勵，孩子也難以學會相信自己；但是一味保護

孩子、剝奪孩子經驗失敗的機會，也會讓孩子

將挫敗看得太可怕，加上缺乏從失敗中再站起

來的經驗，未來遇到挫折也就一蹶不振。 

情緒  

憂鬱或焦慮也會影響孩子的學習。有些孩子平常表現良好，遇到大型考試就「失常」；也

有孩子在考試前一天失眠，考試當下冒冷汗、發抖、心悸，腦袋裡浮現「一定會考很爛」

的負面想法，他們對於成就表現有焦慮。 

面對焦慮的孩子，平時可多與他討論適用於自己的放鬆策略，像是：深呼吸、放鬆技巧、

口訣（禱告或自我對話），或是隨身攜帶有「療癒」功效的物品（護身符、紓壓球），在

緊張時刻就能派上用場。焦慮的孩子腦袋常有不合理的負面想法，他可能相信「考試考差」

等同於「我好糟」，這個想法又讓他在考試更加緊張。但是，事實是，單次成績不能評價

一個人。陪他揪出這些想法的不合理，並隨時提醒自己「想法只是想法，不等於事實」，

也有助於降低焦慮。當孩子累積夠多克服焦慮的經驗，他對於情緒的控制感也會提升。 

憂鬱的孩子常出現悶悶不樂、脾氣暴躁、注意力渙散、動作變慢、食慾不振或暴食、睡眠

品質欠佳等情形，同時也影響學習表現。憂鬱經常與孩子長期或近期的壓力源有關，包括：

家庭變動、課業壓力，或是人際困擾。若發現孩子的憂鬱情緒已經明顯干擾到日常生活的

運作，建議尋求醫療或輔導資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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