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醫院健康電子報 2016 年 03 月 100 期 

 

住院兒童為什麼要遊戲？   
 

  

 

兒童醫院的病房裡一個個小病床上，眼神帶著不安的兒童空坐在床上，兒童的臉上帶著不常見到的悲傷神

情，而一旁的家屬同樣帶著擔憂的神情陪伴著。  

兒童生病、住院是件令許多家長煩惱的事情，病情的變化、藥物的使用、各式醫療檢查、治療過程都是家

長自己不是很熟悉的事情，孩子理解嗎、該不該解釋？解釋了孩子會不會更害怕？這些都是孩子生病時，

父母心中的擔憂，所以兒童平時生活中喜歡做的事情、玩的玩具和活動好像暫時不是那麼重要，家庭生活

的常態和步調都因孩子生病、住院、治療，而被迫改變或暫停。 

但當住院中的孩子想要遊戲和活動，是不是該讓他們休息，並要求先暫停想玩或遊戲的想法呢？ 

遊戲（玩）的重要 

兒童的每一個發展階段中，有一件無論如何都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玩）遊戲（Play）。不管是忙

碌的上學期間、課後時間或週末假期、寒暑假甚至住院時，兒童幾乎無一時刻不想玩！而現代的父母們常

常從孩子非常幼小的時候就開始規劃各樣認知發展的學習活動和課程給孩子，有時連玩樂性質的課程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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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玩樂的指導規則，或帶著認知學習的目標隱藏當中，無時無刻，孩子的生活似乎都非常的「充實」。但

若更深入的去了解，孩子在空白時間看似隨興、無規則的自由遊戲或玩樂活動，雖然無法觀察出具體「好

玩」內容，卻反而是帶給孩子最多歡樂和趣味的時間，而且更是孩子非常重要的成長和學習經驗的自然表

現。 

近代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及史密蘭斯基（Smilansky）將兒童的遊戲發展做了許多深

入的研究。姑且不細論遊戲時期的發展分野、特徵、各時期的遊戲模式，其實最重要的是父母們了解到，

原來兒童的每個遊戲過程，就是他們成長階段最自然的發展需求及生活縮影。因為孩子們不為了什麼目的

而玩，只為了好玩而玩！ 

住院也可以遊戲嗎？ 

當住院的兒童有足夠的體力，或表現出想要玩，父母們可以允許他們在體力和醫療上的安全限制以內之合

理範圍內自由遊戲和玩樂，這對於住院兒童們的身心發展和安全感非常重要。兒童病房中常聽見家長或其

他長輩說：「我覺得讓孩子專心治療比較重要，現在他沒有心情玩。」實際上，焦慮的家長可能把自己的

心情投射到孩子身上，卻忘了玩樂是孩子最自然的本能，甚至對於需要住院治療一段時間的孩子，不但無

害，反而有相當程度的幫助。玩樂帶給孩子掌控感、安全感及抒發情緒和想法的機會。當孩子遊戲時，他

／她可以決定玩樂的規則和故事，同時可以編織故事、想像情節和分散對病痛的注意。  

協助孩子玩的兒童醫療輔導師 

在歐美的兒童醫院中，除了表達性藝術治療師（如藝術治療 Art Therapist、音樂治療 Music Therapist、舞蹈

治療 Dance Therapist…等）之外，多數的兒童醫院還具備有兒童醫療輔導師（Child Life）於醫療團隊中。

兒童醫療輔導師在醫院中除了協助病童治療或住院期間醫療上的理解和因應方式之外，常會特別注意到病

童是否有遊戲的機會以支持病童住院或治療期間的身心發展。  

當兒童在住院或治療期間被允許或被提供機會遊玩，兒童們對於環境上就有了掌控感，透過熟悉的玩樂活

動過程，他們較會表現出比完全沒有遊戲的病童多一些安全感。例如一位 4 歲女童一開始住院時害怕任何

接近她的醫護人員，但當被提供了辦家家酒的玩具後，她開始與醫護人員產生遊戲相關的對話和互動，當

她反覆玩著這些玩具時，在一邊玩樂一邊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自言自語中，她也許已開始將自己的生活

情節表達出來。 

提供病童遊戲的機會 

遊戲能協助各種發展的能力。一個伸手抓搖鈴或拿著身邊玩具的嬰孩，正在學習探索他的世界，同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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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大動作肌肉能力。當幼兒回應媽媽唱的歌，一邊唱一邊跳，試著隨著音樂或節奏比手畫腳時，她

也在練習語言的發展和口語能力。不管是身體動作大小肌肉動作，或是口語音調字彙的練習，這些都是兒

童在隨興玩樂中同時發展出來的重要過程。兒童生病住院，大人更是要持續提供兒童生活中自然發展的遊

戲機會。適度的遊戲時間能讓病童進入他所熟悉的世界，在無他人指揮的活動中編織遊戲故事和規則。若

孩子情況許可，透過和其他病友、手足、同伴的互動，還能讓病童重塑平常生活中的遊戲互動和自然的社

交技巧練習。  

一起玩或獨自玩？ 

兒童玩樂該單獨玩、由父母陪著玩或找同伴一起玩？不管哪種遊戲方式，沒有標準的答案或對與錯，不同

的遊戲型式能帶給孩子不同的體驗和滿足。在各種發展階段，兒童可能會需要獨自遊戲、和同儕一起遊戲

或要父母陪伴的遊戲，而這些都各自有其益處。若孩子邀請父母或其他大人一起遊戲時，記得讓孩子當主

角，而非由大人去主導遊戲的型式和規則。孩子主導遊戲時，會嘗試和發明新的創意和想法，並達到孩子

自己設立的目標（並非大人、老師幫忙預設的目標）。當你與孩子遊戲時，視線可以降到他的高度並讓孩

子來引導你該怎麼一起玩，大人們需要避免去分析他該從遊戲中練習或學習到什麼。有時孩子們可能在玩

樂中練習使用一些「專有名詞」（比如在住院時聽見其他醫護人員或父母的談話中所學到），或練習用其

他角色的音調說話，或用較困難的文法或詞語來模仿大人的語氣，練習討價還價的溝通方式，或使用語調

來表現情緒（如開心、害怕或生氣），來增加故事的豐富性內容以及說故事的能力，這些不同的表現在遊

戲中都可能會出現。  

玩遊戲是兒童共通的語言。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分生病與否，兒童對玩和遊戲的需求具有共

通性，遊戲引導孩子去經驗他們所見到的世界和自己在當中的角色。由於遊戲扮演著如此重要角色，下次

遇住院中的孩子想要遊戲，請大人們拿出色筆、積木、畫紙、紙版和玩偶來，你將會見到孩子眼中帶著光

芒微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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