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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癌病童常見的情緒行為反應與因應策略 

   

孩子生病是讓父母牽腸掛肚的事，一旦得知孩子罹患癌症，更是令父母及家人感到震驚難過。罹癌病

童常因為生理及心理種種因素交互作用，隨著病程變化而出現不同的情緒行為反應，父母在陪伴病童

治療的過程也承受龐大的身心壓力。曾有罹癌病童的父母這樣形容，「得知孩子生病，接受化療又復

發的這些年，像是一場沒停過的噩夢……」、「看著孩子受苦，又不能替孩子痛，不知道該怎麼幫他

才好！」嘗試了解罹癌病童常見的情緒行為反應，學習適當因應策略去協助病童調適情緒，不但能增

加病童及家庭的疾病適應，也有利提升病童對於醫療處遇的配合度、以及緩解照顧者壓力。 

以下舉例說明一些罹癌病童常見的情緒行為反應與因應策略。 

焦慮不安、害怕 

進入陌生的醫療情境後，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檢查及治療，常使得孩子變得焦慮不安或害怕。部分

家長可能為了保護孩子而選擇不事先透露太多，或是以成人的語彙向孩子說明而未再深入討論。這些

狀況有時會讓孩子對於將發生的事產生不確定感，進而感到焦慮及害怕。建議可試試看以下的因應策

略： 

1. 善用預告：進行各項檢查或治療前，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解釋病況及可能發生的情況，針對較

年幼的孩子也可透過玩偶模擬情境。此外，善用童話式的譬喻法也可以讓孩子較容易理解，以

增加掌控感。  

2. 請孩子重述對於治療的認知：透過孩子的童言童語可以了解他對於將發生事物的理解程度。對

於大一點的孩子更可以開放地談談他對於生病及治療過程的想法與感受。 

3. 多傾聽孩子的心聲：確認孩子理解狀況後，可以探詢他是否有所擔心，如：打麻藥以後是不是

可能會醒不過來？手術後是否會喪失味覺？ 

4. 與孩子分享大人過去類似的經驗，以及如何克服：讓孩子了解原來大人也是會有焦慮害怕的時

候，從而得到認同感。 

5. 透過孩子過去的生命經驗，討論面對恐懼時的因應方式：孩子過去面對害怕的事物時曾用過什

麼樣的方式安撫自己？如：默唸帶來幸運的自我激勵語。 

6. 與孩子同在：以肢體接觸、言語、配戴幸運物等方式，讓孩子感到自己不是孤單一個人。陪伴

本身就能帶來安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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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幼稚的情緒行為 

孩子生病期間，有時也會發現孩子怎麼變幼稚了，原本會的能力突然消失或退步了，例如：以前會用

語言表達情緒，現在直接發脾氣；生活自理開始依賴；或是年幼孩子可能大小便退步、語言表達退回

嬰兒式語言、獨立性變差整天黏著媽媽等等。當孩子出現這些行為，表示孩子在向我們求助，建議可

試試看以下的因應策略： 

1. 先與醫療人員溝通，了解情緒行為或語言退化的原因，先排除疾病造成的生理損害。 

2. 接納孩子的幼稚行為，給予足夠的安全感及關懷。  

3. 會語言表達的孩子，鼓勵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緒，不要試圖要求孩子「不要亂想」，否則孩子

可能壓抑更多情緒。當孩子表達後，提供了情緒宣洩的管道，也幫助父母去同理孩子的任何情

緒。  

4. 表達有限的孩子，可藉由繪本或遊戲去了解和抒發孩子的情緒。  

生氣、沮喪、憂鬱 

漫長的住院治療過程，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娛樂部分被剝奪，有時身體功能也會退化，失去了對生活的

掌握感及樂趣，有些孩子也從焦慮不安轉而感到生氣、沮喪及憂鬱。家長可能會安慰孩子不要想太多，

或是講道理企圖轉移及壓抑負面情緒，往往這樣反而使得孩子更覺得不被了解及鬱悶。建議可試試看

以下的因應策略： 

1. 與孩子同在，持續而穩定的陪伴，給予接納而不評價的回饋。接納孩子的生氣、沮喪跟憂鬱，

允許孩子生氣或是哭，等他情緒稍微平復了，再聽聽他怎麼說。當然，家長也需要接納及允許

自己宣洩情緒，才能整理及安頓自己的情緒，穩住自己，才有力氣照顧孩子。  

2. 多傾聽、同理及接納孩子的心聲，了解孩子的需求：多探詢孩子的想法及感受，如：什麼時候

會好？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可以同理孩子「你真的好想回家」、「希望趕快好起來」、「一直

住院好煩好無聊」等等的心情，再試著問問他「回家後想做些什麼，有哪些事情是現在他也可

以做或預先準備的？需要哪些幫忙？」賦予孩子一些對於目前生活的掌控感。 

3. 了解孩子對於目前病況的理解及自我概念的變化：例如，「頭髮掉了變得好醜、腳現在不能活

動了，之後還可以打球嗎？」根據病況和孩子一起觀察、學著接納生病後的自己的樣子。例如，

「頭髮變少好不習慣，戴上帽子感覺好像另一個人、不能打球了好可惜喔」，可能要試著發展

其他興趣。  

4. 討論住院治療以來孩子的改變及因應，整合孩子的經驗，也包括對家庭的影響，有時在回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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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會重新發現一些正向的意義，也能產生一些新的生命動力。 

給父母的提醒 

父母陪伴病童治療過程承受著龐大的身心壓力，「看著孩子受苦，又不能替孩子痛，不知道該怎麼幫

他才好！」其實，父母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穩住自己，依據過去對孩子情緒行為特質的了解，試著觀

察、了解孩子生病後的反應，並且學習因應策略去協助孩子調適情緒，就是對孩子最大的幫忙。針對

父母的情緒調適，建議可試試看以下的策略：  

1. 家人彼此支持及照顧好自己的身心 

父母及家長能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有足夠的心力照顧孩子。罹癌病童的療程漫長，照顧的過程

是一場持久戰。可以的話，主動尋求社交支援和他人協助，將照顧的責任分散給其他家人；也不吝於

與信任的人分享這些擔憂和煩惱。畢竟，有人陪伴及支持，能讓自己適時喘口氣而不至於疲勞過度。 

每天撥出一些空檔給自己。每天數次，每次 3、5 分鐘，把握時間做能讓自己專注而放鬆的活動，包括：

深呼吸、冥想，或是伸展、瑜珈動作…等，將注意力放在身體，而非混亂糾結的思緒，也有助於達到

深沉的放鬆效果。 

2.真誠面對自己和孩子的感受 

孩子可能因為恐懼、害怕或是生氣，出現情緒行為問題；父母能與孩子同在，提供持續而穩定的陪伴，

當孩子出現不同的情緒時，父母能夠接納、涵容孩子的情緒是很重要的。「涵容」這個概念，可以想

像父母是一個容器，當孩子的擔憂、害怕已經滿溢出來，父母不是假裝這些情緒不存在而漏接，也不

是把情緒倒回去給孩子，而是將這些情緒接好、接穩。 

另一方面，當父母能坦承自己也與孩子有類似的感受，身為父母也會害怕、也會不知所措、也會怨恨

命運，或是對孩子生病有強烈的罪惡感等等。父母不避諱與孩子討論感受時，孩子會知道自己內在出

現各種情緒感受都是正常且能被接納、能被理解的，其實就沒有那麼孤單害怕；孩子更敢於討論這些

感覺，也就不用一直去壓抑或逃避。這些過程，會讓孩子逐漸穩定下來，逐漸能正視、面對自己的感

覺；更重要的是，親子間的相互理解和分享，讓彼此有支持、同在的感覺，也擁有更多資源去面對壓

力。 

父母也要留意，不要刻意美化治療過程或是營造不切實際的期待，如：承諾孩子治療過程都不會痛或

是沒有打針，或是只要住院治療幾天就好了。當想像幻滅，孩子會漸漸失去對於父母或醫療團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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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結語 

孩子罹患癌症是令父母及家人震驚難過的事，各種高低起伏的病況變化，各種醫療決策及處遇，充滿

未知數及變數，考驗著孩子及家庭的韌性。看著孩子受苦，父母往往也心如刀割，身心飽受煎熬。父

母及家人彼此支持、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有足夠的心力照顧孩子，並且穩住自己、以接納而不

評價的態度去理解孩子的情緒，學習適當因應策略去協助孩子，提升對於疾病的適應及情緒調適能力，

一起攜手度過這一場疾病風暴。這些點點滴滴，也將成為孩子和家庭共同譜寫而成的，獨一無二且永

難忘懷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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