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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二寶出生後大寶行為退化－如何幫助孩子適應新手足的到來 

 

新生命的到來，總是會激起複雜的想法和情緒。相對於新手父母的

手足無措，相信很多人在考慮是否要生第二胎時，「大寶」也會是

考量之一，不免會擔心大寶能不能理解？會不會吃醋？會不會覺得

自己被拋棄？都可能是家長很快就會聯想到的議題。 

首先，我們可以試著轉換到與孩子同高的位置，想想面對二寶時，

老大的心情。孩子可能發現原本全心全意關注著他的大人們，好像

比較「在意」小寶寶。從孩子的「認知發展」切入，根據皮亞傑認

知發展的理論，2～7歲的孩子，尚未脫離「自我中心觀」的思考

模式：也就是孩子會以自己的觀點出發判斷事情，並認為結論是絕

對的，不太能理解事情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

孩子可能會認為父母突然的轉變是自己造成的。在這樣的想法下，

孩子可能會試圖做一些努力來讓事情變回去，但可能因為沒辦法顧

慮到父母的觀點，有時候反而弄巧成拙變成「來亂的」、「幫倒忙」。

從「情感層面」來看，父母對年幼的孩子而言就像是安全堡壘般的

存在，二寶到來的家庭變動可能會無法避免的減少原本親子相處的

時間，甚至有時候需要暫時轉換照顧者，對孩子而言這些變化讓他

感到不安全、難以控制、無法預期，這樣不舒服的感受會弱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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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調節的能力，也可能變得易怒、有攻擊性、焦慮地想要緊緊地

抓住父母。 

在大人的眼中，那些大寶原本已經建立起的生活規則、已經會的事

情怎麼突然不會做了，像是不會自己吃飯、不要自己走路、什麼都

用哭的…，孩子也可能出現很強烈的佔有慾、排斥爸爸媽媽照顧二

寶、不願意分享等等。家長可能會用「退化行為」來描述這些孩子

的變化，然而轉換到孩子的位置就比較能理解，原來孩子是在用自

己的方式表達受到冷落情緒感受、摸索該如何重新贏回家長的愛。 

了解了大寶面對二寶的心理變化，相信家長也比較知道該如何協助

孩子渡過適應期，以下有幾項原則，提供大家參考： 

• 事先分工及時間安排 

要照顧孩子之前，大人需要先把自己照顧好。俗話說「養一個

孩子需要全村之力」，但現代人生活緊湊、雙薪小家庭、都市

生活人與人的關係較疏離，父母常常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需要

工作及照顧小孩，當大人已經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時，實在很

困難顧慮到孩子的情緒、處理手足問題。所以，若能在二寶出

生前先安排好經濟、照顧及家務的分工，事先找好因應必要時

刻的後援，並考量自己的體能及心力，或許能降低生活變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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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震盪，讓全家人都能在相對安穩的情況下迎接二寶的到來。 

 

 

• 同理孩子的情緒，協助適切的表達 

情緒是很原始、很主觀的反應，情緒本身沒有對錯，但常讓家

長感到困擾的，是孩子「鬧」情緒，尤其孩子在情緒的表現上

常是直接、強烈地，可能會讓家長感到困窘，甚至會與我們的

期待或內心深處的價值觀相牴觸，而讓家長也很本能地想要遏

止孩子這樣鬧。然而，孩子很需要大人協助他們去連結自己情

緒的原因，需要先被理解才有機會更了解自己，當孩子情緒先

被同理後，他也比較有機會慢慢冷靜下來，聽進去大人試圖要

教他的事情，也比較有機會學會下一次該如何更適切地表達自

己。同理情緒時可以試著跟孩子說：「你是不是還很想玩這個

玩具？被搶走了很生氣對不對？」當觀察孩子已經漸漸地冷靜

下來，再和緩提示他該如何解決問題，例如：「你可以跟弟弟

說：『這是我的，請還給我』」、「你可以拿別的東西去跟妹

妹換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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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孩子的自主性 

大寶雖然變成了哥哥、姐姐，但他仍然是個小孩，仍然會有他

自己的想要和不想要。記得家中的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存在、

都有自己的個性。在適度的範圍內，讓孩子有選擇權決定自己

的生活，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練習，也能讓孩子比較有掌

控感、成就感，透過自己選擇自己負責的過程，也能促發孩子

的內在動機。例如：讓大寶可以保有一些自己獨愛的玩具，可

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分享給弟妹，尊重孩子的想要和不想要，在

過程中讓其有機會去體驗如何保管自己心愛的物品、體驗不分

享跟分享的差別，或許有一天，他才會真的理解什麼叫做「與

你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 

 

 

• 出生前暖身，出生後參與 

在二寶還沒出生前，可以透過一些活動讓大寶「預習」一下有

小寶寶的生活，像是： 

1. 跟大寶一起收拾及布置家裡，順便教導孩子居家安全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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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同回顧大寶嬰兒期的照片和影片，讓孩子理解自己是如

何被照顧的。 

3. 利用繪本、故事讓大寶認識及預備有弟弟/妹妹的生活。 

4. 讓大寶跟爸爸一起聽聽媽媽的肚子、摸胎動、跟胎兒講

話，建立正向的互動經驗。 

在二寶出生後，試著讓大寶一同參與照顧寶寶的過程，以孩

子可以理解的語言、可以勝任的程度，發揮創意讓孩子加入

爸媽的行列，並適時的鼓勵稱讚孩子，讓大寶學習正確的互

動方式，像是： 

5. 鼓勵大寶表演自己會唱的歌、說故事給寶寶聽、玩玩具給

寶寶看、逗寶寶。 

6. 在照顧流程中協助父母，像是幫忙拿尿布、幫忙倒奶粉等

等。 

家庭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初始，手足關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相愛相殺都是日後孩子進入社會中必然會經驗的互動關係，

讓孩子有機會在手足關係中練習表達自己、尊重別人、愛人

及被愛，或許是父母能給孩子最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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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中心臨床心理師 林均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