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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小智，是一歲兩個月的寶寶，家裡是開早餐店因早上至中午是忙碌的時段，媽媽

決定讓小智到學校多和其他寶寶及老師互動並刺激學習，第一天，小智明亮的哭

泣聲及堅持的個性，考驗著老師的耐心及專業能力，除了睡覺時間外就是哭，老

師們決定趁小智睡飽吃飽情緒較穩定時讓媽媽早點接回；第二天小智哭鬧的情況

減緩許多，也願意玩玩具及玩閃卡遊戲，同時也請媽媽早點接回；第三天，媽媽

卻說小智回家後都不理媽媽了，媽媽失望極了，決定將小智留在家裡再培養感

情…。 

 

【想一想】 

 

對一歲兩個月的寶寶而言，相信媽媽和他是一體的，理當跟他如影隨形。一旦媽

媽離開，就會產生不安的情緒；在加上寶寶的記憶能力尚無法使他在媽媽離開後，

還記得媽媽的具體影像，他必須努力的去抓住對媽媽的感覺，所以，當媽媽要離

開時，寶寶會以哭鬧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不安。 

 

可是，當媽媽真的離開，寶寶其實會試著慢慢接受、安靜及適應下來，將外顯的

不安逐漸轉往內心深處，會試著找出令自己較舒服的感覺。藉著這種方式，自己

開始學習處理分離所帶來的焦慮感。然而，當媽媽來接寶寶回家時，如果以為孩

子會衝過去迎接，可能就要失望了，寶寶可能會以生氣或不理的方式來表達對媽

媽離開的抗議。 

 

等到寶寶一歲半左右，已經可以在腦海裡想像一些具體影像，他的腦海已經有媽

媽清楚影像，而不再是一種感覺，這可以幫助她漸漸忍受媽媽的離開。 

 

【小提醒】 

 

在這個階段，寶寶需要一些時間，把眼前的媽媽和他對媽媽的感覺再度連結，媽

媽不妨等他「線路搭上」時，累積整理生活中經常遭遇的事務及事物，慢慢的寶

寶會感到安定。此時，家長再輕言軟語和寶寶共度屬於母子倆的時光，像是陪他

吃小點心，分享在機構的情形，或牽著小手去散步，讓寶寶再度找回熟悉的媽媽



的感覺；然而，和媽媽忽遠忽近的感覺，雖會令他感到不安而焦慮，但卻是克服

分離焦慮必經的歷程。 

 

【小叮嚀】 

在這個階段，寶寶極需要媽媽愛的鼓勵，他希望能和你分享新經驗的成就感及新

技巧，此時，給予鼓勵及正向肯定，將更能加強他對自我價值的認同，同時也有

助於當寶寶在和家長分離後，更自在、自信地去面對周遭的事物。 

寶寶在成長期間，如果家長能常給孩子獨自完成事物的練習機會，並經常給予肯

定，就可以增加寶寶對自我的信心，並進而取代分離所帶來的焦慮了。 

 

感謝此篇小故事由臺北市私立凱思托嬰中心提供；參考文獻『信誼 1～3歲發展

與教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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