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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看，向右看！大人的情緒反應我在看！ 

----我們是孩子的情緒參考點 

 
(故事) 

你一定看過大驚小怪的人吧？告訴你，當你變成父母時，這種情形只會變多，很難變

少。見過小孩從滑梯溜下來時，媽媽每次都在下面雙手張開等著接孩子，孩子卻一溜煙閃

過"熊抱"，只急著想再溜一次嗎？孩子信心十足，為母的卻大呼小叫。她難道看不出來孩

子能力十足嗎？ 

 

許多父母即使在十分安全的環境裡，仍然亦步亦趨跟在孩子後面，雙手打開，身體彎

曲，好像隨時準備"接球"；孩子一跌倒，還沒來得及起身，父母就衝過去拯救，當自己是

游泳池救生員！ 

 

應該也見過孩子一碰觸可能翻倒的任何東西，就疾呼"不可，不可"，表情及聲調都十

分戲劇化的家長吧！ 

 

在兒科門診，這類家長更多。這是天性，看到孩子生病不緊張才怪！但是也有誇張到

早上，下午，晚上都來一次，外加電話不停詢問。醫師多半能了解父母心情，但也會想，

如果我生病，還真想有人閉嘴陪伴就好。大驚小怪對生病的孩子沒什麼好處吧！ 

 

美心說她真的是老大照書養，老二照豬養，養出個性天差地遠的兩個小兄弟。她注意

到帶老大時，自己緊張兮兮，什麼都"不可以"，什麼都"啊！唉喲！！"。到了老二就學會

了其實沒那麼嚴重，因此什麼都可以試試！結果老大就是一個小心翼翼，不輕易嘗試的孩

子；而老二就是一個探險家。經常上演哥哥拉弟弟，弟弟推哥哥的戲碼。縱使我們不知道

這兩個小孩子"領"到父母什麼樣的基因，但美心歸納出的結論也是相當合理的---原來一大

部分的性格是從父母的態度"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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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怎麼說？) 

許多證據告訴我們，孩子是由周遭大人的情緒反應來決定自己的下一步！這叫"社會

參照力"！這是嬰幼兒期學習看待世界的重要機轉。這種學習的經過也許我們可用"閱讀"

或"看電視，看電影"這些事來做比擬。例如一個愛看韓劇的人，即使從來沒戀愛過，卻也

從故事情節中經歷了他人的喜怒哀樂，也許以後遇到類似的事情還會以戲劇裡學到的做法

來處理呢！(所以有些人很戲劇化呢！) 

 

閱讀也是如此。人短暫的一生中不可能經歷過所有事情，旅行過所有世界名勝，我們

需要尋找書中的哲理，心得與感想來豐富我們的能力與反應。 

 

幼兒就是從成人的表情，聲調與語言當中，"閱讀"、"觀賞"與"學習"將來他遇事時的

處理方式；與我們讀書，看電影並無二致。 

 

有一個原本是設計來了解人的知覺發展的視覺懸崖測驗(visual cliff test)，被其他心理

學家拿來研究嬰幼兒如何由觀察母親的表情線索來決定自己的下一步動作。實驗是這樣的：

在一個透明有深度的巨大箱子內布置出高低端，因為上面是透明玻璃板，所以寶寶在爬行

到中段時，會產生視覺上的懸崖感，好像要從高處跌下去一樣。因為嬰幼兒已經發展出這

種判斷視差的感覺能力，所以當他們爬行到中段時，會本能地停下來，不敢過去。如果此

時，在爬行終點等著的媽媽，露出笑容，發出鼓勵的語言聲調，那寶寶會克服恐懼，繼續

爬過去。相反地，如果媽媽面露恐慌，發出禁止的聲調，孩子會知道媽媽肯定他所見到的

懸崖是真的，因而轉身爬回原點。 

 

這當中還可以再細分媽媽的表情為：快樂、感興趣、害怕、生氣、悲傷。你猜結果有

沒有差異？當然有！害怕表情組的沒有一個寶寶爬過去，生氣組的九成不過去。快樂與感

興趣表情組的有七成以上會爬過去(另外那二成五很堅持自己看到的懸崖喔！)。媽媽如果

表現出悲傷的話，寶寶會弄不清楚她的意思，大約有三成爬會過去。你看！幼小的孩子多

會解讀大人的情緒表達！正確率奇高！絲毫不遜於成人(說不定更好，不然哪來那麼多"白

目"的大人……)。 

 

社會參照力加廣加深嬰幼兒的所見所聞，是嬰幼兒期情緒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有趣的還有，年紀越小對父母的正向反應強，但隨著年紀漸長，對負向的反應會變強。

這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是很說得通的。畢竟負向的線索能幫助我們躲過危險，存活率得以上

升。 

因此專家提醒父母的負向的情緒對寶寶的參照力較之正向更為強大！ 

 

孩子依賴父母保護，當負向的線索很強時，孩子就會閃避。原來是重要且必要的事，

何時會變成問題呢？問題就出在父母的尺度拿捏！ 

 

伸手去拿熱水杯如何？開大門衝出去如何？在牆上畫畫如何？在公園盡情奔跑如何？

跟鄰居小貓小狗玩如何？拒絕吃紅蘿蔔泥如何？拒絕吃藥如何？撕掉哥哥的課本如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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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杯子如何？與人見面應打招呼如何？不打招呼如何？有智慧的父母對孩子行為的反應要

成熟，要不然你呈現的反應都將印在他的腦子裡了！如果你總是大驚小怪，大呼小叫，怎

麼可能冀求孩子成為情緒的調控者呢？ 

 

所以父母要盡早有情緒教養概念，你的反應他都看在眼裡，記在腦裡，學在心裡，一

切都會成為他 EQ的元素。著名的 EQ學者，丹尼爾。柯洛曼(Daniel Goleman)說，情緒智

商(EQ)很早就發展了，就在與父母，老師，甚至是前來交換情緒訊息的每個互動經驗中誕

生了！這就是社會參照力！ 

 

(衍伸來應用！) 

 

1. 左看右看，大人的情緒反應我在看喔！這種社會參照能力 6-9個月間就發展了。 

2. 看著你的反應，孩子以此作為前進或退後的參考！所以問問自己希望孩子朝哪兒

去？ 

3. 孩子對父母負向的情緒反應參照力比正向強。動不動就發脾氣的父母對孩子影響

大。 

4. 社會參照力也可以應用在分離焦慮，陌生人焦慮。父母越自然鎮靜，事情就會越好

辦。 

5. 社會參照力也會在孩子觀察你與他人如何相處中產生。所以避免大聲的口角也有助

於嬰幼兒情緒調節發展。 

 

(叮嚀) 

 

發現了嗎？ 

我們就是孩子情緒表達的參考點。希望孩子情緒調節好，我們要先做到，孩子才做得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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