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概念

一、打破傳統性別角色，父親的影響力從出生那一刻起。

二、共親職是夫妻共同營造幸福家庭的首要關鍵。

三、幼兒階段是孩子人格發展的關鍵期，父親情感表達的

　　方式，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四、家人間對母親的依賴一旦變成習慣，是傷害不是愛，

　　母親適度放手是刺激成長的動力。

五、兩性角色應打破傳統性別角色與情感表達方式的二分

　　原則，爸爸也有溫柔。







性別小活動：

性別小提醒：





請問爸爸 　　　　分數　　 分數　　  請問小朋友（大班）

性別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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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範例 爸爸題組範例



重要概念

一、影響父親情感表達的因素有五方面:原生家庭、個人

工作與學業、個人的教養觀、家庭經濟壓力及子女

情感回應因素。

二、父親對幼兒的情感表達方式會對孩子日後情感表達

方式有深遠影響。

三、社會應提供父親學習對幼兒的情感表達的資源。

四、父親若能將愛與關懷孩子的心，以實際行動來表示

，有助於親子間的情感互動。

五、兩性共同參與幼兒的情感教育對幼兒的情感表達是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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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每個孩子都有他不同的氣質，我們將孩子大致分類出

3種氣質類型，分別為：易養育型兒童、難養育型兒

童及慢吞吞型兒童。

二、不同年齡的孩子有不同的情緒表達特徵，而情緒表現

的方式也隨年齡增加而有所不同。

三、性別也會與情緒的發展有所關連，男孩子會比女孩子

更有技巧地掩飾及隱藏悲傷的情緒。

四、我們應當教育孩子可以適當展現正常的情緒反應，若

是遇到負面的情緒，要用疏導及支持的方式，來協助

孩子表達自己的情緒。

五、要幫助不同氣質的孩子，首先爸爸要先認識孩子的氣

質，並反省自身面對孩子生理性別與氣質和社會期待

不同時的態度。







實際的反應孩子情緒特質

情緒說來就來

反應又大又烈

直接掛在臉上

生氣很快就忘

男女反應不同

情緒易被感染

和行為有關係

年齡影響情緒

孩子的情緒常常是來的快、去的也快。

當他高興的時候會笑的很大聲、傷心的時候就哭

的呼天搶地。

孩子會將情緒直接反應在臉上或肢體動作上。

孩子很容易因為其他事情而忘了自己正在生氣。

每個孩子對情緒的反應都不同，男孩、女孩的反

應也不同。

孩子會被別人的情緒所影響，尤其是家人、同學

等親近的人。

孩子的情緒多是因為他的行為而產生的結果。

每個年齡層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大一點的孩子

就會開始隱藏自己的情緒。





性別小提醒



親子性別小練習

面對小男孩哭鬧我怎麼做？

1.剛剛你發生了什麼事？可以說給爸爸聽嗎？

2.說一說你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3.爸爸很高興你可以告訴我，也哭出來？

　這樣我才知道你有什麼情緒和感覺！

性別小活動：

討論：若你的孩子所展現出來的氣質，和他的生理性別不同

時，如兒子喜歡玩洋娃娃，爸爸可以反思一下，當面對這種

狀況，爸爸的心裡是怎麼想的？又會如何處理這種情形呢？

請爸爸和孩子一起來討論，如果你要改編童書威廉的洋娃娃

，你會改編成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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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孩子的情緒與表達具有關係，孩子一出生時便能以

哭的情緒來表達需求，到了幼兒時期，情緒的表達

除了語言，還有面部表情、姿勢等。

二、幼兒情緒表達背後的動機可以大略分為六大類型：

反應身體及生理不適的訊息、感覺到不安全的人、

事、物、反應自己情緒控制能力不佳、反應過去曾

經經歷的不良經驗、受身邊大人的影響以及受身邊

的環境影響。

三、針對孩子情緒表達背後的動機，爸爸們有一些相關

的輔導方法，可以讓爸爸在面對孩子的情緒時有所

因應。

四、面對幼兒的情緒表達，身為父親應反思是否帶有性

別刻板印象，因而造成幼兒複製這些情緒表達。





喜愛6~12個月出現

忌妒18個月出現

憤怒3個月出現

恐懼5~6個月出現

時  間

情緒
特徵

憤怒 恐懼

喜愛 嫉妒





駡



①直接滿足其生理需求

②多藉由感官刺激及撫摸增進親子互動

③瞭解兒童的情緒特質

④傾聽兒童說話

⑤予以正向回饋

①避免任何會造成幼兒恐懼及害怕的刺激事物

②誘發幼兒發現自己的情緒反應並引導幼兒表達出來

③以支持及接納的態度

④鼓勵幼兒表達情緒

①成人適當的示範

②鼓勵幼兒觀察他人的情緒

③培養幼兒的同理心

①誘發幼兒發現自己的情緒反應

②引導幼兒表達出來

③與幼兒一起討論處理情緒的方法

④提供情緒發洩的管道

⑤以支持及接納的態度鼓勵幼兒表達情緒

⑥不讓他接觸引發不良情緒之事物



①多給予感官刺激

②成人適當的情緒控制與情緒示範

③學習自我情緒的表達等

①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氣氛

②成人適當的情緒控制

③營造良好的情緒環境

④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等

性別小討論：

邀請4－8組家長一起分享討論以下問題：

1.面對孩子不同的性別，爸爸是否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對待兒子

或對待女兒，在處理孩子情緒時，你會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嗎？

2.在您的腦中這些情緒表達的觀念，你覺得是否存在著性別的刻

板印象？

3.爸爸您覺得如果這些態度要調整，您會用什麼具整的方法來調

整？

情緒動機 輔導原則 輔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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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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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事最容易讓我生氣？ 我會做什麼事？

怎麼讓我不生氣？ 下次我可以改進什麼？

我生氣了！



重要概念

一、情緒是人的特質無須懼怕逃避：情緒的本身並不是問題產生的原因，

不當的表達方式及欠缺妥善的情緒管理才是關鍵。相對的，適當的

表達與妥善的管理能夠提升家庭功能並降低社會成本。

二、父親的情緒表達方式經常成為幼兒仿效的模式：父親在情緒表達上所

使用的語言，因應情緒所產生的行為舉止經常反映在幼兒的身上。

三、長期與情緒不穩定的父親共同生活，將對幼兒人格發展造成傷害：安

全感欠缺及焦慮、退縮及逃避，說謊及暴力等都可能呈現在幼兒自

我防護行為模式中。

四、情緒管理五原則：

(1)忠實紀錄自己現有的情緒反應─自我發現

(2)客觀評估記錄後─承認接受並指認出偏差

(3)邀請授權家人或友人作為自己行為改變的監督人─建立制約

(4)積極列出健康妥善的情緒表達方式及改變步驟─取代替換

(5)如果需要，應及早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及醫療的幫助─尋求幫助。

五、人可學習管理情緒而不做情緒的奴隸：正確觀念的接受與建立能預防

不必要的傷害與人際關係的破裂，並反省情緒反應在不同性別上的

對待模式是否合理。



性別小思考：

　身為爸爸的你覺得什麼情緒是最難表達的？





性別小思考：

1.請「小朋友」分享最喜歡爸爸對媽媽做哪些動作或說哪些話？

最不喜歡爸爸對媽媽說哪些話？

2.請爸爸分享自己最喜歡孩子向媽媽做哪些動作及說哪些話？

3.您覺得有哪些孩子做的動作和行為是反應你自己對太太平時的

言行？

4.你覺得如果可以改善，對待身為女性的太太，你可以有那些性

別友善的行為或情緒表達？



反應：當別人觀察到或被校方通知自己孩子有偏差行為時，慣常反應是

—「不會吧？是不是搞錯了？」或者是「不可能，我的孩子絕不

會⋯」

反應：當別人觀察到或被校方通知自己孩子有偏差行為時，慣常反應—

「小孩子嘛，哪個孩子不是這樣？長大就好了」。

反應：當別人觀察到或被校方通知自己孩子有偏差行為時， 慣常反應—

定是老師或另外那個小孩逼得他這樣， 要不他絕對不會⋯

反應：當面對自己孩子有情緒失控或偏差行為時，慣常反應—「打死你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再⋯就不要你了」，「你再不停就叫

警察來把你抓走」。

反應：當面對自己孩子有情緒失控或偏差行為時， 慣常反應— 「你如

果不再這樣， 我就買一個⋯送給你」。



常見情緒的反應模式：

拒絕承認
1.否認事實

2.將偏差行為合理化

逃避
1.不願討論

2.轉移話題、逃避處理問題

推諉指責
1.覺得是別人的錯

2.自己永遠是受害者

威脅及懲罰
1.用威脅或懲罰的方式

2.淡化自己的失控

補償賄賂
1.想安撫自己造成的傷害

2.使用禮物或認錯收尾

情緒管理原則 情緒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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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父親的情感表達可從與親密家人隨時保持聯繫學起。

二、守護夫妻之間的友誼，增加對妻子情感存款愛的表達。

三、父親對妻子的有效溝通能力是需要學習的，以此可增進

夫妻之間的溝通。

四、溝通衝突是無法避免，有效處理衝突的能力是重要的。

丈夫可多學習並覺察出破壞性的互動模式，多學習寬恕

妻子的語言行動。

五、丈夫可多反省性別刻板印象下的夫妻溝通方式，有那些

是需要改善，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如何在妻子的情感銀行存款 ◎如何在丈夫的情感銀行存款







性別小提醒!!!

爸爸對待媽媽要用尊重的態度喔!

當你對媽媽大吼大叫，就是在大大的提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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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老師更需要父親的合作與協助，真誠表達想法，建立健

康的團隊。

二、良好的親師溝通有助於父親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成為孩

子成長過程中之最佳夥伴。

三、父親和老師需要彼此肯定、尊重及訊息交流。親師之間

多描述孩子的成長狀況，而不判斷孩子的學習。

四、智慧訂立親師溝通的界線，妥善運用溝通的工具，輕鬆

地與孩子的父親建立溝通管道。

五、老師及父親可增加機會，反省父親在親師溝通缺席背後

的結構因素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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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父親與子女的關係沒有得來速的窗口：親子的關係無法速成，

無論時代的脈動如何快速，父親與子女的關係都必須花費時間

心力去耕耘。

二、父親與子女的關係沒有任何工廠可以外包及代工：親子的關係

無法委託他人（即便是家庭成員）或機構（學校、安親補習班

）代為經營。

三、父親與子女的關係是甜蜜的享受，不是沈重的負擔：正確觀念

的建立有助於親子彼此快樂經驗的養成，避免刻板制式及沉重

責任感。

四、時間是有品質陪伴的第一要件：儘管全球化與國際化造成現代

人與時間賽跑的壓力，父親在親子共處上的優先選擇與時間的

投入將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投資。

五、有品質的陪伴是父親與幼兒快樂幸福的關鍵：除了一定時間的

投入之外，陪伴時所進行的活動內容、父親陪伴時的態度、 陪

伴的方式也都是有品質陪伴與親子快樂幸福的要件，也是在家

庭中對子女生活角色多元參與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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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參與孩子的日常生活及情感生活不可或缺也不可

取代。

二、規劃出時間來陪伴孩子非常重要。

三、父親要學習跳脫因為社會對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造成

的時間安排失衡，更多的投入家務分工與照顧幼兒的

工作，才能使家人相處更融洽。

四、父親因為社會上對不同性別角色的期待，常造成在工

作和家庭間的時間調配失衡。運用優先順序、訂定界

限等等時間管理技巧，可以幫助父親有效的時間管理

，能夠在各項事情的安排上更游刃有餘。

重要概念



性別小提醒：

過去的男女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差異較大，連帶著也形成許

多例如護理工作只有女性可以從事、公車司機只有男性可以

擔任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但現今隨著時代變遷，男女間僵

化的性別角色也該朝向更彈性、更平權的方向改變。本著相

互尊重、和諧共處的態度，不受傳統性別偏見的影響，展現

自我的價值，發展自我的專長與特色，在工作與家庭中，以

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呈現自我。





性別小提醒：

父親投入親職、照顧孩子和投入工作一樣重要。不論是學習

做個好父親或是職場上的專業技能，都一樣需要學習、需要

時間投入，所以兩者都值得家人和同事一視同仁的態度和支

持。我們不應再支持傳統上，父親應該重視工作甚於家庭的

態度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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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一、父親和孩子的情感交流可培養幼兒發展安全的依附

關係。

二、父親能適當的運用五種幼兒愛之語來表達對孩子的

愛。

三、透過父親與幼兒的情感互動與示範，父親可以幫助

孩子發展健全的情感互動模式。

四、父親因為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相對於母親而言

，在幼兒照顧工作上的知能相對不足，也經常缺席

；因此父親要好好充實對幼兒情感表達的相關知能

、經常練習，才能幫助幼兒的健全成長。





温









時間 活動流程 使用資源



時間 活動流程 使用資源



時間 活動流程 使用資源 時間 活動流程 使用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