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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小迷糊，怎麼辦？本文摘錄自《學前教育月刊》 

 

Q：我的兒子五歲半了，還算乖巧，只是他總迷迷糊糊、懶懶散散的，常常忘東忘西，總

要我東叮嚀西催促，這副德性最讓我生氣，我該怎麼幫他糾正這個壞毛病呢？ 

 

A：略帶迷糊個性的人，常常讓人覺得可親又可愛，相處起來挺有樂趣。但是太迷糊了而

影響正事時，我們又受不了，尤其爸媽面對孩子的迷糊，甚至造成學習上的障礙時，最是

不能忍受。其實，幼兒的注意力不但短暫，還非常容易因外界事物而分心，再加上幼兒的

時空概念並不很明確，對身邊事物的重要性及秩序性往往不能牢牢記住，所以手邊的玩具，

常常玩一個就丟一個，忘記歸回原位，甚至連東西放在那兒都忘得一乾二淨，這種迷糊的

特性在幼兒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孩子在一至三歲之間，正是建立生活自理能力的關鍵期，舉凡進食、穿衣；收拾…等習性

及能力，都是在這個時期學習並精進的，假若孩子沒有機會學習，日後會因為無法掌握操

作時的順序與方法，常有笨拙的反應，讓大人誤以為是迷糊或懶惰成性。 

 

另外，孩子的迷糊特質往往又和大人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有關。在家居生活中，大人若喜歡

凡事代勞，又不樹立良好榜樣時，孩子的迷糊會越加嚴重。所以要改善孩子的問題，不僅

要從孩子本身著手改善，更重要的是，重新調整整個家庭氣氛。要讓孩子不迷糊的首要原

則，就是賦予孩子完成工作的責任感。很多大人時時把孩子的日常瑣事掛在嘴邊叨唸，久

而久之，爸媽的叮嚀及提醒只像耳邊風一般，絲毫沒有任何作用。不妨和孩子制訂生活公

約，約定好賞罰原則，鼓勵孩子建立正向的行為；對孩子而言，明確的賞罰，反而具有自

然的督促效果。 

 

孩子的迷糊、忘性，還可能與爸媽所給予的指令及指導有關，有時候爸媽的一大串指令，

聽得孩子是迷迷糊糊，弄不清楚狀況，只好馬虎帶過。因此，面對越迷糊的孩子。須將指

令縮短，並明確說明，甚至將完成工作的必要步驟做充分的示範及演練，讓孩子有機會學

習處理身邊事務。透過工作完成後的成就感，以及家人的鼓舞，說不定能夠把迷糊蛋搖身

一變成為勤勞的小蜜蜂呢！ 

 



 校 園 動 態  

        10 月訊息 
10/9~10/10(一~二)雙十連假 

10/11(三)青溪國小運動會補假 

10/16(一)大有國小運動會補假 

     10/23(一)大業、快樂國小運動會補假 

10/29(日)期中考加強複習 

10/30(一)會稽國小運動會補假 

           國小部專線請打 356-6668*206 謝謝。 

                藝文訊息 
何日君再來劇團《不肖子》 

時間日期: 10/01(日)14:00、16:30、19:30                                  

地點: 桃園區新生路 169 號 (米倉劇場)               

(OPENTIX 售票系統，米倉劇場(03)332-6719)       

一個有囤物癖的母親，一個強迫清潔又迷信的大姊，兩個人整理著

死了才回 家的弟弟遺物。再怎麼收拾，得到的只有滿滿的遺憾，

拖沓著彼此的時間， 而弟弟的鬼魂也不知為何無法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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