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生理」發展與保育

第 一 章

試題預測分析

1.幼兒發展的意義和一般原則為考試易出題方向。

2.本章為學齡前幼兒的生理發展，易有概括統整的測驗題出現。

3.各方面的生理特徵，容易以「選擇題」方式命題。

4.輔導因素為保育方向出題。其試題預測主要在於幼兒的生理

發展「特徵」及其健康保育部分。

5.身體發展評斷的章節還未出過問答題，須多加注意。

6.本章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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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尋反射

(5)頸緊張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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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突破

第一節 發展的意義與重要性

壹 發展的意義

發展（Development）的意義，係指個體從生命形成開始，到死亡的一生期

間，便是對人們隨時間的改變所產生的質和量上的變化，進行科學性的研究。其

身心狀況隨著年齡與學得經驗的增加所產生的變化，而此變化是一生持續的、不

斷的，故包含質的變化（qualitative change）與量的變化（quantitative change）。

質之變化為內涵、結構或組織上的變化，例如：智能的本質、心理運作的方式；

量之變化為相當直接且可以測量的，例如：身高、體重、字彙等等。

發展為質量改變並身心向前推進的過程，也指衰退消亡的變化，這些變化包

括：大小的改變、比例的改變、舊特徵的消失、新特徵的獲得。

發展過程中受到「環境和遺傳」、「學習和成熟」兩大因素產生個體對外界

刺激及內在變化的交互作用，故在個體發展歷程中，遺傳與環境、成熟與學習持

續產生改變。一般而言，個體愈幼稚，受到成熟因素分配愈大，隨著年齡增加，

逐漸受其學習因素支配。

貳 發展的本質

學者對於發展的本質有不同的觀點，綜合相關研究說明如下（黃慧貞，民83）：

(一)連續發展觀或階段發展觀—不同觀點之掌握

1. 持連續發展觀的學者認為，發展乃是連續不斷承前啟後的過程，個體從幼

稚到成長的過程，個體從出生至成人的一生過程中，行為發展的變化是採

逐步漸進的方式來進行，並且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是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對於未來的發展有著可塑性和累積性的影響，幼兒時期所建立各種基本的

習慣、處事態度行為和人格特質，均具有相當的持續性，亦是為了未來青

少年和成人生活的預備適應。

2. 持階段觀的學者認為，發展是呈階段方式來進行，而非連續過程，每一個

階段行為發展，皆與前一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質表現，產生新的思考、

新的能力和新的行為，而行為的品質上有很大的差異。階段發展觀的特色

在認為每一個幼兒所經歷的發展階段相同，其順序是固定而不可改變的，

例如：皮亞傑的認知發展歷程，及佛洛依德人格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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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發展觀或被動發展觀

幼兒在發展的歷程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以皮亞傑的論點所觀，即是有機論，

其認為幼兒在自我本身發展中是扮演主動的角色，發展是本身主動的過程，其變

化為幼兒與環境進行互動而產生結果，幼兒不斷靠自我本身的感官和內在動力與

外界刺激產生結合，進行學習的歷程，將既有的認知架構運用基模，吸收和改變

本身存在的認知和適應環境的需求、互動的結果中從失衡找到平衡，從既有找到

增加的學習動力。

被動發展則是將幼兒個體視為被動學習歷程的方式，不論是行為表現、思考

模式和取得知識皆被環境受限，因此，學習論、機械論則視為其學習歷程的模式。

(三)整體發展觀

曾有些心理學家研究人類行為的過程中，清楚明瞭地將人類發展分為身體發

展、情緒發展、認知發展、人格發展及社會發展等領域，爾後運用微觀的觀點進

行研究，決定某個階段或領域發展的因素，但不盡然是整體的觀念，或片面、或

獨斷的，因此，近來許多學者對於個體行為發展了解，皆以一種整體觀、統合性

的將人類視為一個完整的個體。由此可知，人類的生理、認知、情緒及社會發展，

皆為互相依賴而運作，無法單靠每一領域的發展進行正確的發展評估，強調是互

動的關係。

(四)全人生發展觀

過去有些心理學家皆認為行為發展主要是由幼稚階段到成熟期間促進改變的

歷程，換言論之，主要集中胎兒期、嬰幼兒期、兒童期以及青少年期，嬰幼兒時

期是人生一生中發展變化最快速的階段，兒童及青少年期則是人生發展最為明顯

的階段，而亦認為成年期卻是穩定無明顯成長的變化，老年期則是一個衰退及失

落的變化。然而，持人生全人生觀的學者認為，每個階段成長皆有其重要的意義，

而發展不會有終止的時刻，因此強調整個人生的發展歷程。而變化最快速，及發

展最明顯的階段，常是命題的焦點，讀者可多加留意。

參 發展的一般原則

一般而言，幼兒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原則：（經佩芝、杜淑美，民 83）

(一)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

每個階段是連續性的發展，在個體行為上是一種循序漸進，現在的行為乃是

未來的發展基礎，以後的種種行為乃是現在的發展延續過程。

(二)發展的不平衡

發展雖是連續，但其身心特質的發展速率卻是不一致模式，就整體而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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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過程非是一種等速上升，而是呈現波浪形式進行，大約嬰幼兒期出現第一個

加速發展期，然後是兒童期的平穩階段，到了青春期發育出現第二個加速期，到

成年期又趨向平衡，而後老年期出現下降的趨勢。

(三)發展的相似性（常考！重要須詳讀！）

發展方向是一可以預測的模式歷程，多數人行為發展趨勢，大體上有一共同

模式，從胎兒到幼兒發展過程中最明顯的特徵主要是以下幾點：（盧素碧，民 89）

1. 頭足規則（自上而下）：由頭部發展到足部，例如：嬰兒出生後開始學

會一些基本能力，運用抬頭動作使脖子可以在兩、三個月後能真正挺直，

最後，在一年後進行行走的動作技能。

2. 近遠規則（由中心到邊緣）：發展過程為中心延伸到身體的邊緣，一切由

軀幹最先發展，爾後再趨向於四肢，例如：嬰兒可以先學會坐到會站立，

先會利用手臂力量再到手控制。亦可以說嬰兒學習取物的歷程（抱—握—

抓）最佳例子。

3. 發展的過程由籠統─分化─統整；一般─特殊─統整：人類出生後在成

長過程中，一切的活動皆是籠統的、隨意的，隨著年齡逐漸成長後，漸漸

協調化，從籠統到分化，逐漸隨著接受外界刺激的增多和身體協調功能趨

於平衡，使得人生的基本技能趨向一種統整的過程，運用不同時機；如：

嬰兒先有抓握的能力，再有手臂和手掌的籠統活動，逐漸會利用手指與手

指間的聯繫，出現捏的動作，但是眼球仍無法與手指協調，此時有著分化

的產生，最後才出現手眼協調的能力。

(四)發展的個別差異性，發展速率各不一致

雖然人類的發展模式和時間是相同的，但是個體的發展速率會依遺傳、環境

和種族影響而不相同，富蘭克（Frank, L. K.）曾說：「個體的發展好像在一條寬

闊的公路旅遊，每一個個體兼具著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遺傳和環境，必要以自己的

速率到達自己的目的地，如同個體在各個階段有自己獲得其身心的各種不同發

展。」。例如：嬰兒 6～8 個月就會長出第一顆乳牙，而有些孩子卻可能提早或延

後才長出，可見發展的個別差異。

(五)早期是日後發展的基礎

胎兒期為出生後的身體成長基礎，嬰幼兒期則為未來的人格基礎奠定。故亦

有人云：「0～6 歲是發展的關鍵期」或「三歲定一生」之說法，而嬰幼兒的環境

會影響到身心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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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齡前幼兒身體發展的一般狀況
(一)身體發展的曲線

人的平均壽命是 80 歲左右，漫長的人生中，幼兒期只不過是出生後，前五、

六年的身心發展。一般而言，將學齡前的幼兒發展過程稱為黃金時期，亦稱為關

鍵期，因此在幼兒期的期間為未來奠定人格發展和社會化的基礎，被視為人生最

重要的一環；此時期最重要的發展為大腦和神經組織的發展。

身體發展的曲線以四個系統為人類發展的指標，可分為 A.淋巴系統、B.神經

系統、C.身體系統以及 D.生殖系統。因為是平均曲線，故每個器官皆有差別。

圖 1-1 四種系統的成長不同類型

資料來源：陳小芬（民 91）。幼兒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1. 淋巴型（內分泌型）：出生後開始急速上升，到達 11、12 歲後為發展

的頂點，之後下降，而此型為在身體內產生殺菌功能。

2. 神經型：指人類身體內的神經和腦部，通常在嬰幼兒期急速上升，於 6歲

則可以達到 90%。

3. 一般身體型：係指身體的骨骼、肌肉、內臟諸多器官代表全體組織的成

長，在 1、2 歲開始上升，而後兒童期逐漸減緩的現象，而到青春期再第

二次上升。

4. 生殖型：是指第二性徵，是從兒童期後期至青春期間始急速發展。

我們亦可以看腦和神經組織發展的圖表（圖 1-2）。從圖表中可以看到大腦成

長（包含：腦重量、頭圍、腦波）過程中在七、八年增加兩倍左右（約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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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腦細胞漸漸的增加，是因為細胞之間互相連接的神經組織的擴張以及神

經纖維的髓骰化引起。

圖 1-2 腦重量、頭圍、腦波的發展

資料來源：陳小芬（民 91）。幼兒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二)功能特性

無論是肌肉、骨骼、內臟器官的發展，還是內分泌系統的發展，在幼兒期都

是非常顯著；無論哪一部分與腦、神經系統相比，完成發展都需要不斷向前推進，

在此時期面對相當多及廣的身體變化，總是會有需要接受外在和內在刺激促進。

在幼兒期的肌肉力只不過是青春期的 1/4 強，細胞亦是相當細微，新陳代謝的循

環良好，肌肉提供的恢復力好，但幼兒的細胞纖細，故持久力較短，因此較不適

合長時間劇烈的運動。所以，給幼兒的運動皆較緩慢，倘若讓他們玩上一天，好

好休息一天睡一覺後，第二天仍有體力，恢復為最佳的狀態。

若我們可以多加注意幼兒的身體機能，不難發現幼兒和大人有相當多方面的

差異，也能藉著這樣的特性了解，讓我們真正了解幼兒的身體機能和發展過程會

產生最大的直接和間接作用。

第三節 學齡前幼兒身體發展的規律性
學齡前幼兒呈現動態變化快速的過程，因此其質量發展有自我本身發展的規

律性，掌握此種規律性的發展，就可以積極地促進幼兒的發展關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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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體發展的順序性和階段性

以下為學齡前幼兒的身體發展順序：1.頭到腳。2.中心到邊緣。3.頭部結構和

機能性發展最早。4.下肢發展最晚。（陳幗眉、洪福財，民 91）

人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些過程中皆有互相關連和聯繫的空間，並且

需要環環相扣，若前一個發展出現障礙的方向，下一個發展就會影響甚大，如：

嬰兒學習抓取物品，先以大把抓取的動作，最後才學會用拇指和小指的拿取方式

取得物品。

(二)發展的速度

學齡前幼兒身體發展會隨著不同影響的因素，促使身體發展時快時慢，並且

成波浪形前進。個體出生第一年之內，發展相當迅速，亦是人生成長最快速的一

年；身長增加 20～25 公分，約達出生時出生一半，體重增加 6～7 公斤，約達出

生三倍。隨著第二年的發展速度會逐漸降低，到達青春期呈現另一個快增期。

(三)身體各部分、系統發展的不相同

在各系統的發育部分，包括外型和內臟系統，其發展的時間皆為不同，各個

年齡層的發展成波浪形，並有突增階段，參見圖 1-3 斯卡曼曲線圖，各部位發展

簡述如下：

圖 1-3 斯卡曼曲線圖

資料來源：陳幗眉、洪福財（民 91）。兒童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1. 神經系統：神經系統（特別為大腦）在胎兒期和新生兒出生後，發展速

度一直最快。

以腦容量來說，出生腦容量為 350公克，約為成人腦容量的 1/4，到達 6歲

後已達到成人的 9/10，逐漸接近成人的腦容量。從腦電圖平均頻率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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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檢試題解析

99 年幼兒發展與輔導

一、選擇題

( )1. 阿土仔夫婦都帶有杭丁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 s disease）的顯性基因（H

＊ h）。請問他們所生的子女有多少機率，會得到這種顯性遺傳疾病？

(A)25% (B)50% (C)75% (D)100%

( )2. 「認知成長源自於社會互動；幼兒透過引導式學習與能力較好的人互動，

若能得到引導和鼓勵，則較易獲得概念上的建立或成長。」這個社會文化

理論是誰提出的？

(A)鮑貝（J. Bowlby） (B)皮亞傑（J. Piaget）

(C)維高斯基（L. Vygotsky） (D)安士渥斯（M. Ainsworth）

維高斯基（L. Vygotsky）的認知發展理論在教學設計上的應用所發展出

來的教學策略有鷹架理論、交互教學法與合作學習。

1.鷹架理論：鷹架被比喻為暫時性的支架或是以一種支持的形式來協助

學生，直到學生能自行操作或學習。鷹架之特色在於其互動的功能。

2.交互教學法：旨在運用語言及在社會的脈絡中發展高層次思考能力。

在學校情境中，經由教師「引導式參與」、師生的對話、同儕合作，

可激發學習者的內在動機與興趣。

3.合作學習：主張學習應建基在社群互動中，教師、家長和同學都是學

習夥伴。其目的旨在建立一個增進學生互動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學

習習慣。

因此本題選(C)。

( )3. 小敏白天被哥哥用軟皮球輕輕的打到頭，她晚上有些咳嗽並認為：「都是

哥哥用球打我，害我咳嗽了啦！」此為皮亞傑（J. Piaget）界定之何種現

象？

(A)思考集中化 (B)同理心體會 (C)因果律理解 (D)橫跨式推理

皮亞傑（J. Piaget）主張「前運思期」（約2～7歲，相當於幼稚園階段）

之前運思階段，幼兒的思考呈現「思考不可逆性、橫跨式推理」。例如

沒有飯吃，那麼就吃麥當勞。此時期的幼兒不會邏輯推理的思考方式，

他們是以橫跨來推理：由一特例推至另一特例，而不考慮一般通則。如

「我對姊姊起了壞念頭，我姊姊生病了，所以是我使她生病」因此本題

選(D)。

( )4. 老師對第一天上學的安安說：「請你把書包放到這個櫃子上。」安安雖然

…………………………………………………………
1.(C) 2.(C) 3.(D)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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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鼻腔或咽喉分泌物。因此本題選(D)。

( )34.下列哪一組植物具毒性，不宜在幼稚園中種植？

(A)秋海棠、菊花 (B)石蓮花、許願草

(C)牽牛花、鳳凰木 (D)非洲紫羅蘭、含羞草

( )35.為培養小明的負責任態度，媽媽要小明在決定事情時，說出：「我要為自

己剛剛說的話負責。」請問媽媽的這種教育方式是下列哪一個學派所提之

概念？

(A)完形治療學派（Gestalt therapy）

(B)現實治療學派（reality therapy）

(C)行為治療學派（behavior therapy）

(D)溝通分析學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

完形治療學派為 Perls 所提出，Perls 在心理學上最重要的便是將佛洛依

德的心理的理論和身體的理論統整為一。

Perls為身心分離的傳統思想譜下休止符，他認為身體與心理是整體的，

若只是解開心理的封鎖無濟於事，因此完形治療強調「身體的活動」。

Perls 認為把內心所想付諸實現，為生理層面的重新架構，即是一種治

療。

因此，Perls即是他把身體帶進治療的領域裡，這可說是對佛洛依德精神

分析學的心理主義之反動。察覺「身體的感受或非語言的表現」，更能

成為「真正的自己」。基於此完形治療法主張放棄理性，去傾聽身體的

感覺。因此本題選(A)。

二、問答題

99-1
影響幼兒粗動作發展的因素有哪些？請至少列舉五項，並說明之。

參考答案

幼兒期的動作發展可分為大肌肉動作「粗動作技巧」的發展和小肌肉動作「精

細動作技巧」技能的發展兩類。粗動作發展是指頭部、軀幹、四肢的動作，像

是坐、爬、站、走，幼兒的粗動作是由頭到腳的發展，當幼兒可以局部控制身

體後，就能更進一步發展比較複雜的粗大動作，當大肌肉發展的好，小肌肉也

會發展的愈好。影響幼兒動作發展的因素很多，而且這些因素常交互作用，可

歸納為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兩種，並列舉 8 項影響幼兒粗動作發展因素說明如

下：

…………………………………………………………
34.(C) 3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