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心引導，讓孩子變細心 

    每個孩子有他與生俱來的氣質，有的孩子天生就比較細心，做起事來有條有理。有的孩子比較

迷糊，做事大而化之。你家的孩子是哪一種個性呢？ 

即使是同一對父母生的孩子，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獨特的氣質。有的孩子對感覺刺激的敏感度較

差，他不能完整或精細的分辨刺激；有的孩子注意力薄弱，特別容易因外界的干擾而分散了他的專

注力，不過這種孩子並非凡事都很粗心、迷糊，當他面對有興趣的事，他也能仔細地做好，但是遇

到不感興趣的事就馬馬虎虎、草草了事。 

粗心的孩子通常動手比動腦快，做事時不能夠仔細的觀察，也缺乏全面的思考。雖然有的孩子

隨著認知能力的提高，會有所改善，可是對於那些長久習慣於粗心行事的孩子，即使認知能力提高，

還是會出現粗心的行為，所以爸媽要趁早留意。 

增強孩子的敏感度，能改善粗心 

如果孩子對感覺刺激的敏感度較差，爸媽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訓練，協助孩子增強感覺刺激的

敏感度。例如，讓他多玩一些「找找看」和「比比看，哪裡不一樣」的遊戲。「找找看」的遊戲是

指在一張圖畫中，藏有多樣的東西，孩子必須小心觀察才能找得到。「比比看，哪裡不一樣」的遊

戲，常常是有兩張相似的圖，在這兩張圖之間有些細微的不同，孩子要不斷的利用圖中的一小部份，

仔細的觀察比較，才能找出兩者之間的不同。 

生活小事粗心，請孩子立刻改正 

在日常的生活中，有的孩子常常心不在焉，離開房間忘了關燈或關電視、吃完東西不會收拾善

後，有些爸媽會覺得這些事都是舉手之勞的小事，就順手幫孩子做好。這樣的教養方式，孩子永遠

學不會。下次孩子再忘了關燈，不管他那時正在做什麼事，爸媽一定要他放下手邊的事，馬上再回

到那個房間把燈關掉。從很多生活例子裡發現，越是造成孩子的不方便時，改正的效果就越好，因

為孩子不願意再給自己添加過多的麻煩。只要多練習，孩子粗心大意的行為會逐漸減少。 

爸媽別期望過高，孩子才有信心把事情做好 

孩子會粗心，有時不完全是天生如此的，也有可能是後天環境造成的。心理發展學家艾瑞克森

主張學齡前兒童正處於主動期，在幼兒的生活中，還沒有太多失敗的經驗，喜歡主動的嘗試新事物，

對自己總懷有無比的信心；縱然短暫的失敗，一下子就會被孩子拋諸腦後，再面對下一個挑戰，又

會躍躍欲試。每當孩子順利完成一件事情時，他會感到快樂，也會增強自信心；相反地，如果孩子

總是面對失敗的結果，慢慢地他會覺得自己事情都做不好，自信心就會變得低落，久了之後，面對

新的事物時也不願再嘗試。 

很多爸媽因為孩子粗心而導致狀況百出，感到頭疼不已，在焦急之餘，只知道責怪孩子，這麼

簡單的事都做不好，結果孩子粗心的問題不但從未獲得改善，反而弄得親子之間很不愉快。爸媽對

孩子期許過高，當孩子達不到時，爸媽會覺得失望、生氣，而這樣的反應只會加深孩子的挫折與無

能感，對孩子並無幫助。 



給孩子時間，慢慢地累積經驗與學習 

請爸媽以孩子的角度來思考，4～7歲的孩子在生活中累積多少了經驗？有很多事情是靠學習

得來的。當你要求孩子做好一件事時，是否曾教導過孩子如何把這件事做好？孩子粗心有很多時候

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有效的處理事情。很多成人看來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是孩子沒做過，或還沒機

會學到如何做好的訣竅之前，對他都是一項挑戰。 

例如，安安很喜歡他的玩具小汽車，每次出門總要帶著好幾輛車子。可是安安是個小迷糊，車

子帶出門，卻常忘記帶回家。每次掉車子，安安總是感到很懊惱，有時甚至要大哭一場。爸媽要如

何幫助安安改善這個粗心的問題呢？爸媽可以試著在出門前先討論或提醒，例如： 

媽媽說：「安安，等一下我們要去大伯家玩，我知道你喜歡玩小汽車，你可以帶兩輛車子。」 

安安說：「兩輛太少了，我要帶 6輛。」 

媽媽說：「我知道你想和堂哥玩車子，但是出門不方便帶那麼多，很容易丟掉的。下次我們可

以請大伯帶他到我們家來，你就可以跟他分享所有的車子。你先練習帶一、兩輛出門，

如果能保管好，以後再增加車子的數量。」 

等到拜訪親友後，準備回家前，爸媽可以再次提醒孩子收拾今天帶去的小汽車，孩子收拾好了

立即誇獎他好棒，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東西了。 

持續練習，重新建立細心的習慣 

研究指出，一個人在建立一項新的習慣時，至少要連續不斷的練習 21天以上，才能將這個習

慣建立起來。在年齡越小時，成效越好。所以當父母在引導孩子時，也要記得讓孩子有機會不斷的

練習。孩子粗心大意不是無可救藥，重要的是爸媽必須有耐心的教導他一些做事的小方法，並不斷

地讓孩子練習，慢慢的，粗心的孩子也會變得細心，對自己也會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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