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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幼兒的社交情感發展是兒童在各個領域發展和學習的基礎。健康的社交情感發展有助
於兒童的入學準備和學業成績，以及他們的整體身心健康和積極的生活成果。1 

社交情感發展領域的學前/過渡幼稚園
學習基礎 (PTKLF) 描述了兒童透過早期
學習體驗所能表現和發展的社交情感能
力。在幼兒期，兒童逐漸瞭解自己的社
交情感的特質，包括自己的情感、思想
和行為，並認識到自己的能力和身份。
一旦兒童形成了自我概念，他們就會將
這種理解延伸到他人身上。兒童與成年
人和同伴互動，這個過程會影響社交情
感發展。2支持兒童健康的社交情感發
展有助於他們與他人建立牢固、相互尊
重的關係，欣賞他人的異同，並學會與
他人合作和解決問題。這些特質能促進
社交意識，為公平和親社交行為打下基

礎，有助於增強兒童的歸屬感、包容性、愛心和接受性。3

社交情感發展領域的組織 
學前/過渡幼稚園學習基礎的使用

PTKLF 為加州所有的幼兒教育計劃提供指導，包括過渡幼稚園 (TK)、聯邦和州學前
計劃（如加州州立學前計劃、Head Start）、私立學前和家庭托兒所，就三至五歲半
兒童在參加優質幼兒教育計劃時常會獲得的各種社交情感知識與技能提供指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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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利用 PTKLF 來指導觀察，為兒童設定學習目標，並規劃適合兒童發展的、公平
的、包容性實踐，包括如何設計學習環境和創造學習體驗，促進兒童在社交情感發展
領域的學習和發展。幼兒教育計劃可以利用 PTKLF 來選擇與 PTKLF 相一致的課程，
為選擇與 PTKLF 相一致的評估提供指導，為教育工作者設計與提供專業發展和輔導
計劃，以支持對 PTKLF 的理解和有效使用，並加強社交情感發展領域學前到三年級 
(P–3) 的學習目標和實踐的連續性。 

分支與子分支

社交情感發展的 PTKLF 分為多個分支與子分支，探討與每個分支相關的特定社交情
感技能。

• 自我：這個分支涉及與自我意識和情感知識有關的技能。自我意識包括對自身能
力的效能感，以及對個人和群體身份的認同感。4 兒童的情感知識包括瞭解情感、
情感與行為之間的聯繫，以及他人期望他們如何表現情感和行為。5 第一個分支
還涉及情感和行為的調節，以及在幼兒教育計劃中處理過渡和例行活動的相關技
能。6 調節情感的能力與兒童的執行功能密切相關，學習方法領域對執行功能有更
詳細的描述。最後，這個分支還包括社交意識，它包括對他人內心狀態、思想和
感受的理解，讓人產生同理心、關愛他人。 

• 與成年人的互動和關係：這個分支描述了兒童與成年人的社會互動、依戀以及與
依戀對象和其他熟悉成年人的關係。兒童一出生就與作為其主要照顧者的成年人
形成依戀關係。主要照顧者為兒童提供敏感和具回應性的照顧，幫助兒童建立安
全的依戀關係。7兒童可以與多個照顧者建立依戀關係，包括家長、其他親屬、幼
兒照顧者和教師，他們透過反復地與兒童互動，向兒童表明，他們是可靠的、對
兒童需求具回應性。8與依戀對象的關係會影響兒童如何與其他熟悉的成年人互動
和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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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同伴的互動和關係：這個分支描述了兒童與同伴的互動，包括解決問題和協
商，以及與特定同伴的友誼。這個分支還包括以公平的社交互動為重點的基礎。
兒童在與不同背景的同伴交往的過程中學習公平地對待他人，即重視他人並公正
地對待他人、尊重他人。例如，一個兒童用安靜的語氣跟另一個對噪音很敏感的
兒童說話，或者安慰感到被冷落的兒童。

基礎陳述

社交情感發展領域的每個子分支均有單獨的基礎陳述，描述了兒童在高品質的幼兒教
育計劃中應展現的能力（知識和技能）。在家庭、學校和社區環境中，兒童在不同時
間以不同方式發展這些能力。基礎陳述旨在幫助教師確定他們可以提供支持的學習機
會。 

年齡階段 

基於年齡的基礎陳述描述了兒童根據社交情感發展的經歷和獨特的發展歷程通常可
能知道和能夠做到的事情。這些陳述分為兩個重疊的年齡範圍，充分認識到每個孩
子在早年的發展都是隨著不同時間點在不同領域透過快速發展期和技能鞏固期來逐
步達到： 

• 「早期基礎」涵蓋三至四歲半兒童通常表現出的知識和技能。   

• 「後期基礎」涵蓋四至五歲半兒童通常表現出的知識和技能。

範例使用 

對於任何特定基礎的每個階段，都有範例說明兒童以多元化方式展示其知識和技能。
早期和後期基礎各個階段的相關範例展示了發展歷程。每個基礎的前一兩個範例與早
期和後期年齡階段保持一致。這些範例展示了兒童如何在日常例行活動、學習經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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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成年人和同伴的互動中展示不斷發展的知識或技能。範例還提供了不同的方式，
兒童可以在不同背景下，無論是室內或室外，在全天的各種活動中以多元化的方式展
示其不斷發展的技能。

多語言學習者擁有在家庭和社區關係中發展起來的基礎語言能力。在幼兒教育計劃中
使用家庭語言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可以支持兒童的歸屬感、建立與現有知識的聯
繫、促進與家庭和社區更深層的聯繫。多語言學習者的家庭語言範例說明了在幼兒教
育計劃中，多語言兒童如何透過在學習和與同伴及成年人的日常互動中使用家庭語言
進一步發展這些基礎能力。在教師可能無法流利使用兒童家庭語言的情況下，可以採
取各種策略來鼓勵多語言學習者使用其家庭語言，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語言能力。
為了促進溝通和理解，教師可以與能講兒童家庭語言的工作人員或家庭志願者合作。
教師還可以利用口譯員和翻譯技術工具與家庭溝通，深入瞭解兒童的知識和能力。所
有教師都應與家庭溝通，讓他們瞭解雙語能力的好處，以及家庭語言如何成為英語語
言發展的重要基礎。教師還應鼓勵各家庭協助兒童繼續發展家庭語言，使其成為整體
學習的一項資產。

一些範例包括，當兒童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教師如何為他們提供支
持。教師可以提出開放式問題，透過提出建議或給出提示為學習提供鷹架式支持，或
者評論兒童正在做的事情。這
些範例應有助於教師判斷兒童
的發展情況，考慮如何在他們
現有的技能水平內支持他們的
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向下一個
技能水平邁進。此外，雖然這
些範例可以為教師提供寶貴的
想法，指導如何在兒童學習社
交情感發展知識或培養技能的
過程中為兒童的學習和發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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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但教師可以用不同策略來支持兒童在這一領域的學習和發展，對於所有這些
策略，這些範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本簡介的最後，「教師如何支持兒童的早期
社交情感發展」這一節提供了一些想法，說明了如何支持兒童的社交情感學習和發
展。此外，整個基礎還包括了一些關於教學提示和策略的提示框，以指導領域中的實
踐。

兒童社交情感發展的多樣性
兒童因個體差異（如脾性和性格特徵）、身份（可能包括文化和語言背景）、有殘疾
以及環境因素（如所處環境出現壓力或經歷創傷）而表現出不同的社交情感技能。兒
童需要不同種類和不同程度的社交情感發展支持，這些支持既要能回應個體差異，又
要能適應環境因素。在培養兒童的社交情感技能時，教師應考慮兒童進入幼兒教育計
劃時所擁有的資產，以及基於這些資產提供支持。

有關社交行為和情感表達的文化規範和期望可能會影響兒童對自身情感的控制、對某
些活動的偏愛，或對更多集體或協作互動的傾向。某些文化可能鼓勵兒童在課堂上更
多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為，而另一些文化中的兒童可能更活躍、更喜歡參與運動或伴
隨音樂開展活動。9 社交情感發展領域中的基礎範例旨在代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種
族和族裔身份的兒童。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多種語言、經歷各種文化背景和環境，
這些經歷最終有利於兒童的社交情感發展；兒童學習理解不同的觀點，在不同語言和
文化體系及環境之間靈活轉換。10 

有殘疾的兒童也會用不同的方式與他人溝通、互動，表達自己。具體來說，在社交情
感基礎中，患有自閉症或感官敏感患兒等有殘疾的兒童，或注意力和衝動控制能力不
穩定的兒童，他們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對於患有自閉症或感官敏感的兒童來
說，如果情況難以承受（如周圍噪音過大），他們的興奮程度可能更極端。他們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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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互動中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或詮釋社交暗示，可能比其他兒童更依賴額外的視覺和
語言暗示。對難以控制衝動的兒童來說，將專注於任務的時間分割開，中間穿插活動
休息時間，可能對他們有益。有自閉症或感官敏感的兒童或難以控制注意力和衝動的
兒童可能需要額外的社交情感發展支持，尤其是在以下情況下：在不知所措期間調節
自己的情感和行為，或需要額外的過渡時間。基礎還包括以下兒童範例：身體缺陷、
智力障礙、聽力損失/失聰和視力障礙的兒童。

創傷和創傷知情支持

創傷是指一種有害的、有時是長期的心理和/或生理應激反應，由不利環境或壓力事
件引起（包括但不限於遭受情感或身體忽視、住房無保障、在家長入獄的情況下長大
或生活在濫用藥物的家庭中）。11此外，體制壓迫（例如對原住民的暴力殖民、大屠
殺、奴役、強迫移民）造成的歷史創傷會對一種文化、種族或族裔群體內的多代人造
成影響，進而可能對社區、家庭及其兒童造成傷害、引起混亂。12 兒童可能因壓力和
創傷而表現出一系列行為，包括情緒亢奮（不論亢奮程度高低）、高度警惕或抗拒照
顧者。教師等成年人可以提供創傷知情支持和策略，讓兒童應對壓力、解決創傷經歷
反應、培養復原力。13 例如，教師可以花時間和精力瞭解兒童的具體情況以及可能觸
發兒童應激反應的根本原因。然後，教師可以制定目標，滿足兒童的個人需求，讓兒
童感到安全、有保障、並能發表自己的意見。14 

教師如何支持兒童的社交情感發展

支持社交情感發展的特點是在成年人與兒童間建立溫暖和具回應性的互動和關係、安
全和具支持性的環境，並且提供與同伴互動、發展同理心和親社交發展的機會。在幼
兒教育計劃中提供此類支持使兒童能夠認同自己的身份，理解和調節自己的情感，並
與成年人和同伴建立健康的互動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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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年人建立溫暖和具回應性的互動
與關係 

教師可以與兒童建立支持性關係，提供
回應式互動，以促進社交情感發展。15 
教師可以用溫暖的態度接近兒童，投入
時間與每個兒童建立聯繫，這將有助於
兒童參與積極的互動，並與成年人建立
關係。例如，教師可以用「很高興見到
你」這樣的問候語歡迎兒童上學，並在
放學時親切地道別。即使教師不會講兒
童的家庭語言，也可透過微笑、來到兒童的視線水平或學幾句兒童熟悉的家庭語言，
以此來表達溫暖和親切，從而建立情感聯繫。教師還可以識別兒童的情感、行為和需
求，並始終如一地回應每位兒童的個人需求，從而體現教師的回應能力。向兒童提出
明確的期望，能幫助引導兒童的行為，從而輕鬆管理過渡。16 教師還可以與家庭建立
關係，瞭解兒童的家庭環境，查明兒童的興趣和以往經歷，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從家庭
過渡到學校的時期中與兒童建立健康的互動。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的社交情感能
力，以及給予這些在兒童生活中有影響的成年人的支持系統，都會影響他們支持兒童
的社交情感發展的品質。如果能給予成年人支持，讓他們實踐健康的社交情感技能，
他們就更有可能為兒童樹立榜樣，使兒童得到健康的社交情感發展。

「教師」是指在幼兒教育計劃中負
責教育和照顧兒童的成年人（例
如，主導教師、助理教師、托兒照
顧者），這些幼兒教育計劃包括加
州州立學前計劃、過渡幼稚園計
劃、啟蒙計劃、其他中心式計劃以
及家庭托兒所。 

安全和具支持性的環境 

實體環境應讓兒童感到安全、受歡迎，並能自在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教師可以提
供各種策略和工具，幫助兒童調節情感。例如，教師可以創造一個指定的空間，如一
個舒適的角落，在其中擺放視覺卡片，供兒童溝通強烈的情感和練習呼吸。這種環境
還應促進所有兒童的歸屬感和愉悅感。教師可以提供便於使用且適合兒童發展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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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營造公平的學習環境。此類環境中的材料和活動既要真實可信，又要挑戰刻板
印象，這樣的材料和活動能夠增強兒童做出選擇的能力，反映兒童的優勢和興趣。17 
房間裡的環境和材料，如裝飾、書籍和玩具，也應反映兒童多元化的身份。18 如果有
殘疾的兒童需要額外的支持才能表現他們在基礎中學到的能力，教師可以諮詢為兒童
服務的專業人員，調整環境（例如，活動或改裝的座位）、材料（例如，使物件易於
抓握）和教學（語言和非語言示範和提示）。對於有殘疾的兒童，教師應參考個別化
教育計劃 (IEP)，並定期與兒童的 IEP 小組溝通，以協助做出調整。當環境發生重大
變化時，例如，一天開始時與家人分離或在結束時，或在一整天的過渡中，教師可以
為兒童提供支持，讓他們感到安全並且得到支持。策略範例包括瞭解兒童的過去、家
庭環境或行為的各方面，為教師提供兒童如何應對過渡和分離的資訊，針對過渡時間
制定日常例行活動，幫助兒童瞭解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例如，再見歌曲）。

為同伴互動、同理心和親社交發展提供機會

成年人可以用遊戲式和探究式的方式讓兒童練習社交技能，與同伴合作，分擔他人的
職能和責任。19 讓兒童與內群體和外群體的成員公平地互動、建立平等的關係，他們
必須跨越性別、種族/族裔、語言背景、殘疾與否等身份認同，體驗群體間的接觸和
友誼。20 同樣，當兒童想要與具有共同身份的內群體成員交往時，教師和照顧者務必
給予支持（例如，黑人男孩在一起玩耍，講西班牙語的兒童能自在地與彼此相處）。

在促進包容時，務必要設定明確的期望，同時提供示範和鷹架式支持，以防邊緣化群
體的兒童在課堂的日常活動中受排斥，而是讓他們積極地融入。學校和課堂的多元化
有助於兒童在小學和初中階段提高社交技能和幸福感。21 此外，包容的環境可以培養
22對有殘疾兒童的同理心和社會接受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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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情感發展領域中的學前/過渡
幼稚園學習基礎

兒童以各種方式溝通他們的社交情感知識和技能，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
他們的溝通方式可能包括用自己的家庭語言、教學語言或多種語言組合進行語
言溝通，或透過使用輔助性和替代性溝通設備進行溝通。也可能包括非語言的
溝通方式，如使用不同的材料來繪畫和造型，或透過動作、行為或角色扮演來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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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分支: 1.0 - 自我
子分支 - 自我意識 

基礎 1.1 自我認同

早期  
3 至 4 ½ 歲

注意並溝通與特定身份（如性別、
種族、族裔）有關的身體特徵。 
對特定活動開始表現出自己的 
偏好（如玩什麼、如何穿著）。 

後期  
4 至 5 ½ 歲

表達自己的個人身份（如性別、 
種族或族裔），包括對自己身份的
自豪感，並表達自己偏好的外表或
活動（如分享家人的做法或自己的
偏好）。 

早期範例

兒童對著故事書中一個梳著辮子的
人做手勢，表示故事書中的人物和他
們的髮型很像。

教師問兒童自畫像要選什麼顏色。
兒童選擇了桃紅色蠟筆給自己的臉 
塗色。

一位兒童說：「我的襯衫有亮片。 
女孩子才用亮片！」教師驚呼道： 
「它們閃閃發光的，真是太有趣了！
」並告訴兒童，只要願意，所有兒童 
都可以穿有亮片的衣服。

後期範例

在一次關於晨間例行活動的談話
中，一位兒童興奮地告訴大家：「我
喜歡把頭髮紮成非洲蓬蓬頭！」

在談到自己的背景時，一位兒童
說：「我爸爸是墨西哥人，媽媽是 
白人。我長得像爸爸媽媽。」另一 
位兒童說：「哦，我媽媽是黑人， 
我也是。」

在講故事時，教師用英語和粵語朗讀
故事。一位兒童說：「我喜歡姐姐用
粵語給我講故事。」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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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1.1 自我認同

早期範例（續）

一位同伴向一位兒童詢問他戴的助 
聽器。這位有聽力損失的兒童說： 
「我從小就戴助聽器。戴上它聽得更 
清楚。」 

後期範例（續）

遊戲時間，一位男孩興奮地要求 
和教室裡的女孩們一起試穿角色扮
演的服裝。教師打開服裝箱，問兒
童們想試穿哪件。

當被要求分享自己名字的故事時，
一位兒童向全班描述道：「我叫 
Chuufish。*我的 
名字來自禿鷹。」 

*在位於加州西北部的卡魯克部落的語
言中，Chuufish 是「禿鷹」的意思。 

歷史社會科學：上述基礎與歷史社會科學基礎 2.1 自我認同相似。這兩個
領域都有意圖地包含了探索自我和身份認同的基礎。社交情感發展領域的
這個基礎強調，注意和表達個人身份是兒童發展社交情感知識與技能的一

個關鍵組成部分。兒童身份意識的發展也會影響兒童在群體中以及作為社區成員如
何與他人相處。參閱歷史社會科學分支 2.0 自我和社會系統和分支 3.0 民主與作為
社區成員的技能（公民教育），瞭解以下基礎：兒童如何透過在與他人關係中不斷
增強的自我意識來應對群體和社區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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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支持兒童身份發展的指導
兒童在社會環境中接收許多與身份有關的顯性和隱性信息。在這一發展時
期，他們根據自己對性別、種族、族裔和語言的理解來理解這些信息、並構
建自己的身份。起初，兒童對於如何理解和選擇表達自己身份的各個方面可
能表現得比較刻板。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協助兒童探索如何表達自己身份
的各個方面，並培養他們的自豪感：

• 在教室裡擺放能體現不同性別、種族、族裔和其他特徵的可視教具和 
書籍。

• 提供能夠肯定兒童的興趣和身份以及挑戰刻板印象的可供選擇的活動； 
例如，教師可以為兒童提供樂器，讓他們探索具有文化意義的音樂和 
動作；或者為各種性別身份的兒童提供機會，讓他們參與各種活動， 
使用不同種類的材料。

• 邀請家庭將家中與兒童興趣和身份認同相關的材料帶入課堂。

• 肯定兒童對自己身份和喜歡的活動的自豪感；例如，當兒童描述自己最
喜歡的家庭傳統時，教師可以認同兒童參與這項活動的重要性，邀請兒
童分享更多相關資訊。 

• 當兒童質疑其他兒童身份的某些方面時，以身作則，頌揚所有身份，並
鼓勵尊重多元化；例如，當兒童觀察自己的身份或對他人身份提出疑問
時，教師可以用肯定的語言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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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1.2 對自我能力的信心 

早期  
3 至 4 ½ 歲

正面地描述他們的能力並樂於展示
這些能力。表達希望得到熟悉的成
年人（包括教師）的正面評價。 

後期  
4 至 5 ½ 歲

表達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描述自己
的長處，包括提及過去的能力。持
續關注同伴和熟悉的成年人（包括
教師）對自己的看法。 

早期範例

兒童展示自己的成就（如自己穿衣
服）來獲得教師的肯定，並在教師回
答「你自己把外套拉鍊拉上了！」時
露出笑容。

兒童試圖自己完成熟悉的任務， 
如把東西放進自己的儲物格裡， 
他們有時會拒絕大人的幫助，並表示 
「我自己來」。

在教師提醒不要推朋友後， 
兒童顯得傷心，低頭捂臉。

兒童在完成拼圖後說，「我成 
功了！」或「耶！」。

兒童向同伴表示他們這次一定能贏 
得遊戲。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完成了一件很難的事情 
（比如寫自己的名字），他高興地笑
了，並望著教師，希望得到他的肯定。
教師回答說：「你很努力地寫字母，所
以能寫出自己的名字！」

兒童嘗試新事物，比如在成年人的幫 
助下跳繩，即使他們知道跳繩可能會 
有難度。

有身體障礙的兒童用輪椅向同伴旁邊 
移動，面帶微笑地說：「我能走得比 
你快！」

一位兒童跨過了攀爬架，他很興奮， 
但教師並沒有注意到，因此他表現出 
失望的表情。

一位兒童用普通話說：「我在一周內學
會了畢業歌的所有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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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培養兒童對自我能力的信心的指導
基於其所在文化的價值觀和期望，兒童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傾向於或受鼓
勵突出自己的個人成就或獨立發揮某些能力。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瞭解兒
童如何表達對自己能力的信心：

• 觀察兒童的行為，找出他們如何表達對學習新知識或嘗試新事物的熱情 
（例如，兒童是喜歡單獨還是集體嘗試新活動，又或者是喜歡與同伴協
作）。 

• 與家庭溝通，瞭解他們在兒童表達自信方面的文化習俗和價值觀（例
如，「家庭成員看重兒童的什麼品質？」或「家庭對兒童的希望和夢想
是什麼？」）。

• 考慮他們自己（教師）的行為，他們傾向於突出誰的能力，以及哪些方
面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例如，「那些更善於表達的兒童，其成就是
否更容易得到認可？」或「那些比較拘謹的兒童喜歡別人怎樣認可自己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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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情感知識 

基礎 1.3 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早期  
3 至 4 ½ 歲

識別基本情感（如高興、悲傷、 
驚訝），辨別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表達。 

後期  
4 至 5 ½ 歲

識別基本和複雜的情感（如尷尬、
驕傲），辨別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表
達。更深入瞭解自己和他人表達情
感的不同方式及相關行為。 

早期範例

一位兒童說：「我太高興了。我今
晚要在表姐 Sonia 家過夜！」

一位兒童說：「Marco 傷心地哭
了。」教師回答：「我知道了， 
Marco 摔倒了，他一定很痛。」

一位感官敏感的兒童因為同伴拿走了
他的紋理球而顯得激動，當被問到 
「你怎麼樣？」時，他指著情感表上
生氣的臉。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與教師分享：「本周就是
我餵養我們班的寵物了，我很自
豪。」 

一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兒童在
爭先恐後地排隊時撞到了同伴。兒童
停下腳步，尷尬地看著同伴說：「對
不起，我走得太快了。我只是想去玩
玩！」 

在朗讀一本關於開學第一天的書時，
教師問：「你們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的
情況嗎？你們覺得故事中的兒童第一
天上學有何感受？」兒童回答說：「
可能有點害怕。她媽媽沒有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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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調節情感和行為 

基礎 1.4 調節情感、行為和壓力

早期  
3 至 4 ½ 歲

在成年人的支持下，努力調節自己
的情感和行為並應對壓力。

後期  
4 至 5 ½ 歲

在成年人的一些支持下，調節情感
和行為，並運用策略應對壓力引起
的情感和行為。 

早期範例

一位兒童感到苦惱，教師安慰了
他，幾分鐘後他平靜了下來。

當教師試圖拿走平板電腦時，兒童
開始抱怨。教師解釋說他們要放下平
板電腦休息一下，並詢問兒童是否願
意一起讀故事或使用圖畫書。兒童選
擇了圖畫書。

一位兒童因周圍有很多兒童在說話、
喊叫而捂住耳朵。教師問：「你想去
舒適角嗎？」兒童在舒適角玩沙盤，
開始放鬆下來。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從三輪車上摔了下來，他
坐在人行道上，一邊揉著膝蓋，一邊
前後搖晃來緩解自己的痛苦。

當教師開始收起平板電腦並說「我
們該進行下一個活動了」時，一位喜
歡在自由選擇時間用平板電腦的兒童
拿起書架上的拼圖並開始玩。

一位兒童的一家人剛從烏克蘭搬來，
他家早上發生了緊急情況，之後他明
顯不開心。在教師的提醒下，這位兒
童遵循上節課練習過的步驟：明確自
己的感受，獨自到安靜角做三次深呼
吸，當他認為足以平靜地想出解決辦
法時，再離開安靜角。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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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情感
發展

（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1.4 調節情感、行為和壓力

早期範例（續）

一位教師走到一位非常安靜和孤僻的
兒童身邊，問道：「Cheyenne，你
能指出情緒表上代表自己心情的表情
嗎？」當兒童指向傷心時，教師承認
感覺到了他的傷心，並告訴他在傷心
時如何尋求幫助或畫畫尋求幫助。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看到家長在露天劇場觀看
自己的表演，他感到非常興奮，於
是停下 folklórico* 編舞，向家人揮
手致意。當教師與兒童進行眼神交
流並示範下一個動作時，兒童回頭
看向觀眾，然後繼續跳舞。 

*Folklórico 是墨西哥不同文化和地區
的傳統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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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情
感發展

為教師提供支持兒童表達和調節情感的指導 
兒童用不同方式表達情感喚醒和行為反應，有些比較從表面上可觀察到，
有些比較沒那麼表露出來。他們的反應也受到環境中的支持和壓力源的影
響。經歷壓力或創傷的兒童，包括寄養系統中的兒童、被迫流離失所的兒
童和無家可歸的兒童，可能會表現出更高或更低的喚醒程度。教師可以透
過以下方式支持兒童識別和調節自己的情感、行為和壓力反應：

• 介紹以情感語言為特色的書籍，使用視覺提示協助兒童識別自己的情
感，示範用情感語言描述自己和他人的情感。

• 花時間和精力瞭解兒童的具體情況以及激發他們情感反應的因素，然
後設定目標以滿足他們的個人需求。

• 創造機會和空間，幫助兒童花時間理解、處理自己的情感，讓他們不
會在情感上感到孤獨（例如，教師可以起到安撫的作用，溫柔地邀請
兒童和他們坐在一起，遠離其他活動和同伴的喧鬧）。

• 提供感官材料（例如，減壓小玩具、鎮靜立方體、有沙發和靠墊的舒
適角）和幫助調節情感的資源（例如，展示強烈情感的視覺卡片和呼
吸練習）。

學習方法：執行功能讓孩子能夠調節自己的情感和行為，避
免衝動反應。請參閱學習方法領域中以發展執行功能為重點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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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1.5 處理例行活動和過渡 

早期  
3 至 4 ½ 歲

在成年人的支持下，處理例行活動
以及不同環境（如從家中到托兒
所）或不同活動（如從遊戲時間到
講故事時間）之間的過渡。 

後期  
4 至 5 ½ 歲

在一些成年人的支持下，預測例行
活動並處理不同環境（如從家裡到
學校）或活動（如從點心時間到小
組活動）之間的過渡。 

早期範例

教師宣佈現在是坐在地毯上講故事
的時間。一位兒童繼續指著他們剛剛
在積木區搭建的塔發表看法。教師問
兒童，在坐下來聽故事之前，是否想
要花點時間活動一下。兒童興奮地跳
起來，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幾分鐘
後，他安靜下來，靜靜地聽故事。

教師說清理時間到來時，一位兒童
緊張地四處張望，因周圍有很多兒童
走動而不知道該做什麼。教師開始播
放這位兒童的家人從家裡帶來的印地
語音樂，兒童開始小聲哼唱，隨著音
樂清理自己的用品。

後期範例

教師宣佈現在是坐在地毯上講故事
的時間。一位孩子走向地毯，坐到自
己的位置聽故事，只需要教師偶爾口
頭提示，將兒童的注意力重新轉移到
故事上（例如，教師對兒童說：「你
有沒有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樣，一大早
就脾氣暴躁？」）。

教師說清理時間來到時，一位孩子
在遊戲時間之前幫助同伴清理美術區
的紙屑和蠟筆。

一位兒童注意到其他兒童在為午睡準
備墊子，他變得緊張，因為他不喜
歡午睡。這位兒童和教師一起用他們
的家庭語言輕聲唱歌，直到他拿出墊
子，平靜地伸展身體並躺下。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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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1.5 處理例行活動和過渡 

早期範例（續）

所有兒童都在等待被接走，一位兒童
開始吮吸自己的拇指，緊張地望著窗
外。教師走到這位兒童身邊，開始用
兒童的家庭語言和他玩文字遊戲，同
時等待兒童的家長到來。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在排隊出去之前，小心翼
翼地把鼓和木槌放回架子上。

教師用卡魯克語 (Karuk) *輕聲喊
兒童快點，於是兒童先去洗手池洗
手，然後再去吃零食。 

*卡魯克語是加州卡魯克部落的土著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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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情
感發展

為教師提供支持處理例行活動和過渡的指導 
環境之間的過渡和日常例行活動有時會給兒童帶來壓力，但值得信賴的成年
人可以幫助兒童應對一天中的這些時光。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降低過
渡時期的挑戰：

• 制定可預測的時間表（例如，在圍圈時間區域張貼視覺時間表並在團體
時間一起查看）。

• 過渡之前，向兒童清楚地傳達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例如，教師可以制定
一致的例行活動，在兒童到達教室時開展這樣的活動。

• 用歌曲、計時器或視覺時間表提示即將到來的過渡。

• 利用過渡時間，提供學習和建立關係的機會；例如，在排隊等候到室外
玩耍時，教師可以邀請兒童一起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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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社會意識 

基礎 1.6 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異同 

早期  
3 至 4 ½ 歲

表現出對人與人之間的相似和不同
之處的意識與興趣。 

後期  
4 至 5 ½ 歲

對比自己與他人，根據感知到的異
同表達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早期範例

在展覽走廊中參觀兒童從家裡帶來
的家庭照片時，一位兒童對其注意到
的相似之處評論道：「Isabel 也有一
位大姐姐！」

一位兒童好奇地轉過頭去看說另一
種語言的兒童。

一位使用助步車的腦癱兒童在操場 
上看到另一位使用助步車的兒童，他
想看一看那輛助步車。這位兒童說：
「這和我的一樣！」教師將兒 
童介紹給對方，幫助他們對比兩輛 
助步車。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在看到同伴的家長後問 
同伴：「你媽媽呢？」同伴回答說： 
「我有兩個爸爸。」教師補充說：「有
很多不一樣的家庭，有大家庭，也有小
家庭，有爸爸媽媽、兩個爸爸、兩個媽
媽、祖父母或其他我們愛的人。」

一位兒童驚歎道：「Ana 女士用他加
祿語跟我說話，就像我的家人一樣！」

（接下頁）



加州學前/過渡幼稚園學習基礎 | 28
社交情感
發展

（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1.6 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異同 

早期範例（續）

在慶祝兒童之間的異同探索之後，一
位兒童向教師描述道：「老師，你
看。我朋友的眼睛是綠色的。我的眼
睛是棕色的。」

後期範例（續）

一位失明的孩子在練習識別盲文字
母時，無意中聽到另一張桌子的一
群兒童在學習識別字母。這位兒童
對教師說：「他們也在學字母。」

歷史社會科學：上述基礎與歷史社會科學基礎 2.5 探索相似性與差異性類
似。這兩個領域都有意圖地包含了兒童注意和探索與他人之間異同的基
礎。社交情感發展基礎描述了兒童不斷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異同，這種意

識影響他們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加州學前/過渡幼稚園學習基礎 | 29
社交情
感發展

為教師提供培養對人與人之間異同的意識的指導 
在對他們認為相似或不同的人形成看法時，兒童可能會對各種群體表現出好
奇和興趣。在理解自己的觀察結果和可能接收到的不同群體相關社會信息
時，兒童可能存在偏見或刻板印象。這為教師提供了機會，讓教師能夠檢視
自己的偏見，認真傾聽兒童的想法和疑問，並提供清晰、直接的答案，以鼓
勵兒童對他人的異同表現出尊重的好奇和欣賞。支持兒童意識到人與人之間
異同的策略包括：

• 在兒童更容易理解的情況下評論異同（例如，「Mathias 和 Lea 都餓
了，但 Mathias 想要乳酪餅乾，而 Lea 想要蘋果片」）。

• 透過講故事和用木偶或玩具進行角色扮演，促進和鷹架式支持圍繞相似
性和差異性開展的對話。

• 當兒童詢問或指出差異，透過以下方式回應

• 仔細傾聽兒童的想法，

• 提出任何澄清性的問題，

• 直截了當地回答（例如，「有些家庭只有一個媽媽或爸爸，有些家庭
有兩個媽媽；我們家中有不同的人，他們愛我們，照顧我們」），

• 瞭解兒童對答案的理解和感受，

• 說明任何關於公正的問題（例如，「這句話有什麼是善意的還是傷人
的地方？」或「他們怎麼知道的？」），和

• 闡述課堂內的價值觀（例如，「在這個家庭/計劃中，我們相信所有家
庭…」）。

• 歡迎家庭成員分享家裡的活動和材料，或者直接加入課堂，幫助兒童瞭
解各種經驗和觀點。 



社交情感
發展 加州學前/過渡幼稚園學習基礎 | 30

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1.7 理解他人的想法、行為和經歷 

早期  
3 至 4 ½ 歲

發展理解他人有獨特的想法、行為
和經歷。 

後期  
4 至 5 ½ 歲

展現開始理解人們行為的精神和心
理原因以及這些原因如何促成人們
之間的行為或舉止差異。 

早期範例

在裝扮遊戲中扮演角色時，兒童將與
角色相關的想法、行為和動作表現出
來（例如，扮演想要騎馬的公主）。

一位兒童注意到另一位兒童戴著耳
機，於是問教師：「Nbengha 還好
嗎？」教師回答說：「沒事， 
Nbengha 只是想在別人玩的時候保 
持安靜。」

一位兒童注意到他的朋友非常安靜，
因為他們正在學習理解和說英語。這
位兒童對教師說：「Xiomara 喜歡上
我們的課，但她真的很安靜。」

當同伴很高興能外出時，一位兒童表
示理解並微笑，但他自己變得安靜，
似乎不願意外出。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假裝在小吃攤工作，給同伴
送去他們點的披薩，期間注意到同伴在
撓鼻子和吐舌頭。在小吃攤工作的兒童
笑著問道：「你想要換成墨西哥卷餅
嗎？」對於同伴不喜歡披薩這件事，他
表示 理解。

另一位兒童好奇地看著戴耳機的同
伴。旁邊的兒童解釋說：「Nbengha 
不喜歡嘈雜的聲音，所以現在需要戴耳
機。」

一位兒童告訴教師：「Kai 以為他媽媽
不來了，所以很傷心。」

在朗讀 Bippity Bop Barbershop 時，
一位兒童說：「Miles 想勇敢地面對他
的第一次理髮，但他也很緊張，擔心會
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教師回答說：「
是的，我覺得 Miles 很緊張。說說你第
一次去理髮店的情況吧。」兒童回答
說：「能和爸爸去同一個地方，我太興
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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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1.8 同理心和關愛 

早期  
3 至 4 ½ 歲

透過分享他人的情感經歷和關心他
人在困境中的需求來展現同理心。

後期  
4 至 5 ½ 歲

回應他人的痛苦和需求，透過安撫
和幫助他人給予同情的關愛和協
助，但偶爾也需要成年人的支持來
提供協助。

早期範例

一位兒童發現另一位兒童縮成一
團，在角落裡低頭哭泣，擔心地睜 
大眼睛。

一位兒童告訴另一位兒童：「生氣
了也沒什麼。」教師問：「你要不要
問問你的朋友，你能做些什麼讓他們
感覺好些？」

一位兒童要過生日了，他很興奮，他
的同伴拍手叫好。 

一位兒童談到弟弟妹妹時說： 
「Jacob 怕黑。我不想讓他害怕。」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注意到同伴的痛苦，他請
求教師幫忙拿一個玩具給同伴。這位
兒童遞給同伴一個玩具鼓，同伴停止
了尖叫。兒童問：「你感覺好些了
嗎？」

看著同伴的積木塔倒塌，一位兒童
皺起了眉頭。這位兒童幫助同伴重新
搭倒塌的積木塔。

一位兒童用家庭語言問另一位兒童： 
「你為什麼哭？」當教師說他想媽媽
時，這位兒童用家庭語言回答年幼的
兒童：「別擔心，你媽媽很快就回 
來了。」

（接下頁）



加州學前/過渡幼稚園學習基礎 | 32
社交情感
發展

（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1.8 同理心和關愛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為剛在操場上弄傷手的同伴
畫了一張卡片。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在看到教師以身作則認真
傾聽一名有語言障礙的同伴後，鼓
勵這名同伴在圍圈時間進行分享，
並告訴其他孩子要友善並認真傾
聽。

一位兒童用原住民語言給看起來或
表現得悲傷的同伴唱了一首歌，他
分享說：「當我難過時，媽媽會給
我唱歌，讓我感覺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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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培養同理心和關愛的指導 
隨著兒童發展理解他人的感受和觀點的能力（基礎 1.7），他們會認識到他
人在不同情況下的感受以及他們可能需要哪些支持，從而表現出更深的同理
心和關愛（基礎 1.8）。教師可以透過幫助兒童與他人的經歷、想法、情感
和需求建立聯繫，從而為兒童理解和表達同理心與關愛提供鷹架式支持。培
養兒童同理心和關愛的策略範例如下：

• 示範如何在各種情感狀況下為他人提供安慰或支持。

• 回應兒童提出的幫助安慰或支持他們同伴的請求。

• 向兒童提問並進行解釋，引導他們瞭解他人的觀點和需求，然後建議採
取哪些行動來提供安慰和支持，以滿足同伴的需求。

• 可以在日常互動和有計劃的學習經歷中進行示範和引導；故事時間是詢
問故事書中人物的情感經歷和需求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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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分支: 2.0 - 與成年人的互動和關係
子分支 - 與成年人的互動 

基礎 2.1 與成年人互惠的互動 

早期  
3 至 4 ½ 歲

積極地與熟悉的成年人互動，尤其
是在熟悉的環境中。逐漸表現出主
動地與熟悉的成年人進行社交互動
的能力。

後期  
4 至 5 ½ 歲

更主動地與熟悉的成年人進行更多
的互惠互動（例如，主動交談、建
議共同活動或請求幫助）。

早期範例

兒童向每週來一次的志願者展示 
他們的畫，畫上是最近一次家庭燒 
烤的情況，兒童說：「這是我和我 
的家人。」 

一位兒童與一位熟悉的成年人一起
參與裝扮遊戲情景。兒童和成年人一
起裝扮成消防員，成年人問兒童是否
應該用假裝的梯子滅火。

一位兒童用西班牙語回應教師的請
求，幫助教師在前往戶外遊戲前打掃
衛生。 

後期範例

兒童與每週來一次的志願者分享：
「猜猜我做了什麼！」並繼續與熟悉
的來訪者來回談論家庭燒烤。

一位兒童問教師是否願意把自己裝
扮成消防員，然後與教師一起演出裝
扮遊戲情景。兒童接著向教師解釋
說，他們要使用假扮的梯子和水管來
滅火。教師在兒童面前伸出雙臂，扮
演著用水管滅火。

一位聾啞兒童用美國手語與教師互
動，當教師用手語回應時，他表現出
了更多的熱情。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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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2.1 與成年人互惠的互動 

早期範例

當熟悉的成年人主動與一位兒童談論
他們的寬紮節 (Kwanzaa) *慶祝活動
時，這位兒童表現得很興奮，儘管他
在談話中給出的建議有限。

* 寬紮節是家庭和社區一起緬懷過去和慶
祝黑人文化的節日（非裔美國人國家歷史
文化博物館，2023 年）。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給教師帶來了剪農曆新年**
面具的模板。教師幫忙拿剪刀剪， 
並問兒童他們家喜歡怎麼慶祝。

** 世界各地都在農曆的第一個新月慶祝
農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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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培養兒童積極與成年人互動的指導 
基於其文化的價值觀和期望，兒童在與成年人的互動中，可能會被鼓勵（也
可能未受鼓勵）主動與成年人互動或讓成年人注意到自己。相反，兒童可能
等待成年人主動進行互動。教師可以觀察兒童的行為並與家庭接觸，瞭解如
何支持與兒童的健康互動。策略範例包括：

• 注意兒童可能會透過各種方式來表示對發起互動的興趣（例如，兒童可能使
用非語言的暗示，如在閱讀時間靠近教師，與教師一起參與閱讀活動）。

• 考慮兒童與成年人現有和過去的關係（例如，在接送或在家裡時，兒童如
何與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家長、兄弟姐妹和親戚）接觸？）。

• 促進與兒童的互動，培養他們的興趣並讓他們持續積極參與。

• 確保經常與個別兒童進行來回對話，以加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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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依戀 

基礎 2.2 尋求安全感和支持 

早期  
3 至 4 ½ 歲

從依戀對象（兒童生活中作為照
顧者的成年人，可能包括教師）
那裡尋求安全感和支持（例如幫
助或安慰），以滿足自己的需
要，尤其是面臨困難的時候。 

後期  
4 至 5 ½ 歲

預測何時需要支持，更主動地向依
戀對象（兒童生活中作為照顧者的
成年人，可能包括教師）尋求支持
（如幫助或安慰），以滿足自己的
需要，尤其是面臨困難的時候。 

早期範例

在完成一項困難的任務時（例如，
拉外套的拉鍊或系鞋帶），兒童讓家
長提供支持。 

當遇到陌生的成年人或不熟悉的環
境時，有視力障礙的兒童緊緊靠著自
己喜歡的成年人。 

兒童在到達課室時聽到外面有雷聲，
於是靠近叔叔。叔叔把手放在兒童的
肩膀上，以示安慰。 

有智力殘疾的兒童在遊戲時間請教師
「幫忙玩」。教師和兒童一起去遊戲
區，讓兒童有機會與其他兒童一起玩
耍。

後期範例

完成一項困難的任務前（如寫自己
的名字、關沉重的門），兒童請求教
師的幫助。 

一位有視力障礙的兒童第一次 
自己用手杖橫穿教室。兒童對 
教師說：「請和我一起走。」 

一位兒童焦急地跑向祖父母，告訴他
們自己撞到了頭。祖父母一邊揉著兒
童的頭，一邊安慰說，「Sana sana 
colita de rana」，這句西班牙語讓兒
童知道他會平安無事。 

一位害羞的兒童被同伴排擠，不讓他
一起玩球，於是他向教師尋求支持。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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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2.2 尋求安全感和支持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受傷了，他用阿拉伯語向教
師哭訴，得到安慰後很快平靜下來。 

後期範例（續）

當其他兒童準備開始快節奏的比賽
時，一位感官敏感的兒童請求教師和
他一起坐在安靜角裡。教師和兒童坐
在一起，問道：「你想在沙發上看
書，還是坐在安靜的小房間裡？」

在生活中，如果有成年人敏感地回應兒童的需求，兒童就會與其建立起安全的
依戀 關係。兒童的脾性對他們如何關注依戀對象和探索周圍世界起著重要作
用。例如，容易恐懼的兒童可能需要支持，才能培養他們對自己獨立探索能力
的 信心；而不那麼容易恐懼的兒童可能需要支持，以免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
信，並做出安全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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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2.3 應對離別 

早期  
3 至 4 ½ 歲

應對與依戀對象的離別和分開（例
如，送到學前班或家庭托兒所），
但偶爾某天需要額外的協助，以應
對與依戀對象分離時的痛苦。 

後期  
4 至 5 ½ 歲

應對與依戀對象的離別和分開，與
依戀對象分離時，只需極少的協助
或不需要任何協助就能處理自己的
痛苦。 

早期範例

當父親早上準備把兒童送到學前班
時，兒童給父親特別的擊拳和親吻，
並在父親身邊逗留。 

家長請兒童在自由選擇時間為他們
製作手鏈。製作手鏈時，兒童向教師
表示，他們很高興能在放學時把手鏈
送給家長。 

一位兒童在家長離開後向教師索要家
裡的 "osito"（西班牙語中的小熊）
，抱著小熊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以此
來應對自己不好的感覺。 

後期範例

兒童一到達學前班就跑進教室跟同
伴打招呼，然後在父親離開時跑回父
親身邊，快速地擁抱和親吻。 

兒童想出製作手鏈的主意，放學
時送給家長。兒童跑去告訴教師：
「我媽媽非常喜歡手鏈。我要做一
條送給她！」教師把兒童帶到手工
托盤前，問：「你覺得你媽媽最喜
歡哪條繩子？」 

阿姨離開時，兒童迫不及待地向阿姨
揮手告別，然後轉而參加最喜歡的活
動。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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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2.3 應對離別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在他爺爺離開時請教師讀
故事「不」，從此故事中管理自己
的情感，這個故事講述了離開家去
上學時感到焦慮的情況。在讀故事的
同時，教師就兒童的感受展開對話，
問：「你有沒有覺得一個人上學很困
難？」然後將故事聯繫起來：「蝙蝠 
Pascaline 把她的家長變小了，這樣她
就可以把他們放在自己的翅膀下，但
是他們發出了很多聲音。你能想像把
爺爺裝在口袋裡和你一起上學的情況
嗎？」

一位兒童在離開自己最喜歡的教師時
哭了，但在見到哥哥後又自我安慰起
來。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表達了對祖母的思念之情，
然後用從家裡帶來的祖母的圍巾自我
安慰。 

一位兒童在拼車道看到了自己的媽
媽，他對自己喜歡的教師說：「再
見，鱷魚！」教師笑著回答：「一會
兒見，鱷魚！」

當一位兒童的父親提醒他回家後要做
牛肉餡餅和椰子麵包時*，這位兒童
便和父親道別，輕鬆地開始了一天的
學校生活。

* 牛肉餡餅和椰子麵包是牙買加的一道美
食，這是一種以牛肉為餡的糕點，裹在
通常用椰奶製作的麵包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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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戀對象要始終確保兒童知道，他們可以依靠成年人獲得安全感和舒適感，從
而幫助兒童應對離別和分開。 

務必注意，黑人、原住民和拉丁裔社區的兒童因被安置在兒童福利系統中而
與家人分開，他們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Puzzanchera 等人，2022 年）。因
此，有色人種兒童及其家庭可能會經歷家庭分離帶來的壓力和創傷，這影響他
們如何適應學校環境。

此外，土著民族和部落社區歷來受到州和聯邦家庭分離政策與做法的影響， 
兒童因這些政策和做法而被帶離家庭和社區。這些分離擾亂了家庭和社區的 
生活，造成了代際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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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幫助兒童應對離別的指導 
當教師在學校裡幫助兒童應對離別、分離和過渡等日常經歷時，可以有意圖
地讓家庭參與進來、尊重家庭，搭建家庭與學校文化背景的橋樑。策略範例
包括：

• 與家庭建立關係，找出他們家庭中可供他們依戀的對象，瞭解家庭環境中
可能影響離別或分開的重要事件或變化。 

• 觀察兒童在接送時的行為，尋找因離別和分開而引發的壓力反應跡象，這
可能需要個別化的支持，以幫助兒童應對苦惱。

• 幫助家長制定與分開和離別有關的日常例行活動，幫助兒童瞭解接下來會
發生的事情並增強他們的安全感（例如，唱再見歌或讀書）。

• 瞭解班級中兒童和家庭所在社區的歷史性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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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與成年人的關係 

基礎 2.4 與成年人的關係 

早期  
3 至 4 ½ 歲

協助與依戀對象（兒童生活中作為
照顧者的成年人，包括教師）和熟
悉的成年人保持積極的關係。逐漸
意識到成年人的感受、喜好和福
祉。 

後期  
4 至 5 ½ 歲

協助與依戀對象（兒童生活中作為
照顧者的成年人，包括教師）和熟
悉的成年人建立積極的相互關係和
合作。對成年人的感受、喜好和福
祉表現出興趣。 

早期範例

一位兒童走到家長身邊，發現家長
眼睛濕潤。兒童皺起眉頭，說：「媽
媽，你難過嗎？」然後，兒童給家長
一個大大的擁抱。 

兒童從學校的自採花園裡摘了一朵
花，在接放學時送給爺爺。

經過幾周對新教師的瞭解，兒童在一
對一時間主動與教師交談，並對下次
要玩的遊戲表示興奮。 

兒童用英語和家庭語言與家長分享他
們在學校學到的單詞。 

後期範例

兒童對家長說：「你為什麼哭？」
家長解釋說他們的朋友生病住院了。
兒童表示關切並給予支持，「會好起
來的」。

一位兒童上學時要求給他的  
lolo（他加祿語祖父的意思）畫一幅
畫。兒童表示還記得他們去釣魚時的
情景，所以畫中他們兩人釣到了一條
大魚。

一位家長報告說，他們的孩子主動提
出幫助家長照顧家中的弟弟妹妹或寵
物。 

兒童在玩棋盤遊戲時遞給教師一張藍
色的卡片，說：「我給你的是藍色，
那是你最喜歡的顏色。」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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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2.4 與成年人的關係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抬頭微笑，期待地看著他母
親分享他們波莫印第安霍普蘭部落的
傳統舞蹈。*然後，母親問兒童是否願
意學習這種舞蹈。

教師蹲下來問一位兒童：「你在畫什
麼？」兒童回答說：「我在畫我的
狗。我很喜歡它！你有狗嗎？」教師
回答：「我有！它叫 Henry，是棕色
的，和你的狗一樣！」

* 波莫印第安霍普蘭部落是位於加州門多
西諾縣的一個部落。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用英語和韓語問教師病休後
感覺如何。教師回答說：「謝謝你的
關心！我感覺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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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培養兒童積極與成年人建立關係的指
導
依戀對象和熟悉的成年人可以透過建立具回應性和溫暖的感覺來培養正面的
成年人-兒童關係。因此，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積極與兒童建立關係：

• 當兒童尋求關注時，對他們做出回應。

• 表達溫暖和愛意（如微笑、身體靠近），特別是在文化和語言上給予 
肯定。

• 肯定兒童的努力（例如，「你真努力！」）、思維過程（例如，「我喜歡
你解決問題的策略」），並與兒童一起慶祝他們的快樂（例如，當兒童說
他們喜歡自己畫的東西時，教師回應道，「看到你為自己畫的東西感到興
奮，我真高興！」）。

• 詢問兒童的興趣愛好，並規劃結合他們興趣愛好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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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分支: 3.0 - 與同伴的互動和關係
子分支 - 與同伴互動 

基礎 3.1 與同伴互動和合作 

早期  
3 至 4 ½ 歲

在成年人的支持下，在共同活動中
與同伴互動，偶爾與同伴合作。 

後期  
4 至 5 ½ 歲

在日常學習和遊戲活動中，更積
極、更有意圖地與同伴互動和 
合作。

早期範例

在教師建議孩子們一起挖土後，一
位兒童把鏟子遞給同伴。

一位兒童用日語問同伴：「想和 
我一起畫畫嗎？」同伴興奮地答道：
「好啊！」然後去拿了一些紙，兩人
一起畫畫。

一位教師建議兩位兒童輪流為積木區
的一個結構增添積木，一位兒童大
叫：「這是我的！」教師說：「我們
一起分享，這樣大家就可以一起搭建
了。」兒童安靜下來，等待輪到他把
下一塊積木放到結構上。 

後期範例

兒童邀請幾個同伴幫忙在沙坑裡 
挖洞。

一位兒童與同伴交談了幾分鐘， 
談論他們如何穿上和服*假裝慶祝 
Shogatsu。** 

當同伴要求分享時，兒童同意輪流騎
三輪車。教師說：「我喜歡 Zoe 和 
Teagan 輪流騎三輪車的樣子！」

* 和服是日本的一種傳統服裝，由寬袖長
袍組成，腰間系有腰帶。

**  Shogatsu 是日本的新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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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與同伴在廚房區玩耍，用筷
子分享他們假裝的食物。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與其他幾名兒童一起選擇不
同顏色的珠子來製作 rakhi。*

一位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兒童請同伴拿
著泡泡棒幫忙吹泡泡。同伴拿著泡泡
棒，他們一邊笑一邊輪流吹泡泡，直
到下一個活動開始。

*Rakhi 是為印度教節日 Raksha 
Bandhan 製作的特殊手鏈，用來慶祝姐
妹和兄弟之間的關係。

基礎 3.1 與同伴互動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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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培養兒童與同伴合作互動的指導
教師可以透過支持兒童輪流和分享、參與合作活動以及以善意和尊重的方式
回應他人來促進正向的同伴互動。教師可用來支持同伴互動的策略範例包
括：

• 透過示範、提示或角色扮演來練習分享和輪流。

• 當孩子們表現出合作行為時，給予肯定或讚揚。

• 必要時重新引導行為（例如，對幾個互相推擠的兒童說：「我看到有些小
朋友很難控制自己的身體，因為他們非常想第一個出去。我可以找個幫手
和我一起站在排隊的隊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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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基礎 3.2 解決與同伴的衝突 

早期  
3 至 4 ½ 歲

尋求成年人的幫助來解決同伴間的
衝突或分歧。 

後期  
4 至 5 ½ 歲

與同伴協商、多溝通來解決衝突。
尋求成年人的幫助，以瞭解同伴的
需求或解決衝突。 

早期範例

一位兒童試圖引起成年人的注意， 
幫助他解決同伴搶佔滑梯的問題。 

當同伴搶走兒童正在玩的玩具時， 
這位有聽力障礙的兒童向教師示意 
「幫忙」。教師示意：「我看到你 
很傷心。我能幫什麼忙嗎？」

當同伴搶走他們一起製作的雨棒時，
兒童開始沮喪地哭泣。然後兒童向 
教師尋求幫助。 

後期範例

在操場玩耍時，一位兒童想玩滑
梯，另一位兒童想玩蹺蹺板。說明自
己的選擇後，這位兒童對另一位兒童
說：「不如我們先去玩蹺蹺板，然後
一起從滑梯上滑下來吧！」

在沒有教師提示的情況下，一位有
聽力損失的兒童向同伴示意：「我不
喜歡你推我！請把手拿開。」同伴回
應道：「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

一位肌張力過高的兒童難以控制積
木，他向同伴建議：「Malik，我可
以撿起積木，你把它們放到塔上。」
同伴起初拒絕分享積木，但後來同意
了，並宣佈：「Najeem 和我一起搭
了最大的塔！」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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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早期範例（續）

在社區花園採集食物並瞭解社區傳統
植物時，兩位兒童都想拿籃子。他們
問教師應該由誰來拿籃子。教師提醒
他們把籃子放在地上，互相幫忙採
集。 

後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和同伴因製作哪種顏色的粘
液產生了分歧，他嘗試自己與同伴交
談，之後舉手示意成年人過來幫忙。
兒童解釋了分歧，教師幫助他們理解
不同的觀點，達成妥協：「Sonia 最
喜歡的顏色是藍色，而 Lana 最喜歡
的顏色是黃色。我想知道把藍色和黃
色的粘液混合在一起會如何。你們覺
得怎麼樣？」 

基礎 3.2 解決與同伴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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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公平的社交互動 

基礎 3.3 公正和尊重 

早期  
3 至 4 ½ 歲

表現出理解分享和公正對待與自己
相似或不同的人，但需要成年人的
提示才能分享。 

後期  
4 至 5 ½ 歲

在成年人提示較少的情況下，能持
續與他人分享，並以公正和尊重的
態度對待他人，包括指出遊戲和日
常活動中的不公正之處。 

早期範例

在一場木偶劇中，教師演示說，木
偶 Ariel 因為木偶 Hou 說女孩不能玩
他的遊戲而感到生氣。教師問全班同
學：「你們認為 Hou 木偶的做法友好
嗎？」一位兒童回答說：「不友
好。Hou 應該讓 Ariel 玩。」 

一位兒童和另一位說不同語言的同
伴共看一本書。他們一起看書時，同
伴指著書頁上的一個玩具，用自己的
家庭語言說出玩具名稱。兒童重複這
個詞。

後期範例

一位兒童走向另一位兒童，對其他
同伴說，「Daniel 也想玩廚師遊戲！
我們給他一個機會吧」，並將遊戲食
品放在 Daniel 的輔助椅扶手上。 

一位兒童提醒教師，說不同語言的
同伴還沒有機會回答問題。教師回答
說：「謝謝，你是一個有愛心的朋
友。我們能一起再問一遍這個問題
嗎？」並和兒童一起重述了問題。 

一位兒童拿著箱子裡的所有記號筆後
退了一步。同伴評論說：「這不公
平。你不能把它們都拿走。現在輪到
我了。」兒童回答說：「那我們分一
下怎麼樣？」同伴拿了一半的記號
筆，兩人挨著塗色。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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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3.3 公正和尊重 

 早期範例（續）

一位有身體障礙、無法獨自站立的兒
童正在汽車斜坡附近玩耍。教師建議
另一位同伴把汽車斜坡移近一些，並
示範把一輛汽車放在汽車斜坡上開
動。然後，兒童把小汽車遞給同伴，
說：「該你了。」他們倆一起輪流玩
汽車，玩得不亦樂乎。 

後期範例（續）

一個男孩被同伴取笑，說他指甲塗得
「像女孩」，另一個兒童上前為他 
辨護。

歷史社會科學：上述基礎與歷史社會科學基礎 3.3 理解不同需求與公
平。對於幼兒來說，公平可能意味著善待他人、平等分享或允許他人
參與（Hazelbaker 等人，2018 年；Smetana，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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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提供促進公平的社交互動的指導
促進公平的社交互動是營造一個包容性空間，讓所有兒童都能茁壯成長
並充分參與集體活動的一部分。對幼兒來說，公平待人首先要懂得尊重
和公正，這可能表現為善待他人、平等分享或允許他人參與。隨著時間
的推移，兒童越來越理解公正和如何促進公正。在學習如何公平對待他
人和與他人玩耍的過程中，兒童可能會排斥他人。當兒童排斥他人時，
教師就有機會鼓勵兒童包容他人，並示範如何在遊戲和日常活動中包括
其他人。範例策略如下：

• 閱讀故事和表演出同伴排斥的情景，讓兒童幫助集思廣益，制定更
包容的策略。

• 促進小組合作活動，讓兒童與他人分擔職能和責任。 

• 共同制定包容、公正和尊重小組中所有身份的期望和協議；例如，
教師可以向兒童介紹如何在圍圈時間成為「超級朋友」，如與他人
分享、在他人需要幫助時給予幫助或確保每個想玩的人都能參與進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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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圖示表示各年齡段範例的一致性

子分支 - 與同伴建立關係 

基礎 3.4 發展友誼 

早期  
3 至 4 ½ 歲

選擇與他們認定為朋友的一兩個特
別同伴一起玩。與其他孩子相比，
與朋友一起玩更複雜的遊戲。 

後期  
4 至 5 ½ 歲

發展更加互惠、專一和持久的友
誼。致力於加強合作和解決問題。 

早期範例

兒童叫出同伴的名字，「Jaylen 是
我的朋友」！要求在圍圈時間或進餐
時間經常坐在他旁邊。

兒童找自己喜歡的同伴一起在操場
上看兔子，並模仿兔子的動作。

兒童把水桶遞給同伴。教師建議說：
「我們一起說‘謝謝你，朋友！’讓 
Mario 用水桶，Jamela 坐車裡玩洗
車遊戲怎麼樣？」 

後期範例

在圍圈時間，一個兒童注意到 
Jaylen 坐在一個新同伴 Asher 的旁
邊，於是說道：「但是 Jaylen，我以
為你是我的朋友！」Jaylen 回答說：
「你是我的朋友，Asher 也是我的朋
友。我們都可以成為朋友。」觀察到
兒童的互動後，教師在地毯上數出三
個方格，讓兒童們坐在上面，Jaylen 
坐在中間。

一位兒童找到最喜歡的同伴，繼續
他們前一天開始玩的裝扮遊戲。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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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早期
3 至 4½ 歲

後期
4 至 5½ 歲

基礎 3.4 發展友誼 

早期範例（續）

一位兒童在戶外遊戲區和喜歡的朋友
一起種花。 

後期範例（續）

三個同伴到音樂區用樂器演奏「Feliz 
Navidad」*，他們感歎道：「我們是
一個樂隊！」一位朋友一邊敲鼓一邊
說：「我打鼓！」另一位同伴邊搖晃
手鼓邊說，「我打手鼓」。第三個同
伴開始唱「Feliz Navidad」的歌詞。

兒童們為年終表演練習詩歌，一個兒
童與同伴輪流朗誦，另一個兒童在一
旁觀看。 

*「Feliz Navidad」是一首西班牙語節
日歌曲，意思是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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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依戀。兒童與照顧者之間的情感聯繫（見依戀對象）；依戀關係為兒童提供安全感，
在嬰兒期表現為在照顧者面前較為平靜，這有助於尋求支持、在分離時應對痛苦，以
及在幼兒期積極地與依戀對象和熟悉的成年人建立積極的關係。兒童還會與其他選定
的個體形成依戀關係。

依戀對象。透過始終如一和具回應性的照顧為兒童提供支持和安全感的照顧者；依戀
對象可包括家長、祖父母、其他親屬、非家長照顧者和教師。

照顧者。關注兒童需求並直接照顧兒童的人。提供大部分時間照顧的人稱為主要照顧
者。照顧者可包括家長、祖父母、其他親屬、非家長照顧者和教師。

公平。創造一個包容的環境並為所有人提供所需的支持，使他們茁壯成長、充分參與
並發揮全部潛能。

公正。公正、無偏見地公平對待他人的品質或狀態。對幼兒來說，公正可能意味著善
待他人、平等分享或允許他人參與。

熟悉的成年人。除依戀對象外，經常與兒童互動並建立關係的成年人。熟悉的成年人
可包括志願工作人員、中心主任或校長、家長志願者、鄰居和保姆等。

內群體。排他性群體，由具有共同興趣或身份的人組成，他們在一起讓人有團結感或
社區感。

外群體。在身份認同上有別於自己的群體，可能會受到排斥。

創傷。一種有害的、有時是長期的心理和/或生理應激反應，由負面環境或壓力事件
引起 （包括但不限於遭受情感或身體忽視、住房無保障、成長過程中有一名家長入獄
或生活在濫用藥物的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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