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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本澳被發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增多的趨勢，根據教青局 2013-2014 學年的統計資料顯

示，單從 2009-2013 這五個學年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就從 372 人遞增到 692 人。若連入讀特

殊教育班級、小班的學生也計算在內，這五個學年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就從 874 人增加到 1304

人（教青局，2014）。 

 

雖然，越來越多學童被診斷有特殊教育需要可能是因為本澳對相關診斷技術不斷提高，與出現本

地化的診斷工具有關，但亦有可能與這些學童在幼兒階段時期得不到足夠的生活學習經驗、生活刺激

有關。白亦方等人譯（2004）認為，幼兒在成長發展階段所得到的成長環境刺激的多與少，會對幼兒

將來能力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此外有不少任教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曾向筆者表示，他們在教導

這些學生過程中，往往也會發現他們在幼兒階段時期得到的「學習刺激」是不足夠的。而他們所說的

「學習刺激」，大多是認知、大小肌、語言、社會心理等發展的引導與協助。因此筆者認為，本澳有

不少在發展上有所遲緩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可能與他們在幼兒階段時期所接受的「學習刺激」

不足是有關係的。 

 

另外，國外一些學者如 Jones（1954）的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父親職業、家庭

收入、種族、環境條件差和生理問題等因素可能對兒童的發展有所影響（引自王天苗，2004），不同

文化的種族差異、團體同儕、鄰居等生態因素對兒童的能力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白亦方等人譯，

2004），因此影響幼兒的成長發展的早期教育環境因素可以是多種多樣。 

 

正因如此，筆者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結合澳門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下所衍生出更多家庭結構的改

變因素，試從早期生活經驗、生態背景等觀點來分析學習刺激等早期教育環境因素對幼兒能力發展的

影響，茲述如下： 



 

一) 早期生活經驗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1) 腦科學研究對幼兒發展的觀點 

從腦科學角度看，早期的生活經驗刺激足夠與否，對幼兒將來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Shore

（1997）指出人類在幼兒時期對於複雜的腦部功能是非常敏感的，例如語言學習與進行或促進邏輯思

考等，兒童在此階段的大腦活動要比成人來得頻繁。Kotulak（1996）認為有關大腦的研究顯示了早

期經驗對於個體實際生長與神經發展的重要影響，在三到十歲這個階段，大腦的「接收天線」比其他

的生命階段要來得多很多。 

 

而在大腦研究中所獲得的改革性觀點大量應用在早期療育領域，研究顯示，兒童的腦部成長是一

種特別的經濟需求與供給優勢：接受刺激的連結將會被增強，而沒有接受刺激的連結便會被淘汰。因

此，人類大腦被建構得非常有效率，可以在幼年時期學習得許多不同的技能，並且處理掉似乎不需要

的神經容量。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學習仍然繼續，然而，一旦幼年時期濃密的神經網絡已經被縮小，

想要恢復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白亦方等人譯，2004）。盧明、柯秋雪、曾淑賢、林秀錦（2013）

根據國外文獻指出，大腦的結構與神經的數量雖是先天設定好，但是神經的迴路與密度分布卻受到幼

兒發育初期的影響，若然在發育初期給予腦部各樣經驗，則腦部功能得以分化功能並促進發展。 

 

綜合上述可推論：兒童若能在幼兒階段的腦部發展時期，得到較多、合宜的刺激連結，諸如給予

較多的認知、語言等刺激，則對他們將來的發展與學習可能有較大的正面影響，相反，若刺激不夠或

不合宜，則對他們的能力發展可能會有負面影響。 

 

2) 互動對幼兒發展的觀點 

有學者指出，成人對幼兒的早期語言發展具關鍵性影響（陳淑琴、程鈺菁，2013）。若只看語言

的發展，蘇建文等人（2001）指出，模仿是幼兒學習語言的重要途徑，幼兒在學習語言時，必須要有

經歷過模仿的階段。因此成人不停將他們的所見所聞向嬰幼兒講解，讓嬰幼兒有模仿的機會，將有助

於他們語言的發展（董志文，2015）。若從同伴與幼兒互動的情況來看，黃志成、王淑芬（1995）認

為，幼兒在成長發展時期中，若能與同伴有較多的互動（如同輩討論問題），則對其認知帶來正面的



影響。另外，蘇建文、盧欽銘、陳淑美、鐘志從、張景緩（1992）的研究亦可發現，父母的互動與幼

兒的動作發展有顯著的相關性。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看，Vygotsky（1978）認為，兒童的發展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實際發展層次，

而另一個就是潛在發展層次，所謂實際發展層次就是兒童獨自解決問題所決定的實際發展程度，而潛

在發展層次則是在成人或同伴的協助與支持下，能夠解決問題能力所呈現較高層次的發展潛能，而在

這實際發展層次與潛在發展層次的距離，Vygotsky 認為這就是「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在 ZPD 裡，孩子可以在一個較有知識的他人的支持和引導下達到一個目

標，而每個孩子的基本能力（即是實際發展層次）以及「近側發展區」都有不同，但只要在成人為他

建立了「鷹架」（Scaffold），在學習中給予足夠的支持與引導，兒童就能跨過實際發展層次，往潛在

發展層次的能力發展下去（Vygotsky,1978；谷瑞勉譯，2002）。 

 

按 Vygotsky 的「近側發展區」可知，環境互動是幼兒成長發展的一項重要的因素，即使幼兒階

段的孩子，他們的語言、認知、肢體動作、社會心理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只要成人為他構建合

適的協助與支持，他們的各項能力就有機會可以得到很大的發展。 

 

因此綜合上述學者的文獻可知，若兒童在幼兒發展階段時期得到成人的足夠協助與支持，他們的

各項能力，如認知、大小肌、心理、語言等就能在「近側發展區」（ZPD）下得以發展。反之，倘若

兒童在幼兒發展階段時期並不能得到成人的足夠協助與支持，那麼他們在幼兒時期的上述各項能力就

較難往潛在發展層次下發展下去。因此，成人給予幼兒的早期生活經驗足夠與否，很可能會對他們將

來的各項能力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綜合上述腦科學的學者與教育學者可知，早期生活的學習經驗很可能會影響學童在幼兒階段中的

能力發展。 

 

二) 生態背景因素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多樣的環境因素對兒童的發展會有一定的影響，上世紀，發展心理學家 Bronfenbrenner（1979）結



合社會與心理學的觀點，發展出一套影響兒童發展的環境因素理論：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該理論對影響兒童發展的因素有詳細的陳述，其影響因素包括：父母、主要照顧者、學校

以至其它社區、家庭與學校的關係、父母的工作性質、家庭社經地位、社會的社經狀況、社會福利、

社會環境、文化、次文化、價值觀等多樣的與兒童直接有關或間接有關的環境變項（有關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筆者會另文詳述）。現將其他學者就各種生態環境因素對兒童的

發展有何影響作出陳述，如下： 

 

1) 家庭環境因素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王天苗（2004）指出，家庭經濟能力、職業、社會地位對兒童的發展確實是有一定的影響，尤其 

是對一歲的幼兒來說，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其認知發展是有關聯的。而他的研究也發現父母教育程度、

職業等家庭社經因素與幼兒發展、學習有關聯，並總結出父母教育程度的高低、職業條件的好壞其實

是會影響了提供給幼兒的教養環境或照顧品質，繼而影響幼兒的能力發展。另外，有研究指出家庭環

境與幼兒的動作發展有顯著相關（李品靜，2014），而祖父母的隔代教養對兒童發展也有影響，也較

易導致幼兒特殊教育需要（傅秀媚、沈芳榕，2009）。 

 

國外的研究亦發現，家庭社經與幼兒智力、認知、社會行為和語言等能力是有關係的，Sameroff、

Seifer、Barocas、Zax & Greenspan（1987）針對四歲兒童的十多項環境因素進行評估（這十多項環境

因素是：母親慢性心理疾患發展、母親的焦慮、來自母親對兒童發展的態度、親職觀點、嬰兒時期自

發且正向的親子互動、一家之主的職業、母親教育程度、不利的少數族群身分、家庭支持、具壓力的

生活事件、家庭規模），目的是瞭解發展遲緩兒童是來自低社經背景，還是來自更常在低社經族群中

發現的許多環境危險因子的錯綜結果。最後發現，以智力來說，不受環境危險因子困擾的兒童，會比

具有八、九項危險因子者高出三十分以上，其結論表示了環境因素的危險因子數量是各個社經階層兒

童的成長發展的主要關鍵（白亦方等人譯，2004；Sameroff、Seifer、Barocas、Zax & Greenspan；1987）。 

 

2) 其它生態因素對幼兒成長發展的影響 

除了家庭社經因素會對幼兒的成長與發展是會有所影響外，整個社區生態所存在的因素，可能也

會對幼兒的各項能力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陳淑琴、程鈺菁（2013）表示，除了家庭環境會影響

幼兒的語言學習外，像學校這樣的社區環境也會影響到幼兒的語言學習，若在較開放式的教室中，幼



兒就有較多機會表達，對幼兒的語言發展有正面作用，相反傳統的教學中可能會限制了幼兒同儕間的

交談互動，反而有可能會阻礙幼兒的語言學習機會，不利於其語言發展。王天苗（2004）也認為，幼

兒的能力發展會受到社區各種生態因素所影響。 

 

Furstenberg, Cook, Eccles, Elder & Sameroff（1999）的費城研究，就比較周詳地涵蓋了六種生態範

疇的因素。這六個環境因素包括：家庭過程、家長特質、家庭結構、社區的家庭經營、同儕、社區等。

其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兒童能力發展的因素不限於父母或家庭，舉凡團體、同儕、鄰居、社區及其與

家庭的互動都包括在影響因素之內。 

 

因此綜合上述學者可知，各樣的生態環境因素，會對幼兒各項能力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結論：早期教育環境因素對幼兒發展影響的啟示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可知，幼兒各項能力的發展除了與先天遺傳有一定的關係外，其實與後天我

們成人為其給予的早期教育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楊坤堂（2008）引述國外學者 Tjossen 指出，即使一

些兒童在生物與遺傳基因上均正常而健全，但其早期的生活經驗和環境不利，亦會影響兒童的發展，

其成因包括欠缺親情、親子互動、營養不良、醫療保健不足、社會－教育－感官刺激的機會不足，以

及欠缺健康的心情環境。在欠缺教養及學習機會不足的環境中長大的兒童很可能顯現發展不足，以及

智力、語言和學業上的低成就（楊坤堂，2008）。而在本澳目前發現有越來越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童下，即使本澳診斷技術的提升了，但我們是否需要考慮這批學童的出現，可能不單止與他們先天遺

傳有關，也可能與我們後天給予他們的成長環境不足有關呢？ 

 

然而仍有不少家長認為幼兒的成長發展是出於自然，甚至會誤信他人，認為有發展遲緩的幼兒在

長大後可以一切發展正常（郭逸玲、卓妙如，2004）。因此本文其實要強調的是，早期教育環境的好

與壞，會對幼兒將來的發展起着一個關鍵的作用。本澳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下，部份家長在不停出外工

作賺錢的同時，是否也會忽略了自己兒女的早期教育呢？我們是否也應該放多些時間關注在自己的子

女成長發展身上呢？祖父母在教養自己的孫子的同時，是否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教養技巧呢？單親、貧

困、低收入、低文化、低社經、雙職輪班、新移民、隔代教養等家庭長大的孩子，政府及社會是否需



要為他們在幼兒時期提供針對性的的支援呢？答案是顯然預見的。 

 

因為幼兒將來的能力發展如何，很可能完全決定於我們成人為他制造的早期教育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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