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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環節 III - 場次 : AA

分享時間：16:25 – 17:00



「 畫」「兒」解密--是幼稚園(4-7歲)幼童與家長的親子活動項目。目的是提供家
長藉繪畫與孩童作文字、語言以外溝通，同時亦讓老師藉「畫」「兒」解密，理
解三類家長（全時間在家 ˴雙職 ˴基層，N = 5 7 0）與孩童在家的互動情況。

關鍵辭Key words of presentation
視覺語言 visual language
心理反饋 psychological feedback
生活寫照 life reflection
疫中家長「沒空」回應 “Busy” situation
幼兒情緒表達 kids’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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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疫情期間，幼稚園家長開始在家教育不能上學的幼童；同時間打理
家務；有些甚至同時履行網上職場工作……「沒空」成為家長應對
幼童訴求時的常用語。對不能上學的幼稚園孩童來說:究竟有多少個
可理解疫情中父母的困境？抑是他們是理解，但礙於不夠詞彙，言
語未能對父母表達？又或困惑於父母「沒空」被拒之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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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研讀繪畫是一種有效溝通模式
2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確立老師、家長對幼兒特質傾向的理解
3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學校理解家庭成員與學童在家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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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教育家Howard Gardner(2017)強調：「人的心理反饋，
生活寫照，均可藉藝品，讓其他人理解，更可反映人的
成長文化背景。」藝術教育家Lowenfeld(1947)於其著作
“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更提出，視藝活動可以增
潤兒童在社交上（social）;情緒上（emotional）; 智能
上（intellectual）; 運動上（kinaesthetic）的能力。而跟
據Lowenfeld and Brittain(1987) 兒童繪畫發展理論，進一
步展示藝術發展階段。本研究基於上列理論，研究孩童
以繪畫去表達情緒，家長亦嘗試繪畫表達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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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芭芭拉·荷伯豪斯（美） «儿童早期艺术创造性教育»

图片来源：芭芭拉·荷伯豪斯（美） «儿童早期艺术创造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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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藍靜義(2012)



-選擇合適的主題繪本

-對繪本需要清楚熟練

-要清楚知道記錄畫作的步驟

-老師活動前可嘗試進行記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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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對話」故事工作坊

與家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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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芳(文)(1993). 賴馬(圖)(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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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家長介紹「與孩對話」活動的目的
2.分享說故事技巧
3.老師示範說故事
4.家長感受分享
5.向家長簡述「與孩對話」進行時的注意事項
6.請家長即場進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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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與孩子真情對話

1.從故事中選取觸動或與其發生的事有關，表達自己
的情景、感受等，透過表達，再轉移到運用繪畫表達。

2.家長細心聆聽，留意幼兒情感變化。

3.易地而處切身子女的角度，與子女產出共鳴。

老師示範說故事
與家長
共同體驗

A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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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作品

同學作品

同學作品家長作品

家長作品

家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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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故事經歷後(家長會)
家長明顯地受故事影響而聯想在疫情中
家中與孩童互動情況( N=102, R=.24**)

學童故事經歷後(親子话動)
孩童明顯地受故事影響而聯想疫情中生
活情況。( N=102, R=.02*)

故事後，家
長明顯地渴
求擁抱孩童
(N=102, R
=.45***)

故事後孩童並不
希望依附父母擁
抱，反而想獨立
地協助家務
(N=102, R=-.22*)

熊寶寶有見母親常說
「沒空」，誤以為「沒
空」是母親心儀的事
情。想把「沒空」當成
生日禮物送给母親。

熊寶寶四處找「沒
空」禮物，找不
着。直到貓頭鹰教
熊寶寶「多幫忙」
就是沒空禮物。

熊寶寶回家協
助母親家務，
母親果然抱抱
熊寶寶。

活
動
，
學
講
「
禮
物
」
故
事
，

家
長
上
了
三
小
時
家
長
會
親
子

親
歷
繪
畫
表
達
，
然
後
㩦
同
教
材

回
家
親
子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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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現:
女女正從上格床爬
下，而母親正午睡，
有風險。

家長作品

家長作品家長作品家長作品

家長
作品

家長作品



B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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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讀繪畫是一種有效溝通模式
58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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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說故事、閱讀繪本技巧

2經營親子關係

3瞭解孩子心理需要

4建立良好行為習慣如情绪瞭
解與管理

5高效教育方法（包括改善人
際關係）

透過這研究計劃，家長的期望及家長體驗後發現
項目總數: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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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孩子心理需要

研讀繪畫是一種建立
傳統：文字、
語言以外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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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確立老師、家長對幼兒特質傾向的理解

項目總數: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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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老師認為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 (首七項) 項目總數: 89

善於相處

活潑開朗

閙情緒
性格倔强

文静

不善相處

少表達

老師認為全時間在家照顧幼兒特

質發展傾向性

守規

活潑開朗

強於學習善於相處

善於表達

文靜

鬧情绪

老師認為雙職家長照顧幼兒特質發

展傾向性

活潑開朗

守規

善於相處文静

鬧情绪

善於表達

固執

老師認為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整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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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長認為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 (首七項) 項目總數:60 

好動

好奇

活潑

慢熱

害羞

心急

樂觀

家長認為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整體意見

好動

活潑開朗

社交能力好

熱情

內斂

慢熱

閙情緒

雙職家長認為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

好動

活潑

慢熱
害羞

好奇

心急

全時間在家照顧家長認為幼兒特質

發展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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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一致認為幼兒特質可發展傾向性首七項：

活潑 樂觀

開朗 乖巧

喜歡探索和鑽研，有時活躍，愛好和擅長運動，但也有文靜
的一面，愛好閱讀和畫畫，面對陌生環境的時候會比較怕醜
和不夠勇敢。( PC 22) 

好社交 外向開朗喜歡與人溝通( PC09)

固執

鬧情绪

媽媽表示孩子在家會經常出現情緒的問題，媽媽曾反映對管
教方法感困難。孩子在校的表現與在家中的表現不一致。在
學校時，孩子於老師的鼓勵和引導下，她表現合作，不會經
常發脾氣，會主動與同伴交往，懂得與人分享，學會禮讓，
與同伴相處融合等良好品德行為。( PF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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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幼兒視藝語言推演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

0
1
2
3
4
5
6
7
情绪

以母為中心

玩具多規矩性安排

場景變化

半日制學童在畫面上呈現較多者

0

1

2

3

4

5
符號運用成熟

有規劃

互動活動多，種類多時鐘

功課

半日制家長在畫面上呈現較多者

0

1

2

3

4

5
禮物

玩具

家中成員多互動活動多，種類多

情緒

全日制學童在畫面上呈現較多者

0

1

2

3

4

5
有佈局

讀書

少時間不同情況，不同活動

對子女有愧

全日制家長在畫面上呈現較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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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幼兒視藝語言推演幼兒特質發展傾向性

活潑
家長描述子女的性格特質: 外向˴ 開朗，喜歡與人溝通。

老師觀察幼兒性格特質:個性樂天˴ 開朗，但偶爾會出現固執行為，在自理方面較依賴家人。

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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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在中央首
先畫下哥斯拉，
哥斯拉左右兩
側是火山，哥
斯拉噴水將火
消滅。(哥斯
拉是日本對核
子戰爭愛限矛
盾情緒的體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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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人物應是孩童
父親。孩童送上圍
巾，在冬天暖着父
親，孩童很愛父親，
畫了多個心。
但背景却是灰天，
隱约見到太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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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回應擁抱

却是意外中死
去的小狗，小
狗塗上藍色，
神情哀傷。



學童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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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密切

良好和諧

朋友

未能做到朋友般

瞭解 勞氣

半日制學童家長自我評估與子女親子關係

3 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學校理解家庭成員與學童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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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發現幼兒家庭成員關係
Kids (N=183) 

學童在家中活動情景：

• 學童明顯是能用符
號表達情緒( R=-
0.171*)。符號愈少，
愈精準。

• 而其情緒與家人数
目多寡(R=0.146*)及
主要照顧人物
(R=0.151*)是明顯有
關。

學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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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N=174) 
家長亦能如學童一
樣，運用視覺符號，
呈現在「沒空」情况
下，在家與學童親子
關係(R=0.573***)。
• 家中支援者人數

(R=0.251***) 及主要
學童照顧者，都是
影響學童情緒發展
重要原素
(R=0.346***)

• 而其中不同年齡组
別家長，呈現年齡
愈長群组較年輕群
组，對年齡較長孩
童較正影響
(R=0.294***)。

家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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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家長（全時間在家˴雙職˴基層， N=570）
與孩童的互動情況 :

• 家中互動多元
• 情緒方面，與家中支援者多寡有關:
1. 半日制較全日制學童更依附照顧者。
2. 全日制較長的學童更能適應家中多個關鍵照顧者。

半日制學童，太多照顧者反而較為負情緒。
3. 雙職家長較全職家長較易受照顧者情緒影響。



3.2個案分析
訴求

老師觀察幼
兒性格特質
各方面表現
良好，文靜
守規，待人
有禮，唯甚
少提及與家
人之間的相
處，希望透
過是次活動
可觀察到XX
與母親的溝
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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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有一座很大
的門，繪畫细
緻，孩童觀察力
強。左右兩旁為
孩童自畫像。左
邊的很高，孩童
正伸長脖子，撑
高自己看門後母
親的工作情況。
右邊的自己個子
很小，工人姊姊
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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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同學作品

孩童描述自己
獨自玩，父親
去Toysrus賣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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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作品

孩童很開
心，母親陪
自己講故
事，陪睡。
孩童很重視
這一幕，床
和母畫得格
外長、大。
對比下，自
己却顯得那
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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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X

XX

XX

家長作品

對比母親
心中的孩
童，很大，
母親很理
解孩童的
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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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作品

孩童
自己
做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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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作品

母親講
故事。
母親心
中的孩
童，很
大。



家長體驗後，家長對子女的理解及發現

前段時間我在家辦公工作很忙，經常鎖住門在房間工作，囑
咐XX不要打擾媽媽，乖乖的話媽媽會買禮物獎勵。這次XX的
畫裡有個大大的門，我看到後覺得有點心酸，在小朋友的心
里這個阻住他找媽媽的門好大好大，媽媽在門後面工作的時
候，他一定無數次抬頭默默看一眼這個擋住媽媽的門。但是
也很欣慰他那段時間真的有乖乖自己和工人姐姐玩，當媽媽
午休或者下班之後才會來纏媽媽。其實xx真的是一個很乖的
寶寶，值得媽媽用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愛心去愛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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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Chapman,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are:

• words of affirmation (compliments) 對行為肯定語

• quality time有質數相處時間

• receiving gifts藉禮物示愛

• acts of service支援行動

• physical touch身體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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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讀繪畫是一種有效溝通模式

2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確立老師、家長對幼兒特
質傾向的理解

3研讀繪畫是可以有助學校理解家庭成員與學童
互動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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