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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如何以桌遊提升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情緒管理



從桌遊體驗中學習面對困難、
失敗和挫折，即使遇上逆境，
也能正面積極地回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早在「二十一世
紀教育」報告中，已開始推動孩子玩的權利，
提倡桌遊促進社交、情緒發展的好處。

•學會共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學會認知（learning to know）

•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

•學會做人（learning to be）



我們皆知道幼兒期的孩子情緒控制能力較弱，很容易發脾
氣。但為何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大多有情緒處理困難….

• 孩子在大腦杏仁核和海馬迴的地方受損，這些區域與
情緒控制有關，他們容易情緒起伏很大、自我評價低
落、低自尊。

• 孩子可能用發脾氣來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 孩子比較自我中心，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
會以發脾氣來表達不滿。

• 孩子可能因為不能適當表達自己，或因為別人誤解自
己的意思而發脾氣。

• 孩子常與大人對抗，他們拒絕合作，常因小事而發脾
氣。



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看桌遊的功能

• 自我及情緒控制隱藏在桌遊的設計及每次的翻牌瞬間裡。

• 讓孩子練習情緒控制、與他人合作、以及自我反思。

• 桌遊可以是幫助孩子學會共處、學會做人的工具。

• 創造一個正面積極的學習經驗，且孩子延續學習效果。

強調經驗（experience based）的學習。



以桌遊作情緒管理工具的優勢

建構支援網絡

• 桌遊具有真實的互動，簡單易
學。

• 桌遊具多樣性，可帶出不同的
參與果效。

• 讓孩子建立正面朋輩關係，團
隊協作學習。

從體驗中學習

• 於桌遊中體驗成敗得失，累積
成功經驗，建立自信心，引導
孩子學習面對失敗/逆境。

• 成人可從中觀察並介入，協助
孩子反思／總結經驗。



培養孩子的情緒管理方向

•增強社交技巧

•建立支援網絡

•提升自信心及正能量

•學習處理負面情緒

每次桌遊的結束討論的重要性……

• 必須和孩子做事後討論，否則
桌遊只可能會淪為課堂遊戲，
而不具有輔導意義。

• 帶領者必須因地、因人制宜，
調整每種桌遊的規則，否則孩
子會因為太複雜的遊戲規則而
感到退縮。



如何善用桌遊促進孩子的精神心理健康

• 桌遊能使孩子和其他人順利完成遊戲所需的社交和情緒技能。

• 桌遊能滿足孩子的好勝心，也可以成為喜歡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

• 桌遊可以帶給孩子安全、有趣的情境，透過桌遊把孩子梳理
成能理解限制、遵守規則，不去打擾、影響他人，能與他人
建立正面的互動的性格。

• 桌遊也能幫助孩子學會不輕易放棄。



桌遊不只是遊戲，而是人
生體驗。希望孩子能堅持
到最後一刻。即使覺得自
己快要輸了，只要願意堅
持或許就能逆勢翻轉，反
敗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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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在家庭教育的功能

• 給孩子打發時間的休閒活動

• 可延長孩子專注力

• 讓孩子有機會放鬆、抒發不愉
快情緒

• 降低孩子攻擊性與排解負面怨
念情緒。

• 促進孩子人際間的感情交流與
相處

• 提供給孩子豐富的學習機會。

• 能促進孩子堅持不放棄

• 促進社交互動: 有些桌上遊戲需要透
過彼此合作才能獲得勝利，在桌遊
中玩家需要共同協調其策略。玩家
之間在進行桌上遊戲需要更多的溝
通。

• 調適輸贏心情: 透過桌上遊戲玩家，
可以增加作為輸家的經驗，學會調
適輸贏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