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他做什麼都聽得懂，叫人會叫、要什麼也都會說，就是尿尿不肯說、教過他了

、還是不說，怎麼會這樣？！！」

「好不容易找到幼稚園了，老師一聽他還在包尿布，就被退貨!叫我們訓練好再來」

「就在家練不起來，才想去上學、讓老師教啊！」

「到底幾歲可以戒尿布？我婆婆說2歲很慢了ㄟ！樓下的孫子1歲半就都不用包尿布

。孩子的爸卻說順其自然、不用特別練啦、誰長大了還在包尿布呢？」

「雖然不說話但他什麼都懂，吃東西時就很快跑過來，就是不肯換尿布，現在叫他

坐馬桶、是怎樣都不肯！還大叫、跑給我追，奇怪？！」

「她現在理解、表達都進步很多，但就是不給換尿布、老師幫她換尿布就會大叫，

在家也是無論如何都要穿著尿布，大便只在客廳的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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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的觀點看幼兒大小便控制

　　作為一個兒童臨床心理工作者，當與父母夠熟或父母

受到的困擾極大時，就會聽到上述情況。在孩子會走、會

跑，能理解指令或說話的2-3歲間，父母接著面臨的就是「

戒尿布」的任務；若為發展遲緩兒童亦多在4-6歲間面臨。

然而「戒尿布」是從成人的觀點來看--包尿布是不好的、需

要戒斷、因為依賴戒除過程是痛苦的。但從幼兒的角度，

是「脫離尿布」的任務--離開熟悉舒適的尿布、感知身體的

/大小便感覺、學習控制的技能與動作，是未知卻邁向自主

的里程碑，要努力卻會因未知而不安、因可以自主而雀躍

、因做到而開心有信心。當成人願意從發展的觀點、幼兒

角度，看待大小便控制/如廁訓練時，才能理解幼兒在「脫

離尿布」過程中的種種情緒、行為反應，訓練時的停滯、

順利對幼兒的影響。

文 / 黃琡惠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臨床心理師

　　大小便控制是幼兒發展自主的里程碑，

所謂的「自主」是幼兒開始“有意志”地決

定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做與不做都會有後果

，外界的反應則讓幼兒經驗到自己的能力、

對自己的信心。父母（或相關成人）做為推

動發展的力量，需憑藉平日對幼兒的觀察與

了解，等待，並在適當的時機(當幼兒準備好

時)，提出邀請、鼓勵其嘗試，創造幼兒“正

向”/成功的控制大小便經驗，再持續地練習

要怎麼獨立地、順利地做到大小便控制。

適當的時機 練習大小便控制的準備

　　幼兒渡過早期的反抗過程之前，練習大

小便控制獲得成功的機會並不大。在幼兒想

要參與練習、模仿成人、或想要成人的愉悅

及稱讚、想要更加獨立時，這些時機多顯示

幼兒已經準備好，可以接受大小便控制的練

習。具體可參考的行為有：

1.能預先感受到自己要解大便或小便。

2.透過說話、面部表情或者動作，讓成人明

白他什麼時候想小便或大便。

3.至少能間隔1-2小時尿布沒有濕，說明其膀

胱能夠儲存尿液。

4.能夠理解並聽從指導。像是：聽到尿尿、大

便等相關詞彙，會模仿動作或走到廁所；看

到別人如廁，知道是上廁所的意思。

5.在浴室裡樂意模仿家庭成員或朋友。包括：

練習上廁所的一系列動作，穿脫褲子、坐在

馬桶上、擦拭、沖水、洗手等。

　　幼兒越熟悉使用廁所的動作及過程，實

地練習時就越自然且不會害怕。要如何介紹

使用廁所的動作及過程呢？最自然的方法是

讓幼兒觀察其他同性別家庭成員如廁，再搭

配簡單的辭彙或句子說明動作及過程。

善用同儕模範鼓勵嘗試 創造成功經驗

建立成就感
    當幼兒準備好接受大小便控制的練習，就

可以開始實地練習。在幼稚園裡，因為其他

的同伴或哥哥姐姐的模範，觸發幼兒參與、

模仿、“一起”的氛圍，會比在家裡更有意

願開始嘗試。順利大小便在馬桶時，父母（

或相關成人）可以肯定、稱讚他的嘗試、努

力，以「成功上出來了！」、「屁股很乾淨

囉！」等回饋建立其成就感。第一次坐馬桶

、如廁的嘗試，可以從幼稚園開始，有幾次

經驗、熟悉後再加入在家裡的練習。

放鬆是最重要的關鍵
    幼兒實地練習大小便控制時，父母（或相

關成人）是陪伴而不強迫的，不斥責也不焦

急，因為幼兒一旦被斥責，就會誤以為大小

便本身是不好的事、困難的事、做不到的事

而排斥練習。父母（或相關成人）要使練習

的過程積極、自然、不用害怕，幼兒無須擔

心努力的結果，心理的放鬆也能讓其副交感

神經優先作用，讓身體處在容易控制的狀態

，進而形成良性的循環。另外，大部分的孩

子就算順利上了一次廁所，接下來也未必每

次都能成功，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心急，

慢慢陪著孩子練習！！

幼兒練習大小便/如廁控制

發展自主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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