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忙也要陪孩子成長 

過度包容孩子 

是讓孩子迷失在對與錯之間 

過度讚美孩子 

是孩子無法承受挫折的開始 

過度放縱孩子 

是讓孩子與父母疏遠的主因 

過度保護孩子 

是讓孩子無法成長 

過度期待孩子 

是讓孩子產生壓力 

往往也是給自己帶來希望的落空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托嬰中心 

 作息時間表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00~8：00 相 見 歡 

8：00~8：45 探索時間 

8：45~9：00 檢查尿布/更換尿布 

9 : 00~9 :30 運動時間 

9：30~10：30 牛奶/牛奶+副食時間 

10：30~11：15 
蒙氏工作時間 

(視覺、觸覺、聽覺、嗅覺、味覺、手指機能、語文、音樂、說故事…) 

11：15~11：30 檢查尿布/更換尿布 

11：30~14：00 中午休息時間 

14：00~14：30 檢查尿布/更換尿布/整理儀容 

14：30~15：30 牛奶/牛奶+副食時間 

15：30~16：15 蒙氏工作時間 

16：15~16：30 檢查尿布/更換尿布 

16：30~17：00 整理書包 

17：00~ 放  學 



0～6個月托育活動 

 

蒙特梭利博士認為 0-6歲的孩子正處於感官的敏感期，他們的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以及身體的觸覺都很敏銳，這時如果施以感官教育，能夠幫助孩

子把潛能充分發揮，奠定以後學習的基礎。因為任何學習都必須透過人的感官

來進行，我們的感官愈敏銳，愈能吸收環境的訊息，加以分析、辨識、整理，

最後做成判斷，成為我們與環境互動的基礎。孩子出生後感覺器官發展最快速，

味覺、嗅覺發展最敏銳，聽覺也在出生第五天開始能清楚分辨聲音的來源，而

最後發展完成的視覺也在三個月之後開始分辨顏色。對於觸、壓、痛覺及溫度

的感受亦極為靈敏對於輕微碰觸及胳肢的反應也較長大後反應強列。 

 

嬰幼兒的學習方式，是透過感官來學習的。當視覺、觸覺、聽覺、嗅覺、

味覺、本體覺、前庭覺等感覺統合完善時，未來就能達到最佳的能力展現。我

們可以形容為，兒童的大腦如同一部處理感覺資訊的超大型電腦，而父母、照

顧者就像軟體設計工程師，當孩子大腦中每個軟、硬體都處在最佳的狀況時，

必然成為運作最快速且最厲害的人腦。 

     

如當嬰幼兒看見一個玩具時，大腦會傳達指令，讓他移動身體然後伸出手

去觸摸並拿起玩具，接著被搖晃時的聲音吸引，再把玩具靠近鼻子聞一聞，然

後放進嘴裡嚐一嚐，一個短短的過程，就可以發現寶寶利用不同的感官，認識

了他手中的玩具。寶寶剛到這個世界什麼事都新鮮，他醒來時喜歡有人溫暖、

舒適地照料他的生理需求，從最初數週開始，寶寶就會用他的感官留意周圍所

發生的的事物，所以當寶寶醒來時可以抱著他多看、多聽、多感覺、多運動。 

 



學校為寶寶設計一個溫暖、舒適的環境，聘請專業有證照的合格保母人員

來照護寶寶的各種需求。當寶寶醒著的時候，提供豐富的感官刺激課程，與肢

體接觸的經驗，豐富寶寶的感官課程學習與感覺統合的協調性。 

 

一、 感官課程：嬰兒透過五官眼睛（視覺）、鼻子（嗅覺）、嘴巴（味覺）、

皮膚（觸覺）、耳朵（聽覺）的接觸學習，孩子對於能感受到看、聽、嗅、

嘗、觸摸五種感覺的東西報極大的興趣，反應出大人無法想像的敏感程度，

受刺激或被吸引都覺得非常有趣。 

 

◆ 視覺發展：寶寶要在滿月，才能將雙眼視覺專注在一個點上，且眼睛的

發育有限，一直要到三、四個月後，眼球的回轉肌肉發育完全後，寶寶

的視覺才算發育完全，因此除了多讓寶寶閱讀寶寶玩具書外，也應讓寶

寶多看些繪畫作品，或從色彩的反射來調和房間內的光線和氣氛，如此

有助於視覺發展。 

      課程目的：寶寶對色彩的發展先從黑白開始再進步到彩色，從靜止到 

  移動。讓寶寶做雙眼視線聚合在視覺焦點上的練習，與眼 

  睛追隨移動的物體練習。學校在課程安排上會先從黑白圖 

  片開始，提升寶寶視覺的敏銳度與追視物件的能力。 

 

課程名稱 行為目標 

＊ 黑白棋布 

＊ 視覺圖卡 

＊ 漸色球 

＊ 視覺追蹤 

＊ 欣賞圖案 

＊ 五彩棋布 

＊ 鏡子裡是誰 

＊ 認識身體 

＊ 環境介紹 

 

視線集中在圖片上與追

視物件的能力 

 



◆ 觸覺發展：觸摸剛出生寶寶的皮膚，寶寶就已有些微的反應；冷熱也已

有感覺。當寶寶出生時就有手臂與手的動作，例如：手掌的開合、手指

的伸張等，但此時為一種沒有目的的動作，因為三個月前的嬰兒無法支

配他的一雙手。寶寶到 2個月大時，他的手大部份時間都是緊緊握住的，

這時候是所謂「握掌容易開掌難」的時期，但到了五個月大時，觸覺才

正式進入發育期，此時皮膚神經的傳導，已能到達末稍神經，手指的運

用也較靈活了。可以利用毛巾、刷子、手指的觸摸，讓孩子的手臂、臉、

腳、胸、腹等產生大量的觸覺刺激，以促進大腦神經的統合功能。一個

觸覺刺激不足的孩子，將來可能有好動分心、煩躁不安、焦慮、中樞神

經調節失常、脾氣暴躁等問題。 

      課程目的：學校設計的觸覺課程活動，可幫助孩子促進大腦神經的統合

功能，並學習開掌握住物品，發展靈活運用雙手的智能，學

習從各方位握拿物件與增強觸覺器官的敏銳度。 

 

課程名稱 行為目標 

＊ 第一類接觸 

＊ 橡皮球 

＊ 觸覺板 

＊ 觸覺球(襪) 

＊ 筆刷搔畫 

＊ 塞物入手 

＊ 手腳按摩 

＊ 握物提身 

能張開雙手握住物品 



◆ 聽覺發展：孩子的聽力大約在第五天即發展完成，因此對於聲音的敏與

熟悉度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所內除了老師對孩子輕聲細語的照護外，

還提供不同的器材來建立孩子對於照護者之外的聲音辨別與敏銳度。寶

寶出生後就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約兩個禮拜後，聽力發展就已較健全

了。聽覺的刺激訊息傳送到腦幹時，也要和前庭系統、筋肉關節所傳來

的訊息做整合，才能了解聽到的是什麼聲音。每一次的統合都能使訊息

變的更加清晰而準確。這時的寶寶可以用兩耳聆聽單一種聲音，算是聽

覺發育最快的時候，因此讓寶寶維持一段時間重覆聽相同的音樂，漸漸

地寶寶就會對音樂感興趣，如此有助於聽覺發展。 

 課程目的：照護者透過呢喃話語的互動，寶寶與照護者的關係更加親密。 

課程名稱 行為目標 

＊ 聽覺杯 

＊ 高低音 

＊ 鈴鐺傳聲 

＊ 耳聽八方 

能分辨照護者之外的聲音 



二、 運動遊戲發展：運動對嬰幼兒而言就像食物一樣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他

們透過運動可以了解自己的身體、運用自己的身體。發展自己的意志和認知

機能。此階段的孩子除了仰躺之外，利用俯趴的動作來增強頸椎的力量並將

頭部抬高，進而練習翻身的動作。因此學校提供適合此階段孩子發展的運動

遊戲，來提升孩子靈活運用自己的肢體機會。嬰兒在五～六個月左右有意義

的翻身，由於此階段寶寶的身體各部份發展已臻成熟，會出現反射反應，其

發展的歷程為俯姿翻為仰姿，再由仰姿翻為俯姿。 

    運動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小自襁褓中的嬰兒，大致鶴髮老

者。人們每天都需要不停的動，在活動中我們的身體得到成長、精神得到滿

足、情緒得到調和 。 

   課程目的：俯趴：鍛鍊孩子頸肌、背肌與雙手支撐的力量。俯趴抬頭時，頸

肌、背肌都在這時獲得充分的鍛鍊，這對將來閱讀和學習

的專注力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翻身：翻身好像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似乎每一個寶寶都很如容

易做到。翻身的意義：不管是從仰臥翻身到俯臥，或是從

俯臥翻到仰臥，每翻一次身，寶寶的頭都要在空中轉半

圈，促使他的前庭系統中的半規管發揮平衡機能。而在翻

身的過程中寶寶又會不斷體驗大小不一的地心引力，這種

經驗也有助於大腦神經發展良好的感覺系統。 

 

課程名稱 行為目標 

＊ 被單遊戲 

＊ 籠球遊戲 

＊ 翻身誘導 

＊ 俯趴遊戲 

能全身放鬆的享受運動的樂趣 

 



三、 語文認知課程： 

所謂語言是指傳遞思想感情或能引起他人反應的行為。Bangs（1982）認為

語言的溝通方法，可透過國語、文字、手語、身體語言或各種溝通符號而達成。

因此語言不只是指說話，而是包含啼哭、手勢、喜、怒的表情、呼喊、嘆息、

書寫、繪畫等都算是語言。 

說話，就是把一個人把自己的感覺、需求、體驗藉語言，傳達給別人的活

動。所以說話一定要有對象，如果沒人聽就無法達成說話的目的。因此當嬰兒

藉由哭聲、表情或肢體動作所傳遞的訊息，需要我們費心去了解，如此才能和

寶寶產生良好的雙向溝通。 

閱讀可從嬰兒時期就開始，嬰兒時期的視力雖然僅能看見抱著他的母親或

是父親，此時他便已經開始能夠辨識與他親近的人的臉型，嬰兒透過視覺感官

辨識親人的臉，基本上與閱讀的機制是相同的。因為透過視覺的接收刺激，嬰

兒對於親人或陌生人的臉就會有意義上的建構與解讀，並且能夠利用這樣的機

制做出回應或是反應。圖像的閱讀或是文字的閱讀也是如此。 

透過視覺接收圖像或文字的符號，然後在大腦的運作過程中找到儲存該符

號所代表意義的資訊，於是我們就理解了圖像或是文字的意義，孩子的語言發

展雖然有快、有慢但大致依循一個自然的發展順序：出生－哭是新生嬰兒最常

使用的語言，滿月後哭生會隨感官器官的接觸而有所不同，第 2個月會出現咕

咕、噥噥的聲音，並會用微笑來回應熟悉的聲音。第 3個月會發出ㄚ、ㄨ等母

音來，此時已知道哭是引起大人關注的最好方法。第 4、5、6個月會用手勢來

表示要人抱抱，也能從說話者的臉部表情、聲調、手勢來了解別人的愉快、生

氣、害怕等情緒。因此透過熟悉的音樂旋律、手指謠、童謠唸唱與兒歌的哼唱

是孩子最佳的語言學習時光與穩定情緒的好方法。 

 



四、 繪本賞析課程：此階段的孩子閱讀教材，須精選書頁圖畫單純、字少，

從黑白顏色到豐富的色彩圖片。除了語言的發展學習之外對於認知的發

展學習有很大的效果。 

課程名稱 行為目標 

＊ 黑看白 

＊ 白看黑 

＊ 動物 

＊ 抱抱 

＊ 媽媽 

＊ 寶寶大書－蔬果 

＊ 寶寶大書－顏色 

＊ 寶寶大書－聲音 

＊ 寶寶大書－身體 

＊ 寶寶的臉 

能認識圖片與環境 

能將視線集中在書籍圖片上 

五、 手指謠、兒歌課程：照顧者抱著寶寶一起唱兒歌、唸手指謠做著簡單的 

動作，是一堂非常愉快的課程活動。藉由手指謠與兒歌簡單輕鬆的旋律豐

富孩子的語言刺激課程。 

手指謠名稱 兒歌名稱 行為目標 

＊ 炒蘿蔔 

＊ 噗 

＊ 躲貓貓 

＊ 小蝸牛 

＊ 小蝴蝶 

＊ 做餅乾 

＊ 掩咯雞 

＊ 天公伯仔 

＊ 白雲飄 

＊ 寶寶唱歌 

＊ 搖嬰仔歌 

＊ 伊比ㄚㄚ 

＊ 虹彩妹妹 

＊ 天黑黑 

＊ 搖呀搖 

＊ 泥娃娃 

＊ 甜蜜的家 

＊ 小天使 

＊ 種樹 

＊ 火車過山洞 

聽見熟悉兒歌能調

整情緒反應 

會ㄨㄨ、ㄚㄚ的跟著

附和 

 

手指謠 

炒蘿蔔 

炒蘿蔔炒蘿蔔切切切 

包餃子包餃子捏捏捏 

噗 

小屁股，圓股股 

放個屁。噗！ 

小蝴蝶 

美麗的花美麗的葉 

飛來美麗的小蝴蝶 

躲貓貓 

躲貓貓－－喵！ 

躲貓貓－－喵！ 

看見一隻小花貓 

天公伯仔 

天公伯仔緊好天 

大人愛趁錢 

囝仔愛過年 

小蝸牛 

小蝸牛慢慢走 

摸摸頭趕快躲 

大螃蟹橫著走 

握握手牠咬我 

掩咯雞 

掩咯雞 

走白卵 

隨你吃 

哎喲隨你鑽 

做餅乾 

拍拍拍，作餅乾 

餅乾香，請你吃一半 

白雲飄 

小白雲，飄啊飄， 

用力一抓，抓不到 

寶寶唱歌 

汽車唱歌叭叭叭 

寶寶唱歌ㄅㄨㄚ 



嬰幼兒發展過程 

月份 粗動作 精細動作 語言 人際社會關係 

一 

∣ 

二 

個 

月 

＊俯臥時頭稍可 

  抬起  

＊俯臥時頭抬起 

 45度 

＊會反射性抓住 

  放入手中之物 

＊眼睛隨物可轉 

  動 90度以上 

＊聽到聲音會轉頭 

＊發出各種無意義 

  聲音 

＊注意別人的臉 

＊逗他會微笑 

三 

｜ 

四 

個 

月 

＊俯臥時頭抬起 

  90度  

＊協助坐起時頭 

  可固定 

＊側躺 

＊雙手可移在胸 

  前接觸  

＊可將手抓住的 

  物品送入嘴巴 

＊發出ㄚㄨ等牙 

  牙學語聲  

＊笑出聲音 

＊偶而模仿大人 

  的聲調 

＊會自動對人笑  

＊會注意其他孩 

  子的存在 

五 

｜ 

六 

個 

月 

＊拉小孩坐起，會 

  稍用力配合，頭 

  部會後仰 

＊完全會翻身 

＊坐著用雙手可 

  支撐 30秒 

＊兩手各可抓緊 

  小物品  

＊手會去玩弄繫 

  在玩具上的線 

＊會敲打玩具 

＊會因高興而尖  

  叫 

＊開始出現母音 

  ㄚㄧㄨ 

＊自己拿餅乾吃 

 



如何刺激寶寶的感官發展 

  感官發展對寶寶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種發展，因此父母可以配合各部器官不

同時期的發展，適時地給予寶寶外在的刺激，如此有助於感官發展及學習新事

物，而父母應先瞭解寶寶的感官發育時期，進而讓各部感官相配合運用，有助

於寶寶的智力發展： 

一、 這個時期的寶寶感官發育如何 

(一) 聽覺： 寶寶出生後就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約兩個禮拜後，聽力發展就

已較健全了，這時的寶寶可以用兩耳聆聽單一種聲音，算是聽覺

發育最快的時候，因此建議爸爸媽媽讓寶寶維持一段時間重覆聽

相同的音樂，漸漸地寶寶就會對音樂感興趣，如此有助於聽覺發

展。 

(二) 視覺： 寶寶要在滿月後，才能將雙眼視覺專注在一個點上，且眼睛的發

育還有限，一直要到三、四個月後，眼球的回轉肌肉發育完全後，

寶寶的視覺才算發育完全，因此爸爸媽媽除了多讓寶寶閱讀寶寶

玩具書外，也應讓寶寶多看些繪畫作品，或從色彩的反射來調和

房間內的光線和氣氛，如此有助於視覺發展。 

(三) 觸覺、味覺及嗅覺： 觸摸剛出生寶寶的皮膚，寶寶就已有些微的反應而

食物的冷熱也已有感覺，並能聞到物品的味道，但

到了五個月大時，觸覺、味覺及嗅覺才正式進入發

育期，此時皮膚神經的傳導，已能到達末稍神經，

手指的運用也較靈活了。 

二、 如何幫助寶寶利用感官學習新的事物  

(一)觸覺和聽覺：爸爸媽媽抱著寶寶時，可讓寶寶坐在腿上，一邊唱著歌，一

邊擺動，有助於寶寶皮膚感覺及聽力的相互配合，訓練寶寶

在接受聲音後能做出一致的動作。 



(二)視覺和聽覺：因為大腦中掌管視覺和聽覺的細胞位在相對的地方，當視覺

和聽覺並用時，有助於加強記憶力，讓寶寶看圖片時，媽媽

也可以在旁邊對寶寶說說畫中的內容，有助於加強寶寶對畫

的認識及印象。 

 



親子加油站 

如何刺激寶寶的感官 

嬰幼兒時期，感官教育非常重要，五感指的是「視、聽、嗅、味、觸」

五種感覺，不僅可以決定寶寶大腦、神經體系及身體感覺，達到互動協調的

成熟，其中促進視覺成熟最重要的是焦距，東張西望和爬行都是不可或缺的

過程，音辨能力來自於靈敏的聽覺，嗅覺則是潛在的智慧基礎，味覺更會影

響生活中的飲食習慣，觸覺不足則會引起學習障礙。 

而透過五感的探索，能建立起寶寶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經由不斷感官經

驗練習，可以促進 2 歲前寶寶的認知發展，同時，無論寶寶處於清醒或睡眠

狀態，身體的五種感覺仍會經由感覺神經將訊息傳遞給大腦，並接受大腦對

這些感覺的回應，將訊息傳達給身體各部位，讓身體感官對這些外在刺激有

正常反應。 

視覺發展階段 

    視覺的感官發展，是寶寶早期認識環境的主要工具，透過眼睛進而對物

體產生視覺上的認知，不僅能夠漸漸分辨大小的不同，對於物體在空間中的

方向、距離，也能慢慢地正確判斷，最後了解物體變化的過程。  

 

．0～3 個月寶寶： 

      新生兒在出生一個月的視覺發育仍不成熟，出生時能對光線明暗產 

  生不同的視覺反應，初期只能分辨黑與白兩種強烈對比顏色，並感 

  受到有人或物體靠近，直至 3 個月大時，視力範圍可以清楚地看到 

  物體，視線能從物體外緣往中心聚焦，也可靈活地隨物體進行 180 

  度的移動，此時期寶寶喜歡複雜的圖案，可辨視人、物體的輪廓， 

  喜歡看媽媽的臉及自己的手。  

 

．4～6 個月寶寶： 

      到了寶寶 4 個月左右，顏色視覺開始發展，待寶寶 5 個月時，可辨 

  別人和物品，而且分辨更多的色彩，因此，可以清楚辨識媽媽及陌 

  生人的臉，並且專注於別人說話的表情，因而開始有「認人」的行 

  為表現，像是看到不認識的人會大哭，看到媽媽會安心地微笑。  



．7～12 個月寶寶： 

    7 個月的寶寶會認不同的人，並且注意別人的行為，喜歡對著鏡子笑，

9 個月大，手拿著玩具還可以看其他地方，會調整手拿東西的距離，且色

彩概念已發展健全。12 個月時，可以看清楚物體的細部結構，認識大型符

號、數字語文，並且可以記住。 

 

聽覺發展階段 

      聽覺在胎兒 5～6 月個大雖已發育完成，但出生後的前幾天，通常沒

有聽覺反應，因為中耳被羊水阻塞住，出生兩個星期至 1 個月，漸漸地可將

頭轉向聲音來源，聽覺不僅是語言發展的基石，藉由聽覺，寶寶也能感受到

父母聲音所傳達的關愛！ 

 

．0～3 個月寶寶： 

      安靜睡覺的寶寶會因為突然的噪音而驚醒，被媽媽的聲音所安撫， 

  會發出咯咯聲、咕咕聲和笑聲。出生後，右耳對語音敏感，左耳對 

  音樂辨識較強，1 個月左右的嬰幼兒，喜歡溫柔的聲音，若聽到巨 

  大聲響，可能會睜大眼睛、眨眼，也會透過哭聲來表達肚子餓、身 

  體不舒服的生理需求。  

 

．4～6 個月寶寶： 

      寶寶對聲音的反應越來越明顯，並注意說話者的嘴巴、尋找聲音來 

  源，對媽咪的聲音會有反應，會發出許多牙牙學語的聲音，模仿「喔」、

「爸爸」的聲音，而且會改變聲音的音調，喜歡會發出聲音的玩具，對於

環境很好奇。  

 

．7～12 個月寶寶： 

       7～10 個月時，除了會注意聽媽咪所發出的聲音，也聽得懂熟悉的 

   話語，寶寶會轉身嘗試找出視覺範圍外的聲音，叫寶寶名字、電話響

起的時候，孩子都會有反應。10 個月後，寶寶能找到來自身後的聲音來

源，而且對遙遠的聲音有清楚的反應，會模仿簡單的聲音和單字，可以

遵守指令，指出人或目標物。 



  觸覺發展階段 

    透過觸覺可刺激大腦發育，可使嬰幼兒的情緒穩定，產生安全感和信任

感，也是親子關係建立的來源，而觸覺系統的刺激不足，則會影響整個神經

系統的統合。  

 

．0～3 個月寶寶： 

       剛出生到 1 個半月大的寶寶，透過媽咪或爸比的抱抱或撫觸，能 

   感受到撫慰或被愛的感覺，到了 3 個月大時，寶寶透過不同的觸 

   覺經驗，辨認媽咪和其他人抱他的感覺，也已經可以分辨出不同 

   的照顧者。 

 

．4～6 個月寶寶： 

       寶寶開始探索自己的身體，例如會開始吸吮自己的手指或腳趾， 

   或是看到任何有趣的東西都會想伸手摸摸看。 

 

．7～12 個月寶寶： 

       寶寶成長至9個月後，藉由爬行、學步時的觸覺刺激，可增進寶寶的

感覺統合發展。 

 

媽咪知識補給站 

當胎兒還在媽媽腹中時，最早出現的器官不是手、腳，而是大腦與眼睛，

不過，眼睛雖然在胚胎時期發育最早，但胎兒在母體內最早有的是觸覺，可

說是所有感覺器官中最先建立、影響也最大的感覺器官！ 

 

味覺、嗅覺發展階段 

味覺和嗅覺在出生時已發展完成，且感覺敏銳，藉嗅覺來尋找媽咪的乳

房，在生活中嚐試給予不同的食物及各種不同的輔助玩具，不僅可以避免養

成偏食的不良習慣，更可藉由酸甜苦辣等味道的反應，了解寶寶口腔功能是

否正常。  

 

 



．0～3 個月寶寶： 

      寶寶出生時，已有完整的味覺，雖然還沒有味道的認知能力，但基 

  本上已能辨別甜、酸、苦等味道，所以，生病時會有喜歡喝糖水、 

  討厭吃藥的反應。寶寶出生後，開始在媽咪的懷抱裡喝母乳，這不 

  僅是他們的第一個味覺享受，也同時嗅得到媽咪身上的味道，以及 

  寶寶衣服、毯子的味道，這是他們最熟悉、感到安心的味道，而味 

  覺、嗅覺也是一種本能，就像寶寶肚子餓了，開始大哭，但只要一 

  靠近媽咪，即使沒有睜開眼睛，他們也嗅聞到媽咪的味道，就會停 

  止哭聲，小嘴也會做出吸吮的動作。 

  

．4～6 個月寶寶： 

      味覺僅限於母乳、牛奶，但等到寶寶可以開始嘗試副食品，這時候 

  可以加入較多元的食材，讓寶寶透過鼻子、口腔、舌尖，感受到不 

  同食材的味道、氣味，媽咪可以觀察他們對不同食物的反應，是皺 

  眉還是感到好吃的樣子，喜歡哪些食物，但要注意不能養成寶寶偏 

  食的習慣，而太刺激的味道則要儘量避免！ 

  

．7～12 個月寶寶： 

    喜歡將手中的東西往嘴裡送，藉由舌頭學習與物品間的關係，此 

時邁入可吃較硬副食品的階段，可觀察寶寶對於食物的嗅覺、味 

道的反應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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