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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老師：李宇虹 老師、 葉彥玲 老師               出刊日期：112年 8 月 4 日 

     相處一週以來，彩虹班孩子們似乎漸漸地感受自己長大了，現在已經是中班及小班的哥
哥、姊姊囉～我們的小班是全新生，雖然有些時候會有狀況的小哭哭和教室走逛探索情形，
然而，也值得欣喜弟妹們在與中班哥哥、姊姊和友伴互動以及與老師的互助合作上，有超速
度模式漸入佳境的好表現，在此期待彩虹班孩子們有更多的學習熱忱和啵棒的良善互助合作；
此外在溫馨友善『彩虹家』不可或缺是家長，您所與我們緊密的互助合作，因此更期待每位家
長都能成為我們…… 

最熱情大方、最穩固的神救援隊友哦^0^！感謝您的合作！ 

【本週活動概況】  
★團討活動：認識彩虹班、認識彩虹班友伴們、討論彩虹班約定、走逛校園認識小永仁 
★繪本分享：我爸爸∕安東尼布朗∕格林文化、超級大塞車/大村知之/小魯文化 
★體能活動：暖身操、草坪跑走、圍圈傳球、抓泡泡、雙人滾球… 
★生活常規：收拾整理自己物品、用餐禮儀、勤洗手與戴口罩概念 
★學 習 區：組合建構區-合作建構、語文區-繪本閱讀 

    

❤繪本分享 ❤組合建構區 ❤大肌肉活動 
❤一起牽手走逛校
園認識小永仁… 

 

～彩虹班老師的貼心小叮嚀～ 
1.112學年親師溝通可透過電話、當面、line＠、班刊、親師留言本(請詳閱此留言本功能)…

等五種管道。 
2.基於衛生健康考量，幼兒每日上學口罩請使用口罩繩固定，避免脫落。 
3.祝福全天下辛苦的爸比或身兼父職的家長們 父親節健康、平安、喜樂 
※【為犒賞辛苦的爸比們或身兼父職的家長們，於 8 月 8 日父親節當日下午 3：15～4：30 
小永仁校園中庭有樂團進駐演奏，歡迎您撥空參與這場美的音樂饗宴。】 
4.感謝家長對於 8/1 開學近一週以來的合作，讓長大的彩虹班孩子們勇敢走進學校(中班孩
子)進入教室(小班孩子)，在往後的日子請與我們緊密且友善保持親師聯繫及合作關係哦！ 

5.今日，親職手冊內帶回 8月份菜單、112學年第一學期行事曆、幼童寢具清洗注意事項、幼
兒接送須知、班刊請詳閱、詳填和簽名後，並放置回親職手冊內，於星期一上學日一併交回。
(每週五親職手冊帶回，內頁資料&班刊詳閱簽名後請勿拿出，請週一交回) 

6.請家長協助孩子製作一份【幼兒小檔案】規格 A4紙張（樣式不限），將放入幼兒學習檔案 
  封面之用途～若不清楚可以詢問老師。 
7.發燒及生病不上課，請好好在家休息，當孩子需要吃藥時，請記得務必填妥“幼兒托藥單”，
並“附上醫生處方籤”，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孩子吃藥的時間及藥量，確保用藥安全，請協
助孩子戴上口罩和書包內固定放置 5 個備用口罩，以幫助孩子身體早日康復。(托藥單、醫
生處方籤請和藥包放一起；托藥單用完請自行影印) 

～家長的分享～(背面有親子文章分享，並請家長分享閱讀後想法或是寶貝居家生活花絮，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寶貝的生

活表現哦^v^) 

 

家長簽名： 



鄧惠文：孩子首次上學，家長是否也有分離焦慮？ 

 (親子天 2019-07-01 00:00 更新：2022-08-01 10:21by 精神科醫師 - 鄧惠文下雜誌 107 期 2019-07-01 出刊) 

  在協助孩子走出分離焦慮之前，家長需要先自己安頓身心，覺察「小孩獨立」對你帶來什麼

新考驗？ 

  看到非常有趣的畫面，就是整間教室的小孩都在哭。有的小孩邊哭，邊觀察旁邊的人，情緒

沒有很激烈；也有小孩像無尾熊一樣扒住爸媽或阿嬤身上，怎樣都不肯下來。我的女兒第一天

沒有哭，可是要求我絕對不可以走開，我承諾中午前都不會走，但在這中間，目睹了許多父母

偷偷落跑，或是小孩被硬生生拔開的血肉模糊畫面。 

  第二天再去學校時，有些孩子本來不哭了，反而是家長一直過去問：「你 ok 嗎？你不會哭

喔？」然後，小孩又哭了。 

  有個朋友曾經跟我說，看到小孩不哭的那一刻，雖然有一點釋懷，但看到其他還在哭的小

孩，心裡會有奇怪的聲音浮現：「難道你比較不愛我嗎？」「原來，你一天就可以脫離媽媽了？

哪天結婚的時候，也是這樣笑著就走，不會回頭吧？」 

  我的女兒是到第三天才開始哭，哭到所有人都跟我說，是因為我留太久的關係，造成孩子的

依賴，好像全都是我的錯。我心想著，應該要快一點離開，可是，只要我一離開視線，女兒就

開始大哭。我試著好好溝通：「媽媽先走開一下，如果有事情，可以叫老師打給我。」老師催

促著我放心離開，但是，當我回頭望著她，那不知道是怨、是恨、還是害怕的眼神直視著我，

淚就這樣靜靜的流下。 

家長要先調整自己的心態 

  家長面對分離焦慮時首先要知道，家長的角色就是要幫助小孩學習，世上有許多不可兼得的

事。小孩上學，他們一邊覺得學校有很多家長不能給的東西：新的朋友、新事物、學習，還有

自我的成就感，可是另外一邊，他對於要割捨的東西，會有本能的依戀、失落感，當然也存在

著恐懼。 

  此時，家長的心態會直接影響孩子。如果你看起來很歡樂，但是歡樂並不是無視小孩的焦

慮，你能快樂、自信的容許小孩慢慢來，在旁邊幫他一步步適應，就是最好的禮物。可是，如

果你心裡沒有好好覺察小孩獨立這件事，對你造成什麼樣的新考驗，就很容易讓小孩讀到你的

依賴；小孩如果讀到家長的依賴，他就會放大恐懼、加深罪惡感，更離不開你，唯有先處理好

內在的焦慮，才能進一步了解孩子的幻想及恐懼。比方說，有的小孩個性內向，學校第一天就

要大家牽手玩遊戲、互相介紹名字，家長就要體認他的困難。另外，作息沒有調整好、睡不

飽、吃的東西不適合、純粹生理上的抗拒跟累，都有可能造成孩子面對新環境的不適應。跟老

師之間的配合也尤其重要。家長必須要克服內在微妙的心態，一定要讓小孩去依附老師，才可

能幫助孩子適應環境轉換；但往往小孩太快依附老師的時候，家長又會有強烈的「被拋棄

感」。 

  因此，如果有一天小孩放學回來，你叫他刷牙，他跟你說：「老師說不是這樣刷的。」你一

定要高興，高興小孩對老師形成了依附，感恩這位老師，而不是去跟老師吃醋，去抱怨「為何

小孩都只聽老師的，不聽家長的？」要知道，如果家長不先調適好自己的心態，小孩的分離焦

慮就會很多，會被迫處在你的矛盾中。（採訪整理／邱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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