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後璀燦陽光透窗潑灑在彤彤稚嫩的臉龐

隨她坐一地的我仰起頭　只見她

跟著那耳聽之美妙音符

雙手舉起左右揮動屁股搖搖擺擺著上下跳動著

那模樣之天真可愛　我和她就這樣

嘴角張咧洋溢著幸福笑容

（母親手札，2011/10/29，彤一歲一個月）

楊程媛 Cheng-Yuan YANG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

大手和小手
一位母親與嬰幼兒的親子律動

Little Hand in Big Hand
Mother and Child Interaction in Rhythmic Movement

12

焦

點
話
題
／Focus  Issue



大手和小手
一位母親與嬰幼兒的親子律動

Little Hand in Big Hand
Mother and Child Interaction in Rhythmic Movement

緣起

在進入研究所報到的時候，同學們看到我這

個懷孕的媽媽，覺得格外新奇，因為入學沒多久即

向學校告假去生產了。生產的痛楚是全天下母親共

同深刻的體會，同時也發現生命的偉大乃在於繁衍

與傳承。產假結束後，再次回到校園，隨著研究所

沈重的課業，讓我經常在夜深人靜時，一邊趕著作

業，一邊照顧著小嬰兒，就這樣直到研一學期結

束，彤彤也已經滿週歲了。我時常會播放懷孕時期

給彤彤聽的胎教音樂，讓彤彤聆聽她還在我肚子裡

時，常聽到的音符和節奏，聽著聽著，她會高興地

揮著手，扭動著小腳，咧開嘴角笑著，有時甚至連

眼睛都瞇成一條線了。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我挑了

一片節奏明快的英語童謠放給彤彤聽，當音樂一響

起，......Jump! Jump! I can Jump!......，我看到彤彤不

時地揮動著她的雙手，雖然彤彤是坐在地墊上，但

她隨著音樂用力搖著屁股，彷彿在上下跳動著，就

連腳也跟著在打拍子的樣子，這時我發現原來彤彤

具有律動的能力。

大手牽小手一起來律動

以我的大手和彤彤的小手一起律動的經驗，看

到孩子整個成長的歷程，我們怎麼一起律與動，透

過媽媽手札的持續記錄及爾後的省思與回顧，同時

再藉由閱讀，讓我來說一個屬於我們的故事。每一

個故事都是我與彤彤成長的片段，這些生活經驗，

一片片、一段段組合交織成我與彤彤一起律動而成

長的生命故事，茲採用第一人稱敘說的形式，針對

活動中的主要脈絡進行解析。

開啟親子律動的畫面

整個親子律動的探索歷程，是從彤彤出生到一

歲八個月間，依照不同的律動過程，記錄我和彤彤

主要互動的情形。首先是感受寶貝的律動、和寶貝

動起來及玩具的多元玩法。

感受寶貝的律動

胎兒從有心跳的那一刻起，就開始隨音律動，

我思考著：肚中的嬰兒在律動嗎？新生兒適合律動

嗎？依據皮亞傑的理論，零到兩歲的嬰幼兒為感覺

運動期，他們有著一些與生俱來基本的反射動作，

例如抓握反應、吸吮反應等，這些動作，可以協助

嬰幼兒滿足生理需求。彤彤在出生後第一個月裡，

有時不停的讓小手、小腳在空中不斷的舞動著。

‧寶寶搖一搖

因為彤彤還是嬰兒，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是

在床上，而在床上的時候，除了寶寶按摩、擁抱共

舞外，我們可以做哪些親子律動呢？毛毯吊床是另

一個有趣的律動遊戲，我第一次做這個活動時，彤

彤大約在六個月左右，首先我將嬰兒小毛毯鋪平放

在床上，然後再將彤彤放在毯子的中間，我請老公

一起來幫忙，一人拉住毛毯的兩邊後，再拉高至離

床上約 60公分的高度，讓彤彤躺在毛毯的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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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吊床玩的親子律動也可以把它延伸成為飛

天毛毯的活動，飛天毛毯是將高度更提高至大約

離床上約 30到 60公分左右（約一個手臂高），所

以我會注意小孩安全，我們通常在地墊或床上進

行活動；或是將它延伸成為拉小車的活動，這已

經是彤彤在十四個月進行的親子律動活動，此時

我只拉著小毛毯四個角的長形兩邊，讓彤彤拉著

小毛毯的長形對邊的另兩邊。此外，我請小姊姊

在後面保護著她，我則一個人在她前面拉著小毛

毯慢慢前進，在此活動中，我視彤彤的成長而慢

慢將拉動的速度提昇。

寶寶搖一搖的活動，在動作上，彤彤有運用到

手部的抓握勁力控制，及運用身體的平衡感與空間

上的移動，這個活動讓彤彤體驗了身體移動的樂趣

和移動的速度感。

‧小手動一動

在彤彤還是學步兒時期，大約十二個月左

右，當時我引導彤彤一些較嬰兒時期複雜一點的

動作，但大部分還是以動動小手或動動小腳的方

式，並伴隨兒歌或音樂的形式來展現親子律動。

像是小手拍一拍、小手捏一捏、小手抓一抓這種

歌謠的親子律動為主，小手是彤彤最早運用的肢

體之一，讓彤彤充分的運用手部的動作，可以透

過手指、手掌、手部關節等肢體的延展，來發展

感官上與大腦的連結。

在這些親子律動中，彤彤的肢體動作，在身體

探索上使用身體不同部位，如：動動身體、小手、

小腳及眼睛看、耳朵聽的感官配合等；就時間而

言，做動作時，有配合的歌謠打節奏；在拍一拍小

手時，有動作不斷重複和對稱性語句與身體造型不

同的組合；在空間運用上，彤彤的身體占據一定空

間與範圍，在活動時，有運用眼睛的目光焦點看著

我，所以在身體活動上，具有與我相同的方向性移

動路徑，並在勁力上，她重複練習「拍一拍」的動

作，肢體也隨之漸漸地自由流暢，動作上、質感上

有輕重力道，我與彤彤的動作運用上，有上面、下

面及夥伴的關係。

和寶貝動起來

彤彤對任何事物充滿了好奇心，她喜歡到處探

索，我們從進行親子律動開始，當我說話時，彤彤

總是似懂非懂地看著我，然後接著跟著我一起做動

作，這樣有點像幼兒園老師帶小孩的作法，後來我

想是不是可以改變？改變要從引導開始。我先從生

活中尋找靈感，像是生活中充滿了千變萬化、多彩

多姿的素材，等著我與彤彤一起去探索。

彤彤在一歲一個月，因為已經會走路，這時候

我和彤彤的親子律動，會根據彤彤的發展狀況，採

下列幾個方式：增強彤彤以完成小部分動作的活動

體驗，然後將過去做過的一些動作組合起來，以豐

富其動作造型或勁力控制等，並透過正向的支持與

鼓勵，引導彤彤創造屬於自己的動作，讓彤彤發展

出一些新動作學習的方式。

‧寶貝與大自然的對話

彤彤是九月底出生的小孩，過了幾個月就進

入冬季，經常下雨是台灣北部常見的情形，一日午

後，又下起嘩啦嘩啦的傾盆大雨，我抱著彤彤走到

窗邊，打開窗戶，讓彤彤第一次看著外頭下著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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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雖然我住著的是舊公寓，四周都被高高低低

的房子遮住視線，但還是可以透過鐵窗，看到窗外

下著雨的景致。我抱著彤彤看著雨景，讓她聽著滴

滴答答的雨聲。

在四、五月的時候，台灣北部因為梅雨季節的

關係，窗外常常下著小雨，我常打開窗戶，讓空氣

透過紗窗慢慢地穿透進來，然後一起進行滴答滴的

律動，這個動作是配合小雨滴答滴的音樂，並結合

手部精細動作，像是握拳、拍拳頭、舉手及旋轉等

複合的動作。

這些手指頭延伸律動活動，大都來自我們常見

的天氣現象，如：下雨滴答滴、風吹咻咻咻等。它

們都運用到手指頭、手部伸展、收合、彎曲上下擺

動等模仿天氣狀態的意象，另外，口中可以配合發

出類似的聲響，強化模仿的特性，如：雨珠落下時

的滴答滴聲。

這類親子律動活動中，彤彤的肢體動作在身體

探索上，除使用身體不同的部位，也配合音樂節奏

的斷續性及連續性，還有時間上的長短性及不斷重

複和對稱性等多種造型組合，彤彤在表演雨滴從上

到下的動作上，具有方向性，身體與動作都占據一

定位置、活動路徑及範圍；在勁力方面，因有大雨

滴與小雨滴的動作不同，所以力道有輕重差異，我

與彤彤在動作與身體的轉換，有前面、後面、穿過

及夥伴關係。

‧寶貝與我一起飛翔及跳躍

小麻雀是都市叢林中最常見到的一種鳥類，在

附近的公園裡，有大家養在鳥籠裡的綠繡眼，中正紀

念堂的廣場有成群的鴿子，讓彤彤認知的最好方式，

就是帶她去看這些小鳥兒，認識這些小鳥兒。

另外，就是有翅膀但不會飛的可愛動物，像是

企鵝、小鴨子，走路搖搖擺擺。我除了實際帶孩子

去動物園和農場觀賞外，還尋找一些類似企鵝的歌

謠或影片，先放給彤彤聽或看，引起她的興趣，做

過幾次親子律動之後，她有時候會脫口而出那種搖

搖擺擺學走路的歌謠片段。

小鴨子、小雞這些可愛的小動物，有一些相似

的特徵，像是毛絨絨的黃色羽毛，只是叫聲不同，

小鴨子呱呱呱、小雞嘰嘰嘰，這時候，我引導彤彤

將手臂彎曲上下擺動，模仿牠們張開翅膀的動作，

再配合口中說出呱呱呱、嘰嘰嘰，這樣就可以讓彤

彤區分出小鴨及小雞有什麼不同。

上述的動作，彤彤大都運用到手部伸展、收

合、彎曲或呈現弓型等動作上的造型，再藉由手臂

的上下擺動，模仿動物行為的意象，另外口中可以

配合發出類似的聲響，強化模仿的特性。

彤彤的認知有明確的界定後，當我們走在路

上，看到小鳥在天空飛翔，彤彤在一歲的時候會

說出「鳥」這個字，等到她到一歲二個月的時

候，她會說出「鳥鳥飛」這個連結的動作語彙，

雖然這個過程大約經過了二個月左右，一方面表

示彤彤在身體及心理各方面持續不斷的成長，一

方面也表示她藉由學習的探索，在認知上的結合

越來越緊密。所以有時我也請姊姊告訴她一些小

鳥方面的知識，鼓勵姊姊說出她所知道的，一方

面鼓勵姊姊的表達能力，一方面也激勵她的勇

氣。當我們第三次一起做小鳥飛飛飛的親子律動

活動時，彤彤不但能做出雙臂模擬小鳥揮動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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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同時間還能自己加上小鳥吱吱叫的聲音，

彤彤的舞動，豐富了我們生活色彩。

在做跳躍的親子律動中，我發現彤彤為了平衡

自己，在做跳躍的時候，會先將兩手張開，身體微

微半蹲，再將兩腳往後縮蹬起來向前跳，彤彤似乎

已結合先前的小青蛙跳跳跳的動作，但是她有時也

會雙腳合併原地跳躍，有時前後腳一前一後跳躍，

並口中說出跳跳的語詞。

在不同顏色的地墊上採單腳跳躍、換腳跳是

屬於彤彤自己跳躍動作的開發與動作間的轉換，而

且在單腳跳躍上，她會維持身體的平衡造型，換腳

跳躍時，她會變換身體造型，而她從一個地墊移動

至另一個地墊時，會產生動作上的位移變化。我發

現彤彤對周遭事物的了解，是透過她在環境中所看

到、聽到、摸到和感受到的，不斷探索與互動中成

熟長大。

玩具的多元玩法

玩具的顏色、造型、聲音吸引著彤彤，從彤彤

出生後，我們就幫她買了不少符合環保及安全無毒

的玩具，這些玩具有嬰兒時期的絨毛玩偶、手搖鈴

等及學步兒時期的小球、木琴等，在親子律動時，

採用輔助道具、教具或玩具，最大的好處是因為它

們的加入，可以增加親子律動時的樂趣與效果。

‧  聲音真有趣： 

玩樂器、聽屋內的聲音及身體的聲音

「小鼓敲一敲、大鼓敲一敲」，一開始時，我

先準備敲擊的棒子給彤彤，敲擊的棒子有很多種，

包括：組合積木的長條塑膠棒、塑膠棒槌、木琴的

棒子等，這些東西可以讓彤彤藉由敲擊的動作來發

出聲音。聲音遊戲是一種很有趣的親子律動，我先

跟彤彤一人拿一根棒子，試著敲擊家中物品的聲音

讓彤彤聽，如：敲牆壁有摳摳硬硬的聲音、敲擊木

門有著木頭扎實厚重的聲音、敲擊溜滑梯有著清脆

中空的塑膠聲音等，之後，我再拿出家中先前給小

姊姊買的木琴、鐘琴及手鼓，甚至家中的不鏽鋼鍋

子、碗、湯匙等，都可以當做敲擊的樂器，讓彤彤

試著用棒子敲擊它們以發生聲音。

這些類似有節奏性、可敲擊等的延伸律動，大

部分來自我們日常生活間或隨手可以取得的事物，

如：棒子（不論塑膠或木頭等製造物質）、小木槌

等，但要注意的是對彤彤這種嬰幼兒而言，假如敲

擊得不當，很容易讓他們傷及手指頭而嚎啕大哭，

所以我會先讓她從小的動力到大的動力，讓她有機

會練習力道的掌控。另外，我也用過錄音機或是手

機，將家中有趣的聲音錄下來，並引導彤彤去聽聲

音從哪裡來，讓她玩找一找屋內聲音的遊戲。

我有時用舌頭頂往上顎發出兜兜的聲響，或是

將兩個腮膀子吹得鼓鼓的，然後用手輕拍臉頰，會

發出像氣球一樣啪的一聲，這樣逗得彤彤哈哈笑。

吹腮膀子活動不只可以緩和親子律動時的氣氛，同

時我也讓彤彤去嘗試用身體的部位發出聲音，像是

拍拍手、用兩腳拍拍和用手輕拍身體的其他的部

位，我發現彤彤很喜歡玩這類的活動。像是伸懶

腰、哈哈笑的聲音都可以傳達肢體律動時的音效。

而這些節奏與動作的結合，就如達克羅士音樂節奏

教學法所說的，以訓練音感和身體節奏，並導入旋

律與節奏動作的即興活動，輔以運用肌肉的運動知

覺來體驗節奏，我讓彤彤藉以結合律動的潛在意

識，並體驗律動與節奏的即興趣味。

‧球真好玩

彤彤特別喜歡 ball，也就是小球，她在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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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時，坐在床上，雙手握住海灘球，並拍打它後丟

出，到了約十個多月大，她剛會說話時，我指著地

上的小球教她講 ball這個詞，因為 ball的音節較

短，彤彤很快就記住了，並會模仿說。

還有一些類似的拍擊與滾動球類，以及用身

體的部位夾球等延伸的律動，我的規劃大都來自

我們常見的各種球類活動。然而在選擇球類時，

要注意的是籃球及排球對彤彤這種嬰幼兒而言，

它們的反彈力道較大，且球的表面厚度也較硬，

容易傷及幼兒。因此我會挑選較適合彤彤的球，

例如不同大小的球類，像是布球、小皮球、大型

韻律球、海灘球等。

彤彤三個多月的時候，我就拿過球陪她一起

玩，球是一個很有趣的輔助教具。因此與彤彤一

起玩球，可以增加親子律動的變化，當球踢出去

時，她會運用腿部的力量，並用眼睛尋找球跑到

哪裡去了，或是當我們將球輕輕丟給她的時候，

她會手眼並用地將球接住。此外，結合呼啦圈的

玩耍，讓彤彤的身體動作，開發了三度空間上的

空中軌跡的運用，而要配合呼啦圈的高度，彤彤

會做出不同的身體造型，比如在呼啦圈間穿梭的

空間水平位移的動作。

當寶貝注意力跑掉時

我記錄彤彤的成長歷程是從她出生至一歲八

個月的成長發展階段，嬰兒的肌肉較纖細，容易

疲勞，所以注意力的持續時間較短。因此，我每

次在安排律動的時間並不會太長，活動內容也以

聲音、音樂、節奏及教具操作的肢體動作探索為

主。當彤彤在進行活動時的注意力一旦跑掉時，

我會用下面兩種方式因應。

‧沒關係，媽媽等你

在進行親子律動時，彤彤有時候會以她自己想

要做的動作展現，例如：進行小鳥飛飛飛的親子律

動時，她當時隨著音樂想做跳躍的動作。這時候，

我會先順著她，看她想做什麼動作，讓她展現自

己，再引導她融入飛飛飛的活動。

‧適時轉移注意力

另一種情形是我在活動一開始進行時，示範或

引導動作給她看，有時候彤彤會分心而不注意，可

能她當時想玩其他玩具或被他種遊戲的吸引，像是

我們在進行小鳥飛飛飛和蝴蝶飛舞的活動時，她想

去玩身旁的玩具及溜滑梯，在這時候我會去轉移她

的注意力，並引導她到我們要進行的活動中。

寶貝情緒不佳時

嬰幼兒的情緒是多變的，也許前一秒才開心地

哈哈大笑，下一秒就因為手上的東西被剝奪了或想

要某個東西得不到，他們就會用哭聲來表示抗議，

所以我在進行活動時，也會時時觀察彤彤情緒的波

動起伏。

寶貝不想一起律動時

有時彤彤不想加入我們的親子律動活動，原因

固然很多，如前面提到她的情緒不佳或是注意力跑

掉外，或是活動內容沒辦法引起彤彤的興趣而產生

共鳴，這時候，我除了用不同的教具來引起她的興

趣外，我還會跟她溝通，抱抱她，並鼓勵她加入我

們的活動。

寶貝聽不懂耶！

由於年齡較小的彤彤，了解的語彙有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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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她可能聽不懂我的話語，彤彤會以經歷過的

活動來展現自己，例如：之前第一次進行小鳥飛

飛飛的時候，她會自己玩，並說出跳跳，也會

同時做跳的動作。我發現她進行飛飛飛的活動卻

做跳躍的動作時，雙腳離地表情愉悅，然而這個

動作則是結合先前進行小青蛙跳跳跳時，我們一

起隨著音樂跳動的經驗。我發現彤彤自我動作的

展現在於生活經驗的不斷連結、創造、打破與重

組。所以，家長若喜用手腳塗鴉或手指謠與繪本

等輔助方式，可以有助於嬰幼兒在親子律動活動

中的認知連結與動作學習。

外來的干擾

干擾訊息是每一次親子活動最後被迫結束的重

要因素之一，像是活動進行中，有電話鈴聲、其他家

人的來訪或是屋外傳來如郵差或快遞的按鈴聲等，甚

至是嬰幼兒的情緒不穩定，這些都有可能讓整個親子

的活動暫停，而如何避免這些干擾訊息的發生，選擇

親子律動的時間也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彤彤的律動歷程演變

彤彤和我一起進行親子律動，從彤彤出生到一

歲八個月，在這段日子內，我發現彤彤在進行活動

時，不論是生活上、配合音樂或節奏的律動會不斷

變換自己扮演的角色，從欣賞者、表演者或創造者

三種身分不斷變化，而其順序可能不一。

‧我會看

在親子律動一開始的時候，彤彤會以一個欣

賞者的角度去觀察我在做些什麼？是不是有趣？

對彤彤來說，這項律動活動好不好玩是吸引她進

入親子律動的關鍵，倘若我們當時的活動不能夠

吸引她的注意或引發她的興趣，通常她會自顧自

地做自己想要做的活動，像是扮家家酒遊戲或拍

球遊戲等。而當我們所進行的活動能夠引發她的

興趣，她則會先在一旁專注地看著，過一會兒她

即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會演跟跳

在親子律動的進行中，彤彤是一位小小舞者，

也是小小表演者，她通常一開始會跟隨著我的腳

１　模仿的第一步，彤彤在觀察我們律動活動時的動作。 2　彤彤隨著音樂舞動自己的雙臂做出小鴨呱呱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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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活動的過程中盡情的律動，但是前提是活動

內容有趣且不宜過長，在大約三至十分鐘的活動內

容中，她所扮演表演者的角色大約在三分鐘以內，

接下來她就會開始轉換自己的角色來讓自己繼續融

入活動或選擇離開活動。

‧我會編

彤彤在她表演的過程中，如果遇到她特別感興

趣的物品、事件或狀態時，她還會適時地加入不同

的元素，例如：我們一起玩「小鳥飛飛飛」、「下雨

了、滴答滴」，這兩種屬於意識型態的律動活動，

以「小鳥飛飛飛」為例，我們必須憑藉著日常生活

中的體驗或觀察，來揣摩小鳥在天空中飛翔的樣

子，所以讓雙手當成翅膀上下舞動飛翔，然而彤彤

會在軟墊上舞動自己的雙臂上下跳躍著，她在空間

上呈現不同於我們的動作造型，並上上下下的移動

著，這時，彤彤已轉變為創造者的角色。

所以，對於彤彤這個年齡的嬰幼兒而言，律

動並非制式化的舞蹈，它應該是結合認知與肢體協

調、平衡等而建構發展出來的動作，而且當彤彤參

與其中，結合節奏地表現她自己時，她是快樂的。

當我發現當彤彤會自己創造動作的時候，我也會鼓

勵及讚美她；有時我也會模仿她的動作，讓她有成

就感，也讓她變得很喜歡與我們一起隨著音符節奏

舞動肢體的感覺。

在親子律動中一起成長

回溯我和彤彤一起進行親子律動活動的歷程

中，我常常思索一個問題，就是彤彤和我為什麼要

一起完成這個活動，或是完成這個活動時，對她有

什麼幫助？我們之間彼此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當上

述這些問題都想清楚了，在進行活動時，就會知道

怎麼律動？如何互動？從牽著彤彤的手，帶領她一

起律動以來，不只她不斷的長大，就連我也跟著一

起成長。

我與彤彤的親子律動歷程像是一個透視鏡，

我透過它重新審視自己，看見自己生命中的盲

點，再次支持自己對親子律動的信念，也因為信

念鼓勵我繼續前進，它讓我體驗我與彤彤親子律

動的成長歷程。

3　 彤彤因為教具與音樂的吸引，她能將之前已學過的動作組合起來，用
自己的表現方式呈現。

4　彤彤在小鳥飛飛飛的律動活動中，創造屬於自己飛舞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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