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建立『物權概念』的小撇步

加深對自己物品的概念，並且區分自己的和他人的

讓孩子先對自己的物品有「認同感和責任感」，告訴孩子哪
些東西是屬於他的。

試著讓孩子自己做選擇、收拾、保管、借給別人等，可以讓
孩子強化『這是我的』的概念，也讓孩子了解要珍惜自己的
東西。

同時向孩子說明，哪些是爸爸、媽媽、哥哥的，大家有各自
的東西，可以自己選擇「怎麼處理自己的物品」。

言教不如身教

孩子小的時候並不了解什麼是『不要拿別人的東西』，會藉
由親身的經驗和看著大人的行為學習，若我們『沒有經過孩
子的同意』就使用他的東西，孩子也會覺得『大人也是這樣
做的~我也可以』喔

若我們『沒有經過孩子的同意』就使用他的東西，孩子也會
覺得『大人也是這樣做的~我也可以』喔

日常生活中，我們就要讓孩子經驗『尊重他人』和物權的概
念，當我們問孩子，你的湯匙可以借我用一下嗎?你的麵包
可以給我吃一口嗎?孩子說『不要 』的時候，我們就得
『尊重』孩子，當孩子越來越大，慢慢加入一些『分享 』
的概念，才和孩子進入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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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怎麼做

我們總是說，不可以拿不可以拿 孩子心裡想，可是我想
要阿我要怎麼做 當孩子學會使用第一個策略『請問你可
以借我嗎?』，會有兩個結果~

順利的話，孩子借到了

不順利的話，我們可以教導孩子『怎樣請求他人』，例如和
別人商量用交換的，用身段較低的姿態去請求等等，若再不
順利，我們也要教導孩子『面對現實』，別人不借是他的權
力，我們沒有辦法。

有時孩子自己也會有不想借東西給別人的時候，可以引導
孩子試著去想想別人的感覺，但要讓孩子明白『要不要借
是他的權力』，同時別人要不要借自己也是對方的權力喔。

在學習面對現實的過程中，起初會常發生，我們和孩子解
釋了半天，孩子還是沒有辦法理解、接受，或是孩子年紀
還小沒有足夠的物權概念，這時候我們可以提供其他的替
代方案，像是那我們先去玩別的吧，試著轉移孩子的情緒。

錯誤的事件發生之後

錯誤行為的產生是否有好的處理，會影響到孩子往後重複一
樣行為的可能性，若總是有人幫忙解決或這個行為好像被默
許了，當孩子下次再面臨同樣的誘惑時，孩子想要『擅自拿』
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當孩子發生了無法抵抗誘惑，而拿了別人的東西之後，我們
可以『 陪著孩子把東西還回去』，由『 孩子自己向對
方道歉、承認錯誤』，由孩子自己負起責任、收拾善後，可
以讓孩子在下一次動手之前，控制自己的機會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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