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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陪伴孩子面對重大疾病 

 

給親愛的家長們： 

「父母經歷最艱難的事情就是看著孩子受苦，而父母能擁

有的最大韌性就是在孩子的路上與他們始終同在。」 

當孩子面對重大疾病時，對於整個家庭無疑是場巨大的挑

戰，多數的家長會感覺到心碎，可能想著「為什麼是我的

孩子」、「他還這麼小」，或感覺內疚或自責，想著「是

不是哪裡沒照顧好」、「是不是我的基因不好」，更常見

是因為疾病與治療的不確定性，有著不安、焦慮與恐懼，

難免浮現所謂的「不好的結果」或者是有許多的「該怎麼

辦」。 

不過，面對疾病，正是需要這些情感帶來的力量，以及「該

怎麼辦」帶來的思考，促使我們變成孩子們更堅強的後盾，

陪伴孩子一路往前走。 

 

 

全新挑戰，接納同理支持；保持討論，塑造安全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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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得承認，面對重大疾病的路上有著未知及風險，

無論孩子或家長都需要被傾聽與理解，用開放與接納的態

度面對挫折，將可以協助我們與孩子能穩定地回應疾病的

挑戰。 

孩子進入醫院治療，與原本的生活便有著極大的不同，可

能因為被限制而生氣，或因為打針、治療而不舒服，孩子

時不時有哭泣、不安、害怕或生氣等表現。我們面對孩子

的情緒，有時因為不知道如何回應，有時認為要做治療而

過度忽視感受，或者因內心緊繃而難免感到挫折或者同樣

生氣。 

即便短時間內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但若能與孩子形成情

感上的連結，將有助於孩子被安撫，使其雖有情緒仍可以

好好配合，便可逐步使孩子更加接受醫療處置。 

家長可用開放的態度與孩子進行情感連結，可用三個步

驟，（1）反映與肯定孩子的表達，如：「我看到你在哭」、

「我聽到你很害怕」、「你可以好好完成已經很棒了」；

（2）表達自身的情感與關心，如：「看到你這樣我也有

些心疼」、給予安撫或擁抱；（3）與孩子討論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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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結束後可以玩遊戲或吃小點心」、「下次打針

時可以深呼吸或數數，比較不會那麼痛」。 

醫療狀況多元又複雜，每位孩子的發展、需求也不同，家

長會手足無措是難免的。因此，保持與他人討論是一個很

好的習慣，藉由向信任的親友或病友分享，適時地表達自

己的感受，一部分可協助自己調適，一部分是隨著討論找

到方法。若真的感覺到和孩子互動時心情起伏大或很困

擾，可以向醫療團隊尋求臨床心理師的資源，臨床心理師

可提供心理或互動上的建議。 

 

 

依據年齡，促進疾病適應；一同面對，彼此分工合作 

「從生病的那一刻起，病人、家長與醫療人員就同在一艘

船上，我們在船上各司其職、分工合作，一同跨越名為疾

病的海洋，迎向康復的海港。」 

家長的角色是孩子與醫療之間的重要橋樑，家長需要基於

不同年齡發展及孩子需求，協助孩子可以更加適應醫療場

域，以下是常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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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 歲：孩子依據感官動作和環境互動，語言能力不足，

照顧者的接觸、聲音、眼神是建立安全感的重點，可藉

由（1）維持固定的活動，如：吃飯、洗澡、睡覺，讓

孩子感覺環境安穩；（2）用擁抱、拍背、唱歌安撫孩

子的負向感受。 

2. 3-5 歲：孩子有部分語言能力，但思考較簡單，區辨能

力較弱（1）可用簡單的比喻協助孩子理解疾病，如：

肚子裡有蟲蟲所以會痛；（2）協助區辨侵入性與非侵

入性治療，讓孩子先習慣非侵入治療，降低過多的不

安；（3）當下用語言鼓勵，如：「數到 10 就好」、「你

很勇敢了唷」。 

3. 6-12 歲：孩子可用語言表達感受，可理解因果關係，

重視同儕生活，也重視自己的能力，（1）引導孩子表

達感受，如：聽到會掉頭髮會不會擔心；（2）可用想

法引導孩子思考，比如：「戴假髮也可以變成喜歡的樣

子」、「我們像玩遊戲一樣又過一關了」；（3）肯定

孩子的表現，如：忍耐、等待，讓孩子也能感受到自己

的能力。 

4. 13-18 歲：青少年有較高需求的自主性，可（1）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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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參與醫病溝通，確認孩子的理解，鼓勵其表達想法

或疑惑；（2）表達合作態度，如：「這對於爸爸媽媽

也是一個難關，接下來需要互相合作」；（3）尊重孩

子的步調，與孩子討論生病後的生活型態。 

 

活在當下，維持生活樂趣；自我照顧，迎接長期抗戰 

生病雖然是重大的威脅，不過，我們不能總是維持在緊繃

中，也要維持生活樂趣，如保持原本的興趣或可維持的活

動（如散步、找人玩）、每天固定有親子交流時間、每個

月多一天外出遊玩等，這些樂趣將讓整個家庭都更穩定，

促進安全感、珍惜相處的時光，讓彼此更長久的走下去。 

如果擔心生活與生病風險有所衝突，可以將生活事件分

成：絕對不能忽視的「紅燈」、在適時限制或引導下可讓

孩子做的「黃燈」、可以讓孩子自由去做的「綠燈」，並

檢視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太多的紅燈，或太少的綠燈。比如：

生病後不能吃生食，不能吃帶皮水果，可以列為紅燈區，

但如果因過度擔心病況而變成「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時，建議詢問專業的醫療團隊（如醫師、護理師、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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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解日常生活的真正注意事項，使自己更安心，並告訴

自己，維持身心放鬆也是重要任務。 

此外，日常照顧中，有獨處休息的時光更能好好充電，照

顧者常有著高度的責任感，深怕自己的狀態會影響孩子，

好像必須表現得十分堅強、十分勇敢，有時常常只有孩子

而忘了自己。 

有時可感受一下自己是否很累，是否感覺心情太煩悶，是

否覺得自己不能休息，這些可能都是過度緊繃的表現。平

常可試著簡短的呼吸或冥想讓自己放鬆；若孩子可以理

解，也可以向其表達大人有點累，想要休息多久，需要時

可以叫醒自己，並肯定孩子的自我照顧；如果真的很累，

也可以在做好預防感染的情況下，交班給其他家屬協助照

顧，讓自己得以短暫的休憩。 

「照顧自己也是照顧孩子的一環」，當自己能夠有好的身

體、好的頭腦、好的心情，便能坦然面對與疾病共存的生

活，當孩子害怕之時更能成為其安穩的後盾。 

 

臨床心理中心臨床心理師 洪家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