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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長庚兒童牙科主任  陳麗萍

兒童牙科治療的行為管理

～我不要上去，你們要幹嘛？救

命呀！」小小的牙科診間裡，除

了小病人和醫護人員之外，還擠滿了爸

爸、媽媽、爺爺、奶奶，以及平常照顧

孩子的保姆，這一幕，時常在我們的眼

前上映，可以想見現今的孩子有多幸福，

是家中的至寶，讓人不得不佩服他們吸

睛的能力，而且每位都可獲得「最佳演

技大賞」！

孩子因恐懼所表現出這些不合作的

舉動，像哭鬧、尖叫、嘔吐、手亂抓、

腳亂踢等，不但使牙醫師無法看診，更

有可能在混亂中碰撞到尖銳的器械，使

孩童受傷。所以，兒童牙科醫師就發展

了行為管理方式，來幫助孩子完成牙科

治療。隨著年齡的增長及社會化（上幼

稚園），孩子心智發展會漸漸成熟，也

具備了基本的溝通能力，這時便可以使

用一些行為管理技巧，以互動方式慢慢

引導孩子配合。

不過，孩子之所以懼怕看診，不願

上診療椅，恐怕要從幾個方面來了解，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首先，

是對於未知的恐懼：對於從未接觸過的

事物，孩子一方面可能有自己的想像，

另外就是接收身邊周遭親友給予他的暗

示。再來，過去已知的不好經驗：如以

前看診時不愉快經驗一直被保留，或者

被放大。最後，是每個孩子先天的特質、

理解力及心智成熟度的差異。

針對孩子對陌生環境所產生的害

怕，兒童牙科醫師會應用心理學的學習

理論，逐步去除孩童恐懼，例如：在治

療前先以孩子能理解的話語，做到解說

→示範→操作（Tell-Show-Do, TSD），

以使其有心理準備並熟悉環境；或者合

併使用其他技法（包括：溫柔的肢體語

言、轉移注意力、正向強化鼓勵、仿效

表現好的孩子、適度與家長暫時隔離、

聲調高低的改變等），促使兒童合作，

以利接下來的牙齒治療進行。

此外，平時父母對牙科治療的態

度，也會深深影響孩子對牙科的看法，

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便應灌輸孩子正

確的觀念，也就是告知孩子定期檢查牙

齒可避免蛀牙及牙痛；而治療牙齒不但

是為了促進健康，更是一種勇敢的表現；

醫師叔叔或阿姨們是來幫助孩子的天使

等，用以增進孩子對牙科治療正面的想

法。另一方面，家長也應避免在孩子面

前討論牙科治療的恐怖經驗，更不要把

牙科治療當作是懲罰、恐嚇小朋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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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例如：「再不乖，就帶你去拔牙！」。

否則，一旦造成孩子對牙科的恐懼，就

會更增加治療時的困難度及危險性。

行為管理的方式有很多種，醫師在

使用時，會依照孩童的年齡、行為反應、

父母意願及治療的內容來做交互應用。

若是幼兒尚無理解及溝通能力時，在考

量治療的安全性之下，可採用「強制治

療」，以安全床將孩童固定住，避免因

身體亂動造成傷害。另外，針對一些年

紀幼小、牙齒蛀牙多又嚴重、住家距離

牙科較遠、或是罹患心智障礙而無法以

言語溝通的病人，也可考慮採用全身麻

醉的方式進行全口治療一次完成；如此，

不但可以節省分次治療牙齒所耗費的時

間，也可減少因多次看診所造成的恐懼。

待治療完成後，只要家長幫忙做好潔牙

工作，並定期回診檢查及塗氟保養，更

可減輕家長不捨及孩子的心理負擔。只

是在決定治療前，仍應會診小兒科及麻

醉科醫師做好術前的評估檢查。

營造有利牙科治療的環境，需要孩

子、家長及牙醫師三方面的配合（圖）。

家長在牙科治療前可利用書本及影音產

品給予孩子一些牙科治療正面的初步認

識，同時記得不要給予他們承諾，例如：

醫師絕對不會打針、只要看一下就好、這

次看完就不用再來了或賄賂小孩，例如：

看完牙，給你買 xxx 或吃 xxx。牙科治療

過程中，父母不要過度介入，只需當一

名陪伴者及觀眾，好好欣賞孩子與牙醫

師間的互動吧！同時記得在看診完，給

他（她）一個擁抱及口頭稱讚，這種「正

向強化鼓勵」就是最好的行為管理；讓

孩子擁有對牙科正面的態度，也會是他

們得到最珍貴的禮物。

家長 牙醫師

孩童

兒童牙科治療之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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