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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齡前兒童(Pre-school Children)，一般泛指在進入國家正式學制就讀年齡前

的階段，以台灣來說指的就是 0~6 歲的嬰幼兒；然 0~6 歲的嬰幼兒，父母親在口

腔保健上，又可分為嬰兒時期（照顧者須完全執行口腔清潔）及幼兒時期（模仿

學習及照護者輔助清潔），但大致來說，學齡前兒童口腔保健的習慣及行為養成，

在此一時期是相當重要，人生的第一個六年，是最富可塑性和模仿性的階段，因

此本文將對此提供建議。 

 

    首先為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口腔

健康部門(Division of Oral Health)針對父母及照顧者提供兒童口腔保健做法的建

議[1]：  

一、氟化物使用 

1. 使用含氟牙膏。(現建議至少 1000ppm) 

(1) 小於 6 歲的孩子，必須監督你的孩子刷牙，並確保你的孩子牙膏

使用豌豆大小的量，且總是會吐出來，而不是吞掉牙膏。 

(2) 小於 2 歲的孩子，除非醫生或牙醫告訴你不要使用含氟牙膏，含

氟牙膏使用可以在牙刷上塗上薄薄一層即可。 

(3) 了解更多有關可促進口腔健康的含氟牙膏和氟化物。 

 

2. 詢問牙醫師當孩子萌發第一顆牙齒後使用氟化物（如氟漆）。 

3. 如果飲用非加氟的水，應詢問牙醫師是否補充氟錠等口服氟化物。 

 

二、詢問牙醫師使用窩溝封填處置時機。 

三、美國小兒科學會建議孩子 1 歲時就能夠到牙醫診所進行口腔檢查。 

 

    但由於國情文化及政策不同，事實上，父母親仍對學齡前兒童口腔保健有

諸多的疑惑，譬如孩子到底幾歲該看牙醫？如何維持嬰兒口腔衛生？孩子何時

要開始學習刷牙？等等的問題，以下將逐一說明。 

 

一、孩子到底幾歲該看牙醫？ 

    依照台灣目前的政策來說，若以免費塗氟服務標準，只要孩子長第一

顆牙齒，就可以接受每年兩次的牙齒塗氟服務，或許過去很多牙醫師及家

長會害怕孩子因無法自己吐口水，而食入過多的氟化物，但其實現在所選

用的氟化物是含氟量高，且為較容易附著在牙齒上的氟漆（有的又稱「氟



漆凝膠」），能提供牙齒更有效的保護，因此孩子長第一顆牙齒的時候，就

建議可到牙醫診所（建議可找兒童牙科專科醫師）找牙醫師做評估檢查。 

 

二、如何維持嬰兒口腔衛生？ 

    由於嬰兒時期，口腔探索欲望激烈，在喝完配方乳或是母乳後通常因

為有安撫作用容易有奶睡的情形，且較小嬰兒不建議飲用白開水，因此可

以透過使用潤濕的紗布巾或是軟布協助嬰兒擦拭牙床及舌頭清潔，若已長

出乳牙，就建議使用牙刷及搭配含氟牙膏幫孩子潔牙，在未萌發牙齒的牙

床位置仍維持使用紗布巾輔助清潔，才能及早保護孩子的乳牙及在乳牙下

方還沒萌出的恆牙。 

 

三、孩子何時要開始學習自己刷牙？ 

    孩子在學齡前通常會透過模仿來學習技能，因此，當孩子已經開始會

漱口的時候（一般約 2 歲）就可以開始學習自己刷牙，並讓孩子習慣牙刷

近入口腔的感覺，降低其敏感不適，此一時期，父母親可以開始訓練養成

孩子規律潔牙習慣（如飯後、睡前清潔口腔的觀念），但是主要還是由父母

親或主要照顧者幫忙完成口腔清潔，父母也要以身作則，為小孩的表率。 

 

四、孩子懼怕看牙醫該怎麼辦？ 

    建議從小養成看牙習慣，在家中可以先行玩角色扮演遊戲及與孩子溝

通，看診時可以選擇有耐心的一般牙醫或兒童牙科專科醫師，但主要是父

母親應避免以負面的詞語或是經驗造成孩子看牙的恐懼[2]。 

 

五、避免含糖食物或飲料攝取 

    從小就應該避免以含糖食物或飲料來安撫吵鬧的孩子，應提供健康多

纖維的食物，以降低蛀牙發生的可能性，因相當多研究都已經證實含糖飲

料或零食與孩子的蛀牙發生有顯著的關係[3, 4]。 

 

六、避免不良習癖及牙齒外傷 

  父母親即時戒除小孩口腔不良習癖，如含奶嘴、含飯、吸手指等。且

對於幼兒的活動空間應用心去規劃，有傷害性的器具應予排除，在戶外活

動時，應在父母或大人的視力範圍之內，以免發生意外傷害[5]。 

 

    「塗氟填溝有保障，潔牙少糖好口腔」乃為本年度口腔保健計畫之口號，雖

然僅短短 14 個字，但卻緊扣口腔保健的重要關鍵，為了孩子們的健康，父母親

即應從孩子呱呱落地時，就重視孩子們的口腔健康，本文僅提供部分做法之建議，

如有任何口腔保健技能或是相關問題，仍建議尋求牙醫師或是口腔保健專業人員

協助或是可洽詢本研究團隊─高雄醫學大學口腔健康促進及照護研究室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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