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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技巧⼩貼⼠

就算孩⼦未開⼝說話，他們每天也在觀察⾝邊的事物，學習理解不同的詞彙。家⻑可

以把握⽇常⽣活的機會 ，提供適當的語⾔⽰範 ，讓孩⼦觀察及模仿。例如在學習單

字的階段，家⻑可以在孩⼦玩球時擔當旁述員，描述他們的動作 ，例如說出

『拍』、『波波』、『拍波』等；亦可以在⼩孩拿⽜奶時說出『要』、『⽜奶』、

『要⽜奶』等，重複地在⽣活中⽰範說出詞彙。

應盡量調節說話的速度，千萬不要說話太⼼急和快,，但亦不⽤降低很多的速度⽽變

得太慢及不⾃然。適當的說話節奏能幫助孩⼦更容易學習語⾔。⽗⺟亦可使⽤簡短易

懂的字眼及句⼦，給予孩⼦⼀個好的典範。

⽤明確的詞彙
盡量避免使⽤『這裡』、『那裡』、『這個』、『那個』或『他』等詞類。 嘗試說

『把鞋穿在腳上』，⽽不只是『 把這個穿上』。試試 『拿蘋果給爸爸』，⽽不是

『將這個給他』。

從孩⼦的觀點出發

具體的稱讚
具體描述及稱讚孩⼦的好⾏為。例如：孩⼦回家有乖乖洗⼿，可具體的跟他說『你⼀

回家就洗⼿，這很棒！』 ，⽽不是空泛的『你很乖』 或 『做得好』。有時候孩⼦努

⼒過了，但結果未必如⽗⺟所願，此時⽗⺟應重視孩⼦⾯對問題的態度跟過程，⿎勵

孩⼦下次做得更好。例如孩⼦有嘗試把玩具收拾，但只是放了兩三件玩具就⾛開了。

家⻑可試試說『媽媽看到你有嘗試收拾玩具，做得好呀！你有記得玩完早前的玩具後

要收拾。媽媽和你⼀起把剩下的也收起來吧！』。

適當地減慢語速

同⼀視線⽔平
嘗試蹲下來或俯⾝去調校⾃⼰的⾝⾼，以靠近孩⼦，跟他的視線保持在同⼀⽔平，⾯

對⾯的溝通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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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溝通意願

故意提供與情境無關的物品
孩⼦在⽇常⽣活中通常已建⽴很多事件的例⾏程序（例如：刷⽛、洗澡、吃飯），因

此如家⻑故意破壞其規則，顛倒事件或活動進⾏的程序，應該能引起孩⼦抗議或表達

⼰⾒，⽽溝通⾃然會在故意創造的荒謬情境中產⽣。例如：要出⾨時，故意把孩⼦的

襪⼦穿在⼿上。刷⽛時，故意拿⽑⼱⽽不是⽛膏給孩⼦。午餐時，故意拿筆給孩⼦⽽

不是湯匙。

提供選擇
不要猜測太多孩⼦想要甚麼。如家⻑過份解讀⼦⼥的⼼意，在孩⼦表達前已經主動遞

上物件，就會⼤⼤減低了孩⼦說話的意慾。家⻑可嘗試提供選擇，令孩⼦有機會主動

表達他們想要的東西，明⽩開⼝說話的功⽤。例如可以問『你想要果汁還是⽜

奶？』、『你要綠⾊還是紅⾊？』等。

把東西放在孩⼦觸碰不到的地⽅
"能看⾒但拿不到" - 家⻑可以把孩⼦喜歡的玩具放在家中較⾼的位置，亦可以把他們

喜歡的⼩⻝放在難以打開的透明⻝物盒中，從⽽製造溝通的機會。由於孩⼦有渴求想

要得到某樣⻝物∕玩具，家⻑可利⽤這個動機，⼤⼤增加孩⼦主動表達需求的機會。

如孩⼦只是⽤⼿指向想要的物件，家⻑可⽰範命名，試試讓他們模仿。

只提供⼀部份或⼩量的物品
這樣做是為了誘發孩⼦作要求或抗議的溝通⾏為。例如吃點⼼時，可故意只給孩⼦⼩

部份的飲料、餅乾、⽔果等，讓孩⼦不得不向⼤⼈要求，以獲得更多的⻝物。

故意忘記提供必要的物品
無論是在哪裡，有很多活動都必須使⽤到⼀些必要的物品，因此家⻑可故意裝傻，不

提供孩⼦必要的物品，以激發其溝通的意圖。例如：畫畫時，只給圖畫紙但故意忘掉

給顏⾊筆。吃晚餐時時，只給碗但不給湯匙，看看孩⼦會否主動開⼝要求。如孩⼦沒

有問或只是表現出抗議的⾏為，家⻑可以問『你是不是要顏⾊筆？你可以說 "筆"』。

提供難以操作或組合的玩具
有些玩具的設計是需要轉動、組合或是打開蓋⼦⽅能運作，因此家⻑可故意將這些玩

具拆開、將電池拿下、或是將蓋轉緊，讓孩⼦必須尋求他⼈的協助，⽅能玩該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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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詞彙量

將任何發聲都視為有意義的單詞，以使孩⼦知道⽗⺟有在聽。因為當孩⼦主動與他⼈

溝通時，他們正在嘗試。如果⽗⺟不明⽩孩⼦在說甚麼，可以試作猜測，然後為正確

的單詞作⽰範，孩⼦可能會重複該單詞。有時候孩⼦可能會說出錯誤的字詞或組句，

家⻑可將其所說的話語重新正確說⼀遍。例如：孩⼦說『哥哥、餅、有』，⽗⺟可以

說『對啊，哥哥有餅吃』。

暫停和等待可以讓孩⼦了解在⽇常⽣活過程中總會有⼀些預期反應。當家⻑和孩⼦⼀

起玩耍時，⽽他們似乎快要說話了，請表現出興趣！⽗⺟可看著孩⼦，睜⼤眼睛，表

⽰你正在等待他們與你交流。例如⽗⺟在推玩具⾞前數『1、2 ... 』，然後看著孩⼦

並給予⼀些時間，別急著幫孩⼦說，看看孩⼦會否⾃⼰說『3！』。

模仿及⽰範
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法，⽽孩⼦亦是透過模仿來學習新事物的。⽗⺟可以先⽰範模

仿⼩孩的動作或聲⾳（例如：球掉了，然後孩⼦說『哎呀！』，⽗⺟也跟著說『哎

呀！』。孩⼦很開⼼地拍⼿說『好！』，⽗⺟也⼀同拍⼿說『好！』）。慢慢地孩⼦

便會靠著天⽣的觀察及模仿能⼒去學習⽗⺟⽰範的⾏為舉⽌和語⾔。

試作猜測

擴展
當孩⼦說出某些字詞後，⽗⺟可根據其所說的內容，加⼊形容詞或動詞，或以更完整

的語句形式重述其話。例如孩⼦說『⾞』，⽗⺟可說『紅⾊⾞』或『我要⾞』。孩⼦

說『猴⼦、⾹蕉』，⽗⺟可說『對呢，猴⼦正在吃⾹蕉』。

等待

集中刺激輸⼊
家⻑先提供很多含有⽬標詞彙的例⼦去『砲轟』孩⼦，再提問⽽讓孩⼦有機會使⽤該

⽬標字詞。例如：『這裡有很多動物和蘋果。⼩熊吃蘋果、⼩狗吃蘋果、⼩貓也在吃

蘋果呢！動物們在吃什麼啊？』 （孩⼦：說『蘋果』或⽤⼿指向蘋果）。

利⽤⼿勢及肢體動作
將⼿勢和肢體動作與字詞配對是對孩⼦學習詞彙很有幫助的，因為這可為孩⼦提供另

⼀種提⽰⽅法及協助他們理解。例如，問『我們可以⽤甚麼來喝⽔？』，先指向⽔

杯，⽤⼿勢動作裝作喝⽔做提⽰，然後說『⽔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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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起玩耍

孩⼦們都喜歡⼀次拿出很多玩具，玩玩這個，⼜玩玩那個，弄得⼀團糟，但這沒關

係！家⻑可嘗試混合搭配（例如：⽤球撞倒⼀座⾼塔、將動物放在玩具⾞上）。玩完

後，家⻑和孩⼦⼀起整理並可使其成為⼀個有趣的遊戲（例如：『讓我們找到所有的

___！』、『___應該放在哪裡？我們把它放回盒⼦裡吧。』），令孩⼦學習玩具收納

和規則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孩⼦平常已難以專注⼀項活動，反⽽先集中每次只

使⽤⼀種玩具會更好，這樣就不會太讓孩⼦分⼼。

嘗試不同的遊戲種類
有些孩⼦天⽣不懂得如何玩玩具，因此是需要教導他們的。家⻑可先向孩⼦展⽰如何

玩玩具（例如：⽤梳⼦梳理娃娃的頭髮、⽤湯匙餵⼩熊）。功能性玩具能夠助孩⼦知

道如何正確使⽤熟悉的物件 (例如：杯、湯匙、⼑）或了解⽇常⽣活中的物件⽤途

（例如：推汽⾞在地上滑⾏、使⾶機⾶⾏）。建構性玩具能增強孩⼦的組合及拼砌能

⼒（例如：⽤積⽊疊出城堡）。家⻑亦可嘗試和孩⼦玩假想遊戲，以⽇常情景作主題

去玩（例如：煮⻝、⻆⾊扮演）。

等待孩⼦⾃⾏選擇
不要常告訴孩⼦要玩甚麼，⽽是先讓他們⾃⼰選擇玩具，然後家⻑才加⼊。如果孩⼦

正在房間裡四周看，先不要問『 ___在哪裡？我們不如玩___？』。請等到孩⼦拿起

了⼀個玩具（例如 “卡⾞”），然後⽴即加⼊（『哇，你有⼀輛⼤卡⾞！嗶嗶嗶！⼤卡

⾞開動了！』）。

使⽤帶有燈光、聲⾳或⾳樂的玩具
如果孩⼦尚未對簡單的玩具產⽣興趣（例如動物、積⽊），帶有燈光和聲⾳的玩具可

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家⻑也可以嘗試簡單的因果玩具，例如回⼒⾞、上鏈玩具或汽

⾞坡道等。

輪流作轉
由結交朋友、與別⼈溝通談天⾄參與群體活動，所有⼈與⼈之間的⾃然互動交流都必

須有“輪流”的概念，⽽不是單向的。家⻑可先在遊戲中教導孩⼦如何等候、開始及回

應輪次。例如孩⼦在玩積⽊時，家⻑可先疊⾼幾件積⽊，然後孩⼦和家⻑輪流放⼀塊

積⽊在最上⾯（同時⽰範使⽤簡單的句⼦提⽰孩⼦輪到哪位，例如：『到你了』和

『到我』）。來回互動對於學會分享、溝通、社交技能及其他遊戲技巧的發展⾄關重

要！

給孩⼦的玩具每次超過⼀兩件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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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常⽣活作息表

化⾝旁述員
多描述孩⼦正在注意的事物、或孩⼦及其他⼈正在進⾏的事情。

"⾃我談話"⽅式 - 家⻑描述⾃⼰正在進⾏的事情，例如：家⻑⽰範刷⽛，說『⾸先

我要拿⽛刷和⽛膏。現在把⽛膏擠在⽛刷上。我開始刷⽛了。』

"平⾏談話"⽅式 - 家⻑描述孩⼦正在進⾏的事情，例如孩⼦綁鞋帶，說『你正在綁

鞋帶。我們準備出去。』

跟隨孩⼦的主導
互動時記得要與孩⼦⾯對⾯，實⾏"觀察、等待、傾聽"。

睡覺前 - 『爸爸睡覺前要先刷⽛呢！ 他需要甚麼？要怎麼做？』

去公園 - 『我們去公園玩耍吧！出⾨前要準備甚麼呢？』

保持⼀貫的過程
盡量每次都以相同的⽅式執⾏⽇常⽣活中的步驟，從⽽令孩⼦知道過程順序和預期

結果。家⻑亦可使⽤相同的⽬標字詞（例如：始終以『晚安！』結束孩⼦“準備上

床睡覺”的步驟）。

故意裝傻
可創造讓孩⼦表達不滿或拒絕之溝通機會，激發其表達⼰意。例如：故意忘記、不

提供必要的物品、或故意提供孩⼦不喜歡的事物。

編造有趣的歌曲
利⽤兒歌旋律，為不同的⽇常例⾏程序更改歌詞中的動作⽤語，加強孩⼦所接收的感

官刺激及增加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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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樂

可利⽤較誇張的語氣和語調去強調關鍵詞，這可以幫助增加孩⼦的詞彙量。例如當

唱“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時，可強調動物的名字和聲⾳。

唱歌時，家⻑可故意不唱最後⼀個字詞，使⽤線索誘發孩⼦說出⽬標詞彙。例如：

『⼀閃⼀閃⼩... 』（星星）。

放慢唱歌的速度
孩⼦會更容易跟隨和學習單詞。

強調關鍵詞語

加⼊⼿勢、表情或事物協助孩⼦理解
這些都能使⾳樂更具吸引⼒，並幫助孩⼦加⼊。⽗⺟可嘗試發揮想像⼒，將不同的

玩具變成樂器，例如將鍋當作⿎、將積⽊當作⿎槌。唱"Old MacDonald had a

farm”時，可配合不同的動物玩具。唱“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時，可

配合肢體動作以作⽰範。

故意省略

⽤兒歌作提⽰
在進⾏相同的程序時唱同⼀⾸歌，例如：當每次需要收拾玩具時，⼀起唱“ Clean

up”、或在睡覺前，唱“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以便孩⼦知道該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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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共讀技巧

平衡問題與⽰範
每問⼀個問題，就要加⼀句描述。

由孩⼦填充句⼦
在句⼦尾端留下填充位置，讓孩⼦更易於參與和填上答案，這是讓幼兒說故事的第

⼀步。例如：『烏⻱和兔⼦在... 』（賽跑）。

三⽂治式的解釋
⽗⺟先說出字詞，然後解釋意思，最後再說字詞⼀次。例如：『這是蘋果。蘋果是

⽔果。這個蘋果是紅⾊的。我們可以吃蘋果』。

透過問題引導孩⼦
如孩⼦未能⾃⼰⽤字句描述故事，家⻑可透過不同的問句，逐步引導他們說故事。

例如：『最後是烏⻱還是兔⼦贏了⽐賽？』、『兔⼦的⼼情如何？是開⼼還是不開

⼼？』。

利⽤插圖令孩⼦更留意內容
如孩⼦未能聽指⽰指出書本上的⽬標圖⽚或事物，⽗⺟可先作⽰範。

"⽰範"⽅式：『我們⼀起把豺狼找出來吧！啊，我看到牠了。在這裡！在樹的後⾯。』

"指⽰"⽅式：『豺狼躲在哪裡？你可否把牠找出來？』

⽏須每次把所有⽂字都讀出來
有時可嘗試跟隨孩⼦的帶領（他們在看/指向的地⽅），提出開放性問題以增加孩⼦

說話或說故事的主動性。⽗⺟亦可按孩⼦的回應⽽加⼊相關的概念及詞彙，豐富孩

⼦的知識，引導更仔細的事物描述。例如：問『發⽣甚麼事？』或『為何會這

樣？』，⽽不只是簡單的『這是什麼？』。

多形容
⽗⺟可使⽤各種名詞來命名物件、添加形容  詞來描述物件、使⽤動詞來描述動作以

及使⽤空間概念字詞來描述事物的位置（例如：上⾯、下⾯、旁邊）。

重複性⾼的故事的情節通常較簡單，可以減輕語⾔理解為孩⼦帶來的認知負擔，藉此

促進語⾔學習。⼀個故事的可預測性能使孩⼦更容易期待接下來將會發⽣的事情，並

參與其中⼀同說故事。⽽重複閱讀同⼀本書也是很好的！每次閱讀可專注於圖⽚中不

同的事物，或使⽤不同的字詞來形容同⼀張圖⽚。這樣能夠為孩⼦提供練習閱讀圖畫

和⽂字的機會，並加深孩⼦對故事內容的理解。

閱讀重複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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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基本技巧

雖然幼兒可透過屏幕學習，但他們較難將電⼦屏幕上所學到的直接運⽤在現實⽣活

中，令學習的成效遠遜於成⼈⾯對⾯的指導。⽽國際研究已肯定，過量的屏幕時間會

對兒童造成多⽅⾯的負⾯影響。

減少連續提問
家⻑應避免連珠炮發地不停問孩⼦問題。因為當家⻑不停提出疑問，會令孩⼦愈來愈

⼼急，或者變得很緊張⽽不想去表達。所以家⻑應注意每次問問題不宜太多，待孩⼦

回答後，才再問其他問題，減低他們說話的壓⼒。

注重數量⽽不是質量
千萬不要不斷糾正孩⼦的發⾳並要求孩⼦反覆練習直到說清楚為⽌。過份糾正發⾳會

讓孩⼦降低說話的意願，令其下意識避開『難發⾳』或『無法發⾳』的字。其實2、3

歲的孩⼦有發展性構⾳錯誤很正常，有些孩⼦都會將 『哥哥』說成『多多』 或將

『⻝飯』說成『敵飯』。在發⾳尚未成熟的階段，⽗⺟可⼀字⼀句⽰範發⾳和⼝型，

讓孩⼦聽或看清楚要怎麼說。⽰範後不⽤刻意要求孩⼦反覆練習，以免增加壓⼒。但

如果孩⼦犯的錯誤較罕⾒，或從發⾳很難讓聽者辨認語句，就要找⾔語治療師作評

估。

減少使⽤電⼦屏幕產品

延伸
在孩⼦說出某些話語後，家⻑可將其延伸，增加更多的訊息，或是⽰範不同的句⼦

結構。如：孩⼦說『⼩⽺回家』，家⻑可補充說『對啊，⼩⽺放學了，要回家做功

課。』。孩⼦說『妹妹、跌倒』，家⻑可說『是啊，妹妹不⼩⼼跌倒了。她覺得很

痛所以⼤哭。你看，媽媽在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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