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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溝通及學習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孩子透過語言了解世界，並與週遭的人、事、

物產生連結，進而和人互動、社交及學習。若語言發展過程出了狀況，溝通遭遇挫折或

中斷，各種情緒、行為、人際互動及學習問題等皆可能會一一浮現，因此孩子的溝通及

語言能力發展一直以來都是家長們最重視的議題之一。在語言發展的階段中，雖然孩子

的個別差異性很大，但若能提供適當的刺激與協助，將有助於孩子的整體語言能力發

展，本文針對促進孩子語言發展的原則及小技巧，整理如下： 

1. 語言學習的原則：(1)口語輸入 (2)重複接收 (3)具有意義的情境 (4)實際的使用。

語言學習是一連串配對的歷程，透過聽覺及視覺等感官輸入語言訊息，之後在大

腦形成該項語言的表徵。舉例來說：當孩子肚子餓而看著小饅頭時(具有意義的

情境)，媽媽拿起小饅頭對孩子說「小饅頭」(口語輸入)，孩子的大腦就會將看到

的小饅頭和聽到的小饅頭語音做連結配對，在不同情境反覆教孩子「小饅頭」這

個詞彙之後(重複接收)，孩子就能習得「小饅頭」這個詞彙了。而除了上述四個

原則之外，更需考量孩子的動機，避免讓學語言變得是有壓力且枯燥無趣的事

情，而讓學習的效果大打折扣。 

2. 提升聆聽技巧：聽覺是口語學習最重要的管道，家長可引導孩子注意聆聽生活中的

各種聲音，並了解聲音的意義(如鈴鈴聲是電話響了的聲音，要趕快去接電話)，

平時也可給孩子口語的指令，讓孩子當小幫手協助完成事情(如：弟弟你幫媽媽

拿遙控器和衛生紙過來)，不僅可提升聽覺記憶廣度，孩子也可從中獲得肯定和

成就感。 

3. 增加親子互動的質與量：家長每天可多留些時間和孩子互動、遊玩，並創造各式的

溝通機會（如：故意將孩子想要的東西放在拿不到的地方）誘發孩子來找您求助



或溝通，讓孩子在互動的過程中自然的接收到還未習得的詞彙或語句，並將已習

得的語言使用出來，逐漸擴展語言能力的廣度及深度。 

4. 留意親子的互動方式：做孩子的朋友，讓孩子主導互動或玩樂，家長從中耐心觀察、

等待與聆聽孩子說話，並適切的給予回應，您會發現孩子在愉快的氣氛下，會自

然地發出各種聲音與說話。當和孩子說話時一次講少一些、講慢一些、講清楚些，

做孩子的好榜樣，但別嚴格要求孩子要講得和您一模一樣。 

5. 提供孩子豐富的生活、互動經驗：生活經驗的累積有助於孩子的認知、語言及適應

能力的發展，更有助於刺激孩子的溝通動機、學習興趣及累積常識。過度保護可

能會讓孩子缺乏與他人互動的經驗，也減少了自己動手嘗試或想辦法解決問題的

機會，以致無從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多讓孩子接觸不同的人、事、物，

從做中學，遇到困難時讓孩子試著自己處理，必要時再引導孩子一同想辦法解決

即可，給予孩子充足且豐富的經驗，孩子會適應得更好，更加獨立。 

6. 親子共讀：家長可先根據孩子的發展階段選擇不同難度的書籍或繪本，逐步引導孩

子辨識與敘說圖片中的人物行為(如：小熊在玩溜滑梯)，用誇張生動的語調與孩

子聽得懂的語言講故事給他們聽(避免使用太過抽象或困難的語彙或一味照著字

唸)，講故事的同時要留意孩子的理解狀況。講完之後可再引導孩子重述故事給

您聽，讓孩子在輕鬆愉快的情境下自然的練習聽話與說話，更可從小就培養閱讀

的習慣。 

語言的學習有賴大量的刺激、練習與經驗的累積，相信家長們耐心陪著孩子成長

與學習，適時的提供引導與示範，必定能看到孩子們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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