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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專欄

人與人溝通，互相傳遞訊息、表達意

見，語言是必要的條件，一般人總認為

口語就是語言，其實語言包含口語及非

口語，也就是除了說話之外，眼神、肢

體動作、表情、手語、圖卡、文字，只

要可以將自己的想法清楚的讓他人了解

的都是，具備了這些語言能力，便能達

到有效的溝通。

小寶貝一出生，雖然只是哇哇大哭，

但在這當中也傳遞了許多訊息，「肚子

餓」、「要人抱」……，而哭聲就是他的

語言，隨著成長，一歲的孩子使用的語

言由哭聲到手勢、到簡單的口語，接著

隨著模仿動作、口語，語彙量增加，三

歲的孩子已可以成熟運用口語溝通能

力，喜歡問為什麼、討價還價、唱反

調。可是如果孩子的語言能力比同齡的

孩子慢一些，該怎麼辦呢？

改變互動　善用技巧　

送去幼稚園，增加環境刺激，這是方

法之一，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改變一些

互動模式，增加一些小技巧，讓孩子在

生活作息當中，時時刻刻都有加強語言

能力的機會，如果爸爸媽媽能善用一些

技巧，並能在生活中執行，那父母就是

孩子最好的語言治療師。

要增加語言能力，就一定得增加溝

通的機會，照顧者就必須多製造溝通情

境，才能讓孩子沉浸在學習的環境當

中。

 增進幼兒
   語言能力

語言治療師運用玩具或其他能引起孩子興趣的東

西，引導著孩子在語言或肢體動作上一點一點地

多表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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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幼兒
   語言能力

營造溝通情境

1. 改變常規：

  刻意改變平時(上學)固定走的路線，

可引起孩子的注意，並藉此開啟話

題，討論相關內容。

2. 故意犯錯、不按牌理出牌：

  倒飲料時不小心灑出，發糖果時故意

跳過不給或少給，引導孩子主動糾正

錯誤，並將錯誤的地方清楚說出來。

3. 裝傻、耍賴：

  玩遊戲時不遵守規則，多玩一次或是

輸了不認帳，讓孩子學習察覺錯誤及

主導遊戲。

4. 引起注意或是興趣：

  音樂聽到一半突然關掉，或是當著孩

子的面吃東西，作出很好吃的模樣。

5. 尋求幫助：

  將玩具放在看得到拿不到的地方，或

瓶蓋蓋很緊，讓孩子有機會找人幫

忙。

6. 增加好奇心：

  將玩具放在不透明的盒子裡，並發出

聲響，或是藏在手心，讓孩子有興趣

探討。

7. 創造同儕互動：

  生日的時候請同學吃糖果，或是主動

幫助其他孩子，或幫忙傳話。

8. 製造疑惑：

  讓孩子有使用問句的機會，如：果汁

加入粉末會變成果凍？紅色和藍色加

在一起會變成什麼色？

以上這些方法在生活中可適當的使

用，但重複性不宜太高，才不會因而減

少孩子的溝通動機，造成反效果。

有了這些溝通情境，溝通時要注意的

是：

1. 說清楚每個字：

  可增加學會新語彙也可將指令明確

化，加強理解。

2. 明顯的語調：

  生動活潑的語調最吸引孩子注意，除

了增加注意力之外也可以讓孩子模仿

大人的語調。

3. 適當的段落：

  家長們總是在不自覺當中變得喋喋不

休，當劈哩趴拉講完一堆之後，孩

子們有聽沒有懂，最後還是得再說一

次，倒不如慢慢說，誰不愛聽悅耳的

聲音呢！

4. 簡短易懂的語句：

  對話的內容必須符合孩子的年齡，隨

著年齡的增加內容需要越來越抽象，

才能讓孩子成長，如對四歲孩子已不

適合說疊字(車車／球球)，對兩歲的

孩子不適合說太深奧的語彙(悲傷／假

設)。
5. 蹲下身，眼神接觸注視孩子：

  大人們總是忘記蹲下來和孩子說話，

對孩子而言大人們都像是巨人， 距離

是那麼的遙遠，面對面說話，也是一

般人應有的禮儀。 
6. 適當的表情和身體接觸：

  手勢表情也是孩子要學習的語言之

一，什麼表情代表什麼意思，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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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專欄

肢體動作加上口語，更能達到有效的

溝通。

在生活中需要注意的是──

1. 幼稚園以前的孩子都是在遊戲中學

習，在愉快的遊戲氣氛中，能誘發學

習動機，引導更多的聲音，輪替概

念，遊戲規則，主導遊戲，藉由重複

的操作練習，更能加強學習的效果和

語言的理解。

2. 多給孩子探索環境的經驗，環境中不

同的聲音，接觸不同的事物，善用視

聽觸覺，多看多聽多接觸，增加生活

經驗。 
3. 開啟話題延續話題，當孩子看到吊車

時，他會說『媽媽有吊車耶！』，而

大部分的家長都會回答『對啊。在蓋

房子。』『有人在搬東西。』，兩句

話就結束話題。其實我們可以針對孩

子提出的事情去作延伸，例如『那你

知道什麼工作會需要吊車嗎？』或是

『你知道房子怎麼蓋起來的嗎？』，

利用當下的情境做討論，這對於孩子

增長知識及日後跟他人討論事情、維

持話題有很大的幫助。

4. 加強模仿的能力，包括聲音動作和語

言，仿說是學習語言的過程也是訓

練語言的一種方法，模仿如何使用

問句、如何回答問題、如何將句子拉

長，示範者依孩子的能力，將句子以

適當的段落說出再讓孩子仿說，可增

強口語能力，不過仿說只是過程，待

能力增進後便要改成提示了。

5. 邊做邊說，解釋每個動作的意思，及

前因後果。許多家長都覺得孩子聽得

懂，可是事實上是看得懂，所以將動

作轉換為有意義的口語是很重要的，

甚至可以將動作或指令編成簡單的歌

曲，再由手勢、眼神的提示慢慢減

少為單純口語，這樣才能增加聽、理

解。

6. 多讓孩子當小幫手，幫忙傳話，幫忙

拿東西，藉此增加聽的記憶和注意

力，聽的記憶廣度越長，對學習絕對

是有幫助的。

7. 跟孩子有共同的學習時間，一起看繪

本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孩子有耐

心聽完故事，也能學習看圖說故事，

由媽媽講故事換成孩子講故事，由故

事當中可以增加邏輯推理能力，學習

抽象語彙，還可以玩角色扮演的遊

戲，選擇的故事內容可以由生活上相

關的活動開始。

8. 多給孩子信心和鼓勵，不管做對或做

錯，都要適當的給予獎勵，讓孩子勇

於嘗試從錯誤中學習，獎勵可以是口

頭上或實質上，如由給餅乾或糖果，

慢慢改成畫圈圈，最後只需口頭上的

鼓勵，這些都是孩子對自我的一種肯

定。

玩具的運用

1. 玩具不要隨處可得，要用盒子或箱子

分類裝好，一部分拿出來一部分收起

來，每隔一段時間輪流交換玩，才能

增加新鮮感，也讓孩子在收拾玩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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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學習分類，不然很快的家裡就

可以開玩具店了。

2. 小孩子雖然需要玩具，卻更需要大人

們陪伴一起玩玩具。許多家長會覺得

治療室的玩具比較好玩，其實不然，

好不好玩是跟玩法有關而不是玩具的

種類，多陪孩子玩玩具，不但可以增

進親子之間的感情，更可以增加孩子

模仿、角色扮演的能力。

3. 喜餅盒的蓋子加上幾條橡皮筋，就成

了樂器，在沙堆中畫畫，也可以有不

同的觸感，利用生活週遭中的事物製

造玩具或遊戲，也是增進創造力和生

活樂趣的一種方法。

現在家庭孩子少，加上有時隔代教

養，父母親對孩子的寵愛就會多一些，

有些孩子並不是沒有說話的能力，或是

什麼都不會，而是當他都還沒開口或只

是發出聲音或哭聲時，需求就被滿足

了，那口語對孩子而言就不是那麼重要

了。父母『凡事躬親』，只是剝奪孩子

學習的機會。增加生活經驗、適當的挫

折，培養孩子思考、承受挫折的能力，

對於日後的獨立性會有莫大的幫助。

希望父母與其他照顧者能記得這些小

技巧，陪著孩子練習語言溝通，小小的

進步都值得讚許鼓勵。

陳佳惠提醒家長，多給孩子信心與鼓勵，不管他做對或錯，讓孩子勇於從嘗試錯誤中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