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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快要兩歲了，有的不受控制、有的還不會叫爸爸或媽媽；或是只會說簡

短的詞彙，真讓人著急！想要孩子會說話，並說的更多、聽懂的更多，需要從「理

解」和「表達」兩個層面著手。以下提供一些能增進孩子語言能力的互動方法： 

 

增進語言理解能力： 

1. 描述孩子有興趣的物品或事件：當孩子聚精會神地看著某處時，可以觀察看

看他在注意些什麼並告訴孩子。如：孩子注意到有小鳥飛到窗邊並定睛查看

時，可以告訴他：「小鳥飛過來了！」 

2. 描述孩子正在做的事：如此可以有效地將孩子的動作和口語結合。如：孩子

把球拿在手上拍，可以告訴他：「XX（孩子的名字）在拍球。」 

3. 加強說話的語氣：與孩子說話時，可以加重句子中重要的部分，讓孩子能更

清楚你想說的重點。如：孩子拿著杯子要喝水，可以告訴他：「這是杯子哦！

用杯子喝水、用杯子喝果汁」 

4. 手勢加上口語：當孩子使用手勢表達時，可以幫他的手勢加上口語，讓孩子

知道手勢和口語之間的連結；在告訴孩子事情時，也可以適時的加入一些手

勢動作。如：孩子用手指著放在高處的餅乾，可以告訴他：「XX要餅乾，媽媽

幫忙。」 

5. 避免太長的句子：在告訴孩子周遭的事物時，句子的長度應控制在 5-7 字以

內，太長且複雜的句子會讓孩子無法消化這麼多訊息！多些時間等待孩子的

反應，使用簡單的句子並放慢說話的速度，可以讓孩子理解的更好。 

6. 配合孩子的程度：回應孩子時，使用孩子能夠做到且理解的方式來做動作、

發聲音或說話，讓孩子不會在互動的過程中受挫。因此，可以模仿孩子的動

作或聲音來回應他，或是多一點點的變化，確保這樣不會對孩子太困難。 

 

增進口語表達能力： 

1. 製造孩子主動溝通的機會：可以把孩子喜愛的玩具或是喜愛的食物放到他看

的到但是拿不到的地方，不要主動拿給他，等待孩子向你尋求協助。 

2. 盡可能的回應孩子的行為：孩子任何一個行為都有可能是在與我們溝通，因

此盡可能的回應孩子想表達的內容，但忽略不希望他出現的行為（如：以哭

鬧獲得物品），孩子會學到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溝通會更好。 



3. 模仿孩子的聲音：若聽到孩子發出類似在說話的聲音，可以模仿他的聲音作

為回應，並等待孩子再次回應，這樣可以增加孩子玩聲音的動機和樂趣。 

4. 讓互動變得有趣：在互動時，除了讓孩子有足夠的時間回應，還可以在互動

時誇大臉部表情、聲音語調，並增加誇張的肢體動作，讓孩子覺得互動有趣

又好玩，這樣孩子會更願意主動與你互動，也會更願意一起玩聲音、說話。 

5. 減少以哭鬧表達需求的行為：若孩子使用哭鬧的方式，可以在他哭鬧以前帶

著他做出「要」的手勢（伸手並手心朝上）或是讓他跟著說「要」，讓他知道

使用手勢或口語就能得到想要的物品。 

6. 唱歌詞及旋律重複性高的兒歌或童謠：利用洗澡或睡前的時間唱兒歌或朗讀

童謠給孩子聽，每天都唱同一首，等到孩子熟悉後，再故意唱到一半停下來，

等待孩子接續著唱下去或是要求你繼續。 

7. 給孩子充分的時間回應，並且在等待時表現的對孩子接下來要說的話有興趣

的樣子，在孩子做出回應後，不論說的清不清楚都要讚美他，鼓勵孩子多多

使用手勢動作或口語表達。 

8. 與孩子一來一往的互動：孩子（或你）先做了一個動作或發出一個聲音，然

後等待你（或孩子）回應，接著一直重複下去，避免都是自己在說話或是動

作，這樣能讓孩子學會未來在對話時的「輪流」技巧，也能讓孩子學會觀察

別人、等待別人回應。 

9. 延伸孩子說的話：若孩子可以說出一些詞彙，可以依照情境把說的詞彙延伸

成一句話。如：孩子看到爸爸回家，說：「爸爸。」可以幫他延伸成：「爸爸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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