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和讀寫能⼒力概觀

孩⼦子們⽣生來就準備好交流和學習語⾔言。甚⾄至在能開⼝口說話前，孩⼦子們⼀一聽到家庭成員的語⾔言就開始分辨
熟悉的聲音，並為自⼰己理解的詞語建立詞彙表。孩⼦子們理解語⾔言能⼒力稱為“接受語⾔言”。

起初，幼小的的嬰兒通過諸如哭泣等⽅方式製造聲音進⾏行交流，或通過姿勢來進⾏行交流。到了學步的年紀
，他們會開始使用⼀一些熟悉的詞語。⽽而到了四五歲，他們則有了更多的詞彙量，並且在用語⾔言交流時也
能遵守語法規則。兒童使用語⾔言交流自⼰己的想法、主意和感覺的能⼒力稱為“表達語⾔言”。

當孩⼦子們學習⼝口語時，他們也通過書本、標誌和記錄學習書面語⾔言。在學習閱讀前，孩⼦子們知道印刷的
字代表詞彙；在學習寫字前，孩⼦子們學習做標記和畫圖。當他們五歲⼤大時，他們明白字母組成了詞語，
⽽而詞語可以組成他們想要閱讀的故事。很多五歲的孩⼦子也能夠讀出並寫出他們自⼰己的名字。



 

  

 
 

 

  
 

 
 

 
 

 
 

 
 

 
 

 

 

  
 

 
 

 
 

 
  
  

 

 

 
  
  
  
  
  
  

語⾔言發展和讀寫能⼒力

導⾔言

兒童如何學習語⾔言，如何開始了解閱讀和寫作？? 
•	 4歲左右，⼤大多數孩⼦子都能夠交流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也能提問和回答問題，還能明白對他們的
說話內容。他們能談論⼀一些過去發⽣生的事情，也談論⼀一些未來發⽣生的事。 

•	 他們會參與他⼈人的交談，可以及時地“切題”響應。他們會講故事，講述⼀一些簡單的事。他們可能
將想像和真實的事件結合到他們的故事中。 

•	 4歲左右，孩⼦子們喜歡玩詞語發音遊戲，編制⼀一些簡單韻律。他們還喜歡⽣生編⼀一些“胡說⼋八道”的
詞，有時會實驗“便便”語⾔言。他們會學習他們家庭和⽂文化的交流“規則”，使用的語⾔言只會犯⼀一些
錯誤，例如“我想去（用錯時態）商店”。他們也喜歡學⼀一些“⼤大”詞，像卡車特定類型的名稱等。 

•	 4歲左右，孩⼦子們能理解書頁上的字母與圖片不同。他們正在學習用字母組成單詞，不同的⼈人讀
，但單詞保持不變。 

•	 他們對繪畫和寫作很感興趣，甚⾄至在他們知道如何寫真正的單詞之前，他們也會“假裝”寫的字母
和單詞。 

•	 4歲左右，孩⼦子也會假裝看書、翻頁，也會講故事，無論是從他們的記憶中或是照著圖片講。許
多孩⼦子也能從歌裡學到詞彙。

雙語能⼒力的發展

孩⼦子如何在雙語或非英語家庭裡，學習語⾔言呢？ 
•	 年幼的孩⼦子們非常擅長學習語⾔言，甚⾄至在他們開始上學前就有學習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能⼒力
。 

•	 非英語的家庭可利用他們的家庭語⾔言作為孩⼦子的主要語⾔言。學習他們的家庭語⾔言可幫助孩⼦子感
受其家庭氛圍與⽂文化。如果是雙語家庭，他們可以同時學習英語或當孩⼦子開始兒童保育或上學
時可以學習英語。 

•	 家庭成員可以通過用家庭語⾔言與孩⼦子交談、閱讀，歌唱的形式來讓孩⼦子堅持語⾔言學習。這樣，
孩⼦子的多種語⾔言學習技巧有助於他們學習英語。 

•	 可到當地的圖書館裡，察看有關你家所用語⾔言的書籍。 
•	 那些有機會能在嬰幼兒時期精通雙語的兒童將終⽣生受益於熟用兩種語⾔言

聽與說

聽和說如何幫助孩⼦子學習語⾔言？?
學會說和參與交談是學會閱讀和成功⼊入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孩⼦子聽到的話越多，他們的詞彙量越⼤大，
他們在學校就會做得更好。孩⼦子是熱切的語⾔言學習者，他們非常著迷於語⾔言的⼒力量... 

•	 用於表達他們的需要、感情和思想 
•	 用於與他⼈人分享他們的個⼈人經驗 
•	 用於控制事情的發⽣生 
•	 用於獲取和提供信息 
•	 用於解決問題 
•	 用於來幫助他們與⼈人聯繫



 

  

  

  

 

  

 
  
 

 
 

   
  
  
  
  
  

  

  
  
  
  

  

 
  

 
 

 
 

 
 

  
 

 
 

   
  
  
  

• 用於編故事、講故事
兒童通過聽、說、練習新單詞來學習語⾔言，渴望被傾聽和響應。當你用新的話語與他們交流時，孩⼦子就
在學習詞語。家庭⽣生活中有許多許多日常機會來幫助孩⼦子學習語⾔言。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語⾔言的家庭小訣竅： 

•	 你可以在你每天的日常活動中幫助孩⼦子的語⾔言發展。
語⾔言並非需要“特殊課程”。當家庭成員和孩⼦子說話時，他們就自然地教會孩⼦子語⾔言。運用語⾔言與
孩⼦子交流是所有家庭必須做的事。家⼈人多和孩⼦子說話，孩⼦子就學會更多。 

•	 在車裡、在商店、⾛走路的時候、在家裡做家務、和孩⼦子玩的時候，吃飯的時候、睡覺時間、

當你談論⼀一些直接有關和熟悉的事情的時候，孩⼦子們更容易理解語⾔言，因為他們有直觀的線索
和經驗來幫助他們理解語⾔言。 

•	 都可以說 
o 你看到什麼。 
o 他們在做什麼。 
o 你在做什麼。 
o 你們早先在⼀一起做什麼。 
o 會兒你打算做什麼。 

•	 當你與孩⼦子說話時盡量增加⼀一些新的描述性詞語。
作為⼀一種為孩⼦子自然創建詞彙的⽅方法，我們可以運用⼀一些新詞彙來描述他們熟悉的事，有這些
直觀的線索，他們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新詞彙。 

o “這兒有條狗。”
	
o “這兒有條⼤大⼤大的、活潑的狗。”
	
o “這兒有條⼤大⼤大的、活潑的、⽑毛捲捲的狗，它正嗅著岩⽯石，搖著尾巴。”
	

•	 與他們分享故事。
故事賦予你和你的孩⼦子分享的機會，讓孩⼦子了解什麼對你很重要，什麼是你珍愛的，你如何談
論事物。故事可以幫助孩⼦子感受到與你的相通，讓他們對學習語⾔言充滿興趣。 <

li>孩⼦子喜歡聽你兒時的故事。這些故事告訴他們家族歷史、家庭觀念及家庭⽂文化。 
o 故事可以是你的⽣生活小事，也可以是你感興趣的事。你可以通過故事來回憶和反省你的
童年。 

o 故事不需要長。他們可以是發⽣生的事，你或你的孩⼦子的感受，⼈人們是如何解決問題的，
如何做⼀一個快樂小孩。 

o 你可以用故事來闡明你的價值觀和想法。例如：堅持、創新、同情⼼心、慷慨、溫情、勇
敢、團隊精神。 

•	 問孩⼦子問題。

問孩⼦子問題是讓孩⼦子有機會反省和談論他們的認識，同樣也讓他們有機會練習選擇詞彙和清楚
地發音。也讓他們知道你很重視他們的想法。 

•	 可以這樣詢問他們： 
o 他們看到什麼。 
o 他們正在做什麼。 
o 他們正在想什麼。



 

  

  
  
  
  

  

  
 

 
 

 
  

  
  
  
  
   
   

  

  
   
   
   

  

  
  

  
 

  
  
  
  
 

 
  
  
  

   
 

 

 

o 他們如何感覺。
	
o 他們喜歡什麼。
	
o 早先發⽣生了什麼。
	
o 他們認為會發⽣生什麼。
	

•	 問⼀一些後續問題。當他們告訴你⼀一些情況後，你可以詢問更多的細節。
詢問更多的問題，讓他們更深⼊入地思考他們所知道的事，盡量找詞彙來描述它。回答你的問題
是孩⼦子們衍⽣生詞彙的⼀一個⽅方法。 

o	 “哇，你和里⼽戈玩龍玩具。龍是做什麼的呢？給我講講關於龍的故事吧。你覺得龍是怎
麼把⽕火從嘴裡吐出來的？” 

o “你畫了⼀一艘太空⾶飛船？你的⾶飛船裡面有什麼？什麼讓你的⾶飛船起⾶飛？你的⾶飛船會⾶飛到
哪裡？再多說說你的⾶飛船吧。” 

•	 問⼀一些問題，讓孩⼦子們自⼰己做出回答（盡量避免回答“是”或“不是”的問題）
當我們問孩⼦子們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時，他們的回答可能更具創造性和思索性，⽽而不是回答你
希望他們回答的內容。 

o 這裡有⼀一些問題的例⼦子，可能導引出較多或較少的話題。 
o “今天你和利亞姆做了什麼？”（開放式的問題——引出更多話題） 
o “你今天和利亞姆玩得開⼼心嗎？”（是/否或封閉式問題——較少話題） 
o “談談你的朋友盧吧。” （開放式的問題——引出更多話題） 
o “你喜歡盧嗎？” （是/否或封閉式問題——較少話題） 

•	 問⼀一些並未設定答案的問題。
問⼀一些並未設定答案的問題，與孩⼦子交流讓他們知道你對他們的思維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的
思維很重要。 

o 這⼀一頁你看到什麼了？（未知答案——幫助孩⼦子思維的好⽅方法） 
o 你知道這隻狗要去做什麼嗎？（未知答案——幫助孩⼦子思維的好⽅方法） 
o 這隻狗是什麼顏⾊色？（已知答案——不太利於孩⼦子的思維） 

•	 你可以邀請你的孩⼦子解答他們問的問題。
當孩⼦子問你問題時，他們通常已經有了⼀一個猜測。詢問孩⼦子們他們的想法可以鼓勵他們用話語
說出他們的想法，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你的對話。 

o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你知道星星是如何升到天空的嗎？” 
•	 聆聽孩⼦子的想法。
當你認真傾聽孩⼦子說話時，他們會說得更多他們的想法。多說話可以讓他們多練習語⾔言。
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讓孩⼦子知道你在認真傾聽 

o 眼神接觸 
o 讓他們能在安靜的環境中講話，在他們說完前不打斷他們 
o 關掉電視 
o 有規律地創造“談話時間”（例如：⼀一起坐在沙發上，⼀一起找個話題談談，睡覺依偎在⼀一
起）
	

o 讓他們重複或重新開始他們的話，讓他們知道你的傾聽
	
o 問問題
	
o 感謝他們與你分享他們的想法或故事
	

•	 你可以運用⾼高科技來幫助你孩⼦子的語⾔言發展 
o	 用你的電話錄下孩⼦子們的語⾔言和故事。當重放時，你就可以和孩⼦子們談論⼀一下他們所說
的話。

閱讀



 

  

  
 

 
 

 
 

 
 

 
   

  
  
  
  
  

 

 
 

  

 
  

  
  
  

 
  

  
 

 
  

   
  

   
  
  

  

  
  

孩⼦子如何學會閱讀？? 
•	 當你給孩⼦子們閱讀時，你已經為他們開啟了整個新世界。閱讀讓他們了解交流的強⼤大⼒力量，讓
他們能夠獲得所有信息。 

•	 ⼤大多數孩⼦子喜歡與家⼈人分享讀書時光。為孩⼦子閱讀是你幫助孩⼦子學習閱讀和在學校成功的最重
要的事情之⼀一。 

•	 閱讀不限於書本。孩⼦子也對標誌、卷標、說明書、筆記、信件、電⼦子郵件等著迷。學會如何運
用這些，可以幫助孩⼦子們產⽣生更多學習閱讀的興趣。 

•	 早期的閱讀經驗是讓孩⼦子學習認識照片和圖片。他們學會給圖片命名，也可以談論它們。他們
同樣可以運用書中的圖片來說故事。最終，他們會用書頁上的⽂文字來講這些圖片上的故事或描
述它們。例如，他們開始懂得圖片與蘋果之間的聯繫，書頁上的字母apple——代表蘋果。 

•	 當孩⼦子們越來越熟悉書本，他們就學會了更多的事物： 
o 那些書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對你很重要！）因為他們對書里內容如此感興趣。 
o 你如何使用書籍——拿著它、翻頁、談論每⼀一頁。 
o 你和其他⼈人或自⼰己是如何使用它 
o 故事在哪裡（在圖片裡，或是在最後⼀一頁的字母中，或是⼈人們閱讀它時的記憶中？） 
o 書是如何建構的（題目和作者名在前面，故事在裡面）

關於幫助孩⼦子閱讀前準備的家庭小訣竅： 

•	 與孩⼦子們⼀一起看照片和圖片，問問他們看到了什麼，告訴他們你看到的事物。這有助於孩⼦子們
發展他們的觀察技巧，讓他們有機會練習和增加他們的詞彙。 

•	 問問他們，圖片上發⽣生了什麼。
這可以讓孩⼦子們多練習“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幫助他們思考自⼰己如何做講故事的⼈人和作
者。 

•	 注意周圍環境中的語⾔言，時刻提醒孩⼦子們。
當我們指著詞彙在這個世界上使用的地⽅方，孩⼦子們就開始明白書寫⽂文字的重要性，也就更有動
⼒力去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詞。 

o 當你在車裡，你可以和孩⼦子談論⼀一些路標。 .
	
o 在雜貨店內，孩⼦子們可以幫助你“閱讀”罐頭和包裝上的標籤。

談論這些圖片可以幫助孩⼦子們體驗閱讀的感受。
	

•	 為他們閱讀你所寫的內容。
當孩⼦子們明白了寫作過程，聽明白了它的意思，他們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書寫字母和傳遞信息之
間的關係。 

o	 “我們正在列出雜貨店的清單。它叫 '奶酪'，它叫 '⼤大米'，我們的購物清單上寫的是哪種⽔水
果？” 

o “我正在給你的教師寫請假條，我們下週要外出。” 
•	 ⼤大聲地為他們讀出便條和字母。
	

o 這是你老師寫的便條。它說，“親愛的家長……”
	
•	 指著⽂文字閱讀：
	

o 指著這些⽂文字可以幫助孩⼦子們明白如何將說出的詞與寫的字聯繫起來。
	
o “這是奶奶留的便條，她說， '我愛你'，她還說'我要來看你了'。”
	

•	 同樣可以為他們閱讀電⼦子郵件和短信。
有時孩⼦子們看不清楚屏幕上的字。和他們展示這些字，可以幫助他們明白現代科技是如何傳遞
這些書寫的⽂文字和信息的。 

o 在他們周圍環境裡的許多字都是電⼦子傳輸的，這同樣有助於閱讀前活動。



 

  

  

  
 

 
 

 
 

 
 

 

 
  

  
  
  
  
  
  
  
  

   
  
  
  
  
  
   

 
  
  

 
 

 
   

 
 

 

•	 尋找機會寫下他們的⽂文字。
寫下孩⼦子們的⽂文字是你可以為他們展示寫作和閱讀魅⼒力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如果他們自⼰己的⽂文
字可以“被保存”，可以在不同的時間與更多的⼈人分享，他們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寫作與閱讀的⼒力
量。 

o	 如果他們感到與朋友說再見非常難過，你可以建議他們也許可以寫個便條。他們可以畫
圖片，告訴你寫的內容。當你寫下他們的話語，可以念給你的孩⼦子聽。 

o 如果他們的朋友過⽣生日，他們可以幫著製作卡片——
可以畫出來，也可以告訴內容讓你寫下來。 

o 如果他們自⼰己創造了某物，希望保存它，你可以幫助他們作個記號（運用他們的話語）
貼在它們的上。 

•	 盡量給他們提供繪畫材料（鉛筆、鋼筆、書籤、粉筆）。當他們畫畫時，你可以問他們是否願
意談論它。你可以將他們的“故事”寫到便利貼條上，然後問他們是否願意讀出來。
繪畫材料可以讓他們有機會練習如何畫出線條和形狀——
這是他們最終書寫的必要技巧。甚⾄至繪畫圖片也是啟發他們交流思想觀點的另⼀一種⽅方式，這樣
他們就具有了成為“作者”的最初體驗。 

•	 為孩⼦子閱讀書籍
為孩⼦子們閱讀不僅讓他們重複練習閱讀的必備技巧，也可以讓告訴他們閱讀對你的重要性。 

o 在孩⼦子們可以拿到的地⽅方為他們準備各類兒童書籍，例如在書架上，或籃⼦子裡 
o 你可以定期到圖書館或書店為你的孩⼦子找書。 
o 包括與你孩⼦子的定期閱讀活動（每天找⼀一個時間與你的孩⼦子⼀一起閱讀）。 
o 關掉電視，留時間來進⾏行閱讀。 
o 同⼀一本書可以為孩⼦子多讀⼀一遍。孩⼦子們通常喜歡反复地讀同⼀一本書。 
o 與你的孩⼦子談論書。 
o 在翻書之前，問問你的孩⼦子她認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	 和閱讀這些⽂文字⼀一樣，你可以與你的孩⼦子⼀一起討論⼀一下故事和圖片： 
o “這⼀一頁你看到了什麼？” 
o “你為什麼認為這個男孩會爬到樹頂？” 
o “如果你正在騎著馬，你會怎麼做？” 
o 在為你孩⼦子閱讀他最喜歡的書之前，你可以詢問⼀一下他是否願意先給你講這個故事。 
o 有時，當為你孩⼦子閱讀時，你可以邊讀邊指著⽂文字。 
o 可以給你的孩⼦子解釋⼀一下書封面上的⽂文字。 “這是書的題目。他讓你知道書的內容”。
“這是作者的名字。作者就是寫這書的⼈人。這是插圖畫家的名字。他是為這本書畫圖片
的⼈人。”
	

o 給你的孩⼦子談談字母和發音。
	
o 指出那些特殊詞語的字母，如你孩⼦子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S'開頭，Sergio。你還知道其他哪些字發's '這個音嗎？我們也可以⼯工找以'S'
開頭的詞。我們把我們聽到's '音的詞列出來。” 

o 做發音和韻律遊戲。通過兒歌、詩歌或其他韻律詞語，你可以幫助孩⼦子們聽清和對比詞
語的發音。 

o 你可以在車裡玩押韻遊戲。 “熊有⿊黑的頭髮。你知道有什麼發音像熊和頭髮嗎？” 
•	 用你的⼿手機錄下你自⼰己念給孩⼦子們的故事，他們可以在你忙碌的時候或是當他們等著醫⽣生看診
的時候聽它們。

書寫



 

  

  
 

 
  
 

 
 

 
  

 

  
 

  
 

 
  

 
 

 
  

  
 

 
  

  
 

 
 

  

  
  

 
 
 

 
 

 

孩⼦子們如何學寫字？? 
•	 4歲左右，許多孩⼦子對書寫的運用已經了解幾分。他們知道什麼地⽅方有⽂文字——

書籍、標誌、便條、書信、雜誌、計算機、商店等。
	

•	 他們開始明白⼈人們可以用書寫來向其他⼈人傳遞信息。 
•	 當他們畫下某物時，他們同樣希望在紙上寫下⽂文字。他們的“⽂文字”可能並不完全像⽂文字，但通常
它們開始更像寫字⽽而非畫畫。 

•	 孩⼦子可能在紙上畫幾條彎彎曲曲的線，然後說“這就是可怕的兒狼的故事。”然後他可能在圖紙的
下⽅方畫⼀一些圈，然後說“這是狼的圖片。”書寫與繪畫⼀一起都是通向學習規範⽂文字的重要階段。 

•	 準備繪畫和書寫的各種⼯工具和紙張可以鼓勵孩⼦子們運用這些⼯工具進⾏行表達，進⾏行交流。

幫助孩⼦子學習書寫的家庭小訣竅： 

•	 準備各個種類的書寫⼯工具和紙張放在孩⼦子們可以看得見，夠得著的地⽅方。
（鉛筆、鋼筆、粗字筆、不同⼤大小的紙等）
孩⼦子們通常在他們玩畫圖片或製作標誌的時候會用到。所準備的現成材料將便於他們在玩耍中
經常使用。 

o	 你同樣可以準備膠帶和條形紙，這樣孩⼦子們便可以製作標誌或信封，可以寫信或做筆記
。有些孩⼦子可能喜歡寬線條的書寫紙。 

•	 為你的孩⼦子創造⼀一個最喜歡的“⽂文字信封”，可以隨時記下他們要求你寫下的內容。

當孩⼦子們溫習這些⽂文字時，他們開始熟悉這些字的筆劃，也會開始“閱讀”它們。
	

•	 你可以打印或購買⼀一份字母表，這樣當孩⼦子想知道某個詞是如何拼寫的時候，你和你的孩⼦子可
以隨時參考字母表。張貼⼀一個字母表能讓你的孩⼦子自⼰己查找字母，也能讓他們感覺自⼰己可以開
始獨立書寫。 

•	 你可以為你的孩⼦子準備幾套字母卡片。
觸⼿手可及的字母卡片便於你的孩⼦子熟悉它們的形狀，她可以隨意組合，甚⾄至在她能正確書寫他
們之前。 

o	 你可以購買不同種類的字母卡片，包括磁性卡片，孩⼦子們可貼在冰箱上，你也可以將字
母簡單地寫在厚紙片上，讓孩⼦子可以用它們來組詞。 

•	 當你書寫留⾔言或製作列表時，讓你的孩⼦子與你共同參與。

孩⼦子們喜歡幫忙，也喜歡參與成⼈人的⼯工作。這可以激發他們更喜歡學習書寫的興趣。
	

o	 “我要做⼀一份購物清單。你想說明者我嗎？”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孩⼦子能寫多少字母，你可
以邀請他們寫在你的清單上。
“我們要買蘋果，蘋果是'A '開頭，像你的名字。你想幫我寫'A '嗎？” 

•	 為孩⼦子記下他們的故事或語⾔言。
記下他們的想法，再讀給他們聽，對於孩⼦子來說，可以非常有效地讓他們掌握書寫以及表達看
法。 

o 如果他們想聯繫朋友或其他⼈人，你可以幫助他們寫便條。
如果他們畫了圖片，你可以問他們是否想告訴你圖片的故事，是否可以記下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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