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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習 

3.3.1  親子閱讀 娘當家 娃做主 
■親子閱讀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一種情感和精神的交流 
 父母與孩子在閱讀時進行一些交流和討論，既可以促進孩子對故事的理解，

也會幫助父母洞悉孩子的內心世界。說到底，親子閱讀從本質上看是父母與孩子

之間的一種情感和精神的交流，而不僅僅是讀書行為本身。 
 對於嬰幼兒來說，早期閱讀的目的就是幫助孩子獲得閱讀的樂趣，形成閱讀

的習慣，為今後一生的閱讀打下牢固的基礎。 
 
■對於一歲以內的寶寶，父母閱讀時應注意語音語調的抑揚頓挫 
 由於一歲以內的寶寶對語音、語調非常敏感。 
 
■孩子應該是閱讀的主角而非父母，讀哪本書孩子說了算 
 一歲以後，寶寶閱讀習慣依然是“喜歡就翻翻，不喜歡就扔一邊”，父母不要

急燥，應該提供多種多樣的圖書，尋找寶寶的興趣點。 
 寶寶不一頁一頁地看書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形成故事體的概念，不懂得故事是

完整的，有連續的情節。兩三歲的寶寶特別喜歡重複閱讀同一個故事，父母可以

利用反複閱讀幫助寶寶逐漸形成這個概念，也可以在閱讀中向寶寶提問：“接下

來會怎麼樣？”或者故意出一些小錯誤、漏掉一些情節，讓寶寶發現糾正。 
 
■不要讓識字破壞孩子的閱讀興趣 
 早期閱讀不等於識字，閱讀的同時加上認字，不僅加重了孩子的負擔，還可

能會破壞閱讀的興趣，讓孩子不喜歡看書。例如閱讀時，父母一個字一個字地指

讀，讓孩子明白書上的字是在講故事，久而久之，孩子就會對漢字產生一些興趣，

並逐漸要求認識一些字，或者發現書裹面有些字是一樣的。這時，家長可以適時

地引導。不過這種識字活動就像一種遊戲，不能變成負擔。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8 月 6 日 
 

3.3.2 能力大不同  做大唔做細？ 
 何謂細仔細女？簡單來說，在每年 9 月後出生的小朋友便屬於該年的細仔細女。 

每半年識多啲 男女有別 
   指以一般幼兒語言發展而言，幼兒在 2 至 4 歲期間，每半年便會多學一些語

意。因此，「大仔/女」和「細仔/女」在同一班裹確實會存在明顯差別。同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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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語言發展一般較女孩子慢，差別可能會更大。 
   無論男女小朋友，到二年級下學期或以後，語言發展差距才開始慢慢收窄。

當然，每個小朋友的能力及發展有別，不可一概而論。 

發展快速 5 歲後趨成熟 
   理論上，「大仔」的生活經驗和練習應比「細仔」豐富幾個月，表現會較「細

仔」理想，然而，兒童的發展除了體能，還要視乎其心智發展和環境等因素。 
   小動作的發展如寫字、串珠仔等是 task，某程度是受環境影響，家長要留意

這其實不止涉及「大、細仔」問題，而是有沒有教導過的問題。 

學習時間 需配合腦發展 
   腦部發展是不斷地變化和循序漸進，若腦部未成熟發展至接收某種新知識的

階段，他便沒法掌握那種新知識，這樣，與同一班年齡和能力有差異的同學比較，

便會較輸蝕，他總覺得自己的表現追不上別人，長遠下去，學習興趣和自信心亦

會下降。 

預早半年 訓練自我照顧 
   爸媽除了注意語言或身體發展外，亦要考慮小朋友整體的成熟度，包括自理

和解決問題能力。 
 
明報    2010 年 2 月 1 日 

 

3.3.3  孩子學寫字 
 在協助孩子學習寫前技巧時，家長經常會遇到兩個問題：孩子學寫字時專注

力弱，時常不能安定地坐好，怎麼辦？ 
 孩子專注力弱是對事物缺乏興趣所致。家長可選取一些孩子喜愛的玩具吸引

他們的注意。初期可讓孩子玩一至兩分鐘，待他們懂得並能習慣性地把精神專注

手上的工作後，再把時間增至五分鐘左右。此時便可開始訓練寫字。同樣每次的

寫字時間不可太長，由兩分鐘開始，漸漸增加至五分鐘至以上。此外，也可從文

具着手增加孩子對寫字的興趣。當孩子能持續五分鐘書寫時，更可能給他們一些

獎勵，家長又會問為什麼孩子在寫字時，字體常超出格外？這主要是因為： 
（一）缺乏空間概念 
 要建立孩子的空間概念，可從一些拼圖遊戲開始，讓他們在遊戲中建立一個

有界限空間概念。可給予他一些填色練習，幫助孩子建立「範圍」的概念。 
（二）手眼協調 
 手眼動作未能配合一致，這與腦部發展有緊密的關係。必須多做一些手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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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訓練，小朋友可在一塊有多個小孔的四方板上，準確地對準板孔插入板盤

內。當手眼協調運作成熟後，便可進行前述的填色訓練，若進展理想，可嘗試晝

簡單綫條，日後便可以同樣的方式教導孩子書寫。 
 
星島日報 2009 年 5 月 11 日 

 

3.3.4  越級挑戰 未必有效  
   孩子在每個階段都有適合自己學習的東西，這些大多和她的生活所接觸的事

物有密切的關係，讓她能在生活中活學活用，奠定她的學習基礎。 
 
學習知識 與生活有關 
   媽媽可以引導孩子學習的東西很多，並不限於這些程式類的教材或以操練訓

練短暫記憶的方法。現代學前教育的目標是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好奇心，令她

明白生活中事物的聯繫及知識，例如：水的用處，煮飯前為什麼要洗米，米不能

直接吃，要加上水來煮，加多水會煮成粥，加適量的水會煮成飯...... 
這些生活知識，她能具體接觸得到，而非抽象地比擬，她能在生活範圍裏體驗｢

硬飯原來是水分不夠｣、｢飯煮成糊是下水太多｣等，用前因後果的程序，發展她

的觀察力和思維能力。能運用這些知識，理解其中的趣味，才能令她產生自發的

學習興趣和好奇心，推動她探索更多事物的基本邏輯。 
 
   其實這些生活常識在身邊比比皆是，分辨那些衣服是誰的、上街認字認事物、

公園遊樂場學習平衡的道理，孩子經常重溫這些認知，確認或發現新的考驗，都

能點滴積聚知識，持續擴大她的知識範圍，可為她將來的學習奠定良好又足夠變

通的基礎。 
 
   更重要的是爸媽對孩子的教育方針，最好私下先協調好，互相予以支持，家

長要明白學習的是孩子，要她學得懂，有興趣才行，爸媽只提供輔助，而爸媽處

理事務的方法和態度，更是孩子的實際榜樣。 
 
明報  2010 年 02 月 21 日 
 

3.3.5  閱讀能力分四階段 按子女行為選書 
   幼兒的閱讀能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包括：一、只看圖書；二、對

圖書依然非常感興趣，但開始留意文字；三、閱讀文字多於圖晝；四、閱

讀純文字。在四個階段之中，她認為以第一及第二階段最為重要，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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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手法將影響子女培養閱讀英文圖書的興趣，也影響他們能否由圖像過

度到文字的重要時期。 
 

第一階段選書色彩繽紛 

   第一階段時，家長的目的不是要子女了解內容，而是要設法令他們把

閱讀聯繫為有趣的活動，培養興趣。 
   如果父母及孩子都非以英語為母語，便應以家人的第一語言講故事，

方便兩者溝通。 
   當家長發現子女開始對英文圖書的圖畫感到沉悶，並把注意力轉移到

英文生字，甚至問父母如何發音時，這標示子女可能已踏入第二階段。家

長必須把握黃金時機，盡力引起子女閱讀英文生字的興趣。家長此時可以

開始挑選一些一頁內只有一、兩句英文生字的故事書給幼兒，並以母語一

邊講故事，一邊發問問題。 
   挑選一些每頁以相同句式寫作的英語童話，例如每句都以｢I go to｣起首

的句式，孩子喜歡重複性的故事，因為他們往往通過猜想故事發展培養成

功感，覺得自己能掌握英語，從而產生對英文的興趣。 
   最重要的竅門是提升子女的｢主動性｣，而背後離不開發問有趣的問

題，刺激他們思考，引起他們的好奇心。 
   家長亦應記住保持孩子閱讀興建的｢黃金定律｣，遇上不明的英文生

字，切勿強迫子女查閱字典及背默，相反，應該輕鬆地向幼兒解釋不明白

的地方，並和子女一起尋找答案，這樣孩子會視閱讀英文書為樂趣，並在

不知不覺間提升英語能力。 
 
星島日報  2009 年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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