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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習 

4.3.1  孩子分視‧聽‧動覺型 溫習要得法 
 在心理學的認知上，孩子學習可分為三個管道，包括視覺、聽覺及動覺，三

者接收的方式各有不同。視覺型的孩子依靠閱讀書本、筆記、圖晝吸收知識，喜

歡重點或筆記，言簡意賅，最記得事物或人的外貌；聽覺型的孩子依賴聆聽吸收

知識，通過重複性的說話及朗讀協助記憶，回憶時腦海會出現別人的說話聲音；

至於動覺型的孩子則是重感受，非常怕悶，常要活動，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觀察和

模仿學習，記憶時會先想事件當時給自己的感覺。 
 家長必須先學會辨識子女及自己的學習模式，當中離不開觀察日常生活的習

慣。例如視覺型子女較喜歡晝晝等視覺活動；聽覺型喜歡音樂；動覺型喜歡吃或

摸東西等觸角刺激。 
 家長得知子女的學習模式後，便可以制定配合模式的溫習計晝，包括改變環

境、學習技巧及面對子女的態度。趙健華解釋，要配合視覺型孩子，父母必須給

予他們空間及整齊的學習環境，溫習時多與子女晝腦地圖，利用刺激視覺的列點

及間綫，協助記憶及學習。如果孩子是聽覺型，父母必須要給他們寧靜的環境溫

習，因為少許聲音已可令他們分心，宜制定家人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盡量減低電

視、收音機聲浪的滋擾。 
 「面對動覺型孩子邊溫邊玩擦膠，家長不宜立刻責罵，反而可主動評估孩

子，若發現子女真的把資料牢記，家長不必勉強子女坐下溫習。」 
 
星島日報 2009 年 6 月 2 日 
 

4.3.2  囡囡愛發問 家長吃不消 
 若孩子有好奇心，求知欲強，自然希望得到回應；如果家長的回應能滿足她

的需要，她自然一碰上問題便找家長。 
   但求問的對象不止於家長，還有其他家人，也可以從圖書館和網站找答案。           
家長可以就子女有興趣的題目，到圖書館按孩子的程度借閱相關書籍，讓他們從

閱讀中尋找答案；或視乎小朋友的年齡，教導他們在安全的學習網站上自行搜尋

答案，這樣一來，家長就可以退一步成為負責審視答案的把關角色。 
   這些安排和訓練的長遠目標是培養孩子的自學能力，鼓勵他們從不同的途徑

追求知識，解答疑難，家長必須教孩子辨別知訊，並學習活用。另外，教導孩子

時也不應灌輸單一答案，因強調凡事會因環境不同而有變化，不設｢標準答案｣，

是增強學習彈性和持續求知的基礎。 
 
明報 2009 年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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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升小做功課 培養勝陪伴 
任何孩子升上小一，都面臨一個重大的轉變，需要一段調整適應期。 

視察女兒程度 

媽媽先要明白學校的教育理念，以及老師如何在日常學習中落實這些理念。 
1. 她在班上是屬於細女?大女?這只是籠統地估計她的成熟程度； 
2. 她能抄寫手冊，記錄要做的功課嗎?她比較喜歡哪些科目的功課?哪些相對困  
   難?這些都是她能否自理功課的基本因素； 
3. 她的自理能力是否能配合學習需要?現實和理想差距有多少? 

培養自理能力 

我覺得「培養」孩子做功課的能力，遠比「陪伴」孩子完成功課的意義重大，媽

媽應先樹立正確目標，才能輔助女兒建立學習習慣。 
按照上述能力的檢視結果，以及學校的標準要求，哪些女兒能夠做得到，哪些做

不到?中間差距多少?定出優先次序，分段設相標。 
媽媽應清楚告訴女兒學習目標，何如完成功課的程序： 
a.每天有 5 項功課，她喜歡先做哪項?由此讓她認識自己的能力； 
b.回家吃完茶點就開始按次序做，還是先做了喜歡的家課，才吃點心，之後完成

其他? 從而建立學習模式； 
c.在 6 時完成便可以看喜歡的節目? 媽媽可以合理地刺激及鼓勵她的自學動機。 
由寛鬆入手，按孩子能力提升自理學習的按巧，建立自學習慣，孩子看得到自己

進步和媽媽的鼓勵，便有信心面對挑戰。 
 
明報  2009 年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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