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歲的幼兒，開始進入每事問

時期，每分鐘平均可提出三個

問題，再有耐性的父母，相信

也很難一一作回應。有家長認

為現實社會並不歡迎那些只會

常常提出問題和質疑的人，因

此對小孩的提問加以限制。但

我們不能忘記，社會很需要一

些能提出問題並帶著答案來的

人。因此這時期的教學重點在

於「鼓勵發問，協助尋找答案

」，培養出科學方法及精神。

當然在幼兒期，對小孩不能設

立太高的標準，有一些父母發

現小孩對答案的興趣不大，當

他們為小孩仔細作答時，小孩

卻沒有用心在聽，反而提出另

外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往往

使父母感到十分氣餒。其實小

孩剛進入每事問時期，他們只

對提出問題及提問的方式有興

趣，甚至有可能不是為了找尋

答案而提出問題，只是為了提

問而提問，對提問與找尋答案

之關係十分模糊，因此對家長

的解答不感興趣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在這時期，家長要協助

小孩先學習提問與作答之關係

澳門心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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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他們提出問題之後，自

己找尋可能的答案。

具體做法並不難，當小孩提出

問題時，家長不一定要以一個

專家的形式作解答，儘可能對

小孩提出有創意的問題表示出

興趣，複述其問題，並邀請小

孩及其他家人一起參與尋找答

案的遊戲，一人提出一個可能

的答案，讓小孩參與尋找答案

的遊戲時，能提高其對找答案

的興趣，避免上述只作提問而

不聽解答的情況。但家長必須

要緊記：「不要去批評小孩答

案的合理性」，因為我們並不

能期望在這個時期培訓出一個

具有邏輯推理能力的小孩，我

們的重點只是培養他們找尋答

案的習慣。邏輯推理是學齡小

孩的工作，千萬不要在此拔苗

助長。因此小孩只要能說出答

案，不管是多離譜，都要給予

鼓勵，例如直接讚賞他有用心

去思考，或讚賞他敢於嘗試等

。如能對一些問題，尋找到越

多的可能解答，則小孩之創建

思維就越強，效果比直接告訴

小孩一個答案來得大。例如車

子的防盜器響的原因不一定是

因為有盜賊，有可能是壞了、

打雷、有風、有狗尿尿、有東

西掉下來、地震、車主在試遙

控器、太陽黑子、電波干擾等

等。家長若能持之有恒，幫助

孩子反覆練習，將對小孩建立

科學觀有很大效果。

小孩提出的問題往往千奇百怪

，家長並非全部都能作答，如

何處理一些連家長也無法作答

的事情呢？首先，千萬不要對

小孩的問題簡單地加以否決，

應該讚揚他提出了一個連父母

甚至科學家也不能回答的問題

，例如問到下山的太陽為什麼

是紅色的？街燈為什麼是橙色

？為什麼現在看不到真的恐龍

？如果家長不知道或不清楚答

案的話，就必須對小孩承認，

他們提出了一個很有趣及深奧

的問題，必須一起努力把答案

找出來，因此可以帶小孩到圖

書館、書店、甚至國際網絡中

尋找答案，一方面當作為親子

活動，另一方面更可讓小孩學

習到尋找答案的方法。當有一

天，他能自己到圖書館翻書找

答案，他學到的一定會比我們

能教的多。

如果小孩真的有太多問題，而

你的時間又很有限，應如何處

理呢？當然同樣不應對他們的

問題加上任何負面的標籤。首

先可以告訴小孩你的忙，不能

立即回答，但是你會安排一個

時間，去聽一聽他們精彩的問

題，鼓勵小孩試著把問題記起

來，集中在一起發問。這樣做

一來可以篩選掉一些不重要的

問題，也算是一種記憶練習，

不會傷害他們發問的渴望，也

能配合時間不足的實況。

小孩喜歡發問的時機並不會太

長，家長千萬不要錯失這個培

養科學興趣及精神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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