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一個多表情、姿勢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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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 6 個多月大的時候牙牙學語，不停地發出聲音和單字，還喜歡玩有聲音

的玩具。但他們在未學會說話前，其實已懂得用啼哭、聲音、面部表情、手勢

或身體語言來與身邊的人溝通。事實上，幼兒是先學習以表情和手勢與人溝

通，接著學習口語溝通，最後便學習以文字溝通。因此，準確認知他人的表

情，有助於判斷他人的情緒和態度，從而影響孩子的認知能力發展、情緒及社

交能力的發展。而父母的面部表情、動作和姿勢，往往都是最吸引孩子的。 

 
孩子會對父母的表情和情緒，作出觀察和反應。例如溫柔的表情可使他們放心

與你溝通、微笑能加強孩子表達的信心、當父母點頭示意則表示接納。透過這

些發展，使幼兒逐漸了解、學會和關心人的情感。而表達情緒的身體部位各有

不同，可以把表情分為面部表情、身段表情和語言表情三種。 

 
要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家長有幾方面需要注意： 

1. 當孩子還未能清楚看到父母的表情，建議可多用行動替代說話來回應，例如

抱緊他、親親他、撥動他的頭髮，或者輕輕撫摸他的臉蛋，這些都是說話以外

的另一種是語言溝通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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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若能落實在生活中，扮演一個有童心和多表情的父母，這樣孩子就能從

父母的面部表情上，學會豐富的情感和表達技巧，將來必定一生受用不盡。 

 
3. 不少親子相處型態是「不互動」－ 雖然在一起，但沒有眼神接觸、對話、交

換訊息或動作，更沒有分享情緒，因為大家都在看電視、電腦和手機，或各做

各的事情。眼神接觸可訓練專注力，所以常用關心的眼神注視對方，聆聽對方

分享，是良好的溝通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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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造清靜簡單的環境，有助孩子集中精神，當他們清楚看到你的表情，才算

得上是真正的全面溝通。所以，當溝通時適宜關掉發聲的物品，包括電視機、

平板電腦，或拿走他心愛的玩具。 

 
父母在孩子成長的路途上，願意給予無條件的愛和充足的溝通空間，讓孩子覺

得被接受時，他們方能破繭而出。孩子都喜歡父母欣賞自己，所以鼓勵的效果

往往比較大，無論眼神還是說話，都可以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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