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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人與人溝通情意、傳達思想上

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有的爸媽認

為剛出生幾個月的嬰兒，聽不懂語言，

所以和他說話是沒有意義的。但根據研

究報導，在孕期最後 10週，胎兒擁有學
習與記憶母親語言中基本聲音的能力，

也就說嬰兒從在媽媽的肚子裡就開始聽

見媽媽談語與外界環境的聲音，雖然他

們還不能開口說話，但是寶寶對於熟悉

的聲音是會有反應的。嬰兒能發出聲

音，便是語言的表徵，故一出生即透過

哭聲、笑聲來表達情緒與需求。1∼2個

月大的嬰兒除會啼哭外，尚能在痛苦或

不舒服時發出咕嚕聲，快樂時發出尖叫

聲，此時有經驗的母親可從嬰兒的哭聲

強度、聲調及韻律來推測其表示的意思

及需要。

嬰兒的發音器官及肌肉逐漸成熟即

進入呀呀學語的階段，開始探索自己可

以發出什麼聲音，會大量的玩弄不同的

子音和母音。語調的模仿也會出現在這

個時期，有時聽起來像在說一句話，但

卻是一些無意義的語音，有時是寶寶自

發的聲音，有時則是模仿別人的語音，

◎基隆長庚護理部主任 陳淑賢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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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展對於首字出現有重大影響。約

在 10個月左右，嬰兒會不斷重複同一個
音節，出現類似回音的語言，例如：爸

爸爸爸、媽媽媽媽。呀呀學語的時間，

嬰兒個別差異很大，通常是從 5、6個月
到週歲。但是發展較快的孩子，3個月就
會呀呀學語，發展最慢的孩子則兩週歲

尚未脫離呀呀學語的階段。

語言是必須由學習得來的一種技

能。嬰兒必須能發出聲音組成字，並能

了解字的意義，將有關的字組合在一起

而成為句子。根據研究統計，首字約在

9∼18個月間出現，且通常是「爸爸」、
「媽媽」，首字出現後便開始進入單詞

期。嬰兒學習語言是一種極複雜的過

程，必須在發音器官及唇、舌、喉頭肌

肉，以及腦部發展相當成熟才能發聲，

在發展的過程會經歷了： 準備階段：

多數寶寶從 12 個月至 18個月進入語言
準備期，此時若父母漠視不鼓勵嬰兒學

習，或是嬰兒生理功能障礙，剝奪了學

習的機會，則會影響語言學習，甚至無

法學會。 學習過程：寶寶以試誤法學

習語言，他先聽別人發出的聲音，然後

加以模仿，最初只能做到大體上的模

仿，而不能模仿得很像、很精確；這時

期稱為回聲反應期，此時寶寶只能發

音，尚不知道那些聲音的意義。但經由

學習逐漸得到經驗，知道每一種聲音的

含意，並將有關係的字連成句子，如此

才學會語言。而學者波爾卡的研究指

出，嬰兒發出聲音是為了要探索自己的

聲音及尋找自己的聲音，嬰兒在四下無

人時也會運用嘴型與聲調的變化，發出

不同種類的聲音以探索自身聲音的潛

力，所以我們可從聲音產出及接收之間

複雜的交互作用來了解嬰兒世界，也可

透過聲音來吸引寶寶的注意力。

爸爸媽媽如何協助嬰兒學習語言

呢？語言的學習在自然的情境中效果最

好，父母應多由和孩子溝通、說話，或

讓孩子參與談話，或在遊戲、活動、講

故事等等機會中教導孩子，而非只刻意

的讓孩子複誦。如嬰兒哭聲其代表與環

境互動的一種手段，此時你需等待嬰兒

會發出需求後，再給予協助，這時您一

言，他一「咯」，這雙向的過程讓您感

覺到溝通的奇妙。另當他（她）學著去

聽周圍的聲音，發出的聲音，重複模仿

練習時，你可適當的回應，跟著複述，

假如聽到小嬰兒發出一個可以分辨的聲

音時，我們可以像鸚鵡一樣模仿剛剛的

聲音，跟他（她）產生互動。也可以在

說話過程裡加上一點變化，輪到我們說

的時候，給小嬰兒一個新的呀呀學語聲

音。這時也可以多多觀察看看，小嬰兒

有沒有在模仿我們剛剛發出的聲音。其

實將有助於此一語言前期的發展。另

外，語言的發展並不是死記的，孩子是

聽懂了後加以融會貫通，用自己的方式

來表達的，所以應多讓孩子有表達的機

會，父母的專心傾聽，無異是鼓勵孩子

積極表達，在他表達有困難時，才加以

幫助或示範，並多給予一些語言或語言

相關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