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子共讀

簡介

從孩子出生後，即可開始唸故事書給寶寶聽已成為許多國
家兒科醫療與教育界給嬰幼兒家長的建議。先進的腦部造
影檢查顯示大人以「對話式共讀」，讓寶寶處於持續互動
的情境中，可以刺激寶寶語言的溝通、理解、情緒及社會
適應等重要的能力，對幼兒腦部的發育非常重要，所以親
子共讀從0歲開始。

共讀原則

 從「對話式共讀」開始:大人可以用看圖講故事和自問
自答方式，邊講邊觀察寶寶的反應，寶寶的笑容、咬
書、拍打、撕書都是喜歡書的表現。

 找個舒服的地方一起看書:大人的懷裡是孩子聽故事最
舒服的位置，床邊的晚安故事，則是安撫孩子入眠的
好方法。

 不須要硬性規定時間:嬰幼兒專注力本來就不長，家長
不需規定哪個時間一定要共讀，或是讀多久，只要大
人孩子都喜歡，即使每次共讀五分鐘也可以。

家長可能還是會懷疑，寶寶這麼小怎麼共讀，當然是可以
的，因為親子共讀重點不是讀甚麼或是能不能讀，而是在
於「共」字，也就是「互動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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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問題

嬰幼兒時期的孩子，原本就活潑好奇，注意力短，因此共
讀時許多行為會被家長誤會是「不喜歡看書」，以下列舉
小孩家長常有的疑問

 Q1：寶寶還小，念書給她聽，她聽得懂嗎？等長大再看
就好了呀！

寶寶還小，當然聽不懂大人說的話。

從懷孕開始，家長也不會因為胎兒聽不懂就不跟寶寶說話。

教育界推廣的”共讀”著重的是「大人在陪伴孩子時，可以常念故事書給
寶寶聽，或陪寶寶玩書。」”共讀”就是將一般講話時改成「念故事或講
故事」，將玩具改成「故事書、童書」，差別是念故事書時，我們講出來
的話內容比較豐富，聲音比較輕柔，對寶寶的大腦發長是最好的刺激。

 Q2:和寶寶看書，一定要表情誇張，才能吸引孩子喜歡
聽故事嗎?

每個寶寶個性都不一樣，不一定要用誇張的表情，但可以隨著故事圖片來
增加聲音或表情，在共讀時，沒有規定一定要用什麼方式念故事書才可以，
家長多花點時間陪伴寶寶，就可以知道寶寶喜歡家長用什麼方式陪他們看
書。

 Q3:寶寶一直咬書、啃書，室表示寶寶不愛看書嗎?

因為寶寶不知道”書”是書，只知道”書”是東西，所以就拿來咬，寶寶
原本就是藉由「手、嘴、眼睛」來學習，看到東西就會用手拿或捏，用嘴
吃看看感覺看看，那家長就可以提供給寶寶可玩的書，例如布書、洗澡書
等或給予奶嘴、固齒器來取代寶寶咬書的需求，逐漸吸引寶寶將焦點轉移
到書中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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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醫師建議

孩子在不同年紀，有不同的心理和生理發展，腦科學研究
已知，親子共讀是一個能促進寶寶整體發展的親子互動方
式，然而，儘早念故事書給孩子聽，最大的好處是當父母
摟抱著孩子講故事時，除了提供豐富詞彙外，還能夠提供
寶寶安全感，讓寶寶長的好，為孩子未來身心發展奠定穩
固的基礎。

複習一下

問題1： ( )看書就是該認真需要固定時間

問題2： ( )親子共讀是一個能促進寶寶整體發展的親子

互動方式

問題3： ( )寶寶咬書、拍打、撕書就是不喜歡書

正確答案

問題1:Ｘ問題2：〇問題3：Ｘ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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