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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兒童發展系列 

社交技巧篇  

什麼是社交溝通技巧呢？ 

在社會上，我們每個人並非一個獨立的個體，人與人之間有着不同的互動和連

繫。兒童隨著身心發展，及透過和身邊不同人的接觸和互動，社交溝通技巧日

趨成熟和完善。引導及協助兒童建立良好的社交溝通技巧，有助其人際關係、

性格及情緒的發展。一般社交溝通技巧包括以下各方面： 

• 語言及非語言溝通能力（如眼神接觸） 

• 互動交往能力（如分享、輪候） 

• 交談技巧 （如引發、回應及持續一來一回的對話） 

• 社交認知能力（如理解別人感受、想法和需要，遵從社交規則） 

• 建立友誼的能力 

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兒童的社交發展？ 

1. 脾性/性格特質： 

每個孩子都有與生俱來的脾性特質。有些性格較內斂怕羞，有些則主動外

向，活潑開朗。這些脾性特質都會影響每個孩子在社交環境的表現。家長

切記不要把孩子與別人比較或揠苗助長，企圖改變他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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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階段： 

社交能力會隨著孩子的年齡及生活經驗而不斷增強。這些能力與孩子的發

展階段，如認知、思維能力、體能及語言能力等息息相關。孩子會透過觀

察及模仿身邊的人，學習基本的社交應對技巧和禮儀。例如，兒童會學習

及模仿大人早上見到熟悉的人，便點頭打招呼。見到熟悉的人對自己微笑，

便會報以微笑或其他身體語言，如揮揮手、點點頭作回應。當孩子長大，

語言表達和交談技巧更為成熟時，便會學習與人作一來一回的溝通，表達

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面對發展遲緩或有其他發展障礙的孩子，家長及照顧

者更應從理解孩子的特質入手，學習相應的訓練技巧，以提升孩子的社交

認知及溝通技巧。 

3. 環境或家庭因素： 

在學前階段，孩子學習社交的對象主要是父母及其他照顧者。成人要以身

作則，留意自己的言行對孩子的影響。當孩子上學後，朋輩及老師便成為

孩子學習及模仿的對象。了解孩子在家庭以外人際相處的表現，循循善誘，

便能有效建立孩子良好正面的社交溝通行為。 

我的孩子不願意與人打招呼和應別人，又沒有興趣和其他小朋友交

往，該怎麼辦？ 

1. 細心了解和觀察、給予具體示範協助： 

家長首先要了解孩子的社交困難，有沒有社交意欲；有些孩子有意欲但欠

缺技巧和認知能力，便要針對問題所在而採用適切的方法來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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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導及鞏固孩子的基本社交互動技巧： 

• 對於害羞的孩子，家長不宜操之過急，可鼓勵孩子以他的方法多與別人

交往，並讚賞他的努力，循序漸進地讓孩子建立與人交往的信心。 

• 家長在家可以和孩子多作一些簡單的互動遊戲，讓他享受互動的樂趣。

在生活裡加入一些簡單的交往，如先與熟悉的家人或常見的親友鄰居打

招呼，慢慢擴闊到較熟悉的同輩，或邀請表兄弟姊妹到家中作客做玩伴。 

3. 擴闊生活經驗，製造社交溝通機會：家長可以為孩子製造社交機會，如邀

請其他年紀相近的孩子到家中作客，或參加其他友好同學及朋友的聚會，

如生日會等。 

4. 建立活動規律、給予足夠預告：家長可事前預告聚會的流程，建立有系統

的活動規律，讓孩子有足夠的心理凖備。亦可預先教導孩子一些遊戲技巧，

讓孩子容易投入。 

5. 誘發和強化社交溝通意欲和行為： 

• 成人可先透過孩子有興趣的活動，鼓勵孩子多參與。當孩子對其他小朋

友的活動感到興趣，開始觀察、表現友善或微笑，接受其他小朋友坐在

身邊，甚或樂於分享零食和玩具等，成人便應即時給予正面回應和具體

讚賞。 

• 可把孩子喜愛的玩具或食物作為誘發孩子主動溝通和表達需要的工具。

即使孩子只用動作表示，也應即時給予回應及讚賞。 

6. 加強與老師溝通： 

• 家長可以與老師多溝通，了解孩子在社交方面的問題。請老師多觀察孩

子在學校的表現，從旁引導及與家長商討合適的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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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害羞的孩子，老師可以安排他們在課堂裡參與合適班務（如派茶點）

服務同學，或委派孩子照顧其他年幼的小朋友，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自

我形象。 

7. 切勿過分保護孩子： 

家長或老師可安排較內向的孩子坐在較主動的孩子身邊，以帶動相互交談

及溝通的機會。切忌過於保護，以免減少孩子表達和發言的機會，弄巧反

拙。 

我的孩子不明白遊戲規則、聽不明指令，該怎麼辦？ 

1. 配合能力，示範協助：家長可配合孩子的能力，降低語言指令及遊戲規則

的要求；也可從旁多作示範和協助，加強孩子的參與度和成功感。 

2. 運用圖像，加強理解：家長可以用圖像來提示孩子一些社交規則 ，從實際

生活經驗不斷反覆練習，孩子的社交能力便可慢慢增強。 

我的孩子想參與同輩的遊戲，但不懂得如何加入，又不懂與人展開

話題，該怎麼辦？ 

1. 選擇合適對象、建立自信：家長可教導孩子結交朋友時，選擇溫和友善的

同輩作對象，向對方表達友善，如向人微笑，或主動分享小食。 

2. 教導基本技巧：家長可教導孩子加入別人活動的技巧，如先觀察別人的活

動和反應，選擇合適時間，向別人表達自己想加入，並等候回應。即使對

方拒絕，也教導孩子勇於面對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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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即使開始能加入到小組，但很快便離群，難以延續話題，

該怎麼辦？ 

1. 觀察問題、引導解難：家長應慢慢用心觀察及分析孩子與人相處及溝通的

問題，而作出改善建議及教導。 

2. 學習理解社交處境及規則：孩子或許不理解别人遊戲或說話背後的意思；

或欠缺足夠溝通技巧，未能有效地表達及提出要求；或在參與過程中失去

興趣而離群。家長可加強孩子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及對社交處境和規則的

理解。 

我的孩子容易被同輩欺負，被人故意戲弄也不知道，又不懂解決和

面對，該怎麼辦？ 

1. 了解事情始末、勿過份武斷：家長需要先了解事情發生的始末，來龍去脈，

不要過分主觀和武斷。要看看是個別事件，或是屢次出現的欺凌事件，並

了解孩子對事件的感受和看法。 

2. 運用角色扮演、建立同理心：家長可聯同家中成員與孩子進行角色扮演，

讓他從不同角度了解各人的處境和想法，從中協助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3. 學習解難能力：家長可按孩子的能力分析和討論不同解決方法的利弊，與

他一起選取最合適的方法。鼓勵孩子若再遇上類似的情況，主動告知大人，

一同解決。 

4. 運用視覺策略、加強理解：對於年幼、表達或理解能力較弱的孩子，有時

更需要用繪畫或其他視覺提示，來協助孩子表達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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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喜歡指揮他人，什麼事都要管，遇著不對的事，更會直斥

其非，比較自我中心，不喜歡分享，別的孩子都不喜歡他，該怎麼辦? 

1. 領導才能的培訓: 若果孩子對很多事情有意見，可以先欣賞他勇於提出意

見，再教導他如何在合適的時間以合宜的說話將他的意見表達出來。 

2. 問題分輕重: 教導孩子將問題分輕重，並就處境討論合適的應對方法，例

如那些事情可以忽略，那些可有禮地告訴對方，那些需要告訴大人處理等

等。 

3. 同理心的建立: 與孩子討論別人可能有的感受，可透過角色扮演，幫助孩

子設身處地體會別人的感受。按著孩子的年紀，讓孩子漸漸明白每個人對

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而這些看法都可能是正確的，避免孩子變得自以為

是。 

4. 體會分享的樂趣: 家長可預備足夠的物資(例如食物、玩具、手工材料等)，

先讓孩子嘗試在有餘的情況下分享，誘導他發現並道出與人分享的樂趣，

再逐步擴展至有限的物資上。 

我的孩子對遊戲或比賽的輸贏看得很重，輸了會大發脾氣，甚至拒

絕再參與，該怎麼辦? 

1. 玩一些快贏快輸的遊戲: 讓孩子習慣有贏有輸的感覺，亦習慣輸了可以重

來。 

2. 重視過程多於結果: 在進入活動前，家長先與孩子說明你欣賞的好行為，

例如積極參與、遵守規則、享受過程的樂趣、不怕輸、再接再勵等，活動

後可就這些表現作檢討，避免只看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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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體育精神: 家長可透過與孩子一起閱讀書本或其他媒體，表示欣賞那

些展現體育精神的人。 

4. 家長的身教: 家長可向孩子示範如何面對成功及失敗。 

每當參與集體遊戲時，我的孩子總是在搗亂，不聽從指示或不理會

規則，該怎麼辦? 

1. 限制集體活動的人數: 家長可由兩至三個孩子的小組活動開始，預備充足

的人手管理秩序，能隨時暫停孩子的活動。 

2. 活動的時間不宜過長: 避免孩子因情緒過度高漲或疲倦而變得不合作。 

3. 獎罰分明: 在進入活動前，先與孩子說明好行為的獎勵及不合作的後果，

密切觀察他的良好表現並給予鼓勵，當有不合作的表現時，應立即提醒，

再犯規便要執行後果 (如暫停活動等)。 

我的孩子經常與同輩發生衝突，有時大哭，有時動手，擔心他不小

心傷害到自己或他人，該怎麼辦? 

1. 學習解難: 家長可多與孩子討論他遇到的問題，引導孩子想出更多的解難

方法及分析每個方法的利弊，透過角色扮演練習如何應對。 

2. 學習情緒管理: 提升孩子觀察自己情緒的能力，在情緒未到達頂點時，找

出一些合用的方法降溫，例如深呼吸、數數目、離開現場一會、避免直接

衝突等，冷靜過後再用說話清楚表達。 

3. 忍耐力的鍛練: 衝動及欠耐性的孩子較容易與人發生衝突，家長平日可延

遲滿足孩子的要求，例如告訴孩子如他能多等五分鐘，就能獲得比原有更

多的獎賞/好處。經過多次成功後，家長可逐漸延長需要等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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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好像不察覺或毫不在乎別人的感受，看見別人不高興或受

苦時，還是繼續閙著玩，該怎麼辦? 

1. 同理心的建立: 從觀察面部表情圖片到真實相片，教導孩子留意別人的眉

頭眼額，從而明白別人的感受，再想想別人當下的期望。 

2. 讓高漲的情緒降溫: 提升孩子對自己興奮情緒的覺察，在情緒未到達頂點

時，找出一些合用的方法降溫，有需要時帶孩子離開人群，冷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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