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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照顧和陪伴寶寶的妳，可能會感覺時間過得飛快，才一晃眼的時間寶寶就滿1歲了，這
時不僅會站、會吃固體食物、認識的單字量逐漸增加，而且發音也會慢慢進步。在寶寶1~2
歲的發展當中，語言和認知能力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若了解如何引導孩子，他們就能更
早或更勇於展現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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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言最重要的還是要常常使用，經常處於該語言環境，才能避免語言能力退步。

寶寶的各階段學習力發展指標，主要可以分為粗動作、細動作、語言與認知和社會互動這4
類。寶寶在0~1歲的階段，是粗動作和細動作進步最明顯的時期，包括學會爬行、滾動、站
立、拿取或抓握物品等等。到了1~2歲的階段，寶寶對於肌肉的掌控能力仍會持續進步，開
始學會爬樓梯或奔跑，但大多數人最關心的還是寶寶的語言能力發展，有些父母會開始考
慮是否要採行雙語教育，像是夫妻分別使用不同的語言對寶寶說話，希望寶寶的雙語能力
可以提早紮根。以下將寶寶1~2歲的各項發展指標列出，並介紹引導寶寶說話的方式。

 

寶寶各階段發展里程碑
1歲

以1歲寶寶發展進度來看，自行站立通常不成問題，有些寶寶甚至還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個
幾步。此外，寶寶也能夠進行更細微或複雜的動作，像是在大人幫忙自己穿脫衣物時出一
份力，或是會拿著杯子做出喝水的動作等等。

 

在認知和語言發展部分，寶寶會利用敲擊、搖晃、拍打或丟擲等方式，觀察周遭或拿在手
中的物品，也可以聽懂簡單的指令，像是「去洗手」或「把玩具拿起來」等，還會搖頭表
示不要。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發音仍不標準，但寶寶已能說出「爸爸」和「媽媽」，而且
還會使用不同的音調模仿父母說話。

https://wyethnutrition.com.tw/1-2years


 

雖然孩子1歲之後會變得積極與人交談，但是在面對陌生人的時候，卻更容易怕生或害羞，
如果爸爸或媽媽等熟悉的面孔沒有在身邊，就可能感到不安而哭泣。

若寶寶已經滿1歲，卻仍無法講出爸爸媽媽等簡單的名詞、無法用動作表現拒絕，或是無法
站立，則建議尋求專業診斷，改善寶寶發展偏慢的狀況。

 

 

1歲半

這個階段的寶寶已經可以自己走路走得很好，甚至還能自行爬樓梯或小跑步，或是拉著玩
具車或其他可以拖動的玩具走動，雖然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過這代表寶寶可以同時進行
粗動作及細動作，是一種明顯的進步指標。雖然動作笨拙且緩慢，但寶寶現在也已經能自
己穿脫鞋子或衣服，也能正確地使用湯匙吃東西和用杯子喝水。

 

寶寶的語言能力會因為單字量提升，能夠說出玩具或是繪本中的物品名稱，例如車子、房
子、鴨子、貓咪、狗狗等，不只如此，他也知道鼻子、耳朵和眼睛這些身體部位在哪，並
且在大人講出名稱時指向正確的位置。另外，這時期的寶寶還會用筆在紙上隨意亂畫。

 

在社會互動部分，寶寶喜歡模仿大人做事，像是拿著奶瓶假裝餵玩偶喝奶，而且也會在有
媽媽的陪伴下探索周遭環境，但有時候妳看寶寶玩得好好的，卻突然大哭扔掉玩具，代表
寶寶在這階段也開始會發脾氣，發洩無法排解的強烈情緒。



 

如果媽媽們發現寶寶在這時期還不會走路、模仿大人、懂的字彙不超過6個，或者沒有「熟
悉」的概念，對爸媽不在現場或處於陌生環境沒有什麼反應，可能代表寶寶有發展上的問
題，建議帶寶寶接受專業診斷，評估並改善發展情形。

 

2歲

踮腳、上下樓梯和奔跑，對2歲的寶寶來說都不是難事，妳可能會看到他精力充沛地在家中
跑來跑去，爬上又爬下，為了避免他們一不小心摔倒或撞到東西，建議將家中的桌角用防
撞貼條包住，或者在寶寶常活動的空間鋪設軟墊及巧拼，以降低寶寶磕碰的傷害。

 

現在寶寶可以聽懂更加複雜的指令，例如「把椅子靠上再洗手」或是「把紙屑撿起來丟到
垃圾桶」等等。寶寶對形狀和顏色也會更有概念，並且能夠加以分類，例如有些玩具會引
導寶寶將不同形狀的積木，放進該形狀的空格內，而2歲的寶寶在這件事上可以做得很好。
另外，語言能力持續進步的他們，開始會使用2個以上的名詞更精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並
且會開始加入除了名詞以外的詞性。

 

在社交互動方面，2歲的寶寶很喜歡跟同儕玩耍，並且開始變得「不聽話」，可能會反抗媽
媽要他做的事，不過也因為寶寶變得更加獨立，需要妳協助的事情也減少了。

假如寶寶到現在還不能講出簡單的句子、走路仍不太穩、無法理解杯子、湯匙、叉子等常
見物品的用法，或者無法聽懂媽媽所給的簡單指示，則應該帶寶寶去接受醫療診斷，以幫
助寶寶解決發展的問題。

 



 

如何教1歲寶寶說話？
在1歲寶寶學習力發展的階段，大部分寶寶能開始說出除了爸爸媽媽之外的單詞，而訓練寶
寶說話技巧的最佳方式，就是多跟寶寶說話，即便寶寶沒有回應妳，但是他仍然可以從妳
說的話裡，學習新的單字和發音方式，建議媽媽們可以用實況報導的方式，跟寶寶敘述妳
正在進行的動作，假如妳正在幫寶寶穿衣服，妳就可以跟寶寶說：「媽媽現在要先幫妳穿
衣服，衣服穿好了，再來穿褲子，腳也會冷喔！那要把襪子穿上去喔！」另外，帶寶寶出
門也是跟寶寶說話的絕佳機會，像公園裡就有許多遊樂設施、小動物和植物等等，妳可以
跟寶寶慢慢介紹這些東西的名稱，擴充寶寶的小小字彙庫。

 

如果發現寶寶仍遲遲沒有開口說話，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太少跟寶寶講話了，但假如答案為
否，則建議求助專業機構診斷，幫助寶寶克服語言發展的困難。

 

寶寶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有些家長會買英文教學影音教材給寶寶看，但其實這樣的效果很差。研究指出，1~2歲的寶
寶語言發展是建立在與人的互動上，若想透過觀看或收聽英語教材讓寶寶提早扎根雙語能
力，反而是徒勞。

 

既然如此，那如果爸媽一個負責講中文，另一個講英文跟孩子互動呢？如果爸媽都是講各
自的母語，的確能創造雙語環境讓寶寶學習，但如果是一個人同時講2種語言，或者對其中



一種語言並不熟練，則可能成效不彰。

 

不過並沒有研究指出，孩子接收2種語言會導致語言錯亂，但可以確定的是，處於雙語環境
的寶寶，語言能力進步的幅度，會比處在單一語言環境的寶寶慢一點，畢竟同時要學習2種
語言，本來就需要較多時間才能理解並融會貫通。

 

另外研究也發現，即便寶寶在幼年有接受雙語環境的刺激，但若在成長過程中不常使用另
一種語言，那仍然沒辦法達到母語者的程度，因此學習語言最重要的還是常常使用，經常
處於該語言環境，才能避免語言能力退步。

至於是否要讓寶寶在幼年就接受雙語教學，還是見仁見智，若家長真的有時間和能力建立
雙語環境，讓孩子接受不同語言的刺激，對於孩子未來學習語言的確有所助益。

 



 



重點摘要：

寶寶1歲就能聽懂「去洗手」等簡單指令，而「洗完手再吃飯」這類複
合指令已經難不倒2歲的寶寶，不過寶寶在這段時期也開始會反抗媽媽。

1歲半的寶寶不僅能爬上樓梯和小跑步，還能說出一些繪本中的動物名
稱。

多跟寶寶講話有助於發展寶寶語言能力，而非給寶寶看影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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