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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HELPER (家长助手)…系列丛书

《家长助手》系列丛书涵盖多个技能发展领域，由马里兰

州教育局出版发行。

❐ 《家长助手》第一册：概览

❐ 《家长助手》第二册：交流

❐ 《家长助手》第三册：认知

❐ 《家长助手》第四册：人际互动

❐ 《家长助手》第五册：动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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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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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家长助手手册系列

作为家长，您是孩子生命中 重要的成年人。在孩子上学以

前，您就是他学习模仿的对象。他会从对您的观察、与您的嬉

戏玩耍，以及您对他的照料中一点一滴地学习和领悟。

《家长助手》系列手册旨在帮助您支持孩子零岁到五岁期间的

成长和发展。每本手册都包含一张“发展里程”表，以帮助您

在不同阶段衡量孩子的发展情况。每一册都提供了各种活动和

建议来支持和鼓励孩子的进步、学习和探索。此外，手册中还

就如何与早期幼托服务及幼教提供者进行合作，帮助孩子发展

自己的潜能，提供了广泛的建议。

《家长助手》中的许多建议都来源于家长。其他建议也都来

自服务提供者的成功经验。虽然书中建议在各个发展阶段实

施既定步骤，但您可能需要根据孩子的个别需要对部分活动

进行修改。

您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通过《家长助手》中的信息，我们希

望您能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您的孩子，并帮助他“探索发现”

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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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到彼…

儿童的典型发展模式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的每一样新技能

都建立在已掌握的技能基础上。3 个月

大的婴儿可以躺着向空中蹬腿。9 个月

大时，他可以在地上到处爬了。24 个月

大时，他可以从房间的一头跑到另一头

而不会摔倒。

蹬腿、爬行和奔跑全都涉及大动作的发

展——这也是《家长助手》发展里程表

上的发展领域之一。

认知：会意、思考、意识

交流：语言表达

大动作：大肌肉发展

精细动作：小肌肉发展

帮助自己：为自己做

人际互动：自我意识、对他人作出反应

发展里程表展示了儿童的典型成长和发展

模式。当您观察孩子成长时，请记住没有

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换言之，孩子的

发展步伐可能与手册中的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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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某个物体或人

• 眼睛随着手移动

• 积极回应熟悉的声音

• 听到新的声音时会用动作或声音做出反应

• 发出小声的喉音

• 富有表情地喃喃发声

• 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会笑

• 会用声音向友好者作出反应

• 会从侧卧状翻滚到仰卧状

• 竖抱时对头部的控制增强

• 仰卧时会挥动双手和蹬腿

• 俯卧和仰卧时会将头转向两侧

• 会看着自己双手的动作

• 目光会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物体

• 会抓握放在手里的东西

• 会跟随上下左右的动作

• 表现出作呕反射

• 表现出吸吮反射

• 会张嘴吸奶瓶/乳房

• 抱起时会安静下来

• 逗乐、爱抚时表现愉悦

• 用肢体活动表现愉悦

• 进食时会保持简短的眼神交流

• 看到熟悉的笑容，听到熟悉的声音或得到熟

悉的触摸时会自发地微笑或作出反应

大
动
作

0

到

3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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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的名字有反应

• 会揭开部分隐藏的玩具

• 模仿简单而熟悉的手势，比如摇玩具

• 目光会跟随离开视线的物体

• 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会笑

• 富有表情地喃喃发声

• 发出小声的喉音

• 会以声音向友好者作出反应

• 仰卧时会抬头

• 会从仰卧状翻滚到俯卧状

• 可承受站立时的重量

• 可独坐并伸手拿玩具

• 可用手和膝盖维持平衡

• 趴在地上时会向前爬

• 会拍手

• 在接一块积木时会抓住另一块积木

• 会运用腕部控制玩具或物体

• 会用拇指和食指一侧抓东西

• 会将东西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

• 会控制指状食物

• 开始咀嚼动作

• 会伸手拿并握住奶瓶

• 在大人帮助下会用杯子喝水

• 会抓、咬、咀嚼软食

• 会玩“躲猫猫”等游戏

• 会对镜中的自己嬉笑

• 可短时自行玩耍

• 在被大人逗弄时表情愉悦

• 熟悉的东西被拿走时表现生气

• 能理解并适应微笑、语气等交流信号

• 能认出母亲

• 会模仿喃喃声

• 会对东西作出重复的动作

• 能发现部分隐藏的东西

• 抓握时会看手和东西

• 用动作或声音继续游戏

• 对不同的刺激发出不同的声音

• 会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

• 会有规律的发出声音，开始咿哑学语

• 听到声音时会出声或做动作

• 会从俯卧状翻滚到仰卧状

• 会伸手摸脚并带到嘴里

• 会双手撑起身子，抬起头部和胸部

• 俯卧时会撅屁股、抬腿

• 会用手转为坐姿；可短时独坐

• 玩耍时会摔东西

• 会用手指和手掌抓握东西

• 会用双手抓住身前的东西

• 会用勺子吃婴儿食品

• 会伸手拿并握住奶瓶

• 想吃东西时动作增多

• 会注意到陌生人

• 喜欢肢体游戏

• 经常大声笑

• 会用声音表示喜怒

• 会接近镜子里的影像

• 大人离开或放下时会哭闹

• 会意识到陌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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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玩烤蛋糕等简单的游戏

• 会摆弄看到的玩具或东西

• 会移动身体去拿想要的东西

• 会看书中的图片

• 会用手触摸大人或东西以引起注意

 

• 会玩烤蛋糕游戏，挥手再见

• 会模仿咳嗽声、舌头嗒嗒声、咂嘴声

• 听到“不”时会停止动作

• 会重复大人说的话

• 能理解一些单词和手势

• 会说出难懂的话或无意义的独白

• 会模仿新词

• 可用手和膝盖向前爬

• 会利用稳固的支撑物，拉住站起

• 站立时，可在大人帮助下坐下，然后会

独自坐下

• 会扶着家具行走

• 会依靠支撑行走

• 会离开支撑，独自站起来

• 会单独使用食指

• 会用铅笔或水彩笔在纸上涂鸦

• 会用手指和拇指抓东西

• 会用食指戳东西

• 会摔勺子或杯子

• 不再流口水

• 会舔器皿上或嘴巴边上的食物

• 吃饭时有时会用手指进食

• 通常已断奶

• 用杯子喝水时，会从嘴里溢出一部分

• 与大人玩耍时会大声笑

• 会对大人情绪变化作出反应

• 会暂时对“不”作出反应

• 会表现对某样玩具的偏爱

• 会把一种形状正确地放到格子游戏板中

• 会借助棍子等工具拿到东西

• 能认出拼图板中的形状

• 会模仿不熟悉的声音和手势

• 会至少模仿一种面部表情

• 会指向说出或想要的物体

• 会摇头表示“不”

• 开始自发地使用单词

• 用单个词表达意思（如“奶”）

• 会听从简单指示

• 会完成大人要求的行为

• 会向上爬楼梯

• 不扶着家具行走

• 会倒退着爬下楼梯

• 会独自站在地板上

• 会向后和向两侧走

• 由大人一手牵着上楼

• 可独自站起来

• 会将积木放到杯子里

• 会用双手做同一个动作

• 会握住蜡笔在纸上涂鸦

• 会堆叠积木

• 会将三到四块积木堆起来

• 会拾起杯子喝水

• 用勺子喂食时不会洒出许多

• 会应大人要求脱简单的衣服

• 穿衣服时会用四肢配合

• 会表示尿布湿或脏了

• 会自己做一些决定

• 会重复引人发笑的表演

• 会以亲吻或拥抱示爱

• 会表现具体的情感，如恐惧、高兴、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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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把五种形状正确地放到格子游戏板中

• 会匹配熟悉的物体

• 喜欢听短故事，会描述图画书中的简单图片

• 会用“这是我的”、“我的玩具”等表示

所有权意识

• 能认出镜子中的自己

 
• 会跟随歌曲和节奏

• 会用自己的名字；会说出完整的名字

• 会使用三字短语

• 会正确使用“不”

• 会以适当的语气问问题

• 会执行两步指示

• 会使用规则复数形式

• 会扶着扶手上下楼梯

• 可单独跑跳和踢球

• 会把球扔向空中

• 会用踏板骑三轮车

• 会单腿平衡

• 会依靠支撑用双脚交替走上楼梯

• 会用线穿三到四颗珠子

• 会堆起九块积木

• 开始正确拿蜡笔

• 模仿画水平笔画和垂直笔画

• 会用钝剪刀剪东西或剪小口

• 可完成含五个以上形状的格子游戏板

• 会自己喝水

• 会用勺子吃饭；开始用叉子

• 会在大人帮助下上厕所，偶尔会出问题

• 先会完成一些简单的穿戴，如帽子、裤子、鞋

子和袜子，然后是所有衣物；但不会解钮扣

• 会在大人帮助下洗手和擦干手

• 会在大人帮助下刷牙

• 会因他人的反应而改变心情

• 旁边有其他孩子时会独自玩耍

• 发起自己的游戏；玩简单的游戏；尝试轮

流玩游戏

• 喜欢与他人玩“假扮”游戏

• 要求听特定的故事

• 避开危险情况

• 会把三种形状正确地放到格子游戏板中

• 会辨识自己身体的部位

• 会留心倾听儿歌

• 会应大人要求指向书中的图片

• 会模仿声音、单词或身体动作

• 会根据间接的视觉提示找东西

• 会直接触发物体

• 会用名字称呼自己

• 会用两个单词描述行为

• 会遵从口头指示

• 会使用两个单词所有表达式，

如“爸爸车”(Daddy car)
• 会使用单个单词描述多个类似的东西

• 会依靠支撑下楼梯

• 会在原地跳

• 会推/拉较轻的东西

• 会直接坐在小椅子中

• 会从房间一头跑到另一头而不摔倒

• 会短暂地单脚站立

• 会在站起时从地上拣起玩具

• 会模仿用蜡笔画竖线

• 会把三种形状放到格子游戏板中

• 会模仿堆起四块积木

• 会一页一页地翻书

• 会仅用手指和拇指控制物体

• 会拉合并打开大的拉链

• 会尝试穿鞋

• 会独自脱掉所有衣服

• 会尝试收好熟悉的东西

• 会打开饼干等包装食物

• 会在午睡时停止活动

• 父母不在时会短暂哭泣

• 自行玩耍时间延长

• 喜欢陪大人短时散步

• 表现出强烈的积极和消极反应

• 容易失望

• 表现出行为自豪感

• 关注其他孩子

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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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匹配两、三种颜色

• 知道大小、快慢等概念

• 会讲简单的故事

• 会匹配相似物品的图片

• 多可数出三种角色

• 能分辨大小、轻重和长短

• 大部分时间会使用句子

• 会问以 who（谁）、what（干什么）或 
where（在哪里）开头的问题

• 能正确使用所有格，如“妈妈的车”

• 经常使用一般过去时以及 in、on、under 
等介词

• 使用正常的声量和语气；会低声说话

• 会抓住弹跳的球

• 会向前跳而不摔倒

• 会把球扔向空中

• 会爬到滑梯顶端并滑下来

• 能不依靠支撑用双脚交替走下楼梯

• 能用线把散珠子串起来

• 能模仿画圆

• 会用连续开合的动作沿着线条剪开

• 会系鞋带 — 不一定规范

• 能用巧劲将东西装好

• 会把洒出来的东西擦干净

• 吃饭时会用叉子

• 完全能依靠自己上厕所

• 能在大人指示下自己穿衣服

• 会解开并扣上较大的钮扣

• 会独立洗手和擦干手

• 会在大人口头的帮助下刷牙

• 在小组中发起游戏并持续玩下去

• 听到建议时会分享玩具

• 会帮忙做简单的差使

• 能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

• 有意识地把自己与父母视为一体

• 会适宜地表现出同情和关心

• 喜欢帮助别人和参与

• 知道自己的年龄

• 能区分白天和晚上

• 能匹配并说出四种主色

• 能数出 10 样东西

• 会按照发生的顺序排列图片

• 会回答所听故事中的问题

• 会依靠记忆说出三种东西

• 会用语言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 会连续执行三条不相关的指示

• 经常使用 he（他）、she（她）等代词

• 经常使用所有格代词，如 mine（我的）

• 使用缩读否定形式，如 can’t（不能）、

don’t（不要）等

• 会使用一些副词

• 会使用将来时态

• 能快跑

• 能把滚动的球踢向目标

• 会换脚跳跃

• 会单腿跳

• 能抓住扔出去的球

• 脚尖着地可走 10 英尺

• 能画出图形

• 会画线条画

• 显现左右手偏好

• 会照着样子画出形状（圆形、方形、

三角形、矩形）

• 会剪出圆形及其他简单的形状

• 会自己擤鼻涕

• 能自己用碗吃饭而不撒出来

• 能熟练地用勺子和叉子吃饭

• 整夜不用换尿布

• 能区分衣服的前后

• 能在大人不时的监督下在院中玩耍

• 知道将外套放在钩子上

• 会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 会使用社交表达，如 please（请）、thank 
you（谢谢），会举手和排队

• 喜欢与同年人而非成年人在一起

• 会谈论家人

• 能控制情绪并以适当方式予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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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残疾儿童…

多做一些，意义深远

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宝宝或孩子在某些方

面的发展存在问题，我们可以提供早期

干预服务和学前服务。早期干预和学前

服务旨在帮助增强学龄前儿童成长和发

展的潜力。

欲了解有关早期干预和学前服务的更多

信息，请与马里兰州教育局特殊教育/

早期干预服务部联系。

请记住，虽然每个孩子在其成长和学习

的过程中都需要大人的耐心和支持，

但残疾儿童需要更多的呵护。家长、

教育者、治疗者和其他人士必须紧密

合作，共同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奉献爱

心和支持。

• 能将物体集合与 1 至 10 的数字相联系

• 能排列五种日常活动

• 能复述简短的故事

• 能说出家庭地址

• 能分辨左右

• 能看图讲故事

• 会问抽象单词的意思

• 说话准确、流利，但仍会混淆 s、f  和 th

• 会跳绳

• 会轮滑

• 能单腿向前跳 2 到 3 码
• 能用脚尖从 12 英尺楼梯上逐级跳下

• 跑动时双臂能与双脚反向摆动

• 能工整写出大写字母和简单的单词，但

经常会颠倒方向

• 能用正确的手势剪东西和写字

• 能自己系鞋带

• 能写出数字 1 到 5

• 能独立刷牙、梳头

• 能将玩具收到玩具箱中

• 能独立穿衣服和脱衣服

• 能安全地穿过街道

• 能安慰心情不好的玩伴

• 能设计并做出有一定结构的东西

• 理解规则和公平的必要性

• 能将时间与日常安排对应起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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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过程…

孩子是如何学习的

探索。 

孩子是通过探索来发现周围世界的。他们四处走动，探索和发现

新的面孔、新的地方、新的事物。

触摸、品尝、闻、听、看

孩子通过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周围的世界。他们会闻到香草的芬

香，尝到咸饼干的味道，摸到软软的小猫，听到巨大的声响，看

到色彩斑斓的丝带。

尝试

孩子会通过验证新想法和“反复实验”的方法来学习。他们会尝

试以不同方式来使用同一种东西。例如，孩子有可能将积木堆起

来，也可能在地上当作玩具火车来推动，还可能当钹一样敲打。

他可能会发现，把积木当作玩具火车会好过当作乐器。

模仿

孩子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他们先观察他人，然后模

仿观察到的动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新的技能。反复模仿的

后结果就是掌握。

玩!
通过玩耍，儿童可以学会事物的原理，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学

到做事的秘诀——全部在玩乐中完成！

9



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

10

赞扬孩子的努力。

设置一些便于孩子取得成功的场景，当孩子获

得成功时，通过拥抱、微笑或特殊奖励来表达

您的喜悦。当孩子失败时，为他提供帮助，并

积极地称赞他所作的尝试。

与孩子一起玩!

学习的过程，尤其对孩子来说，可能充满了乐

趣！选择适合孩子发展程度的活动和玩具，帮

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

让家成为孩子的第一个学习环境

研究显示，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开始

学习。请为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一个充满

关爱、富于启发的环境。所谓的环境包括对

孩子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每个空间、每件东西

和每个人。 

建议借助以下想法及活动来营造一个积极的

家庭学习环境。请务必遵循安全预防措施，

如有必要，可与孩子的早期幼托提供者、老

师或治疗者协商，以确保活动适合孩子的具

体情况。

尝试通过以下方式来帮助您的孩子培养新

技能。

从已知到未知。

先让孩子接触熟悉的东西，然后再让他开始接

触新的事物。比如，帮助他拼出熟悉的拼图，

然后让他自己拼出新的拼图。第一次先给予所

有必要的提示帮助孩子取得成功。这样，未知

事物就变成了乐趣横生的挑战而非恐惧。

为日常活动增添变化。

做一道新的食品或者邀请朋友共进午餐，给孩

子的日常生活增加一些变化。

让任务配合短期的注意力。

尽量使任务简单，以配合孩子短期的注意力。

如果经反复努力，孩子的注意力仍未能持久，

可能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您可以咨询家庭医

生，也可联系当地学校系统的 Child Find（儿童

发现）处，就该领域的任何问题进行咨询。 

了解孩子的弱点。

让孩子在不同地方玩耍。使物体及质感能触手

可及。控制孩子周围的噪声。仔细观察孩子的

情绪、兴趣和需求。对于存在感官障碍或动作

障碍的孩子要有意识地做一些调整。 



选择与孩子发展程度相符的活动，并鼓励孩子

步入下一层次。与孩子玩耍时，记下哪些活动

他能单独完成，哪些需要少量帮助才能完成，

哪些活动他需要大量的帮助，哪些活动他无法

完成。对于需要帮助的活动，请记录您需要给

予多少帮助。 

建议的活动

当孩子还是婴儿时…

让宝宝能轻松活动身体。

在地板上铺一块地毯或毛巾，再把宝宝放在上

面。确保宝宝能够自由、安全地活动。与她一

起玩。鼓励她踢踢腿、伸伸胳膊。 

抚摸宝宝鼓励他活动受刺激的身体部位。

对着宝宝的腿和胳膊吹气。用手轻轻摩擦宝

宝的双腿和胳膊。如果他一动不动，对您的

触摸没有反应，则可按您的想法活动他的胳

膊或腿。

变换宝宝的姿势，帮助她熟悉主要的身体

动作。 

主要的身体动作在宝宝充分使用手脚之前就开

始发展了。让宝宝适应多种不同的姿势。把宝

宝抱在怀中，先让她俯卧，再仰卧。用硬枕头

支撑她侧卧。

进行不同的刺激，鼓励宝宝作出眼睛、头部

和身体动作。 

用不同的场景来激发宝宝。例如，在婴儿床上

挂一个色彩亮丽会动的东西。以后，当宝宝稍

大时，在婴儿床一侧或两侧贴上简单的图画。

经常改变宝宝在家中的位置。

刺激宝宝的感官。 

刺激宝宝的所有感官——触觉、味觉、嗅觉、

听觉、视觉。在浴缸中，按摩宝宝的四肢，让

宝宝蹬腿、戏水。两人互投色彩鲜艳的球，

让宝宝安全地处于两人之间，以便让宝宝随

着球动。让宝宝感觉海绵、橡皮球、画笔的

不同感觉。 

定期查看《家长助手》中的“发展里程”表，

了解宝宝的成长状况。

与宝宝一起探索，了解宝宝的发展情况。提供

多种物体，鼓励宝宝响应。使用简单的东西，

比如在婴儿床柱上系上彩带、软橡胶球、色彩

鲜艳的填充动物玩具等。

当孩子准备探索周围的世界时…

设置便于成功的学习场景。

以一定角度在侧面给予孩子支撑，使孩子能

够轻松翻身。然后，逐渐减少帮助，直到孩

子能自己翻身。可以用色彩鲜艳的玩具来吸

引他。

提示：始终要选择适合孩子发展程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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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活动身体。

您可能是孩子 好的激励者。当孩子俯卧时，

面向孩子、鼓励孩子向您爬过来。刚开始时，

她可能只能用前臂撑起身体、抬头看着您，但

她 终会移动双臂、双腿，努力向您爬过来。

利用孩子对自己的好奇心。 

让孩子坐在膝盖上，在镜子前玩游戏。支撑孩

子让他坐起来，或向下趴着玩。

将每天的例行活动当作学习机会。 

宝宝洗澡后，可鼓励她练习翻身，把她松松地

包在浴巾或毯子里，轻轻拉动浴巾边缘，让她

翻身。当宝宝足够强壮时，可用学跳椅或婴儿

坐椅，让她自己玩，您则可以做自己的事。

当孩子有能力使用双手时…

刺激手的动作。

让孩子发现双手及手指的诸多动作。帮助他在

手腕处转动双手，两手拍合，抓放东西。帮助

宝宝用手指抓握东西。

鼓励简单精细动作的发展。

精细动作是多个动作的组合。鼓励宝宝抓住一

样东西，然后用它来做动作，比如松开它，将

它放进某个容器里，摇晃、敲打它，再将它放

到另一只手中。用豆豆袋、铃铛、拨浪鼓等能

发出声音的玩具，用橡胶球、布球、金属和橡

胶碗等，让孩子感受不同的质感。

12

鼓励发展稍复杂的精细动作。

从松开手中的东西，到手里拿着东西活动，精

细动作可以由简单发展到复杂。在宝宝 喜欢

用的那只手附近展示一个玩具。帮助宝宝用手

指抓住玩具。然后让她把玩具放到容器中。以

后逐渐地减少帮助和容器的大小。当宝宝掌握

了一定的准确性后，就有能力堆东西了。以

后，她将学会堆叠积木等小件物体，学会把

插销等小东西塞进孔中。

鼓励用手去探索。

孩子需要用手指来探索，给他能用手指抓住

的东西。用手指画画和玩水这两种活动有利

于增进运动的感觉。用（或不用）水彩笔或

铅笔来练习画大圈的动作。您应鼓励孩子进

行大大小小的涂鸦。在这个阶段可以开始让

他模仿动作。只是必需要用大手柄的刷子和

粗大的蜡笔和铅笔。

鼓励孩子用拇指和其他手指完成复杂的精细

动作。

用“指偶”或小橡胶尖叫玩具来鼓励孩子模仿

您抓玩具的动作。当孩子抓握动作熟练（通常

学龄前左右）时，她就可以进行剪纸活动了。

刚开始时，她只会剪断，而且剪得不直。如果

过些时候她能剪出各种形状，可以帮她转动纸

张和判断应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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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的发展

当孩子会说少量单词时

做个单词表，贴到家里主要的地方。当孩子学

会新词时，可将这些词加入单词表中，让家中

所有人都使用这些词。

当孩子开始使用三字句或四字句时

在句子中加些描述性词汇。例如，“泰米喜欢

凉牛奶”或“轻轻地唱”。

当孩子开始听音乐时

表示赞同，并在游戏、唱歌、跳舞及“快乐时

光”播放音乐。

当孩子学会整首歌或其中一部分时

让他唱给愿意仔细聆听并予以表扬的人听。

当孩子开始看电视时

仔细选择节目，与她一起看，鼓励她学习新

词和新想法。

当孩子想让您读书给他听时

借助图片的提示，鼓励他说出知道的词，然后

逐渐提高他语言表达的参与度。

模仿孩子听到和看到的

利用木偶去鼓励他模仿、想像和角色扮演。

向您提出问题

使用简短、明了的话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可

激发他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

当孩子发出有趣的声音时

对孩子微笑并称赞她，鼓励她重复发声。重复

这个声音或玩个游戏，即两人轮流发出声音并

模仿如拍手声、砰砰声、溅水声等。

当孩子用动作表示想要某个东西时

说出这个东西的名称，在将东西交给他之前，

等他尝试并模仿您说出的名称。

当孩子对特定活动、地点或东西表现出兴趣时

告诉她与活动或地点相关的单词和故事，来

丰富她的语言。例如，如果她喜欢看您烘烤

饼干，您可以在准备面团时说：“首先，我

们要倒入牛奶，然后搅拌。”或者，如果她

喜欢动物园（谁不喜欢动物园呢?），可将她

带到动物园并说说所看到和感觉到的——动

物、景色、味道等。

当孩子开始焦躁时

尽量“解读”他非语言的意思，然后用单词告

诉他。比如，您可以说“杰克需要午睡。”

或“杰克想要果汁。”

当孩子对噪声作出反应时

跟她一起听并讨论。

当孩子说出东西的名称并使用“去、停下”

等动词时

使用含有部分新单词的双字句或三字句。比

如，您可以说“珍妮喜欢喝牛奶”，也可以

说“跟妈妈一起玩球吧”。

尝试以下活动，以进一步鼓励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都可以在家庭环境中学到大量知识。日常活动为新技能的学习提供

了良好的机会。让您的孩子参与家庭活动，如准备饮食、扔垃圾、洗衣服、买杂货等等。以下教

育活动示例将展示如何把日常的活动变成良好的学习机会。

家里家外：
残疾儿童教育活动案例研究 

斯黛丝的妈妈用吸尘器来鼓励斯黛丝与他人

的交流。

说明：斯黛丝快到两岁了，有一双明亮的眼

睛，头上扎着活泼的马尾辫。她患有大脑麻

痹症，戴着两只助听器。虽然还没法行走，

但她在一把特殊的高椅中坐得非常稳。 

在出生几个月之后，医生们发现斯黛丝在动作

方面存在很大的障碍，而她听觉方面的问题一

直未被发现，一直到她的父母感觉有问题。一

位经验丰富的听力矫正专家在测试后给她配了

一副助听器，和一只功能强大的发音机戴在胸

前。斯黛丝的听力矫正专家相信，她需要学

会关注大的声音，并了解声音的来源。听力

训练——也称听觉训练，与斯黛丝学习简单

手势和手势语言的过程同步进行。

   教育活动示例 1：
斯黛丝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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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斯黛丝和妈妈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地

毯时，可以玩“听力游戏”。这种游戏的规

则非常简单。妈妈希望斯黛丝能在听到吸尘

器打开时做出一种反应，并在听到吸尘器关

闭时做出另一种反应。

斯黛丝表达“是”和“不”的方式都是她自

己发明的。斯黛丝的父母发现，当她希望家

人抱她或想多吃点喜欢的食物时，她会把脑

瓜略微伸出。于是，他们从这个目的明确的

动作中得到启发，教会斯黛丝通过放低下巴

来表示“不”，她以菠菜和甜菜为对象练习

表达了“不”。斯黛丝的这个动作使斯黛丝

与家人真正开始了沟通。

妈妈开始听力训练游戏，她帮助斯黛丝打开

吸尘器，让她感觉吸尘管的振动和吸力。妈

妈用一些 Cheerios 麦片，向斯黛丝展示了吸

尘器的工作原理。当麦片消失在吸尘器里

后，妈妈打手势并说“全没了”。 



家里家外：
残疾儿童教育活动案例研究 

由于斯黛丝就坐在吸尘器旁边而且全神贯注

地看着，妈妈很肯定斯黛丝一定能听到声

音。为了确认，妈妈在斯黛丝不看时把吸尘

器关了。她观察斯黛丝脸上的反应，用动作

表示“不”，然后指着吸尘器并表示“全没

了”。

她们一起打开了吸尘器，妈妈一边指着轰响

的吸尘器，一边用动作表示“是”。两人反

复开关吸尘器，直到斯黛丝自己给出动作

表示“是”和“不”为止。斯黛丝学会规则

后，妈妈开始打扫地毯，中间不时打开、关

闭吸尘器，查看斯黛丝的动作，并对她听对

的行为给予表扬。

斯黛丝的妈妈

用吸尘器来

鼓励斯黛丝

与他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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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将吸尘器渐渐地推向地毯另一边，与

斯黛丝的距离逐渐加大，促使斯黛丝更认

真地听（并 终将地毯吸干净）。鉴于斯

黛丝的年龄和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她们每

天只用几分钟来做这个游戏。但斯黛丝学

会了这种听力训练游戏的规则，为在家里

家外训练和学习打开了许多机会。

声响巨大、可用于“听力训练

游戏”的其他家用电器包括：

-洗碗机

-搅拌机

-混合器

-电吹风

-电动剃须刀

-洗衣机

-干衣机

-电视机

-收音机

在外面，孩子可以听到以下声音：

  -汽车喇叭

  -摩托车引擎

  -消防车

  -割草机



家里家外：
残疾儿童教育活动案例研究 

说明：马库斯是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三岁男

孩。他可以理解很多单词，能说出约 40 个单词

（有些词汇能说得很清楚）。虽然肌肉张力较

差，但他能行走。 

 教育活动示例 2

马库斯和爷爷

活动：当爷爷来家做客时，他和马库斯都会

玩得很高兴，大部分时间两人都呆在一起。

当他们来到杂货店时，爷爷发现，现在正是

帮助马库斯增加词汇量的良好时机。在从货

架上取东西时，爷爷会让马库斯说出这些东

西的名称。 

爷爷总是从牛奶、果汁等开始，因为马库斯

已经会说这些词。当他说对时，爷爷会笑着

鼓掌说“说得好，马库斯。”由于马库斯很

喜欢得到他人的肯定，所以努力学习以得到

爷爷的微笑、鼓掌和拥抱。

当爷爷想教他新单词时，他会告诉马库斯相

应的名称并让他跟着读。比如，当爷爷教他

说香蕉时，他会说：“这是一根香蕉。那么

这是什么，马库斯？”只要说出东西来，哪怕

像“nana”一样，爷爷都会接受并予以赞扬。 

爷爷非常谨慎，每次只教他一个新词，并让

马库斯在其他场合得到练习（如晚餐时），

以便让这些单词成为马库斯口语词汇的一部

分。当马库斯“掌握”或会说某个单词时，

这个单词就会被添加到冰箱门上的清单。看

着单词表不断的增长，马库斯无比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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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把马库斯

带到杂货店，

希望增加

他的词汇量。

马库斯是个讨人喜欢、可爱的小

男孩，喜欢与家人一起玩“学

习”游戏。家人对马库斯的进步

非常感兴趣，密切关注新技能的

发展。妈妈将马库斯会说的单词

做成清单，贴到冰箱上。当他学

到并使用新词时，妈妈将这些词

加到清单上。马库斯与爷爷的关

系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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