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懷疑你的孩子口吃… 

這是口吃嗎? 

如果你的孩子有表達困難，說話遲疑或重複音節、字詞、或短句，他/她可能有口吃問題；

或者，他/她只是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樣，在學習說話時在經歷一段言語表達不流暢期。這

個小冊子可以幫助你區分口吃和正常的語言發展。 

一般孩子的不流暢性  

1. 一般孩子的不流暢性包括重複音節或字詞一至兩次，例如: 你…你…你們。 

言語不流暢也可表現為說話遲疑及加入一些插入語，例如: “啊”、 “呃”、 

“嗯”。 

2. 言語不流暢大部份在一歲半至五歲出現，這些言語不流暢性具有陣發性，會反覆地
出現及消失。 

當孩子嘗試使用新的方式去運用語言時，這些言語不流暢性是很常見的徵狀。如果言

語不流暢性消失了幾個星期，然後又再出現，那麼，孩子可能正在經歷另一階段的語

言學習。 

有輕度口吃的孩子  

1. 有輕度口吃的孩子，重複音素或音節兩次以上，例如: 你…你…你…你…你們。他

們說話時的緊張和費勁也會表現為臉部肌肉拉緊，特別是嘴巴附近的肌肉。 

2. 聲調可能會隨著語音重複而升高，同時孩子可能會經歷 “言語阻塞”- 即幾秒內沒有

氣流或聲音。 

3. 這些言語不流暢會來來去去，但出現的時間比消失的時間長。 

4. 不費力氣的語音重複或拖長音是最健康的一種言語不流暢性。任何一種方法能讓口
吃孩子以這種方式口吃，而不是緊張地口吃或迴避某些字語，也能幫助孩子。 

立即幫助口吃孩子的方法  

• 當你和孩子說話時，示範如何慢慢及輕鬆地表達，以及鼓勵其他家庭成員以同樣的
方式說話。但是，不要說得太慢，否則，言語聽起來會很 “不尋常”。說話時要多

停頓及不焦急。美國一個兒童節目的主持人Mr. Rogers說話便是如此緩慢和輕鬆，

讓溝通成為一件很輕鬆簡單的事情。 

• 練習慢慢及輕鬆的表達方式是最有效的，同時也需要孩子父母其中一方每天設定一
些時段專心地聆聽孩子說話。每天在特定的時段設定幾分鐘，不作其他事項，不論

孩子說甚麼，你也專心聆聽。 



• 當孩子跟你說話或提問時，嘗試在回答前先稍作停頓。這樣，有助營造較輕鬆及不
焦急的傾談氣氛。 

• 當孩子口吃的頻率增加，請不要感到沮喪或煩惱。你的孩子已盡力地在同一時段學
習使用許多新的說話技巧。你的耐性及接納的態度可以幫助他/她。 

• 當你的孩子因口吃加重而感到沮喪或氣餒，請再肯定他/她。有些孩子比較容易接

受口頭上的肯定-“ 我知道說話有時會很困難…但是很多人也有這樣的困難，有些

詞語說不出來…沒關係的。”有些孩子則比較容易接受身體語言上的表現出的肯定，

例如在他們氣餒的時候拍拍他們肩膀或給他們一個擁抱。 

有些因素可以反映你的孩子是否是口吃的高危人群。知道這些因素，可以幫助你決定

你的孩子是否需要言語治療師的幫助。請看下表。 

高危因素表  
高危因素  很可能在口吃的早期階段  適合形容我的孩子  
家族遺傳 其中一名父母、兄弟姊妹或家庭

成員現在口吃 
 

出現口吃的年歲 在三歲半之後  
口吃持續的時間 已口吃六至十二個月或更長時間  
性別 男性  

其他言語的因素 發音錯誤，言語不容易被明白，

有理解指令的困難 
 

 

有嚴重口吃的孩子  

1. 如果孩子表達時，有多於百分之十的詞語出現口吃的表現，同時說話時使勁和緊張，
或是為避免口吃，使用其他字詞替代或在說話之前使用“插入音”，一位專門從事

口吃的言語治療師可以幫助他/她。有嚴重口吃的孩子，完全的“言語阻塞”會較語

音重複或拖長音現象更普遍，同時，言語不流暢的出現頻率非常高。 

2. 美國口吃基金會 (www.stutteringhelp.org 或致電800-992-9392)可提供專門從事口吃

的言語治療師的名單，或你可以聯絡鄰近的大學或醫院診所尋求協助。言語治療師

需持有美國言語及聽力協會認可的牌照。 

3. 那些給有輕度口吃孩子的建議也適合有較嚴重口吃的孩子。謹記你自身以慢慢及輕
鬆的表達方式較建議孩子說話慢一點或輕鬆一些有效。 

4. 不要害怕跟孩子談及他/她的口吃。當你跟他/她傾談這個話題時，表達你的耐性及

接納。克服口吃更在於消除對口吃的恐懼，而不是在於更努力地嘗試。 

與孩子對話的提示  



1. 以不焦急及多停頓的說話方式來表達。當孩子把話說完時，你回應前先停頓幾
秒。你自身以慢慢及輕鬆地的說話方式較一些對孩子的批評或建議，如 “說話慢一

點”或 “輕鬆一些”更有效。 
2. 減少向孩子提問。與孩子對話時，多作評論，少提問。 

3. 使用臉部表情及身體語言令孩子明白你關心的是他/她說話的內容，並非他/她說話的方

式。 

4. 每天設定一些時段專心地聆聽孩子說話。年紀較小的孩子能在這寧靜的時段建
立自信。 

5. 幫助所有家庭成員養成按順序說話及聆聽的習慣。孩子，尤其是口吃孩子，在沒有人
打斷自己的話並且有人聽自己說話時，言語會更流暢。 

6. 觀察你自己跟孩子溝通的方式。嘗試讓孩子更多地感到你是在聆聽他/她的話語，
及他/她有充足的時間表達。 

7. 總而言之，讓孩子知道你接納他/她的現況。你給孩子最大的支持，是不論他/

她是否口吃，你也會支持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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