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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家裡用雙語教養孩子，但我們擔心這可能會造成語言發展遲緩。語

言發展遲緩在雙語兒童中是正常的嗎？ 

 

雙語兒童的語言發展與學習單一語言的兒童相似 1。雙語學習本身不會造成語言遲緩
2。在嬰兒期，雙語兒童已經留意到語言之間的差異，表現出非常早期的語言學習能

力。雙語嬰兒開始使用第一個音節和單詞的時間與學習單一語言的兒童大致相同。他

們學習詞彙和語法的情況也類似。然而，因為孩子的總語言能力分散在兩種語言中，

所以雙語發展往往看起來像是比較緩慢。 

如果兒童正在學習第二語言或同時學習兩種語言，他們的詞彙發展（學習詞語）可能

會比較緩慢。事實上，當單獨評估每種語言的詞彙量時，雙語兒童的詞彙量通常比單

語兒童少 3。然而，當用兩種語言去評估這個孩子的詞彙能力時，我們會發現其詞語數

量甚至比單語孩子還要多。無論任何語言，詞彙發展與孩子從該語言接收到的詞語數

量有密切關係 3-5。  

語言輸入以類似的方式影響早期的語法發展 6。  

與單語兒童相比，雙語兒童在使用一些語法形式時可能沒有同齡單語兒童般準確：以

英語為例，這些語法形式包括: 動詞時態（例如： eat/ate）、動詞屈折形態（例如：

works, worked）、複數（例如 ：book/books），或性別（例如：he/she）
1
。在具有豐富

形態的語言中，雙語兒童可能會在形容詞-名詞和限定詞-名詞的協同標記（例如：西班

牙語：el conejo）、格形態（例如：俄語：slon、slona、slonu；德語：der Hund、dem 

Hund）和體貌形態（例如，俄語：pil、vypil）在標示上與單一語言兒童不同。這些差

異與跨語言的影響有關，即是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的影響 7-9。這些差異並不是因為

語言學習困難，而是由於雙語兒童較少接觸和/或練習這些語法標示。 

很多時候，雙語人士接觸兩種語言的時間並不平均，而他們之間，特別在語言表達方

面，會有個別差異。此外，兒童（成人亦然）通常對兩種語言的熟練程度也不一樣。

有些兒童或成人掌握傳承語言或族群語言的能力比較高一點，而這種情況各有不同，

亦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語言輸入的多少影響語言能力。養育雙語孩子的父母應該為孩子提供足夠機會讓他們

學習傳承語言（也稱為少數族群語言、族群語言、母語或第一語言），因為孩子在其

他環境中可能未能夠得到太多傳承語言的輸入 10。此外，父母必須明白，我們評估詞彙

和語法時，必須包括孩子所有的語言，包括傳承語言。如果孩子只接受一種語言的評

估，他對詞彙知識的多寡將無法得到準確的評估。 

 

我們是雙語父母。我們講主流社會（多數人使用的）語言時通常帶有濃重

的口音（如由於移民），而我們講傳承語言卻十分熟練。我們正在考慮在

家中以單語教養孩子，僅使用主流社會語言。這是一個好主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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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就接觸兩種語言的兒童，通常會將這兩種語言都掌握得好，前提是他們能大量

和持續地接觸到這兩種語言。此外，後來在學校學習主流社會或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的

兒童，如果他們的母語基礎紮實，並有足夠的支援和機會與主流語言接觸，他們就有

可能學到該語言，並在學業上取得成就。 

雙語學習人士的語言發展，和他們與使用兩種／所有相關語言人士進行社交活動的質

和量這兩個因素有關 4,6,11,12。質這個因素是指雙語兒童接收到的語言準確，自然和流

暢。量這個因素是指家長能夠用他們最熟練的語言，流暢而輕鬆地與孩子進行頻繁的

互動。因為雙語父母對他們 的傳承語言掌握得好，他們最有能力為孩子用傳承語言提

供高質素的語言環境。家長在家裡說傳承語言以外的語言，並不會令孩子學習第二語

言學得更好，反而會影響孩子日後繼續使用傳承語言 13。 

有些雙語兒童在家裡接觸兩種語言。有些在家裡接觸一種語言，在托兒所或學前班環

境中卻接觸主流社會語言。在學前階段，與孩子開始接觸雙語的年齡這個因素相比，

接觸每種語言的多少對孩子能否掌握這些語言的影響要大得多
12,14

。這個事實讓家長能

夠靈活處理引入第二語言的時間，例如在日托或學前班環境中開始。家長使用傳承語

言與孩子談論他們過去的經歷，能夠幫助孩子認識他們的文化。故事還能夠養讓孩子

學習敘事，而故事理解是早期學業發展的一項重要能力。 

雙語兒童的主導語言的轉變可以非常突然 15。即使是具有較高地位的傳承語言，如果兒

童沒有足夠時間接觸，他們很大機會不會繼續使用該語言。在少數族群語言環境中，

保留傳承語言更具挑戰性，因為該語言在社會中的地位較低，而且使用者很少。要保

存少數族群語言不致消失，還需我們加倍努力。有些孩子不再使用他們的傳承語言 16，

這個過程稱為語言流失。兒童與他們的傳承語言隔絕或缺乏接觸，它便會逐漸消失。

這種消失程度的多少不定，視乎使用傳承語言的機會和動機。 

 

如果雙語孩子不說話，或者與雙語同齡孩子相比，出現低於他年齡的表

現，我應該什麼時候尋求專業幫助？ 

 

與在類似語言環境中發展的其他孩子相比，如果你覺得孩子在言語和/或語言方面有困

難，你應該盡快尋求幫助。 

但是，要留意年幼的雙語兒童可能看起來發展比較慢，因為他們所説的每種語言僅代

表他們語言知識的一部分。 

必須同時出現在兩種語言中的語言障礙才能被確定為真正的障礙。然而，在不同語

言，孩子語言障礙的嚴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語言障礙還可以在不同的語言和語言領

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評估必須考慮孩子已經學習或正在學習的所有語言。如

果對孩子的語言發展有疑慮，請尋求專業幫助。如果學習困難僅出現在所學的第二語

言中，孩子不一定有語言障礙。但是，如果孩子在使用任何一種語言溝通時持續出現

困難，就可能需要一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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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三歲了，我們一直在家裡用雙語教養他。 我們試圖遵循「一家長一語

言」（OPOL）的原則，但我們注意到兒子在說話時會將兩種語言混合在

一起。 這是語言障礙的徵狀嗎？ 

 

當兩個家長都有自己的承傳語言，「一家長一語言」(OPOL) 這個原則可能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以確保孩子有充分時間接觸這兩種語言。然而家長沒有必要將兩種語言分開

來讓孩子學習。 

用 (OPOL) 原則教養孩子雙語確實需要很付出很大的努力，因為各種社會因素未必能夠

為照顧者提供支援 17。一般而言，(OPOL) 原則並不能確保平衡的雙語發展 18,19。影響家

人語言使用的因素在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差異很大 20。在一些新移民家庭中，多使用傳承

語言可能比 OPOL 原則更為實際和有效 21。 

當雙語人士將兩種語言的詞語或短語組合在一起時，就會出現語碼轉換。這不是語言

遲緩的特徵。相反，這是一般雙語人士語言發展時出現的情況，也是雙語兒童和成人

語言使用的特徵
22
。雙語兒童可以分開兩種語言，但能否做到取決於他們的主導語言和

社會的雙語模式 23,24。  

語碼轉換的使用可能有多種原因 25：一、說話人可能無法將一個詞語從記憶中提取出

來，以表達一個想法和意見。二、孩子可能會透過語碼轉換，來請大人幫忙找出一個

正確的詞語來為物件命名，或表達一個意見。三、雙語兒童使用語碼轉換「（包括混

合）來組織更長更複雜的句子。語碼轉換可以是正面的，因它顯示雙語兒童有能力使

用來自兩種/所有正在學習的語言的詞語。 

 

我們是雙語家長，經常混合使用兩種語言（語碼轉換）。 對孩子說兩種語

言和用語碼轉換可以嗎？ 

 

語碼轉換是雙語兒童和成人普遍使用的說話模式，並不是一種障礙。很多時候，父母

雙方可能都會說兩種語言，並且在與對方或孩子交談時，他們自己也會切換語言，這

並不會影響孩子的學習。然而，如果父母在句子中間大量切換語言，對正在學習語言

中的幼童來說或許會較為困難 26。 

語碼轉換不僅出現於詞窮時，還有實用、社會和文化原因。成年人使用語碼切換來豐

富對話和互動溝通。它是一種寶貴的工具，可以讓雙語家庭成員的對話更豐富、更易

於理解。兒童通常會跟隨成人在其環境中的說話模式。 

 

我們應該讓孩子在什麽年紀接觸第二語言？我們應該等到我們的孩子先掌

握母語，還是應該儘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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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顯示，如果小孩能夠持續接觸兩種語言，便可以純熟地運用第二語言。這當然也

取決於語言輸入、語言取向和主導地位、語言主導地位的變化、態度等。到四歲時，

兒童會更加留意到彼此交流中使用的語言 1。若能儘早開始學習另一種語言，孩子便能

夠有更多時間練習。證據顯示，至少對於某些語言領域，越早開始學習雙語，便越為

有利。另一方面，有些語言領域在年紀較大時可能會學習得更快。因此即使年紀較大

時學習新語言（第二語言），亦可以有助保留早前認識的語言（第一語言），這當然

視乎實際情況，不能一槪而論 27。不同語言領域的學習有不同的最佳時期 28。在教育領

域，第二語言語音系統在年幼學習效果較好，詞彙的使用和配搭（詞彙和語法成分在

句子中的組合）可以較遲，語素和句法的學習則在青少年中期最佳。此外，讓孩子學

習第二語言的時間通常視乎何時開始接觸此語言（例如，移居到另一個國家或入讀一

所學校的時間）。 

在學齡前，接觸「量」遠比第一次接觸雙語的年齡重要 12,14。因此，父母決定何時開始

讓孩子接觸第二種/另一種語言有一定程度的彈性。 

 

如果在學校使用的語言與在家裡使用的語言不同，我應該對孩子使用哪種

語言？我們應該放棄母語而只使用學校語言嗎？如果我們作爲父母，放棄

與孩子使用母語，但祖父母則繼續，又會怎樣？ 

 

在使用學校語言接受教育的同時，幫助孩子繼續使用本族語言的好處很多。最明顯的

好處是認識多種語言，以及保持與傳統語言族群交流的能力。對保留傳統語言的重要

性，家長的看法雖然各有不相同，但必須明白，繼續使用傳統語言不會損害孩子學習

社會語言的能力。我們必須鼓勵家庭使用他們的傳承語言交流，以保存他們的文化和

孩子的雙語或多語能力。這樣做使孩子能夠理解和使用母語，以及明白和參與家庭文

化和社區活動。保留傳承語言很多時候對父母與孩子， 家人與孩子的溝通至為重要。 

這裡有一些在家中學習語言的建議。例如，「一家長一語言」(OPOL) 適用於家庭中兩

個家長都說不同語言的家庭。這個建議是指每位家長各自對孩子說他們自己的傳承語

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長的傳承語言是意大利語，而另一位的語言是法語，則每位家

長都只使用自己的傳承語言與他們的孩子交談。 OPOL 建議來自單語學習背景，主要

建議本身沒有雙語成長經驗的父母使用
29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家長與孩子能夠有意義

地交談，和家長能夠多與孩子說話而不感到吃力。家長需要靈活變通，考慮家庭的情

況，尊重孩子的選擇，並接受可能推遲減少使用 OPOL 和增加混合語言的出現。此

外，由於孩子或會漸漸忽視或疏於使用祖父母的語言，該語言可能會逐漸演變成一種

傳承語言，孩子使用該語言的能力亦可能會漸漸生疏。 

「在家使用少數族群語言」這方法適用於家長雙方都說同一種語言，或家長對該少數

族群語言的熟悉程度至少足夠教導孩子的情況。家長雙方在家裡都與孩子使用該少數

族群語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長的傳承語言是阿拉伯語，而另一位家長也精通阿拉伯

語（即使他/她的傳承語言是其他語言），則阿拉伯語將成為家長在家中與孩子交談的

語言。最後也許只剩祖父母會繼續使用傳承語言。隨著所有家庭成員都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社會語言，許多家庭都發現在家裡使用這種語言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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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長希望孩子能夠用他們認識的所有語言溝通，家長便需要讓孩子在日常生活和

不同情況下聽到和使用這些語言。孩子能夠從很多不同的人身上接觸到這些語言可能

十分重要，實際可行與否視乎這些語言的性質和孩子的語言環境 13。與其他人接觸是必

不可少的。 在遊樂場和遊戲小組，孩子可以從其他人身上多認識他們的語言。 

 

我們五歲的孩子會雙語，並被診斷出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 有人建議我們

在家裡只對他說一種語言，即是學校的語言。 這樣十分困難，因為他的姐

姐和哥哥會說兩種語言，而我們是一個雙語家庭。 我們應該接受這個建議

嗎？ 

 

這個建議源自錯誤的觀念，就是患有語言或學習障礙兒童不能夠學習兩種語言。研究

沒有證據證明患有語言障礙的兒童不能學習雙語。有研究反而指出，雙語系統不會妨

礙患有如發展性語言障礙 30-33、 自閉症譜系 34-38、唐氏綜合症 39、威廉綜合症 40、和聽力

障礙的兒童 41的語言發展。 

發展性語言障礙和雙語學習都可能減緩語言發展，而雙語兒童在某些發展階段亦可能

落後於單語的同齡兒童。  

患有發展性語言障礙的兒童更加需要足夠的支援才能在雙語環境中學習語言 42。  

與其停止使用母語，剝奪孩子發展該語言的能力，家長其實更應繼續與孩子一起使用

他們的傳承語言。家長應該通過互動閱讀或其他語言活動為孩子提供機會學習他們的

傳承語言。家長亦可以像幫助單語言兒童一樣幫助雙語孩子學習理解和溝通，例如使

用視覺輔助工具，標誌和圖片，同時輔以口語示範。 

 

我們計劃讓兒子去一所沉浸式語言學校，在那裡他可以用不同於我們的母

語(第二語言)學習，並在雙語中成長。但是我們的兒子被診斷出患有發展

性語言障礙。這是否顯示他不適合沉浸式語言教育？ 

 

患有言語和語言障礙的兒童能夠學習兩種語言。如上所述，研究發現，對許多患有

（發展性）語言障礙的兒童，如果能夠經常接觸第二語言，學習兩種語言並不比學習

一種語言更困難。研究證明，在加拿大的法語沉浸式學校出現語言遲緩的英語兒童，

與在純英語學校有同樣語言遲緩的英語兒童的學業成績相近 42。這些研究結果表明，通

過第二語言學習並沒有影響孩子的學業成績。不過，在以上情況，學校使用的其中一

種語言也是母語。與以上情況不同，新移民孩子學業成就的調查結果卻參差不齊 43。無

論如何，家長必須確保學校會盡力支援孩子的學習，為孩子提供頻密地使用學校語言

互動的機會，並當孩子遇到困難時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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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兒能說流利的母語，但學習學校語言卻有困難。語言遲緩（障礙）有

可能僅在第二語言中出現嗎？ 

 

一般人可能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建立用第二語言的基本人際溝通能力(BICS)。學習第二語

言需要有豐富語境及有機會互動對話，並有非口語提示幫助理解 44。  

認知學術語言水平(CALP)，意即學術語言。兒童可能需要五到七年，或更長時間才能

夠掌握所需語言能力令使學術水平達標 43-46。兒童在掌握 CALP 上遇到困難的情況並不

罕見，因為兒童可能在閱讀、寫作、拼寫和其他學術領域出現困難。要確定孩子是否

有學習障礙，我們需要了解學習第二語言的一般情況和進度。如果孩子需要過長的時

間發展 CALP 能力，則可能需要額外補習、輔導或特殊教育，以確保他們可以從學校

學習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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