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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儿童发展系列 

社交技巧篇  

什么是社交沟通技巧呢？ 

在社会上，我们每个人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互动和连

系。儿童随着身心发展，及透过和身边不同人的接触和互动，社交沟通技巧日

趋成熟和完善。引导及协助儿童建立良好的社交沟通技巧，有助其人际关系、

性格及情绪的发展。一般社交沟通技巧包括以下各方面： 

• 语言及非语言沟通能力（如眼神接触） 

• 互动交往能力（如分享、轮候） 

• 交谈技巧 （如引发、回应及持续一来一回的对话） 

• 社交认知能力（如理解别人感受、想法和需要，遵从社交规则） 

• 建立友谊的能力 

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儿童的社交发展？ 

1. 脾性/性格特质： 

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脾性特质。有些性格较内敛怕羞，有些则主动外

向，活泼开朗。这些脾性特质都会影响每个孩子在社交环境的表现。家长

切记不要把孩子与别人比较或揠苗助长，企图改变他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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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阶段： 

社交能力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及生活经验而不断增强。这些能力与孩子的发

展阶段，如认知、思维能力、体能及语言能力等息息相关。孩子会透过观

察及模仿身边的人，学习基本的社交应对技巧和礼仪。例如，儿童会学习

及模仿大人早上见到熟悉的人，便点头打招呼。见到熟悉的人对自己微笑，

便会报以微笑或其他身体语言，如挥挥手、点点头作响应。当孩子长大，

语言表达和交谈技巧更为成熟时，便会学习与人作一来一回的沟通，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面对发展迟缓或有其他发展障碍的孩子，家长及照顾

者更应从理解孩子的特质入手，学习相应的训练技巧，以提升孩子的社交

认知及沟通技巧。 

3. 环境或家庭因素： 

在学前阶段，孩子学习社交的对象主要是父母及其他照顾者。成人要以身

作则，留意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当孩子上学后，朋辈及老师便成为

孩子学习及模仿的对象。了解孩子在家庭以外人际相处的表现，循循善诱，

便能有效建立孩子良好正面的社交沟通行为。 

我的孩子不愿意与人打招呼和应别人，又没有兴趣和其他小朋友交

往，该怎么办？ 

1. 细心了解和观察、给予具体示范协助： 

家长首先要了解孩子的社交困难，有没有社交意欲；有些孩子有意欲但欠

缺技巧和认知能力，便要针对问题所在而采用适切的方法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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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导及巩固孩子的基本社交互动技巧： 

• 对于害羞的孩子，家长不宜操之过急，可鼓励孩子以他的方法多与别人

交往，并赞赏他的努力，循序渐进地让孩子建立与人交往的信心。 

• 家长在家可以和孩子多作一些简单的互动游戏，让他享受互动的乐趣。

在生活里加入一些简单的交往，如先与熟悉的家人或常见的亲友邻居打

招呼，慢慢扩阔到较熟悉的同辈，或邀请表兄弟姊妹到家中作客做玩伴。 

3. 扩阔生活经验，制造社交沟通机会：家长可以为孩子制造社交机会，如邀

请其他年纪相近的孩子到家中作客，或参加其他友好同学及朋友的聚会，

如生日会等。 

4. 建立活动规律、给予足够预告：家长可事前预告聚会的流程，建立有系统

的活动规律，让孩子有足够的心理凖备。亦可预先教导孩子一些游戏技巧，

让孩子容易投入。 

5. 诱发和强化社交沟通意欲和行为： 

• 成人可先透过孩子有兴趣的活动，鼓励孩子多参与。当孩子对其他小朋

友的活动感到兴趣，开始观察、表现友善或微笑，接受其他小朋友坐在

身边，甚或乐于分享零食和玩具等，成人便应实时给予正面响应和具体

赞赏。 

• 可把孩子喜爱的玩具或食物作为诱发孩子主动沟通和表达需要的工具。

即使孩子只用操作表示，也应实时给予回应及赞赏。 

6. 加强与老师沟通： 

• 家长可以与老师多沟通，了解孩子在社交方面的问题。请老师多观察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从旁引导及与家长商讨合适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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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害羞的孩子，老师可以安排他们在课堂里参与合适班务（如派茶点）

服务同学，或委派孩子照顾其他年幼的小朋友，协助他们建立良好的自

我形象。 

7. 切勿过分保护孩子： 

家长或老师可安排较内向的孩子坐在较主动的孩子身边，以带动相互交谈

及沟通的机会。切忌过于保护，以免减少孩子表达和发言的机会，弄巧反

拙。 

我的孩子不明白游戏规则、听不明指令，该怎么办？ 

1. 配合能力，示范协助：家长可配合孩子的能力，降低语言指令及游戏规则

的要求；也可从旁多作示范和协助，加强孩子的参与度和成功感。 

2. 运用图像，加强理解：家长可以用图像来提示孩子一些社交规则 ，从实际

生活经验不断反复练习，孩子的社交能力便可慢慢增强。 

我的孩子想参与同辈的游戏，但不懂得如何加入，又不懂与人展开

话题，该怎么办？ 

1. 选择合适对象、建立自信：家长可教导孩子结交朋友时，选择温和友善的

同辈作对象，向对方表达友善，如向人微笑，或主动分享小食。 

2. 教导基本技巧：家长可教导孩子加入别人活动的技巧，如先观察别人的活

动和反应，选择合适时间，向别人表达自己想加入，并等候响应。即使对

方拒绝，也教导孩子勇于面对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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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即使开始能加入到小组，但很快便离群，难以延续话题，

该怎么办？ 

1. 观察问题、引导解难：家长应慢慢用心观察及分析孩子与人相处及沟通的

问题，而作出改善建议及教导。 

2. 学习理解社交处境及规则：孩子或许不理解别人游戏或说话背后的意思；

或欠缺足够沟通技巧，未能有效地表达及提出要求；或在参与过程中失去

兴趣而离群。家长可加强孩子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及对社交处境和规则的

理解。 

我的孩子容易被同辈欺负，被人故意戏弄也不知道，又不懂解决和

面对，该怎么办？ 

1. 了解事情始末、勿过份武断：家长需要先了解事情发生的始末，来龙去脉，

不要过分主观和武断。要看看是个别事件，或是屡次出现的欺凌事件，并

了解孩子对事件的感受和看法。 

2. 运用角色扮演、建立同理心：家长可联同家中成员与孩子进行角色扮演，

让他从不同角度了解各人的处境和想法，从中协助他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学习解难能力：家长可按孩子的能力分析和讨论不同解决方法的利弊，与

他一起选取最合适的方法。鼓励孩子若再遇上类似的情况，主动告知大人，

一同解决。 

4. 运用视觉策略、加强理解：对于年幼、表达或理解能力较弱的孩子，有时

更需要用绘画或其他视觉提示，来协助孩子表达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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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喜欢指挥他人，什么事都要管，遇着不对的事，更会直斥

其非，比较自我中心，不喜欢分享，别的孩子都不喜欢他，该怎么办? 

1. 领导才能的培训: 若果孩子对很多事情有意见，可以先欣赏他勇于提出意

见，再教导他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以合宜的说话将他的意见表达出来。 

2. 问题分轻重: 教导孩子将问题分轻重，并就处境讨论合适的应对方法，例

如那些事情可以忽略，那些可有礼地告诉对方，那些需要告诉大人处理等

等。 

3. 同理心的建立: 与孩子讨论别人可能有的感受，可透过角色扮演，帮助孩

子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感受。按着孩子的年纪，让孩子渐渐明白每个人对

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而这些看法都可能是正确的，避免孩子变得自以为

是。 

4. 体会分享的乐趣: 家长可预备足够的物资(例如食物、玩具、手工材料等)，

先让孩子尝试在有余的情况下分享，诱导他发现并道出与人分享的乐趣，

再逐步扩展至有限的物资上。 

我的孩子对游戏或比赛的输赢看得很重，输了会大发脾气，甚至拒

绝再参与，该怎么办? 

1. 玩一些快赢快输的游戏: 让孩子习惯有赢有输的感觉，亦习惯输了可以重

来。 

2. 重视过程多于结果: 在进入活动前，家长先与孩子说明你欣赏的好行为，

例如积极参与、遵守规则、享受过程的乐趣、不怕输、再接再励等，活动

后可就这些表现作检讨，避免只看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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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体育精神: 家长可透过与孩子一起阅读书本或其他媒体，表示欣赏那

些展现体育精神的人。 

4. 家长的身教: 家长可向孩子示范如何面对成功及失败。 

每当参与集体游戏时，我的孩子总是在捣乱，不听从指示或不理会

规则，该怎么办? 

1. 限制集体活动的人数: 家长可由两至三个孩子的小组活动开始，预备充足

的人手管理秩序，能随时暂停孩子的活动。 

2. 活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避免孩子因情绪过度高涨或疲倦而变得不合作。 

3. 奖罚分明: 在进入活动前，先与孩子说明好行为的奖励及不合作的后果，

密切观察他的良好表现并给予鼓励，当有不合作的表现时，应立即提醒，

再犯规便要执行后果 (如暂停活动等)。 

我的孩子经常与同辈发生冲突，有时大哭，有时动手，担心他不小

心伤害到自己或他人，该怎么办? 

1. 学习解难: 家长可多与孩子讨论他遇到的问题，引导孩子想出更多的解难

方法及分析每个方法的利弊，透过角色扮演练习如何应对。 

2. 学习情绪管理: 提升孩子观察自己情绪的能力，在情绪未到达顶点时，找

出一些合用的方法降温，例如深呼吸、数数目、离开现场一会、避免直接

冲突等，冷静过后再用说话清楚表达。 

3. 忍耐力的锻练: 冲动及欠耐性的孩子较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家长平日可延

迟满足孩子的要求，例如告诉孩子如他能多等五分钟，就能获得比原有更

多的奖赏/好处。经过多次成功后，家长可逐渐延长需要等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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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好像不察觉或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看见别人不高兴或受

苦时，还是继续闹着玩，该怎么办? 

1. 同理心的建立: 从观察面部表情图片到真实相片，教导孩子留意别人的眉

头眼额，从而明白别人的感受，再想想别人当下的期望。 

2. 让高涨的情绪降温: 提升孩子对自己兴奋情绪的觉察，在情绪未到达顶点

时，找出一些合用的方法降温，有需要时带孩子离开人群，冷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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