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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我們先了解當兒童學習兩種語言時，分
為以下兩種方式：
1.同時習得：當兒童從出生就同時學習兩種語言
，或者在3歲之前接觸到第二語言時，就會發
生同時習得。學習兩種語言的兒童語言發展與
單語兒童相同，雖然雙語兒童開始說話的時間
可能稍晚於單語兒童，但開始說話的時間點仍
然在正常範圍內。從學習語言的一開始，同時
習得的雙語者似乎是在習得兩種獨立的語言。
他們很早就能夠區分他們的兩種語言，並且已
經被證明能夠根據他們的交談對象切換語言。
2.順序習得：當第二語言在第一語言建立良好之
後再開始學習時，就會發生順序習得，通常是
在3歲之後。如果兒童移民到一個使用不同語
言的國家，他們可能會經歷順序習得。如果兒
童在家中只講他的第一語言，直到他開始上學
，而學校的教學使用另一種語言，那麼也可能
發生順序學習。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雙語學習日益受

到重視。雙語者不僅能用兩種語言溝

通，更能深入體驗兩種文化。許多家

長希望透過雙語學習提升孩子的語言

和溝通能力，但當發現孩子有語言發

展遲緩的跡象時，這成了一個難以抉

擇的議題。語言發展遲緩意味著孩子

在語言理解和(或)語言表達與同齡者

有顯著的差距。本文將分別探討典型

發展兒童與語言發展遲緩兒童，了解

他們在雙語學習中可以獲得什麼樣的

優勢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戰，並為照顧

者提供選擇的參考建議與協助孩子的

方法。

雙語學習有那些優點？

　　雙語學習對典型發展的兒童能夠增強心
智能力和創造力，尤其是在執行功能方面（
執行功能綜合廣泛的認知能力，包含注意力
、工作記憶、衝動控制、計畫和組織、自我
監控）。當雙語者在使用兩種語言時，需要
不斷儲存和檢索訊息，從而提升工作記憶能
力，而他們在使用一種語言時需要抑制另一
種語言，這有助於增強抑制控制能力。
　　
　　對於發展遲緩的兒童而言，許多家庭被
建議避免雙語環境。然而上述所提及的雙語
學習優勢，語言發展遲緩的兒童是否也能受
益呢？以自閉症兒童為例，近期的研究越來
越支持雙語學習對典型發展兒童所產生的認
知優勢也適用於自閉症兒童。與單語自閉症
兒童相比，雙語自閉症兒童的語言發展並沒
有更為嚴重的遲緩1；相較於單語自閉症兒童
，雙語自閉症兒童執行功能較佳、衝動行為
較少，以及固著行為較少2。

雙語學習的挑戰

　　首先要先說明，對於典型發展的兒童，
雙語學習並不會導致語言發展遲緩。然而即
使不會導致語言發展遲緩，兒童亦可能面臨
以下挑戰，例如：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精通兩
種語言，且初期他們在個別語言中的詞彙量
可能少於單語學習者。雙語兒童有時會混合
使用兩種語言，並可能偏好其中一種。當他
們能理解但還不太能流暢地說出第二語言時
，他們可能表現得較為被動。

　　對於中度到重度的發展障礙兒童，學習
語言可能有更多挑戰。他們在學習詞彙、文
法或語言在不同情境下的使用規則，可能遇
到更多的困難，進而導致了語言發展的遲緩
，因此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對語言輸入的品
質與重複次數的依賴更勝於典型發展的兒童
，這意味著學習的過程中要給予更多語言輸
入的機會。

　　由以上探討我們可以瞭解，無論是典型
發展兒童或發展遲緩兒童，皆可以從雙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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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獲得認知能力提升的優勢，也都面臨挑戰
，家長可根據兒童的具體情況做出最佳的選
擇。以下提供一些可以考慮的面向：
1.語言暴露的程度：考慮兒童在家中和學校
的語言暴露情況，以及他們與說不同語言
的人的互動頻率。目前並沒有確切指出第
二語言的接觸、暴露量應達到多少才足夠
，但提升暴露的程度與頻率會使兒童更自
信的使用第二語言。
2.兒童的動機和興趣：如果兒童對學習第二
語言有高度的興趣和動機，這可能會有助
於他們的學習。
3.家庭和文化背景：考慮家庭的語言和文化
背景（例如：在有些家庭，父母親的母語
分別是不同語言），以及雙語學習對家庭
成員的意義。
4.照顧者的期待與規劃：是否有考慮讓兒童
在國外就學的規劃，或者是單純想增進第
二語言能力；此外，也要考量提供的環境
是否讓兒童有足夠的機會使用第二語言。
5.可用的資源和支援：考慮學校和社區提供
的雙語教育資源，以及家長可以獲得的支
援。
6.兒童的語言發展歷程：了解兒童在單語環
境中的語言發展情況，以及他們在雙語環
境中可能面臨的挑戰。
7.語言能力的評估：若有語言發展遲緩的顧
慮，可至復健科接受語言治療師評估，了
解兒童的語言發展，並根據兒童的需求，
調整學習、治療策略。

　　目前的研究表明，如果家庭自然環境包
括雙語環境且有足夠的語言輸入，我們可以
鼓勵發展遲緩的兒童接觸雙語環境。如果選
擇讓發展遲緩的兒童學習第二語言，應該提
供足夠的支援和資源，幫助他們克服學習上
的困難，發揮雙語學習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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