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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能力為什麼重要? 

敘事能力(narrative skills)是指可以用口語表達生活經驗和事件的能力，兒童在學齡前擁有

較好的敘事能力，學齡時的學業成就和社會互動能力也會較佳。在典型的發展過程中，敘事

能力萌發於 2 ~ 3 歲，此時兒童開始向別人講述他們自己所看到和所做的事情。隨著年齡的增

長，他們開始講述過去發生的故事。敘事能力好的兒童能表達更多的複雜句型，而知道敘事

結構的兒童也更容易記憶故事及理解故事內容，並且知道如何選出故事的重點，因此敘事能

力佳的小朋友在學齡期間能夠更有成效的學習，因為這些小朋友們具備了在學齡時期所需要

的理解能力和表達（含口語及寫作）能力。 

 

如何建立共讀的環境?  

1. 書本是方便取得又優良的材料，像是繪本能夠提供兒童敘事時需要的畫面。家長可嘗試在

家為兒童布置一個放滿書的小書櫃，以及一個安靜明亮適合看書的角落。建立每天跟小朋

友共讀繪本的行程，既使只有 10 分鐘也很好。 

2. 如果時間安排上有困難，可以每天在睡前或遊戲時撥放故事，讓兒童養成聽故事的習慣，

可在網路尋找說繪本或講故事的 Podcast 或是商業販賣的 CD、故事機。 

 

如何選擇適合的書本? 

1. 故事內容的難易程度應配合兒童年齡：不要有太過艱深的字詞，故事內容盡可能挑選兒童

自己喜歡的，家長可參考繪本上建議的閱讀年齡挑選。 

2. 有豐富圖片的繪本: 圖畫可提供視覺輔助，讓小朋友藉由圖畫幫助來說故事。共讀時家長

盡可能用自己的話來看圖說故事，可透過無字繪本練習說說看，或者也可單純唸讀文字內

容，兩種方式都對小朋友有幫助。 

3. 故事具結構性: 既然是訓練小朋友敘事能力的故事書, 故事編寫方式需要有固定的結構，

透過敘事結構呈現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包含主角、事件、解決辦法、結果、感覺。有重

複劇情就可以重複練習說敘事結構。 

 

如何念故事給小朋友聽？  

1. 盡量用生動的語氣吸引小朋友注意。 

2. 不用每個字照讀，但要注意故事的結構性仍須存在。另外，若故事中有使用相同的句子

來串連每件事情，請照著念那句話（例如在"爺爺一定有辦法"的固定句，約瑟說：「爺爺



一定有辦法。」爺爺拿起毯子，翻過來又翻過去。）  

3. 一邊念一邊指著圖片幫助小朋友記憶（例如在講"三隻小豬"時，家長一邊說「第三隻小

豬用磚頭蓋了房子」，一邊指著磚頭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