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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寶寶有更好的開始 

專注及調節 建立關係  感官 體能 治療 

讓嬰兒在遊戲中學習：9 至 12 個月大 
 

 

 

  遊戲意念 對寶寶有何幫助？ 

 
 
 

從探索日常用品中學習 

 模仿遊戲 

 仿效父母及兄弟姊妹 

 用雙手去探索物件的形狀和大小的差異 

 學習遊戲和玩耍時解決問題 

 

 
 
 
 
 
 
 
 
 
 

用雙手學習 

 兩手並用 

 練習揑取及放開 

 將物件分開及組合 

 認識各種形狀 

 認識以下新概念 

o 增建及放置物件在另一物件上 

o 將物件放進另一物件內 

o 如何將物件組合起來 

 
 
 
 
 

從實踐中學習 

 按壓、轉動，閉合物件 

 把手指插入孔內 

 開始明白因果關係 

 
 
 
 
 

建立語言 

 用食指指著物件 

 指向寶寶想要的東西 

 翻頁 

 建立共同關注和專注力 

 模仿初學的生字，例如：鴨、波 

 
 

準備學行 

 在有支撐下學習站立和踏步 

 選擇一部向前推的嬰兒學行車會較坐在中間的學行車理想 

註：不適當的學行車會延誤嬰兒學行，並可能引致危險 

探索 、互動和模仿 

 

玩家用品 

 

玩紙和箱 

 

配對 

砌積木及叠杯 形狀分類 

滾動及旋轉圓珠玩

 

彈跳的玩具 

 

圖書 

 

學行車 

 

你知道嗎？  這階段的嬰兒能用手指、手勢和聲音去表達他們所想及所需。 

你回應寶寶的聲音可以鼓勵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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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寶寶有更好的開始 

專注及調節 建立關係  感官 體能 治療 

讓寶寶在遊戲中更參與的小貼士： 9 至 12 個月大 

 

 

  

 

 

 

 

 

 

 

 

 

 

 

 

 

 

 

 

 

 

建立技能 

遊戲中練習新的手勢 

一起學習揮手、拍掌、指向，點頭表示

「是」和搖頭表示「不是」。這樣可以幫

助寶寶溝通及明白，並對語言作出反應。 

學習輪流作轉 
 

和寶寶玩來回滾球；閲讀圖書

時，讓他翻頁或與圖片互動； 

輪流叠方塊建高塔。 

加強拉著物件站立 

把玩具放在稍高的位置，例如梳化。

然後將寶寶雙手放在椅上，鼓勵他 

拉起身體及伸手去取玩具。 

 

謹記重點 ‧‧‧ 

玩具交替使用 

將玩具放在不同房間，把玩具收起

一段時間，當玩具再次出現時， 

寶寶會把它當作新玩具。這樣可提

升他們對玩具的興趣及吸引力。 

 

描述一天的活動 
 

告訴寶寶正在發生的事和說出物件名稱。 

例如：「我們現在去公園」，「奶奶」。 

鼓勵他們作出反應，即使不是説話。 

發展社交情緒 

寶寶開始使用一連串的互動

的情緒訊息或姿勢去溝通。 

保障寶寶安全 ‧‧‧ 

 

預防燒傷  

切勿置使用中的爐灶不理。 

勿讓寶寶觸碰熱的液體。 

清楚界定一些寶寶《不得進入》的

區域，例如廚房。 

 

避免使用以下類型的學行車 

 

它們或許會延誤嬰兒學行， 

甚至造成危險。有些學行車還會 

翻側，令寶寶跌出車外。 

 
有研究顯示，當電視開啟時， 

父母會較少與嬰孩交談。 

但這年紀的嬰孩就是最愛 

與父母互動溝通。 

 

避免螢幕時間 

你知道嗎？這階段的嬰孩見不到父母會表現得緊張。當你要離開房間可保持說話， 

讓寶寶明白你仍在附近而且將會回來 


